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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学校由于公共生活的匮乏以及竞争主义的泛滥，导致了学校生活内部的公民

交往关系走向了孤独和分裂，造就了“孤独的”公民，而非“合作的”公民。为了更好地培

育学生的合作精神及公共品质，有必要重建学校的公共生活空间，引导学生参与学校以及社

会的公共生活实践，更深刻地理解和体验公民合作、团结、关怀等公共价值的意义，从而促

进公共精神和公民品德的培育。而要实现学校公共生活的有效建构，则必须培育课堂生活中

的合作学习机制、发展学校空间的民主秩序、推进学校生活与社区生活的有效联结，从而形

成一种公共性的生活氛围和价值导向，最终促进学生的公民品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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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校的竞争主义机制促使学生在知识、考试和学业成就等方面展开愈来愈激烈的

竞争，学校空间往往成了“个人奋斗”的场所，而不再是充满合作、关爱与互助精神的公共

生活空间。这使得学校生活内部的公民交往关系愈来愈走向了孤独和分裂，最终造就出了“孤

独的公民”。
[1]
“孤独的公民”对学校生活共同体中的“他者”持着冷漠、疏离与不信任的

态度，他们难以真正体验到公民合作、公民团结、公民互助的价值与意义。他们把自我封闭

于狭小空间之中，以孤独的、分裂的态度来对待学校生活，来应对学校生活中的激烈竞争，

包括考试竞争、排名竞争以及升学竞争等。这种孤独的、竞争主义的学校生活难以培育学生

的公共精神和公民品德，而只会使学生成为孤立的学习者和竞争者，把他人视为敌手，而非

公民的伙伴。显然，学校教育有必要通过重建公共生活和共同体实践，引导学生摆脱孤独的

学习方式与竞争逻辑，更深刻地理解和体验合作、分享、团结的意义，从而致力于成为学校

公共生活中具有公共精神和合作精神的公民，而不是孤独的公民。 

为此，学校教育和公民教育需要承担三个方面的主要工作，以促进学校公共生活的改

进，培育健全的公民品质。一是要重新建构课堂生活的公共性，倡导合作的学习而非孤立的

学习，引导学生与学生之间形成关怀与合作的关系；二是建构学校生活的民主内涵和公共精

神氛围，鼓励学生在学校公共事务中的公民协商与合作，形成一种公共性的价值导向；三是

建构学校生活与社区生活的有机联结，引导学生走出相对狭小的学校生活空间，进入更为广

阔的社会公共生活，发展他们的社会关怀意识和公民行动能力。通过以上三方面的建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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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公共生活空间将成为更加民主的公共生活领域，成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场所，培育学生更为

健全的公民品德和公共精神。 

 

一、构筑课堂的公共生活实践 

 

构筑课堂的公共生活实践，就是要将学生从竞争主义、个人主义的孤独学习方式中解放

出来，促进课堂生活的合作学习机制和公共生活氛围的建构。在传统的学习观念中，学习只

是个人的事情，学习者在孤立地环境中进行学习，从而提高学习考试的效率。这使得学习成

为了一个静态的、孤立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动态的、合作的过程。它虽然可以提高教学效率，

但是却也使课堂生活被割裂成“碎片”，使学生生活于“碎片”之中。美国学者大卫·布莱

克（David C. Bricker）曾把课堂学习方式分为两种类型：“合作学习”（Collaborative Learning）

和“孤立学习”（Studying Alone）。他认为，孤立学习是个人主义支配下的一种学习方式，“孤

立的学习会给予孩子们一个错误的暗示，即学习是个人的事情，而与其他人无关”
[2]
。孤立

的学习强调了个体的学习体验和学习方式，而忽略了学习在很多时候是需要相互合作的，并

且合作本身就是学生在课堂生活中所应该学会的内容。显然，大卫·布莱克的观点击中了“孤

立学习”的要害。“合作学习”理念的提出，正是对孤立的、封闭的学习方式的反思和批判。

合作学习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并且通过相互合作来沟通和共享知识观念和价值观念，形

成更加紧密的公共生活空间，培育公民的合作精神。 

为了培育公民的合作精神，形成合作性的学习机制，课堂生活应鼓励学生之间展开学习

交流，让学生能够在与其他同学的交流和沟通中打破孤立的学习方式，进入一种相互合作的

学习状态。比如，在班级生活、课堂教学中成立各种类型的“学习小组”或者“兴趣小组”，

引导学生在学习小组或兴趣小组中开展合作性的学习活动。小组的或者团体的学习方式可以

让学生以开放的心态面对班级中的其他同学，并且在参与小组的讨论和学习中培养他们的团

队精神，形成他们的合作意识。此外，还可以在课堂生活中开展一些以团队为基础的竞赛活

动或者讨论活动，让学生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展开有益的竞赛或者实践，从而在团体活动

