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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际局势的激荡变化和 国 内发展形势的不断深化 ， 公民思想道德素质 的提

高越来越重要 ， 思想政治教育 的优势也愈发凸显 。 我国近年来尤为关注中小学思想

政治教育课程的建设 ， 在 中小学思想政治课程建设发展过程 中坚持立足本 国实际 ，

借鉴 国外优秀的经验 ， 适应时代的变化发展 。 在经验学习方面 ， 新加坡具有很强的

专业性与借鉴性 ， 因为新加坡与我 国 同样 以华人为主体 ， 且近年来为 了适应数字化

改革的潮流 ， 在 中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方面狠抓落实 ， 取得 了 显著成效 。 本文 以新

加坡教育部的现行课标为依据 ， 即 以 品格与公 民教育 （中小学 ）为主要参考蓝本 ， 系

统地分析新加坡品格和公民教育 （ 中小学 ） 课标的 目 标 、 内容 、 实施方式和变化轨

迹 ， 同时从理论基础 、 实践依据 以及发展历程三个方面阐述了该课题研宄的必要性 。

在此基础上 ， 总结 了新加坡中小学 品格和公民教育 的突 出特点 ， 结合新加坡中小学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的实际情况 ， 提炼出新加坡品格和公 民教育课程建设的

精髓 ， 取长补短 ， 来推进我国 中小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建设 。 本文 以新加坡中

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为研究主题 ， 正文为 以下部分 ：

第
一

部分 ， 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 （ 中小学 ） 的历史沿革 。 利用历史分析法对

新加坡中 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的历史发展进行考察 ， 高度梳理了新加坡中小学

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的六个关键历史阶段 ， 并主要从名称变化 、 课程逻辑基本框架 、

课程 内 容 、 课程导 向 四个方面阐述了历史变化趋势 。

第二部分 ， 现行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标准分析 。 利用文献法与归

纳总结的方法具体分析新加坡中 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 的课程 目 标 、 课程 内容 、 课程

实施方式 ， 其 中课程 目 标要求培育学生成为符合新加坡的价值观 、 具备多方位多层

次技能 、 具有 良好品格和为社会与世界做 出贡献的公民 ； 课程 内 容分别从小学 、 初

中及大学预科的课程设置 、 课程时长 、 内容构成等方面总结 出 内容 的主线与主题 ；

课程实施方式 （方法与评估 ） 方面 ， 通过归纳方法和评估方式 ， 即叙述法 、 设身处

地体验法 、 道德认知发展法 、 体验学习法 、 价值澄清法与合作协作法 、 宏观评估方

式与微观评估方式 ， 来总结 出它 的优点与可行性 。

第三部分 ， 现行新加坡中小学 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建设对我国 中小学思想政治

教育课程建设的启示 。 首先 ， 通过梳理新加坡课程的构建框架 ， 高度总结 了新加坡

中小学 品格与 公 民教育 的特征 ， 即整体
一

体化所呈现的 目 标
一

致性与概念可视性 、

内容协同与多元性 、 方法高度实践性 。 并从中提取积极因素 ， 结合我国 中小学思想

政治课程实际情况 ， 整合出可行性启示 ， 分别是 ： 确立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
一

体化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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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标准 ； 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 ， 把立德树人贯穿始终的课程 目标 ；

构筑兼具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内容 ； 多维度整合教学 ， 优

化教学实施过程。

关键词 ： 新加坡 ； 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 ；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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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一

） 选题意义

中 国进入新时代必然会面对新机遇与新挑战 ， 为 了应对机遇与挑战无可厚非需

要大量的青年人才去支撑 ， 而青年人才的培育在中小学
“

塑造与转型
”

阶段尤为重

要 。 这要求中小学生不仅要强化学识与实践能力 ， 更要扎实学习具有方向性 、 导 向

型 、 时代性 、 引领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课 ， 建构正确的思想观 、 道德观与法治观 。 学

生通过牢固树立中 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观念 ， 选择正确的前进道路 ， 才能最大效益

发挥所具备的知识能力 ， 并投身于社会建设的浪潮里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２ ０ １ ９ 年 ３ 月 １ ８ 日 ，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

谈会 ， 并谈到 ：

“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

。

？
２ ０ １ ９ 年 ８ 月 １ ４ 曰 ，

中央印发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 》 ， 强调要
“

整

体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和 中小学学科德育
”

。

？
２ ０ ２０ 年 ， 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 《 中

共 中央关于制定 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 标 的

建议 》 ， 文件就
“

十四五
”

时期
“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 提高 国家文化软实

力
”

做 出 了系统阐述 ， 明确要求
“

以讲好 中 国故事为着力点 ， 创新推进国际传播 ，

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 多层次文明对话
”

。

？
２ ０２ １ 年 ， 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 １ １ ０ 年

校庆 日 即将到来时 ， 考察清华大学时 ， 讲到
“

要增强文化 自 信 ， 以美为媒 ， 加强国

际文化交流
”

。

？
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近年来不断通过纲领文件强调青４＞年

人才 的全面培养 ， 特别是把握青少年思想品德的培育 ， 高度重视青少年思想教育工

作 。 开展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建设 ， 不仅要牢固树立起马克思主义 ， 而且要坚持社

会主义基本要求 。 其次 ， 正如十 四五规划纲要强调 ， 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 ， 要 以正

确 的态度 ， 包容的心态 ， 国 际的视野 向思想政治教育高度发展的 国家学习借鉴 。

新加坡 ， 最初历史记载尽管可 以追溯到 ３ 世纪东吴将领康泰所著的 《吴时外国

传 》 ， 但是 ， 接下来的两个世纪没有任何关于新加坡的史料的记载 。 因此 ， 历史考宄

１ 用新时代 中 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
Ｎ

］
．新华社 ，

２０ １ ９ ． ０ ３ ． ０ ８ ．

４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 ［
Ｎ

］
．新华社 ， ２ ０ １ ９ ． ０ ８ ． １ ４ ．

３
中共 中央关于制定 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Ｏ三五年远景 目 标的建议 ［

Ｎ
］

．人民 日报 ，

２０ ２ １ ． ３ ． １ ２ ．

？ 习近平 ．坚持中 国特色世界
一

流大学建设 目 标方 向 ， 为服务国家富强 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
［
Ｎ

］
．新华

社 ， ２０２ １ ． ０ ４ ． １ ９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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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以新加坡现代史为主 ， 新加坡的现代史是
一

部殖 民史也是励志的 国家独立发展

史 。 新加坡 １ ９６ ５ 年前深受英国殖 民压迫 ， 后被 日 本侵略 ， 日 本帝 国主义投降 以后 ，

新加坡又进入 了 与马来西亚种族 内部争端中 ， 在 １ ９６ ５ 年独立建国 ， 并在几十年的

奋斗 中打造了
一

个物质文明与精神文 明高度发达的新加坡 。 新加坡建国初期虽然天

然资源十分短缺 ， 土地面积少 ， 住房 问题矛盾大 ， 失业率高 ， 社会不稳定 。 但是 ，

狭缝生存的新加坡利用地理优势采取
一

系列经济手段重振经济 ， 并且狠抓公 民 品德

教育 ， 高度重视精神文明 ， 短短几十年 ， 新加坡就成为 了亚洲经济强劲 ， 文明程度

高的现代化国家 。

从新加坡的 曲折建国史与发展史看 ， 品格与公民教育在新加坡的建设过程 占据

关键作用 。 首先 ， 新加坡是多种族与多元文化高度融合并存的 国家 ， 需要通过思想

激发民族高度认 同感 。 其次 ， 新加坡具有殖 民侵略残留 问题 ， 文化与思想需要 凸 出

国家责任意识 。 此外 ， 新加坡处于 由弱变强的历程 ， 思想解放是基本动力之
一

。 可

见 ， 新加坡的发展进程 中坚持把如何形成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公 民品格与道德教育作

为实施教育兴国战略与基础教育不断改革的根本 目 标之
一

。 新加坡的公民意识教育

体现在新加坡中小学的公民教育和品格教育课程标准 中 ，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 、 民

族的希望 ， 是国 民教育和 国家认 同感培养的最优对象 ， 让学生在中小学阶段逐步培

养具有特色的公民与 国家意识 ， 形成本国公 民特有的 品格 ， 是新加坡较为显著的培

育方法 ， 这值得学者关注与思考 。

借鉴学习新加坡主要原 因有三点 ：

一

是新加坡与 中 国具有相似之处 ， 表现为 ：

（ １ ） 二者在现代史中都 曾有过被西方殖 民和被 日 本侵略的相 同经历 ， 及精神文 明建

设中都遭遇过相似的冲击 。 （ ２ ） 新加坡 国家是 以华人为主体的 国家 ， 内蕴有 中华文

明 ， 其借鉴研宄的可行度高 。 二是新加坡为 了应对 国际局势变化 （世界中心 向东方

转移 ） 和新加坡 国 内经济政治形式的变化 ， ２ ０ １ ４ 年新加坡教育部所采用新拟定版本

的 中小学 《 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标准 》 ， 新版本 内容具有时代性 、 针对性与实用性 。

三是新加坡在 中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 的近几十年的探索 中取得 了 巨大成功 ， 不断推

进新加坡教育 、 经济 、 政治的发展 ， 因此探析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最新标准对于我

国 中小学思想品德课程的开展具有借鉴意义 。 中 国 当前进入新的阶段 ，

“

十四五规划

与 ２０３ ５ 年远景 目 标
”

等文件纲领都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建设迈向新的 台阶 ， 我

国 中小学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建设必须抓好抓牢 ， 要注重把握 国 内根本意识形态 ，

开阔 国 际视野 ， 借鉴 国外优秀德育课程来推进我国思想政治课程建设并提升中小学

思想政治教育课效果 。 因此 ， 对于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标准研究是具

有重要意义的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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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相关研究现状

通过文献资料的搜索与评估 ， 国 内外关于
“

新加坡中小学公民与 品格教育
”

的

相关研宄著作与论文较为薄弱 。 国 内研宄方面相关著作约 ５ 部 ， 例如王学风 《§ｆ加

坡基础教育 》 ， 龚群 《新加坡公民道德教育研究 》 ， 唐克军 《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 》 ， 宋

若云 《新加坡教育研宄 》 ， 唐鹏 《新加坡的公 民道德建设 》 等 。 本人 以
“

新加坡 中

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
”

为主题进行检索 ， 发现相关学术文章共 １ ２ 篇 （ 自 ２ ０ ０ ５

年
一
一

２ ０２ ０ 年 ） ， 以
“

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
”

为主题进行检索 ， 发现相关学术文

章共 ２ ９ 篇 （ 自 ２ ０ １ １ 年
－

２ ０２ ０ 年 ） ， 以
“

新加坡公 民教育或道德教育
”

和
“

中 国 、 新

加坡思想政治教育 比较
”

为题进行检索 ， 共检索文章 ２ １ ２ 篇 （ 自 ２ ００ ５ 年
——

２ ０２ ０

年 ） 。 其中 以 ２ ０ １ ４ 年为分界线 ， 新加坡品格与公 民教育划分为两个阶段 ， 即 ２ ０ １ ４ 年

前研宄 以 ２００ ７ 年版本 《新加坡中小学公 民与道德教育课程标准 》 为主 ， 而现行版是

２ ０ １ ４ 年后实施的 《新加坡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标准 （ 中小学 ） 》 。 因此 ， 针对本课题 ，

主要 以 ２ ０ １ ４ 年后考宄为主 。

１ 、 国内研究综述

国 内对于新加坡中 小学 品格与 公 民教育课程的直接研宄较少 ， 检索发现著作

《新加坡教育研究 》
一

书 ， 其余共 ５ 篇文章 ， 其中 ３ 篇期刊 ， ２ 篇硕士论文 ， 且其

中
一

篇硕士论文主要研究新加坡初中 品格与公 民教育 ， 另
一

篇则侧重研宄新加坡小

学与 中 国公民与 品格教育的对比研宄 。 但是 ， 国 内 学者对于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

的阶段性研究与偏向性研宂 内 容 目 前还是较丰富 的 ， 因此 ， 国 内方面文献综述研宄

主要通过新加坡品格与公 民教育 的历史发展 ， 内容与特征 ， 方法与途径 ， 启示与应

用方面呈现 。

（ １ ） 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历史考察研究

新加坡从发展初期就加强对于公民的品格与公 民教育研宄 ， 尤其把中 小学阶段

青少年作为重点培育对象 。 新加坡优化国 内发展结构 ， 注重人才构成因素 ， 充分调

动人才资源 ， 强化人才培育发展 ， 不断改革与发展品格与公 民道德教育 。 从新加坡

建国到如今 ， 事实向我们呈现出 了新加坡既丰硕又高层次公 民教育成果 ， 国 内部分

学者通过现象透视本质 ， 从今溯源去考察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的历史发展 ， 关注

变革转折点 。 西北师范大学滕志妍副教授与程晴晴认为 ，

“

主要关注两个时 间节点 ：

一

是 １ ９９０ 年 《宗教和谐维护法案 》 通过 ， 它标志学校品格教育 由 以道德教育与宗教

教育为主转向 了 以公 民教育为主 ；
二是 １ ９９９ 年 《公民与道德教育课程标准 》 的颁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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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 公 民与道德教育教材之 《公 民与道德教育 》 的 出 台
”

。

＇＂

在 １ ９９ ０ 年 以前 ， 新加坡

是经 由宗教伦理与道德伦理主次变化的发展 ， １ ９ ９ ０ １ ９９ ９ 年间不断调整加强国家共

同意识 。 １ ９９９ 年后 ， 中小学 《公 民与道德教育课程标准 》 作为纲要指令 ， 不断改革

优化 ， 直到 目 前最新版 ２ ０ １ ４ 年实施的 《 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 》 。 上海师范大学

讲师刘建 良从新加坡公 民教育 内 容与教材 出发 ， 认为分为三个阶段 。

“

第
一

阶段

（ １ ９ ５ ９ 年至 １ ９８２ 年 ） 是学校伦理和公 民教育课程设置和改革的反思阶段 ； 第二阶段

（
１ ９ ８２ 年至 １ ９ ９２ 年 ） 重点是宗教课程和儒家伦理课程 ； 第三阶段 （ １ ９９２ 年至今 ） 停办

宗教课程和儒家伦理课程 ， 恢复公 民教育课程 ， 并不断改革和改进 。

”

。

？
济南大学张

晖回顾新加坡品格与公 民教育 的历史演变把其归结为
“

四个阶段 ： 第
一

阶段是 １ ９６ ０ 、

７０ 年代独立初期的 国 民意识教育 ， 加强对于
‘

新加坡人
’

认识教育 ； 第二阶段是 ２ 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 《教育部报告 》 和 《道德发展报告 》 ； 第三个阶段是 ２ 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促进共 同价值观和家庭价值观时期 ； 第四个阶段是面向 ２ １ 世纪的公 民教育课程 ，

即是 ２ ０ １ ４ 年版所实施 《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标准 》 为主的阶段
”

。

＠

首都师范大学龚

群教授在著作 《新加坡公 民道德教育研宄 》 回顾公 民道德教育时指 出 四个阶段 ，

一

二阶段注重德育 ； 第三阶段是革新阶段 ， 把道德教育融入宗教与儒家教育 ； 第四阶

段公民与道德教育合并 。

？

从上述具有代表性的几个历史考察阶段划分看 ， 研宄者从

教材、 文件纲要 、 内容的不 同角度 出发对于公 民的品格与公 民教育 的划分有所区别

却又紧密相关 。

（ ２ ） 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 内容与方法研宄

上海师范大学的夏惠贤教授在评述 ２ ０ １ ４ 年新加坡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标准过

程时 ， 从其 内容的主要脉搏核心价值观 内容辐散研宄 ， 主要从 ＣＣＥ 目 标标准 、 课程

设置 、 三大核心概念三大 内 容板块分析 。 此外 ， 总结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的教学

方法有叙述法 、 设身处地法 、 体验学习法 、 道德认知法与价值澄清法共五种方法 。

？
北京师范大学王琳琳通过对

“

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标准
”

总结概述 ， 内容共四块 ，

即 ： 品格与公 民教育基础课 、 校本课程 、 级任辅导课以及品格与公民教育指导单元 。

教学方法共有叙述法 、 角色扮演法等五种 。

？
目 前 ， 国 内研究专家对于新加坡 ２ ０ １ ４

ｓ＇ 程晴晴
，
滕志研 ．新加坡新 品格与 公 民教育述评 ［

Ｊ
］

．外 国教育研宄 ，
２ ０ １ ４

，
４ １

（
０ ４

）
．

＆ 刘建 良 ． 新加坡中 小学公 民教育新进展及其启 示 ［
Ｊ
］

．外 国 中 小学教育 ，
２０ １ ４

（
０ ５

）
： ２ ９

－

３Ｚ

？ 张晖 ．新加坡 中小学公 民教育研究
丨
Ｊ
］

．教育现代化
，

２ ０ １ ９
，

６
（

１ ８
）

．

？ 龚群著 ． 新加坡公 民道德教育研究 ［
Ｍ

］
．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 ０ ０ ７ 年版 ．

？ 夏惠贤
，
陈鹏 ． 以核心价值观塑造好公 民 品格

——

新加坡品格与公 民教育 ２ ０ 丨 ４ 课程标准述评 ［
Ｊ
］

． 外 国 中 小学教

育
，

２ ０ １ ７
（
０ ５

）
．

？ 王琳琳 ．新加坡颁布 ２ ０ １ ４ 年小学品格与 公 民教育课程标准 ［
Ｊ
］

．课程 ．教材 ． 教法 ，
２０ 丨 ４

，
３ ４

（
０４

）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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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的整体研宄 内 容大致根据课程标准的分布进行分析 ， 方法基

