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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民教育随着自身的发展有不同的取向。按照取向发展的不同，我国当代公民教育的发展分别

经历了“公民素质取向”、“公民道德取向”以及“公民意识取向”等三个阶段。在这三个发展阶段，我

国公民教育分别强调了公民素质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和公民意识教育的目标追求与取向。这种取向的强调

是由当时的社会任务需要以及公民素质发展的要求所决定的。而公民教育取向发展的这种现实性特征要求

我们要客观对待公民教育的发展过程，根据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确定公民教育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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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代公民教育随着自身的发展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取向。认识不同阶段我国公民教

育的发展取向，不论对于深化我们对公民教育的认识，还是指导我国公民教育的实践都具有

重要意义和价值。然而，遗憾的是，目前针对我国公民教育发展问题的现有研究成果，还大

多停留在我国当代公民教育发展的外在层面，缺乏对公民教育发展背后推动力的探讨和研

究，尤其是从当代中国公民教育发展的阶段出发探讨公民教育现实性的文献几乎没有。而事

实上，公民教育发展的根据是什么，其背后的现实性是什么，这些问题是目前我国公民教育

研究所必须回答的问题。因而，我们需要关注我国公民教育取向发展的现实性问题，从而深

化我国当前的公民教育研究。 

一、公民教育取向的基本内涵 

公民教育取向的核心词汇是公民教育。对公民教育的界定直接关系着对公民教育取向含

义的理解。因而，谈公民教育取向的含义不可避免地要对“公民教育”的内涵问题进行探讨。

公民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现代意义

上的公民教育发端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后在西方众多国家形成与发展，并逐渐向东方国家扩

展。然而，虽然如此，对于公民教育是什么的问题，直到今天不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我国

一直都有诸多争议。作为一个外来词汇，公民教育在西方国家各有不同的词语指称，单就英

文比较常用的就有 civic education、civil education、citizenship education 等，虽然

内涵大致相同，但其背后各有不同的价值传承。civic 较重视公共连带与对国家的责任与义

务以及爱国心、公民德性的培养；citizenship 则偏重操作性，重视个人在公共生活中角色

扮演的认识、行为模式的陶铸及作为一个公民应有的知识技能等；civil 则有较少的政治性，

重视对近代欧美文明的理解，对权利、私领域的合法性的说明，偏向自由主义
［１］

。我国学

者普遍使用的是 citizenship。对 citizenship 的理解，中国文化语境中出现公民身份、公

民地位、公民资格、公民权和公民观等多种翻译，却没有确定的万能对等词的现象
［２］

。对

于公民教育的具体内涵，查询现有的工具书，我们会发现我国目前对公民教育的定义很多，

且很多定义间的差异较大。如《中华法学大辞典》给出了两种定义：１．现代国家以培养公

民基本素质为内容的基础教育。公民教育受意识形态和法制性质的支配，本质上是为统治阶

级服务的。２．指国家规定的公民普及义务教育。而《中国百科大辞典》的解释是：１．19

世纪末，德国凯兴斯泰勒提出的一种教育理论。主张对学生进行职业训练，使之具有职业能

力，做个“好”公民；强调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激发学生的公民责任感，使之热爱祖国并

对国家绝对服从。２．一些国家开设的国家公民教育课程。通常讲授本国政府的结构形式、

公民义务及道德行为规范等内容。《资本主义大辞典》将公民教育作为西方的一种教育主张，

认为所谓公民教育实际上是“国家公民教育”的简称。一般指国家或社会根据有关的法律和

要求，培养其所属成员具有忠诚地履行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品格与能力等素养的教育。作为一



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公民教育定义的多样使得我们难以清晰地界定公民教育的内涵和外延，

给研究造成了障碍。因此，要想深化我国当前的公民教育研究，必须首先对作为起点的公民

教育本身有一个清晰而明确的认识与界定。 

结合现有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公民教育的含义可以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或者称

之为一般意义上的公民教育和特殊意义上的公民教育。其一是对公民进行的教育；其二是关

于公民的教育也即培养合格公民的教育。一般意义或广义的公民教育，可以指任何教育，对

公民进行的所有教育都属于公民教育的范围。这个意义上的公民教育虽然强调的是对公民进

行的教育，但突出的则是教育的对象。只要是公民，他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公民教育，只要是

