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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品格与公民课程改革研究

———兼论我国的德育课程一体化建设
*

吴小玮

摘要 加强德育课程一体化建设，是整体规划大中小幼德育体系的重要环节，也是提高德育

实效性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分析新加坡围绕品格与公民教育开展的课程改革，试图为我国

德育课程一体化建设路径提供借鉴和思考。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规划德育课程

体系的过程中，应注重课程目标的一体化衔接、课程结构和内容的有机整合，教学方法策略及

评价模式的合理运用，推动不同学段德育课程的体系化架构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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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加坡开启了以价值观教育为引领的品格与公民课程改革，逐步

构建起衔接大学预科、中学、小学的德育课程体系，分析这一体系的价值导向、
学习目标、课程结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策略等，能为我国德育课程一体化

建设提 供 借 鉴 和 思 考。2011 年，新 加 坡 教 育 部 提 出 要 建 立“以 学 生 为 本

( student-centric) 、以价值观为导向( Values-driven) 的教育体系”［1］。品格与公

民教育(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简称 CCE) 一直被作为整个新加坡

教育体系的核心之一。2014 年，新加坡教育部开始实施品格与公民课程改革，

分别颁布中学和小学的 CCE 课程标准，继而于 2016 年颁布大学预科 ( Pre-
University) 的 CCE 课程标准。至此，三份课程标准共同呈现出一个贯穿大中小

学并逐层衔接、循序递进的德育课程体系。

一、核心价值观教育引领下的新加坡品格与公民课程改革

美国新品格运动的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大多认为，几种价值观和美德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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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作用将能奠定个体的良好品格。① 新加坡 CCE 课程标准的制定者也持有相

同的取向，认为拥有坚定价值观的个体在生活中将会表现更出色，生活更和谐，

懂得关怀他人。“换言之，学生能够拥有坚实的基础以抓住未来的机会去寻找成

就感和获得成功。”［2］在国家层面上，培养每一名学生的优秀品格和坚定价值观，

能塑造有责任心的公民，铸就国家的未来。“一个具有良好品格并对社会有所贡

献的新加坡公民，必须以核心价值观为基础。这些核心价值观指引学生明辨是

非，帮助他们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并认清自己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3］

引领新加坡教育体系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源自于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新加坡家

庭价值观、新加坡 21 远景以及国民教育信息( 具体内容如下表 1 所示)。新加坡共

同价值观主要体现了新加坡社会各界的价值诉求和价值选择;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

组成单位，也是人们进行社会生活实践尤其是践行若干价值观的重要场所; 新加坡

21 远景以及国民教育信息则体现了对新加坡国民的期待和对国家发展的愿景。

表 1 新加坡核心价值观的信息来源

名 称 具 体 内 容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
国家至上，社会优先; 家庭为根，社会为本; 关怀扶持，同舟共济; 求同
存异，协商共识; 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新加坡家庭价值观 亲爱关怀、互敬互重、孝顺尊长、忠诚承诺、和谐沟通

新加坡 21 远景
心系祖国，志在四方; 家和民旺，立国之本; 各尽所能，各有贡献; 机遇
处处，人才济济; 群策群力，当仁不让

国民教育信息
新加坡是我们的祖国，我们生活的地方; 我们必须维系种族和宗教的
和谐; 我们必须任人为贤，避免营私舞弊; 我们必须自力更生; 我们必
须靠自己的力量捍卫新加坡; 我们对未来充满自信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白皮书》( 1991) 、新加坡《公民与道德教育课程标准》
( 2007) 等整理。新加坡核心价值观与信息来源对应关系可参考: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yllabus Secondary［M］． Singapore: Student Development Curriculum Division，2014: 31．

考量“新趋势和世界走向，包括社会结构的变化、环球化和科技发展”，面

向各级学校，新加坡的公民与品格教育提出了尊重、责任、坚毅不屈、正直、关

爱与和谐这六项核心价值观念，将之视为“21 世纪素养框架”的核心，更是“品

格的基础、提供行为指南”: 一个能肯定自我和肯定他人的人，会尊重自己和他

人; 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了解他对自己、家庭、社区、国家和世界应尽的责任，并