本立足于课程标准五种方法进行剖析 。 其次 ， 部分研究者从品格与公 民教育的局部

内容切入分析 ， 例如 ：

“

浙江警察学院陈卓副教授 ， 通过品格与公民教育的家庭环节

为切入点 ， 参考 ２ ０ １ ５ 年推 出 的教材 《好 品德 ， 好公民 》 综合分析中小学品格与公民

教育核心价值观践行载体家庭的重要性 。 并从论述品格与公 民教育家庭环节 内容 ，

总结 了体验式学习 与核心价值观与两大技能的融合
”

。

？
与此同时 ， 少数研究者从中

小学
一

体化建设角度对品格与公 民教育进行论述 ，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吴小玮从新加

坡中小学品格与教育课程的改革为出发点 ， 对课程标准学习 目 标 、 课程结构 、 教学

内容 、 教学方法和策略进行探析 ， 从而总结新加坡整体结构的
一

体化建设 。

？
华东师

范大学的周莹从品格与公 民教育大中小的 内在
一

致性与科学衔接性出发 ， 分析品格

与公 民教育教育 的课程 内容 。

？

（ ３ ） 新加坡中 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特征研宄

大多数学者从历史分期 、 内 容 、 主体的不 同角度出发 ， 大概把新加坡中小学品

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特征归为三类 。 第
一

， 从历史分期看 ， 其特征主要是儒家文化与

宗教伦理文化的融合 ， 并整合先进文化成果的过程研宄 。 第二 ， 从内容考察 ， 新加

坡中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整体具有
一

体化和高度衔接性 。 第三 ， 从主体 出发 ， 新加

坡中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的特征呈现出家庭教育 、 学校教育 、 社会教育三者的高度

联动性和互补的能力培养特征 。

（ ４ ） 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启示研宄

国 内学者对于启示部分研究投入 比重相对较大 ， 大多数学者关注借鉴应用实际 ，

深入关注优秀成果与我国思政教育 的匹配度 ， 因此 ， 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

研宄 中启示部分研宄学者们给出 了十分丰富的建议 。

第
一

， 兼容并蓄 ， 发扬优秀文化传统并吸收先进文化成果 。 新加坡与 中 国传统

文化都 内涵有儒家文化 ， 新加坡在继承优秀文化德育传统并与时俱进不断改革顺应

时代潮流方面整合十分成功 ， 其显著特点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改造 ， 推进了新

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 的发展进程 ， 因此这十分值得我国借鉴 。

第二 ， 遵循德育规律 ， 改进适宜方法 。 新加坡作为
一

个多元文化和宗教国家 ，

在 中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 的改革中 ，

一

方面弘扬儒家优秀文化 ，

一

方面注重学习培

养西方先进教育方法 ， 并从德育规律 ， 本国 国情出发 ， 从而构建出文化传递法 、 设

３ １ 陈卓 ． 新加坡 品格与 公 民教育教科书研宄
——基于小学 《好 品德好公 民 》 教科书 的文本分析 ［

Ｊ
］

．上海教育科

研
，

２０ １ ７
（
０ １

）
．

？ 吴小玮．新加坡品格与公 民课程改革研宄
——兼论我 国 的德育课程

一

体化建设 ［
Ｊ
］

．全球教育展望 ，

２ ０ １ ９ ．４ ８ （
０２

）
．

＊ 周莹 ．新加坡 品格与 公 民教育课程 的
一

体化建设及其对我国 的启示 ［
Ｊ
］

． 老 区建设
，

２０ ２０
（
０ ６

）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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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地考虑法 、 价值澄清法 、 道德认知发展法等适合本国青少年公 民教育 的教学方

法 。

第三 ， 构建家庭 、 学校 、 社会三位
一

体化建设的德育氛围 。 新加坡在三位
一

体

化建设在实际过程实践中十分出色 ， 并没有两极分化或者
一

超多强的现象出现 ， 家

庭 、 学校与社会并驾齐驱 ， 在 中 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过程三者共力发挥作用 ， 对于

我国三者发力落差较大的情况值得借鉴学习 。

第 四 ， 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 ２ ０ １ ４ 年实施的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正是考虑

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所调整推行的 ， 它强调 以学生为本 ， 并积极主动

适应 国 内外社会变化和发展 ， 从学生 出发不断通过恰当 的课程改革 ， 培养具有挑战

的新
一

代
“

新加坡人
”

。

２ 、 国外研究综述

新加坡 中小学 品格与公 民教育文献资料主要通过新加坡教育部官方 网站与翻

译文献所得 ， 通过检索呈现出 ， 整体对于新加坡新版品格与公 民教育研究文献成果

较为稀少 ， 课程相关方面研宄 比较丰富 。 从历史发展看 ， 自 １ ９５ ９ 年起 ， 新加坡教育

部推 出 了各种传递价值观 、 培养 良好习 惯和相关技能的措施 。 这些措施包括推行

１ ９ ９２ 年公 民与道德教育 、 １ ９９ ７ 年 国 民教育 、 ２ ０ ０ ５ 年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的学习 以

及体验式的学习活动 （例如课 内辅助活动 ）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者 Ｊａ ｓｍ ｉ ｎ ｅＢ

Ｙ ．Ｓ ｉｍ 基于教师出发 ， 从教师角度调研了师者对新加坡公 民教育理解并在实施教学

研究中 的影响来透视新加坡品格与公 民教育 ， 并把学校环节里教师的控制与增进理

解作为研宄的方面 。

？
南洋理工大学学者 ＪＯＹＣＨＥＷＯＯＮＡ Ｉ 侧重对公 民和道德教育

中动机 内容和整体评价研究 ， 文 中对关键模块的结构和 内容的讨论表明 ， 课程编写

者如何尝试将较早的计划 中 的公 民和道德教育分开整合 ， 并 以较少分歧的方式呈现

出来 。 本文还评估 了书面公民和道德教育计划对教师和学生的影响 ， 以及课程机构

使用策略来克服课程实施阶段可能遇到的障碍的方式 。

？
新加坡大学社会学院 Ｃｈ ｉ ｅｗ

Ｓ ｅ ｅｎＫｏｎｇ 主要通过其著作 《新加坡国家认同感 》 ， 论述国家共同价值观与培育 国家

认 同感来凸显新加坡品格与公 民教育过程的 目 标和方法进程 。

＠

ｘ
Ｊａｓｍ ｉ ｎｅ Ｂ －Ｙ． Ｓ ｉｍ ａ ａｎ ｄ Ｍｕｒｒ ａｙ 

Ｐ ｒ ｉｎ ｔｂ ．Ｃ ｉ ｔ ｉｚｅｎ ｓｈ ｉ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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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研究现状归纳

通过检索 、 分析 、 梳理和整理国 内外学者对于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研

究著作和文献 ， 可 以看出 明显研宄时间划分 ， ２ ０ １ ４ 年 以前的研宄主要依据 ２ ００ ７ 年

实施公 民与道德教育课程标准 ， 其研宄 内容具有时间优势 ， 内容相对丰富 ， 而 ２ ０ １ ４

年实施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标准后 ， 基于 出 台时间不长 ， 国 内 外多种因素 ， 目 前研

宄成果少 ， 资料缺乏 ， 国 内学者研究空间大 。 目 前还存在
一

些 问题 ：

（ １ ） 内容整体性方面薄弱 。 国 内研究 内容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

一

是部分学者对

新加坡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有做过整体性研宄 ， 但是仅对 ２ ０ １ ４ 年小学品格与公 民

教育课程或初中 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其中
一

样进行深入研宄 。 二是部分学者侧重于

从其 中局部切入进行研宄 ， 多数学者注重 内容方法或启示性研宄 ， 整体展开剖析不

够完备 。 国外学者注重对于 品格与公 民教育部分环节 、 主体的解剖性研究和评估研

宄 ， 因此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研宄还需要梳理整合并与我 国实际相结

合分析 。

（ ２ ） 方法研究方面 ， 多数学者对于新加坡品格与公 民教育研究过程时 ， 通常仅

限于文献翻译与评述 ， 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不足 ， 且 以实地结合宏观论述为主 ， 整

体从历史梳理研宄较少 。

（ ３ ） 启示研宄方面 ， 国外研宄这部分侧重于儒家文化与西方先进方法结合 ， 对

我国研究有意义但作用有限 。 国 内研宄启示方面缺乏具体的评述与考察 ， 且过于宏

观分析 ， 实际意义方面有待深入细化 。

因此 ， 本文主要在 己有的 国 内 外关于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研究现

状 出发 ， 通过文献调研法 、 历史分析法 、 比较分析法等进行整合深入研宄 。

（三 ） 研究目标 、 重难点与创新点

１ ■ 研究目标

通过文献法 、 比较分析法 、 历史分析法等方法对新加坡 ２ ０ １ ４ 年和 ２ ０ １ ６ 年实施

的 中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标准进行研宄 ， 分析整理相关课程 目 标 、 课程 内容 、

课程实施方法等 内容 ， 并揭示新版本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的特征 ，

从而通过 比较 ， 结合我国 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现状提取有效经验并借鉴 ， 推进我国

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建设进程 ， 促进 中 国基础教育发展 。

２ ． 研究内容

基于对新加坡整体社会背景及公 民道德教育的历史考宄 ， 分析 ２ ０ １ ４ 年和 ２ ０ １ 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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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实施的中小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的 内容 、 目标与方法 ， 并深入剖析其特征 ， 为我国

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提供经验 。

３  ？ 研究重点

本文将重点探析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的课程内容结构体系 ， 课程 目标 、

运行方法及特征 ， 并总结提取可借鉴学习 的经验 。

４ ？ 研究难点

本文研究对象为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 ， 国 内 的研究相对来说文献薄弱 ，

且所依据的基础文献资料 目 前仅有英文译本 ， 因此本文研宄过程需使用大量的外文

文献。 搜寻相关翻译资料 ， 准确 、 全面翻译文本并从中分析 、 提取关键内容就是本

文研宄的难点 。

Ｓ ． 创新点

本文研宄创新点有两点 ：

一

是系统且整体的分析了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

育 ， 纵向拉通与横向囊括优化研宄 ；
二是是 目前现行版少有小学 、 初中 、 大学预科

综合研宄 ， 对于
一

体化学科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四 ） 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以新加坡 ２０ １４ 年版 《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 》 、 《初中品格与公民

教育课程标准 》 及 ２０ １ ６ 年版 《大学预科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 》 为基础 ， 通过对

于新加坡社会背景与品格与公民教育历史沿革的考察 ， 凸显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

的 内容 、 目标 、 方法以及特色 ， 最后整合材料与贴近实际探析对我国 中小学思想政

治教育的启不 。

（ １ ） 文献法 ： 文献法是
一

种基本研宄方法 ， 本人因多方面因素不能实地考察 ，

因此文献法为本文的基本研宄方法 。 本文通过检索 、 搜集、 分析 、 整理 、 归纳新加

坡品格与公民教育资料 ， 探析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的 内容 、 目 标与课程 ，

从而总结性质特征并提取要点 ， 结合我国 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现状与发展 目

标 ， 总结经验 ， 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所用 。

（ ２ ） 历史分析法 ： 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的发展是
一

个历史的进

程 ， 深受新加坡社会背景与国 内外社会发展的影响 。 本文通过图表等方式梳理了新

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的历史脉络 ， 揭示了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

课程的发展规律 ， 进而深入理解其深刻要义 ， 并能够能动掌握规律 ， 为我国所用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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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 比较分析法 ： 比较研宄法可以理解为按照
一

定的标准考察两个或两个以上

相关事物 ， 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点 ， 寻找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方法 。 本文主要以

时空标准 ， 进行横向 比较与纵向 比较 。 对于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的历史沿

革考察采取纵较比较 ， 从它不同时期的变化进程把握发展规律 。 对于新加坡与中 国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 的发展进行横向 比较 ， 取长补短 ， 推陈出新 ， 从而推进我国中小

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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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的历史沿革

新加坡 自 建 国 以来就高度重视公 民的道德教化 问题 ， 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 民

教育有独特的发展过程 ， 作为教育高度发展的 国家 ， 考察其发展历程 ， 不仅有助于

我们深入把握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的特点 ， 也有助于我们借鉴汲取先进经

验 ， 推进我国 中小学思想品德课程的发展 。

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经历 了
一

个 由
“

公 民与道德教育
”

向
“

品格与公

民教育
”

转变的
一

个过程 。 它的典型特征就是配合新加坡阶段性发展成果和教育成

果 ， 服务于新加坡国家的发展需要 。 通过对中小学生进行有效合理的 引 导 ， 且辅助

中小学生找准社会角色定位为 国家的建设而不断努力的方式 ， 来培育个人价值与社

会价值高度统
一

的现代公 民 。 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的宏观核心关系架构就是公 民 、

国家 、 社会三层关系 ， 因此对于公 民的 品格与教育的发展第
一

要关注新加坡国家的

政治经济外部环境的变化 ； 第二重视国际社会变化过程中新加坡的国际地位与作用

的变化 ； 第三是把握国 内 公 民的结构变化与发展程度情况 。 这三者都对新加坡的 品

格和公民教育 的发展和变化起到 了
一

定的作用 。 而
“

品格与公民教育
”

名称的变化

是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发展变化产物的重要特征 ， 由此本文 以
“

品格与公

民教育
”

为线索对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变化归结为 以下几个阶段 ：

（

一

）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独立初期 ： 公 民品格教育 以构建
“

新加坡
”

共同体

价值理念为核心 ， 盘活 内在凝聚力 ， 强化共同身份感 ， 激发经济 、 政治 、 文化等活

力 ， 巩固新加坡国家基础 ， 为促进新加坡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 新加坡在 国家独立

之前 ， 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的压迫 ， 公 民品格教育部分是殖民 国家对殖民地进行掠夺

的主要部分之
一

， 殖 民 国家对于新加坡的教育具有很大随机性和掠夺性 ， 所传输的

意识教育理念大多是为服务于殖 民 国家的利益 ， 这也就造成 了新加坡国人缺乏 自 身

的 民族文化和 民族意识 ， 国 内 公民的 国家认同感十分薄弱 ， 整个 国家的凝聚力呈现

出散状态势 。 到五十年代公 民 品格教育萌芽 以后 ， 新加坡当时主要的公 民 品格教育

以英国学校的宗教教育 、 儒家经典和伊斯兰国德育构成 ， 要求学生好好学 习 ， 强调

自 尊 、 自 信和 自 强 ， 这为新加坡品格与公 民教育 的发展奠定 了基础 。 二十世纪六五

年新加坡国家独立 以后 ， 新加坡亟待解决公 民的
“

国家认同
”

问题 ， 即如何构建
一

个国 民高度认同 的
“

新加坡人
”

国家 、 完善 国家 内蕴的核心价值理念和伦理规则 。

由于新加坡的特殊性 ， 即第
一

， 从人 口统计学上看 ， 它是
一

个多 民族的人 口 ， 其成

员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来 自海外 ， 在穆斯林国家包围 的地区 ， 华人 占多数 。 他们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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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感和集体感指向存在不 明晰的 问题 ， 内在活力 的整合爆发力欠缺 。 第二 ， 新加

坡区别于其他殖民地的
一

个特点是 ， 新加坡是马来半岛最南端的
一

个小岛 ， 没有 自

＿

然资源 ， 经济欠发达 ， 失业率很高 。 独立初期 ， 新加坡国 内各种重大政治 问题的 凸

显揭示 了 ， 如果新加坡要生存 ， 那么进行国 民 民族认同感建设 ， 是经济现代化的 当

务之急 。 因此 ， 新加坡这
一

时期为了促进新加坡人对国家的认同 ， 催生 了 以爱 国情

怀 、 民族文化 、 国家意识和儒家文化的公民品格教育 ， 它承担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

意识教育凝聚新加坡人的力量 ， 提升公 民 国家与民族认同感 ， 就是要从深层灌输公

民作为
“

新加坡人
”

这
一

信息 ， 把
一

个整体的意识烙印在新加坡公 民的血液里 。 新

加坡政府认为 ， 克服移民 ， 种族差异 、 宗教信仰状况和 民族意识的最有效方法之
一

就是在
“

我是新加坡人
”