对公民进行的教育就是公民教育。这个意义上的公民教育，在内容上无所不包，什么内容的

教育都属于公民教育的内容。而狭义和特殊意义上的公民的教育，虽然也是对公民这个对象

进行教育，但它突出强调的则是教育内容，即对公民进行的关于如何做一个合格公民的教育。

本文中所指的公民教育是狭义理解的公民教育，即关于公民的教育。 

在理论与实践的层面都承认公民教育即关于公民的教育前提下，公民教育作为一种教育

实践，不可避免地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目标追求和内容侧重。这实际上就是公

民教育的取向问题。而伴随着人们对公民教育认识的深化以及公民教育自身发展的不断递

进，公民教育的取向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个发展和演进的过程。这种发展的过程性突出地表现

为处于不同时期的公民教育所强调的目标追求和内容重点有所差异，这就是所谓公民教育取

向的发展。而认识不同阶段公民教育的不同取向，不论对于我们深化对公民教育的理论认识，

还是指导公民教育的实践运行，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二、公民教育取向发展的阶段划分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公民教育的研究较多，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我国学者对公民

教育的理论研究较多，实践层面的探讨较少见；对国外公民教育的介绍和研究较多，对我国

公民教育的研究较少。新世纪以来，我国学界对公民教育的研究开始转向对我国公民教育的

反思和探索，其中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对我国公民教育的发展阶段进行历史梳理和脉络分

析。 

学界对当代中国的公民教育发展阶段所做出的多种划分，最具代表性的是“两阶段说”、

“三阶段说”、“四阶段说”以及“六阶段说”等。第一种观点是“两阶段说”。顾名思义，

“两阶段说”是将我国当代公民教育的发展划分为两个主要的阶段。虽然都是将我国公民教

育的发展划分为两个主要的阶段，但在两阶段的划分中，学界的观点也并非完全一致，而是

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公民教育的起点和转折点的不同。多数学者以改

革开放为起点，有的却以建国为起点，以改革开放为转折点，有的认为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效果的初步显现，公民教育才正式出现，有的以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

念的提出作为公民教育转向的标志。第二种观点是“三阶段说”。在三个阶段的划分中，学

界大多把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以前作为第一阶段。认为这个时期是公民教育的“禁忌期”或是

为思想政治教育取代的时期。这与前述“两阶段说”中第一种划分接近。但三阶段说进一步

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公民教育细化，将整个当代的公民教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三种观点是“四

阶段说”。相比于“两阶段说”以及“三阶段说”而言，“四阶段说”的划分更为细致。一般

而言，“四阶段说”的划分中，一般会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公民教育单独作为一个阶段。

这一点与两阶段划分和三阶段划分的观点有较大差别。而有的学者将十七大提出“公民意识

教育”作为一个新阶段的标志，这个观点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如赵黎明就认为，我国的素

质教育也就是公民的素质教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的 17

年，是公民身份确认和公民意识教育的初步确立阶段；第二阶段是文革时期，公民权利受到

侵犯和公民意识教育受到挫折阶段；第三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十七大前，公民意识

教育恢复发展以及现代公民意识的初步具备阶段；第四阶段是十七大以后，使用公民意识教

育而不是公民教育阶段
［３］

。第四种观点是“六阶段说”。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持这种观点



的人较少。最具代表性的是学者王文岚。王文岚在研究我国公民教育课程发展阶段的过程中，

以不同时期国家宪政建设以及方针政策为标准，把我国公民教育课程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

１．1949—1952 年的过渡阶段，以“五爱”为主的社会主义伦理规范以及强调义务与责任

的价值取向，成为我国中小学公民教育课程中的主旋律；２．1953—1956 年的改造阶段，

民主法制教育受到普遍重视；３．1957—1976 年的革命阶段，1957 年公民教育第一次清晰

地出现在国家课程文件中，但逐渐被削弱，后被完全取消；４．1977—1984 年的恢复阶段，

十二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包括“公民权责教育、公民宪法教育以及公民道德教育”在内的系

统的公民教育内容；５．1985—1994 年的发展阶段，1986 年提出“法制教育要着眼于增强

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重要命题，中小学的公民教育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时期；６．1995

