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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民教育的内涵与特征

“公民”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的城邦社会，人们

将在城邦中拥有政治参与和决策权的那部分平民被称为

“公民”。这些“公民”享有公民身份的同时，也承担起

保卫城邦的职责。随着现代国家的产生和市场经济模式

的确立，具有自由、平等、独立人格的现代公民出现。

现代社会里，公民的政治属性是公民的本位属性，指公

民是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中积极活动的政治行动者。公

民教育即国民教育，是国家权利和义务的体现，与国家

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有目的、有计划实施的公民基本素

质教育。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培养国民基本知识、技能和

素养的通识教育；也有的学者认为是以培养公民意识为

核心，以培育民族精神为首要任务，灌输公民权利和义

务的，培养公民团结精神、民族意识为宗旨的公民意识

教育。本文通过梳理前人的研究理论，将具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公民教育总结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

要的价值导向，培养公民的国家意识、团结精神，教授

公民在思想、文化、科学素养等方面通识的公民素质教

育。不论何种公民教育，中国公民教育必须是符合中国

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民教育。但公民教育

也面临着现实改造的困境，尤其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下

“落地生根”实现本土化，实现创造性的转化，也是迫

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和公民教育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认为是公民教

育的实施手段之一。是一种让公民在认知上符合社会基

本道德规范、符合社会基本公序良俗认知的社会实践活

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跟随着

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科技的进步，不断完善的。

其包含范围极其广泛。政治教育、人格教育、道德教育、

审美教育、理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等都在其范围

内，而政治教育又是其核心。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强的时代局限性，即思想政治

教育的内容充满时代性。近些年，中国的国家综合实力

提升很快，社会面貌和经济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

会思潮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生活理念随之而来的

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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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型势在必行。

二、公民教育的突出特征以及与思想政治教育的

关系

1. 公民教育的突出特征

通过对国外公民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和发展脉

络的梳理可以得出，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取

向原则、教育目标本质、社会功能视角上具有一致性。

但由于二者在东西方社会发展中所处的文化传统、社会

结构等不同环境，使得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

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效果等方面存在差异，如表 1 所

示：

表1　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差异

公民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

内容

注重通过实践活动，辅之

以适当的知识教育，以培

养公民意识和公民应具有

的符合社会生活规范的基

本功德和能力。

重在通过理论教育与实

践活动的结合，以提高

觉悟为主。

教育

方法

重视价值澄清，强调道德

或价值观是通过自由选择、

反省和行动来澄清出来的，

而不是通过教育获得，多

为隐性教育。

以正面教育为主，将理

论成果和知识直接传授

给受教育者，在实践中

呈现出显性特点，强调

理论输入，有明确的教

育指向性。

渗透

效果

其隐蔽性和在社会参与中

自主选择的特点，使受教

育者对教育内容在高度认

可的基础上内化于心，公

民教育表现出较强的渗透

性。

指向性和正面教育性对

教育对象的政治素养要

求较高，加之其他影响

受教育者认可程度的诸

多因素，即便有一定强

制性作为保障，但落实

到个体思想的内化上，

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

更具体讲，公民教育的突出特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

个方面：

公民教育更注重培养人文性，以提升公民整体素质

为目标，不仅强调政治概念和道德原则的传授，更重视

公民社会所需的必备知识、技能与品性的传授和训练。

通过学科整合了许多人文课程，把公民教育与历史、地

理、社会学等结合起来，了解各国社会制度的历史发展，

让学生在学习文化的过程中，接受着价值观的洗礼，体

验着各种人类文明的精华，从而扩大视野，培养学生的

人文精神。

公民教育更注重培养实践性，不仅体现在公民教育

的社会参与的目标中，要培养学生以负责人的态度积极

参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的各种活动，更体现在公民教育

的实践途径中，公民教育不仅仅局限于课堂、课本，而

是延伸到课堂意外的校园生活和社区，让学生在广泛的

参与中接受教育，比如把参与社区活动作为培养公民行

动能力的一种重要方式，让学生通过自愿的社区服务来

感受作为公民的意义，更关注在社会参与中培养公民。

公民教育更注重培养全球意识，主张以世界公民的

观念来改造现有的社会学科课程模式，将人类价值、世

界联系、全球问题等引入课程之中，要加强对全球相互

依存的现实的认识，分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

在健康保障、经济发展、环境质量等领域中提出可能解

决的方案，培养具有全球开放意识的“世界公民”。

2. 学界关于二者关系的探讨

学界对如何厘清二者关系的讨论和研究持续升温，

大致归为两类：“替代论”和“互补论”。支持“替代

论”的学者指出，高校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现实

印证出现一定的困境，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

家建立，公民教育的方式看上去更加顺手和自然，加之

转型关键期需要培养现代公民，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向公

民教育进行必要的转型，甚至有学者认为，公民教育是

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必然趋势，充分发掘各种现实条件，

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可以缓和转型至公民教育（彭世武，

2013）。“互补论”派的学者认为，牵扯意识形态的教育

问题，不能用替代法来解决，但可以对近代以来各民族

公民教育的优秀成果进行吸收和借鉴（武东生，2013）。

还有该派学者认为，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是不同社

会结构发展的产物，二者在教育功能上有一定的相似性，

在国内改革转型的关键时期，应该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教育为主体的条件下，借鉴其他公民教育的先

进成果，以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转型添砖加瓦（张

灯，2016）。笔者认为，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于

不同的社会背景，替代论一定程度上是对思想政治教育

的存在进行的全盘否定，而作为特定社会和历史时期的

一种教育手段是不能轻易被否定的，两者在内容上也很

难做到替代或简单合二为一。但二者本质上殊途同归，

各有侧重又可以互相补充，互相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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