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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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伦理学是当代应用伦理学或教育哲学的新兴学科之一。 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杜

威较早正式使用“教育伦理学”这一学术概念，并对教育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理论形成做出了重要贡

献。 随着教育事业发展的深入，国外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教育伦理学研究日益得到教育界、伦理学界的高

度重视，在深度与广度上均有所展开。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国学者开始正式把教育伦理学作为一门相对独

立的学科进行研究，一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与进步，另一方面仍然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需要进一步深入

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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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伦理学是当代应用伦理学或教育哲学的

新兴学科之一。 它是研究教育活动的价值与善

恶，探讨教育中的道德关系、伦理原则和行为规

范，探索健全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道德人格的完善，
以实现教育的最大利益和最大善的科学。① 认真

探讨教育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国外和中国的形

成历程和发展轨迹，有益于我们发现其中的规律，
更好地推动它的健康发展。

一、教育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理论形成

教育伦理思想有着悠久的形成与发展史，它
是随着人类教育职业活动的开展和社会经济文化

的进步而逐步形成、丰富与变化的。 在中外教育

史上，无论是孔子、荀子、孟子、韩愈，还是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昆体良、夸美纽斯，都曾较早提出过

许多包含真知灼见的教育伦理思想。 但作为一门

相对独立、具有比较完整思想理论体系的教育伦

理学学科，是到了近现代才得以形成，并逐步在实

践中得到充实、提高与完善。
从现有的思想理论资料看，美国著名哲学家、

教育家、思想家杜威是较早正式使用“教育伦理

学”（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这一学术概念的人，并先

后发表了三篇直接阐述教育伦理学的学科对象、
基本原则、方法与任务的重要学术论文。

１８９５ 年，杜威的《教育伦理学：六次讲座内容

纲要》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直接

用于芝加哥大学有关教育与研究机构的教学。 该

教育伦理学的六次系列讲座的主要内容包括“学
校伦理问题” “教育方法的伦理” “课程或学习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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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伦理”“学校与道德进步”等，①开创性地提出