的学校进行教育 ， 并使学生在 国家建设早期就树立国家认

同感 、 归属感和责任感 。 因而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学校公 民 品格道德教育的这
一

主

要渠道 ， 特别是大力落实公民 中 小学时期的 品格道德教育 。 新加坡小学和中学校实

行品格与公民教育 的方式除课堂意识教学外 ， 还有早晚的升国旗仪式 ， 奏唱新加坡

国歌 ， 诵读新加坡国家誓词 ， 宣扬爱国主义相关故事等活动 。 １ ９ ７４ 年 ， 新加坡中小

学设计开展 《生活教育 》 课程 ， 加强对于新加坡爱 国主义思想的灌输 ， 强调发展和

塑造新加坡中小学生的公 民 品格 ， 此时新加坡政府凸显 了对公民 品格教育 的关注 ，

意识到中 小学公 民 品格教育对于 国家发展的深刻性与长期性 ， 并通过釆取多种方式

进行 中小学公 民品格教育 的构建 ， 但是 ， 这
一

阶段呈现出层次较为单
一

， 整体分散

的状态 。

（二 ）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 新加坡政府深度反思 ， 在公 民与品格教育方面修正

功利性 ， 突 出 品格教育 ， 宣扬儒家道德观 ， 并优化公民品格教育 的手段与调适范围 。

这
一

时期 ， 新加坡注重经济快速建设 ， 大力 引进西方工业技术 ， 加快工业化进程 ，

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 。 经济发展进程中伴随的文化交流也是十分热烈的 ， 西方腐

朽文化不断涌入 ， 对新加坡的学校公 民品格教育造成了冲击 ， 又加之新加坡本是多

元文化的 国家 ， 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对学校公民品格的培养呈现 出更严峻的态势 。 新

加坡在发展经济的 同时
一

定程度上忽视了公 民品格的发展 ， 经济与公民 品质两者失

衡 ， 这也 引 发了
一

系列社会 问题 ， 比如西方文化的涌入造成 了部分青年人价值观的

扭 曲 ， 吸毒卖淫等不法现象丛生 。 因此 ， 当时新加坡政府积极寻求原因 ， 并探索维

护经济稳定增长同时解决现实 问题的方法 。 公 民品格教育 的提升与修正极其重要 ，

而学校的公 民品格教育是关键的环节 ， 因此新加坡政府对学校品格与公 民教育加深

了反思 ， 并第二次制定了学校的德育计划 ， 其中特别是把儒家道德价值观灌输于学

生群体 ， 它 以培养学生的道德为宗 旨 。 其 目 的是树立公 民的
“

民族意识
”

， 构建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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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 ， 提升是非鉴别能力 ， 抵制西方的腐朽思想 。 期间 ， 新加坡关于 中小学公民

品格教育 的改革 ， 主要措施体现为第
一

是颁布 了 《教育部报告 》和 《道德发展报告 》 ，

他们对于当时的 品格与公 民教育进行 了斥责 ， 并对其发展进行 了深度探讨 ， 从课程

设置和课程 内容方面提出 了有效建议 。 第二是新加坡
“

好公 民
”

项 目 小组于 １ ９８ ０ 年

开始工作 ， 它 以 中文 ， 马来语和泰米尔语编写 了学生的教科书和工作簿 ， 并编写 了

教师指南 《好公 民 》 。 同时 ， 新加坡学校道德教育计划项 目 团队还为
“

存在与成为
”

准备 了另
一

套材料 ， 它最初是为 中 ， 小学英语和汉语设计的 。 第三是似乎 引入这两

个新方案的举措还不够多 ， １ ９ ８４ 年 ， 大学预科将宗教知识和儒家道德作为必修和考

试的科 目 ， 以补充其他公民品格道德教育计划 。 整体上 ， 从家庭、 学校 、 社区 、 世

界等多维度去丰富充实 了 公民品格教育 ， 并实时的调整公 民品格教育与 国家发展之

间 的平衡关系 ， 高效利用 中小学公 民与 品格教育的教学平 台来推进新加坡的发展深

化 ， 同时为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 的发展奠定 了扎实的基础 ， 这
一

阶段新加

坡中小学公民品格教育呈现 出 品格意识的加强 ， 内容逐渐系统化特点 ， 涉及维度更

加多层次多元化 。

（三 ）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 新加坡再次以
“

共同价值观
”

为 中心 ， 对 中小学德

育设计进行 了新的调整 ， 重点是培养学生的 民族意识 ， 公 民意识 ， 合作意识和宽容

意识 ， 以及对公共美德和家庭美德的教育等 。 主要的措施调整有 ： 第
一

， 九十年代

初期 ， 新加坡政府宣布取消宗教知识和儒家道德作为必修课 ， 面临选择是恢复到 以

前的课程提纲 ， 还是改写新的公民和道德教育课程提纲的抉择 ， 通过激烈讨论 ， 新

加坡政府做出 了 赞成改写新的公 民和道德教育课程提纲的决定 。 第二 ， 高度宣扬
“

共

同价值观
”

和
“

家庭价值观
”

，
１ ９９ １ 发表 了 《共 同价值观 白皮书 》 ， １ ９９４ 年发表 了

《新加坡家庭价值观 》 ， 两者都确立 了新加坡公 民和道德教育 的基本价值观 ， 注重强

调 以人为本 ， 家庭观 、 社会观 、 国家观和世界观 。 第三 ， 新系列 《公 民与道德教育 》

准备就绪 ， 革新的
“

国 民教育计划
”

开始实施 。 １ ９９ ５ 年 ， 首相吴作栋宣布需要在所

有各级学校进行
“

国 民教育
”

时 ， 对公 民 品格培训 的重新关注变得更加清晰 ３１ ９ ９６

年 ７ 月 ， 这种势头增加 了 ， 当时要求校长参加关于在学校中推行
一

项所谓的新计划

的研讨会 ，

“

以 向学生介绍该 国 的制约因素 以及该国继续成功所需的条件
”

， 并成立

国 民教育委员会 。 １ ９９ ７ 年启动 了最新的 国家建设计划
“

国 民教育
”

， 旨在塑造年轻

公民对国家的积极知识 ， 价值观和态度 ， 以建立国 民对未来的凝聚力和信心 。 这
一

时期 ， 对于政府决定在八十年代中 期 引 入宗教知识和儒家伦理这
一

决定 ， 进行 了激

烈的辩论 ， 在官方试图通过强制性的宗教知识和儒家伦理成分将种族 ， 文化和宗教

差异制度化的过程中 ， 它在华人 ， 马来人 ， 印度人和欧亚新加坡人中 引起了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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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 ， 随后的 １ ９ ９０ 年政策逆转显示 了它的争议性 。 这也是九十年代公 民品格教育

发展的
一

个重要转折点 ， 新加坡政府必须意识到中小学公民品格教育体系要让新移

民适应新经济 ， 在高度竞争和整合的全球环境中迎接挑战 。 因此 ， 公 民和道德教育

的议题是文化 ， 政治和经济三方面的 。 由此 ， 政府政策更为注重新加坡公民品格教

育在
“

共同价值
”

理念的构建与多维度多层次系统化的培养 。

（ 四 ） 二十
一

世纪 ： 课程规划与发展司颁布并正式实施 《公 民与道德教育 》 中

小学教学大纲 ， 初次以完整的大纲形式对 中小学公民 品格教育的任务与责任进行导

向型规定 ， 它 的 目 的是更加强调灌输负责任公 民的价值观念和态度 ， 确保新加坡中

小学生获得对有关 国家 问题的正确知识 ， 这是品格与公民教育 的划时代转折点 ， 是

现代新加坡首次 以系统化文件明文规定品格与公 民教育的大纲 。 教学大纲继续加强

通过获得适当 的知识 、 技能和态度来发展我们学生的性格的过程 。 整个大纲的提出

基于两方面 ，

一

方面 ， 在 日 益全球化和无国界的世界中 ， 需要加强学生的情感纽带

感和对社区与 国家的承诺 。 学生需要 了解和欣赏新加坡的独特性 、 认识新加坡国家

的斗争 、 限制和脆弱性与成就 ， 以及新加坡社会的多种族 、 多文化和 多宗教性质 。

另
一

方面 ， 基于现实要求 ， 要进
一

步增强学生对 国家未来和安全的信心 ， 必须给学

生提供机会 ， 帮助他们培养生存的本能和对未来的信心 。 此外 ， 公民与道德教育的

首要 目 标是培养
一

个正直 、 负责任 、 为他人和 国家的福利及利益着想的人 ， 这符合

新加坡教育服务的使命 ， 即塑造将决定 国家未来的人 。 因此 ， 为 了实现教育 目 标 ，

大纲 的主题 由性格 、 家庭关系 、 社区精神 、 我们的 国家 ， 我们 的遗产和挑战五部分

构成 ， 从知识 、 技能与态度着手 ， 推进学生树立国家先于社区 ， 社会高于 自我 、 家

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 、 社区支持和尊重个人 、 达成共识 ， 而不是冲突 、 种族和宗教

和谐等的共同价值观念 。 公民与道德教育这
一

阶段面对国 内外新情况 ， 进入新世纪 ，

为 了更好的把握公 民品格教育这
一

促进新加坡发展的重要措施 ， 以系统架构的 明文

指导文件为依托 ， 诞生 《 中小学公 民与道德教育课程标准 》 ， 开启 了公 民品格教育发

展的新征程 。

（五 ） ２ ００ ７ 年 ： 出版 《公 民与道德教育课程标准大纲 》 ， 以价值观为核心 ， 培养

学生的 品格 ， 塑造优秀的公民 。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 、 国 际形势 的不断变化 ，

人才资源储备是
一

个国家重要的发展战略资源 ， 人的发展是国家发展与布局的重要

因素 ， 把握人才品质 的培育就能为国家的创新 、 经济构建注入活力 ， 人的价值观也

是人才培育的重要节点 ， 必须把人培养成品格端正的人 ， 理解道德价值观在现代社

会中 的相关性 。 因而新加坡政府根据 国 内 公 民品格的现实情况与发展需求 ， 在 ２ ００ ７

年调整 了 《公民与道德教育 》 纲要 ， 从课程 目 标 、 课程 内容等方面做出调适 ， 侧重

１ ３



項 士 学 位 论 文

ＭＡ ＳＴＥＲ
＇

Ｓ ＴＨ ＥＳ Ｉ Ｓ

强调 了新加坡公 民 品格的价值观 ， 把价值观明确放在核心地位 ＝ 而在形成 、 塑造和

构建价值观的过程中 ， 家庭与社会所起到的作用十分关键 ， 同时 ， 学校在 向学生传

授知识和生活技能 以及培养他们成为公正 、 有爱心和负责任的个人和公民的正确态

度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这
一

时期 ， 新加坡政府在公民品格教育方面 ， 明确

公 民品格教育的 目 的是培养
一

个有品格的人 ，

一

个热爱 自 己 、 对家庭 、 对学校 、 对

社会 、 对国家 、 对世界负责的人 。 希望通过本课程的学生 ， 引 导教师 了解和掌握公

民与道德教育 的相关知识 ， 并理解与 回答以下 问题 ： 即
“

我是谁 ？ 我在家庭 、 社区 、

国家 、 社会和世界的层面上扮演什么 角色 ？ 我能做 出什么贡献 ？ 从
一

个 国家公民 出

发 ， 我们的 国家在国际社会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

”

。 此外 ， 纲领的涉及这
一

时期

考虑的 因素有 四大方面 ，

一

是纲领的社会影响因素 ，
二是学生通过公 民品格教育所

要达到 目 标 ， 三是配合学生成长阶段 ， 提供技能与方法学习架构中所需要的知识 ，

四是从道德认知 、 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三方面对于公 民品格教育进行标准判别 。 整

个纲要是 以培养正确 的价值观为 目 的 ， 在多维度的现实情况中把价值观付诸于实际

行动 。 也就是说个人在与周 围环境交流方面的社会角色可因情况而异 。 通过环境交

流 ， 学生将学会考虑他们的作用 以及他们的行动对 自 己和他人 （家庭 、 学校 、 社 区 、

国家和世界 ） 的影响 。 新加坡鼓励学生在做决定时考虑他人 ， 并使他们的行为和价

值观相互
一

致 ， 明晰的三个层次即道德认知
一一

道德情感一一道德行为 。 这
一

时期 ，

公 民与 品德教育 的发展经历 了
一

个 由 以偏重于国家
“

共同价值观
”

和 民族意识到 国

家
“

价值观
”

与个人
“

价值
”

并举的转变 ， 由知识 、 技能 、 态度到道德认知 、 道德

情感 、 道德行为的转变 。

（六 ） ２ ０ １ ４ 年 ： 新加坡政府实施了现行版 《 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 》 ，

明文突 出 了
“

品格
”

教育 ， 对品格与公 民教育重新定义 了 目 标与 内蕴价值 ， 并且在

课程 目 标 、 课程 内容与课程实施方面做 出 了相应调整措施与变革 。 主要的措施与变

革是 ： 第
一

， 目 标的理论与实践共育 ， 品格与公 民教育 的 目 标注重理论价值观的树

立与实践技能的落实 。 第二 ， 新课程 由形式到理想成果的转变 ， 它 的重点不是学校

活动 的形式 ， 而是与 国家教育 的主要阶段成果密切合作 ， 并取得预期 的教育成果 ，

确定共同 目 标 ， 即实现品格和公民教育的理想成果 。 第三 ， 培养 目 标三圈层 的调整 ，

也就是 目 标包括 ， 核心价值观 、 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及与公 民道德相关的技能 。 其

中 ， 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圈层 ， 蕴含六大价值观 ； 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为二圈层 ， 包

括 自 我意识 、 自 我管理 、 社会意识 、 关系管理和负责任的决定 ； 与公民道德相关的

技能为外圈层 ， 触及公民意识 、 全球意识与跨文化沟通技能 。 第 四 ， 课程结构按主

体 、 能力进行差异化分配 ， 例如 ， 小学阶段和初 中阶段的课程类型与课程 内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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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差异性与衔接化 ， 具有循序渐进与有效递接的特点 。 总之 ， 新阶段的中小学

公民品格教育改革最突出的转变是第
一

， 由 《中小学公民与品德教育课程标准 》 转

变为 《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 》 ， 强调了 品格的重要性与决定性。 第二 ， 更

为关注国际视角下公民的品格素质 ， 注重培育能够在世界浪潮中为新加坡更优质服

务的公民 ， 呈现出 由偏重内部新加坡民族文化建设与共同价值观构建到逐渐以国际

视野向外为着重点的品Ｍ培养 。 第三 ， 新加坡的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体系更加完

备与科学化 ， 主要为课程的分级设置 ， 内容的时代性拓展以及整体的
一

体化建设 。

从历史沿革看 ， 主要变化是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体系 由
“

公民与道德教育
”

到
“

品格与公民教育
”

的变化发展 ，

“

品格
”

的文本规定性突出 了其核心变化 。 具体

课程标准的变化反映在课程逻辑 、 内容和课程导向上 。 首先 ， 课程逻辑基本框架没

有发生革命性改革 ， 也就是以道德认识 、 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为基本 ， 但是局部发

生了扩展 ， 例如 ， 并非按照严格的个人、 家庭 、 学校 、 社区 、 国家等维度进行设置 ，

而把价值观融合到八大学习效果 目 标里 ， 并通过指导原则 ， 剖析公民属性来进行编

排 。 其次 ， 课程内容方面 ， 由 以往单
一

关注公民的爱国心理与道德方面内容到多元

化培育具备公民需要相关技能的公民 。 最后 ， 课程导向发生了 四次改变 ， 根据时代

与国家发展需要 ， 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的课程导向先后经历了生存导向
——效率

导向
——

能力导向——价值观导向 的变化 （如 ？

？ 表 １ ） 。

表 １ ： 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历史沿革变化

＾“

公民与道德教育
”

到
“

品格与公民教育
”

课程逻辑基本框架未有革命性改革 ， 但有局部性扩展

课程内容由单
一

关注公民的爱国心理与道德方面内容到

多元化培育具有社交情绪管理能力 ， 与公民需

要相关技能

课程导向由生存导 向 、 效率导 向 、 能力导向到价值观导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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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现行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分析

品格与公 民教育解释为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及价值观引 导 的行为教育 ， 课程标

准的制定是
“

以学生为本 ， 以价值观为导 向
”

， 注重品格教育与公民教育并举 。 它要

求培育具有符合新加坡价值观和具备多方位多层次技能的优秀品格公民 ， 为社会与

世界做出贡献 。 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分为三大部分 ： 即 ２ ０ １ ４ 年

版 《小学 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标准 》 、 ２ ０ １ ４ 年版 《初 中 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 》

和 ２ ０ １ ６ 版 《大学预科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 》 。 中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标准

