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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教育不能忽视弱势群体 

作者:[加拿大] 科林•麦克劳德/文 陈小珍/译  

 

“教育平等的理念不仅仅指学校的设计和经费。即使学校是好的，许多儿童的求学之路可能被贫穷、不健全的医疗

保健、营养不良及恶劣的家庭环境所阻断。对于教育公平的合理解释应该有一个开阔的视野，要考虑好学校所必需

的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仅把目光局限于课程事宜与学校经费，是非常短视的做法。” 

从教育公平的理想中撤退的动机不充分 

  如果托克维尔到今日之美国一游，那他一定会震惊且心碎于美国教育界的不公正。然而，如果他看到那些杰出的政治哲

学家们一方面承袭着罗尔斯的平等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却视教育公平为空想而加以反对，无疑会更加震惊。像德伯拉·萨兹

和伊丽莎白·安德森那样的理论家，在他们的位置上促成了政府在教育正义上采用充分或足够模式，即只给儿童提供能有效

促进民主公民的教育资源与机会。安德森和萨兹认为充分模式的定位有很强的大众信用度，它能有效地克服弱势群体所面临

的教育不公问题。他们二人都非常清楚，很多儿童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由于种族、性别、偏狭和经济等方面的原因而受到不

公正的对待。这些不公正也损害了民主共同体中的社会及政治机构（包括公立及私立）正常功能的发挥。 

  此外，安德森和萨兹还启发性地补充分析了美国教育体系的不足之处，这些不足并不是完全的教育公平理论下的求全责

备。相反，他们首选观点的生动理想是一个相互尊重的公民概念，其中教育资源和机会的平等分配不是正义的一个方面。教

育机构必须帮助不同社会、种族和经济背景下的公民获得尊严，使他们掌握充满活力的、高效的民主社会所必需的知识、技

能和公民美德，而这样的民主社会能满足各式人等及社会团体的需求。如安德森所说，接受适当教育的公民能够“以平等和

尊重与他人互动，并且不易受他人的压迫”。 

  尽管根据安德森与萨兹所信奉的民主公民概念，很多现存的教育设置都是非正义的，但也有许多植根于经济及社会阶层

的教育不公被看作是正义的。尤其是有钱和有权的父母被允许给自己的孩子以明显的教育优势，即与那些不幸的孩子相比，

他们拥有更美好的生活预期。安德森和萨兹认为，那些父母给他们的孩子提供的优势，可能不仅仅在于私人增强的教育机会

（如把孩子送进私立贵族学校或使他们在家里接受特别教育），还在于可以在政治上组建明显优于其他辖区的公共教育机

构。 

  我要反驳这种教育公平上的充分观。首先，我认为，从教育公平的理想中撤退的动机是不充分的。特别是，反对教育平

等主要是出于“水平下降”的担心以及在实践平等标准时可能破坏对卓越人群的培养方式。我同样反对这样的控告，即教育

公平过度地限制了父母特权对孩子教育的支持。其次，我认为，教育正义的充分概念假定民主论据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因

而要完全忠实于民主公民的健全标准，就必然要谴责安德森与萨兹所接受为公平的各类教育不公。 

没有教育公平的平等公民权？ 

  我首先大概描述一下教育公平的理念和它的基本原理。要注意，教育平等的理念不仅指学校的设计和经费，还为那些影

响教育机会和成就的社会结构提供了更多的基本特征。即使学校是好的，许多儿童的求学之路可能被贫穷、不健全的医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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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乡志》收珍贵史料 成北京首部

一部全面反映卢沟桥地区历史与现状的著作《

桥乡志》日前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不仅对

人熟知的村落和地名变迁进行了梳理，还

映元代卢沟桥地区景象的珍贵史料《卢沟运

图》，重现了当时胜景。http://t.cn/z8yxj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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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法庭应当忘记李天一是谁的

院应当把李天一看成一个普通的孩子：他未成年，

涉嫌犯了强奸罪，法庭要搞清他的犯罪事

立，并根据法定量刑标准对他进行宣判。法庭

忘记李天一究竟是谁的儿子。评判判决的只能是法

律本身，是历史，而不是随来随去的舆论

http://t.cn/z8y5r69(昨天 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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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网络大V应以“薛蛮子”为戒】公

眼中的“网络名人”是卖淫女口中的“老

“郎哥”，资产丰厚企业家是经常拖欠嫖

客，道貌岸然的背后竟有肮脏性交易……

事实挑战着社会公众的道德底线。网络大

“薛蛮子”为戒，严守道德、法律底线，言行一

致。http://t.cn/z8yJneV(昨天 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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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为薛蛮子嫖娼“洗地”不是明智之