年至今的改革阶段，国家从文化建设的高度提出“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有理

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公民”。特别是 2001 年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以来，中小

学公民教育课程进入改革时期，形成了从小学到初中的完整的综合社会科课程体系。十七大

为我国公民教育课程未来发展规定了方向，促使公民教育目标从培养消极的公民转变为培养

积极的公民
［４］

。 

虽然以上这些研究以不同的标准，从不同的角度对当代中国公民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阶段

性的划分，对公民教育的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有益的、建设性的探讨，这对认识公民教育的

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的是，现有研究也存在着

一些显见的不足：一是没有明确提出划分的标准。当代中国的公民教育以思想政治教育为载

体，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教育实践，是可以依据一定的标准划分为不同发展阶段的。这个标准

不是要统一或者完全一致，但一定要明确，但在已有的研究中，没有学者明确提出划分的具

体标准。现有研究大多以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代替公民教育发展阶段性划分的标准，用社会转

型表现出的阶段性代替划分公民教育阶段性的标准。多数学者分析了影响当代中国公民教育

发展的外在条件，比如经济条件、政治条件、社会条件，但是却以这些条件为标准来划分公

民教育发展的阶段。二是划分不够完整也并不科学。公民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公民的发展。要

划分公民教育的发展阶段应该考察公民的发展程度和阶段。目前的研究中鲜有这方面的成

果。现有的成果大多成文于党的十七大以后，但对于十七大提出的“公民意识教育”以及“公

民意识教育”与前面几个阶段公民教育的关系进行研究的很少。 

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公民教育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框架下进行的，是客观存在的，是

可以依据一定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阶段的。公民教育的主体是国家。因而，研究公民教育取

向的转换可以在国家提出公民教育的背景性文件中找到公民教育的取向转换的根据。由此，

笔者主张以国家提出公民教育的背景性文件为划分当代中国公民教育取向发展阶段的根据。

而以教育取向发展为标志，我国当代公民教育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公民素质取向阶段。这个阶段的起止日期分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

到 20 世纪末，其初步成型是在基础教育的初中阶段开设《公民》课程，而标志是中共中央

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在 1996 年 10 月 10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所通过的这一《决议》

中，党和国家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

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

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

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精神文明的总的指导思想，也是精神文明建设总的要

求。”《决议》中这一观点的提出，明确地将提高公民素质作为我国公民教育的目标取向，对

我国公民教育实践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二个阶段是公民道德取向阶段。这个阶段的起止日期分别是 2001 年至十七大以前，

其标志是《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布与实施。2001 年 10 月 25 日，中共中央颁布和



实施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不仅意在完善我国的道德体系，而且也是为了提高公民

的道德水平。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爱国守法、明理诚

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体系。公民道德规范完善道德体

系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提出了我国道德建设中最为基础性的规范目标，弥补了以往道德建设

中缺乏公民道德的缺憾。而公民道德建设目标的提出，实际上也表明了我国公民教育的取向

已经进入了一个以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为目标的新阶段，我国公民教育也由此进入了一个良

性发展的新时期。 

第三个阶段是公民意识取向阶段。这一阶段的起止时间是 2007 年至今，其标志是党的

十七大的召开。中国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既包括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

而政治体制改革，不仅需要公民有良好的素质，有良好的道德水平，更需要有较强的政治行

为能力，因而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等的提高，就成为现时代公民教育的取向追求。有鉴于此，

在党的十六大已经提出了“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主张的基础上，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

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公民意识教育”的主题，呼吁我国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

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公民意识教育是十七大提出的新任务，是要把

公民培养成具有民主法治理念、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意识、能够享受权利、履行义务和承担

责任的具有行为能力的公民。公民意识教育的核心是公民的权利义务意识教育。公民意识教

育的目的，是培养国家、社会所需要的有积极生活态度、有政治参与热情、有民主法治素养、

能与其他公民和社会组织合作的合格公民。”
［５］

“公民意识教育”主题的提出，不仅是“我

们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出的

又一重大部署”
［６］

，也为我国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提供了战略支持和政策保障，更使得我国公

民教育由此进入了一个以培养公民意识为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的新时期、新阶段。 

三、公民教育取向发展的现实性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当代公民教育取向的发展告诉我们，不同阶段的公民教育有不同的

