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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学校的本质与公民教育密切相连。学校理当是培养公民的场所，也就是具有爱、

社群意识和民主特征的共同体。学校应是爱的家园，关爱学生并被学生理解和接纳，这样才

能让学生成为有能力关爱他人、充满爱和可爱的人，具备创造民主正义世界的内在动力；学

校应是一个道德的、关心每一个人需要的和分享其传统的社群，唯其如此，才能培养学生的

公民美德；学校实施民主管理，尽可能地为所有学生提供发展潜能的条件，让学生协商与对

话，积极参与改善学校和周边社区环境，才能让学生获得参与民主的经验与能力，成长为民

主社会的未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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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与学校的本质息息相关。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现任校长古特曼

(Amy Gutmann)指出，“民主社会的公立学校能、且应该严肃对待公民教育，这与严肃对待民

主本身紧密相连。公民教育是捍卫民主学校必需的和核心的部分。
[1]
被耶鲁大学校长雷文

(Raven)称之为“渐进式教育的实验典范，同时又是杜威教育思想的一座活的纪念碑”
[2]211

的芝加哥帕克学校(Park)礼堂的铭文，恰当地表达了学校的这种本质：“学校理当成为模范

之家庭、完善之社群、民主之胚胎。”公民是完善社会的力量，应该具备增进社会和平、文

明和民主正义的力量，而学校应该培育学生的这些能力。为此，学校应该是爱的家园，让学

生体验爱并学会爱；应该是道德的共同体，培养学生社群意识和公民品德；应该是民主的机

构，让学生拥有民主参与的经验与能力。 

一、学校是爱的家园 

学校应该是“模范之家庭”。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教授林晶(Ding Lin)指出，“好的学

校就像好的家庭，能给学生归属感，允许儿童感受爱和信任，并能成就他们自己。教师像对

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学生，学生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教师”
[3]109

。为发挥学校的家

庭作用，帕克学校让 14 个年级的学生共享一栋建筑，提供不同年级学生合作课程。
[4]
把学



校建成富有爱的亲密的共同体，让学生在学校有家的感觉，感受到爱和关怀，同时学会爱和

关怀，学会与他人合作以及形成对他人的责任感。爱是一种联合力量，爱的能力，对未来的

公民——学生而言就是享受联合生活的能力。公民拥有这种能力才可能创造和平与正义。 

正义是政治生活的归属。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是政治动物，必然过政治生活，“人

类是自然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
[5]
。但政治生活或

城邦生活就是道德生活，其目的是为了城邦的利益和正义，所以，城邦的政治任务就是成就

有德性的公民。“政治学的目的是最高善，它致力于使公民成为有德性的人、能做出高尚[高

贵]行为的人。”
[6]26

这种有德性的公民保证政治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分

为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认为“友爱还是把城邦联系起来的纽带”
[6]228-229

。“立法者们依然

重视友爱胜过公正。因为城邦的团结就类似于友爱，他们欲加强之。
[6]229

故可言之，爱的能

力是人类联合生活的保证，是政治共同体存在的基础。 

林晶教授认为，爱是创造宇宙和维持人类存在的能量，“爱体现在诸如给予、关怀、尊

重、宽恕、服务、理解、同情等品质中”
[3]15

。她期盼 21 世纪的学校是爱的共同体。我们只

有关怀和服务他人，才能对联合的公民生活做出贡献；只有尊重他人，宽恕他人的过失，才

可能与他人合作；理解他人的思想和处境，换位思考，才可能进入他人的内心深处，从而巩

固与他人的合作。充满爱的学校在日常生活中能给学生提供合作工作、给予和接受爱、相互

宽恕和理解的机会；教师是富有灵魂的教师，要创建和平与爱的世界，坚信唯有爱才能转变

学生的内在世界；要让大爱充满孩子幼小的心灵；让孩子看到万事万物的美，认识到传播爱、

赞美爱和分享爱的意义。
[3]37 

如果我们希望把学校建成爱的家园，将所有儿童视为子女而接受他们，无私地给他们

温暖和关爱，那么我们无疑要赋予学校母性的特征。女性主义拒绝了自由主义将理性归于政

治、情感归于家庭的理念，而是将感情作为政治生活的重要基础。她们坚持人是关系中的人，

关注差异，也就拒绝普遍性；重在询问对关系发生了什么，而不分离手段与目标。 

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学家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描述了关怀伦理的道德教育模式。

