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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伦理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形态与管理具有可通约性，应成为学前教育管理的价值追求。然而，现

实的学前教育管理存在严重的伦理缺失，主要体现在对学前教育目的与价值的遮蔽、对学前教育公平的漠

视、政府学前教育责任的虚化等方面。学前教育管理伦理建设的对策应为：树立以人为本的学前教育管理

价值观、秉持学前教育公正原则、追求学前教育的公益责任、彰显学前教育管理的民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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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伦理：学前教育管理的应然追求 

伦理一词的英文是 ethics，它源于希腊语 ethos，其原意是表示一群人共同居住的地方，后引申

为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人们的性格、气质及其所形成的习俗、风尚、德性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

说：“伦，从人，仑声，辈也，明道也；理，从玉，里声，治玉也。”伦是指人的辈分，引申为类别

秩序等意；理是指玉石的纹理，引申为道理、准则的意思。以后，伦理通常“泛指人与人之间以道

德手段调节的种种关系，以及处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应当遵循的道理和规范。”[1]伦理与道德在一

定意义上具有相通性，伦理是一个内含了道德本质和意义的概念，正如德国著名伦理学家石里克所

言，“伦理学问题关涉道德，关涉风尚，关涉有道德‘价值’的东西，关涉被视为人的行为‘准则’

和规范的东西；最后，或者用一个最古老最朴实的字眼：善”。[2] 

伦理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形态，是学前教育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以“实践——精神”的方式

把握学前教育世界、管理幼儿园组织的特殊存在。伦理首先是精神的，它以指导管理行为为目的、

以形成人们正确的行为方式为内容；伦理又是实践的，它源自于学前教育实践本身，实践既提供关

于客体的知识，又使人们从人的需要角度去认识和评价客体，形成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把学前

教育世界划分为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应该与不应该的价值世界。学前教育管理本质上是对人的

管理，是人的主体性活动，这里的“人”主要指教师和幼儿。对教师而言，学前教育不仅仅是自身

维持生存所从事的职业，更是自身个体价值体现与个性潜能发展的舞台；对幼儿来说，学前教育阶

段是幼儿身心发展的关键期，为幼儿的终身发展奠定了基础。可见，学前教育管理作为一种人为性

和为人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必然要蕴含和体现其伦理价值取向。这意味着学前教育管理目标的确立、

学前教育管理决策的依据、学前教育管理关系的设置以及学前教育管理方式的选择等各方面必须具

有价值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 
伦理之所以能够与管理融合，并成为学前教育管理的价值追求，在于“伦理”与“管理”具有

可通约性，即伦理本身内在地具有管理性质，管理本身也内在地具有伦理性质。从管理的视角看，

伦理是自人类社会出现后社会秩序确认和维护的最初的社会管理方式，它借助于社会舆论、传统习

惯、内心信念等“精神强制”的方式来规范社会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双方的行为。伦理“本质上是

人类对自我的生存和发展的一种规范、设计和引导，是为人类自身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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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其实质是人类对自我的一种内在管理。”[3]而管理起源于人的实践本性，正是人类管理活动的

实践本质属性决定了管理本身必然具有伦理性质。任何管理活动都是出自管理行为主体，凝聚着管

理行为主体的价值追求，它从应当或应如何的层面引导主体去创生某种价值理想和信念，它着眼于

人自身的世界“力求从满足主体需要的可能性视角来对人的客体或人以外的世界进行情感性善恶评

价，并对未来进行设想和描述，表达出主体的一定要求、利益和目的”[4]。因而，伦理与管理是相

互体现的内在统一体，二者具有相容性。这也决定了学前教育管理与伦理融合，不是外在的强加，

而是作为彼此的内在要素而共同起作用的。 
二、困境：学前教育管理的伦理缺失 

（一）对学前教育目的与价值的遮蔽 
受教育管理科学论的影响，教育管理领域中管理主义盛行，关注和强调技术理性与工具理性， 对

目的合理性及道德价值视而不见。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教育管理的终极目标和目的指向效率，教