举】一个热衷政治的人成为连环嫖娼丑闻

这在哪个国家，社会送给他的主流态度都不

情。互联网上支持薛蛮子的人最集中。只要他

“低调”些，别不顾一切为薛蛮子的嫖娼行

书，指责“官方的阴谋”，事情可能不久就

去。http://t.cn/z8ytAk0(昨天 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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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起，“赶会”成为了一些学者的

课”。每年的行程中，总有一半，甚至一大半

耗在各种会议中.久而久之，学术界专心做

越来越少，热心参加会议和社会活动的人越

多。http://url.eastday.com/vQwXW

天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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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余件罗马文物将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展出】

8月26日，300余件罗马文物运抵西安，

皇帝陵博物院开箱布展，奥古斯都石像、主神朱庇

特石头像、弗拉维时代妇女石像等精美文物逐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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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营养不良及恶劣的家庭环境所阻断。对于教育公平的合理解释应该有一个开阔的视野，要考虑好学校所必需的更广泛的

社会环境。仅把目光局限于课程事宜与学校经费，是非常短视的做法。 

  安德森与萨兹两人的观点都很复杂有趣，并且，尽管它们并非同一的，但具有相似的原理，都坚信教育在促进与滋养健

康的民主公民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从中汲取灵感。我概述了民主充分模式的一些主要特点。我认为，对民主公民的完全忠

诚要求实行教育平等，远离充分模式。可以说，民主充分模式由两个基本部分组成：民主精英培养部分和公民身份准备部

分。简言之，教育机构一方面必须能够为民主社会培养出训练有素的实干精英，另一方面必须使儿童成为能够在民主体制下

互动的平等政治个体。安德森强调前者，而萨兹强调后者，但二者皆认为民主平等并不要求教育平等。 

  有效的精英训练。安德森的观点由此展开：对教育公平的解释应当考虑教育在创造“精英”——他们能够有效地为民主

社会里更广大成员的利益服务——上的作用。教育机构的设置必须以精英制造为标准，“这些精英在其职位上各尽其职，因

而在权力、自主权、责任与职位所带来的回报上的不平等，能够给全体成员带来福利，包括最弱势群体。”考虑到这一要

求，合格的精英必须能够“积极有效地回应与服务于社会各界的利益和问题。回应要求：（1）意识到各界人民的利益与问

题并倾向于为那些利益服务；（2）技术知识及与社会各界友好互动的能力。”安德森认为，合格的精英必须从全社会选

拔，而这反过来需要一个教育系统，它能够使“社会各界的学生，特别是各种弱势群体，具备充分的技能以争取更高等的教

育，从而加入精英行列”。在展开她的观点时，安德森也说明了来自单一优势的社会阶层的精英易患上“认知缺陷”，这削

弱了人们为整个社会服务的能力。例如，在有效而恰当地解决穷人或少数群体所面临的问题时，他们缺乏必要的文化理解；

在不同群体间解读与传递相关信息时，他们会缺乏“交际能力”。安德森认为，一个公正的教育体系必须能够产生适度多样

的合格精英，而这要求“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能有效地获得初级及中级教育，以使他们有能力进入四年制的大学”，且这大学

的课程设置“必须使学生们具备进行研究生学习的能力”。然而，即使这些基本要求都达到了，一个公平的教育系统仍然会

滋生不平等的教育机会。 

  公民身份准备。教育公平的有效精英标准还需要更广泛的公民教育作补充，以使所有儿童具备在民主社会中享有充分且

平等的公民身份的能力，如知识、技能、性情和经验。正如安德森对精英训练的分析，萨兹对公民身份的含义及先决条件的

处理也是复杂精细而有趣的。在马歇尔的基础上，萨兹主张平等的公民应具有：“（1）平等的基本政治权利和自由，包括

言论自由和政治参与；（2）在公民社会内有平等的权利，包括财产权利和获得公正的权利;（3）保障基本经济福利及共享

社会传统与按社会主流水平生活的权利。”她强烈主张，这种形式的公民教育的基本条件包含四个关键要素：首先，公民需

要各种基本的知识和技能，这是有效地行使公民权利与义务所必需的。第二，需要在总体人口中分配的技能和知识。第三，

在社会集体生活的重要方面（如权力职位与权威），教育必须是兼容性，以促进不同的个人和团体（如不同性别、种族、阶

级、文化等）的参与。这反过来又需要培养人们对多样性的相互理解和尊重。第四，教育必须给予学生一个发展潜能的公平

（非均等）机会。适当的发展机遇意味着，在追求经济和就业机会时，没有人会因其社会背景（如种族、阶层、性别等）而

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忽略“塞壬女妖的歌声” 