中形成合作精神，培养相互沟通、相互协调以及相互关怀的意识。如此，课堂生活将不再是

一个孤独的学习空间，不再是一个记忆僵硬的课程知识的空间，而成为相互合作、相互促进

的公民生活空间。这将促进学生的公民合作意识的萌生和发展，使得他们在未来更好地成为

具有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的公民。 

构筑课堂的公共生活实践，还要发展学生的分享观念，避免占有式的竞争主义观念。我

们的学校教育一直在倡导竞争的理念，不论是教师和家长都在有意或者无意地要求孩子在知

识学习和考试竞争中击败对手，成为教育竞争中的优胜者。正如当代精神分析学家罗洛·梅

在《焦虑的意义》（The Meaning of Anxiety）一书中指出，在当代社会和青少年的生活方式

中，“个人主义与竞争性汇整在了一起，„„整个文化系统都在鼓励自我觉察，方法是比他

人优越或胜过他人。”
[3]
这种试图让自己“比他人优越或胜过他人”的心态，最终发展成为

了一种极端的焦虑症，即期望通过不断的“竞争”和“占有”来填补内心的空虚，来展示自



我的虚幻的力量感和存在感。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走向了孤独和对立，“充斥着竞争、

对抗和恐惧”。
[4]
这种极端的竞争主义观念把学习看作是一场与对手的竞争和搏斗，学习的

目标就是击败对手。这使得学生的心理状态日益恶化，甚至对学校教育产生恐惧的心理。他

们害怕自己在学校生活中处于竞争的劣势地位，害怕自己成为考试竞争的失败者，害怕遭受

教师与同学的歧视。这种竞争主义观念显然已经不是一种良性的竞争意识，而是一种恶性的、

病态的竞争意识。学校及课堂生活应该防止这种竞争主义观念的泛滥，引导学生理性地对待

其他同学，把学习看作是一种发展自我的途径，而不是击倒敌人的途径，由此来形成一种理

性的竞争观念，祛除竞争中的病态心理。理性的竞争理念要求学校和教师鼓励每一个孩子发

现他人身上的优点，学会去欣赏他人，同时也悦纳自我。课堂生活应该是一个分享知识、分

享成长的生活空间，而不是一个进行激烈的考试竞争、争夺考试排名的生活空间。显然，我

们希望孩子们在课堂生活中不仅是学习知识，同时更是学会合作、学会分享，保持一颗平和

的、友善的、慷慨的公民之心。作为未来社会的公民，学生必须学会尊重他人、平等对待他

人，与他人展开合作。同时，在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分享中，不断地完善自我的品格，使自

己成长为一个健康的、友善的、德性的公民。 

构筑课堂的公共生活实践，还应当通过组织各种公民实践活动来完善课堂知识教学，实

现公民知识与公民行动的有机融合。在传统的课堂生活中，课堂的主要功能就是传递知识，

知识教学的效果几乎是评价教师的唯一标准，而知识学习的效果则是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

在这种知识课堂下，民主生活和公民实践往往被忽略了，一切与知识学习无关的实践活动几

乎都被驱逐出了课堂。一旦民主的公民生活在课堂中消失，课堂也就失去了公民教育的功能。

因此，为了重构课堂公共生活实践，我们必须对课堂生活进行改组和改造，以使民主的生活

方式重新进入课堂。首先，课堂应该是一个能够进行对话的课堂，这种对话可以是发生于学

生与学生之间，也可以是发生于教师与学生之间。课堂对话应该允许学生在课堂中提出疑问；

教师不应该禁止学生对于课堂生活和课程知识的发问，而是要鼓励这种发问，以此来形成教

师与学生之间的真正的民主对话。其次，课堂生活还应该是一个允许学生展开批判甚至抗辩

的空间，学生不应该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当课堂生活中出现不公平的事件或者现象时，

学生可以在课堂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进行合理的批判或者抗议。最后，课堂生活还应当打

