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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公平”观与教师教育转型
①

石 艳，崔 宇

(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新教育公平”观是教育公平认识论的转换，它指

出教育公平要从起点走向过程，从“程序”走向“对待”，从“社会评估”走向“以人为本”。“新教育公平”观对教师提出了新的

要求，将伦理关怀作为教师责任的一部分，帮助学生从“再生产”中突围，建构反思性的社会角色。同时，“新教育公平”需要教

师教育进行转型: 培养教师通过反思性的、审辩式的思维来审视社会与教育中的不平等的结构和关系，通过包容性的教师教育

课程来实现教师对于社会公正取向的认同，并进一步在课堂实践中走出“偏见”，以此实现教育过程公平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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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2016 年公开出版

的研究报告《反思教育: 向“全球共同利益转变”》
( Rethinking Education: 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 在开篇序言中指出:“教育以权利平等和社会

正义、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国际团结和分担责任为基

础。”它在第二部分中强调，必须在最新的伦理和道

德基础上制定综合性教育方法，呼吁包容的、不会简

单地重演不平等的教育过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这一报告在为全球 21 世纪的教育描绘出高瞻远瞩

的蓝图的同时，也为教师教育的发展带来从技能至

上主义到注重公平的转变。这种社会公平取向的教

师教育不再仅仅聚焦于教师培养过程中的技能技巧

的完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扮演教育过程中的“对

待性公平”的实践者来实现教育公平，并期待教育公

平的这一实现能够促进社会公正。“新教育公平”
观的提出与倡导要求教师教育进行公平取向的转型

与发展。

一、“新教育公平”观的再释

教育公平是一个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教育改

革深化而逐渐扩展和深入的动态过程。在不同时

期，人们对它的认识与侧重也各不相同。尤其是进

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办好人

民满意教育的奋斗方向、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

公平而有质量教育的发展目标等的提出，这些美好

的词汇都表达出教育公平丰富内涵的时代转向，即

由教育外部转向教育内部、转向“人”。以往的教育

公平理论大多围绕着起点公平进行宏观的政策讨

论，较少关注到过程公平的微观研究; 更多注重对资

源配置等外部条件保障的探讨，较少深入到学校教

育中关注教育内涵发展的过程性公平。而“新教育

公平”观的提出呼唤以“人”为核心，提倡对教育公

平的研究要下沉到微观过程，深入到学校教育内涵

式公平的研究中去，顺应了当今教育发展的时代内

涵与主体需求。
“新教育公平”观是一种新的教育公平观，是教

育公平认识论的转换［1］。“新教育公平”观指向教

育公平的纵深发展，指出教育公平要从起点公平走

向“教育系统内部”的过程公平，要求教师在教育过

程中扮演“对待性公平”的角色;“新教育公平”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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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人与社会是一种互构关系，期待通过促进教育

公平推 动 社 会 公 正 的 实 现，使 社 会 真 正 走 出“偏

见”，达成包容，尊重多元。
1． 从起点走向过程

教育公平一直是教育研究界的热点问题。关于

“什么是公平?”“它与平等有什么不同?”等问题一

直是教育研究界占据主流知识体系的话语之一。虽

然研究者众多，但公平仍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术语，

各种准确界定公平的尝试可能都无法全面把握不同

语境下的教育公平的全部含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 UNICEF) 曾经给出教育公平的定义: “公平意味着

所有孩子不受任何歧视、偏见或者不公，享有生存、
发展并充分实现其潜能的机会。而平等要求每一个

人拥有同样的资源。”［2］总结众多研究者所阐释的

公平与平等的区别，大多是从机会、资源、投入、过

程、直接效果或者长期效果来划定界限。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受到《科尔曼报告》的影响，研究界开