满怀爱心，全力履行职责; 一个坚毅不屈的人拥有坚强的意志，面对挑战时不

屈不挠，并具备勇气、乐观的态度和应变能力; 一个正直的人会坚持自己的道

德原则，并有道德勇气为正义挺身而出; 一个懂得关爱的人待人处世会表现出

① 具代表性的有: Ｒyan，K． ＆ Mclean，G． Character Education in Schools and Beyond［M］． NewYork:
Praeger，1987; Marvin W． Berkowitz． The Complete Moral Person: Anatomy and Formation［A］． DuBois，J． M．
Moral Issues in Psychology: Personalist Contributions to Selected Problems［C］． Lanhan，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7: 11-41; William J． Bennett． The Book of Virtues for Young People: A Treasury of Great Moral
Stories［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Books for Young Ｒeaders，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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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与同情心，并为改善社会和世界做出贡献; 一个重视和谐的人寻求内在的

快乐，提倡社会团结，并重视在多元文化社会中求同存异的精神。［4］

新加坡品格与公民课程改革还强调了核心价值观和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
与公民道德相关的技能( 也称为“公民意识、环球意识与跨文化沟通技能”) 的内

在联系。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可归纳成五种相互关联的技能: 自我意识、自我管

理、社会意识、关系管理、负责任的决定。学习这些技能“帮助学生学会如何控制

情绪、关怀他人、作出负责任的决定、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有效地应付生活

中的挑战”。［5］社交与情绪管理教学的指导原则中指出，核心价值观指导着个体

行为，个体行为必须立足于价值观，否则会导致目的和行为的不连贯; 在稳固价

值观基础上，有着社交情绪管理技能的儿童，将能显示出良好的品格和公民素

养。［6］公民意识、环球意识与跨文化沟通技能的培养有助于学生在未来活跃于社

区生活，具有社会文化敏感度和认知度、国家与文化认同感以及环球意识。

二、新加坡品格与公民课程的一体化建构

新加坡品格与公民课程改革将适合本国国情的核心价值观念融入课程目

标当中，主要运用了横向整合、纵向整合、内容整合的方式设计大中小三个学

段的课程结构。品格与公民教育课作为衔接大学预科、中学、小学的核心课

程，其教学内容主要基于身份、人际关系、抉择三个以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概

念，延伸出不同生活层面的关键性问题。具体的课程教学中，强调运用注重学

生学习过程的教学方法和策略，以及多样化的评估工具和策略，帮助学生理解

“为什么”及“怎么做”，使他们掌握技能的同时更通过行动与反思深化价值观。
( 一) 课程目标: 凸显价值观

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以“传递价值观和培养技能，使学生成为一个具有

良好品德的公民，并为社会做出贡献”［7］为总目标。围绕相应的核心价值观，

再结合社交情绪管理技能，新加坡的 CCE 课程标准中统一将 8 项学习成果作

为具体目标，再分学段制定关键阶段成果，构建了一个衔接大中小学的课程目

标结构。
表 2 新加坡小学、中学、大学预科 CCE 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关键阶段成果

小 学 中 学 大学预科

核心
价值观

社交与情绪
管理技能

成果 1: 具 有 自
我意 识，并 能 运
用自我管理技能
实现个人身心健
康和效益

为自己的工作
感到自豪
养成健康的习
惯和艺术意识
能够辨别是非

对自己的学习
负责
享 受 体 育 运
动，欣赏艺术
作风正派

有目的地追求
卓越
追求健康的生
活 方 式，欣 赏
美学
有坚持正义的
勇气

责任
自我意识
自 我 管 理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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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学习成果
关键阶段成果

