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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工程伦理教育与学生的交集
——兼谈若干认知误区

方召欣
（烟台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摘要：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工程前景，伦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仍被低估。伦理教育在立德树人和工

程人才培养中发挥着重要纽带作用。然而，学生对工程伦理认知程度较低，各界对工程伦理了解也存在

普遍误区，成为当前工程伦理教育需要直面并解决的问题。为此，工程伦理教育亟待聚焦其与学生生

活、学习和入世之间的交集，增强学生参与，以确保单科目或多科目伦理教学效果。首先，通过加强学生

对身边社会现象和工程实习、实训经历中蕴含伦理的情境认识，充实工程伦理教学案例库，助力学习者

知悉工程伦理的价值和意义，提升学习兴趣与伦理敏感度。其次，透过工程伦理的道义考量和价值判断

两个基本维度，启发和引导学习者慎思明辨，塑造学生工程的大局观，开阔胸襟与视野，因势利导为个人

学业和专业发展提供镜鉴和启迪。最后，从传统文化经典中探寻伦理传统、风险意识和系统工程思想，

促进传统与现代伦理的对话和交流，丰富工程伦理的认知图谱，增强学习者投身工程实践创新的使命感

与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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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伦理教育串联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不同教学模块，承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系中学生

毕业的不同要求，为工程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实证研究表明，理工类院校学生对工程伦理认知程

度普遍较低，伦理教育与学习者之间存在隔阂和脱节［1-5］。另外，社会对工程伦理的认知存在潜在

误区和模棱两可的地方，甚至存在错讹之处［6］，给高校工程伦理教育平添阻难。

工程伦理教育强调唤起和引导，需要考虑学生的个人兴趣和学习投入情况。鉴于此，探索工程

伦理教育与学生生活、学业、个人发展和文化背景之间的交集，消除学习者对伦理教育的误解、隔

阂，深刻领会加强工程伦理教育的迫切性和现实意义，以期提升学生工程伦理教育学习兴趣和伦理

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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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边社会现象与伦理的关联构建

工程伦理教育应化解和消除学习者与伦理之间的隔阂，引导学生从社会人、工程（专业）人两种

视角审视社会百态和校园生活，以及日常工程实践中的伦理问题，提高工程伦理认知。

（一） 这是一个伦理社会

伦理几乎跟每个社会个体都息息相关。新冠疫情期间，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了很大影

响，折射出医学、政治、工程、新闻以及商业伦理等问题［7］，包括采用怎样的分级收治、诊疗方案；社会

治理上颁布何种级别的规定、制定何种纾困方案；如何化解建筑内通风空调与保持社交距离之间的

矛盾；如何保障防疫应急物资的买卖交付等。

“只有出了重大问题/新闻（如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等），伦理问题才浮出

水面”这属于典型的认知误区。在一般社会现象和校园生活中不乏伦理案例。如楼宇安设防盗网，

一方面，提供物理防护和心理安慰；另一方面，加剧了火灾、地震等灾害逃生和救援难度，给盗窃者

提供了攀爬平台，增大了邻里失盗风险。此外，防盗网较为封闭，降低了居住体验感，有碍观瞻，折

射出工程建设与居住风险、防盗社会成本、物业管理及社会治理等诸多难题［8］。

时事新闻中不仅蕴含伦理，还为科技创新与应用提供启示。一段时间以来，老龄人群在健康码

申领、线上预约挂号、手机支付等阻难重重，为此，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

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9］。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进程中如何解决老龄人群的“数字鸿沟”

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工程和社会伦理议题，涉及道义考量（不应屏蔽、忽视老年人需求）