破传统的“静态”的知识课堂模式，使课堂成为一个可以活动的课堂。课堂生活不应该仅仅

是一个知识学习、知识演绎和知识记诵的课堂，更应该成为一个鼓励学生作为公民主体积极

参与的课堂。静态的课堂束缚了学生的身体、思维和主体性，而惟有活动的课堂才能解放学

生的身体、思维、主体性以及创造力。活动的课堂通过各种公民活动可以让教师与学生共同

参与其中，将打破僵硬的、封闭的、压抑的模式，而走向实践性、动态性与多元性。它使课

堂生活能够承担起培养公民的重任，实现公民教育的目标与使命。 

 

二、构筑民主的学校生活空间 

 

为了培育学生的公民意识和德性品质，必须在学校中构筑起民主的生活氛围，允许学生



积极参与学校的公共事务，形成民主的公民共同体。民主的学校公共生活，并非是没有任何

权威关系，而是一种权威与民主形成合力的公共生活。从辩证的角度来看，“民主”与“权

威”是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民主恰恰体现于对权威的法理限制和有效平衡之中；没

有无民主的权威，也没有无权威的民主。学校公共生活的民主建构，并非是要排斥一切的权

威要素，而是要把权威限制在法律或者公共规范所允许的限度之内，对权威加以理性的限制。

事实上，在教师与学生的交往关系中，教师需要承担起一定的权威角色与榜样作用，由此才

能对学生产生教育引导与正向规范的作用。
[5]
只不过这种权威必须受到民主生活的限制，不

能逾越学校公民共同体的实践要求，不能使权威成为一种滥用。权威只有在合理的限度之内，

接受民主程序和法理规范的检验，才能符合于学校民主生活和公民教育的需要，才不会由于

自身的过度膨胀而损害学校公共生活的建构。 

因此，构筑一种民主的学校公共生活，必须要使学校公共生活处于民主与权威的辩证关

系当中，使权威受到法理的有效规范，同时使民主成为真正的灵魂和核心。在民主生活空间

中，应实行民主的管理和决策，引导学生参与学校的公共管理活动，以此来培养学生的民主

精神。通过民主管理的实施，一方面可以促进学校管理的民主化，有利于提升学校的管理水

平；另一方面，它也可以促进学生以公民身份参与学校的管理、决策、讨论等公共生活之中，

使学生成为勇于行动、敢于行动、有能力行动的公民，同时也使整个学校生活中充满公共精

神氛围。在学校公共生活中，学校的组织管理是开放的，它摈弃了传统学校管理的封闭性、

等级性，实现了管理权利的民主变革。在民主的管理体制中，不论是普通教师还是学生，都

有资格成为学校管理决策的参与者和讨论者，都可以对学校的发展与变革提出自己的意见，

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从教师的角度而言，学校应当尽可能地把所有的教师都纳入到管理者

的团队当中，以“教师代表大会”、“全体教师会”、“教师工会”等形式来邀请普通教师参与

学校公共事务的管理决策。普通教师不再是局外人，而是管理团队的组成部分，是学校管理

的重要参与者。这种管理权力的赋予可以促进教师对于学校公民共同体的认同，使教师感觉

到自己是学校的重要成员，可以通过自身的公民行动来影响学校的管理决策。这无疑可以提

高教师的公民效能感，使教师感觉到作为公民主体的力量和荣耀。 

从学生的角度而言，学校公共生活不再只是把学生看作“知识人”，而是视为民主生活

中的“公民”。“知识人”的教育信条使得知识成为了学校教育唯一重要的事物，使得学生的

生活世界成为了一个“意义缺失的世界”。
[6]
在这种“知识人”的教育信条之下，学生只能

生活在一个缺乏道德内涵、公民内涵的世界当中，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充满着意义与信念（道

德信念和公民信念）的世界，而是一个枯燥的、苍白的知识世界。显然，学生的生活世界一

旦被压缩为狭隘的知识世界，那么学生的人格发展也就被知识化了，学生极有可能成为“单

向度”的人。为了防止这种“单向度化”，我们必须把学生纳入学校公民共同体之中，让学

生也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生活。学校要对学生进行“赋权”，给予学生权利，促进学生的公

民参与，允许学生在知识学习之外开展各种公民实践活动，尤其是要允许学生自主组织公民

社团，通过社团活动来参与公共生活。社团生活可以推动学校公民教育超越于课本和教室，

引导学生进入更为广阔的公共生活领域，从而使他们更好地成长为合格的社会公民。
[7]
学校



教育不仅仅是培养“知识人”，更为重要的是培养能够适应未来社会生活的合格公民。因此，

学校教育应当鼓励学生成立各种社团组织，比如公益社团、志愿者社团、社会服务社团等等，

参与学校以及社会的公共生活实践，通过公共生活实践来锻炼他们的公民精神和公民能力，

以此培育他们更为健全的公民品格。 

总之，通过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参与，通过学校公民共同体的建构，学校生活将不再是一