  教育至少要满足有效的精英培训和公民身份准备——安德森和萨兹都主张，这一最低要求本身是很高的，且远高于美国

目前的教育系统总体上的最低标准。安德森和萨兹所确认的民主目标是合理而重要的。此外，它们非常切合教育平等的要

求。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同样优秀的教育，与精英培养和公民准备的民主目标的实现是相适应的。的确，他们的分析很好地说

明了平等主义理念应当囊括的卓越维度。但安德森和萨兹都坚信，这些民主目标的实现与明显的教育不公现象相吻合，尽管

这至少有两种质疑理由。 

  不充分的精英训练。不妨假设，与占据精英位置及身为精英一员而良好地发挥作用相关的类潜能——由天赋才能、兴趣

及性情组成——在社会成员间是平等分布的。而且，我们还可以假定孩子通向教育的路径大小与潜在精英的发展之间有很大

关联。更好的教育机会能使孩子们更好地进入精英阶层。所以如果要确定及发展这种潜力，那为了培养能在社会各阶层起作

用的精英而定的教育策略就很有必要了。如果只有某些阶层能系统性地享有更多的资源、更好的教育机会，那这个教育系统

将会错过那些最能胜任精英职位及民主管理的人。如果说充分派的阈限之上明显的教育不公不会影响到不同群体通往精英职

位的途径，那这无疑是荒谬的。因此，在一个充分模式中，那些只能得到较差教育机会的人在精英阶层中只能占据很小的份

额，而这反过来又会导致精英们的“认知缺陷”，因为弱势群体的教育视角将会被忽略。安德森也确实承认，弱势群体的代

表性不足会使其流于形式，但她并没有就其自身的观察得出正确的结论。“精英们对弱势群体的问题极度无知。除非他们能

经常性地与弱势同伴相处，否则整合也不能弥补这一不足。”但这已然成为一种平等标准，而非充分标准。与平等模式相

比，充分模式只能产生更狭隘且不那么出色的精英，因而应当在民主的基础上加以反对。 

现在公众眼前。(昨天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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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当今中国史学完全丧失了讲故事的能力。

文绉绉点的说法就是没有优秀的历史叙事，反而

优秀的故事叙述畏之如虎，避之如蝎，好像

只能和通俗、不深刻和"文学化"为伍。说

的话，20世纪以后中国史学的叙事传统就根本

了，只拥有变幻不定的各种引进概念和围绕这

念做出的简单归纳(前天 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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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恩寺“短期出家”热与冷】浙江慈恩寺

出家”热，背后是隐藏在现代社会深处的信仰和精

神危机。慈恩寺义工介绍，7月中旬至今，已

来了30多个短期出家者，多数人只是小住了几日便

匆匆离开，“现代人多半图个一时新鲜，浮躁多

对自身修行的渴望，不能真正静下心来。

http://t.cn/z828g1a(前天 15:32) 

转发 |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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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黑户人口阶层值得关注:长期以

没有户口是中国社会的一道堤坝，这制造了一

户阶层。《宪法》、《国籍法》都肯定了

人都具有国籍，人人皆为公民。但《户口登

例》则为剥夺公民身份权打开了大门。是否被承

为公民，需要他及其监护人单方面努力。

http://t.cn/z823Jd7(前天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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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称一个英国女孩从车祸中苏醒后突然

世纪的葡萄牙方言，并忘记自己的身份，

是另一个生活在300年前的葡萄牙女人，

当年的名字和住址。警方经过调查后发现

的竟然句句属实，名字和地址全部对上，而

到目前都无法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27 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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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日报：薄熙来案，开启司法公开新

院发布微博，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

披露庭审信息。除了人名等一些不宜披露的信息，

不少微博几乎是把庭审笔录直接贴上去。

味”的展示，网友仿佛置身于唇枪舌剑的庭

场。空前的公开，取得了良好法律和社会

http://t.cn/z8wTKhH(13-8-27 12:45)
转发 |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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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警：微信朋友圈转发谣言也属于违法】浙江省

公安厅网警总队总队长丁仁仁：微信也算是

一个公共场所，虽然对象是特定人群，但在公共

所如果传播谣言、虚假信息，自己未经核

属于违法的。在主观意识上能判断是谣言或

息，不管是原创还是转发，都需要承担相

责任（钱江晚报）(13-8-27 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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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骁勇又狡黠的动物，独角兽根本

人的弓箭捕获。但它有一个致命弱点，对纯

的渴望。如果让一位无邪少女静坐在森林，

的气息将汩汩涌出，引着独角兽温顺地走

下，埋头在温柔怀抱中甜甜睡去。而此时

四周的猎人就能一拥而上，扎死它砍死它

哀嚎不绝于耳。(13-8-27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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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充分的公民准备。萨兹认为教育必须使公民有平等的机会去追求重要的善，这意味着一些不平等是可容许的。她认

