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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关怀：教育政策的人文归宿 ①

李明娟
（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安徽 芜湖２４１０００）

摘　要：当下，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指导原则的教育政策存在不足。以关怀理念为指导，切实贯彻“以人为
本”的理念，教育政策的贯彻将更好的实现。回归关怀应是教育政策的应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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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政策，归根结底是决策主体（政府）旨在达成特
定目标，对教育资源进行权威性的决择和分配的标准。

教育政策决定了教育活动顺畅与否，教育价值的实现程

度以及教育目标的达成。然而，缺少关怀价值的教育政

策，难免带来诸多不利影响。所以回归关怀，应是当下教

育政策的人文取向。

１　教育政策的本质是人文关怀
杜威认为，教育不仅是社会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更

应是社会政策行之有效的核心因素。教育政策作为教育

的价值规范，应遵循怎样的倾向？在谈及教育政策时，功

利主义者赞成效率最大化的“工具理性”；最初正义范畴

的支持者必然强调“公正”应成为教育政策的指导价值；

直觉主义者则更倾向经验上的完善和满足。在教育政策

中，哪种因素应处在前序列，是效率、公正、直觉、道德抑

或其他？在《始于家庭：关怀与社会政策》中，诺丁斯提出

了“关怀应作为政策制定的指导价值”［１］。

“关怀”作为一种价值范畴在不同领域各有侧重。心

理学研究中，关怀阐述了人际道德关系的本质，是道德心

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鲁洁指出，关怀是主体的人

对客体对象的尊重、喜爱、关注、爱护以及无条件、不余遗

力促进对方的成长和发展［２］；教育学研究中，关怀教育体

现了人性回归，符合教育人文性、情感性的价值诉求。目

前，风靡国内的“关怀教育”就是从行为和认知层面上教

养学生的一种教学模式；德育领域中，关怀涉及专业概念

和日常体验间的联系。马克斯·范梅南指出，关怀在德

育领域中被体验为忧虑和责任，它与子女的品德发展息

息相关；在社会学层面，相互关怀则体现了人格发展的需

要，同时也满足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扮演和情感交流等

多种功能。

内尔·诺丁斯的关怀伦理学细致构建了关怀的理论

体系。她针对性地指出关怀的新概念、新范畴、新标准，

详细区别了关怀的形式、要求以及来源等因素；此外，国

内檀传宝、朱小曼等一批知名学者也对关怀有着独特的

研究。丰富的理论支撑着关怀价值体系的建构，也为我

们在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以“关怀”为参考标准，重

视人文价值的回归提供了支持保障。

因此，倡导以关怀为原则，以人为本，切实可行的制

定和实施教育政策，从而扭转教育中的失范行为和乱序

现象等过失，大有可为。

２　教育政策中人文关怀的失范
教育政策的功利性过强导致了关怀价值的失范，而

社会转型所导致的利益分配不均则加剧了这一影响。

２．１　教育政策价值中人文关怀的缺失
美国学者罗伯特·丹哈特指出：“单独地以效率为中

心，我们将无法充分履行我们的民主责任。”由此可见，过

分追求教育的经济效益和效率必将会使教育政策体制偏

离轨道，从而僵化教育过程，令其成为一种强迫的工具。

目前，我国的教育政策制定，一直秉承“效率优先，兼

顾公平”的原则。过分追求效率的工具理性，只考虑如何

以最小的成本完成我们的既定目标，而未考虑目标的“完

成质量”，忽视了教育主客体的价值和人文关怀。被誉为

“现代政策科学创立者”的哈罗德·拉斯韦尔认为，政策

研究不应披上“科学客观性”的外衣，而应具有“明确的规

范性”，即在对政府行为的研究中，应该将目标与手段或

价值与技术结合起来，这里的价值就体现了关怀的意义。

所以，围绕着教育效率，将功利价值放在首位的政策制

定，必然会忽视教育政策中对人性价值的关注，缺乏以人

为本的关怀精神。

２．２　教育政策的程序中人文关怀的缺位
在我国，对政策内容本身的关注，不可避免地忽视了

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关怀价值。丹尼尔·贝尔曾说过：“一

切社会制度若要得到广大民众的最大支持，必须拥有为

全社会所接受的、行使社会权威的道德的正当性。”由此

可见，教育政策应包含符合民众内心伦理道德规范的精

神价值，获得伦理道德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而这需要以

“关怀”为纽带。

关怀程序的缺失主要表现在政策程序中的不合理。

如，缺乏民主参与，从而造成封闭的、缺失中立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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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如果利益相关者未能参与其中，

那么这些政策必然带有很大的偏向性和封闭性。这种情

况下，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难免产生不切实际的“瞎规定、

乱指挥”，真正需要政策关怀的群体反而未能受到政策扶

持或者被带入扶持误区。因此，本该保持中立政策本身，

在制定执行过程中，难免产生很多不确定因素，更有可能

倾向某个特殊群体，或者是协调性失衡。异地高考充分

反应了这一问题。

２．３　教育政策的执行中人文关怀的缺乏
政策的贯彻程度取决于行政部门的执行力度。“执

法必严、违法必究”是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应有原则，但

是，缺乏人文关怀的执行行为对教育亦影响深刻。

执行过程中的关怀缺失主要体现为：执行主体的不

作为或者渎职以及“刻板”执法两个方面。“２００６年 ３
月，教育部宣布：自 ２００３年以来，全国共派出 ５．６万人检
查组，检查各级各类学校 ８７．６万多所 （次），清退乱收费
资金 １３．７亿元，查处乱收费案件 １．９万件。”［３］更有甚
者，有的地方政府打着政策的幌子，保障分配正义原则的