和探讨了教育伦理学及其重要的理论问题。 其

中，杜威在阐述“学校的伦理”时用理论纲要的形

式明确提出学校是一种社会机构，应当为社会发

展服务。 作为学校伦理，假定或预设“发展个性

与服务社会的统一”。②

同年，杜威又在《教育伦理学：六次讲座内容

纲要》的基础上，出版了名为《构成教育基础的伦

理原则》的学术专著。 针对当时有一种倾向认为

学校本身是一种机构，好像无须根据行为的一般

科学原理就能阐明学校的道德，杜威明确提出

“不能有两套伦理原则或两种形式的伦理理论，
一套为校内生活，另一套为校外生活。 因为行为

是一体的，所以行为的原则也是一体的”。③ 但

是，他也指出，教育伦理问题毕竟有自己的特殊

性，“原则是同一的，随不同环境而变化的是特殊

的联系和应用点”。④

在《构成教育基础的伦理原则》中，杜威在强

调学校对社会的道德责任时指出，“在学校接受

教育的儿童是社会的一员，必须把他们作为这样

的成员予以教导和关怀。 学校及学校经营者的道

德责任是对社会负责。 学校从根本上是由社会建

立的一种从事某种特殊工作的机构———在维持生

活和促进社会福利汇总行使某种特殊职能。 不承

认赋予它的这一伦理责任的教育制度是不负责

的”，⑤“因此，有必要从学校在社会中的道德地位

和道德职能的观点来讨论学校的整体结构和具体

工作”。⑥ 他还深刻地指出，学校的伦理目标与儿

童培养的目标是一致的。 “儿童在智力上、社会

上和道德上以及身体上是一个有机体的整体，因
此，必须用最为复杂和最为有机的精神去解释决

定学校工作的伦理目标。”⑦杜威特地强调：“学校

在社会方面的伦理责任，也必须用最广泛的和最

自由的精神赋予解释；对儿童的训练，将使得他得

以管束好自己，并对自己负责；不仅使他适应正在

进行的变革，还要使他具备形成和指挥这种变革

的力量。”⑧

杜威认为，学校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机构，应当

从社会生活对学校培养人的要求角度来确立学校

教育的道德标准。 把学校构建为一种社会机构的

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要使学校的智力训练与道德训

练、获取信息与人格成长相统一，应当培养学生对

社会共同体的兴趣。 “一种发现形成一切社会秩

序和社会进步的事物并践履这些原则的兴趣———
是一种根本的伦理习惯。 一切特殊的学校习惯如

果要被道德生活的呼吸激活的话，它们就必须和

这种伦理习惯联系起来。”⑨

杜威探讨了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伦理问

题。 他认为，大一统的教学有碍社会精神的培养。
“所有人都在做一模一样的事，产生一模一样的

成果。 社会精神没有得到培养———事实上，只要

这种方法在起作用，社会精神就会因为缺少运用

而逐渐萎缩。”他认为在智力和艺术的事情上的

规律是合作和参与，但学校教学往往过早地把儿

童推入个人主义的竞争领域，这有害于学生社会

精神的培育。 杜威还指出，“每引入一种诉诸儿

童各种主动的能力的方法，即引进诉诸儿童的建

设、生产和创造的能力的方法，都标志着一个把伦

理的重心由自私的吸收转移到社会性服务上来的

机会”。 他认为，“学科的意义在于引导儿童对

社会生活的构成或结构的意识，它的作用在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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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儿童关于社会发展的工具并掌握这些工具。 学

科具有三项独立的价值，即教养价值、信息价值和

训练价值。 这些价值涉及信息、训练和教养这三

个关键词”。 杜威深刻地指出：“信息，仅就产生

了处于社会生活背景之中的材料的明确图像和观

念而言，才是名副其实的和有教养意义的。 训练，
只有在它表示对转化为个体自身能力的信息的反

应，以使他为了社会的目的控制住自身的能力时，
才真正具有教育意义。 教养，若有真正的教育意

义，而不是一种外在的优雅或造作的虚饰，那么它

表示信息与训练充满活力的联合。 教养标志个体

在其整个人生观上以及处理生活的方式上的社

会化。”①

为了深入探明教育的伦理意义和伦理行为，
研究教育中的心理学是绝对必要的。 应当关注对

学生理智、判断力、本能、冲动和意志等心理现象

的研究。 杜威指出：“每门学科、每种教学方法以

及学校生活中的每件小事都蕴含着道德的

生活。”②

杜威在这一时期对教育活动中的伦理问题的

研究是系统而深入的，并根据自己在实验学校所

从事的教育实践经验，不断深入对教育伦理学进

行探讨。 １９０９ 年，他在上述专门著述的基础上出

版了《教育中的道德原则》 （又译《教育中的伦理

原则》），比较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教育伦理

思想。 首先，杜威探讨了“学校的道德目标”，他
认为，学校应用的学习方法和教授的教学内容，其
目标应是使受教育者的行为变得“更加文明、更
加连贯、更加富有活力”。 要把学科教学与道德