关怀伦理需要表达和反应；需要从情境到情境，从人到人的不同行为。诺丁斯将关怀置于关

系之中：“一种关怀的关系，在最基本的形式上，是两人之间的联系和遭遇—关怀者和关怀

的接受者，或被关怀者。为了这种关心成为关怀，双方必须以特有的方式加强这种关系。
[7]15

一方面，关怀者要主动提供关怀，关怀者的“投入”意味着对被关怀者的开放的、非选择的

接纳。
[7]15

接纳意味着关心、真正听、看和感受他人试图传达的信息。关怀伦理是义务论，

“像义务论伦理学—义务和权利的伦理学—关怀伦理谈及义务。当他人要求我们时，我必须



做’的意识就出现”
[8]13

。另一方而，关怀必须引起被关怀者的反应。如果教师的关心不合

学生需要而不被接受，那么这种关怀的关系就不能形成，学生认为“不被关心”的想法就具

有合理性。诺丁斯指出：“我把重点放在作为关系的关怀上。因为我们的愿望是将关怀作为

美德，即个人品质。
[7]17

她认为，“学校应该完成更重大的道德目的：关爱孩子以便让他们也

学会关心”
[7]64

“基本的指导思想是把学校变成家庭般的关爱中心”
[7]67

。让学生成长为有能

力的、关心他人的、充满爱的和可爱的人。 

二、学校是完善的社群 

学校理应成为完善之社群，以培养学生的公民美德。社群不仅是一个地理学概念，也

涉及个人与社会关系。社群观念意味着我们在处理个人和群体关系方而必须以公共利益为

重，而以公共利益为重正是共和国公民应具备的美德。美国心理学家麦克米兰和查韦斯

(David W.  McMillan and David M.  Chavis George)从人的发展和社群团结出发，提出了

“社群意识”的概念，他们将社群意识定义为“成员所有的归属感、成员对本人所属群体重

要性的认识、对共同生活的承诺和满足需要的信念”。他们将社群意识分为四个要素：第一，

成员资格，即“归属感或共享关系意识”；第二，影响力，即“个人对某一群体或该群体对

其成员有重要性的意识”；第三，需求的满足和整合，即“借助其成员资格需求被满足的感

知”；第四，分享的情感联系，即“成员共同分享群体的历史、居所和时光的承诺与信念城.。

同理，若把学校建设成为共同体，就必须完善这四个方面。 

学校是道德的社群。道德是解决身份认同的基本因素，而道德天然地具有文化属性，

也就是德性合乎文化共同体的要求。对于学校，成员资格的完成就是赋予学生合乎一定文化

群体要求的德性。如美国的帕克学校，其使命是“培养指导学生生活的品格和公民责任，把

他们塑造成民主社会的有适应能力的、思考周全的积极的参与者。”新泽西的亨特堂中心高

中(Hunterdon) 2009-2010 年的学生手册，将其使命表述为：学校“利用同等的、多样性的、

挑战性的学习计划，鼓励和支持每个学生成为终身学习者和积极负责的公民。”要求学生具

备关心、守法、公正、尊重、负责、守信等品质。美国弗吉尼亚的圣玛格丽特女校(St.  

Margaret's School)校长指出：“作为学校，圣玛格丽特是为生活做准备；作为社群，它是

一种生活方式。”学校首先把自己视为社群，分享共同的价值，大家一起学习和生活，获得

有益的经验，该校将“为生活而教育年轻的女子作为使命，致力于把学生培养成诚实恭敬的、

有责任感的、积极参与的、自我激励的、灵活而自信的人”
[4]
。 

学校是让学生服务他人和社会的社群。学生如果将自己归属于该社群，就必须是该社

群的贡献者，为他人和社会服务。学校成员之间相互帮助和支持，为改善学校和班级环境提



供意见和力量都是学生的服务行为。服务学习不仅可以增进学生的公民道德与责任，而且有

利于学生积累民主参与的经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李克纳(Lickona)希望通过服务学习

让学生养成关心的品质和强化公民的责任意识，认为“为培养责任，年轻人需要负责的作为；

为学习关心，他们需要付出关心的行为”
[10]312

“为培养移情能力和关心，学生需要持续的、

直接的和面对面的助人经验。
[10]313

雷西玛·韦德(Rahima C.  Wade)指出：“我们的社会科课

堂所谈论的民主理想，在课堂中实施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我们希望学生具备有效参与他们的

