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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会均等概念划分的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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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机会均等是一个涉及多学科 、多层面 、多因素的复杂问题 。阐述当前对教育机会均等

概念几种不同的划分 ,并从影响教育机会均等诸因素的不同存在方式 ,将教育机会均等划分为显性

的教育机会均等和隐性的教育机会均等 ,这一分类模式将有助于解决教育机会公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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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for the concept of classif ication equality for

education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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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quali ty of education opportunity is a complex problem touching upon many subjects ,

many laye rs and many facto rs.The article expatia tes the dif fe rent concept classif ications , and

classifies i t into noticeable equality of education opportunity and recessive equality of education

oppor tuni ty based on ex istent mode o f factor w hich af fects equality of education oppo rtuni ty.

Understanding the mode w ill be good for set tling wi th the problem of equali ty of education

oppor tuni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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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教育机会均等是教育公平的核心内容 ,它是一

个涉及多学科 、多层面 、多因素的复杂问题。如果仅

从某一方面对教育机会均等概念进行界定 ,是难以

把握问题全貌的 。随着对教育机会均等问题研究的

深入 ,学者们对教育机会均等的概念进行了不同角

度的阐释 ,并根据一定的标准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划

分。全面分析和把握教育机会均等的概念 ,有助于

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的解决 ,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

的重要内容。本文就此问题 ,从几种不同的角度进

行分析和探讨。

1　从个体受教育的发展阶段划分

教育是培养人的实践活动 ,个体受教育的过程

一般分为开始 、过程 、结果 3个阶段。如果从个体受

教育的发展阶段考察教育机会均等 ,那么教育机会

均等可以划分为教育起点的机会均等 、教育过程的

机会均等和教育结果的机会均等 3层涵义 。这种关

于教育机会均等概念的划分为国内外大多数学者所

接受。最先明确提出这种划分的是瑞典教育学家托

尔斯顿 ·胡森和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 。托尔斯顿·



胡森认为 ,在分析教育面前机会均等这一概念时 ,不

仅是要界定“平等”涵义 ,还要界定“机会”涵义 。就

个体而言 , “平等”可以有下述 3个涵义:第一 , “平

等”可以指个体的起点;第二 , “平等”可以指中介性

的阶段;第三 , “平等”可以指最后目标 ,或者是这 3

个方面的综合[ 1] 。

1.1　教育起点的机会均等

教育起点的机会均等一般包含 3个方面的要求:

(1)教育权利平等 ,即法律保证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

利。其实质就是允许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现有的教育

资源。(2)就学机会平等。教育权利平等只是实现教

育机会均等的必要前提 ,并非充分条件。要真正实现

教育起点机会的均等 ,还要保证人们的就学机会均

等。(3)入学考试平等。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形成的城

乡差别和地域差别 ,在入学和选拔考试时 ,有些地区

往往对农村户口的学生施加种种限制 。

1.2　教育过程的机会均等

人的社会化和选择分配都是在学校教育过程中

实现的。由于个体所生长的家庭社会环境不同以及

遗传因素的影响 ,教育过程不是一个平均分配的过

程 ,而是一个因材施教的过程和学而分类的过程 ,因

此在教育活动过程中 ,要保证学生享有教育设施均

等 、教育内容均和师生互动均等。

1.3　教育结果的机会均等

教育结果的机会均等即教育产出的公平 ,包括

学生学业成就均等和个性充分发展 2个方面 。也就

是说 ,学生走出校门时获得相同的学业成就 ,从而使

不同地区 、不同性别 、不同家庭背景出身的学生在起

点上的差别得以消除 ,这是教育均等发展的最高阶

段。丹尼尔·贝尔曾说:“由于种种原因 ,不平等地

对待人们可能在所难免。更重要之处也许在于任何

单一的价值 ,不论是自由还是正义 ,如果被看作是绝

对自由的和压倒一切的 ,并且被严格运用的话 ,就可

能导致极端” [ 2] 。在 1975年美国新泽西州议会联合

教育委员会上 ,科尔曼也改变了以前对“教育机会均

等”的界定 。为了说明“教育机会均等”一词 ,究竟是

指学校“投入资源”的均等 ,还是学校“教育结果”的

均等 ,他特意做了这样的说明:“如果我们以教育的

产品或结果来界定均等 ,则教育机会均等是个永远

无法实现的理想” 。他甚至要求 , “教育机会的均等”

