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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如何思维》是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约翰·杜威的代表作之一。
1925年1月，孙伏园主持的《京报副刊》发出征求启示，邀请海内外名流学者推荐“青年必读书十部”
。
众多学者纷纷响应作答。
《我们如何思维》被胡适、潘家洵、李小峰、邵元冲、杨四穆、罗德辉、许昂若等学者列入推荐书单
。
　　《我们如何思维》探讨了人类思维的本质。
作者运用大量日常生活中的案例，详细阐述了我们进行思维时的不同过程。
全书共三部分，第一部分“思维训练的问题”，说明什么是思维以及思维训练的重要意义；第二部分
“逻辑的探讨”论述了逻辑上概念判断、推理、具象与抽象思维、经验与科学思维等方法；第三部分
“思维的训练”讨论了如何从活动、语言、观察、课堂教学等方面发挥儿童的好奇心、想象力，培养
他们科学的思维方法。
　　《我们如何思维》有助于我们了解思维的特性，运用科学的训练方法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也有
助于教师根据思维的发展过程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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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约翰·杜威(John Dewey) 译者：伍中友约翰·杜威（John Dewey），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
家、教育学家之一，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
他的思想涵盖逻辑学、认识论、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哲学、美术和宗教。
他的学术著作甚丰，仅目录就达125页，主要代表作有《民主与教育》《哲学的改造》《人类本性及行
为》《经验与自然》《确定性的追求》《艺术即经验》《逻辑：探求的理论》《公众及其问题》《人
的问题》等等。
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杜威到中国讲学，在北京、上海、山东、山西、江苏、浙江等13个省市演讲
数十次，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尤其是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胡适曾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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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思维训练的问题第一章 什么是思维?第二章 思维训练的必要性第三章 思维训练中的自然资源
第四章 学校状况与思维训练第五章 智力训练的手段和目的：心理与逻辑第二部分 逻辑的探讨第六章 
完整思维行为的分析第七章 系统推理：归纳和演绎第八章 判断：对事实的解释第九章 意义：或概念
和理解第十章 具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第十一章 经验思维和科学思维第三部分 思维的训练第十二章 活动
和思维训练第十三章 语言和思维工具第十四章 观察和思维训练知识第十五章 讲课和思维训练第十六
章 一般性的结论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们如何思维>>

章节摘录

二、需要引导以实现价值人每天每时都在思索，这不是什么技术性和深奥的事，但也不是什么无足轻
重的小事。
这一功能必须是与智力相协调，每一次都不能有思维混乱。
这是一种推理的过程，是在判断情况的基础上得出结论，间接地得出信念，正因为如此，这可能做对
了，也可能做错，所以需要谨慎小心，需要锻炼。
它愈是重要，出了错的危害也就愈大。
比穆勒更早的一位学者约翰·洛克（1632-1704）阐述过思维对于生活的重要性和训练思维的必要性，
以便通过思维得到尽量好的效果和防止最坏的结果。
他说，“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以这一种或那一种观点为依据，以该观点作为行动的理由；不论他运
用何种手段，他都是以自己这一有充分根据或并无充分依据的见解作为引导，按照这一正确或错误见
解而投入他的全部行动力量⋯⋯神殿教堂都有它们的神圣偶像，我们都看到有多少人为之顶礼膜拜。
实际上，在人们的头脑中，这些观念和偶像都是始终指导他们行动的无形力量，他们都普遍心甘情愿
地服从这一指导。
因此，极其重要的是要非常用心培养自己的认识，正确运用自己的认识以探求知识和判断实际效果。
”既然一切有意实施的活动以及我们种种力量的运用都有赖于思维，洛克强调非常用心培养自己的认
识“极其重要”，就是恰如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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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如何思维》是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约翰·杜威代表作之一，胡适、潘家洵、李小峰等学者曾
推荐《我们如何思维》为“青年必读书”。
1925年1月孙伏园主持的《京报副刊》发出征求启示，邀请海内外名流学者推荐“青年必读书十部”。
众多学者纷纷响应作答。
《我们如何思维》被胡适、潘家洵，李小峰、邵元冲、杨四穆、罗德辉、许昂若等学者列入推荐书单
。
约翰·杜威的哲学与教育思想杜威在基本哲学路线上继承了经验论传统。
他把经验解释为超出物质和精神对立之外的中性的东西，既否定经验是客观对象的主观反映，也反对
把经验看作是一种纯粹主观意识。
在杜威看来，经验既包括人的情感、意志、思想等一切心理意识的、主观的东西，也包括事物、事件
及其特性等一切“客观”的东西。
杜威否定思想、概念、理论等等是客观对象的反映，认为它们不具有客观真理的意义，而只能作为有
用的假设。
它们不过是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设计的工具，只要它们对实现目的有用或者对有机体适应环境有
用，它们便是真理，反之就是谬误。
杜威非常重视教育和哲学的关系，甚至把哲学看作是“教育的普遍理论”、“广义的教育学说”。
他认为，教育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而思想和学习是人用来适应生活要求的工具，人为了生活而思考
，所以哲学也是一种生活工具。
掌握生活工具要通过教育，教育好像是实验室。
哲学的种种理论可以在其中经过一番试验，使之成为具体的。
杜威一生的哲学活动从没有与其教育活动分开，他的教育活动也从没忘掉工具主义哲学。
从实用主义经验论和机能心理学出发，杜威批判了传统的学校教育，并就教育本质提出了他的基本观
点，“教育即生活”和“学校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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