社区所必需的技能和价值，我们必须提供让他们从经验上学习这些技能和价值的机会。
[11]13

 

学校是关心每个人需要的社群。任何人若需发挥影响力，服务他人和社群，就必须了

解并关心社群其他成员的需要。研究表明，那些能认识到他人的需要、价值观和意见对本人

很重要的人常常是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反之试图支配他人，忽视他人的意见和愿望的人常常

是最无影响力的成员。
[9]6

美国学校的服务学习就要求学生调查社区和他人的需要，以便提

供有针对性的服务项目。雷西玛·韦德提供了三种选择服务项目的方法。一是针对社区的问

题和需要。在服务行动前，要调查社区需要或问题，如公共安全需要、人的需要、环境问题

等，调查可采取走访社区和学校、研究报纸、小组调查等方式。二是根据课程的目标。如为

了强化某门课程的学习内容与技能而展开行动。三是将学生的个人问题与具体的关注点相结

合。如某位学生的父母死于艾滋病，则可提供有关艾滋病医疗防护方而的服务。
[11]21-22

 

学校是分享其传统的社群。麦克米兰和查韦斯指出，分享的情感，部分基于共享的历

史，同时成员在共同的活动中的相互作用以及在该活动中的特殊贡献也会强化情感联系。把

学校建设成共同体，这意味着形成一种保证学校各种人在学习上和道德上相互影响的生活方

式，这种生活方式不仅构成每届学生的共同回忆，而且赋予学生品德和精神气质。成员资格

也由社群的仪式、庆典等重要活动塑造而成，因而形成和保持传统是社群发展的重要方而。 

帕克学校非常注意把本校精神传递给每位学生，其“优良的传统项目包括：早操、校

会、校友团聚日、一帮一结对活动等。其最重要的追求是：努力献身于精神生活，激发求知

欲和唤起每一个孩子的感悟力。”
[2]217

圣玛格丽特学校作为一所宗教学校，其一年一度的传

统活动包括：九月的蓝恢游戏，十月的二年级万圣节前午餐，十一月的圣玛格丽特日，十二

月的诵《圣经》选段和唱赞美诗，一月的低年级学生才艺展示和雪球活动，二月的“永不迫

切要求校长假”，三月的国际节，四月的高年级的小教堂仪式和校友晚餐，五月的灯笼仪式、

舞会、一年级和三年级会餐，六月的会考和学位授予仪式等。圣玛格丽特学校的所有学生、

教职工、家长、校友和朋友都可参加这些活动。学校的传统给学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让她

们感受到自己是学校的一部分，同学作为自己的终身朋友，共同分享诸多经验。
[4]
 



三、学校是民主共同体 

民主意味着给所有人提供充分发展的条件与机会，教育民主的意蕴更在于此。教育民

主不仅包含儿童权利的实现，而且必然要求学校尽可能地给所有儿童提供发展其潜能的条

件。多元智能理论为此提供了心理学的证明。既然每个儿童具有智能上的特殊优势，教育理

当为每个儿童提供发展其智能优势的环境，促进其扬长补短，实现最佳发展。学校民主与国

家的政治民主不同，学校民主不是为了选举领导人，而是一种条件民主，即保障所有学生在

经历民主中成长起来，让他们的反思能力、批判性思考、对多元文化的尊重与宽容、对自己

立场的理性捍卫能力、对每个人的信心与希望等全而地发展起来。虽然这种民主不是完全的

和充分的民主，但随着儿童的成长，其民主经验得以不断地改进与完善，儿童就会成长为致

力于完全民主的新生力量。从这一意义而言，学校是民主的胚胎。 

作为有限度的民主，学校不仅要完善儿童发展的物质条件，而且要提供相应的制度与

精神保障。首先，学校要为儿童准备民主的制度。民主不仅意味着保护公民的权利，而且意

味着参与和分享。参与决策过程，发表意见；分享权力、观点、知识与经验。西英格兰大学

教育与民主研究中心教授菲利普·伍兹(PhilipA.  Woods)指出，发展性民主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通过分散领导和减少等级而使人们分享权力；通过扩充每个人的机会而实现人的潜能和

