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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民社会在我国的迅速成长已是不争的事实，学校道德教育应当根据紧密结合

中国公民社会的特点做出自己的选择。从“传统与现代、积极和消极、形式和内容、封闭和

开放”的角度来看，公民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公民道德教育成为学校道德教育的当务之急、首

要之选；合作型的公民社会取向要求培养公民的合作意识、协商和对话精神；我国公民社会

的文化传统为公民道德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内容选项”；我国公民社会的初始性、差异性决

定了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的开放性、实践性品格。 

［关键词］公民社会；道德教育；公民道德教育 

[作者简介]唐汉卫，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 济南 25001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公民社会在不断成长和发育。中国公民社会的出现，应该说既是

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必然趋势，也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根本标志。正是这一重大的、

带有鲜明的历史转型意义的社会变革应该成为我们思考当下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改革和发

展的基本社会历史前提，新时期的教育实践应该在积极面对和参与这一变革的过程中成为新

的社会历史的重要推手。然而，在言及中国的公民社会和公民教育时，就不能一般而论，或

者是把西方语境中的公民社会、公民教育概念、理论和实践范式直接引入并宗为经典，因为

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公民社会除了在类的、全球的意义上具有一般性、普遍性、共同性的特征

外，还都具有鲜明的历史性、文化性和区域性特点，在尊重共性和历史规律的前提下，中国

的公民教育也应当紧密结合中国公民社会自身的历史进程和特质，创造性地做出自己的选

择。 

一、合作型的公民社会取向要求培养公民的合作意识、协商和对话精神 

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公民社会既有其共性的一面，但又不完全一致，甚至

差异很大，不同形态的公民社会给中国的公民社会建设提供宝贵历史经验、启示的同时，也

昭示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必须顾及自己的历史和现实，走自己的路。“无论是公民的理论

还是实践，都是永远随着特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可以令人信服地认

为，公民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正好有赖于其实际的弹性”。
［1］

我们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

公民社会，也是迫切需要关注的、值得深思远虑的现实课题。建设合作型的公民社会，是实

现善治的切实需要，是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公民社会建设的共同选择。善治，是公共利益最



大化的社会治理过程，而要想实现公共领域的全面治理，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单靠政府的

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仅靠市场也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政府、市场、社会的全面有效合作。因

此，目前世界各国提倡建设公民社会，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治理、为公共领域提供更好的

社会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每个公民自身的价值。从各国的经验来

看，包括东亚的韩国、新加坡、日本，还有欧洲大多数大陆国家，如德国、瑞典、意大利，

以及多数拉美国家，均是采取法团主义或者说是合作主义的路径来建立公民社会的。显然，

建设合作型的公民社会理应成为我们未来的选择。建设合作型的公民社会，对当前的公民道

德教育、对公民人格提出了宏观上的、方向性的要求，即新时期的公民不仅要具有独立人格、

追求自由平等、具有批判和反省精神，同时，更要具有合作的愿望、意识和能力，具有协商

和对话精神。这既是建设合作型公民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是个体成长的基本要求，人只有在

与他人的合作中才能更好地改善自己的生活、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价值。实际上，自由和

合作并不矛盾：积极的自由总是和高层次的合作相勾连，真正的合作一定是基于自由平等基

础上的合作。无可置疑，权利和自由是现代社会中公民之所以为公民的基本标识 ，“正是这

种自由使得公民区别于臣民（subject）。相应的，公民的本质特征就是警惕地捍卫他的权利

与自由。道德就在于个体的人的充分发展，而公民身份则为之实现而提供了必要的自由。”
［2］

但权利总是和责任联系在一起，自由也不可以滥用，更不是个体的任性。同时，合作也不是

一方对另一方的简单的依附、无原则无底线的附和，而是双方在平等基础上的、在现代契约

理念下的积极配合、沟通和协调，共谋公共生活和公共秩序的最优化。所以，培养合作型的

人格，倡导协商、对话的价值取向至关重要，它直接事关公民社会的成败，关系到公民是否

能真正成为一个理性的、积极的“好公民”。具体来说，合作、协商和对话，意味着尊重、

理解、耐心、宽容、节制、表达等要素，不仅是一种或一组价值观、态度，也是十分重要的

技巧和技能。在现代成熟的公民社会和公民教育中，上述价值观、态度及相关技能已在中小

学通过课程设置、学生管理、学校文化等方面得到系统的贯彻，成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内核。