小 学 中 学 大学预科

核心
价值观

社交与情绪
管理技能

成果 2: 为 人 正
直，并 以 道 德 伦
理为依据做出负
责任的决定

能 够 合 作、分
享和关心他人

能够进行团队
工 作 和 同 情
他人

能够跨文化合
作并承担责任

正直
负责任的决
定

成果 3: 具 有 社
会意 识，并 运 用
人际沟通技巧建
立和维持相互尊
重的良好关系

了解自己的优
势和发展领域

相信自己的能
力并能够做出
改变

面对逆境时有
韧性

尊重
社会意识
人际关系管
理

成果 4: 具 有 坚
毅不 屈 的 精 神，
并有能力把挑战
转化为机遇

对事物有强烈
的好奇心

富有创造力和
探究精神

创新进取
坚毅
不屈

自我意识
自我管理
社会意识
人际关系管
理
负责任的决
定

成果 5: 以 身 为
新加 坡 人 为 豪，
对新加坡充满归
属感，并 致 力 于
国家的建设

了解并热爱新
加坡

信赖新加坡并
了解新加坡的
重要性

以作为新加坡
人 为 荣，了 解
新加坡与世界
的关系

责任
自我意识
社会意识

成果 6: 珍 惜 新
加坡多元文化社
会的 特 性，并 促
进社会凝聚力

能够与他人合
作、分 享 并 关
心他人
能够自信地思
考和表达自己

能够在团队中
工作并表现出
对 他 人 的 同
情心
能够欣赏不同
观点并进行有
效沟通

能够跨文化合
作并承担社会
责任
有批判性思维
和 沟 通 说 服
能力

尊重
和谐

自我意识
社会意识
人 际 关 系
管理

成果 7: 关 怀 他
人，并 积 极 为 社
区和国家的繁荣
发展做出贡献

了解自己的优
势和发展领域
能够与他人合
作、分 享 并 关
心他人
对事物有强烈
的好奇心

相信自己的能
力并能够适应
变化
能够在团队中
工作并表现出
对 他 人 的 同
情心
富有创造力和
探究精神

面对逆境时有
韧性
能够跨文化合
作并承担社会
责任
创新进取

责任
关心

人 际 关 系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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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学习成果
关键阶段成果

小 学 中 学 大学预科

核心
价值观

社交与情绪
管理技能

成果 8: 身 为 一
名有见识和负责
任的 公 民，及 时
对社 区、国 家 和
全球性课题进行
反思并做出回应

能够辨别是非
能够自信地思
考和表达自己
了解和热爱新
加坡

有道德正义感
能够欣赏不同
观点并进行有
效沟通
信赖新加坡并
知道新加坡的
重要性

有支持正确事
物的道德勇气
有批判性思维
和 沟 通 说 服
能力
以作为新加坡
人 为 荣，了 解
新加坡与世界
的关系

尊重
责任

社会意识

资 料 来 源: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yllabus Pre-University［M］．
Singapore: Student Development Curriculum Division，2016: 11-12．

结合表 2 呈现的内容可以发现，在编排方式上，成果 1 至 4 依据个体品格

塑造的要求，学习成果 5 至 8 则遵循公民的属性，“这些属性包括身份认知、文
化觉识以及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等”。［8］八项学习成果的文字表述中或直