始使用教育机会均等的概念来指代教育公平。科尔

曼是从“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来界定教育机会均

等的。科尔曼认为，学校不仅仅应该提供均等的教

育资源，而且还应该使学生免于遭受出身和社会环

境而带来的不平等。换言之，就教育公平而言，学校

的作用在于帮助学生克服其家庭出身的不平等所带

来的学习障碍。“新教育公平”观正是指出教育公

平要纵深发展，教育公平要从起点公平走向“教育系

统内部”的过程公平，倡导教育公平的理论与实践要

从起点走向过程。
2． 从“程序”走向“对待”
通过教育过程公平来实现教育公平，需要区分

两种不同的看待教育过程公平的价值取向。以往我

们研究教育过程公平通常遵循着两种思路: 一种是

教育资源分配在教育过程中的“程序性公平”; 另一

种是在具体教育实践过程中的“对待性公平”。“程

序性公平”是教育的外部问题，而“对待性公平”是

教育的内部问题。强调教育过程公平的新教育公平

观要求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互构教育过程的时候，

能够相互平等对待。平等对待也可以区分出两种情

形: 一种是对于所有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的“平

等”对待; 另一种是对于自身资源不利的群体进行

“差别性”对待。而差别性对待也分为两种: 一种是

放弃性的差别性对待; 另一种是补偿性的差别性对

待。以往教育过程公平更容易遵守的是第一种机会

均等的价值取向，将教育机会“平等”地分配给班级

里的每一个学生，即教育过程中每一个受教育者在

占有课堂的资源、机会中获得平等对待。这种形式

上的“平等”平均地分配了机会，但忽视了在机会获

得者能力上的条件差异，教育过程只能将更多的机

会留给那些本身资源有利的学生，最后形成的就是

教育中的“能力至上主义”。而“新教育公平”观强

调，平等分配带来的能力至上主义并不是真正的公

平，因为“人际相异性( human diversity) 是客观存在

的，教 育 公 平 亦 不 是 追 求 人 人 一 样 的 教 育‘克

隆’”［1］。
“育人是教育的首要目的，尽管人的差异性不可

回避，但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人人平等的信念……
才是教育公平应当坚守的底线”［1］。在普及基础教

育作为教育发展目标的时期，教师为了追求“效率

性”的教育结果，用平等的形式造成了教育过程的

“不公平”。“新教育公平”观倡导“人直接观照的复

归”，而在此观照下的教师要洞察并且关注到学生们

的差异，尊重与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与来源的学生; 教

师要采取行动去最大程度地帮助那些由于个人差异

而在教育过程中遭到“不公平”对待的学生。因此，

在教师教育领域，明确针对多样化的学习者而培养

教师，代表着一种重要的进步［3］。
3． 从“社会评估”走向“以人为本”
“新教育公平”观将从以社会为核心评估域①的

教育公平转向以人为核心评估域，并指出，以社会为

本的教育公平观和以人为本的教育公平观的最重要

区别在于，对人和社会关系的认知不同。前者观照

下的人与社会关系是人隶属于社会，教育是社会的

奴仆，社会至上; 而“新教育公平”观下的人与社会

的关系是互构的，并且是以人为本的。“新教育公

平”观还强调，从注重效率优先的功利主义倾向转向

强调社会基本制度公正，是新教育公平的核心。我

们要重新界定教育公平的内涵: 教育公平应是人发

展的公平，是可以激发个人能力、并使其能表达自己

的感受、积极参与和决策的教育公平［1］。人与社会

是互构的，并且要使社会真正走出“偏见”、达成包

容、尊重多元，就要在人与社会的互构中推动社会公

正的实现。
追求公正的社会，当然可以通过政治、经济、法

律等途径进行，但不可否认的是，教育公平既是社会

公正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追求社会公正的基石。通

过教育起点的公平，即受教育权利的保障，我国基本

实现了在受教育者身份上的教育公平。但是，如果

没有过程的公平，我们仍然无法通过教育而感受到

社会公正。在教育过程中，每一个社会个体都可能

因为自己的民族、语言、性别、社会阶层而在教育过

程中遭遇“不平等”对待。这种对待往往并不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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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个体差异化的补偿，而是对于弱者的纠正、漠视甚

至是放弃。正是这种在教育过程中遭遇到的“不平

等”的认知，使得受教育者作为社会公民没有意识

到，一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应该是每一个公民的责

任，是社会进步的“应然”样态; 同时，他们也无法在

遭遇不公正对待时采取理性的反抗方式等等。教育

过程中对于对待性不公正的忽视，对于平等的价值

取向的不认可，是我们建设公正社会的个体化障碍，

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和谐和进步的阻碍。
因此，“新教育公平”观要我们重新反思教育公