个充满着控制与被控制，管理与被管理、规训与被规训的生活，而是一个体现着民主精神和

公共品格的公民生活。在公民生活当中，教师与学生分享平等的公民身份，共同参与学校的

公共管理和公共生活实践。这不仅可以使教师的公民品质得到有效的提升，同时更可以使学

生的公民品质和公共精神得到有效的增强。而教师与学生所共同组成的学校公民共同体也将

在民主的生活方式中得以形成和发展，最终促进学校公共生活的民主建构。 

 

三、构筑学校生活与社区生活的有效联结 

 

社区生活是公民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教育通过引导学生参与社区生活、社区

服务，可以更有效地提升公民教育的效果。显然，公民教育不能仅仅依赖于公民理论知识的

授受，更为重要的是要以具体的公民实践活动为基础来促进学生的公民体验和公民信念的发

展，从而陶冶、培育学生的公民品质和公共精神。因此，学校公共生活的建构，不仅要在学

校范围内展开，同时还应走出学校、走进社会，通过学校生活与社区生活的联结，引导学生

在更广阔的公民实践中锻炼自身的公民能力，发展自身的公民品质。 

为了构筑学校生活与社区生活的有效联结，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参与到社区的生活实践当

中，以公民的视角来审视社区的公共生活，努力去解决社区的公共问题。教师要引导学生去

了解身边的社区生活，引导学生去挖掘社区生活中的比较突出的公共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具

有紧迫性，因为它影响了社区生活，给社区造成了很大的不便甚至危害。这可以让学生意识

到参与社区公共生活的重要性，并积极投入解决社区问题的行动。社区的公共问题的发现、

确定、分析和解决可以有教师的参与，由教师提供相关的问题假设，学生在其思路下去继续

探索和分析。当然，也可以由学生或者学生团队自觉地去发掘社区公共生活中的问题，让学

生们成为社区问题分析的主体，同时也让学生自始自终成为整个社区活动的主导者，成为主

体性的公民实践者。美国公民教育专家沃尔特•帕克（Walter C. Parker）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非常好的社区实践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学生自己去寻找社区公共问题，并且展开了讨论与研

究，最终提出了解决社区问题的治理方案：
[8]
 

“在华盛顿的爱威雷特附近的一所小学，孩子们决定对一条名为鸽子溪的肮脏的小河流

做点什么。他们对鸽子溪变得如此脏感到很震惊，鲑鱼也不到那儿产卵。孩子们就决定‘认

领’它。„„孩子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为班里弄一个养鱼缸来，在其中养数千个鲑鱼卵。同

时，他们和社区的人们一起清理小溪。垃圾被移走了，孩子们还竖起一块‘请勿倾倒垃圾’

的标识。当鱼卵孵出以后，学生将它们投放进鸽子溪，并将小溪管理起来保证它的清洁。” 

 



在这个案例中，孩子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并且亟待解决的社区公共问题：一条被化

工业品和生活废料污染了的肮脏的小溪。这条小溪破坏了社区里的卫生环境和生态平衡，影

响了社区居民的健康生活，为社区带来了环境方面的隐患。基于此，孩子们从社区公民的角

度出发来审视“被污染的河水”、“垃圾倾倒”、“工业废气”等问题。围绕这样一些问题，学

生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当作社区生活中的公民主体，并且在不知不觉中投身于这些公共问题

的分析、探索和解决。对于这些社区生活中的问题的发现和分析，潜在地培养了学生的公民

素质，同时也使他们更好地将自身与社区生活联结在一起，把自己看作是社区生活的组成部

分，意识到保护社区公共生活是每一个社区公民的责任。 

在发现了社区公共生活中的问题之后，教师应进一步鼓励学生或者学生团体来共同分析

公共问题，从而为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基础。教师应引导学生投入到对社区公共问题的原因分

析当中，比如肮脏的小溪、遍地的垃圾、拥堵的交通、混乱的环境等等。学生作为公民同体

的成员，必须在个体思考和团队合作的基础上去思考社区公共问题的原因何在？是因为化工

厂的高度污染，人口的过于密集，还是因为社区居民不顾社会公德在生活区和溪流中随意倾

倒垃圾？学生必须到社区中进行实地的调查、访问和分析。学生可以面对面地接触社区中的

居民，向他们了解社区的实际状况，从而分析和探索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社区公共问题的

