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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结果中加入商谈伦理。

1、补偿性政策

教育机会公平论是一战前欧美国家最先提出来的，

主要是依靠法律的约束力，让国籍、地区、家庭、性别

等有差异的学生都能获得受教育的权利，都可以得到平

等的对待。教育机会公平是教育公平的起点，在教育公

平中起到基础作用。江苏地区高考招生制度的机会不公

平主要体现在南北经济差异带来的教育辍学。坊间流传

着一句俗语：“全国教育看江苏”，可见江苏教育对教

育的重视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在全国教育领域处于领先

地 位 。 马 克 思 曾 提 出 ： “ 事 物 的 发 展 变 化 是 由 于 矛 盾

造成的，矛盾是指事物自身所包含的既相互排斥又相互

依存，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所以，事物的发展具有两

面性。”江苏省对教育的重视一方面提升了教育质量，

也带来了教育机会的严重不均。江苏从经济上说南北差

异 还 是 挺 大 的 ， 南 方 地 区 经 济 发 展 态 势 好 ， 人 们 生 活

比较优渥，不管是地区政府还是家庭对教育投资多，学

生从小就能受到比较好的教育，那么教育的起点就比江

苏偏北地区的学生高，这种教育起点的不公是造成高考

结果不公平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为了改变这种不公平

的局面，江苏政府需要从政策上调控这种教育机会的不

公，给予偏北地区更多的教育资源扶持、从教育硬件设

施到师资力量让更多孩子从小得到的教育机会不会相差

太远，对贫困学子进行资金扶持，用实际行动驳斥“寒

门再难出贵子”的言论，让每一位寒门学子都能上得起

学，通过教育都能改变自身的命运，共享教育的果实。

2、法律约束政策

教 育 过 程 公 正 主 要 是 指 在 教 育 过 程 中 各 项 影 响 教

育公平的举措，如教学条件、家庭文化水平、社会关系

的差异等等。在保证入学机会均等以及各项教育资源分

配上做到合理配置，并不等于实现了教育公正，维系教

育过程的公平还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制约。在教育的过

程中我们会发现一些不公正的事情，譬如某些学生的家

庭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那么这些学生在教育上也享

有一定的优越性。他们的家长利用社会地位为孩子在学

校疏通关系，安排孩子上最好的学校、在学校享受老师

的格外照顾，甚至在进入高等学府时通过金钱、权利为

孩子谋得扩招的名额。这种教育过程的不公平让更多有

能力但缺乏社会地位家庭的孩子失去了进一步学习的机

会，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寒门再难出贵子的一大因素。

为 了 避 免 教 育 过 程 的 不 公 正 ， 我 们 需 要 建 立 严 格 的 法

律惩戒制度，从根源上遏制这种行为。首先要加强对老

师的职业素养教育，老师要做到尊重并且平等地对待每

一位同学，对于那些违反教师道德的老师要采取惩戒措

施，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法律手段来捍卫学生的权利。

对于学校需要加强权利的制衡，政府一方面给学校足够

的自治权，另一方面也需要进行监督，一旦学校通过非法

手段进行名额交易，政府有权剥夺其办学资格，追究当事

人的法律责任。教育过程公平，需要法律规范的支撑。

3、商谈伦理政策

教育结果公正主要是指学生获得教育后走上工作岗

位的就业公正，在本文中教育结果公正看做是高考录取

工作是否符合伦理公正。对于考生来说，高考后填报志

愿工作的难度不亚于高考，很多考生尽管考试分数很高

但是志愿填报失误也会让考生陷入无奈的境地。这种种

原因在于志愿填报系统的设置起初没有达成道德共识，

学生和学校在选择的过程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缺乏主

体间的相互理解。考生在填报志愿的过程中只能一次选

择几所心仪的院校以及专业，并且这些院校会根据考生

的分数、填报的顺序逐层进行筛选。这无疑是在无形中

提高了学校的主导地位，考生在志愿选择中缺少了主动

性。教育的本质是学生，所有的教育活动都应该以学生

的发展为要求，高考填报志愿的不合理让很多考生错失

了机会，导致录取结果的不公平。为了让高考录取机制

更为公正，在填报志愿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贯彻哈贝马斯

商谈伦理学的精神，把互主体性提高到中心位置，将道

德视为行为主体之间为了利益的相互保障而做出的合作

行为，它使社会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公正。简而言之就是

在 设 置 高 考 志 愿 填 报 系 统 时 可 以 让 考 生 和 高 校 平 等 协

商、双向选择。考生在系统中选择好自己所想报考学校

专业并以排序的形式出现，报考高校可同时看到考生资

料，根据考生的专业需求、分数进行及时录取邀约，考

生选择其一进行应约。这种录取机制的改变在于尊重了

考生的专业兴趣，削弱了各大学校的主导权，避免了录

取过程中由于信息的闭塞导致考生无法及时与学校取得

沟通意外落榜的命运。这一方面尊重了考生的权利，增

加了考生的选择权，另一方面也为国家成就了可造之材

从而让教育的结果更加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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