平的内涵，重构人与社会的关系。充满差异的多样

化个体只有在教育过程中被“平等”地对待，他们才

会更愿意致力于共同利益的追求，才能够推动社会

公正的实现。

二、“新教育公平”观对教师提出的
新要求

班级授课制作为现代教育的课堂组织形式，其

产生之初追求的就是“效率之名”。夸美纽斯在《大

教学》论中指出: “要寻找一种办法，可以使教员少

教，但是学生可以多学。教师就像一个面包师搓一

次生面，热一次火灶，他便可以做出很多面包，一个

砖匠一次可以烧出许多砖，一个印刷匠可以一次印

出成千上百的书籍，所以一个教师一次也应该同时

教很多学生，毫无不便之处。正如同阳光把光线照

到一切事物上一样……一次打击，所杀的便不是一

只苍蝇，而是许多苍蝇。”［4］在以往的教师教育中，

教师的效率角色被认为是重要的，教师也因此为保

证质量、追求效率，从而放弃对教育公平，尤其对过

程公平的追求。而为了坚守“人人平等”这一教育

公平的底线，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要扮演处理学生差

异的实践性角色，即“对待性公平”的教师角色。如

果教师无法理解不同民族、性别、文化程度和社会阶

层来源对于学生学习和社会化过程的影响，就可能

使某些受教育者遭受教育过程中的“不公平”对待。
1． 多元化的学生要求教师将伦理关怀作为自身

责任

弗里兹·奥泽教授等在论及教师发展的时候强

调，“教学论知识必须是责任、专业意向以及伦理关

怀结合在一起的，有效性和责任同样重要或者说二

者的结合给教学带来力量和卓越”［5］。“新教育公

平”观照下的“教育系统内部”的公平，要求致力解

决教育系统内部普遍存在的不平等、不民主以及等

级化、边缘化、排斥、欺侮等现象［1］。如果教师没有

很好地意识到并且致力于在教育过程中处理好学生

们的背景差异，不但会使受教育者遭受教育过程中

的“不公平”对待，而且教师也很难适应和满足当今

受教育者的多元化需要。
每一位教师在接触一群受教育者、开始属于他

们自己的教育历程的时候，他们也是在和一定的社

会因素“交往”。每一个学生身上都刻画着他 /她既

有的家庭背景、文化特色和资本积累，因此每一个学

生在“边界性”明显的学校教育中表现出来的是“无

边界性”的社会结构凝聚在行动者身上的意识和行

为。中国学生的背景来源虽然没有西方世界突出的

种族问题，但是其多样性带来的差异依然非常明显。
就经济资本而言，在 2009 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为

3 597万，城市贫困人口达到 2 345．6 万; 从文化资本

来说，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人口受教

育水平，每十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为 8 930
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为 14 032 人，具有初中文

化程度 的 为 38 788 人，具 有 小 学 文 化 程 度 的 为

26 779人，仅接受过义务教育的人占总人口数量的

66%; 从民族角度而言，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

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数量的 8．41%。学

生家庭背景的多样性，使得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

能否按照学生自身的能力与表现进行差异化对待成

为一个重要课题。每一个受教育者都是不同的，那

么学生具有什么样的特定条件需要教师进行差异性

对待? 什么样的特定条件是可以忽略的，从而可以

进行同等的对待? 如何判定相关的差异? 应该差异

对待时，同等对待是不公平的; 应该同等对待时，差

异对待也是不公平的。如果在教师教育过程中教师

没有接受过相关的培养，没有进行过相关反思，没有

重视伦理的责任和关怀，那么在面对如此复杂的情

况时，教师会变得无所适从。
2． 教师通过教育过程帮助学生从“再生产”中

突围

再生产理论作为教育社会学理论的主要流派之

一，对于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具有重要影响。从鲍尔

斯与金蒂斯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到布迪

厄的《继承人: 大学生与文化》和《再生产: 教育系统

理论的要素》，都描绘了在作为社会再生产机构的学

校中，教育起着延续和再生产社会主要结构的作用。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教育很难发挥促进更大程

