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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体系多元化融入了多种考查标准，更加注重学生德智

体美劳的全面协调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分数定终身，给

予学生全方位多角度展示自己的机会，所体现的是教育

公平。

公正伦理观的内涵及其发展脉络

公正也称为正义，是对“政治、经济、法律、道德

等领域中的是非、善恶的一种道德认识和价值评价。作

为道德范畴，既指符合一定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又指

处理人际关系和利益分配的一种原则，即一视同仁和得

所应当。简而言之，公正就是不带有私人情感，客观、

不偏不倚地对待。

西 方 的 公 正 思 想 最 早 可 以 追 溯 到 古 希 腊 时 期 ， 凡

有建树的哲学家都对其进行了系统研究，有学者认为两

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史可以看成是一部公正史。古希腊时

期的公正是从德性层面阐述，主要集中在希腊三贤思想

中。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把公正等同于美德，是存在于智

慧之中的，他认为公正和其他一切美德就是智慧。从美

德出发的行为都是善的，因此从公正出发的行为和美德

一样也是善的。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在继承老师思想的基础上，

在《理想国》这本书中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同情奴隶在城邦中没有发言权没有地位的处境，试图

从城邦治理的角度构建一个正义的原则，主要分为个人

公正和城邦公正。个人公正就是大家在智慧的带领下，

各尽其职，不干预其他人；社会公正就是城邦的各个阶

级要按照自己的职能各司其职。简而言之，公正是个人

和国家都要遵守的行为准则。与苏格拉底相比，柏拉图

的公正思想为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具

有实践性。

亚 里 士 多 德 在 前 人 的 基 础 上 ， 创 造 性 地 提 出 了 公

正不仅是道德意识，还表现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他指

出，我们所谓的公正是人们先有了做公正事情的品质，

才能在生活中表现。亚里士多德从分配的正义和法律的

正义论述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实现正义，分配正义有点像

我们今天所说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即按照各自贡献大

小相应分配。法律公正则是在前者出现问题的基础上进

行的矫正，因为他发现这种按价值分配不能统一，不同

利益的人所认为的价值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从法律上

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做到法律公正。从上面三

者的正义思想，可以看出古希腊的公正伦理从具体到抽

象、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

中 世 纪 神 学 思 想 占 主 流 ， 此 时 的 公 正 理 念 也 融 入

了宗教的观点，公正服从于上帝，借助神的旨意统治国

家，愚昧人民所杜撰出来的正义完全是非正义的，是君

主教会用来统治奴役人们的手段。

近代功利主义公正伦理思想主要以“尽可能满足最

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原则。从利益出发，认为人都

是自私自利的，都是为了获得自己最大的利益。正因为

人都是自私的，所以我们要采取一种制度来协调人们之

间的利益分配。

近 代 义 务 论 为 代 表 的 哲 学 家 从 以 人 为 本 的 角 度 出

发，把公正看作是履行契约、保障个人的权力、自由、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当代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核心在于建构一个决定正

义的公平程序，通过无知之幕的方法取消某种偶然性造

成的影响，构建一个社会成员共同选择的决定正义的公

平程序。这种程序公平从教育上看是政府要保证教育机

会的均等、教育资源分配的公正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教育

补偿政策。

诺齐克从权利的角度谈正义，公正就是要保障个体

的权利，为此他主张建立一个“最弱政府”这个政府的

产生是由大家制订契约的，它的职责就是保护个人的权

利。在分配方面，诺齐克主张持有者的正义，如果是从

公正中获得的，那么这个取得就是合法的；只有出于个

人意愿的转让才具有正义性，如果是通过强行分配的，

那么是不公正的；在持有中如果出现了不公正，那么必

须进行矫正。衡量“好的”教育的标准不是社会总体教

育的增加而是个体教育权利得到保障，教育的目的是发

掘人的潜能。 

通过对西方公正伦理的整个脉络梳理，我们看到公

正伦理思想从简单走向复杂，古希腊是从品德谈正义，

后来渐渐发展成个人、国家的公正观、再到具体的各种

分配政策、社会制度，公正理论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

面面。

构建高考制度的伦理公正机制

从伦理公正角度来解析江苏高考新政策，我们不难

发现教育公平是国家对教育资源配置时所依据的规范原

则，符合社会整体的发展与稳定，符合社会成员个体发

展和需要，并以两者的辩证关系出发来统一配置教育资

源。江苏高校新政策和以往相比，在科目设置、考试内

容、录取机制、管理监督、名额分配上都更加注重对考

生的公平性，这对于实现高考公平具有重要的意义。但

是如何构建高考制度的伦理公正机制，我们还需要在教

育机会中加入补偿原则、在教育过程中加入法律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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