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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崇尚个体的自由与权利的时代，既可能是一个个人启蒙的时代，也可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一切宏大叙事遭到质疑，个人幸福成为一切行为的最高准则。
个体化成为当代学校教育的重要特征。
  但是，学店，企业，官场&hellip;&hellip;这些学校的当代形象揭示了个体化学校教育的过度工具化
与&ldquo;泛功利&rdquo;特性。
自由与归属、人文性与工具性的两难，成为今日学校组织面临的道德危机。
 公共性，人文性，责任立场，这些大词仍然具有价值。
&ldquo;公共教育责任伦理&rdquo;的理念力图为没有明确价值立场的学校组织提供一种可能的行为准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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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有助于澄清当前关于现代学校制度探讨和学校改革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反省学校改革的合理性
。
现代学校制度的改革往往是组织制度的改革设计在先，而相应的价值基础明确在后，这实质是把组织
的价值合理性（或正当性）作为组织制度改革的结果。
但是，改革的价值取向和伦理依据的合理性论证，及其在改革过程中的不断被检验，应该是改革的方
向指引，而不是改革的结果。
因此，真正的组织制度的变革和转型需要的是相应的伦理转型作为引导和规范，缺乏合理价值引导的
学校变革是危险、盲目的改革。
　　3.2 1世纪国际国内社会的急剧变化需要学校做出相应的变革，尤其是价值观念的变革。
正如许多学者和评论家所指出的，21世纪的社会是伴随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进展、信息化和国际化高
度发展、学习终身化的知识社会。
这种社会的急剧变化也使得教育基础发生结构性变化，日本学者滕田英典概括为：知识基础、地位基
础、秩序基础和意义基础的变化。
这些社会和教育基础的变化自然也要求学校组织原理的变化。
在这种背景下，学校组织的伦理依据应该是什么？
学校根据什么准则来实施教育？
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做出回答。
　　4.2 1世纪学校公民与道德教育实施的需要。
杜威的著名论断“民主并不只是一种政府组织形式，而更是一种一起生活的方式”，“道德教育集中
在把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方式这个概念下，最好的和最深刻的道德训练恰恰是人们在工作和思想
的统一中跟别人发生适当的关系而得来的”等，说明了公民与道德教育同学校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公民资格不仅是权利的要求，也是责任的体现。
学校组织的权利与责任的关系往往影响到学生对公民资格的认同。
学校生活方式民主才能使学生理解、体验和接受民主的生活方式。
当前学校组织存在许多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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