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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基层社会的教育改革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关键时期,从传统的应试教育到现代的素质教育

过渡期间,需要克服各种教学思维惯性、教学管理模式僵化等问题。相比于这些具体的教学改革项目,

更值得社会关注的问题是：现阶段的教育公平已经遭到极大破坏。立足于整体发展的角度来说,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在教育领域上也有明显体现,甚至于区域间教育发展差异和区域经济建设差异高度一致。

本文将从国家义务教育制度和国民教育公平之间的关系着手,探寻造成现阶段国内教育不公平问题的

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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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ducation reform of our country's grassroots society has come to the critical period of history, 

from the traditional exam-oriented education to the modern quality education transition period, need to 

overcome all kinds of teaching thinking inertia, teaching management mode rigid problems. Compared with 

these specific teaching reform projects, what is more worthy of social attention is that the current educational 

equity has been greatly damag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verall development,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is also evident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nd eve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are highly consistent. This paper will start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ional compulsory education system and national education equity,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of the current domestic education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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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有的话

题。从历史上来看,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

在其著作《理想国》中就提出了教育公

平理念的雏形,主张城邦公民能统一集

中地接受教育,所有学生将在国家统一

的教育机构进行学习和筛选,其中出类

拔萃的学生将有机会接触更高等的教育,

其他学生就各司其职地被安排到社会的

不同岗位上。同样,中国大思想家孔子也

提出过教育公平的想法,譬如说,“有教

无类”,就是指出一个国家社会应该不分

高低贵贱,不分地域差异,以普遍实行同

等程度的教育,以打破春秋时期的贵族

教育体系。由此看来,教育公平是人类社

会发展的共同追求,尽管现实的情形并

不如想象的那样好,但其思想是值得当

今社会要求推行教育公平者的思考。 

1 国家义务教育制度与国民教

育公平 

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以来,大多数国

家在推行教育公平理念上的实践莫过于

实施国家义务教育制度,也就是指国家

依照法律的规定对儿童和青少年实施的

一定年限的强制教育的制度。这一制度

最早起源于德国,由当时最著名的宗教

改革家马丁路德首次提出来的,其目标

是想使人人都具备学习阅读圣经的机会

和能力,以打破先前以罗马教会为中心

的教育体系,避免只有少数人才能接触

圣经,诵读圣经,从而形成教会贵族垄

断圣经解释而辖制普通大众的阶级制

度[1]。因此,在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

中,义务教育就成为后来新兴国家唤醒

普通民众的先锋制度。当西欧国家步入

工业革命以后,多数西方国家也就先后

采用了国家义务教育制度,旨在普及工

业基础知识,以便训练出更多的工人,以

适应工业机器的劳动制度,由此来提高

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满足工业化社会

的需求。在这个情况下,这种教育所带来

的社会利益远远大于其对工人的剥削。 

然而,义务教育虽然带着其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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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想,譬如提高民族的文化水平,增

强人们的劳动能力,推进社会的福利制

度,如此等等,但在现实的面前总是受制

于各种势力的负面影响,譬如任何一个

国家的教育资源有限性,教育分配的地

域性,经济条件的限制性,如此等等,这

样,在推行教育公平的过程中就形成了

不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和经济条件对

教育投入的差异性,从而在实际的教育

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教育不公平的社会

现象。 

我国现阶段在推进义务教育制度的

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有目共睹。早在建

国初期,毛主席就在给周总理的信中重

点提到：要取缔富豪和官门子女的专项

教育机构,让所有的孩子都在统一教学

制度中接受教育。这一重要指导思想延

续到今天,虽然有私立学校出现,但并未

动摇我国义务教育制度的基本盘[2]。私

立学校只是作为发展新时期国家义务教

育制度的分支存在,无论是在学生数量

上,还是毕业学生的学籍和工作发展上

都没有脱离义务教育的基本框架。由此

可见,我国义务教育制度是完善的,但在

具体落实阶段尚有提升空间。 

2 教育资源分布差异与国民教

育公平的矛盾 

所谓的教育资源,即教育过程中所

占用、使用和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

力资源。其中也能分成多种形式,如义务

教育的学校教育资源、社会私立的补习

教育资源、家庭教育资源和权力寻租的

教育资源等等。所谓的教育投入,是指教

育过程中所需要的经济担负在不同地域

所形成的不同教育成本,在促进教育公

平中所起到的负面作用。我们将重点聚

焦于讨论我国现代学校教育资源和家庭

补习教育资源对教育公平所产生的失衡

问题。 

首先,教育公平至少有两层意义[3]。

第一层应该指一个人接受义务教育甚至

后来的高等教育不该与这些因素产生紧

密关联,如地区差异、财富差异、性别差

异；第二层应该是一个人接受教育的好

坏不该由其学习成绩筛选和竞争取胜

所决定,而应仅仅保持对人的培育,除

非这个人是从其清醒的理性上能自愿

地放弃教育,否则他就应得到同等的教

育权利,而且是同等程度上的教育过

程。然而,就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所

开展的教育过程来看,这种学校教育资

源与家庭补习教育都存在着无法辩驳

的不平等性。 

就第一层意义来说,我们就可以从

一张2017年普高升学率的统计表上看出,

各省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如表1所示)