度平等与社会公正的力量。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

来兴起的再生产理论，对全世界都产生重大影响，从

各个方面引发众多研究者去验证教育中存在着“再

生产”现象。如美国保罗·迪马哥( Paul DiMaggio)

的《文化资本与学业成功: 身份文化对美国高中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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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成绩的影响》一书，从阶层文化的角度说明阶层文

化资本对于高中生学业成就的影响［6］; 美国安妮

特·拉鲁( Annette Lareau) 的《不平等的童年》展示

了不同阶层的家庭在子女培养策略上的不同，进而

说明家庭文化资本在子女成就以及阶层形成过程中

所起的作用［7］。我国学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也

开始运用再生产理论去解释教育领域中的社会与文

化再生产。其研究理路既有从家庭文化资本、城乡

文化资本差距、阶层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等宏观层

面剖析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资本对于教育不平等的影

响，也有从教学关系、语言运用、家庭对于学习方式

和成绩的潜在期望等微观层面解释“文化剥夺”与

“不利境遇”对于学生学业成就与学校适应的影响。
再生产理论的出现使得我们解释教育过程的“不平

等”有了更为全面的视角，但是这样的解释无疑是

“悲凉”的。很多立志于从事教育事业和已经成为

教师的人在听到这样的理论后，常常发问: “我们该

怎么办?”再生产理论将教育的外延扩展到社会场域

之中，教师即使理解并认同了这些教育社会学理论，

他们仍然觉得无力可为。
而“新教育公平”观则给我们提供了新思路。

观照到教育系统内部对待性公平的教师，能够帮助

那些处于“不利境遇”的学生冲破“再生产”的桎梏，

使之不再成为一个无能为力而无法从内部解决的问

题。在信息社会，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虽然已经冲

破了学校的围墙，但是他们选择知识的能力依然来

自教师，他们选择自己生活的能力仍主要在学校中

发展。不同背景的学生在学校教育中的不同体验会

限制他们获取学习和拓展知识的机会，那么我们需

要考虑的问题便是，在这样的关系中，学校教育能否

提供适应他们自身经验的学习机会。例如，当下存

在的能力分班、分层作业的实践举措在一定程度上

确实提升了教师的教学效果，但如果仅仅给那些背

景不利的学生发布更为简单的学习任务，那么教师

的这种对于学生能力的认识，虽然看起来是以学生

自身的天资和以往的学习基础为前提，但无疑为学

生们关闭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大门。
3． 在教学实践中建构反思性的社会角色

实现或者趋近“对待性公平”要求教师充当一

个帮助不利境遇学生突围的角色，尽可能地在教育

教学中消除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外部障碍，使每个

人的天赋能力得到充分发展，尽量降低历史和社会

因素对学生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教师作为教育过

程中的行动者，可以通过理解自身所处的结构化情

境和文化经历来理解自身; 同时在每日的例行化行

动中，也可以通过“实践意识”进行“反思性观照”。
只有教师能够意识到自身具有对待性公平的责任，

并能在实践中践行这样的意识，才能促成公平的

教育。
教师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学校、社会甚至

社会文化的影响。教师通过变换教学组织形式、构

建教育过程以及日常教学动态组成学校的“微观政

治环境”。教师能否在教育过程中认同自己具有促

进社会公正的责任，认同自我的社会角色是改善这

种微观政治环境的关键因素，对实现教育过程中的

对待性公平至关重要。在教育过程中，基于“历史

性”和“补充性”的考虑，以“同而不同”的方式对待

受教育者和教育问题，并能营造公平公正的教育空

间，教师是其中的关键所在。学生在教育过程中不

仅习得知识和文化、发展情感和社会性，更多的是培

养自身作为社会公民的公正感与责任心。如果教师

仅仅将所有的学生公平地对待，缺乏对于不利境遇

学生的关照，甚至认为可以因为“顾全大局”而“放

任”每一个学生去竞争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那么学

生会很难在教育过程中体会到社会责任感。即使在

教育过程中会有一部分境遇不利的学生依靠自己的

努力和天资克服外在历史和社会障碍，扭转自己的

不利地位，他们 /她们也很难将自身的成功归结为公

正教育的结果，反而有可能在需要责任担当时成为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样，“成功”的教育在改变