架构
一

致 、 层次衔接明晰 。 它 以核心价值观为 中心 ， 根据教育对象的生理心理差异 ，

把根本 目 标细化为小学 、 中学 、 大学预科阶段性主要 目 标 ， 渐进性实现 。 把庞杂的

内 容进行切分 ， 以年级 、 兴趣 、 发展方 向等为标准实行差异化教授 。 课程实施方面

灵活采用个人与 团体多维度多层次方法进行策略性施展 。 因此 ， 本文研宄 中小学品

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 ， 从继承与发展 ， 三者宏观共性角度即课程 目 标 、 课程 内 容 、

课程实施角度进行研宂 。

（
一

） 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 目标分析

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 目 标具有基础性地位 ， 是课程标准的主要 目

的与指导方 向 ， 它规定 了学生应该具备的公民品质与能力 ， 指 向 了学生联系社会与

世界的品格与公 民的道德实践 ， 并在课程规划与设计、 内容引入与评价等各方面具

有 引 导作用 ， 是推进中小学生品格与公民教育 的基本动力之
一

， 为新加坡 中小学的

品格与公民教育细化 目标与分解 内容提供 了整体性指导 。

新加坡在 中小学阶段要
“

传输价值观与培养学生技能 ， 使学生成为
一

个品德素

质优 良并为社会服务的公民
”

。

￥
具体地讲 ， 小学与初中 的 目 标是围绕社会核心价值

观教育 ， 以两条支线 目 标统
一

构成 ， 两条支线都囊括了核心要素即核心价值观 、 社

交与情绪管理技能 、 与公民道德相关的技能 。 第
一

条支线为学习效果 目 标 ， 学习成

果 目 标包括核心价值观六要素与其它技能等 。 第二条支线为三大概念 ， 三大概念从

六个维度即个人 、 家庭 、 学校 、 社 区 、 国家与世界 ， 来规定学生在 品格与公 民需要

达到的 目 标 。 此外 ， 目 标 内 容还从课程结构 、 课时分配 、 指导原则 、 课本单元分配

予 以指导性划定 。 新加坡大学预科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 目 标同样为是两条支线 ， 第

一

条支线为学习 成果 目 标 ， 而第二条支线为三大理念 ， 三大理念与关键理解折射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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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重点领域进行详细论述 ， 每个领域主题的学习 目 标明确定义 了新加坡在实践生

活中需要学生培育 的技能和获取的理论 。

１ ． 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 目标分析

新加坡小学 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 目 标第
一

条支线 目 标是学习 成果 目 标 ， 学习成

果 目 标内涵 了核心价值观 、 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 、 与公 民道德相关的技能三部分内

容 。 其中 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核心价值观 内容有六点 ： ①尊重 ： 尊重个人 、 他

人与外部环境 ； ②责任 ： 对个人、 家庭、 社会 、 世界等富有责任承担勇气 ； ③坚毅

不屈 ： 拥有坚强的意志 ， 具备勇气 、 树立乐观的态度和应变能力 ； ④正直 ： 秉持道

德原则 ， 并有为正义挺身而 出 的勇气 ； ⑤关爱 ： 拥有爱心与 同情心 ， 并为改善社会

与世界做出贡献 ； ⑥和谐 ： 保持快乐 ， 倡导团结 ， 并重视多元文化社会中求同存异

的精神 。

？
其次 ， 社交与管理情绪技能归结为五大联系 ： ① 自 我意识 ： 了解并认识 自

我优缺点 、 理解情绪 、 建立正确的 自我意识和充满 自信心 。 ②社会意识 ： 提高辩识

能力 ， 了解和接纳社会中存在 的少部分人和物 ， 同时尊重他人 ， 交流要富有 同理心 。

③ 自我管理 ： 掌控情绪 ， 加强 自律能力 ， 确定人生 目标 ， 并具备组织能力 。 ④关系

管理 ： 有效沟通 、 建立和维持 良好的人际关系 ， 擅于与他人合作 ， 并能妥善地处理

矛盾与纠纷 。 ⑤负责任的决定 ： 坚持 以道德伦理为依据 ， 辩识 、 分析及衡量各项决

定所带来的结果和影响 。 最后 ， 与公 民有关的道德技能呈现为四层认识意识 ： ①活

跃的社区生活 ； ②社会意识 ； ③环球意识 ； ④对社会文化的敏感度与认知 。 融合三

部分核心要求于学习 成果 目 标里 ， 要求小学生要达到八条 目 标 ， 其 中 ， 第
一

到第四

目 标为不 同层面的 品格塑造 ， 要求小学生 ： 第
一

， 具有 自我意识 ， 并运用 自我管理

技能实现个人身心健康和效益 ； 第二 ， 为人正直 ， 并 以道德伦理为依据做 出 负责任

的决定 ； 第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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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四 ， 具有坚毅不屈 的精神 ， 并有能力把挑战转化为机遇 。 这 四条 目 标成果 ，

结合了社交与管理技能要素 ， 从小学生个人意识调整到社会适应维度进行 了规定 ，

具有切分性和整合性 。 此外 ， 第五到第八条主要遵循了２ １ 世纪公 民教育 的重要原

则进行编排 ， 它规定小学生阶段 ： 第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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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六 ， 珍惜新加坡多元文化社会的特性 ， 并促进社会凝

聚力与和谐 ； 第七 ， 关怀他人 ， 并积极为社 区和 国家 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 ； 第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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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后 四条赋予小学生高度 的公 民责任感 ， 从公民的属性进行规定 ， 也就是 由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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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公 民的责任到世界公 民的责任要求 ， 从文化觉知 、 身份认知到社区活动等方面 。

第二条支线 目 标指 向为三大概念在六大层面的规定 。 三大概念是品格与公民教

育的核心概念 ， 它指 的是身份 、 人际关系和抉择 。 身份是指与
一

个人的价值观价值

观信仰有关的身份认同感 ， 它使人们能够清楚地 了解
一

个人的长处 、 短处和独特性 。

在中后期 ， 尤其是 ８
－

１ １ 的孩子 ， 自我认知 的培养尤为重要 ， 这时的孩子需要培养 自

信心和进取心 ， 以便在年轻的时候形成认同感 。

３
它使学生对 自 己更有 自知之明 ， 对

自 己的行为更负责 ， 对他人更友好 。 研究表明 ，

一

个人拥有的价值观会影响他的决

心 ， 因此价值观有助于加强身份认同感 。 其次 ， 人际关系是帮助孩子在社会中确立

自 己的身份和愿望 ， 使他们意识到 自 己对周 围人的重要性的人际关系 ， 社会建构主

义认为 ， 认知能力发展来 自 与他人的互动 。

＠
另外 ， 抉择是

一

个人的选择 ， 它反映 了

一

个人的 品格和价值观 ， 直接影响他的行为 。 学生需要
一

套价值观来帮助他们做出

选择 ， 理解为什么有些选择是正确的 ， 有些选择是错误的 ， 即使面对压力和考验 ，

选择也能帮助学生将他们的价值观付诸行动 ， 做他们认为正确 的事情 。

身份 、 认知和抉择 以价值观基础 ， 三者联系紧密 ， 相互影响 ， 即 ： 学生 了解并

认识 自 我的身份 ， 便能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保持较为积极的态度 ； 学生构建的人际

关系网在社会过程中有利于他们身份的塑造 ， 并在
一

定程度上影响他们 的选择 ； 具

备做 出正确抉择的能力 ， 同时会对学生的身份认知与人际关系 的构建产生影响 。 细

化要求表现为 ： 学生在身份概念上能识别身份具有复杂性 以及身份会对观点与人际

关系起作用 ， 具体 问题揭示为
“

我是谁 、 我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 我怎么看待周 围 的

人与世界 ？
”

； 认知层面学生要理解人际关系是生活的根本及人际关系会随着时间改

变 ， 具体问题揭示为
“

我如何认识的人际关系 、 建立人际关系的意义 、 我与他人的

关系走向会如何影响别人和 自 己 ？
”

； 抉择层面要求学生 明 白抉择塑造品格且抉择

影响个人与他人 ， 具体 问题揭示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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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三大概念 以六大维度划分所体现的 目 标要求为 以下六点 ， 其中第五 、 第六维度

仅适用于小五和小六年级 。 第
一

， 个人层面关注 自我的肯定与提升 ： 身份上他人与

我的共性与差异性 ； 人际关系方面认识我的意识和管理方式如何影响我与外界的关

系 ； 抉择上 明晰最大利益化的选择该如何实行 。 第二 ， 家庭层面关注家庭的合力 ：

明晰在家庭中 的角色定位 ； 思考如何与家人构建 良好的人际关系 ； 我的行为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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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到家人和 自 己 ？ 第三 ， 学习 层面关注建立正面 良好的友谊和培养团队精神 ： 我

对于他人来说应该如何界定合理的社会角色 ； 如何识别我的朋友并如何与其相处 ；

思考对于友谊的期待 ， 如何建立团队友谊 。 第 四 ， 社区层面关注对于社区和社会的

建设与包容 ，
Ｓ 卩 ： 包容性社会的含义与 内容 ； 我们应该怎么做立于包容性社会 ； 如

何在包容性社会中进行身份定位 。 第五 ： 国家层面关注国家建设与 国家认同感 ， 也

就是 明 白新加坡人的核心基因是什么 ， 构建有效于 国家建设的人际关系 ，

“

我
”

应该

如何为了新加坡的繁荣与安定 出 力 。 第六 ， 世界层面关注扎根祖国 ， 拓眼世界 ， 这

要求学生顺应全球化潮流 ， 做
一

个积极的世界公民 ， 主动投入到全球化世界里构建

人际关系 ， 并且善用个人的长处来应对世界的挑战 。

２ ． 初中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目标分析

新加坡初 中 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 目 标结构具有相似性 ， 同样是 以两条支线构成

的统
一

目 标 ， 把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的价值观 、 人际与管理能力和与公 民道德相关

能力融入 目 标并具象化 。 现行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将我们的重点从计划转移到 了通

用 目 的 。 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的预期结果与我们的关键阶段成果 （ ＫＳ Ｏ ） 和期望的

教育成果 （ ＤＯＥ ） 保持
一

致 。 也就是 目 的是对新加坡初中生公民进行品格教育和公 民

教育及价值观的灌输教育 ， 为培育合格的新加坡公 民奠定基础 。

第
一

支线 目 标是学习效果 目 标 ， 其 中第
一

到第 四点是描绘 了 角色建立的不同方

面 ， 这些方面相互关联并具有社交和情感能力 的要求 。 例如 ： 第
一

， 培育 自我意识

和应用 自 我管理能力去实现 自我行为和影响 ； 第二 ， 正直行事 ， 并做 出符合原则 的

负责任的决定 ； 第三 ， 获取社会意识 ， 并基于相互的尊重运用人际能力去构筑健康

的关系 ； 第四 ， 具备坚韧精神 ， 擅于化解危机 ， 把握机遇 。 第五到第八点是依据公

民身份 （例如身份 ， 文化和积极 ， 负责任的社会参与 ） 进行安排 。 第五是 以身为新

加坡人为豪 ， 具备民族认同感 ， 并致力于 国家的建设 ； 第六 ， 接纳新加坡的多元化 ，

致力于推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 第七 ， 心怀他人 ， 并积极投身于建设社 区和 国家 ， 推

动国家的繁荣 ； 第八 ， 做负责任的公 民 ， 开拓眼界 ， 及时反思并对社 区 、 国家和全

球性课题做出 回应 。

？

第二条支线 目 标是角色 目标 ， 即在个人 、 家庭 、 校园 、 社 区 、 国家和世界维度

下公民对于身份 、 人际关系和选择的规定 。 初中 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 目 标分解在三

大概念从六个维度解读下与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 目 标具有相似性与
一

致性 ， 第
一

，

Ｃｈ ａｒａｃ ｔｅ ｒ ａｎ ｄ Ｃ ｉ ｔ ｉｚｅｎ ｓｈ ｉ

ｐ 
ｅｄｕｃ ａｔ ｉｏｎ  ｓｙ ｌ ｌａｂｕ ｓ ｓｅｃｏｎ ｄａｒ

ｙ ［
Ｓ

］
． Ｍ ｉｎ ｉ ｓｔ ｒｙ

＊

ｏ ｆ Ｅｄｕｃａｔ ｉ ｏｎ Ｓ ｉｎｇａｐｏ ｒｅ ． ２０ １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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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层面关注我是谁 ， 我要成为谁 ； 第二 ， 家庭层面关注家庭力量的强化 ； 第三 ，

校园层面注重培育健康的友谊与 团 队精神 ； 第四 ， 社区层面注意社区建设和多样化

社会 ； 第五 ， 国家层面关注 国家认同感培育和 国家建设 ； 第六 ， 世界维度要求学生

成为
一

个积极的世界公 民 。 具体的 问题重点与小学品格公 民教育的三大核心概念具

体揭示的相 同 ， 其差异在于这六点适用于初 中所有的学生 ， 没有差异性适用 。 小学

和初中 的课程 目 标总 的来说围绕社会核心价值观 ， 把 ＣＣＥ 体系融入教学阶段分解于

预想成果 中 ， 要求学生的综合教育与素质能够符合社会要求的核心规范 ， 为国家的

发展和世界发展趋势培育储备性人才 ， 以做长久性教育投资建设 。

３ ． 大学预科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目标分析

大学预科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 目 标从三大基础出发 ， 具体是 ： ①核心价值观六

要素即 ：尊重 、 责任 、 坚韧 、 正直 、 关爱及和谐 。 ②社交和情感能力五个领域即 ： 自

我意识 、 自 我管理 、 社会意识 、 关系管理和负责任的决策制定 。 ③与新兴的 ２ １ 世纪

能力相关 。 设置总体上 目 标为希望学生在当前全球的复杂性和模糊性 中做出 负责任

的决定和选择环境 ； 有 目 的地追求 自 己的教育 、 事业和人生 目 标 ； 寻求理解和欣赏

多种观点 ； 面对逆境 ， 有軔性 、 适应能力和 乐观 ； 表现出社会责任感 ， 并通过领导

性服务为社区做 出有意义的贡献 ， 服务和致力于新加坡未来的建设 。

具体 目 标为两大支线 ， 第
一

条支线是学习成果 目 标 ， 学习 成果 目 标为八条 ， 包

含了核心价值观和六项国 民教育信息 ， 八条 目 标分类为两部分 。 第
一

部分侧重个性

方面与社会与情感能力 ， 为前四条 目 标 ， 分别是 ： ①获得 自 我意识并运用 自我管理

技能来实现个人幸福感和效率 ， 内涵责任意识与 自我管理能力 。 ②诚信行事 ， 做出

符合道德原则的负责任的决定 ， 内涵正直价值观与负责任决定 的能力 。 ③获得社会

意识并运用人际交往能力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和维持积极的关系 ， 蕴含尊重价

值观与社会意识能力 。 ④有韧性 ， 有能力将挑战转化为机遇 。 第二部分为后 四条 ，

以 ２ １ 世纪公民指导原则与公 民属性进行规定 ； ⑤富有民族认同感 ， 国家认 同感并

积极投身于 国家建设 。 ⑥重视新加坡的社会文化多样性 ， 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 ⑦心

怀他人 ， 投身于社区与 国家的发展 。 ⑧做负责任的公 民 ， 思考和回应社区 、 国家和

全球问题 。 整体围绕大学预科阶段学生的基本属性与未来进入社会的 国家需求与 国

际形势反应能力做 出学习 目 标设置 。

？

第二条支线为角色定位 目 标 ， 从三大概念身份 、 关系与选择着手 ， 关注三大重

点领域 ， 分解为 ： 第
一

， 推动新加坡的前进 ， 了解 国家与社区需求 ， 通过学习相应

￥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 ｒ ａｎｄ Ｃ ｉ ｔ ｉｚｅｎ ｓｈ ｉ

ｐ 
ｅ ｄｕｃａｔ ｉ ｏｎ ｓ

ｙ
ｌ ｌａｂｕ ｓ ｕｐｐｅ

ｒ ｓｅ ｃｏｎｄａｎ
ｒ

［
Ｓ

］
． Ｍ ｉｎ ｉ ｓ ｔｒｙ 

ｏ ｆ Ｅｄｕｃａｔ ｉ ｏｎＳ ｉｎｇａｐｏ ｒ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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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能力做出贡献给予 回应 。 第二 ， 有所作为 ， 要有承担社会责任的勇气与主人

翁精神 。 第三 ， 为未来发展做好准备 ， 抱有终身学习 的态度为为未来社会不断创造

价值 。 大学预科的角色 目 标定位更为宏观且侧重解决能力培养 ， 深入到对国情国 际

形势的把握倒逼能力 的发展 ， 是小学与初中角色 目 标的深化与提升 。

（二 ） 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内容分析

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 内 容设置从个人 、 家庭 、 学校 、 社区 、 国家