接点明了“正直”、“尊重”、“坚毅不屈”等价值观，或将若干价值观具体化为

相应的个体品格与公民素养，在内容侧重上，尤其强调了责任和尊重这两项

价值观，里克纳曾论述:“这两项价值构成普遍的公共道德的核心”，“尊重意

味着认真对待某人或某事的价值”，以尊重为基础所延伸出的责任“强调我

们关爱他人的肯定性义务”［9］。关键性阶段成果以简单通俗的语言表述了

学生在不同学习阶段应逐步达成的目标，也是对相应价值观的理解、践行要

求。小学和中学阶段重在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同情心、好奇心、创造力和探究

精神，强调正确价值观的确立，“学生学会承担家庭以及社会责任; 同时也明

白自己在打造国家未来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10］; 大学预科生侧重创新进

取，学生能在进一步深刻理解价值观的基础上培养和运用批判性思维、创造

性思维以及沟通说服能力，“在课程辅导活动和学校活动中担任领导角色，

在更广泛的社区中通过发起活动来践行公民身份”，［11］最终长成为贡献新加

坡社会的公民。
( 二) 课程结构: 多维式整合

新加坡的品格与公民课程设置，主要运用了横向整合、纵向整合、内容整

合等方式以达成不同学段课程的衔接，呈现出了一个有主、有辅、有序的“一体

化”课程结构。纵向维度上，大中小三个学段均设置了品格与公民教育课作为

核心课程衔接始终，校本课程和品格与公民教育指导单元面向中小学开设，同

期水平 课 程 ( Cohort Level CCE ) 和 定 制 学 习 经 验 ( Customized CCE Learning
Experiences) 是为大学预科专门设计的课程。横向及内容维度上，品格与公民

教育课主要围绕与个体品格发展和公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概念、领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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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内容，实现不同学段的递进和衔接，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另一方面，根

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和不同教育阶段的具体目标，合理设置、调整不同学段乃至

年级的德育相关课程或课程内容。

表 3 新加坡小学、中学、大学预科 CCE 课程结构

学段 小 学 中 学 大学预科

课程
名称

品格与公民教育课

校本课程

指导单元: 性教育*

级任老师辅导课

品格与公民教育课 品格与公民教育课

校本课程 同期水平课程

指导单元: 教育与职业辅
导、性教育、网络健康

定制学习经验

* 小五、小六年级开设
资料来源: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yllabus Primary［M］． Singapore:

Student Development Curriculum Division，2014: 6;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yllabus Secondary［M］． Singapore: Student Development Curriculum Division，2014: 6;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yllabus Pre-University［M］． Singapore: Student Development Curriculum
Division，2016: 14．

小学、中学阶段开设的校本课程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学校依据现

有条件设计与学校愿景相符合的课程，可以利用周会进行相关的教学，也可以

根据学校价值观开展相关的课程; 品格与公民教育指导单元的内容则根据学

生年龄发展阶段特征有所调整。具体到小学阶段，级任老师辅导课程强调社

交与情绪管理技能的学习，主要由级任老师通过有意义的互动游戏活动与学

生培养感情，课程内容包括网络健康、教育与职业辅导、自我防卫的内容，帮助

学生在现实生活的具体情境中实践核心价值观以及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并

强调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五、六年级学生必修的品格与公民教育指导单元，

其主要内容是性教育课程，目标在于帮助学生理解性是人格的基本部分，树立

男女平等的正确异性观。［12］

与小学相较，中学阶段不再专门开设级任老师辅导课，但这一课程中的网

络健康、教育与职业辅导内容则纳入品格与公民教育指导单元当中。为此，新

加坡教育部还分别颁布了《中学教育与职业辅导课程标准( 2014 年) 》和《中学

网络健康课程标准( 2014 年) 》，作为相关课程教学的指导性文件。
面向大学预科阶段设计的品格与公民课可依据课程大纲所设定的“推进

新加坡发展”( Moving Singapore Forward) 、“与众不同”( Making a Difference) 、
“为未来做准备”( Being Ｒeady for the Future) 三个领域进行授课，也纳入了教

育与职业辅导、国民教育课程、价值观行动计划与思考、性教育、网络健康等课

程内容。同期水平课程涉及学校价值观课程、体验式学习、周会、个体或领导

力发展课程、职业招聘等延伸课程; 定制学习经验主要是同期水平课程中未包

括的，有助于实现品格与公民教育目标的学习经验，如学生领袖的领导力培

养、网络健康学生大使计划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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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课程内容:“生活中的关键问题”
作为衔接新加坡大中小学德育的核心课程，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的内容设

计首先择取了身份、人际关系、抉择三个概念。身份认同感与个人的价值观和

信念有关，有研究显示，一个人所秉持的价值观会影响个人的决心，因此，价值

观有助于加强身份认同感。［14］发展良好的身份认同感可以让个体清楚了解自

己的长处、短处以及独特性。［15］人际关系是影响儿童和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关键