取向。那么，为什么我国当代公民教育分别有公民素质教育取向、公民道德教育取向、公民

意识教育取向？它的内在根据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在不

同阶段有不同的取向，是因为当时的社会任务有这样的需要，公民素质发展有相应的要求，

而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的这种相向运动是在社会可容纳的范围之内的。这就是所谓公民教

育取向发展的现实性。 

公民教育从来是为国家和社会需要服务的，我国当代公民教育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

我国当代公民教育取向的转换根本动力来源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我国当代公民教育

取向发展的三个阶段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在公民素质取向阶段，把提高公民素质作为公

民教育的目标取向，这是由当时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所决定的。改革开放后，进行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需要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没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就无法建设社会主义，

而这就是把提高公民素质作为公民教育的目的取向现实根据。在公民道德阶段，所以提出公

民道德的公民教育取向，也是因为现实中道德建设中存在着问题。当我们提出提高公民素质

的公民教育取向时，那是因为提高公民素质迫在眉睫。而提出公民道德的公民教育取向，则

是由于道德建设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改革开放，我们的确需要人们从沉睡中醒来，走出禁锢

的约束，提升自己的能力。而当改革开放的实践有所收效的同时，我们看到了相当一段时间

我们过于重视经济发展而忽略了道德建设，致使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水平下降，诸如诚信缺

失，见利忘义，损公肥私等不良社会风气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污染，也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因而，公民教育需要关注社会发展的这种现实，并希冀于通过有效公民教

育的实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因而，在这一时期，我国公民教育将公民道德教育作为自身的目

标取向。以党的十七大为标志，我国公民教育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主要呈现为对公民

意识教育关注和追求。而这种取向追求的根据也是源自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源自于我国政治

体制改革的现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包括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发展，文化体制的改革



与发展，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需要具有良好公民意识的公民，只有公民具

有公民意识，不仅能享有权利，而且能履行义务，民主政治建设才能有效推进。然而，与这

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相反的是，我国整体公民资质与合格公民的要求尚有相当距离。

而事实上，“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组织原则，如果没有其得以运行的社会根基和缺少赋予这

些制度和原则以真实生命力的现代心理基础，也会变成一堆费纸或导致畸形的发展。”
［７］

因

此，我们必须通过实施卓有成效的以培养公民意识为取向的公民教育，来普及和提高全体国

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参与政治生活的观念和能力，从而切实推进我国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对此，正如有学者深刻指出的：“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由于和谐社会建设对于

社会公平、正义或者对‘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迫切追求，由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

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合理引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公民，尤其是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

公民意识、提高理性的公民素养已经成为目前中国教育理所当然的重要任务。”
［８］ 

我国当代公民教育取向发展的现实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实际，不仅对我们深化对公民

教育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它也对我们更好地开展公民教育实践，提高公民

教育的实效性提供启示和借鉴。就像任何教育的发展都要依赖于社会的整体发展和进步一

样，我们也应当考虑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考虑自己的公民教育发展问题，基于现实的基

础上去设计和建设自己的公民教育，而坚决摒弃那种脱离社会发展实际的理想化追求。而公

民教育取向发展的现实性特征则从这一角度提示我们，要使我国公民教育收到理想的效果，

就必须坚持现实性的原则，提出符合发展方向的公民教育取向要求，“以社会需要为前提”
［９］

。

具体而言，一方面是“我们的公民教育取向发展要根据社会现实需要和实际可能；另一方面，

我们也应该客观对待公民教育取向的发展过程，不能理想化。”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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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asibility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Orientation Development 

 

WANG Yingjie,ZANG Hong 

 



Abstract: Citizenship education has different orientations with its own development.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the orientation development, our citizenship educatoin experienced three statges———

“citizen quality orientation”，“citizen morality orientation”and “citizen consciousness orientation”．In 

the three statges,our citizen education emphasize respectively the citizen quality education, the citizen 

moral education and the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pursuit of the goal and orientation. The decision derived 

from social need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itizen quality.The feaibility of citizenip 

education orientation on development needs us to trea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itizen education 

objectively, and identify the target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social development requ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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