和价值判断（怎样使老年人获得更优质服务）两个维度。

另外，灾害事件发生往往更容易伴随和凸显伦理问题。守望伦理当以史为鉴。2008年 1月下

旬，南方雨雪冰冻灾害致多地铁路干线牵引供电网和通信信号系统中断，铁路部门调集 123台内燃

机车、800多名机车乘务员前往京广线受灾区段，替代电力机车“摆渡”运输，以恢复运转［10］。总结事

件期间的挫折和经验，可为以后复杂系统建设运营、应急管理提供镜鉴和启示。对此，复杂系统需

不断加强韧性以应对社会不同层面的干扰和不确定，响应工程伦理教育要求。

（二） 工程伦理渗透于日常工程实践

工程伦理并非黑天鹅事件（如堪萨斯城凯悦酒店天桥坠落）的“专利”。一方面，学生在工程一

线实习、实训过程中观察到的质量与安全隐患（柱子绑扎完毕，箍筋容易滑移；桩基施工现场直接用

叉车长距离搬运预制桩；木制简易爬梯安全系数低）［11］、建设领域性别歧视及违背职业道德［12］的现

象均与工程伦理密切相关。责任心事关工程施工质量和安全，学生在实践中需意识到“土木人最起

码的素质就是要具有责任感”［11］。另一方面，工程专业教师应尝试从“产—学—研—教”过程中提炼

相关伦理教育素材（如建筑工程司法鉴定案例），突破经典案例僵化于科普层面的局限，充实伦理教

学与实践案例库。

工程界自身对工程伦理也存在误解。部分工程人误认为“工程伦理等同于道义，是‘形而上’，

因此跟日常工程实践关联不大”，进而认为工程伦理很遥远、缥渺，于己无关［13］。事实远非如此，工

程伦理强调“形而上”与“形而下”有机结合，伦理主体涵盖从工程人个体、企业到工程共同体［14］，工

程实践的方方面面都渗透着伦理因素［15］。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许多突出的工程问题、乱象，如盲目

赶工甚至酿成重大事故、拖欠农民工工资、挂靠挂证、工程腐败等，多与工程共同体有关，涉及多方

关系人。

最后，就工程本质而言，它总带有一定的试验性。工程伦理属于实践伦理，涉及道义、价值两个

基本维度［16-17］。前者基于“道义论”，涉及“什么应当做”或“什么不应当做”，即方案的对与错、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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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指向道义考量（诚信、避免伤害等）；后者基于“目的论”，关注优劣与好坏，指向价值判断。道义

考量与价值判断相互依存，根植于日常工程实践决策、设计、采购、施工、交付等全寿命周期的各环

节（图 1），如考量建筑设计节能与否、评价不同结构方案的可靠性如何等。另外，工程伦理不仅着眼

于工程技术与经济，还涉及文化、美学、法律、社会等维度，如新旧建筑风格协调、周边居民出行权益

考虑等，具有跨（多）学科的特点。

既然工程伦理是实践伦理，它必然倡导知行合一。从实践主体角度来看，执业过程中，工程人

（工程共同体）都会面对类似抉择：于人于己，于公于私，我（们）应当做什么？怎样为好？二者分别

对应道义考量和价值判断，隶属工程伦理的范畴，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等蕴含其中。

二、工程伦理启迪学生学业、专业发展

工程伦理教育普遍强调“将公众健康、安全与福祉置于首位”［18］。工程伦理关联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体系中的数项毕业要求，由美、英等国主导的《华盛顿协议》体系是国际上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

的四年制本科工程教育学位互认体系，与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颁布的《工程教育认证通用标

准解读及使用指南》［19］等国际主流教育协议和指南，都将“工程与社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职业

规范”等毕业要求纳入工程伦理教育范畴。工程伦理教育宜因势利导为学生学业和个人发展提供

镜鉴、启迪、前瞻，倡导无为而成。

透过道义考量，工程伦理教育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工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工程发展作出审

辨式思考，了解其社会/历史进程、规律。例如，二战以来，建设领域对预制装配式建筑的态度历经

积极、保守、反思，再到审慎，对装配式建筑体系的价值和道义考量，尤其人居安全、节能环保等始终

贯穿其间。再如，在工程设计和建造中，对残障人士需求的保障及其强制性条款是伴随残障人士平

权思潮出现的，此前制度层面并未作明确要求［20］。加强对当前密集出现的老龄人群“数字鸿沟”现

象关注，既是社会治理领域无法回避且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相关工程服

务伦理水准的预评价和预考核。总之，工程伦理教育应注重引导学生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层