因素之一，学生在与周围世界互动的过程中，更易于接纳自己在社会中所扮演

的角色，确立身份和志向; 同时，他们也会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对本身和他人所

造成的影响，明白自己对周围人的重要性。一个人所做的抉择反映了他的品

格及价值观，也直接影响他的行为; 抉择能够帮助学生把价值观付诸行动，即

使是在面临压力和考验时，都能做出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事。［16］据此，新加坡

CCE 课标中界定了三大概念重点并设计了相应的首要关键性问题。中小学阶

段，这些首要关键问题的设计意图在于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三个概念“是什

么”、“为什么”; 在大学预科阶段，问题设计侧重让学生结合个人的信念、目标

和价值观，他人的利益乃至社会的福祉思考“如何做”，做出自主的价值判断和

选择。

表 4 三大概念的重点和首要关键性问题

概念一: 身份 概念二: 人际关系 概念三: 抉择

三大概念的重点
( 学生必须知晓)

身份具有复杂性
身 份 影 响 观 点 与
人际关系

人 际 关 系 是 生 活 的
根本
人 际 关 系 随 着 时 间
改变

抉择塑造品格
抉 择 影 响 自 我 与
他人

首要关键性问题
( 中小学阶段)

我是谁?
我 和 别 人 有 什 么
不同?
我 怎 么 看 待 周 围
的人与 世界?

我 对 人 际 关 系 的 定
义是 什么?
为 什 么 要 建 立 人 际
关系?
我 与 他 人 的 关 系 如
何影 响别人和自己?

我 的 潜 能 与 志 向
是什么?
 我 能 做 出 什 么
抉择?
 我 该 如 何 做 出
抉择?

首要关键性问题
( 大学预科阶段)

什么定义了我?
我的价值观、信念
和目标是什么?

我 如 何 在 一 个 多 元
复杂 的 环 境 中 建 立 人
际关系?
我 的 人 际 关 系 是 如
何影响自己和他人的?

我 如 何 活 出 自 己
的价值观和信念?
我 该 如 何 做 出 明
智的 选 择 并 兼 顾 到
社会的福祉?

资料来源: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yllabus Primary［M］． Singapore:
Student Development Curriculum Division，2014: 11;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yllabus Secondary［M］． Singapore: Student Development Curriculum Division，2014: 10;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yllabus Pre-University［M］． Singapore: Student Development Curriculum
Division，2016: 28．

中小学阶段，新加坡 CCE 课程内容主要聚焦三大概念，以生活为半径，依

据个人、家庭、学校、社区、国家、世界六个层面延伸出了相应的关键性问题。



— 24 —

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围绕这些递进式的“生活中的关键问题”展开，并参考课标

中针对不同学段、不同层面所例举的生活情境设计相关活动，让学生更好地建

立对自身和社会的正确认知，于日常生活当中践行价值观。

表 5 三大概念的关键性问题

层面 焦 点
关键性问题

身 份 人际关系 抉 择

个人
自 我 肯 定 与
提升

我和 别 人 有 什 么 相
同之 处? 我 和 别 人
有什么不同之处?

我 的 自 我 概 念 和 自
我 管 理 方 式 如 何 影
响我与他人的关系?

我的 抉 择 如 何 让 自
己和他人受益?

家庭
加 强 家 庭 凝
聚力

我在 家 中 的 身 份 是
什么?

我 要 如 何 与 家 人 建
立 和 保 持 良 好 的
关系?

我的 言 行 举 止 如 何
影响家人和自己?

学校
建立正面良好
的友谊和培养
团队精神

在别人的心目中，我
是一个怎样的朋友?
我们 在 团 队 工 作 中
的角色是什么?

谁是 我 的 朋 友? 我
们要如何融洽相处?

我希 望 从 友 谊 中 得
到什 么? 我 们 要 如
何善 用 自 己 的 长 处
建立一个团队?

