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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侧重于学生的考试成绩。然而，这种“工具理性”

的思维方式往往忽视了教育的本质价值和学生的全面发

展。江苏省高考改革通过强调以人为本，将关注点从单

一的成绩转向学生的全面发展，实现了从“工具理性”

到“价值理性”的回归。这种回归体现了教育公正的深

刻内涵，即教育应当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而不

仅仅是作为选拔人才的工具。

2、伦理意蕴二：个性化教育的实践探索

在 高 考 改 革 的 推 动 下 ， 江 苏 省 积 极 探 索 个 性 化 教

育的路径。通过增加选考科目、实行综合素质评价等方

式，为学生提供更多元化的发展空间。这种个性化教育

的实践不仅满足了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也促进了教育资

源的优化配置。它体现了教育公正中的平等原则，即每

个人都有权利获得适合自己的教育资源和机会。同时，

个性化教育也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使他们在学习知

识的同时，也能够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创新思维和实

践能力。

3、伦理意蕴三：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与和谐社会的

构建

江苏省高考改革所倡导的全面发展教育理念与和谐

社会的构建紧密相连。一个和谐的社会需要由全面发展

的人才来支撑。这些人才不仅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还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社会责任感和创新能力。

江苏省高考改革通过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努力培养具

有这些素质的新时代人才。这些人才将成为推动社会进步

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为和谐社会的构建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将教学、考试和招生挂钩，以促进教育改革

1、伦理意蕴一：系统性与协同性的统一

江苏省高考改革将教学、考试和招生三个环节紧密

挂钩，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系统性与协同性的

统一体现了教育改革的深刻内涵。它要求各个环节之间

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这种

统一不仅提高了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增强了教育改

革的整体效果。它体现了教育公正中的效率原则，即教

育资源应当得到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以最大限度地满

足学生的发展需要。

2、伦理意蕴二：分类考试与多元评价的融合

江 苏 省 高 考 改 革 提 倡 分 类 考 试 和 多 次 录 取 ， 这 一

举措打破了传统单一的评价模式，实现了分类考试与多

元评价的融合。分类考试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和需求设

置不同的考试科目和难度等级，使每个学生都能在自己

擅长的领域得到充分发挥。多元评价则通过综合素质评

估等方式全面评价学生的能力和素质，使评价结果更加

客观、公正。这种融合不仅提高了评价的精准度和科学

性，也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它体现了教育公正中的

全面性原则，即评价应当全面考虑学生的各个方面素质

和能力。

3、伦理意蕴三：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公平

江 苏 省 高 考 改 革 不 仅 是 对 现 有 教 育 制 度 的 调 整 和

完善，更是对教育事业的全面推动和发展。通过改革教

学 、 考 试 和 招 生 等 环 节 ， 江 苏 省 努 力 构 建 一 个 更 加 公

正、科学、高效的教育体系。这种以改革促发展的理念

不仅促进了教育事业的进步和繁荣，也为教育公正的实

现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教育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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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为人才选拔的重要途径，其科学性与公正性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