应改为“教育机会不均等的减少” 。[ 3] 因此 ,教育结果

的机会均等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机会均等 ,而是从某

种程度来说的 ,否则将使我们走入极端 。

2　从实现教育机会均等的范围划分

对于教育机会均等问题 ,也有学者从宏观和微

观 2个层面来考察 。从实现教育机会均等的范围来

看 ,教育机会均等可以划分为宏观层面的教育机会

均等和微观层面的教育机会均等 。

2.1　宏观层面的教育机会均等

宏观层面的教育机会均等是指由于教育政策 、

法规的公正和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使个体不论其

种族 、性别 、社会阶层等差异而拥有同等受教育的权

利 ,取得较高学业成就并获得向社会流动的机会 。

宏观层面的教育机会均等主要是以整个社会制

度为研究对象 ,探讨社会阶层化与教育的各种关系 ,

包括社会阶层化与教育成就 、社会流动与教育等。

早期国内外学者大多是从宏观层面研究教育机会均

等问题的。例如鲍尔斯和金蒂斯就是以美国的社会

制度为对象 ,研究教育不平等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

他们指出 ,大量的事实表明美国的学校教育与经济

结构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对应关系[ 4] 。

对宏观层面教育机会均等的研究已经更加深

入 ,并形成了多视角的研究取向 。比如 ,从经济学角

度 ,主要研究教育资源投入和配置的均衡等;从法学

角度 ,主要研究如何通过法律 、法规和相关政策保障

人的基本受教育权 ,反对教育中的因种族 、性别 、语

言 、宗教信仰等差异而存在的歧视 ,制止教育中存在

的腐败现象;从政治学角度 ,分析社会政治变迁对教

育机会均等的影响 。

2.2　微观层面的教育机会均等

1971年迈克·扬主编的《知识与控制》一书的

出版标志着新教育社会学的诞生 ,也打开了教育社

会学研究的微观视角。所谓微观层面的教育机会均

等 ,主要表现为赋予每个学生均等参与活动的机会 ,

课堂教学所具有的开放性有利于师生互动的机会均

等 ,教师角色的转变有利于每个学生发挥个体潜能 ,

学习内容具有的开放性有利于因才而学 、因材施

教[ 5] 。可见 ,影响微观层面的教育机会均等的因素

主要体现在学校系统内 ,特别是在课程和课堂教学

中 。面对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微观层面的教

育机会均等问题倍受关注。

3　从消除教育机会不均等的方式来划分

根据消除造成教育机会不均等因素的方式 ,美

国学者纳格尔把教育机会均等划分为“消极的教育

机会均等”和“积极的教育机会均等”2 种类型[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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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的教育机会均等是非干涉主义的 ,确定教育机