少数人个体命运的同时并没有承担起促进社会公正

的应有之责。

三、“新教育公平”观照下教师教育
的转型路径

既然教师在追求教育过程公平与社会公正的过

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那么教师教育的社会

价值取向就不仅要指向提升教师的教育能力、丰富

教师的知识和塑造教师的专业性情，更要在教师的

专业素养中涵盖对于社会公正的认识、态度，并以此

为标准审视自身的教育实践能力。为了在人与社会

互构的关系中实现社会公正的目标，西方国家的教

师教育采用了两种模式。最初为了追求多元文化，

美国的一些教师教育项目主张招募有色人种的教师

教育者和学生，以营造多元化的教育空间和学校文

化，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因为虽然行动者多元化了，

但是层级性、隐蔽性的种族隔离和分化问题依然没

有得到解决。其后的教师教育项目开始关注教师教

育中的社会关系和结构化策略的课程，以期实现社

会公正的目标。尤其在最近二十年，教师教育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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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可后一种教师教育模式。追求过程公平与社会

公正的教师教育被认为是具有社会再建构取向的教

师培养项目［8］。而这种教师教育的转型不仅是为了

在教育理论界为教师教育划定一个理论界限或者提

供一个全新的“理论套餐”，而且是勾通一个联结教

师教育理论和教师教育实践的“通路”。
“新教育公平”观照下的教师教育需要我们培

养出具有社会公正感的教师，同时也要在教师教育

价值取向的选择过程中树立社会公正的观念。威利

格斯( Villegas．A．M) 和卢卡斯 ( Lucas．T) 认为，社会

公正应该是教师教育的必要准备。“培养教师能够

为了社会正义而工作是教育专业发展的一个必要因

素。为了社会正义的教师教育需要教师首先将自己

的意识置于社会文化的背景之下，并认识到存在多

重对社会现实的认知方式，并且这些认知方式受到

社会文化的影响”［9］。
1． 培养目标的转变: 将社会审辩能力的培养纳

入教师教育过程

随着教师专业化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培养高

素质、专业化的教师已成为教师教育所追求的培养

目标。在这一进程中，教师专业发展的取向也由最

初追求教师个人专业发展的职业取向转向了基于学

生成长关怀的人本取向。“新教育公平”观照下的

教师教育则要求转变教师的培养目标，将社会审辩

能力的发展纳入到教师教育过程中来。
社会审辩能力是让教师根据自己的经验、理性

和情感对学生作出独立判断，在社会结构和教育系

统中洞察到那些看似自然的社会现象背后的不自然

之处，在与学生的日常交往与教学互动中洞察到那

些看似平等的教育过程中的不平等之处。教师拥有

审辩能力才能更容易发觉那些处于“不利境遇”的

学生，从而平等地对待他们。社会中的不平等和不

公正是通过细微的和隐蔽的方式渗入到我们每一个

人生活中的。社会中的“不公正”是结构化的，通过

渗透性( pervasive) 实践根植于历史、法律和经济政

策、社会风俗和教育之中。让教师自觉认识到社会

不平等对于教育的影响，并使其进一步对于社会不

平等具有一定的审辩能力，是具有社会取向的教师

教育的目标。
社会不公正所具有的渗透性特点使得个体和群

体会“理性化”地看待层级中的每一个个体。个体

通过教育完成社会化，内化社会规则和制度，并不断

加以维持。行动者虽然具备作为能动者的能力，可

以影响和塑造结构，但是渗透化的不平等实践通过

个体的、人际的和结构化的实践相互作用去创造并

维持一个包容所有的、渗透性的系统。越是组织化

的、成熟的和体现这些实践的教育系统，教师能够洞

察到其中的建构性实践就越是困难，很多生活在其

中的教师个体将其看成是自然而然的、不可改变的

社会现实。如果教师教育仍然理性地、层级化地看

待社会，那么教师将很难在渗透性的社会不平等的

结构中挣脱出来。
“新教育公平”观照下的教师教育需要培养教

师的社会审辩能力，使他们能够察觉并思考自己在

压迫性结构中的社会化过程。这能够帮助教师发展

意识、形成知识并检验他们在个人生活、群际交往和