社区

了解我们的社
区，建 设 一 个
具 包 容 性 的
社区

具包 容 性 的 社 会 对
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在 一 个 具 包 容 性 的
社会中，我们如何相
互了解和沟通?

在建 立 具 包 容 性 的
社会的过程中，我们
的角色是什么?

国家
建立国家认同
感，重 视 国 家
建设

新 加 坡 人 有 什 么
特质?

我 与 他 人 的 关 系 对
国 家 的 建 设 有 何
助益?

我们 如 何 体 现 奉 献
精神，为新加坡的安
定和繁荣尽一份力?

世界* 心 系 祖 国，放
眼世界

我们 要 如 何 在 全 球
化世 界 里 做 一 个 积
极的公民?

我 们 要 如 何 在 一 个
全 球 化 的 世 界 里 与
他人进行交流?

我们 应 该 如 何 善 用
自己 的 长 处 和 能 力
来应 对 全 球 化 世 界
的需求?

* 世界层面适用于小五、小六及以上学段
资料来源: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yllabus Primary［M］． Singapore:

Student Development Curriculum Division，2014: 12．

如前所述，“推进新加坡发展”、“与众不同”、“为未来做准备”三个重点领

域提供了大学预科 CCE 课堂的探究主题。这些主题内容的设计同样呼应着身

份、人际关系、抉择三大概念及其衍生的“生活中的关键问题”。如“新加坡身

份”主题下设的话题“新加坡人的核心”、“新加坡身份是什么?”即是“身份”概

念在国家层面关键性问题的深化。对于“新加坡身份”的探讨又与对价值观的

理解和践行紧密联系: “探究今日新加坡社会成员所展示的价值观和态度，这

些价值观和态度与过去的不同和相似之处; 这些价值观和态度如何为新加坡

社会建设做出贡献……”［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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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新加坡大学预科 CCE 课程教学的重点领域及相关主题

重点领域 “推进新加坡发展” “与众不同” “为未来做准备”

主题
治理原则和国家重点政策
理解我们的挑战和机遇
新加坡身份

服务型领导者
探索和处理社区和社会
问题
倡导善行

我的职业身份
在全 球 化 的 世 界 中
工作
为变化做准备

资 料 来 源: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yllabus Pre-University［M］．
Singapore: Student Development Curriculum Division，2016: 31-33．

( 四) 教学与评价: 注重学习过程

品格与公民课程的教学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习

的过程，强调帮助学生理解“为什么”及“怎么做”而不是“做什么”，目的是帮

助学生掌握技能，通过行动与反思深化价值观。［18］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选用适当

的教学策略帮助学生学习，培养学生的道德推理、判断和抉择能力，注重引导

学生针对具体情况展开分析、判断，确定自己行为的各种依据并为之负责，将

自己个体行为的道德依据扩展到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

表 7 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的教学方法与策略

小学、中学 大 学 预 科

教学
方法

叙述法
设身处地考虑法
道德认知发展法
体验式学习
价值澄清法

合作与协作学习
情境和案例研究
体验式学习
价值澄清法

教学
策略

角色扮演
反思
对话
思考常规 ( Thinking Ｒoutines)
小组活动
合作学习
讨论圈( Circle Processes)
澄清( Clarify) 、培养学生对人和事物的敏感度
( Sensitise) 、影响( Influence) 的 CSI 提问过程

角色扮演
反思
辩论和对话
思考常规
小组讨论
循环进程
基于案例的推理
基于问题的学习
模拟议会 /大会堂
基于计算机的学习

资料来源: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yllabus Secondary［M］． Singapore:
Student Development Curriculum Division，2014: 27;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yllabus Pre-University［M］． Singapore: Student Development Curriculum Division，2016: 20-22．

如中小学常用的叙述法，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兴趣选择各种文化

故事、英雄故事或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加以讲述，学生也可以讲述亲身经历或自

编故事，重点在于教师综合与拓展个别学生的观点、鼓励学生之间的交流，引

导学生在讲述或思考故事的过程中辨识自己的想法、信念和价值观，帮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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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实践良好价值观的重要性。大学预科阶段，情境和案例研究则能使学生