陕西省有高达70.1的升学率,而最低的

云南省,却只有49.2的升学率,不同的省

份有30%的巨大差异。 

表1 2017年各省普高升学率统计表 

 

同时可以看到,几个比较富裕的省

市,如上海,北京在榜单上的排名并不靠

前,即使他们占有非常多的教育资源。可

能的原因是这些省市多数竞争激烈,同

时也有较多学生转为私立高中教育。同

时还要指出全国平均普高升学率只有

57.3%。这就意味着全国每年有一半青年

人是不能进入高等教育来完善自己人生

理想的。 

再看一下2019年各省的985高校录

取率在这张图上的排名和前一张图有较

大的变化,榜单前三是天津,上海,北京,

都是较富裕的城市。(如图1所示) 

 

图1 2019年各省985高校录取率 

从这两张图中可以看出,不同省市

的高等教育录取率有着较大的差异性,

很明显,这是没有达到教育公平的第一

层意义。 

再就教育公平的第二层意义来说,

教育在现行体制下成为筛选和竞争的场

所,而不是发展培育人格的健全。在高考

的体制下,学习目的从提升自身素养变

为追逐考试成绩,因此,学习者会不可避

免地重复刷题,来提升自己测试的正确

率。但是,这样的行为本身是低效率而无

意义的,因为它并不能让学生对自我有

任何提升。同时,为了领先他人,许多学

生选择减少运动、睡眠休息等时间,形成

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无疑,这种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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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对人的异化,对知识和劳动的异

化[4]。这种异化就把人变成数据,抹杀人

的个性特点和性格培养,学习者在其中

就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其实,

人类的知识是没有优劣贵贱之分别的,

不同方向的知识都是宝贵的,都反映了

人类实践活动的优越性,并不能被一个

简单的评比系统所能衡量出来的。无论

是运动,还是读书,或做技能训练,都是

自我提升的方面,不应该被数据化,以竞

争的手段来淘汰那些不达标的学习者。 

3 区域经济建设差异与区域间

教育不公平问题 

现阶段我国社会的教育不公平还表

现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家庭经济条

件上,通过竞争评比而形成的学校教育

的优劣,从而造成了学区房的竞争。所谓

的学区房是指由政府分别出来的,拥有

周边学校指定入学名额的住宅,特别是

那种拥有优等教育资源的名校。这就使

得所有的家庭经济都卷入到这样一种

学区房的占有上,为了让子女拥有更好

的教育,家长均会拼命地选择这种学区

房。在市场中,自然是更富裕的家庭胜

出。这样,越富有的人就会越拥有更好

的学校,貌似公平的学区房竞争就导致

了不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在这样的制

度下,任何期望利用学生自身的努力来

实现公平竞争的制度都失去了意义。高

考制度期望用相同的考试和人人都有

的教育来实现某种相对平等的竞争,就

成为一张白纸。 

其实,学区房只是此类区别的一种,

在体制外的环境下,这种财富决定教育

水平的实例更屡见不鲜。体制外的财富

竞争往往从幼稚园就开始,优秀的体制

外幼稚园有着无比高昂的学费,将是普

通公立学校的数十倍[5]。而在体制外的

幼稚园,学生从小就为体制外的制度做

准备,拥有和体制内不同的教学目标,例

如远远超过普通学生水平的英语能力。

而这样的差异,则决定了体制内学生和

家长注定无法插手体制外的制度,虽然

学费已经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借

由这两点,体制外学生多半从小就进入

了一个不同的体系,而在这个体系上,竞

争的难度则小许多,取而代之的则是高

昂的学费,包括各类补习班,升学中介。

而在同样的努力下,多数体制外学生会

进入国外的大学,其平均排名远远超过

体制内学生的国内大学。在这种情况下,

很难说体制内与体制外拥有平等的教育

资源。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即使现在学校教育越来

越看到学生的“多样性发展”,实行了“减

负”教学,督促各种才艺如乐器、运动和

艺术等方面的教育。这种变化看似在帮

助学生拥有兴趣爱好,减轻学习压力,实

际上增加了家庭教育的负担,因为才艺

学习主要来自各类补习班,而这要求大

量的金钱与时间,富人的子女往往在幼

稚园就开始追求各种才艺,就会自然胜

出普通学生,当学校教育因这种才艺招

收学生时,学生就除了成绩之外又多了

一门课程,必以认真对待主课程一样,以

便受到学校教育的亲睐,这显然不再是

一种兴趣的追求了。在这样的情况下,

学生做的只是考级和比赛,而不是培养。

即使获得了这种教育资格的,最后还是

由家庭经济条件所决定的。这样,不管何

种教育就会在制度与财富的面前失去其

公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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