为，“谁能在基本公民身份之上拥有获得重要善的真正机会，在这之上的多数不平等使一些社会成员降为二等公民，从而让

他们失去获得权力与特权的机会。”萨兹在这里诉诸直觉简单却有力，即一个人的家庭背景不应当成为他追求社会的善或机

会的阻碍。但这并不是促成萨兹观点的精确原则，因为很显然她认为一个人的家庭背景会加强或减弱他获得善与机会的可能

性。毕竟，充分观点允许家庭背景有分别地影响孩子们获得教育中预备的好处。相反，萨兹应当认为只有一定程度上的偶然

的不利才会影响他们自我认同上的尊严。我想我们大可以认为，任意的不利比起其他因素更大地损害了一个人的尊严或自我

认同。我认为萨兹并没有充分意识到那些小的任意性劣势对尊严的损害，而这进一步损害了公民身份的大众理念。萨兹执意

认为，一定程度的劣势是公平的、与公民的平等尊重相容。因此有人认为富人占据着更好的社会资源并不会损害穷人的尊

严。从中我看不出哪里显示了对穷人的平等公民权的充分尊重。仅仅降低教育系统下富裕阶层所得优势的程度，并不能减少

由任意的教育不平等而造成的尊严上的伤害。因而关于民主公民的充分主义概念本身就是不准确的，它依赖于自己的平等主

义承诺，却不能维持下去。 

安德森和萨兹可能会抱怨我对充分模式的异议来自于夸大他们眼中的各种不平等现象。在儿童的教育机会上，也许充分

模式确实只容忍那些轻微和琐碎的不平等。如果此为真，充分性和教育公平之间的对比将是虚幻的，充分模型的采用也不意

味着放弃教育平等，而是理念上的修辞性的重新包装。可惜，我不认为对充分模型这种解释是站得住脚的。尽管安德森和萨

兹明显赞同充分模式的高标准，但他们的观点却允许并实际鼓励着由社会及经济阶层转化的教育不平等现象。我曾试图说

明，正义和民主都反对这样做。从教育平等的理念中撤退的呼喊只是塞壬女妖的歌声，我们应该忽略它。 

《巴黎，19世纪的首都》，本雅明著。本

是本雅明《拱廊研究计划》的几篇完成稿。拱廊

究计划是其对巴黎19世纪城市景观的批判性文化

究。拱廊是覆盖了玻璃顶棚的商业步行街，是

大型购物中心的前身，集建筑成就与商业

身，为巴黎最重要的景观之一。(13-8-27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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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时候跟现在有个最大不同的点，就是老

便你教什么，随便你讲什么，没有太限制。

是有一个教学大纲，实际上教师就成了播音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何必找教师，不如找

员，而且也可以省钱，全国一个教师就够

学者何兆武回答"如今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大

人才" 南方人物周刊(13-8-27 12:24) 

转发 |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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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努力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面

现状，监管手段必须硬起来，有关部门必

管，敢于亮剑。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交锋

场。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这个战场上被

多，主动出击少。面对网络假黑丑恶等乱

必须不怕鬼、不信邪，坚决开展网上舆论

8-23 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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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最难懂方言:上海话第四,温州

首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温州人说鬼话",

侮辱温州人,而是形容温州话的难度系数。据

期间,八路军联络"官方语言"就是温州话,小鬼子翻

译官无可奈何,如同美国大片《风语者》 。此外

海话、杭州话、宁波话排名第四。看看你

第几?(13-8-23 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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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减负“十项军规”出台 百分制全面取消】

教育部公开《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要求小

留书面式家庭作业。一至三年级不举行统

四年级后，语文、数学、外语每学期可举

校统考。考试成绩采取“优秀、良好、合格、待合

格”等分级评价，全面取消百分制。

http://t.cn/zQsWo8C(13-8-23 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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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考古•上海论坛”：19项重大考古成果公

布】#最新#埃及吉萨金字塔城聚落考古、中

明探源工程研究、石峁（公元前两千纪中

城）、秘鲁特鲁希略太阳神庙和月亮神庙

查……“世界考古•上海论坛”刚刚公布10

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和9项年度重大考古

果。(13-8-23 15:04) 

转发 |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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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学

规模保持较大幅度增长，毛入园率继续上升；

教育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均衡化程度有所提升；

高中阶段教育规模略有减少，普及水平稳

高等教育规模适度增长，重点正转向优化

高质量。http://t.cn/zQkj1dD(13-8-22 

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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