将自己的知识应用于真实的问题中。学生在某些情境中扮演问题解决者的角

色，教师注重引导学生了解社会各方的情况、感受和利益，了解情境所描述的

问题和事件背后的因素，进而做出负责任的决策，培养应用于其他亲身经历的

知识、技能、价值观和态度。
评估是学习和教学的重要环节，有效地使用评估可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建构主义理论主张提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参与度，并建议学生参与评

估过程。”［19］自我评估给予学习者自主权，学生参与评估自己的作业和监察自

己的进度，学习为自己设定目标; 教师鼓励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进行反思，使学

生学会自我省思和独立自主。同侪评估是形成性评价的一种，学生学会彼此

给予反馈，学会考虑他人的感受，并以非批判性的方式与同学沟通。教师评估

在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中都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教师与学生相处的过程

中，应清楚了解学生所要达到的目标，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进展和所要解

决的困难，并在各方面为他们提供改进的建议。

表 8 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的评估模式

评 价 策 略 评 价 工 具

自我评估
反思
日记

核查清单
评量表
日志
行为指标

同侪评估

同学之间互相提问
同学之间互相观察
合作学习
协作学习
讨论圈( Circle Processes)

核查清单
评量表
行为指标

教师评估

通过提问进行澄清
教师观察
随机教学
讨论圈( Circle Processes)

核查清单
评量表
行为指标
全方位学习进展报告

资料来源: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yllabus Secondary［M］． Singapore:
Student Development Curriculum Division，2014: 30．

三、关于我国德育课程一体化建设的讨论

德育是一个前后贯通的系统化过程，只有各个学段德育形成有机衔接、有
序递进的教育体系，才能充分发挥德育的整体育人功能，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当下，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规划德育课程体系的过程中，关

于课程目标结构的构建、课程结构和内容的有机整合、课程教学及评价的科学

实施，可以联系新加坡品格与公民课程改革进行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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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加强顶层设计，德育课程目标的体系衔接

德育课程一体化的顶层设计中，课程目标体系的构建尤其是价值观在课程

目标中的转化，是德育课程有序衔接和最优整合，进而发挥整体性功能的首要条

件。在 2017 年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当中，围绕国家意识、社会

责任意识、政治素质、道德品质、法治意识、行为习惯、健康人格和心理品质等领

域，尝试设定了“适用于所有普通中小学”［20］的德育总体目标和学段目标。与新加

坡公民与品格教育所设定的课程目标体系做一比较可以发现，新加坡 CCE 课标贯

穿了各学段尤其是大学预科阶段，目标表述更为具体清晰，有机结合了相应的价值

观和社交情绪管理技能，尤其体现了“品格教育与公民教育并重”的设计原则。
尽管《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中，初中和高中阶段分别提出了“培养公民意