和世界六个方面 ， 包含知识 、 技能 、 价值观 、 态度 四部分 内容 。 每
一

层面设置
一

个

学生孥习完成后需要实现的 目 标 ， 并且在此部分需要关注的 问题贯穿这层面学习始

终 ， 根据每
一

个年级的差异 ， 设置 内容分级教学 ， 例如小学
一

年级在知识部分需要

学习 的 内容 ， 技能方面需要收获的 内容等等 。 并且在配套的 内 容部分方面提供生活

情境分级辅助教学 ， 推动 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贯彻执行 。

１ ． 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谋程标准内容分析

小学课程 内容架构包括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 、 级任老师辅导课 ｛
教导社交与情绪

管理技能 （包括网络健康 、 教育与职业辅导 ） ， 并建立 良好的师生关系 ｝
、 品格与公

民教育校本课程 （周会 、 价值观课程 ） 以及品格与公民教育指导单元 （性教育课程 ） ，

但在教学结构上的时间与课程分布具有差异性 ， 分为低年级和高年级两个阶段 ， 低

年级小
一

至小三年级总课时每年六十个小时 ， 其中 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三十个小时 ，

十五小时级任辅导课 ， 十五小时品格与公民教育校本教程 。

￥高年级段分为两段 ， 小

四年级每年总课时七十五小时 ， 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四十五小时 ， 级任辅导课十五

小时 ， 十五小时 品格与公民教育级本课程 。 小五至小六年级每年总课时七十五小时 ，

其中 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四十五小时 ， 级任辅导课十五小时 ， 十
一

小时品格与公民

教育级本课程 以及 四小时性教育课程 。 课程的整体设计针对于青少年生理心理的变

化阶段 ， 不 同阶段对应恰当 的 内容 ， 辅助合适课程模式 ， 以便课程 内 容的合理性与

有效性 （如 ： 表 ２ ） 。

表 ２ ： 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内容结构

｜

品格与 公 民教
｜

级任老师辅导
｜

品 格 与 公 民教育
｜

指导单元

育课课校本课程

小１ ３年级 ３ ０ｈ １ ５ ｈ １ ５ｈ ７

？ 新加坡品格与公 民教育 （ 小学 ） 课程标准 ［
Ｓ

］
．新加坡教育部与发展司 ，

２ ０ １ ４ ．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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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４年级

￣

４ ５ｈ １ ５ｈ １ ５ｈ ７

小５ ６年级 ４ ５ｈ １ ５ｈ ｌ ｌｈ ４ｈ

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 （主要是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 ） 有学生学习 内 容和教师指

导 内容两块 ， 学生学习 内容有六大部分 ， 每
一

部分下有知识 、 技能 、 价值观 、 态度

四层架构 ， 每
一

层架构下细化为 内容模块 ， 不 同 的年级所需要完成的模块有差别 ，

课程 内容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与递进性 。 例如 ， 从宏观模块设置看 ， 逻辑结构按照
“

知 、

情 、 意 、 信 、 行
”

执行 ， 学生要认识 自我 ， 提升 自 我 ， 那么必须首先通过
一

定的知

识储备 ， 其次培育
一

定的实操能力 ， 通过外在的输入不断整合 内化为
一

定的价值观 ，

支持后续作为多元角色时所进行的行为 ＝ 其次 ， 从单元结构看 ， 内 容的编排 由浅入

深 ， 由表及里 ， 由个人发散到生活社会 ， 步步推进 。 最后 ， 每
一

单元 内容的学习对

象设置为不 同年级 ， 根据学生的心理生理特征与 内容的实用度进行匹配 ， 设置具有

一

定的科学性与效用性 。 它 的表现到具体 内容是 ： 第
一

大部分是个人层面 ， 个人层

面需要从知识 、 技能 、 价值观和态度方面达到个人的肯定与提升 ， 学习成果 目 标需

要实现成果 １ 、 ２ 、 ４ 。 依据 目 标要求 。 知识 内 容设置上知识框架部分共 ４ 单元 ， 分

别是 ： 自 我概念 、 了解情绪 、 认清优先序 、 生活变化 。

“

自 我概念
”

单元 由 ４ 模块 内

容组成 ， 主要核心为 自 我认识 ， 其中第
一

模块与第二模块关于个人喜欢 、 长短处和

自我独特性 内容是小学 １
－２ 年级学生学习 ； 小学 ３

－６ 年级学生学习知道展现个人能

力 、 长处 、 素质 、 技能与兴趣的方法 ； 小学 ５
－６ 年级的学生更要深层学 习这些方法

的原 因 。

“

了解情绪
”

单元 由 ８ 模块 内容组成 ， 主要核心 内容为认识和管理情绪 ， 其

中小学 １
－４ 年级主要学习前四模块 ， 了解多样化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 ； 后三模块主

要 由小学 ３
－６ 年级学生掌握 ， 识别情绪 ， 了解情绪带来的影响 ， 学会应对方法管理

情绪 ； 小 ５
－

６ 级 以后 ， 还应探宄情绪背后 的动因 。

“

认清优先序
”

单元 ， 主要是小 １
－

２ 年级要知道学习 目 标是什么 ； 小 ３
－４ 年级了解学习 目 标的重要性 ； 小 ５

－

６ 年级掌

握学习 目 标的方法 。

“

生活变化
”

单元 ， 由认识个人扩展到不可控生活环境的变化 ，

学生要学习面对生活带来变化挑战 ， 自 我应当如何应对 。 其次 ， 技能 内容设置共 ９

个单元 ， 分别是 ： 了 解 自 己 、 识别情绪 、 管理情绪 、 处理压力 、 克制冲动的意念 、

寻求援助 、 设定 目 标 、 负责任的决定 、 反思 。 整个单元设置课程就是 了解情绪 、 运

用语言表述情绪 、 学 习 适当 的方法应对情绪影响 ， 提升 自 我 、 把情绪转化为动力 ，

寻求帮助和 自 我积极应对做出适时的决定 、 最后进行反思总结 。 小学 １
－２ 年级主要

是技能 了解的 内容学习 ， 小学 ３
－４ 年级就是学习方法的 的掌握与调整 ， ５

－６ 年级学习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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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化的挑战与控制 ， 毅力的坚持 。 价值观 内容部分包含
“

责任感
”

和
“

尊重 自 己
”

两部分 ， 贯穿于整个小学时期 ， 是主要的核心 内容 。 最后 ， 态度上小学生期间要贯

彻培育 自 信 、 好奇 、 自 律 、 意志与 自我激励 。 此外 ， 课标 内 容还附有教师 内容 （主

要是穿插级任辅导课 ） ， 即针对小学个人层面的对象生理心理差异 ， 在每
一

部分教学

过程中教师学习选择性提供辅助的指导性教学情境 。 例如 ： 小学 １
－２ 年级选择的生

活情景可 以是
“

交新朋友
”

， 小学 ３ －４ 年级的生活情景选择
“

网上交友
”

， 小学 ５ －６ 年

级生活情境提供
“

选择初中
”

等 ， 内容情境的选择保持适宜 ， 真实 ， 具有可想象性

的原则 。

第二大部分是家庭层面 ， 焦点是加强家庭凝聚力 ， 学习成果上要达到 目 标 １ ，

２ ，３ 。 知识 内容部分有 ３ 个单元 ， 分别是 良好的家庭关系 、 家庭 问题 、 关怀家庭 。

按照
“

是什么
一一

为什么
——怎么做

”

的 内在逻辑划分 ， 小学生要求要理解正常的

家庭关系是怎样的 ， 但是家庭关系是不恒定是会有矛盾冲突发生 ， 发生矛盾之后应

该如何去解决 ， 以便于小学生能够从家庭 中得到 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 。 技能内容从
“

建立和维持 良好的人际关系 、 设身处地 、 解决冲突 、 寻求援助 、 提供援助 、 负责

任的决定 、 反思
”

入手 ， 整体上要求小学生能够辩证的处理问题 ， 面对 问题 ， 理性

处理 问题 ， 为学生构建
一

个完善的思维模式打下基础 。 价值观 内 容要求学生
“

学会

关爱家人 、 树立家庭责任感 、 维护家庭和谐及尊重家人
”

。 态度方面规定学生具备
“

相信 、 分享 、 主动积极 、 珍惜 、 谦虚 、 共情
”

品质 。 教师学习 的情境 内容主要是

由家中实践
“

德育在于行动
”

到高年级的情境 内容
“

主动分享家庭事务和享受家庭

时光
”

。

其次 ， 第三大部分校园层面 ， 强调 良好的友谊和 团 队关系完成学习成果 目 标 １ 、

２ 、 ３ 、 ７ 。 内容部分包括学习
“

认识 良好的友谊 、 团 队合作 、 关怀他人以及全面认识

负面关系
”

从正反面进行人际关系 的剖析 ， 让学生更为全面的 了解是什么 ， 引导学

生领会如何去做 。 技能部分指导学生具备解决 问题与建构桥梁的能力 ， 即
“

建立和

保持友谊 、 共情思考 、 寻求援助和善于援助 、 理性思考 ， 反思总结
”

， 促使学生能够

在友谊关系 中厘清 自我 ， 衡量利弊 ， 构建健康的人际关系和协作关系 。 价值观方面

强调学生要树立
“

尊重 、 关爱 、 正直 、 坚毅和责任感
”

的观念 ， 构建
“

珍惜 、 共情 、

分析 、 谦虚 、 分享 、 投入和体贴
”

的生活态度 ， 便于妥善处理校园关系 ， 融入团队

建设 ， 促进心理健康 ， 品格的健全 。 这
一

部分 ， 教师的情境学习 内容
“

看待朋友关

系 、 朋友关系设身实践 、 处理朋友关系摩擦 、 网络朋友关系和 团 队关系
”

入手学习 ，

并分级进行举例 。 第 四大部分是社区层面 ， 关注社 区的 内容和包容性社会的建设 ，

实现学习成果 目标 ６ 、 ７ 。 学生在社会模块要学习
“

了解文化与社会习俗 、 社会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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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和谐 、 关爱社区
”

方面知识 ， 培养
“

社群 内人际关系 的构建与发展 、 设身处地

思考 、 反思
”

技能 ， 树立
“

尊重 、 和谐
”

的价值观 ， 培育
“

客观性 、 同理性 、 多元

性 、 分享 、 珍惜 、 谦虚 、 贡献
”

的态度 。

最后 ， 第五大部分是 国家层面 ， 聚焦于建立国家认同感 ， 重视国家建设 ， 实现

学习效果 目 标 ５ 、 ８ 。 学生公民要建立国家认同感 ， 并学习 能力投入国家建设 ， 需要

学习
“

认识国家的独特遗产与文化 、 理解国家认同感的意义 ， 影响和探究文化认同

的渠道 、 国家防卫的
一

切信息 、 国家防卫的挑战与应对
”

方面的知识 ， 培养
“

设身

处地 、 负责任的决定 、 反思
”

的技能 ， 构建
“

关爱 、 尊重 、 忠诚 、 责任 、 公民义务 、

防卫与坚毅
”

的价值观精神 ， 树立 归属感 、 保持热爱 、 乐观 、 关心 、 注重实时
”

的态度 。 第六大部分是世界层面 ， 适用于小 ５
－６ 年级 ， 关注心系祖国 ， 放眼世界 。

学生要识别
“

积极公 民
”

的知识 ， 不仅 了解作为新加坡公 民的责任还要学习作为
一

个世界公 民的知识 。 培养
“

提供援助 、 设身处地 、 反思
”

的技能 ， 构建
“

尊重 、 责

任感 、 关爱
”

的价值理念 ， 树立
“

同理心 、 关注世界事件
”

的态度 。 教师在此要合

理运用
“

国 际友谊 日 、 国 际活动实际
”

等情境引 导教学 。

２ ． 初中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内容分析

初 中 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 内容结构与小学课程具有高度相似性 ， 课程模式 由三

种构成 ： 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 、 品格与公 民教育校本课程 、 品格与公 民教育指导模

块 ， 具体结构 （如 ： 表 ３ ） 。 ＣＣＥ 的总课程时间 （初 中级别 ） 为每年 ６０ 小时 ， 每周

进行 ２ 个小时 以上 。 每年将通过 ２０ 个小时的 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和 ２７ 个小时的品

格与公 民教育校本课程和 １ ３ 小时的品格与公民教育的指导模块 。 相 比较小学取消

了级任老师辅导课程 ， 増加 了指导板块的教育 内容 。

其中 ， 学校可 以基于 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灵活地 自 定义和教授 ， 以关注学校价

值 。 基于学校的 ＣＣＥ 可 以包括关注学校价值观的活动 ， 例如集会计划和有关学校

价值观的课程 。 强制性的品格与公民教育指导模块具有特定的 目 标和 内容 ， 可解决

与儿童和青少年发育相关的特定 问题 。 针对问题 ， 性教育 （ ＳＥＤ ） ， 网络健康 （ ＣＷ ）

以及教育和职业指导 （ ＥＣＧ ） 将作为 ＣＣＥ 指导模块提供 ， 其 内容范围总计每年可容

纳 １ ３ 个小时 ， 即 ＳＥＤ 为 ５ 个小时 ， ＳＥＨ 为 ４ 个小时 ＣＷ 和 ＥＣＧ 需要 ４ 个小时 。

具体 内 容是从三大概念身份 、 人际关系和抉择切分 ， 从个人 、 家庭 、 学校 、 社区 、

国家与世界六大部分入手 ， 并根据知识 、 技能 、 价值观 、 态度方面进行阐述 内 容 。

表 ３ ： 初 中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组成

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 ｜

以母语传授品格与公民教育的价值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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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和技能

品格与公 民教育校本课程内容包括

？利用 周会进行相关的教学

？根据学校价值观开展相关的课程

品格与公 民教育指导模块职业指导教育

性教育

网络健康教育

第
一

部分是个人部分 ， 关注成为 自 己和 自我能够做的 ， 实现学习效果 目 标 １ 、

２ 、 ４ 。 学习
“

自我概念 、 改变的 内涵
”

两方面知识 ； 培养
“

自我认知能力 、 目 标设

定 、 压力管理 、 愤怒和动力管理 、 寻求帮助 、 道德准则 、 负责人的决定和反思
”

方

面技能 ， 从 自我 内部情绪 、 知识的管控到外部行为的理性协调培养 ； 树立
“

自我尊

重 、 毅力 、 有效抉择和 良好行为
”

的价值观 ； 构建
“

自 信 、 勇 气与乐观
”

的态度 。

教师需要辅助的教学 内 容情境是在低年级段善用 自我生活 目 标和过程计划定制的

情境 ， 到高年级阶段引 导情境为高阶的管理与设置 自我成长计划 。 第二部分是家庭

部分 ， 聚焦加强家庭凝聚力 ， 完成学习效果 目标 １ 、 ２ 、 ３ 。 学生要 了解
“

积极的家

庭关系 、 家庭关系 的 问题和改变
”

； 学习
“

建立和保持积极的家庭关系 、 解决矛盾 、

寻求和提供援助 、 角色定位 、 理性抉择 、 反思
”

等技能 ； 构建
“

负责人 、 和谐 、 关

爱 、 尊重
”

的价值观 ； 以
“

人性化
”

态度去适应家庭关系 ， 增强家庭凝聚力 。 第三

部分学校层面 ， 把握校园友谊与 团 队精神 ， 到达学习成果 目 标 １ 、 ２ 、 ３ 。 知识部分

学习
“

健康的友谊 、 消极关系 、 团队协作
”

； 技能方面培养
“

建立和保持健康的友谊 、

了解并管理 自 我 、 切换角度 、 解决矛盾 、 寻求和提供援助 、 理性抉择 、 反思
”

； 价值

观要建立
“

尊重 、 坚持 、 关爱 、 和谐 、 真诚
”

观念 ； 态度要构建
“

同情 、 理解 、 换

位思考
”

。 教师在低年级运用 的情境教学要善于利用学生之间 的互动感去认识 了解

友谊 ， 高年级要提升辨别友谊与 团队精神 的生活情境 。 第 四部分聚焦社区层面 ， 要

求学生 了解社区 的同时建立包容性社会 ， 实现学习效果 目标 ６ 。 其中 ， 学生要理解

“

文化与 习俗 、 社会的凝聚力和和谐 、 社区 的爱护
”

相关知识 ， 提升
“

管理关系能

力 、 交流能力 、 寻求帮助 、 多方位思考 、 反思
”

技能 ， 培养
“

尊重 、 关爱 、 负责 、

和谐
”

价值观 ， 树立
“

尊重差异 、 自 信 、 分享 、 关爱 、 同情 、 理性
”

等态度 ， 不断

推进学生社交能力 ， 培育社会适应性 ， 为社会的多样性与和谐发展提供人才储备教

育 。 第五部分为国家层面 ， 侧重于培养民族认同感与 国家建设 ， 实现学习成果 目标

５ 、 ８ 。 学生在这
一

层面要掌握
“

民族认同 、 国家建设
”

知识 ， 培养
“

换位思考 、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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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抉择 、 反思
”