使人充满希望；通过解决社会不正义和寻求公平分配而分享生活带来的好处(社会的果实)。

[12]
学校应该建立保障学生民主参与和分享的制度。英国普遍建立了由学生参与的学校委员

会。挪威、奥地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塞浦路斯等国的文件指出，学生有权

利和责任管理他们自己的代表团体的事务。1996 年，丹麦教育法甚至要求中等学校成立专

门的学生委员会。
[13]

 

其次，学校应该给学生提供改善学校和周边社区的机会。民主社会肯定人民是美好生

活的创造者。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都兰(Alain Touraine)指出：“民主服务于人类，因为人类

是主体，是他们自己的创造者和他们的集体的创造者。
[12]2

对于学生，他们是学校和社区美

好生活的创造者，他们有权利和责任改善自己所生活的社群。为了把学生培养成为负责的公

民，学校必须给学生提供改善学校和周边社区的机会，从而让他们学会承担社会责任。因为

民主不仅意味着权利，也意味着为实现所有人的权利所担负的责任和履行这种责任的能力。

学校可以让学生参与学校决策，鼓励他们对日常活动负责；让学生参与课堂，鼓励学生对他

们的学习负责。事实上，学校的改善与学生的参与相关。英国诺丁汉大学教育学教授霍普金

斯(David Hop-kins)指出：“学校的成功与广泛的参与相关。这种参与不仅包括教师，而且

包括学生、家长和社区成员。那些能与更多社区建立积极联系的学校更能营造支持性的学习



氛围。
[14]

 

再次，学校应给学生提供对话与协商的机会。改善学校和社区，自然要求学生发出自

己的声音，倾听其他同学的声音，分享和反思不同的意见，由此学生获得民主生活的经验。

古特曼指出，学校之所以与公民教育密不可分，在于民主社会需要学校培养学生处理政治分

歧的能力与品质，而商议民主涉及就公共政策尝试推理以达成相互接受的决定，因而要求公

民相互宽容和尊重，有能力协商和讨论。
[1]78

通过对话和协商获得作为平等公民相互尊重的

技能和美德，如宽容、虚心、接受争议和增进对不同文化的理解。
[1]82

她还指出，让学生进

行合乎逻辑的思考、有条理和公平的辩论、对各种选择的取舍考虑等活动，以培养学生的批

判、理性辩论和决策的能力。在她看来，这种雄辩能力是民主的渴求，因为公民通过理解和

交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没有这种相互的理解，我们将不能期望达

到广泛的对异议的宽容和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尊重。”
[15]

邦妮·丹尼尔(Bonnie McDaniel)指出：

“如果民主是我们所求的，就没有捷径。我们必须相互交谈。如果我们不能一起交谈，我们

就是视野狭隘的有私心的个人。”
[16]83

学生必须生活在民主中，学校应容许学生发出自己的

声音，“我们的学校必须是以自由、平等和正义为生活原则的地方，这些原则规范我们相互

的关系”。
[16]89

让学生谈论民主与社会正义，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学生也就在这种行动中

成长为合格的公民。 

最后，学校需要民主的领导。学生的声音得以发出需要民主的领导。马克斯·贝尔肯

什(Max Burkimsher)认为，校长在形成学校的精神气质方而发挥着首要作用，校长通过领导

品质、管理风格、组织结构、关系质量等，以营造学校的民主氛围。
[17]

伍兹指出，民主领导

的目的在于：“创造鼓励和支持人们追求关于世界的真理，包括最高价值(道德理性)的环境；

创造人们发挥道德理性和通过对话(推论的理性)解决分歧的环境；创造人们对生活其中的体

制、文化和关系做出积极贡献的环境(决策理性)；创造组织机构、文化和社会结构用以增进

人们的力量，使之富有能力的环境(治疗理性)；促进对多样性的尊重，尽力减少文化的物质

的不平等(社会正义)。
[12]

即民主的领导在于创造尊重多样性、增进人的力量和寻求真理的对

话环境。而这种学校环境就是学生成长为民主社会主体的条件。 

创造民主的学校是学校发展的本质要求。美国许多学校进行了相关尝试。俄亥俄州无

年级的中心学校(Central Academy Nongraded)创立了没有年级的民主学习生活，即共同合

作，共享的领导。该校高年级学生与低年级学生一起阅读、开展数学和其他特别研究项目。

班级会议，通常让学生与成人聚在教室里，坐成一圈，依次表达和倾听。
[16]133

丹佛的斯拉文

斯学校校长查尔斯·埃尔博特(Charles F.  Elbot)采取共享的领导方式，鼓励教师、学生



甚至家长参与决策，发挥领导作用，塑造民主宽容的关系。该校没有把学生当作学校的过客，

而是倾听他们的声音，这样，“更多的学生愿意参与学校的活动和建立广泛的联系”
[18]