在我国，合作、协商和对话在中小学道德教育、传统文化教育中有所体现，但作为现代公民

教育的要件，和自由、平等、公民责任联系在一起，和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的维护相关联，

进而作为公民道德教育的方向性要求进行系统把握和思考、进而落实于实践还比较少见。 

二、我国公民社会的文化传统为公民道德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内容选项” 

如果说，对以独立人格、自由平等为特质的现代公民道德教育的推崇为学校道德教育指

出了根本的方向，对合作、协商、对话精神的强调则是要表明这种独立人格不是用于简单地

为我或对抗，而是需要与他人的合作与共存，那么，对我国公民浸润其中的文化传统的关注、



对美德的寻求则为公民成为一个有深度、有教养的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内容选项”。在某

种意义上，自由、权利都是对现代公民人格、公民特质的形式意义上的表达，每个公民究竟

要运用这种自由和权利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追问什么样的人生才有

意义，虽然个体可以独立选择，但选择从来都不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选择本身也需要依

托、需要选项，即便是创造，也需要在原有的内容基础上的更新和拓展。人总是生活在历史

和一定的文化谱系之中，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剥离了人所处的文化传统任由公民自由的选择和

创造。换句话说，没有超越历史的抽象的自由。这一方面是指，历史为人的自由的运用、选

择提供了内容。人总是在历史传统中做出选择，人没法离开自身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传统，

人在精神情感上、生活方式上首先是特定文化的继承者，任何自由的选择都必然是在自己的

文化传统基础上做出的。人无论做出任何选择都会打上自身文化的烙印，人从生下来就与自

己的文化融为一体、无法分离。另一方面，历史为人的自由选择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同时也

提供了一定的规约、限制和边界。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现代公民道德教育之核心关注点的自

由、权利等固然重要，乃至必须作为首选，但要时刻关注特定国家的历史进程和历史文化传

统，只有这样，前者才有实质性的内涵、意义和可能，后者也有了新的历史方向和时代坐标。

所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生活和公民教育无不打上各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烙印。无

论从文化遗产的继承、文化传统的延续，还是从公民生活的开展、公民个体内在人格修养的

需要来看，文化传统中的传统文化和美德的滋养都是极为必要的。一是对传统文化和美德的

取舍和鉴别。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不仅从体量上讲是一个极为复杂、庞大的体系，而

且从内在价值取向上看也是千差万别、各有不同。应该承认，以儒家文化为典型代表的传统

文化和美德尽管从学理上、从根本上难以开拓出、自然地生长出现代性价值观，但我国社会

的传统美德有许多和现代性价值观并不矛盾，反而能为现代公民道德教育所倡导的价值观提

供重要的文化支撑和历史借鉴，像民本、贵生、自强、担当等；有的则可以为现代性价值观

的缺陷提供重要的弥补和纠偏，比如和谐、重义、克己等思想。对那些与现代性价值观从根

本上相矛盾的、冲突的部分，有些需要做出新的解释，而有些可能的确需要抛弃。明辨是非、

为我所用，应该成为对待传统美德的基本立场。“其中有些是不可调和的，那就应明辨是非，

以符合现代生活为准。”
［3］

当前对文化复兴的倡导、对传统文化教育的强调固然是好事，但

要在批判、鉴别的意义上予以取舍，使之成为公民意识生长的积极因素，而不是阻碍历史进

步的力量。二是要以包容、开放的态度对待其他文化传统的“美德选项”。对学生进行经过

审视的、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开新”意义上的传统美德教育并不必然排斥现实生活、开放世

界中的其他“美德选项”。这不仅是公民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应有之义——正视和直面世