能力 ， 构建
“

关爱 、 坚持 、 尊重和责任
”

价值观 ， 以
“

爱 、 忠诚 、

归属感、 乐观 、 实践
”

等态度面对国家与民族 ， 提升民族认同感 ， 为国家建设持续

助力 。 最后
一

部分 ， 以世界层面为切入点 ， 重点是积极成为世界公民 ， 实现 ７ 、 ８ 点

学习成果 目标。 公民不仅是本国家的公民 ， 更是生活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
一

个生

命 ， 关注世界公民的责任于发展 。 也就是学生要意识到
“

什么是积极的世界公民
”

，

要增强
“

互帮互助 、 积极交流 、 多元包容 、 反思
”

能力 ， 树立
“

尊重、 关爱 、 帮助 、

全球参与
”

的观念 ， 构建
“

尊重差异 、 同情 、 理解 、 分享 、 自信
”

等理性态度观 ，

从而在世界
一

体化的浪潮中更为坚定的应对机遇与挑战 ， 并高效为 自我 、 民族 、 国

家建设而奋斗 。
－

３ ． 大学预科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内容分析

大学预科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 内容设置与小学与初中差异 明显 ， 以八条学习成

果 目标和 ２ １ 世纪能力 目 标为指导 ， 从课程范围设置上分为三块 ： 基础性的品格与

公民教育课程 ， 同级水平相关的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及定制的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

学习体验。 其中 ， 基础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总时长为 ４０ 小时 ， 特色内容包括了教学

大纲中的三个重点领域、 主题和话题 。 同级水平相关的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 ４０ 个

小时 ， 主要参考三个重点领域和 ２ １ 世纪能力和学生成果的标准和基准 ， 以及各种

校本学生发展框架上 ， 培养相关实践能力课程 ， 如 ： 组织与公职人员对话等课程 。 ，

这两者为固定要求学习时长总共 ８０ 小时 。 另外 ， 定制学习体验为选修 ， 不做强制性

时长要求 ， 主要是提供机会给学生把所学知识与能力学以致用 ， 做深化式学习 （如 ：

表 ４ ） 。

表 大学预科 （高中 ） 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内容结构

Ｉ
时长〇１ ）

￣̄

基础性品格与公民教育课 １５教学大纲中 的三个重点领

程域、 主题和话题

同级水平相关的品格与公 参考三个重点领域和 ２ １

民教育课程世纪能力和学生成果的标

准和基准 ， 以及各种校本

学生发展框架上 ， 培养相

关实践能力课程 ， 如 ： 组

织与公职人员 对话等课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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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的品格与公民教育课
｜

未作要求 ｜

学习体验 ， 以实践体验课

程程为主

重点课程 内容是结合基础性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凝结为三大重点领域学习 ， 主

要通过案例讨论的主题方式进行学 习 。 共 由推进新加坡前进、 有所作为 以及为未来

做准备三个重点构成 ， 每
一

个重点罗列 出相关主题进行学习 。 第
一

大重点领域
“

推

进新加坡前进
”

下有三个主题 ， 学习 时长 １ ６ 小时 。 第
一

个主题为
“

治理原则和 国家

重点政策
”

， 通过预设案例
“

国家重点政策案例 ： 如议会年度预算辩论 ： 等 ， 来让学

生探究
“

新加坡治理原则有何特殊之处 ， 其中这些原则是有多大在回应新加坡独特

的政治与历史环境 ； 治理原则在 国家的决策推进中实现程度 ； 治理原则是否适合今

天
”

等 问题来培养学生应对国家和 国 际的能力 。 其次 ， 学生还要配合相关课程掌握

国家重点政策 内容 ， 平衡理解政策选择的权衡取舍 以及 了解政策和实践对于新加坡

共同价值观的表达与优选事项 。 第二个主题是
“

了解机遇与挑战
”

， 由于国家的发展

是基于 国防 、 安全 、 外交等综合因素作用决定 ， 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后备人才 ， 国

家建设中 的关键人力 ， 学生必须认识国家在 国际社会中 的风险与挑战 ， 了解综合国

家作用 的基本要素的发展与走 向 。 讨论这个主题能够推进学生博采众长 ， 把握方向 ，

更好建设国家 。 因此 ， 这
一

主题包括 了
“

保持国家过去现在及未来安全与和谐 、 世

界舞台上的新加坡 、 数字未来的活跃公民 、 可持续发展 、 共同进步
”

四个话题 。 明

显看出新加坡在 国家安全 、 信息产业与生态产业等十分关键的领域加大人才的培养 ，

这与 中 国 目 前建设美丽中 国 ， 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及国际安全维护等领域的人才

需求具有相似之处 ， 反射出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人才培养的与时俱进 。

“

新加坡身

份
”

是第三层话题 。 本质是基于 国家环境的变化 ， 国 内各要素的不断发展 ， 身份认

同与 内涵界定可能会 出现新的变化 ， 为 了不断增强民族与 国家认同 ， 身份教育具有

关键作用 ， 且
一

定程度也是品格与公 民教育 的着力点 。 通过加强身份教育探宄 ， 增

强学生的历史亲切感与社会责任感 ， 强化青年
一

代凝聚力 ， 推进新加坡的接续发展 。

第二个重点领域是
“

有所作为
”

， 学习 时长 ８ 小时 ， 通过
“

服务的领袖 、 探索社

会与社区 问题并采取行动 、 倡导善
”

三个主题来引 导学生能够有效承担社会责任并

具有主人翁精神 ， 也就是关注学生的领导力培养 。 第
一

个主题分解为三个话题 ， 话

题
一

“

领导的动机
”

关注学生了解个人的动机和领导的意愿 ， 促使他们通过服务他

人实现 自我 目 标 。 学习 内容 以
“

什么是领导与服务的领袖
一一

需要的能力一一选择

成为领导者还是选择怎样的领导者
”

为逻辑层层推进 ， 且配合对
“

领导 的工作
”

的

探讨 ， 了解领导工作的 内容与机制 ， 面对 问题的能力需要 ， 综合作用去培养学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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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力 ， 也就是通过影响他人来产生积极影响 ， 增强领导与服务认识 ， 树立领导意识

观念 、 提升鉴别领导选择的能力 。 其次 ，

“

当今的社区与社会 问题 、 行动 中 的价值观 、

通过行动价值观培育领导力
”

作为主题二 的三个子话题 ， 首先从 问题认识入手进行

探索教育 ， 现实 中每个社区和社会问题都存在于其他社区和社会问题的复杂网络中 。

学生必须识别 、 分析和评估社会中各种 问题和利益之间 的相互作用 ， 以最大限度地

发挥杠杆作用和效率 ， 为社区做 出贡献 ， 应该承认和利用这种复杂性和相互联系 。

此外 ， 第二个子话题
“

行动中 的价值观
”

， 教育学生被引 导对他们关心的 问题负

责 ， 在他们的影响范围 内履行社会责任 ， 并通过对社区做出有意义的贡献来发挥 自

己的作用 。 与此同时 ， 接续的第三个子话题
“

行动力 中 的 引 导力
”

跟进初 中价值观

的行动 ， 大学预科阶段的学生将被引 导深入思考他们如何选择他们关注的 问题 ， 他

们如何利用协同作用并利用相互关联的 问题和兴趣以获得最大的影响 ， 以及他们可

以使用行动价值观作为平台来培养 自 己的领导力和品质 。 最后
一

个子话题
“

倡导善
”

，

它通过两部分组成 ，

一

部分是激励为主 ， 也就是教育学生应该倡导什么是好的 ， 是

习得的 ， 它是领导力的关键要素 。 学生应该 了解什么激励 了人们 ， 并考虑使用各种

手段和平台进行多元化激励 。 第二部分探讨变革者的核心 。 以说服和倡导为 出发点 ，

以 品格与公民教育教学大纲 中 的其他主题为基础 ， 邀请学生来探索和阐 明他们试图

遵循的不变的核心价值观 ， 以及这些价值观是如何被情境和环境塑造的 。 第三个重

点领域
“

为未来做好准备
”

， 学习 时长 １ ０ 小时 。 这
一

部分是基于小学 、 初中教育和

职业指导教育课程教授 ， 主要是通过职业教育为学生进入社会奠定社会角色认知和

定位的基础 。 第
一

层次主题是
“

职业身份
”

， 这部分是初始认识阶段 ， 学生通过探宄

话题
一

“

我是谁
”

， 对他们 自 我的身份进行深刻理解 ， 使学生能够设想他们可 以在世

界和社区的工作 中扮演的角色 。 同时 ， 学生将被 引 导发现他们的优势 、 兴趣 、 技能

和工作价值观 ， 这将发现
一

致的元素 ， 帮助他们具体化他们的愿望和计划 。 话题二

是深入到
“

职业生涯规划
”

， 通过对 自 我的认识后 ， 进而引 导学生在社会的系统分工

中能够致力于什么样的职业 ， 分析从事此项职业会面临的 困境 ， 需要何等的能力去

克服它 ， 鼓励学生不断的提升能力 以充分实现职业 目 标 。 话题三为
“

吸引重要的其

他人
”

， 这部分 内容主要是提升判断与对标能力 ， 也就是通过学习 如何与他人进行人

际关系 ， 选择和确定人际圈子 ， 找准对标参照物进行交流 。 最后
一

个话题基于认识

与原因 的学习 ， 提 出
“

就业能力提升
”

话题 ， 也是这
一

主题的落脚点 ， 不断增强工

作技能 ， 拓展职业发展可能性 ， 为未来职业打下坚实基础 。 第二层次主题是
“

全球

化世界中工作
”

。 新加坡是
一

个多 民族多元化的城市 ， 不 同背景人才工作 、 娱乐及生

活的聚集地 。 学生具有社交和文化智慧将使他们能够在不 同 的 团队 中领导或协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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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社区和工作单位做 出积极贡献 。 学生需要意识到 ， 他们可以在网上与具有不同

观点的全球受众们进行交流 ， 应该 以文化的敏感性和适度克制性来保持新加坡及其

它地区的和谐 。 此外 ， 学生还需要认识到保护知识产权以鼓励创造力和创新 以不断

改善社会的生活的重要性 。 最后 ， 第三层主题是为了应对世界变幻莫测的局势 ，

“

要

为不断变化的环境做准备
”

， 不断变化的环境将要求学生具有适应能力 ， 以便识别并

抓住随之而来的机会 ， 有弹性地克服 出现的挑战 ， 并能够在情况发生变化时改进决

策 。 这
一

部分主要落实在
“

了解教育与行业格局 、 不断发展经济体中 的职业軔性与

制定决策准备
”

板块 中 。

以上 ， 显而 易见新加坡 中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整体的逻辑是遵循
“

由浅入深
”

，

“

由表及里
” “

分年级细化到是什么
一一为什么

一一怎么做
”

， 具体表现 内容主要依

据 目 的性 、 配套需要解决 问题的实践性 ， 根据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 ， 从知识 、 技能 、

价值主要维度入手设置具体的 内容 ， 培育中小学生的品格与公 民理念 。 主要呈现的

特点是新加坡品格与公 民教育非常重视编排涉及 ， 综合全维角度 ， 用简 易 的表述与

直接的要求表达出社会所需要培养公 民 的深刻 内涵 。

（三 ） 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实施方式

１ ． 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教学的方法与教学策略

新加坡推进品格公 民教育 的突 出特点之
一

就是擅用方法 。 通常来说学习者在积

极参与时会学习得最好 ， 而方法就是刺激积极性的催化剂 ， 教学方法 旨在通过采取

行动和反思来促进学生积极学习技能和高效 内化价值观 。 比 以往新加坡在 品格教育

方法上进步的是 ， 品格与公 民教育在实施教学方法的过程中配套 了相应的策略 ， 这

提升 了方法的科学有效性 ， 相关策略有 ： 角色扮演 、 对话 、 合作学 习 、 反思 、 ＣＳ Ｉ 提

问过程 、 澄清 、 培养学生对人和事物的敏感度和影响 、 思考常规 、 小组活动及讨论

圈等 。 策略通常穿插与方法 中 ， 与方法共同作用 ， 其基础方法有七种 ：

第
一

是叙述法 ， 叙述法也可 以理解为故事法 ， 包括讲虚构和现实的故事 ， 以促

进价值观的 内在化 。 教师可 以使用各种文化故事 ， 英雄故事和 日 常故事来帮助学生

理解练习 良好价值观的必要性 ， 并通过反思练习来澄清 自 己的感受 。 例如 ： 新加坡

政府常常会利用传播
“

新加坡故事
”

来加强公民的 民族认 同感 ， 通过故事带入引 导

公 民身临其境去领会 。 教师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兴趣选择合适的故事很重要 ， 通过引

导学生在讲述 自 己的经历 ， 构建 自 己的故事或考虑他人的故事时确定个人的信念和

价值观 。 该方法辅助策略要求开放式提 问 ， 澄清 ， 总结 ， 基于每个人的贡献并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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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互相 回应 。

第二是设身处地情境法 。 设身处地方法建立在 同理心上 ， 培养有爱心 的人格 。

老师通常通过
一

个 问题 ：

“

如果你是那个人 ， 你会有什么感觉 ？
”

帮助学生意识到

他们在做 出道德决定时应考虑 自 己的决定对他人的影响 。 通过采用他人的观点 ， 学

生可 以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 ， 并形成对情况的平衡看法 。 此方法通过采用角色扮

演和提 问等策略来完成 。

第三是道德认知发展法 。 认知发展方法是基于劳伦斯 ？ 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

论 。 它鼓励学生对真实的或假设的道德 困境做 出反应 ， 并根据科尔伯格的道德推理

阶段对他们的反应进行排名 。 这个过程将帮助学生检查其行为背后 的动机 ， 并提高

他们 的 自 我意识水平 。 教师可 以使用这种分类法来衡量学生的道德推理水平 ， 并使

用 Ｃ Ｓ Ｉ（澄清－感性 －影响力 ） 提 问过程 ， 使学生能够从 自 我中心的角度发展到道德发

展的更高阶段 ， 并关注社会和普遍观点 。

第 四是体验学习法 。 在
“

体验式学习方法
”

中 ， 学生在课堂 内外进行学习时经

历观察 ， 反思和应用 的循环 。 给学生机会 ， 使他们能够反思价值观 ， 概念和想法 ，

并通过在现实世界中运用技能和知识将价值观 内在化 。 通过从做事中获得意义 ， 学

生更有可能掌握学习 的所有权并将学 习 的经验转变为新的境遇 ， 学生要根据 自 己的

价值体系进行反思 ， 评估和决策 。

第五 ， 价值澄清法 。 修正价值澄清法涉及逐步的过程 ， 可帮助学生做出周到的

决策 。 通过理性思考 ， 同理心和情感意识 ， 通过检查 自 己的感觉和行为方式 ， 激发

学生思考和澄清 自 己的价值观 。 通过运用对话和合作学习等策略 ， 老师将指导学生

根据合理的价值观做出决策包含社会维护的价值观的系统 。 负责任的决策过程包括

确定和评估选项 ， 做 出决定 ， 采取立场并根据 自 己的信念生活 。

此外 ， 大学预科除注重体验式与价值澄清等方法外 ， 还特别强调 ： ①合作与协

作学习法 ， 它要求学生作为
一

个小组聚集在
一

起完成
一

项任务或创造
一

个产品 。 通

过合作学习加强社会互动 中 ， 同时 以小组为 目 标会进行深入了解 。 使用这个方法可

以让学生将他们不同 的兴趣和广泛的观点带入他们 的 日 常互动和课堂 ， 促使学习经

验结构化 ， 这样有意义的互动和知识的共同创造才能发生 。 ②基于情境的调查和案

例研宄法 ， 基于情景的探宄和案例研宄使学生能够将他们的知识应用于真实的 问题 。

透过换位思考 ， 引 导学生 了解社会各方的情况 、 感受和利益 ， 以及情景中所描绘的

问题和事件背后 的 因素和考虑 。 尤其 ， 通过在某些场景 中扮演 问题解决者的角色 ，

学生还可 以练习 负责任的决策 ， 并培养他们可 以应用于他们个人经历的其他情况的

知识 、 技能 、 价值观和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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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准所提供的方法与辅助策略不是教学固定方法 ， 教师作为主导性存在可