。教

师也把自己奉献给学校。通过共享的领导，学校焕发出勃勃生机，表现出较少的侵犯性和更

多的合作。全校所有人学习和尝试将爱、同情、诚实、友善、正直等作为学校的品质并付诸

个人的日常行为。该校因此于 2001 年获得全美“品格教育学校”的称号。洛伊斯·布朗·伊

斯顿(Lois Brown Easton)把美国科罗拉多州的鹰岩高中(Eagle Rock)的民主实践概括为：

其一，让学生发出自己的声音，学生利用委员会和作为领导发表意见；其二，选择，让学生

选择是否参与某项活动、选择课程、学习方式和记录方式；其三，责任，学生自觉地对个人

选择和行为负责；其四，尊重和高期望，尊重学生作为学习者，学习者彼此也相互尊重；其

五，规则，学生应知晓各种规则并践行；其六，治理，鹰岩高中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和代表都

包括学生。
[19]

 

四、结论 

公民是政治的存在，而政治是联合的道德生活，公民是这种生活的主体，所以保证个

人适应联合生活的因素就是公民教育的内容。爱、品德、民主不仅是公民教育的内容，对学

校而言是其不可分离的本质要素。没有爱就没有增进民主的动力；缺乏公民美德，尤其是社

群意识，民主就不可能存在。教育民主，即不断准备物质和文化基础而为学校的各种成员之

间的对话创造条件，从而让所有人得以成长。我们为此努力和奋斗的动力在于爱，而力量源

泉在于公民美德，尤其是社群意识。爱学生才会为学生的成长准备条件，才会为学生的发展

而抗争；具有社群意识，我们才会为学校的民主化做出自己的贡献。所以，学校的民主与爱

和社群意识紧密相连。如果民主包含对话，那么爱即是对话的基础。巴西享誉全球的教育家

弗莱雷(Paulc Freire)指出：“缺乏对世界和人民深深的爱，对话不可能进行。爱是对话的

基础也是对话本身”。
[20]

对弗莱雷而言，有爱，才有发展民主的勇气；而对诺丁斯而言，关

怀关系的形成，不仅有赖于教育者的关爱能力，而且要关注道德生活的条件。诺丁斯说：“关

怀理论并不想建立一种能培养无论周围的世界多么坏都能道德地行为的人的道德教育模

式。……我们更关注建立可能支持道德生活的条件。”川，这种条件就是民主的状态。这种

状态不仅为德性所养育，而且培养人的德性。弗莱雷指出：“对话生成批判的态度。由爱、

谦卑、希望、信念和信任所滋养。”
[21]

民主参与可以增强社群意识。社群需要个人投入或需

要个人参与，需要个人作为有效成员发挥作用。因为个人的影响力能增强社群成员的效能感，

使成员更为自己能发挥影响力的社群所吸引。“通过集体行动，他们自愿联合，形成更具反

应性的环境。参与自愿联合或治理项目产生权力共享，从而使参与者具有更高的‘主人翁意



识’、更大的满足感和更强的内聚力。”
[9]7

所以，学校富有民主，才会孕育出人的德性，才

会产生社群意识；学校具有爱和社群意识，反之也会增进学校的民主。因而学校应该是富有

爱、社群意识和民主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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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Essence and Civic Education 

Abstract：School essence and civic education are closely connected.  School should be the 

site of civic education，that is，a community with love，community sense and democracy.  School 

should be the home of love.  Through loving students and being understood and accepted by 

students，school could make students become lovely people with love and the ability to love other 

people，and to enable students to have the inner motivation to create a democratic and just world.  

School should be an ethic community caring the need of every student and sharing its traditions，

through which school could cultivate students’ civic virtues. School should adopt democratic 

management and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all the students to fully exert their potential to promote 

students’consultation and dialogue and their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school and community 

improvement； in this way，students could accumulate experience and develop their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democratic society and grow up to be the master of democratic society. 

Key words： school essence； civic education； community sense； Democratic commu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