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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受教育权的保障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这些困难和问题只能在儿童思维的指导下，确立儿童的权利主体地位，建立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重述受教育权的基本权利地位，将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受教育权体系中的各具体权利的性质、地位以
及所面临的问题一一厘清，才有可能得到最终解决。

谁是儿童？
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我国儿童年龄的上限确定在14周岁为宜(以下文中“周岁”统一简称为“岁”)，
参考义务教育年限，可以延长到15～16岁。
从历史上看，白色成年男子、黑人、妇女、儿童获得权利主体地位的过程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

儿童权利从哪里来？
关于权利的来源，至少存在过三种论证范式：自然法范式、功利主义范式和关系范式。
在此基础上，遵循值得尊重、需要尊重、获得尊重和一体尊重的次序，提出了权利证成的尊重范式，
结合儿童观的流变论证了儿童权利的来源。

作为基本权利的受教育权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基本性；二是载入宪法。
揆诸历史，大概出现过如下几种教育观：以官员为中心的教育观、以信仰为中心的教育观、以国家为
中心的教育观、以物质为中心的教育观和以人为中心的教育观。
结合儿童思维，可以提出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观。
受教育权的本质是精神成长权和文化生活权，包括受教育自由权、受教育社会权和受教育秩序权三种
功能。
从宪法所规定的受教育基本权利的原初意义看，其权利主体也只包括儿童，而不包括后义务教育阶段
的公民。

受教育自由权包括儿童受教育权和家长教育权。
儿童受教育权同时也是义务，不过不可强制。
家长教育权是国家教育权和社会教育权的基础，就近入学和择校都是家长的权利，后者优于前者。
在家上学亦属家长教育权，应当在保证监管的条件下允许。

受教育社会权包括现有教育设施的入学请求权和必要教育设施的创建请求权。
前者包括免费入学和优质公共教育资源机会平等；后者要求中央政府承担教育投入的主要责任、建立
义务教育必要的教育设施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可以依此标准请求法院判决政府给付。
流动儿童受教育权的保障可以依此思路解决。

儿童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
在理论上，无论是儿童受教育自由权还是儿童受教育社会权都是可诉的；在实践中，只有接受义务教
育的权利的司法救济渠道是畅通的，其他各项具体权利的司法救济都存在一定困难，需要诸多配套措
施。

《儿童权利研究——义务教育阶段儿童的权利与保障》以儿童权利为起点，对儿童受教育权的保障进
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儿童权利研究——义务教育阶段儿童的权利与保障》由管华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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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学者指出，教育是一个特殊领域，要完成教育的任务，一个根本的条件，就是以能力为限，而
检验能力的标准就是考试。
所以，考试制度是在教育方面实现受教育机会公平的基本标准。
[40]按照能力平等实现受教育权符合教育的本质，也被一些国家规定于宪法中。
如韩国《宪法》第31条规定：“全体国民都拥有按能力均等的受教育之权利。
”日本《宪法》第26条规定：“全体国民按照法律的规定，依照能力都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至于分择校引发的对应试教育的质疑，有必要予以澄清。
　　应试教育不是分择校的结果，而是整个教育体系和就业体系的配合导致的结果，即接受哪种程度
和类型的教育决定了将来在社会所处的职业位置。
在这种条件下，为了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人们不得不追求更高的教育水平；也由于能否获得某种教
育资源主要看考试成绩，这就导致了学生、学校和教师为了分数而教育的教育异化现象。
不过，必须看到，应试教育的问题并不是教育部门独立可以解决的，它是社会在一定阶段发展的必然
现象。
只有当社会就业取向多元化，各种职业的内在价值都得到承认，而且从事各种职业都能得到社会的基
本尊重并能维持有尊严的生活水准时，应试教育的压力才会得到缓解。
现在为了消除应试教育的弊端，却采取了损害教育公平的入学办法（无论是就近入学还是权择校），
无疑是因噎废食。
　　其实，要实现受教育者的自由均衡发展，要求至少从高中阶段起，现实存在各种类型的学校可供
选择。
当前，我国的民办学校虽多，但是优秀的职业技能学校却明显不足，或者教育质量较差，或者是优质
公办学校的翻版，同样以应试教育为鹄的；这是导致在操作能力方面有特长的学生无法得到适合其自
身发展需要的优质的教育资源的外部原因。
　　在当前，要恢复义务教育在人民心中的公正性，应当适度地恢复分择校的制度。
至于钱择校，则不可一概而论。
对于完全无规则的钱择校，即不论考分多少，只要花大价钱就一定能人学的现象，应该禁止。
对于普通民众分享优质教育的要求，又愿意以金钱交换优质的教育资源，则应当结合名校的容量，适
当允许。
　　当前，择校费乱象的原因之一在于收费额度混乱、缺乏必要监督，因此建议名校择校费采取收支
两条线。
择校费由家长直接交给教育主管部门，纳入当年教育财政收入；在按一定比例返还给收费的学校之后
，其余经费用来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
只要保证钱择校的人数远远低于分择校的人数，如按照1：4的比例分配，就既能保证义务教育的公正
性，又能满足部分儿童成绩稍差又想分享优质教育资源的愿望，还补充了教育经费的不足，有利于实
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由于择校费不直接归收费学校支配，学校乱收费的冲动和空间也大大降低。
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统一的钱择校的规则，比如，和录取分数线差距的最大值，择校费的计算方法。
只要将分择校的分数线划定，钱择校的金额和最低线划定，对全部招录学生的成绩及其所交金额对社
会公开，权择校自然无所遁形，自动取消。
从表面上看，钱择校似乎也违背了机会平等的原则，但是如果所得择校费能够专项用于薄弱学校的改
造，其实是扩大了适龄儿童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
[43]这也不违背义务教育免费的原则，因为钱择校的学生要选择的是优质的公共教育资源，而非符合
最低标准的公共教育资源，政府并没有义务保证所有适龄儿童都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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