以根据学生的具体学情善用方法 ， 根据场景 、 时间 、 时段的变化引用和整合方法教

学 ， 以便于实现以学生为本 ， 提高综合教学成果 。

２ ． 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的教学评估

评估是教学的重要环节 ， 是课程 目标 、 课程内容与课程方法的重要调节器 ， 动

态发展于教学的始终 ， 有效评估可以测量 目标的适度性 、 内容的合理性与课程方法

的实用性 。 建构主义理论倡导学生的学习角色是积极向上的 ， 并倡导学生参与到评

估过程 。 因此 ， 品格与公民的评估实践需要向ｆ习评估的方向发展 。 对学生的学习

进行及时而全面的反馈并激励他们实现品格与公民教育的 目标。

（ １ ） 微观评估模式包含 自我评估 、 同侪评估与教师评估 。 其中 自我评估是评估

的重要环节 。 它给予学习者 自主权 ， 使他们学会 自我省思和独立 自主 。 自我评估鼓

励学生对 自 己的学习进行反思 ， 并努力求取进步 ， 采取的策略是反思和 日记。 同侪

评估是形成性评估的
一

种 ， 学生学会彼此给予反馈 ， 学会考虑他人的感受 ， 并以非

批判性的方式与同侪沟通。 这些是要求学生掌握的 ２ １ 世纪重要技能 。 可以采取同

侪之间互相提问 、 同侪之间互相观察 、 合作学习 、 协作学习 、 讨论圈的方法 。 教师

评估是指教师对学生的评价 ， 在学生的终结性评估和形成性评估中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 。 教师花大量的时间和学生在
一

起 ， 让学生对 自 己的 目标有
一

个清晰的认识 ，
—

教师以学习为中心的反馈可以帮助学生了解 自 己的学习进展和要解决的困难 ， 并能

提出各方面的改进建议 。

（ ２ ） 宏观评估是校本评估与国家评估 。 校本评估基于学业评估的量化和学习评

估 （综合评估 ） 的定期课堂实践的反馈 ， 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 进而加强

社会学的学与教 。 校本评估的重要评估方式是问题评估 ， 但是问题评估方式是不定

时组件的 ， 教师在问题评估过程还应具备灵活性 。 国家评估总体上是和校本评估保

持
一

致 ， 它的表现方式为定级来进行评定的方式 ， 具有标准化与整体性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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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Ｘ 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的特征及启示

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与我国 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具有
一

致性 ， 但是因为

国情与名称的差异 ， 因此在 叫法上有所不 同 。 我国从古至今对于道德建设都给予重

大关注 ， 不论是古时候的传统优秀道德文化 ， 还是 １ ９ ８４ 年思想政治学科系统化 ， 我

国对于公民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课建设都狠抓落实 ， 并随着 国

家的人才建设和发展的要求 ， 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的改革不断深化 。 党的十八

大 以来 ， 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政课建设 ， 做出 了
一

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 但同时 ， 面对

新形势 、 新任务 、 新挑战 ， 还存在许多不足 。 ２０ １ ９ 年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 》谈到 ：

“

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

体化建设需要深化 ， 学校 、

家庭 、 社会协同推动思政课建设的合力没有完全形成 ， 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思政课

建设的氛围不够浓厚 。 办好思政课 ， 要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党和 国家事业

发展全局 中来看待 ， 要从坚持和发展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
”

。

？
为 了推进中小学思想政治课程发展 ， 那么

必然要推陈 出新 ， 博采众长 ， 学习借鉴优秀的经验不断改革 ， 实现效益最大化 。 新

加坡经过几十年的公 民与道德教育的改革 ， 在 中小学
一

体化建设的改革中取得巨大

成效 。 其课程 目 标 、 课程 内容和实施方式等具有鲜明的特征 ， 内蕴丰富的经验 ， 通

过对于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分析及对特征的总结 ， 可 以提取值得我们

学习借鉴并深化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经验 。

（

一

） 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的特征

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 中心特征是贯穿小学 、 初中 、 大学预科的
一

体化

建设 ， 具有高度的衔接性与耦合性 。

一

体化是动态不断发展的 、 不断更新 的结构态

势 ， 相关部 门依据国 内外态势深挖 问题根源 ， 对症下药 ， 适应现代化教育体系 ， 不

断推进新加坡 品格与公民教育 的新发展 。

１ ． 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目标的一致性与可视化

新加坡品格与公 民教育强调的是
“

以学生为本 ， 以价值观导 向
”

的体系 ， 课程

目 标的设置紧紧围绕社会核心价值观 ， 以新加坡核心价值为导 向贯穿于小学 、 初中 、

大学预科建设中 。

一

方面 ， 核心价值观是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的灵魂 ，

也就是说 ， 中小学的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的 内容 由价值观辐散开来 ， 核心价值观就

？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 ［
Ｎ

］
． 中共 中 央办公厅 印发 ， ２ ０ １ ９ ． ０ ８ ． １ ４ ．

３ ２



丨

頌 士 学 位 论 文

ＭＡＳＴＥＲ
’

Ｓ ＴＨ Ｅ Ｓ Ｉ Ｓ

是多彩纷呈 内容的底色 ， 体现 出课程 目 标的
一

致性 。 另
一

方面 ， 课程 内容的设置 以

核心价值观为基点 ， 分散整合于学习成果 目 标 １
－８ 条中 ， 每

一

条学习成果要求及概

念明晰易懂 ， 概念不空泛而 口 号化 ， 能够确切 的落实到具体的要求上 ， 具有可视性 。

比如 ： 小学与初中 的学 习 效果 目 标 １ ： 具有 自 我意识 ， 并运用 自我管理技能实现个

人身心健康和效益 。 它确切 的要求学生要具备 自 我管理 ， 以使个人身体的健康与心

理健康的利益最优化 。 它从途径 、 内容 、 目 的三个层次清晰 的表达 了是什么 、 为什

么 、 怎么做 ， 课程 目 标具有可视性 。 其次 ， 从角色 目 标看 ， 中小学都从身份 、 人际

关系 、 抉择三个层次与个人 、 家庭 、 社区 、 学校 、 国家和世界六个维度来阐述 ， 分

级 、 分学段的不断呈波浪型上升模式制定合理 目 标 ， 且中心 内容贯彻始终 。

２ ． 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内容的协同与多元性

新加坡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 内容具有协 同性 ， 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 。

一

方面 ，

是课程 内 容结构协同 ， 通过 内部要素 内 容相互之间 的关联 、 课程要素和次序的排列

形成弹性有序的结构 ， 实现 内容的最优化 。 横向结构上看 ， 中 小学都开展了 品格与

公民教育课 、 品格与公民教育校本课程等 ， 但是级任辅导课设置只有小学开展 。 小

学段 ， 单元模块课程又仅对小学五年级到六年级开放 ， 形成
一

个分级化教学 ， 课程

设置结构协同且有效 。 此外 ， 纵向结构看 ， 以核心价值观为导 向贯穿 中小学设置品

格与公民课程 ， 不 同层级对相关概念与 内 容进行深化传达 ， 实现有意义的高效衔接 。

例如八条 目 标成果 ， 以第 ６ 条为例 ， 小学的核心价值观要求是能够思考 ， 自 信的表

达 自 己 ， 而初中阶段在此基础上要求学生能够欣赏不 同 的观点并进行有效沟通 ， 到

了 大学预科阶段要求学生具备批判性思维和沟通说服能力 ， 层层递进 ， 由浅入深 。

另
一

方面 ， 课程 内容都是 以 问题为中心 、 以议题为引 导来贯穿课程 。 课程 内 容的设

置都是 以概念 问题入手 ， 具有启 发性的 引 导教学 。 横 向看 ， 课程以 问题
一

问题链

一一

问题块模式设置课标 ， 例如 ？

． 以三大概念身份 、 人际关系 、 抉择入手 ， 设置身

份主要 问题是什么 ， 要 了解并解决的 问题又是什么 ， 如此设置 。 纵向 以
“

是什么

一

为什么
一怎么做

”

的结构去编排 ，

一

般上是 以低年级段重点侧重是什么 ， 而深

入阶段同时 明 白为什么 ， 高年级阶段侧重于解决 问题 ， 因此逻辑递进具有协 同性 。

多元化 同样是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的另
一

个特点 。

一

方面课程 内容的维度多元

化 ， 从层次上 以个人 、 家庭 、 校园 、 社区 、 国家和世界为界 ， 整合家庭 、 学校 、 社

区与 国家的综合资源 。 以设置合理道德结构为基点 ， 利用 多层次多维度的多元手段 ，

促进道德结构枝繁叶茂生长 。 另
一

方面课程 内容的丰富性 ， 以往 ， 课程 内容关注公

民道德与 国家认同 的单
一

方面 ， 教学 内容多为其服务 ， 而如今 ， 不仅仅是要关注道

德 、 国家认同建设 ， 还要不断适应现代化发展需要 ， 提升能够应对更复杂竞争局势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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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公 民 ， 加强学生与公 民相关技能 、 社交情绪 、 全球意识等能力 ， 内容更加丰

富多元 。

３ ． 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方法高度实践性

品格与公 民教育在实施过程中提供 了 多样的辅助教授方法 ， 并且还配套相应的

教学策略 ， 以便学生能够更好的 内化知识 。 课程实施方法具有实践可行性的特点 ，

相 比于假大空的 口 号式方法 ， 品格与公民教育所呈现的教育方法与教学情境的设置

具有接地气 、 易使用 的特性 ， 因此呈现出高度实践性 。 例如 ， 设身处地考虑法 ， 基

于学生的 同理心机制 ， 教师通过凝练关键问题来 引 导学生置入情境中更为有具象性

思考 ， 并辅助学生角色扮演等合理情境的策略 ， 让学生能够更深入探析 问题的本质

与意义 ， 易于认可老师所教授的方法 ， 从而形成 自 我的思考 ， 提高学生在 品格与公

民方面所具备的能力 。

（二 ） 对我国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建设的启示

当前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
一

体化建设成熟 ， 其优点集中体现在它

的特征 中 ， 通过对于特征的分析与汲取 ， 可为我 国 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建设提

供有效性建议 。

１ ． 确立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课程标准

一

体化课程标准与传统的标准主要差别在于 由教师
“

教
”

的角度转向学生
“

学
”

的角度 ， 表现在 目 的指 向 的总体贯彻性和阶段的差异性 ， 呈现出差异 中 的和谐统
一

。

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 的课程标准
一

体化建设十分成熟 ， 不论是形式上的课

程标准还是 内 容结构的实施贯彻都取得 了
一

定 的成效 。 形式上 ， 首先课程标准 以

２ ０ １ ４年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标准 、 ２ ０ １ ４年中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标准和 ２ ０ １ ６

年大学预科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为主 。 其次 ， 课程设置中小学都 以基础性的品

格与公民教育课程为主 ， 辅之符合教学对象生理与心理特征的课程 ， 依据年级 的增

长而不断优化衔接 内容 。 内容上 ， 以八条效果 目标中 的第二条
“

诚信行事 ， 做出符

合道德原 则 的负责任的决定
”

为例 ， 它具体细化要求显示 ， 小学要做到能够合作 、

分享和关心他人 ， 初中在合作与 团队协作的基础上表现 出对他人的 同情心 ， 而大学

预科 （ 高 中 ） 更深入要求跨界合作与承担责任 ， 这三个不 同层次递进的 目 标都蕴含

了正直的核心价值观要素 。

我国 中 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课程 的
一

体化建设 目 前 己是 国家教育方面 的重点发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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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内容 。 形式上 已有 巨大的突破 ， 例如课本使用上 以
“

道德与法治
”

教材为主 ， 小

学使用小学道德与法治课本 ， 初中是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本 ， 高中是思想政治教育课

本而大学又是大学道德与法治教材 ， 从教材的编排上具有明显的
一

体化特征 。 但是

内 容方面还有极大的进步空间 ， 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 的课程 内容设置应符合教学对

象的生理心理年龄 ， 注重衔接的有效性 ， 层次的递进性 。 课程标准的制度建设方面

应注重我国 国情实际与教学主客体的基本情况不断完善 ， 执行过程要避免形式主义

与半路夭折 的情况 ， 要辅 以 多种方法 ， 联动多方力量推进课程标准的
一

体化建设 。

２ ． 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 ， 把立德树人贯穿始终的课程目标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 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作为

社会意识的部分亦然承担着推进社会发展的任务 ， 明确思想政治课程的 目 标就具有

基础作用 。 从新加坡的 品格与公民教育的课程 目 标看 ， 具有极为鲜明 的
一

体化贯彻

性特点 。 主要贯彻两方面 ：

一

是核心价值观 。 首先 ， 中小学课程标准的第
一

部分都

是着重强调 了
“

新加坡核心价值观
”

并明确解释了核心价值观六要素 。 其次 ， 依据

核心价值观 ， 课程 目标贯彻要求了学生需要具备的能力 ， 也就是与公民与 品格教育

相关的技能和社交与情绪管理能力等 ， 以学生的生理心理变化为 自变量 ， 学生所要

求的能力随 自 变量的提升而不断丰富 。 二是贯彻新加坡育人 目 标 ， 不论是小学还是

中学的育人 目 标都指 向是 ： 通过传递价值观和增强技能 ， 培育学生成为
一

个具有 良

好品德的公民 ， 并为社会做 出贡献 。 新加坡的品格与公 民教育通过多年的发展 ， 坚

持核心价值观与技能的培养 ， 依据学生的生理心理发展不断对 目标进行细节性调整 ，

坚持
“

以学生为本 ， 以 问题为导 向
”

进行教学 ， 整体上在品格与公民教育板块取得

优异成果 。

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社会意识的发展 ， 社会意识的优化不仅依

靠上层建筑同时要注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 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 目 的是提高人的思

想道德素质 ， 促进人的 自 由全面发展 ， 激励人们建设社会主义 ， 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并为之奋斗 。 教育 目 的具体有三层 ， 不仅强调为国家培育人才 ， 为学校培养 目标 同

时还具有课程 目 标的含义 。 由此 ，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 目 标反映在中小学思想政治课

程 目 标建设上就要依据我国思想政治教育 目 的特性 、 社会发展的性质与方 向 以及新

加坡品格公 民教育 的积极经验 ， 要坚持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也就是中小学思

想政治课程的 目 标设计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 中 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课 。

根据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 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在分解 目标时可

？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２ 卷

） ［
Ｍ

］
． 人民 出版社 １ ９９５ 年版 ， 第 ３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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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参考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 中 的层次性与间接性 ， 有效进行 内容的
一

体化建设 。

除此之外 ， 我 国 的 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要贯穿落实
“

立德树人
”

的根本任务 。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把
“

立德树人
”

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 而德在课程的直接表现

上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课程 ， 可见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重要意义 。 结合党的要求 ， 思

想政治课不仅仅在思想道德素质上和价值观教育上培育学生 ， 立德树人要求关注学

生的能动性与主体性 ， 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 。 我 国设计教育 目 标 ， 要充分考虑学生

的生理心理需求 ， 遵循 由低级到高级 、 由简单到复杂的运动过程规律 ， 识别阶段的

差异性与特殊性 ， 调整教育 目 标和 内容 ， 符合社会发展需求及个人需求 。 把核心价

值观有层次 、 有衔接地贯穿并分解到 中小学不同学段 、 不同课 目 中 ， 同时注重社会

情绪与管理能力 、 与 品格与公民教育技能方面的 目标要求 。

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坚持
“

立德树人
”

任务导 向 ， 借鉴新加坡中小学品

格与公 民教育 的课程 目标设计 ， 我们在中小学思想政治课程 目 标设置上可 以 ： 小学

阶段关注低层领域 ， 即注重加强个人 自我品德的约束 ， 构建家庭模型并引入正确的

情感 ， 树立学校集体合作 的观念 ， 形成 国家认同感与 民族 自 豪感等 。 而到初 中与大

学预科后再向高层次深化 ， 最后培养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和具有优秀思想

品德素质 的公 民 。

３ ． 构筑兼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内容

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具有两个鲜 明 的特点 ，

一

是鲜明突 出儒家文化 ，

即儒家文化在新加坡任何时期的公 民教育改革中都呈现出重要的地位 。 从新加坡的

历史进程看 ， 新加坡作为
一

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多 民族且多元文化的国家 ， 要凝聚民

心 ， 团结 国力 ， 必须要深化公 民的
“

国家认同与 民族认同
”

， 而儒家文化作为华人的

传统优秀文化就备受新加坡政府的青睐 ， 通过挖掘儒家文化的积极因素 ， 利用文化

教育的功能对中小学生进行
“

新加坡人
”

理念的灌输 ， 大大培育 了新加坡中小学生

的 国家认同感 。 二是具有鲜 明 的新加坡特色 。 新加坡对于中 小学公民与 品格教育的

教学 内容规划立足于新加坡国 内实际情况 ， 符合新加坡现下的发展实际 ， 以动态的

方式 由个人 、 社会到 国家层层递进 ， 优化了 中 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的建设结构 。 而

我国是中平文 明 的发祥地 ， 自 身不仅富有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 ， 并且还具有近

现代 以来成功挖掘并迸发出强大力量的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我们可 以从优秀的

传统文化与 中 国特色社会文化 中提炼出精华来建构 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课程 。

（ １ ） 撞于挖掘传统优秀文化 ， 夯实根本之基

开发与弘扬传统优秀文化是推进 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成功 的重要手段之

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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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因为思想政治教育 的 内 容既要时代性又要民族性 ， 如果否定优秀传统文化那么

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失去基本活力 ， 如无源之水 ， 无本之木 。 构建思想政治教

