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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二中、三中全

会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切实把立德

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进一步增强中小学

德育的时代性、规律性、实效性，教育部及时出

台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

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文件开宗

明义要求从五个方面“充分体现时代性，加强

中小学德育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在提倡“加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强调“加强公

民意识教育”、“加强生态文明教育”，极具时代

针对性。

从根本上说，传统文化教育、公民意识教育、

生态文明教育这三大维度，都是公民意识教育的

重要内容。本文愿意就这三个维度，分享加强公

民意识教育的一些体会。

一、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让“中国公民”的文化意识落地生根

在中国的土地上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当然

首先是要加强“中国公民”意识的教育。任何社

会的公民都有其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身份。纵观

世界各国的公民教育，无不将本国文化与传统

的教育看成是义不容辞的重大教育课题。因为

没有文化认同，就会模糊国家认同。不认同中国

的历史与文化，当然就很难确认“中国人”的文

化身份。

由于文革时期的极左思想等原因，我们曾经

将“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其结果是从文

化根基、教育逻辑上都做了“断根”手术，不仅中

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不能弘扬，而且使许多人

失去文化的根基，价值迷茫、行为失范。这一“无

根的德育”是我国德育长期实效不高的重要原因

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数次出台文件强调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最近一段时间许多有识之士都以

不同形式呼吁并实践传统文化教育，道理也都在

这里。

毫无疑问，只有努力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才能让“中国公民”意识落地生根。当然，加

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学校德育来说并

非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一方面，教育工作者必

须慎重处理好传统文化的“去粗取精”的筛选工

作，防止不合时宜的封建伦理以传统文化之名妨

害现代公民意识的养成。另一方面，学校德育还

应当将中国公民与世界公民身份做有效的链接，

避免对其他文化的漠视、排斥、歧视，让优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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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世界文明成果同时成为广大青少年健康

成长的精神营养源。

二、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让“中国公民”的民主法治意识落地生根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的核心使命是要促进学

生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

理念。这一点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及《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都已

经做出过明晰的界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将“完善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推

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最重

要的是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学校加

强公民意识教育应当与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

目标建立有机的联接。因为惟有制度的主体（人）

实现了现代化，社会制度的现代化才有可能。否

则，正如社会学大师英格尔斯曾经指出的：再现

代化的机器，在一帮原始人手里也会变成一堆无

用的废纸！民主法制建立，向来是与公民意识、公

民素养的提高紧密关联的。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

参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而缺乏公民

素养的民主参与又会导致公民权利的实质丧失

与社会发展的混乱。这一点只要看一些发展中国

家和地区的“民主乱象”，就不难得出结论。因此，

在新的形势下，公民意识教育具有前所未有的重

要性。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最要紧的是要让公民意

识教育落到实处。教育工作者应当十分清醒地认

识到：在一个封建历史十分漫长的文化里，树立

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是

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重任。要切实加强公民意识

教育，首先是要在学校文化中确立上述理念，使

之成为学校日常生活的最重要品质；其次是要在

课程建设、德育活动等方面旗帜鲜明地开展公民

意识教育，让“中国公民”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

公平正义的意识落地生根。

三、加强生态文明教育，

让“中国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落地生根

毫无疑问，生态文明教育已经成为中国教育

的当务之急。其现实的原因当然是严重的环境污

染。而从公民教育的视角看，加强生态文明教育，

也是公民意识教育的当然内容。

一般说来，公民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是要培

育健全的公民权利意识。而生活在良好生态之

中的生态权利，乃是继公民的民事权利、政治权

利等第一代人权、社会与经济权利等第二代人权

之后的第三代人权。生态权是当代社会发展的

产物，更是世界各国公民意识教育的重点内容

之一。

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生态文明教育

还处在起步阶段。但是由于环境的急剧恶化已

经使得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影响老百姓日常生活

质量的重要民生问题，因而生态文明建设也是

当代中国面临的最重大政治任务之一。负责任、

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都应该起而行之，采取具

体措施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切实履行世界公民

的教育责任。

总而言之，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中国公民意

识培养的基础，民主法治教育是现代公民意识教

育的核心，生态文明教育是世界公民教育的重

点。这三大维度，都是当前我国加强公民意识教

育的重要课题。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就一定要直面回应这些最迫切、最重要、最现

实的时代课题。
（责任编辑 王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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