面审视工程发展，慎思明辨，拓展知识维度，开阔胸襟与视野，进而塑造学生的工程大局观或大工

程观。

工程伦理教育助力学生辩证思考工程组织与管理，如以往政府投资项目经常出现监管困难、超

支和项目达成度低等问题，高投入、低效益，在道义和价值层面上广受诟病。如何创新工程建设组

织模式，是建设组织、采购和运作模式需要面对和解决的课题。在此背景下，代建制的提出和发展，

构建并且发挥了“利益输送和建设腐败的防火墙功能”［21］，也保障了公共利益和社会福祉，纠正了此

图1　工程建设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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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投资类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道义与价值的割裂、错位现象。

其次，价值判断与学生专业知识、能力、素质有最直接的联系。工程伦理范畴内，尤其是涉及新

技术应用、管理创新的素材，有望启迪学生学业、专业乃至行业发展。计算机、通信技术快速发展，

缩减了信息传递的接口和路径，使得建设项目管理时效大大提升。但我们也注意到，工程建设仍旧

是一个固守传统的领域，建设项目具有一次性、临时性特点。项目竣工后与之相应的组织机构间

（合同各方）关系立即被解除，建设组织缺乏相对的连续性、稳定性，工程总包和分包层次与界面较

多。显性后果是各参与方对其所参与的建设环节/阶段问题，如工程项目维护成本、用户体验等，关

注意愿、动力不足，工程运营和维护中的出现的问题难以有效反馈，无法实现项目全局性的持续改

进和优化；隐性后果是相关工程经验、智慧难以得到有效积累、传承、发扬。对于专业学习，如何创

新组织、采购和运作模式，促进行业内经验、智慧的积累传承？这是一个值得反思和前瞻的问题。

最后，工程伦理理论和实践中，道义考量和价值判断往往密不可分。“践行工程伦理只需照本宣

科、循规蹈矩”亦属误区［13］。践行工程伦理需在谨慎遵循相关伦理章程基础上做好工程伦理决

策［18］，涵盖了价值和道义两个维度的评判、推理、权衡。如在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决策与实施中，如何

做好可接受风险研究，妥善化解“邻避”等难题［12］。工程决策，一方面需要考虑工程项目自身特点；

另一方面，需要审慎应对模糊、不确定和不完备因素［22］。践行工程伦理既不允许打“擦边球”，也不

能机械地寻章摘句，固守僵化教条则容易陷入伦理困境。总之，伦理决策需要相关工程理论支撑，

但也离不开非工程的方法、经验、智慧［14］，因此需要规避狭隘的孤岛思维。

三、从传统文化中探寻工程伦理

伦理教育需要兼顾社会文化背景，倡导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从传统文化经典中挖掘提炼新素

材、新阐释、新价值［1］，探寻灵感与共鸣。一方面，丰富工程伦理的认知图谱；另一方面，唤起并激发

学生投身工程实践创新的使命感与自觉性。

工程在人类文明发展中举足轻重。《易·系辞》提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以宫室，上栋下

宇，以待风雨”，其中似乎内含一种隐喻——营造（建设）天生具有一种道德（伦理）传统：增进福祉与

文明。对于工程建设而言，这既是愿景，亦是传承。

工程人需要具备风险意识，以待风雨。正如《逸周书》中谈到，“天有四殃，水旱饥荒，其至无时，

非务积聚，何以备之。”反映了一种朴素的风险意识——有所警觉，有所敬畏，有所防备。对于工程

建设以及恪守工程伦理而言，风险意识不可或缺。

面对水旱饥荒，公元前 256年，李冰父子主持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汲取前人治水经验，因势