育管理活动被简化为一套程序和管理技术，忽略了公民对教育基本价值的捍卫，缺乏对教育管理的

基本价值和目的的探讨，以至于教育管理者在实践中缺乏对自身行为价值的反思与批判。正如金生

鈜教授所担忧的那样：“管理主义的严格控制以一种技术的模式看待学校的发展，把学校的管理看做

是一些技术模式和操作办法的应用，从而消除了管理本身的道德性。什么样的管理是道德的，什么

样的学校是道德的，已经好像不是学校应该思考的问题。学校管理主义的兴起，把管理仅仅看做是

控制技术对学校效率的追求，湮没了学校管理的道德追求，使得管理者遗忘了营造学校道德氛围、

塑造道德精神、追求学校作为一个共同体的道德文化优秀的责任。”[5] 
管理主义缺乏伦理学视角的审视，放弃了对道德价值的追求，这在我国的学前教育管理现实中

也不例外。以效率和工具理性为导向的管理主义引导人们只关注达成既定目标的手段，而忽略对目

的本身的关切。也就是说，管理主义注重学前教育管理成本的减少，而遮蔽学前教育管理本身的伦

理意蕴，从而使学前教育管理决策与管理制度越来越远离社会价值与教育价值，导致学前教育管理

活动片面追求效率和经济价值，忽视学前教育本身的目的。 
（二）对学前教育公平的漠视 
社会公平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石，是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

教育公平必然包含学前教育公平。学前教育是国民素质教育的起点教育，没有起点教育的公平，就

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教育公平，也就不可能构筑起社会公平的参天大树。学前教育公平包括幼儿教育

权利的公平、教育机会的平等以及学前教育资源配置与教育质量的平等三个方面。要实现学前教育

这三个层面的公平需要国家制订政策与制度。 
可是，从我国目前的学前教育管理现状看，效率成为了优先考虑的因素，管理者们把现存的困

难和有限的资源看做是管理决策的决定性变量，公平则难成为学前教育管理的价值追求。资源短缺

条件下对效率的追求也许是一种自然选择，但并不代表这是一种合道德的选择。要想达到“合道德”，

就必须引入伦理视角对“现存的”进行审视与批判。只有把“公正”、“公平”、“平等”等伦理价值

引入学前教育管理及其决策，才可能达到“合道德”。从这种意义上说，教育资源的匮乏不能成为学

前教育不公的借口或正当理由，教育资源匮乏并不意味着可以只追求效率而漠视学前教育的公平。 
（三）政府学前教育责任的虚化 
我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学前教育是我国学制的第一阶段，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近些年来，学前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逐渐偏离了《教育法》的规定。大多数幼儿园被推向

市场，导致学前教育愈益严重的逐利倾向。学前教育市场化的结果是全国“只有不到 50%的学前 3
年毛入学率，而农村入园率只有 35.6%”。[6]此外，一些地区的领导者对学前教育事业在国家整个教

育事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缺乏足够的重视，一些地区的教育行政部门在近几年的发展规划中基本

不提或根本不提及学前教育，使得这些地区的学前教育发展缺乏政策和制度保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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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教育是国际上公认的“非营利部门”，教育组织是公认的“非营利组织”；即教育不属

于经济领域，而属于公共领域。[8]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把学前教育纳入公共财政保障体系。

在我国，教育系统中的义务教育是一种公共服务，应当由政府提供，财政买单，受教育者无需付费；

非义务教育服务属于准公共服务，应由政府与市场共同提供，由财政和受教育者共同买单，而不是

仅仅由市场来决定。学前教育虽不是义务教育，但它是义务教育的基础。提供学前教育服务是政府

的基本职能之一、是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学前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服务，不能市场化，而是

需要有政府相应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学前教育市场化，将学前教育服务视同商品或私人产品，谁上

幼儿园谁买单，无钱买单就上不了幼儿园，就不能获得学前教育服务。学前教育市场化，远离教育

活动的非营利性和公益性的价值追求，致使低收入群体学前教育权利被剥夺，产生教育不公，违背

政府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的职能。 
三、对策：学前教育管理伦理建设 

（一）树立以人为目的本的学前教育管理价值观 
价值观是处于主体地位的人对客体的人、事物或现象的评价、判断的标准，是人的行为选择的

主观依据。价值观影响着人的思想和行为，不同的价值观对同样的问题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和行