产生。在社区调查过程中，教师需要引导学生作出详细的调查计划，形成调查的整体思路，

以及设计相关的访谈提纲。在社区调查和访问中，教师可以陪同学生一起进入社区参与问题

的分析，当然，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教师也应允许学生进行独立自主的调查活动和访谈活

动，培养他们的自主探究和自主行动的公民能力。 

此后，学生应就社区公共问题提出一个可供选择的解决策略。学生的社区实践并不仅仅

限于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去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解决问题的

思考活动和实践活动中，学生才有可能真正体会公民的价值，同时也才能真正体会到成为一

个公民的困难之处。因此，在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教师应鼓励学生去思考解决社

区问题的策略和方案，尤其是要鼓励学生依靠公民团队的合作方式来研究策略和方案。因为，

公民个体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通过团队合作不仅可以更有效地提出解决策略，同时也可以

更好地发展学生的公民共同体精神。提出解决策略，可以促使学生更周详地研究问题，同时

以谨慎地态度来进行方案的策划。教师和学生们应共同思考和探索解决方案，尤其是必须发

挥出学生的公民合作精神，通过公民团体的共同努力，在实际的社区公共问题和公共生活的

背景上来研究解决方案。这不仅可以提高公民的团体精神，同时还可以提高公民的思考、批

判和创造的能力，全面地提升学生的公民素质。 

最后，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教师应引导学生将社区问题的解决方案运用于社区实践，

促进社区的发展。社区问题的解决往往是错综复杂的，有些问题的解决涉及到整个社区的各

个机构和各个部门，比如卫生部门、执法部门、行政管理部门等等。所以，要完全依靠学生

来解决社区问题，有很大的困难。虽然如此，教师仍然应引导学生以及学生团队去行动，即

使无法彻底解决社区公共问题，但是至少可以为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行的方案，同时在解决社

区问题的过程中检验和反思方案的合理性和操作性。在解决社区公共问题的过程中，教师与



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社区居民之间所形成的是一种既合作又冲突的公民关系，

学生可以在这种公民关系中锻炼交往与沟通的能力，同时培养出一种乐于合作、善于合作的

公民共同体意识。因此，社区服务活动的最重要的成果，并不在于它给社区生活带来了多大

的改造和变化，而在于它是一个公民成长的过程。它可以让学生作为一个公民主体和公民团

队来思考、合作、实践和行动，让他们对公民生活和公民价值观产生更深刻的、更真切的体

验，这将使他们形成更稳固的公民情感、公民态度乃至公民信念。通过社区生活实践，学生

的公民人格将不再是“分裂的人格”，而是成为“整全的人格”。他们的公民精神和合作意识

将在社区服务活动中得到全面的发展，这种发展是真实而具体的。 

总而言之，为了更好地促进学校公共生活的建构，我们应促进课堂生活中的合作学习，

使教师与学生均能在课堂生活空间中发挥出公民主体性，成为课堂生活的主人；同时，推进

学校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生活，通过向普通教师与学生的“公民赋权”，使他们组成学校管理

的公民共同体，共同参与学校公共事务的治理；并且，努力实现学校生活与社区生活的有效

联结，引导学生参与社区公共生活，为社区公共问题的解决贡献公民力量，同时也在社区生

活实践中不断地锻炼自身的公民品质。通过这几个方面的整体建构，教师与学生将通过学校

公共生活而分享公共价值，形成公民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以及社会关怀意识，最终促进学

生的公民品质和公共精神的健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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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s public life: Surpass the solitary citizenship  

Ye Fei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because of the lack of public life style and the flooded competitionism in modern 

schoo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izens turns to be solidary and departed. It cultivates the 

solidary citizens in schools, not the cooperative citizens.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students’cooperative spirit and public character, we should reconstruct the school’s public life, 

and introduce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school public life and social public life. In this situation, 

students can experience and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public values, such as citizen 

cooperation, citizen solidary, and citizen careness. It can cultivate the public spirit and citizen 

morality efficiently. If we want to realize the goal of constructing school’s public life, we should 

cultivate the cooperative learning system in classroom, develop the dimocratic spirit in school 

order, and tight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life and community life. And then, it can 

establish the publicity of school life and value orientation, and develop students’citizen character 

finally. 

[Key words]:solitary citizens; school’s public life; citizenship education; community 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