识”和“增强公民意识”的目标，《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中

也对“公共参与素养”做出了详细的界定，正如有研究者指出: “公民教育思想

在当前的课程实践以及新的课程标准和教科书中都有一定的体现，但‘公民教

育’的完整概念和明确表述还没有真正进入德育政策设计的范围中。”［21］德育

课程目标的一体化构建，应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而这一引领

功能的发挥有待进一步厘清价值观与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健康人格、心理品

质等领域之间的关系，分析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原理、机制。此外，公

民教育是当前世界的教育发展趋势，德育目标的一体化设计可以适当借鉴国

外公民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成果，清晰界定与公民道德相关的意识和

技能，将之明确具体地反映在各学段尤其是大学阶段的德育目标当中。
( 二) 遵循科学规律，德育课程设置与内容的有机整合

德育课程的开设及其内容设计应当是呼应社会发展要求，遵循教育教学

规律和学生认知发展规律下的有机整合。结合当代中国中小学德育课程开设

现状，可能的整合路径在于: 纵向上，科学整合衔接小学阶段品德与生活、品德

与社会课程，中学阶段思想品德、思想政治类课程，大学思想品德课、政治理论

课等核心德育课程; 横向上，合理设置中小学班会、社会实践、行规教育、心理

活动和少先队活动等显性德育课程，改变“各自为战”的状态，落实健康教育、
民族团结教育等各类专题教育，鼓励中小学探索开发优质德育校本课程，提升

课程的德育合力。值得关注的是，大学生是承载国家富强和民族兴衰重要责

任的社会群体，应面向这一群体开设更多贴近其生活实际的，具有思想性、创

新性、前沿性的德育学科课程和专题教育，鼓励他们创新进取，更好地参与社

区和国家建设，在多元文化社会中求同存异。
对比我国不同学段德育核心课程标准的内容设计思路，品德与生活课程

“以儿童的生活为基础，以三条主线和四个方面构成了课程的基本框架。三条

主线是儿童与自我，儿童与社会，儿童与自然; 四个方面是健康、安全的生活;

愉快、积极的生活; 负责任、有爱心的生活; 动手动脑、有创意的生活”［22］。品德

与社会课程设计思路则为“一条主线，点面结合，综合交叉，螺旋上升”，其中的

主线是学生的生活发展;“点”为社会环境、社会活动、社会关系，“面”指的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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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学校、社区、国家、世界逐步扩展的生活领域。［23］思想品德课程以初中学生

逐步扩展的生活为基础，以学生成长过程中需要处理的“与自我、与他人和集

体，以及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三组关系为线索，整合了道德、心理健康、法律、
国情等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三份课标强调了以学生生活为基础，都将个体

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为相应的重点或线索。但由于课程名称及侧重点的不

同，在设计的逻辑上存在差异，这对不同学段德育核心课程在内容衔接本身上

造成了难度，也是造成当下德育课程内容衔接中存在的机械重复、内容倒置、
断裂缺失等问题的原因之一。

在我国德育课程内容设计中，可以考虑借鉴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

内容的设计逻辑，择取与学生个体发展密切关联并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核心概

念，以这样的概念作为各学段德育课程内容的衔接“点”，并依据这些点在不同

层面设计出对应的关键性问题。这些问题并无固定答案，具有深度和广度，能

够在学生后续的学习中重复出现，伴随他们道德认知、抽象逻辑思维等的发展

以及教育教学的深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探究将能促进学生习得和深化相

应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来应对日益扩充的生活范围。
( 三) 重视学习过程，德育课程教学和评价的共同取向

不同学段德育课程的教学和评价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共性是衔接的基础，

差异决定了分段衔接的必要性。如前所述，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的教

学方法、策略和评价均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当下中国德育课程尤其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学与评价应进一步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切实帮助

学生理解、选择、践行、反思和内化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促进学生自我发展，

这是一体化衔接的共性所在。
具体学段的德育教学中，方法、策略以及评价方式的选择及运用则应充分

考虑教学对象的认知水平、接受程度的差异。例如，相对于中小学阶段较多地

运用说理、叙述、体验等方法，大学阶段的道德教育可以更侧重合作学习、情境

和案例研究。中小学生开展自我评估和同伴评估的过程中，教师应侧重引导

学生，协助学生设计明确的评估标准、程序和策略; 而在大学预科阶段，则应鼓

励学生自觉主动地运用自我评估和同伴评估，因为这一阶段的学生能更好地

对自身乃至他人的表现进行反思和判断，促进自我发展，并对他人乃至社会发

挥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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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ingapore's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Curriculum Ｒeform — Discuss the
Design of the Integr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from Primary School to University

WU Xiaowei
( College of Education，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Abstract: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a moral education system from primary school to university，which also is an
important method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moral education． Singapore’s curriculum reform
revdving around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can provide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integration of moral curriculum from primary school to university in China． Using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to lead and plan the mo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we should focus on the systematic of
curriculum objectives，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curriculum structure and content，the rational use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strategies and evaluation models，so as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conn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ral education courses from primary school to university．
Keywords: The integr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Singapore;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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