动方式。学前教育管理是一个“人”的系统，它的作用离不开人的价值观，特别是善恶、是非等伦

理道德观念的支撑和推动。学前教育管理是保证学前教育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是全面提高学前教

育质量的关键。要使学前教育和谐可持续发展，必须善于管理。任何成功的管理背后必然蕴含着正

确的价值观。“只有在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管理价值观指导下，教育管理人员才能把目光清醒地投注

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努力改变被工作异化的状态，在活动中充分展示自我主体性，并与他人一起

共同营建一种和谐共进全面发展的生存状态”。[9]学前教育管理也要秉持以人为目的的价值观，以人

性的弘扬为基调，充分体现人的价值与尊严，实现人的自由与激发人的潜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

自我实现。树立以人为目的的学前教育管理价值观，对学前教育管理的成功有重要意义，是进行学

前教育管理伦理建设的基本前提。 
（二）秉持学前教育公正原则 
学前教育管理作为一种公共管理，应以公共利益为核心，不能仅停留在对效率的追求，公正应

成为学前教育管理的首要价值。学前教育公正要通过学前教育管理制度与政策的公正来实现，而制

度与政策是实施学前教育管理的重要手段。学前教育管理制度与政策只有植入了能够激励和保护公

正、正义与平等的追求时，才能称得上是蕴含伦理精神的制度与政策，才能够实行道德的学前教育

管理。对此，约翰·罗尔斯曾明确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

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

些法律和制度，不管他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他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修正。”[10]从学

前教育管理伦理的视角看，我们必须把学前教育公正放在首位，强调学前教育公正在学前教育管理

制度设计与政策选择中的优先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现存的每一条学前教育管理制度与政策进行

伦理精神和道德规范的审视与重估，构筑体现伦理道德的学前教育管理制度与政策，使学前教育管

理回复成蕴含学前教育公平、复归学前教育本性的活动，就成为学前教育管理伦理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追求学前教育的公益责任 
教育的公益性质，从利益上看，这种利益具有公共性、社会性、整体性；利益主体是公众、社

会、国家、民族乃至于整个人类。[11]学前教育是国家学制系统的起始学段，是人生起步阶段的学校

教育，是基础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相比，学前教育具有更强的公益性。学前

教育的公益性被赋予其突出的人文精神价值和公平正义价值。这就要求学前教育管理必须以满足社

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类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追求，学前教育管理必须重视公共利益，对社会负责，

否则就失去了自身应有的社会价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与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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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需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活动，教育的公益属性和伦理价值离不

开教育责任这一前提条件。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认为，责任是全部道德的基础，全部道德是“建立

在责任概念之上的”[12]。学前教育管理只有凸显责任，才能获得它自身固有的价值。学前教育管理

责任以学前教育管理者的道德责任感为前提。因此学前教育管理者必须充分体现尊重学前教育、关

心学前教育、热爱学前教育的精神，体现全心全意为学前教育服务的精神，把学前教育的公益追求

看做是一种“终极目的性”存在的责任。 
（四）彰显学前教育管理的民主性 
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原则，也是一种伦理要求。民主是以人为本的理念的展开与运用，是制约

道德失范行为的强有力的手段。民主要求学前教育管理者有宽容的品性，以学前教育利益相关者的

权利为准绳，通过公开听证、民意调查、咨询委员会等形式，广泛吸收学前教育管理者、被管理者、

幼儿家长、教育专家以及社会公众参与学前教育管理决策。民主要求学前教育管理者拥有平等观念，

在学前教育管理制度的设计与政策的安排上，不分年龄、性别、地位、阶层、亲疏而一视同仁的对

待学前教育利益相关者。对于学前教育管理中的道德两难问题，更需要学前教育管理者秉持民主理

念，提高学前教育利益相关者及社会公众的参与程度与监督作用，扩大学前教育管理部门做出合理

决策的范围，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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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special point of value, ethics is commensurable to the pursuit of preschool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However, there exist ethnical insufficiencies as artificial confusion of educational targets and values, indifference to fairness 
and weakening of gover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steps be taken to strengthening the principles of 
human-centered management, fairness, governmental fund and democratic manage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Key words: preschool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ethics; preschool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ethics 

（责任编辑  赵  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