培养结合起来，把理智的成果与品质最终结合起

来，借助所有的机构、部门和学校生活素材对学生

进行品质培养，使学生成为对社会文明发展有用

的人。③ 杜威指出，“教育者———无论是父母，还

是教师———的工作是负责这一点：孩子和年轻人

获得的最大可能数量的观念，都是以这样一种必

不可少的方式获得的，以至于这些观念在指导行

为的过程中成为推动性观念和原动力。 这种要求

和这个良机，使得道德目标在所有的教育———无

论其主题是什么———中都具有了普遍性和支配

性”。④

其次，杜威认为，对社会而言，由学校共同体

给予学生道德训练是学校的道德责任以及学校管

理者的道德责任。 他指出：“学校基本上是由社

会建立的一个做某种特殊工作———在维持社会生

活和增加社会福利中发挥某种特殊功能———的机

构。 这个事实使得学校承担了一种伦理责任。 不

承认这个事实的教育系统，是玩忽职守的，是一个

不履行义务的系统。”⑤道德训练的本质是“使一

个孩子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承担起维护这个

社会共同体的责任”，“他将成为某个特殊地区和

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并且，无论他在哪里，都必须

为生活的价值作出贡献，都必须为一个文明社会

增加体面和优雅。”⑥杜威十分强调学校参与社会

生活的重要性，他强调指出，学校应当根据社会的

道德准则，参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培养良好的社会

责任心和道德习惯。 “对共同体福祉的关心———
也就是说，一种对察觉有利于社会秩序的进步的

无论什么东西的关心，以及对把这些原则付诸实

施的关心———就是这样一种道德习惯。”⑦而对学

校的伦理目标而言，“除了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去，
学校没有任何道德目的和目标”。⑧

第三，杜威认为，学校教授的课程具有社会属

性和伦理意义。 他指出，无论什么学科，如地理、
历史、数学，只有当这些学科为了社会目的而将自

身根据社会的需要来设定时，才“真正是教育性

的”。 “当一个学科被作为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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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模式而被教授时，它就会拥有实际的伦理意

义。”①学校和教师的道德动机和力量，是通过培

养学生服务于社会利益和目标的过程中起作用的

社会资历和社会能力得到体现的。
第四，杜威认为，学校道德是“三位一体”的，

即社会智力、社会能力和社会利益相统一。 其道

德资源是：（１）自身作为一个社会性机构的学校

生活；（２）学习和做事情的方法；（３）学校的学科

和课程。② 他对学校伦理做了深刻而全面的概

括。 他指出：“只要学校在其自身精神上表现了

一种真正的共同体生活；只要那些被称为学校纪

律、管理、秩序等的东西都是这种内在本质的表

现；只要所使用的那些方法都要求积极能动的建

设性能力———它们允许孩子创造东西并因此而提

供服务；只要课程是为了向孩子提供使他获得关

于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必须扮演一个

角色，并且必须满足这些要求———的一种意识的

材料而被选择和组织；只要这些目标被实现了，学
校就在一个伦理基础上被组织了。”③当然，杜威

并没有忽视教师与学生个体之间伦理关系的重要

性。 他说：“所有的这些基本的伦理要求都被满

足了，剩下的，就是个体的教师和个体的孩子之间

的事情。”④

第五，杜威还专门探讨了教育心理的伦理问

题。 他提出，我们的伦理原则需要用心理学术语

来表述，并且指出，“在教育中，我们需要的是真

正相信存在着可以被有效应用的道德原则”，“我
们必须把道德翻译成共同体生活的环境和力量，
翻译成个人的冲动和习惯”。⑤

在《教育中的道德原则》这本书的最后，杜威

突出强调了在教育中恪守合理的道德原则的重要

性。 他指出，“我们必须做到的一件事情是：在与

其他力量是真实的完全相同的意义上，承认道德

原则也是真实的；它们是共同体生活内在固有的，

是个人的行为结构所内在固有的”。⑥ “带着这个

信念工作的教师，将会发现：每一门学科，每一种

教育方法，学校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事件，都充满

着道德的可能性。”⑦

杜威先后发表的上述三部重要教育伦理学专

著，思想深邃，互有关联，各有侧重，为教育伦理学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正式确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

基础。 杜威开拓性的理论探索，实际上概括和揭

示了所涉及的最基本研究领域，即学校伦理或宏

观教育职业活动伦理、教育方法伦理、学科课程伦

理、师生关系伦理、教育心理伦理等重要内容，并
阐述了基本的伦理道德原则。

二、现代教育伦理学理论在西方的发展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在西方教育发达国家，
教育伦理学在以下几个研究领域得到了进一步

发展。
其一，加强教育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探讨教

育与伦理的内在关系以及平等、自由、正义、人权

等社会基本伦理道德原则和价值理念如何在教育

中得到体现。 １９６６ 年，英国著名教育理论家彼特

斯（Ｒ． Ｓ． Ｐｅｔｅｒｓ）出版了《伦理和教育》（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又译《教育伦理学》）。⑧ 在这本著作

中，彼特斯从伦理学理论和教育理论的密切关联

角度，系统地论述了教育的标准、伦理学经典理论

与教育及教师的关系、教育平等权利、有价值的教

育与教学活动、与教育利益有关的思考、教育中的

自由、权威与教育、惩罚与纪律等。 杜威和彼特斯

的教育伦理学重要著作，在教育界和学术界产生

了广泛的学术影响，成为教育伦理学学科理论框

架基本形成并趋向成熟的标志。 １９８５ 年，里斯·
布朗（Ｌｅｓ Ｂｒｏｗｎ） “为解释教育中的不正义、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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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全集———中期著作 １８９９—１９２４》（第四卷，１９０７—１９０９），第 ２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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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现象（如教育机会上的不均等）提供一个理性

的基础，反驳那些枯燥的、缺乏根据的价值观

点”，①出版了《正义，道德和教育》一书。 在该书

的基本原理部分，探讨了正义、道德和教育的关

系，认为“教育的基本概念是个人潜能朝着与社

会价值一致的方向发展”，②“基本的教育原则是

社会有关成员应帮助他人用与社会价值一致的方

式发展其潜能”。③ 在实践与实际应用部分，分析

了教育中的权利和义务，正义、道德和惩罚，正义、
道德与道德教育，教育管理中的正义与道德。 该

书最后从哲学的社会正义理论角度，考察了实践

生活中人们的社会正义观，最终落实到社会正义

的教育体现———教育机会均等上。 此书显示了作

者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建构教育伦

理学基础理论的倾向。④

其二，关注教育职业伦理道德研究，深入探讨

教育职业伦理（又称“教育专业伦理” “教师伦

理”）的具体原则、规范和要求。 如 １９８４ 年 Ｊ·
Ｍ·里奇（Ｊ． Ｍ． Ｒｉｃｈ）出版的《教育职业伦理学》
是美国一本专门探讨美国教育工作职业伦理道德

规范的著作，该书讨论了职业伦理学的重要性、职
业伦理规范的特征，阐述了教学与学生权利保护、
科研伦理、与同事和教育官员的业务关系、社区中

的教育者等具体领域的伦理规范，以及伦理规则

的传播、执行与强化、评论与再评估。 阐述教师职

业伦理规范是该书的主要内容。⑤

其三，关注教学伦理研究，深入探讨教学过程

中的有关伦理道德问题。 如 １９８５ 年，美国学者

Ｋ·Ａ·斯特赖克（Ｋ． Ａ． Ｓｔｒｉｋｅ）和索尔蒂斯（Ｊ． Ｆ．
Ｓｏｉｔｉｓ）合作编写出版了《教学伦理学》。 此书以

１９７５ 年全美教育协会发布的教育伦理道德规范

（ＮＥＡ ＣＯＬＤ）为切入点，重视密切联系教学实践

中面临的道德问题，用理论阐述和教学案例相结

合的方式，比较生动地阐述了伦理学效果论与利

益最大化、非效果论与尊重人等基本伦理学理论；
探讨了教学中的惩罚及正当程序，教学中的学术

与思想自由，平等对待学生、应对多元文化和宗教

多样性，民主、专业化和正直教学等问题。 该书用

作师范生和教师进修教材，一经出版，受到很大欢

迎，迄今已出版第五版。
其四，关注教育中突出现实道德问题研究，对

社会公众普遍重视的教育平等、教育评价和科研

中的伦理道德开展专题研究。 以问题为导向，关
注在教育实践中伸张道德正义，成为有良知的教

育伦理学家的价值取向，如西方教育中存在较为

严重的社会地位、种族、肤色、宗教信仰差异造成

的教育机会不均等的问题，１９６６ 年 Ｊ·科尔曼专

门发表了调查报告《教育的机会均等》。 这些实

证研究促使更多的人去理性反思教育机会均等问

题。 １９８９ 年，Ｍ·科勒（Ｍ． Ｃｏｌｅ）主编《为平等而

教育》，其目的“主要不是在理论上研究那些不平

等的表现形式，而是力图满足更好地指导实践的

需要”。⑥ 又如，怎样对学生进行合理的教育评价

是师生和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Ｅ·Ｒ·贺芝（Ｅ．
Ｒ． Ｈｏｕｓｅ）在《评价伦理研究》中指出，对学生进行

教育测验，第一要遵守把学生作为人来尊重的原

则；第二要避免用可能导致给学生贴带贬义的标

签、羞辱学生、嘲弄学生之类的方式来使用测验；
第三要体现真实性，反对舞弊，保护正直诚实的学

生，公正无私地对待学生；第四，尊重学生隐私。⑦

再如，高校同时是重要的科研机构，专家、教授面

临着是急功近利还是遵守科研道德的挑战。 Ｊ·
Ｍ·里奇的《教育职业伦理学》一书中专门探讨了

教育科研伦理，他指出：“如何对待对象（人）所受

的损害和危险、对象的书面允许、对象的隐私，是
主要的教育科研伦理问题。 处理这些问题的基本

原则是无恶行原则、善行原则、尊重人的原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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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则。”①

其五，关注教育政策伦理问题研究，探讨制定

和实行教育政策的伦理基础。 由于教育政策直接

关系到教育培养什么人、如何分配教育公共资源

等一系列重大利益问题，成为西方教育伦理研究

的一个重点。 Ｋ·Ａ·斯特赖克和 Ｋ·艾根（Ｋ．
Ｅｇａｎ）主编的《伦理学与教育政策》，对自由与大

学，学生权利，自治、自由与学校教育，平等与多元

化，技术与职业等教育政策问题进行了讨论，分析

了这些教育政策中的道德矛盾和处理矛盾的伦理

学基础。②

其六，关注不同层次和类型教育的教育伦理

问题研究，使教育伦理道德规范的引导更具有针

对性。 如美国伦理学家鲁滨逊（Ｇ． Ｍ．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和莫尔顿（Ｊａｎｉｃｅ Ｍｏｕｌｔｏｎ）合著的《高等教育中的

伦理问题》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９８５）一书，系统地论述了高等教育的内在道德

伦理问题。 该书从分析高校中内在的道德冲突、
事实和价值的关系入手，既提出了以“公正原则”
“最大限度地实现利益的原则”“普遍化原则”“把
他人当目的原则”处理教育过程中的伦理道德关

系的主张，还从理论上探讨了学校组织与社会的

关系、伦理原则和学术价值的关系、共同职业人员

的关系、高等教育中控制与维护的关系、教员的聘

用和能力评价中的伦理问题、科研中的伦理问题、
教学中的伦理问题等。③ 如 Ｋ·Ｒ·豪 （ Ｋ． Ｒ．
Ｈｏｗｅ）等人合著的《特殊教育伦理学》，较集中地

探讨了特殊教育机构中的道德问题。 该书在介绍

一般伦理学知识的基础上，探讨了共同政策与特

殊教育的使命，分析了程序公正、教育资源分配和

特殊教育官方矫治机构中的道德问题，以及慈善

机构失职、特殊教育老师成为破坏者、标签现象、
教师对学生和家长的责任、对学生的特殊关怀等

问题。④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至今，在西方教育发达国家，

由于社会与教育环境的变化、教育内外利益冲突

的凸显和教育道德观念的进步，教育伦理学理论

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有关的学术论文、学术著作

和教材大量出现。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

有加拿大巴罗的《教育的道德哲学》 （Ｍｏｒａｌ 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７５）、美国鲁滨逊和莫尔顿

的《高等教育中的伦理问题》、德国嘉姆（Ｈ． －Ｊ．
Ｇａｍｍ）的《教育伦理学———分析教育关系的尝

试》 （ Ｐäｄａｇｏｇｉｓｃｈｅ Ｅｔｈｉｋ： Ｖｅｒｓｕｃｈｅｚｕｒ Ａｎａｌｙｓｅ ｄｅｒ
ｅｒｚｉｅｈｅｒｉｓｃｈｅｎ Ｖｅｒｈäｌｔｎｉｓｓｅ，１９８８）、瑞士欧克斯 （ Ｊ．
Ｏｅｌｋｅｒｓ）的《教育伦理学引论：问题、悖论与展望》
（Ｐäｄａｇｏｇｉｓｃｈｅ Ｅｔｈｉｋ：Ｅｉｎｅ 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 ｉ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ｉｅｎ ｕ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ｋｔｉｖｅｎ， １９９２）、美国芬纳的

《教育伦理学》（Ｅｔｈｉｃｓ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９）、美国斯

特赖克和索尔蒂斯的 《教学伦理学》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２００９）等。 目前，教育伦理学已成为西

方应用伦理学研究和教育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

分支，并成为许多师范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的

重要专业课程。

三、中国教育伦理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有着悠久而丰富的教育伦理思想的渊

源，但正式把教育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加

以研究起步较晚。 虽然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丘景尼

编著出版过一本名为《教育伦理学》的著作，可是

正如他自己在书中所说，他实际上是把“教育伦

理学”理解为“道德教育”，以“教育伦理学”命名

的书籍探讨的问题实为“道德教育”。 如该书作

者丘景尼先生所言，“此二者之涵义，大体相同，
初无严密之分。 且道德教育一名，已为通常所习

用，故本书中对于二者，亦时时混用，即有时称之

为教育伦理学，有时称之为道德教育”。⑤

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

经济、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教育过程中的利益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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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和道德价值观念冲突日益凸显，教育伦理和教

师职业道德问题成为教育界和全社会共同关心的

问题。 １９８８ 年，王正平主编的《教育伦理学》正式

出版，该书由全国九所师范大学的教师合撰，是
“建国以来我国第一本教育伦理学著作”，①在海

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此书的诞生结束了教

育伦理研究的无意识状态，‘教育伦理’成了明确

的教育研究主题。”②该书首次把教育伦理学定义

为：“教育伦理学是研究教师职业劳动领域内道

德意识、道德关系和道德活动的科学。 它是研究

教师职业道德的学问，是教师道德理论学说、教师

道德规范学说和教师道德实践学说的有机统

一。”③该书比较系统地探讨了教育伦理学的概念

和对象意义、教育伦理思想的历史发展、教师道德

的社会本质、教师道德的基本特征和职能、教师道

德原则、教师与学生关系中的道德、教师与教学关

系中的道德、教师集体中的道德、教师与其他关系

中的道德、教师道德范畴、教育行为选择和道德评

价、教师道德的自我完善。 这本由中国学者集体

合作撰写的著作具有一定的学科开创性。 书中提

出的教育伦理学基本理论框架、教育价值理念、教
师道德原则规范，如热爱教育原则、教书育人原

则、为人师表原则，以及教育职责、教育公正、教育

良心等教师道德范畴，对此后的教育伦理研究产

生了较大影响。 此书根据社会和教育发展的需

要，借鉴国内外研究的有益经验，把教育伦理道德

问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把它纳入师范大学的

课程体系，开启了一门新学科。 此书影响比较大，
使此后多年中，诸多教育伦理研究者都将教师

（职业）道德作为教育伦理学的研究主题，如 １９８９
年施修华、严缘华主编的《教育伦理学》、１９８９ 年

陈旭光主编的《教育伦理学》、１９９３ 年李春秋主编

的《教育伦理学概论》等。 这一时期的教育伦理

学著作在当时能够为教师和师范生的教师道德教

育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值得肯定，但其理论研究的

视域主要是教师职业道德，具有一定的研究对象

局限性。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至 ２１ 世纪初，随着中国教

育体制改革的深入，教育伦理问题不仅与教师职

业道德有关，而且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

与教育有关的深层次理论问题。 ２０００ 年，樊浩、
田海平等著的《教育伦理》一书，除了仍然重视教

师职业道德问题研究之外，开始用更广阔的伦理

审视视野来探讨教育伦理问题，分析了教育的伦

理意义和精神前提，教育的伦理内涵与伦理问题，
以及教育伦理关系、教育人伦原理、教育的人道理

念、教育德性体系、教育德性修养、教育伦理训练、
教育人生、教育精神等，２００１ 年，王本陆出版了

《教育崇善论》一书，正式提出“教师职业道德问

题是教育伦理学应探讨的一个重要领域，教师职

业伦理学是教育伦理学的分支，它属于教育伦理

学而不等于教育伦理学”。 ④他指出，“教育伦理

学应该就是对客观而普遍存在的教育善恶矛盾进

行科学和系统研究的科学”，“教育伦理学要对整

个教育以及各种具体的教育现象进行善恶省查和

规约”。⑤ 此书对教育善恶矛盾进行了历史考察，
分析了现代教育善恶标准和伦理原则，并从教育

崇善的理念视角探讨了社会环境营造、完善教育

道德系统和发展教育伦理学科的策略等，发出了

“让教育成为真正善的事业”的呼声。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的教育伦理学研究领

域更加广泛、深入、全面。 ２００８ 年，贾新奇的《教
育伦理学新编》分析了教育伦理学能做什么，并
探讨了教育伦理学中的善恶判断、学校的相对自

主性、学校与社会利益关系的调节、教师的职业

观、教师职业实践中的道德冲突、教师职业实践道

德素质的要素与培养、学术及其学习观等。 ２００９
年，钱焕琦主编的《教育伦理学》则在通常研究问

题的基础上，专门探讨了教育的伦理基础、教育目

的的德性、教育管理伦理、学校行政管理中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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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教学的道德、家庭教育伦理等。 ２０１０ 年，檀传

宝的《教师伦理学专题———伦理范畴研究》以主

题的形式专门探讨了教师幸福论、教师公正论、教
师仁慈论、教师义务论、教师良心论、教师人格论

等，把教育伦理有关范畴做了拓展。
随着中国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教育公平、公

正成为教育伦理学理论研究关注的问题。 ２０１２
年，金生鈜的《教育与正义———教育正义的哲学

想象》一书正式出版，该书深入探讨了何为教育

公正、政治共同体、公民身份与教育正义、教育中

的善、教育正义的需要原则、教育正义的自由原

则、教育正义的平等原则、教育正义的应得原则、
教育正义的实践何以可能等。 作为教育伦理或教

育哲学规范性的论证，这一著作阐述教育的正义

原则，力图为建立正义、正派、正当的教育秩序而

做出观念、思想和行动方式的反思和辩理。
最近一些年来，中国国内较为引起人们关注

的教育伦理学学术著作还有：吴安春的《德性教

育论》 （ ２００３）、孙彩平的 《教育的伦理精神》
（２００４ ）、 卫 荣 凡 的 《 高 校 教 师 师 德 自 律 论 》
（２００４）、刘世清的《教育政策伦理》、李廷宪的《教
育伦理学的体系与案例》（２０１０）、余文模的《教育