利导、因时制宜，传承发展，成就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都江堰水利枢纽的开发建设

和运维，顺应了自然规律，辩证处理气象、水文、天时、地理诸多风险因素，以及防洪、航运、灌溉、民

生、排淤等要求，无形中践行了系统工程的理念。“天时、地利、人和”，深谋远虑，化险为夷，趋利避

害，实现其工程建设道义和价值层面目标与成效的完满结合，为其后的工程建设提供了范例。另

外，两千多年来，围绕都江堰水利枢纽的维护、组织管理体系的修缮和管理制度（岁修制度等）的演

变，书写了不朽的工程文化篇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智慧。在增进福祉与文明方面，都江堰堪称践

行工程伦理的典范。

工程典籍方面，公元 1097年，北宋李诫奉旨主持重修《营造法式》，其序言中提到要面对和解决

“因循积弊，法疏检察”所致的铺张、贪污现象（直指工程伦理、过失-责任问题），指出该问题涉及工

程多环节、多方面和多方干系人。营造中存在严重铺张浪费，其罪责不仅在官员或营造者单方面，

设计架构、物料选择，营造尺度、标准和定额的选定，以及用工和监管参与者都有各自的职业伦理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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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因此，从营造“规矩准绳”（标准化）入手，一引其纲，万目皆张，达到标本兼治，其中隐约呈现系

统工程思想的影子。传统文化经典深具活性，仍有很多资源尚待挖掘，如审视“仁义礼智信”对守望

工程伦理的现实意义等，以期为工程伦理教育稳健发展筑牢文化根基。

四、结语

工程前景和外部形势的不确定性，使伦理教育任重道远。工程伦理教育亟须增进与学生的交

集，使学习者意识到伦理学习的价值与意义所在，消除潜在的误区，提升学习兴趣（兴趣是理想的催

化剂）和投入。伦理课程使学生明白，这是一个伦理社会，伦理存在于一般社会现象和校园生活中。

建设领域，工程伦理并不局限于重大新闻事件、安全质量事故等，它贯穿项目全寿命周期的各环节，

或显性或隐性，与日常工程实践息息相关。

工程伦理教育有助于启迪学生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层面审视工程发展，慎思明辨，开阔胸

襟与视野，塑造工程的大局观或大工程观，在此过程中启迪学业和个人发展。工程伦理教育还应从

传统文化经典中筛选深具活性的案例，探寻道德（伦理）传统、风险意识和系统工程思想的影子及其

与工程伦理之间的内在联系，丰富认知图谱，筑牢其文化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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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ing 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engineering ethics education and 
students， and several misconceptions as well

FANG Zhaoxin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Yantai University，Yantai 264005，Shandong，P.  R.  China)

Abstract: In face of unstable situation and uncertain engineering prospects, the status and role of ethics 
education are still underestimated. Ethics education plays a role of linking cultivating virtues and morality, and 
engineering talent training. However, the students have a low understanding of engineering ethics and there are 
also certain misunderstandings, which has become a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faced and solved by engineering 
ethics education. Therefore, it is urgent for engineering ethics education to focus on its intersection with 
students’ life, learning and entering the society, enhance th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and ensure the ethical 
teaching effect of single subject or multiple subjects. Firstly, it attempted to build the relation between 
students’ social life, engineering experience and ethics, thus mitigating the barrier between them, and enriching 
the case database of engineering ethics teaching, and helping learners appreciate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engineering ethics, and improving learning interest and ethical sensitivity. Secondly, it cultivated great-
engineering concept by integrating morality appraisal, value judgment and dialectical analysis, and furthermore, 
widened the students’ mind and vision, thus providing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students’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inally, it attempted to discover ethical tradition, risk consciousness,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concept from traditional culture, thereby promoting the dialogue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 
ethics, enriching the cognitive map of engineering ethics, and improving students’ sense of mission and level of 
consciousness of devoting to engineering practice innovation. 

Key words: engineering ethics; cultivate virtues and morality; risk consciousness; cognitive mist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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