“越界”，如某地为推进民营经济发展出台了“民营企业纳

税大户，其控股企业主的子女在高中招生录取时，可享受

加 ２０分的政策照顾。”由此可见，政策主体的不作为和渎
职在践踏教育公平这一原则的同时，更是将人文关怀抛

之脑后。与此同时，如果在执行过程中忽视关怀，也必然

会对教育以人为本的原则进行践踏，乃至忽视教育的根

本目标。

３　教育政策人文关怀的回归
回归人文关怀的教育政策，将在教育政策内容、教育

管理、教育执行机制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

３．１　政策内容的人文性
教育现状揭示，以人为本的教育，必须以人文主义精

神为指导，在政策中将关怀价值和效率公平协调统一，将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有机结合。

“工具理性是探讨在教育政策运行过程中如何实现

诸如正义、平等、自由等价值范畴，关注教育政策内容的

效率问题，有外显性的表现特征。而价值理性则相反，相

对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更加关注教育政策的内在价值，

表现为内生性”［４］。与之关联，关怀的概念体现了价值理

性的需求，而重效率的指导思想则迎合了工具理性的标

准。二者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为基础。人文关怀本身

就具有内在价值，含有丰富的民主、平等、人道等伦理追

求，而这些价值的实现也需要通过合理的配置，实现效率

的最优。没有关怀的效率是不持久的，而缺少了效率，关

怀的质量也要大打折扣。

因此，一项好的教育政策除了促进教育效率（工具理

性）之外，更应以教育人文关怀（价值理性）作为另一个重

要目标。将政策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结合，以人文关

怀为指导，构建整个教育政策体系，才能实现教育事业的

优质、公平和效率。而现代教育也只有通过全方位、多层

次的人文价值的建构，才能真正实现其培养人的根本

目标。

３．２　政策改革机制的人性化
关怀的适宜性取决于关怀主体的倾向以及客体的需

求［５］。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由于存在封闭状态，难免出现

一定的盲目，这就要求教育政策中需要体现关怀价值。

所以，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扩大参与机制，将关怀

客体的利益和诉求充分考虑，是教育政策回归关怀的必

然要求。

“扩大参与机制首先应增加公众参与渠道，保障公众

参与的机会”［４］。一般而言，要做到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

的利益协调，保障关怀的公平和效率，需要多角度、全方

位的关注不同人群的利益需求。通过听证会、人民代表

等渠道，让群众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政策的制定过程有利

于实现这一要求；其次，保障政策制定过程与政策执行的

公开性。对于政策主体而言，公民的参与是贯彻政策价

值，提高其有效性的重要途径。所以，相关部门应充分尊

重公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通过各种媒体平台，实时有效

地公布政策信息；最后，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仍需大力贯

彻依法制定，依法执行。坚决杜绝决策主体可能的不正

当行为。因此，要实现政策的人文性关怀，必须以人文主

义为导向，以法律严格要求，真正实现参与机制的民

主化。

３．３　政策监管的人本主义
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

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确保权力正确

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完善各类公开办事

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６］因此，对教育政

策的执行力度必须加强监管。

监管应以监督预防为主，管理为辅。首先，政策主体

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观，坚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

通过党性认知和自我教育，不断深化对关怀理念的认知；

其次，应建立操作性强、切实可行的运行机制。政策的制

定执行不是一个主观范畴，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运行机

制，好的初衷甚至产生“道德强暴”。因此，建立一个切实

可行的运行机制，对关怀价值的实现、政策的贯彻有着重

要意义；最后，应建立教育政策的监督举报制度。一方面

通过政府部门实时有效的公开政务信息，另一方面更需

发挥公众的参与机能，让群众时时刻刻参与到政策执行

过程中来。

参考文献：
［１］内尔·诺丁斯．始于家庭：关怀与社会政策［Ｍ］．侯

晶晶，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李晓凤，王桃林．“关爱”在我国教育科学中的理解及

文献述评研究［Ｊ］．理论月刊，２０１１（１０）：８８－９２．
［３］叶莎莎．加大力度，建立长效机制：２００３年以来治理

教育乱收费综述［Ｎ］．中国教育报，２００６－０３－２３
（１）．

［４］彭华安．教育政策的伦理性：缺失与回归［Ｊ］．中国教
育学刊，２０１１（３）：３４－３７．

［５］石中英，余清臣．关怀教育：超越与界限［Ｊ］．教育研
究与实验，２００５（４）：２８－３１．

［６］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ＥＢ／ＯＬ］．（２００７－１０
－２４）［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ｃ２００７－１０－２７／２０５８１４１５７３７６．ｓｈｔｍｌ．

（责任校对　朱正余）

６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