会是否均等主要看在接受公共教育方面有没有正式

的(特别是法律的)障碍 ,基于诸如种族 、性别 、语言

等与教育无关的道德标准 ,阻止个人或群体接受公

共教育。积极的教育机会均等是干涉主义的 ,它要

求公共教育超越正式的平等规定 ,采取积极的措施

消除造成不同环境下的学校儿童固有的不平等 ,特

别是与社会不利因素相关联的差别 。

消极的教育机会均等比起公开的法律上的歧视

虽然是一个进步 ,但是它离实际的教育机会均等还

有很大距离 ,因为它忽视了非正式的因素 ,如种族 、

性别 、语言等。这些非正式因素对教育平等却有着

巨大的影响。例如 ,对所有的儿童提供同样内容的

课本和教学 ,但对看不懂和听不懂这些内容的孩子

来说 ,是谈不上平等的机会 。消极的教育机会均等

对缺乏教育资源(文化 、语言 、政治和经济)的人来说

是空洞的 ,而积极的教育机会均等特别要干涉道德

上所允许的不平等。干涉的主要方法是建立基金 ,

以帮助处于不利地位的儿童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 ,

特别是那些由于种族 、天资的原因不能获得平等结

果的学生 。

严格地说 ,纳格尔的所谓消极的教育机会均等是

指国家对教育机会均等的有关规定 ,而积极的教育机

会均等是指事实上促进教育机会均等的具体措施 。

4　从教育类型的不同来划分

中国学者谢维和教授根据教育类型的不同 ,把

教育机会均等划分为义务教育的机会均等和非义务

教育的机会均等[ 7] 。

义务教育的机会均等是指在义务教育中所实行

的教育机会均等 。非义务教育的机会均等是指除义

务教育之外的所有教育活动中实行的教育机会均

等。根据谢维和对教育机会均等概念的分类发现 ,

在 2种不同类型的教育机会均等实行中政府所起的

作用是不同的。在义务教育阶段 ,政府的作用是明

显的 。从目标实现上看 ,实行义务教育的机会均等

是首要目标 ,但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教育

工作的重点也会全面转向非义务教育的机会均等的

落实 。目前 ,由于个体内在因素的影响和社会经济

条件的制约 ,实现非义务教育机会均等困难重重。

5　从影响教育机会均等因素的存在方
式上划分

对于教育机会均等的划分 ,不管是根据个体受

教育的不同阶段 ,还是根据教育类型的不同;不管是

根据实现教育机会均等的范围 ,还是根据消除教育

机会不均等的方式 ,这些都还不能从根本上揭示教

育机会均等问题的实质 。实现教育机会均等的关

键 ,是要明晰造成教育机会不均等的因素 ,分清这些

因素的存在方式 ,并据此形成实现策略。因此 ,根据

影响教育机会均等因素的存在方式来划分 ,可以把

教育机会均等分为显性的教育机会均等和隐性的教

育机会均等 2种 。其中 ,对隐性的教育机会均等的

揭示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教育机会均等问题。

5.1　显性的教育机会均等

显性的教育机会均等与前文所说的宏观层面的

教育机会均等的概念相类似 ,是指由于社会制度的

公正而形成的教育机会均等 ,它具有明显的外在表

现形式 ,如教育投入 、入学率 、辍学率等。中国是社

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教育机会均等提

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

特征决定的 。但是 ,现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还不完

善 ,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中国的教育政策上

存在着诸多不平等的因素 ,如教育资源分配不公。

要实现教育机会的均等 ,必须从制度的层面排除引

起教育机会不均等的因素。也就是说 ,实现显性的

教育机会均等是追求教育机会均等的首要目标 。

5.2　隐性的教育机会均等

所谓隐性的教育机会均等 ,是指学生所具有的

语言文化资本 、社会资本 、人力资本等以隐蔽方式存

在的个体的或社会的因素 ,由于差异不大或在教育

活动过程中能够得到一定补偿而达到的教育机会均

等 。影响隐性的教育机会均等的因素在个体受教育

之前就已经存在 ,在教育过程中通过一定的教育策

略和教育活动进行适当的补偿 ,可以缩小差异直至

完全消除差异。

对于学生所具有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与学生

在学校中所取得的学业成就的相关性问题 ,法国著名

社会学家布迪厄应该是此项研究最早的人 。布迪厄

认为:文化资本是一种能力 ,它包括语言能力 、社会交

往能力 、专业技能 、个人的举止风度以及对成功的把

握能力等
[ 8]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提供了一个处

理文化和社会选拔现象的复杂框架 ,提出了关于家庭

和文化资源以一种微妙方式影响学业成功的新颖观

点 ,推进了对社会分层制度得以再生产的理解。家庭

所输出的文化资本是最隐蔽的 ,是最具社会决定性的

教育投资 ,也是影响教育机会均等的重要因素 。

(下转第 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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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内容 、方法及教学质量考评等方面建立新的教学

体系 ,既要重视知识的传授 ,又要重视通过教学培养

受教育者的能力 ,发展受教育者的智力 ,增强受教育

者的体质 ,培养受教育者良好的心理品质;既要重视

课堂教学 ,又要重视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既要

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 ,又要强调受教育者的主动参

与 ,实现教与学的双向互动;既要重视传统教学方法

的应用 ,又要充分发挥现代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作

用。总之 ,实施素质教育 ,教育者必须从受教育者的

全面发展出发 ,把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素质 、科学文

化素质 、身心素质 、审美素质 、能力素质 、劳动素质的

全面发展作为衡量教育的惟一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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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说 ,社会资本是对社会关系投资并能获

得回报的一种资本 ,它不是个人的所有物 ,而是嵌于

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资源。社会资源的出现

将对教育目的 ,教育内容 ,知识传授 ,知识生产以及

学校 、家庭 、社会之间的关系等产生重要影响[ 9] 。一

般地 ,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来衡量学生的社会资本 ,

它主要包括父母的受教育水平 、父母的职业和家庭

收入等关键性指标[ 10] 。现阶段中国家庭社会经济

地位存在的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学生社会资本的差

异对教育机会均等的影响不容忽视 。

此外 ,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也是产生教育

机会不均等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 ,

人力资本投资是提高儿童素质的主要手段 ,家庭投

资量和儿童人力资本的变化有必然的联系。改革开

放以来 ,城市家庭对孩子投入的人力资本远远超过

农村[ 11] 。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 ,对教育结果的

均等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

6　结　语

影响教育机会均等的因素都是非制度性的 ,往

往显得相对隐蔽 ,容易被人们所忽视。因此 ,实现隐

性的教育机会均等是追求教育平等的更高目标 ,至

少在目前还是人们所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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