育 内 容时 ， 要注重纵 向 的传承性 ， 汲取传统优秀文化的精髓 ， 也要注重横 向 的时代

更新与肥料选择的生长性 。

一

方面 ， 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把儒家文化

放在整个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环节 中 ， 例如 ， 党中央近期不断强调
“

四史教育
”

，

历史教育为人民发展所需 ， 为国家发展所要 ， 史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 同样十分

重要 。 另
一

方面 ， 与时俱进 ， 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 ， 根据发展需求 ， 动态拓展

思想政治教育 内容的 内容 。 例如 ： 包括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 、 作 出 负责任的决定和

反思 。 文化传统是根本 ， 时代要求是发展 ， 融合两者凝结的人才素养 内容纳入到 中

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中 ， 从而让学生能够发展成为国家所需 、 时代所需的现代公

民 。

（ ２ ） 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明发展之向

中 国 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课的实质就是落实
“

立德树人
”

， 培育担当 民族复兴大

任地时代新人 。 而其具体指 向是学生能够在未来通过优秀的思想品德素质与扎实的

技能坚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 不断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努力 。 因此 ， 中

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必须融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

社会主义建设 以来党领导人民凝结的优秀文化 ， 从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至今所迸发 出

巨大的思想力 ， 不断的推进我国思想 、 政治 、 经济的发展 。

一

方面 ， 我国不仅要传

承 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 也应当坚持中 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 也就是要不断发扬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把中 小学思想政治课程加入社会主义实践 内 容和理论 内容 ，

认可中 国 的制度 ， 中 国 的文化 。 另
一

方面 ， 我国要加强社会主义实践 ， 把中 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实践 内容穿插于 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课程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

标准 ，

同时是深化学生 品德素质 的重要渠道 ， 例如加入社团服务等 内 容 。 总之 ， 把中 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融入中小学思想政治课程 ， 是把握学生政治思想 、 品德素质方 向 的

重要舵手 。

（３ ） 坚持课程模式多样化 ， 对接内容合理化

新加坡 中 小学 品格与公 民教育课程优化教学成果地重要方式就是开发多样化

课程 ， 内容与教学对象匹配程度适当 。 比如小学的课程除 了 以 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

教学为主 ， 还包括级任辅导课 、 品格与公 民教育校本课程以及品格与公民教育单元

模块 。 课程的设置多元且有序 ， 品格与公民单元模块并不是适应所有的学生 ， 而是

只有 ５
－

６ 年级的学生才开设 ， 并针对他们的生理心理年龄适当 的 引 入性教育课程 ，

促使学生的道德素质完善发展 。 初中期间取消级任辅导课 ， 增加其他课程模块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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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加强课程实践的 内 容 ， 尤其到 了大学预科 ， 内容偏向时政方面 ， 输入的 内 容紧

跟社会 、 贴近生活 ， 它根据学生的接受与适应性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提高地规律编

制 ， 具有
一

定 的科学性 。 因此 ， 我国 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必须遵循学生的生理

心理发展规律 ， 社会发展客观规律 ， 阶段性 、 层次性 、 间接性的设置 内容 ， 当前 中

小学课程改革 以后 ， 小学与初中所使用 的是道德与法治教材 ， 大学预科生是思想政

治教材 ， 内容 以专题式的模式 由低到高 ， 由 己及社会的进行安排 ， 由生活到时政 ，

多用生活事例佐证教学 ， 具有
一

定的进步性 ， 但是在分级性针对性方面还需要进
一

步加强 ， 学习 时段性与实践性的 内容应适当增多 ， 优化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 内容编

排结构 。

４ ． 多维度整合教学 ，
优化教学实施方式

新加坡屮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教学实施方面 ， 采用 了三者合
一

法 ， 即教学方法 、

教学策略 以及辅助教学情境体验三者共 同作用于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 。 他们所倡导

的教学方法多样 ， 教学策略有针对 ， 教学情境体验贴近学生情感 ， 增强 了教学成果

地效益 。 由此 ， 其实施方法有值得借鉴方面 ， 如下 ：

（ １ ） 加强教学氛围 ， 创设实践情境共情教学

内容是基础 ， 方法是关键 ， 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要取得进展 ， 教学成果的

效率必然提高 。 而提高思想政治教学成果就是要坚持 以生为本 ， 高度激发学生的主

体性 ， 利用合理的方法引 导并培养学生具备学 习力与 自 我思考力 。 新加坡在 品格与

公 民教育过程中 ， 不单采用基础教学方法 ， 还辅之以情境教学 。 它根据每
一

个学段

的差异来针对性的提供不 同的情境案例 ， 选择案例的标准主要依照合理性与适配性

进行 。 采用情境教学的好处是通过创设的情境让学生在学习 中更具有真实感和更能

产生情绪共鸣 ， 同时 ， 学生还易于接受 内 容并积极反思 内容 。 它就是通过沁润的方

式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 提升学生的领悟力 ， 获得学生思想道德教育 的成效 。 由此 ，

我国 中 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课堂要善用情境创设方法 ， 引 导学生感受 内容 ， 贴近 内容 ，

实践 内 容并 由 内而外认可教学 内容 。

（ ２ ） 注重议题式教学 ， 善于利用教学策略辅助过程

议题式教学为当前我国大学预科思想政治所倡导 的
一

种模式 ， 目 前处于探索性

与实验性的阶段 ， 议题式教学主要是通过课程给出
一

个议题 ， 老师组织学生参与讨

论且在过程中 引 导学生思考和激发学生积极性 ， 然后共同探析并建构逻辑脉络的教

学方式 ， 这种方式能够培育学生前期的资料收集与检索能力 ， 中期的梳理和建构能

力 ， 后期的吸收与反思性 。 在新加坡 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学课程
“

纲要
”

里 ， 明显

呈现 出议题式导 向 的教学模式 ， 例如 ， 教学纲要提到的三大核心概念
“

身份 、 人际

３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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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和抉择
”

， 在切分这部分 内容时就是 以 问题的方式引 出 ， 并通过学生议题讨论的

方式去传授教学 内容 ， 这种方式在新加坡的小学和初 中阶段就已经引 用 ， 且使用 的

程度较为成熟 。 我国推进议题式教学在大学预科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过程要遵循学

生的心理生理规律 ， 并且结合核心 问题
一一重点 问题

一
一

细节 问题的模式层层推进

才能达到逻辑性与层次性 ， 学生也才能准确真实的理解 内涵 。 其次 ， 还要加大力度

把议题式教学通过简化和精炼化的方式推进小学和初 中课堂 ， 更大程度的解放学生

的思维活力 ， 增强中 小学思想政治教育 的生产力 。

（３ ） 联动家 、 校 、 社会的力量 ， 推进评估模式的多维化

中 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只有学校和课堂 ， 它具有时时性与处处性的特

点 ， 这也就要求需要学校 、 家庭和社会的联动教育 。 首先 ， 要坚持学校的主阵地教

学 ， 学校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和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实践活动教育学生 ， 其次 ，

把握家庭与社会两大力量辅助教学 ， 家庭教育具有基础性与终身性 ， 家风建设是有

效影响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因素 ， 家长必须配合学校做好家庭思想道德建设 。 社会

教育 同样重要 ， 党政相关机构要保障学生的基础性教育设施的完备 ， 同时支持思想

政治教育建设 ， 增加思想政治教育的投入 ， 确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导 向性 ， 多方协

同力量共建中小学思想政治 的美好宏 图 。 此外 ， 做好评估工作 ， 评估与反思是推进

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
一

环 ， 评估的客观性与有效性是调整思想政治教育方向重要指

南 ， 因此 ， 多方评估对于客观性就尤为重要 。 以往 ， 我国 的评估落实环节是极为单

一

的 ， 往往出现高位评估现象 ， 这种方式不够全面与客观 ， 导致在优化思想政治教

育过程中不够准确 ， 由此 ， 我 国要加强多维评估的推行 ， 比如 ： 自我评估 、 教师评

估 、 学校评估 、 家庭评估 以及相关部 门评估 ， 多重评估的重合性会落实思想政治教

育 的客观性 ， 这也是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 。

５ ． 坚持
“

以我为主 ，
选择借鉴

”

的原则

学习借鉴的过程中 ， 要明确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与我国 中小学思想政

治教育课程建设的根本服务对象的差别 ， 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生长于资本

主义环境的土壤里 ， 服务的对象是资本主义阶级 ， 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 而我国思

想政治课程的性质是社会主义 ， 服务于人民大众 ， 具有普遍性与优越性 ， 必须坚持

社会主义这个基本核心不能动摇 。 其次 ， 新加坡中小学 品格与公民教育 中也存在消

极的部分和不适应我 国发展的部分 ， 面对弊端我们应该取其精华 ， 去其糟粕 ， 既要

学习优秀的部分 ， 同时不能盲 目 照搬 ， 必须要与我国 的 国情实际相结合 ， 坚持以我

为主 的原则进行借鉴 ， 继而有效的推进我国 中小学思想政治课程建设 。

中小学思想政治课程建设中 ， 学习借鉴要坚持基本的政治立场 、 发展道路 ， 保

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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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月艮务对象的性质不能改变 ， 必须牢牢把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信念 ， 坚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立场 。 要明晰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建设的 目 的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培育社会主义接班人与建设者 ， 借鉴的重点是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中有

效的方式与课程结构等内容 。 此外 ， 还应保障所提取的 内容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的土

壤 ， 具备强大的生命力 ， 发挥正向的作用 ， 如此才能实现在借鉴学习下的有效 自我

发展 。

总之 ， 我国 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课要贯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 ， 落实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 融合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以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多维度

整合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法 ， 来坚定不移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思想道德素

质合格的公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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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现行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 民教育是新加坡为应对国 内外新变化所在公民教

育做的
一

次有益探索 ， 目前 己有至少 ５ 年的实施经验 ， 在新加坡中小学学生培育方

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

一

定程度上为我国的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借鉴与指

导 。 本文对于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 ， 通过对于现行中

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大纲进行分析 ， 以期汲取有利于我国 中小学思想政治

教育课程在课程 目标 、 课程内容和课程方法发展的可行经验 ， 来深化我国中小学思

想政治教育的改革 。
－

但是本研宄 目前还有两方面不足 ：

一

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 ， 没有办法前

往新加坡对于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进行实地考察 ， 所以在课程效果和进展的

方面还有细化空间 ；
二是因多方因素限制 ， 主要以宏观视角切入课程标准纲要来分

析 ， 未能对于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具体课本做深入分析 ， 再加上本人分析

能力有限 ， 存在需要更加凝练观点和实践突破的地方 ， 比如 ： 新加坡的议题式教学

实践调研的成果与运用等问题 。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 ， 以期在后期能够更好地深化

研宄 。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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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与公民教育课标比较研宄 （下 ） ［
Ｊ
］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 ２０ １ ７
（
２３

）
．

［
１ ７

］夏惠贤 ，陈鹏 ． 以核心价值观塑造好公民品格——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 ２０ １ ４ 课

程标准述评 ［
Ｊ
］

？外国 中小学教育 ， ２０ １ ７
（
０５

）
．

［
１ ８

］
张晖 ．新加坡中小学公民教育研宄 ［

Ｊ
］

？教育现代化 ， ２０ １ ９
，
６
（

１ ８
）

．

［
１ ９

］吴小玮 ．新加坡品格与公民课程改革研宄
一一

兼论我国的德育课程
一

体化建设

［
Ｊ
］

？全球教育展望 ， ２０ １ ９
，
４８

（
０２

）
．

三、 文件报纸类

［
１
］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

Ｎ
］

．人民 日报 ， ２０ １ ３ ． １ ２ ．２２ ．

［
２

］
用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 ［
Ｎ

］
．新华社 ， ２０ １ ９ ．０３ ．０８ ．

［
３

］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 ［

Ｎ
］

．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 ２０ １ ９ ．０８ ． １ ４ ．

［
４

］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Ｏ三五年远景 目

标的建议 ［
Ｎ

］
．人民 日报 ， ２０２ １ ． ３ ． １ ２ ．

［
５

］
习近平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 ： 坚持中 国特色世界

一

流大学建设 目标方向 ， 为

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 ［
Ｎ

］
．新华社 ， ２０２ １ ．０４ ． １ ９ ．

四 、 硕博论文类

［
１
］
李轶琦 ． 中 国思想政治教育与新加坡公民教育 比较研宄及启示 ［

Ｄ
］

．黑龙江大学 ，

２０ １ ５ ．

［
２

］ 肖 智 ． 新加坡中学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研宄 ［
Ｄ

］
．西南大学 ， ２０ １ ５ ．

［
３

］
钟善盈． 新加坡公民道德教育研宄 ［

Ｄ
］

．海南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５ ．

［
４

］ 黄雯雯 ． 中 国与新加坡小学社会课程标准比较研宄 ［
Ｄ

］
．扬州大学 ， ２０ １ ５ ．

［
５

］
皇海涵 ． 新加坡公民教育的特色和价值研宄 ［

Ｄ
］

．长沙理工大学 ， ２０ １ ６ ．

［
６

］
张文博 ． 新加坡公民教育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借鉴研宄 ［

Ｄ
］

．重庆理工大学 ，

２０ １ ７ ．

［
７
］ 高灿 ． 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宄 ［

Ｄ
］

．河北大学 ， ２０ １ ７ ．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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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ＳＴＥ Ｒ
＇

Ｓ ＴＨ ＥＳ Ｉ Ｓ

［
８

］
邬成霞 ． 新加坡小学课程与教学 中 的公 民教育研宄 ［

Ｄ
］

？赣南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７ ，

［
９

］ 洪玲玲 ． 新加坡教育分流理念下基础教育课程设置及其启示 ［
Ｄ

］
．沈阳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８ ．

［
１ ０

］
赵洋章 ． 新加坡小学品德与公民课程的融合研究 ［

Ｄ
］

．广西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９ ．

［
１ １

］
石颖慧 ． 多元文化视角 下新加坡小学

“

品格与公 民教育
”

课程体系研宄
［
Ｄ

］
．四川

师范大学 ， ２ ０２ ０ ．

五 、 外文文献 ：

［
１
］Ｅ ｒ ｉ ｃｋｓ ｏｎ ．Ｅ ．Ｈ

，
Ｃｈ ｉ ｌｄｈｏｏｄａｎｄｓｏｃ ｉ ｅ ｔｙ ［

Ｊ
］

．Ｎｅｗ Ｙｏ ｒｋ ：Ｗ ．Ｗ．ｎｏ ｒｔｏｎ
， 

１ ９ ５ ０

［
２

］Ｃ ｉｖ ｉ ｃ ｓａｎｄＭｏｒａ ｌ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Ｓｙｌ ｌａｂｕｓ（
Ｐｒ ｉｍａｒｙ） ［

Ｓ
］

．Ｃｕｔｒ ｉｃｕ ｌｕｍＰ ｌａｎｎ ｉｎｇＤ ｉｖ ｉ ｓ ｉ ｏｎ

Ｍ ｉｎ ｉ ｓｔｒ
ｙ
ｏ ｆ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Ｓ ｉｎｇａｐｏ

ｒｅ
， １ ９９９ ．

［
３

］Ｃ ｉｖ ｉ ｃ ｓａｎｄＭｏｒａ ｌＥｄｕｃａｔ ｉ ｏｎＳｙ ｌ ｌａｂｕｓ
５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

Ｓ
］

． Ｃｕｒ ｉ ｃｕ ＩｕｍＰ ｌａｎｎ ｉｎ
ｇ
ａｎｄ

Ｄｅｖ ｅ ｌ ｏｐ
ｍ ｅｎｔ Ｄ ｉｖ ｉ ｓ ｉ ｏｎ

 ５
ｔｈｅＭ ｉ ｎ ｉ ｓ 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
Ｓ ｉｎｇ

ａｐｏ ｒｅ
，

２０００ ．

［
４

］ＴａｎＴａ ｉＷｅ ｉ
，Ｃ ｈ ｅｗＬｅｅＣｈ ｉ ｎ ．Ｍｏ ｒａ ｌａｎｄｃ ｉ ｔ ｉｚｅｎ ｓｈ ｉ

ｐｅｄｕｃａ ｔ ｉ ｏｎａｓｓ ｔａｔｅｃ ｒａｆｔｉｎ

Ｓ ｉ ｎ ｇａｐｏ ｒｅ ：ａｃｕｒｒ ｉ ｃｕ ｌｕｍｃ ｒ ｉｔ ｉ

ｑ
ｕ ｅ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Ｍｏｒａ ｌＥｄｕｃａｔ ｉ ｏｎ
？
２ ００４ ．

［
５

］Ｊｏｙ
ＣｈｅｗＯｏｎＡ ｉ

，
Ｃ ｉｖ ｉ ｃ ｓａｎｄＭｏｒａ ｌ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ｉｎＳ ｉｎ

ｇ
ａｐｏ

ｒｅ ： ｌｅｓ ