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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教育公平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

贺　娜

清涧县县委党校　陕西榆林　718300

摘　要：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是新时代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命题。本文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系

统阐释新时代教育公平的理论渊源与内涵演进，深度解构其与社会公平的辩证关系；结合 2023-2024 年最新教育统计数据，

揭示当前存在的资源配置失衡、群体教育分化、数字鸿沟等结构性矛盾；进而从制度保障、资源配置、教师发展、技术赋

能四个维度构建实践路径，通过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等典型案例的经验萃取，为新时代教育公平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提

供系统化解决方案。研究表明，教育公平的实现需统筹政策设计的顶层逻辑与基层创新的实践智慧，构建政府主导、技术赋能、

多元共治的现代教育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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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主义教育公平理论的本源阐释

1.1 阶级批判视域下的公平本质揭示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刻指出，资

本主义教育通过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维系阶级结构，教育资

源的分配不均本质上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必然产物。恩格斯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以实证数据揭示，19 世纪英国

无产阶级儿童的识字率不足 30%，教育缺失成为阶层固化

的重要机制。两位革命导师的论述奠定了教育公平作为社会

解放工具的理论基调，强调教育公平的核心是打破资本对教

育资源的垄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权利。

1.2 社会主义教育公平的实践逻辑演进

从列宁在苏俄推行的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到毛泽东提

出的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的办学方针，再到邓小

平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的战略指引，

社会主义教育公平的实践始终与国家发展阶段紧密结合。新

时代 “以人民为中心” 的教育发展理念，既是对马克思主

义教育公平理论的本真回归，更是在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创新

发展 —— 将教育公平从权利平等的底线保障，拓展到质量

公平的内涵发展，形成 “保障基本、促进均衡、追求卓越” 

的新时代实践逻辑。

1.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公平观的理论

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公平的系列论述，构建了 “战

略定位 - 价值体系 - 实现路径” 的完整理论框架：在战略

层面，强调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将其纳

入 “十四五”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在价值层面，

提出 “发展全民教育、终身教育、融合教育” 的新方向，

首次将特殊教育、职业教育纳入公平教育体系；在实践层面，

形成 “精准施策、统筹推进、多元共治” 的方法论，为新

时代教育公平理论注入了鲜明的时代内涵。

2 新时代教育公平的现实挑战：结构性矛盾与时代性课题

2.1 区域与城乡差距：资源配置的系统性失衡

2.1.1 师资配置的 “逆向流动” 困境

2023 年教育部数据显示，农村小学师生比达 1:18.7（城

镇为 1:14.2），且教师学历结构差异显著 —— 农村教师本

科及以上学历占比 52%，较城镇低 23 个百分点。中西部 “县

中塌陷” 现象尤为突出：河南省某农业县近五年流失骨干

教师 127 人，导致县域高中一本上线率从 2018 年的 25% 降

至 2023 年的 17%，而省会郑州市同期一本率提升至 68%，

形成 “强者恒强、弱者更弱” 的马太效应。

2.1.2 硬件设施的 “数字鸿沟” 延伸

教育信息化加剧了区域发展不平衡：东部发达地区中

小学智慧教室覆盖率达 85%，而西部农村地区仅 12%；北

京、上海等城市学校生均图书超过 50 册，而甘肃、云南等

省份农村学校生均图书不足 20 册（《中国教育装备发展报

告 2023》）。更值得关注的是 “撤点并校” 后遗症 —— 

全国仍有 15% 的农村学生上学单程距离超过 5 公里，由此

引发的辍学风险较近距离上学群体高 2.3 倍（教育部基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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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质量监测中心数据）。

2.1.3 政策执行的 “最后一公里” 偏差

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政策在基层落实中存在变形：某中

部省份 “名校办分校” 政策实施后，分校实际获得的优质

师资仅占总教师数的 15%，且多为刚入职的年轻教师；”

教师轮岗制” 在部分地区流于形式，轮岗教师平均任教时

间仅 1.2 年，难以形成实质性帮扶。这些执行偏差导致政策

目标与实践效果出现割裂，亟需建立精细化的政策评估与动

态调整机制。

2.2 群体差异：教育机会的 “隐形分割”

2.2.1 流动儿童教育的 “双重边缘化” 困境

全国 1429 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中，37% 就读于民

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这类学校教师资质合格率仅 68%（公

办学校为 92%），且因场地限制，音体美课程开课率不足 

50%（教育部 2023 年统计）。升学政策壁垒进一步加剧困

境 —— 约 20% 的流动儿童因异地中考、高考限制被迫返乡

就读，而返乡后因教材版本差异、学习进度脱节等问题，学

业成绩平均下降 30%，形成 “城市融不入、农村回不去” 

的教育夹心层。

2.2.2 特殊教育的 “保障 - 发展” 断层

尽管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 98%，但教育质量存

在显著分化：全国仅 23% 的特殊教育学校开设职业课程，

适合中重度残疾儿童的个性化教育方案覆盖率不足 40%（中

国残联 2023 年报告）。6100 万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同

样严峻 ——72% 由祖辈抚养，隔代教育导致的学业辅导缺

失、心理健康问题，使留守儿童的抑郁倾向检出率较非留守

儿童高 18 个百分点（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数据）。

2.3 技术革命：数字化时代的 “教育分层” 风险

2.3.1 数字资源获取的 “阶层过滤器” 效应

家庭经济资本直接影响教育技术应用水平：高收入家庭

学生使用人工智能学习工具的频率是低收入家庭的 5.6 倍，

其在线课程完成率达 82%（低收入家庭为 45%）（《中国

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 2024》）。这种差异在偏远地区更为

显著 —— 西藏、青海等省份农村学生的网络课程参与率不

足 20%，而东部沿海城市学生参与率超过 80%，形成 “数

字原住民” 与 “数字难民” 的教育分化。

2.3.2 算法推荐的 “隐性歧视” 风险

智能教育平台的数据分析可能强化教育分层：某调研

显示，贫困地区学生在数学学习平台上接收到的基础题比例

达 75%，而城市学生的拓展题推荐比例超过 60%；英语学

习 APP 对农村学生多推送词汇记忆类内容，对城市学生则

优先推荐学术英语课程。这种基于数据画像的 “精准投喂”，

可能固化学生的认知边界，形成 “技术性教育隔离”。

3 新时代教育公平的实践路径：系统重构与精准施策

3.1 强化政策保障：构建法治导向的制度供给体系

3.1.1 顶层设计的法治化与精准化推动《教育公平促进

法》立法进程，明确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化标准（如县域

内教师编制城乡同比例核定、生均经费基准定额动态调整机

制），建立 “教育公平指数” 考核体系，将其纳入地方政

府绩效考核指标，对连续两年排名后 20% 的地区启动专项

督导。2024 年中央财政教育转移支付向乡村振兴重点县倾

斜，脱贫县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提高 20%，农村教师乡

镇工作补贴人均每月增加 500 元，通过财政杠杆强化公平导

向。

3.1.2 招生考试制度的公平性重构推行 “多元评价 + 名

额分配” 的招生模式：北京市将优质高中 50% 的招生名额

直接分配到普通初中，且分配名额中 30% 用于录取综合素

质优秀但学业成绩未达传统重点线的学生，2023 年该政策

使普通初中学生进入重点高中的比例提升 18 个百分点。职

业教育建立 “文化素质 + 职业技能 + 职业素养” 的多元评

价体系，2025 年实现中职与普高招生比例动态调整（基准

比例 5:5），避免因过早分流导致的机会不均。

3.2 优化资源配置：构建城乡一体的优质教育共同体

3.2.1 县域教育优质均衡的组织创新推广 “集团化办学 

2.0 模式”：江苏省建立 “名校 + 弱校”” 强校 + 新校 “”

高校 + 中小学” 等多元联盟，通过教师流动、课程共建、

教研同步，实现集团内学校学业水平达标率差异控制在 5% 

以内，2023 年全省 92% 的县域完成集团化办学全覆盖。深

化教师 “县管校聘” 改革：浙江省实施 “银龄讲学计划”，

招募退休特级教师组成 “教育特派团”，定向帮扶 200 所

薄弱学校，使受援学校教师论文发表量增长 65%，学生升

学率提升 12 个百分点。

3.2.2 数字教育资源的全域普惠供给升级国家智慧教育

平台 2.0 版，构建 “1+4+N” 资源体系（1 个核心平台，覆

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 4 大领域，N 

个特色资源库），推出 “AI 备课助手”” 虚拟实验平台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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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工具，为农村教师提供实时教学支持。2024 年启动”5G 

全息课堂全覆盖工程 “，在 832 个脱贫县中小学部署全息

教学设备，实现与东部名校的课程实时同步 —— 如四川凉

山州某小学通过该项目，使英语学科及格率从 45% 提升至 

82%，创造了” 数字技术消弭空间差距 “ 的实践范例。

3.3 乡村教师职业发展的生态重构

实施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升级版”，建立 “待遇保障 

+ 专业发展 + 荣誉激励” 三维机制：在待遇方面，为农村

教师提供周转宿舍、子女入学优先等政策包，乡村教师平均

工资水平较当地公务员高 10%；在专业发展方面，推行 “定

向培养 - 跟岗研修 - 学历提升” 贯通培养，湖北省 “优师

计划” 每年为农村培养 1000 名全科教师，实行 “免费教育 

+ 定向服务 6 年 + 硕士深造机会”，教师留任率达 95%；在

荣誉体系方面，设立 “国家乡村教育勋章”，对从教满 30 

年的乡村教师给予终身荣誉奖励。

4 案例分析：浙江 “共同富裕示范区” 的教育公平突

破路径

4.1 改革背景与核心目标

针对区域发展 “山海差距”（浙西南山区与浙北平原

教育质量差异系数 0.38）、城乡 “数字鸿沟”（农村学校

数字化设备达标率低 22%）、新市民教育需求激增等问题，

浙江作为全国首个共同富裕示范区，提出 “2025 年基础教

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度达 95%” 的目标，着力破解 “发

展不均衡” 这一制约公平的核心矛盾。

4.2 创新实践与实施成效

4.2.1 区域协同的 “山海教育共同体” 建设

构建 “1+9+N” 结对帮扶体系（1 所省会名校牵头，9 

个地市强校参与，结对 N 所山区学校），创新 “飞地办学”” 

同步教研 “”教师柔性流动” 机制。例如，杭州学军中学

与丽水青田中学共建 “云端实验室”，通过 5G 技术实现物

理实验的远程同步操作，使山区学生参与全国中学生物理竞

赛的获奖率提升 40%；宁波市组建 “教育帮扶联盟”，选

派 120 名骨干教师到衢州市开展 “沉浸式支教”，带动当

地教师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量增长 65%。

4.2.2 数字赋能的 “未来教育” 新生态

全省投入 32 亿元建设 “未来教室”1.2 万间，实现农

村学校数字教材、智慧教学工具全覆盖。自主开发 “教育

魔方” 个性化学习平台，整合 3000 + 微课程、200 + 虚拟

实验项目，学生可根据兴趣和能力自主组合学习路径 —— 

温州市某农村初中学生通过该平台，在 2023 年全国青少年

信息学奥赛中获得铜牌，实现历史性突破。”5G 全息课堂” 

在偏远地区的应用更创造了教育奇迹：衢州龙游县溪口镇小

学与杭州天长小学通过全息技术同上科学实验课，一学期内

该校科学成绩合格率从 62% 飙升至 89%，生动诠释了技术

赋能公平的实践可能。

4.2.3 新市民教育的 “精准服务” 模式

建立随迁子女 “入学一件事” 联办机制，取消居住证

年限限制，2023 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

率达 92%，较全国平均水平高 15 个百分点。针对新就业形

态群体，在全省布局 100 所 “新市民学院”，为外卖骑手、

家政服务人员等开设定制化课程 —— 温州市 “快递小哥技

能培训班” 不仅提升职业技能，更提供学历提升通道，学

员平均月薪从 5000 元增长至 7500 元，形成 “教育提升技能、

技能改变命运” 的良性循环。

5 结论

新时代教育公平呈现三大显著特征：在价值取向上，从

底线公平向质量公平跃升，更加关注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需

求；在实现路径上，从资源均衡配置向机会正义深化，更加

注重制度设计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性公平；在治理模式上，从

政府主导向多元共治转型，更加依赖技术赋能与社会协同。

其理论逻辑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当代发展，实践路径

则需要统筹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构建 “政策保障筑牢根基、

资源配置突破瓶颈、教师发展强化支撑、技术赋能拓展空间” 

的立体化实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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