结构制度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内的公正 /不公

正的能力，同时也帮助教师发展行动者的责任和意

识、技巧与工具。其根本目的是让他们能和其他教

师一起合作，挑战并改变目前存在着的不平等性模

式和行为。
2． 建构具有包容性的教师教育课程

在教师教育的过程中，我们所追求的社会平等

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包容性 ( inclusion) ，并以此去

抵抗以“排斥性”为特征的不平等。包容性意味着

教师对于每一个学生发展资格的认可，并在此基础

上，教师赋予学生个体相应的机会，鼓励学生参与学

校的公共生活。包容性教师教育课程设置的目的是

最大可能地限制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排斥性”。
在目前的教育过程中存在着两种排斥现象: 一

种是“主动排斥”，即社会上层精英主动选择某一类

学校，使得自己的孩子能够排斥其他阶层的受教育

者; 另外一种是“被动排斥”，一般是社会下层人民

在学校教育过程中，由于不具备更多可利用的资本

而被排斥出更好的教育选择之外，形成了某一类相

对弱势群体的教育“区隔”。所以，在学校中，教师

如果没有包容性精神，他们会在班级授课制的模式

下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将某一类孩子“排斥”出教育

过程之外，使之成为“边缘性群体”，这对于教育过

程而言，是非常明显的“不平等”。
具有包容性的教师教育课程可以从教师的课程

学习与专业实习两方面进行建构。正式的课程学习

要让教师对学科内容知识有一个全面的掌握。教师

要理解学科的核心概念、假设、推理以及这些概念是

如何相互联系的，要深刻理解相关学科的结构、原

理、本质，据此他们才能因材施教; 其次，具有包容性

的教师教育课程还要使教师了解有关学生是如何在

不同文化背景下学习知识的，这样，教师才能理解学

生的学习规律，并为学生提供公平的学习机会; 再

次，教师教育课程要深化教师对课程教材的分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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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能够根据不同的受教育者灵活使用不同的教学

策略，为多样文化背景的学生提供不同的学习路径，

使课堂教学变得生动活泼; 最后，教师教育课程还要

使教师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让教师能够将自身和

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在变化的环境中评估自己的教

学策略与教育过程，记录学生的学习数据，促进自己

与学生共同进步。
具有包容性的教师教育课程还必须注重专业实

习。有研究表明，利用经验学习方法与反思任务相

结合，对教师理解什么是社会正义这一认知是最有

效的［10］。社会公平取向的教师教育所要求的实习，

不仅要教师进入学校进行课堂教学实习，而且要教

师深入到学生的生活环境中去，知晓并理解学生自

身生活经验与成长经历，更好地洞察他们的多样特

征与需求。也有学者将其称为“文化浸润”，并且进

一步验证、表明这种方式有助于教师转变对其他文

化的理解［11］。同时，此种教师教育还要求为教师提

供研讨的机会，让教师可以进行反思总结，同指导教

师与同事交流经验和体会，深入了解学生的多元化

差异，拓展自己的视野，从而形成对学生的理解与认

同。研讨不仅可以让教师交流经验与体会，还能强

化教师在学校中所学的课程，促进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
正如拉姆希( Ramsey，P． G．) 所说，追求社会公

平的教师教育“不是一个固定的课程，而是一种视

角。通过这个视角，教师不断审视自己在各阶段、各
方面的教学策略，反思自己的观念与选择及其中所

蕴含和传递出的社会信息———它是引导教育者挑战

和质疑潜藏在自己的课程设计、教学材料和教学活

动背后的目标与价值观”［12］。
3． 在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引导教师开展突破