伦理学》 （２０１１）、冯婉桢的《教师职业伦理的边

界———以权利为基础》（２０１２）、陈娇云、汪荣有的

《教育伦理与教育公正》 （２０１５）、程亮的《教育的

道德基础———教育伦理学引论》 （２０１６）、李清雁

的《困惑与选择———基于身份认同的教师德性养

成论》（２０１６）等。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今，在教育伦理道德建

设实践需求的大力推动下，经过哲学伦理学、教育

学等领域研究专家的共同努力，中国的教育伦理

学研究不断深入，教育伦理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

的学科有了较快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 具有标

志意义的是：
第一，教育伦理理论研究逐步深入，方兴未

艾，学术论著日益丰富。 据不完全统计，题为“教
育伦理学”“教师伦理学”“教学伦理”“学校教育

伦理”“教育政策伦理”“教育公正”“高校教师伦

理学”“教师道德”“教师职业道德”等与教育伦理

学直接有关的学术专著、教材有 ８３６ 本（部）。 据

中国知网统计，与“教育伦理”“教师道德”相关的

文章多达 ４０９６５ 篇。
第二，《教育伦理学》《教师职业道德》等被正

式列入高等师范院校的专业或通识课程，同时被

纳入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 从 １９８８ 年上

海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陕西

师范大学等 ９ 所高校率先开设教育伦理学正式课

程至今，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许多高校

不仅把它列入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计划，还把

教育伦理学明确作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的研

究方向。
第三，全国性教育伦理学会正式成立，一支全

国性的专业研究队伍初步形成。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中

国伦理学会教育伦理专业委员会（简称“中国教

育伦理学会”①）在上海正式成立。 有来自全国

２８ 个省市从事伦理学、教育学、教育行政管理方

面的专家、教授和一线校长、优秀教师共数百人加

入学会，迄今已召开 ６ 届全国教育伦理学术年会。
第四，教育伦理学专业研究学术刊物正式创

刊。 ２０１４ 年，由中国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

学、行政学领域长期从事教育伦理学研究的著名

专家担任主编和编委的专业学术集刊《教育伦理

研究》正式创刊，成为全国教育伦理研究的重要

学术交流平台。 另外，还有不少学术刊物不定期

地开设教育伦理研究专栏。
第五，从 ２０１６ 年起，教育伦理学被列入国家

社科基金科研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和

评奖学科分类目录，标志着该新兴学科经过 ３０ 年

的培养和发展，得到了国家社科研究最高层面的

积极认可。
毫无疑问，无论在国际上还是中国国内，教育

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或教育哲学的一个新兴的

分支学科，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与发达国家的教

育伦理学研究比较，中国的教育伦理学研究仍然

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
其一，中国教育伦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仍然

不足，有待进一步深入。 比如：教育伦理学的哲学

伦理学基础理论是什么？ 教育与伦理的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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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如何？ 学科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是什么？ 等

等。 这些都有待再探索。
其二，教育伦理学的具体研究对象、范围和内

容需要进一步厘清。 比如：教育伦理学与教师伦

理学是什么关系？ 教育伦理学是否应当研究教育

制度伦理、教育政策伦理、教学伦理、师生伦理、教
师德性伦理？

其三，与一般伦理道德的原则、规范和范畴比

较而言，教育伦理道德的原则、规范、范畴的特殊

性需要进一步缜密思辨、科学论证和合理阐述。
其四，目前中国教育伦理学研究对教育实践

中凸显的热点问题关注不足，对社会公众普遍关

心的现实伦理道德问题研究不够，缺乏合理的教

育伦理价值观念的正确引导。 教育伦理研究必须

面对活生生的教育社会生活，回答社会公众对教

育伦理道德分清善恶是非的真理期待。
其五，目前中国的教育伦理学研究，总体上还

存在着对中国固有教育伦理思想资源挖掘继承不

够、对国外教育伦理学研究有益成果学习借鉴不

够和理论建构主体性不足的问题。 迫切需要我们

以科学合理的社会核心价值理念的引导，大力挖

掘和弘扬中国丰厚的优秀传统教育伦理道德思想

资源，积极吸取和借鉴国外教育伦理学研究的有

益成果，从中国的教育伦理道德建设的实际需要

出发，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伦理学理论体系

和教育伦理道德规范学术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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