界和我国文化多元的现实，在遵守公共道德和公民精神的前提下尊重个体生活的道德选择，

其他文化谱系及其内在的美德要求如同儒家文化一样，无论对公民精神的养成还是个体心性

的修养，都未尝不是一种资源、管道和凭借，关键是如何看待和利用这些选项，教育的作用

即在于此。而且，以包容、开放、积极对话的态度对待其他事物特别是其他的文化传统和美

德历来也是我国的传统美德所倡导的，这也体现了我国的文化传统：包容、共生、不断吸纳

外来文化，和而不同、有容乃大。再进一步讲，这也构成了我国传统文化再生的契机：百年

来的中西文化相遇只欠缺理性、平和、开放的态度，更欠缺在正确的态度指导下持之以恒的

探索和实践——对待自我不是自卑就是自大、对待西方不是抬高就是压制，这也正是今天既

要反左又要反右、抛弃各种极端思想、重拾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原因。“如何防止各种极

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

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4］

就此而言，基于现代公民社会、公民教育的视角来检讨传统文化

的承续，反思中西文化交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审视公民人格的构成，也未尝不是为传统文

化的新生乃至为中国道路和中国解释框架的形成提供别样的探究路径。 

三、我国公民社会的初始性、差异性决定了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的开放性、实践性品格 

我国的公民社会从总体上还处于初始化阶段，远未形成自己的相对成熟、稳定的特色、

传统和模式，或者说我们的“范式”还在谋划、设计、探索之中。从现实的状态来看，我国

公民社会的内部差异性非常明显，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等差异显著。我国的公民

社会尽管需要理论自觉，需要谋划和设计，但又不是可以订制的、理想蓝本的自动展开；需

要借鉴先进，但一定又不是囿于某种特定的概念和西方模式的简单移植；需要基于历史和现

实，但也不应该成为对某种教条化的中国特色的偏执。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应是基于中国历

史进程的不断探索和改进，是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的探索和实践过程。正是公民社会的初始性、

未完成性决定了公民道德教育的开放性、实践性品格。开放性，是说当前公民道德教育的理

论和实践首先要做的还不是封闭式的自我欣赏，或者由于担心失去自我而一味强调中国的不

同，而是要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以开放、理性的心态面对人类文明共识和历史发展大势，

面对世界各个国家公民道德建设、公民道德教育的智慧和经验，在参与世界文明大合唱的过

程中、在积极学习和借鉴他国公民教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只有保持“从世

界看中国、从未来看现在”的姿态，才能不断地校准，不断寻找和确认前行的方向。历史经

验告诉我们：历史上的开放与包容曾造就了中华文明的鼎盛与辉煌，更新了中华文明的版本

和范式。未来要想真正做到文化复兴，建立中国特色的公民道德和道德教育范式，只有更为

开放和包容，吸收一切积极的因素为我所用。另外，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存能力和独特魅力也



使得我们在增强公民道德教育的开放性上不用担心失去自我，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上，中

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中华文明给世界贡献的独特范式过去、现在、将来都不曾也

不会失去其重要的存在价值，从而具有永恒的意义。开放不仅是对外，同时也包括对内。三

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经济领域是这样，教育领域也是同样的道理。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的综合改革、简政放权等举措给公民道德教育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实践

性，则包含以下含义。其一，在具体操作中，公民实践和行动是公民道德教育的不二法门，

“作为一个公民而发挥作用要求我们投入到一种与私人的、仅仅是对于个人利益的追求相对

立的公共实践中去”。
［5］

其二，是说各个地区、各个层面的公民道德教育的实践一定是本土

化的、个性化的和人本化的，是“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是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

是在一步一步地培养生活中切实需要的公民。实践性，突出了公民道德教育的本土性、在地

化和历史性特征，换成一句时髦的口号就是：“国际化视野，本土化行动”。其三，实践性，

在另一层意义上是说，公民道德教育从宏观上来看，其本身只有在广泛开展公民道德教育的

实践、在不断地探索中才能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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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tions of School Moral Education Viewed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ivil 

Society 

Tang Hanwei 

Abstract：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has become an undisputed fact. 

Therefore，the school moral education should make its own alternatives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s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Judg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eing "traditional and modern，positive 

and negative，formal and substantial, closed and open"，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makes the citizen moral education a key priority；the cooperative orientation of civil society 

requires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pirit of teamwork，negotiation and dialogue，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 

Chinese civil society endows the citizen moral education with important "content options" . 

Meanwhile， the initial stage and diversity of Chinese civil society have determined its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open and 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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