“偏见”的课堂教育教学实践

如果教师教育中的教师培养一直采取技术能力

至上的培养策略，那么处于文化蒙昧中的教师会很

难发现，那些学业成就差异的学生，其表象背后潜藏

着家庭文化与学校文化之间匹配程度的差异，更难

发现或者认同他们自身在这种阶层再生产中的作

用，于是他们和教育系统一起成为对待性不平等中

的一份子。“新教育公平”观照下的教师教育就要

引导教师开展突破这种“偏 见”的 课 堂 教 育 教 学

实践。
首先，教师要树立多元化的学生观。教师要明

确，学生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是社会背景

与文化环境中的集合体，他们是带着个人的经验和

成长的历史进入课堂的。教师要了解学生的家庭背

景、成长经历、个人旨趣和志向，要了解这些历史与

经历对他们的塑造与定位。教师要将学生的差异看

作是他们的资源，而不是在教学中要克服的问题。
只有知道了学生的文化差异，教师才能够理解学生

所表现出的差异性，才能够坚信每一个学生都是具

有学习能力的个体，才能尽最大可能给他们提供平

等的学习机会。
其次，要引导教师突破“偏见”，在课堂中建立

平等性。第一，面对具有差异性的学生群体，教师要

根据学生不同的学习方法和交流方式，改变课堂教

学以适应这种差异。第二，教师还要将课程、教学与

学生的经验、文化建立联系。第三，教师要尊重学生

的多元特征，欣赏并善用学生间的这种多元差异，进

一步将其融入教学设计，进而提升他们的学习兴趣，

激发他们的潜能与自信。总之，教师要利用自己的

教学实践，改变学生个体长期所处的不平等，以降低

这份不平等给他们带来的影响。
最后，要引导教师去营造尊重多样性的班级氛

围。良好的班级氛围对于学生成长的影响是至关重

要的。这里不仅指对于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也包

括良好的同学关系、师生关系的建立。只有成长在

尊重多样性的班级氛围之下，学生才能真正获得自

信与自如。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关注自身成长经历，

重新解读自己的经验与历史，使他们对自身经验的

形成进行分析、质疑并发问。
只有这样，教师教育才能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培

养出肯定多元化、克服偏见与刻板性思维的教师，才

能培养以多重视角展开教学的教师。如此一来，所

有的学生才可能在教育过程中享受到平等的对待。
总之，“新教育公平”观照下的教师教育是一种

体现教育过程公平取向的教师教育，同时也是实现

教育过程中“对待性公平”的一种必要准备和实践

策略，是沟通教育公平与社会公正理论与实践的桥

梁。教师要为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来构建和

丰富自身，通过反思性与审辩式的思维来审视社会

与教育中不平等的结构和关系，通过包容性的教师

教育课程来实现对社会公正取向的认同，并进一步

在课堂实践中走出“偏见”，实践公正、平等的教育

策略。只有通过构建“新教育公平”观下的教师教

育，才能实现教育过程中的公平追求。

注 释:

①“评估域”是阿马蒂亚·森于《再论不平等》( 阿马蒂亚·

森著，王立文、于占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第

1 版) 一书中讨论不平等问题时所使用的概念，是人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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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公平程度的评估时所选取的“域”( space) ，即评估的

核心变量，是比较的“标准”所在，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立

场有不同的选择与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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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utlook of New Educational Equ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SHI Yan，CUI Yu
( Faculty of Education，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 130024，China)

Abstract: Educational equity is a crucial foundation of social equity．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social equity and justice with educa-
tional equity． The outlook of“new education equity”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pistemology of educational fairness，which points out
that educational equity should go from the starting point to the process，from“procedure”to“treatment”，and from“social assess-
ment”to“people-oriented”． The outlook of“new educational equity”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eachers: to take ethical care
as a part of teacher’s responsibility，to help students to break through the imprisonment of“reproduction”and to construct reflective so-
cial roles． At the same time，“new educational equity”requir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to train teachers to examine the
structure and relation of inequality in society and education through the reflective and dialectical thinking，to realize teachers’recogni-
tion of social justice orientation through inclusive education curriculum，and to further step out of“prejudice”in classroom practice．
Only in this way，can we achieve the pursuit of fairness in educational process．

Key words: “new educational equity”; process equity; teac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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