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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情“差异教育”是实现公平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
马永善 及文平

随着教育改革不断深入发展，国力增
强，民众对教育的诉求越来越高，教育公平
成为民众关注焦点，成为各级政府着手解
决的问题。基于我国现有国情推广差异教
育，是实现教育公平、公平教育最有效的途
径之一。

一、差异教育
差异教育源于差异教学，差异教学是

指“在班集体教学中，立足学生的个性差
异，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要，促进每个学
生最大限度发展的教学。”其核心是以学生
为本，以学生终生发展为目的，体现了以人
为本的思想，教育公平的思想。孔子倡导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其实

就是最早的差异教育思想。“子路问：‘闻斯
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
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问斯行
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
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
也兼人，故退之。’”很显然孔子因人施教，
因材施教，是对差异教育最好的诠释。现代
社会更注重差异教育，学生之间存有差异
是不容置疑的。差异教育首先承认每个学
生都存在差异，尊重差异，把学生差异作为
教育资源；其次它不追求高分和升学率，以
学生综合素质发展，以学生未来为教育教
学的终极目标，强调教师运用不同的教育
教学方式，实现每个学生价值的最大化。差
异教育倡导教育教学民主，提倡公平公正
对待学生，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宜的接受教
育的模式及方法，满足个性差异需要。

二、差异教育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必然
选择

（一）基于国情需要差异教育
教育公平分为起点公平与教育过程教

学结果公平。起点公平主要表现在资源配
置上，是外在公平，显像公平，教育过程和
结果公平是隐性的。一些发达国家做到了
起点公平，但仍存在着教育不公平，我国一
些发达地区资源配置基本趋于平衡，但民
众还是不满意。因此起点公平未必是教育
公平，只有教育过程与教学结果公平才是
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差异教育追求的正是
教育过程及教学结果的公平，强调每个学
生在原基础之上都有提升和发展。长期以
来，我国教育教学忽视学生发展水平、个性

特征、认知风格、兴趣爱好等各方面差异，
采用统一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教学进度、评价方式、评价维度。许多教
师对学业成绩优异和学业成绩不良的学
生，采取喜优鄙弱的态度，从而导致强者更
强，弱者更弱，中度以下学生逐步被边缘
化。由此也引发诸如辅导班、择校，教育腐
败等社会问题。另外学生构成成分差异性
越来越突显。义务教育普及以及免试就近
入学不许课业重修带来了学生个体之间差
异增加；残疾学生随普通班就读，扩大了学
生之间个体差异，外来务工子女与城市子
女差异，留守子女心理差异等问题。这些只
有实施差异教育才能真正解决此类问题。

（二）义务教育普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
教育公平

教育对于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的
稳定、改善个体生存状态已成为全民共识。
这种积极促进作用的实现是以教育公平为
基础前提的。相反失去公平的教育，会对经
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发展产生消极作用，
会导致社会自觉分层类化，甚至加剧社会
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最终危及社会稳
定与发展。一些发达国家实现了普及教育，
教育资源配置合理优化。从理论的层面上
似乎实现了教育公平。但只是一种理论上
的公平，资源公平并不等于教育公平。上世
纪末，我国基本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的宏伟目标。随着教育的发展，经济对教育
的强力支撑，民众对教育诉求重点从量的
方面转移到了质的方面。特别是在一些经
济发达地区，一些大中城市民众开始追求
优质化教育，追求适宜个体差异的教育。因
此现阶段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整体提高教
育质量，成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战
略重点。通过不懈的努力近年来一些发达
地区教育投入相当大，资源配置也较为合
理，办学条件也很现代化，但叫人不解的是
择校还是依然成风。近年来义务教育发展
的非均衡现象，如区域差距、城乡差距、阶
层差距、校际差距等引起了诸多关注。专家
和学者多从教育经济学层面上剖析这些非
均衡现象产生的原因，提出加大教育经费
投入，均衡配置资源，并适当向农村和弱势
群体倾斜等建议。这些建议固然重要，是解
决教育不公应该优先解决的问题。但是教
育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公平，以及由此引

发的一系列的问题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
视。这些问题不很好解决就不会有真正意
义上的教育公平，不会是民众真正满意的
教育。

（三）在起点暂时达不到公平的情况下
需要差异教育弥补

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
教育资源配置相差甚远，区域差距、城乡差
距、阶层差距、校际差距还一时难以解决。
如何将这种不公带来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
限度，尽量消除民众对教育资源不均衡而
引起的心态失衡。笔者以为大力推行差异
教育、差异教学，让差异教育弥补这些缺失
不失为有效途径之一。民众除追求优越的
办学条件之外，更多关注孩子素质能不能
得到全面提升和发展，能不能得到公平公
正的教育，即使办学条件相对较差只要孩
子身心得到全面提升和发展，也是愿意把
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学习。“洋思现象”便
是一个很好的诠释。洋思中学是一所农村
联办初中，基础堪称薄弱，坐落在江苏省泰
兴市的天星镇洋思村，建在一片沟坎纵横、
芦竹遍地的荒野上。当初学校仅有 1 名公
办教师、4 位民办教师，8 名为代课教师。学
生多半是被别的学校挑选后留下的所谓差
生。这样的教育环境，这样的办学条件，洋
思人凭着先进的教育理念，本着“尊重主
体、面向全体，不放弃一个学生”的教育思
想，从一个不知名的乡村中学成为全国知
名的名牌学校，反思洋思现象，有很多值得
借鉴的经验及做法。为了“让每一个学生合
格”、“让每一位家长满意”，学校从初一年
级抓起，从新生进校第一天抓起，从最后一
名抓起，坚信“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其实这
就是差异教学的思想，因材施教思想，全纳
教育思想。他们承认学生差异，尊重学生差
异，把学生差异作为教育资源开发利用，让
每个学生的潜能都能得到最大值的开发。
从“洋思现象”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起点不公的条件下，利用差异教育能抵
消资源配置不公而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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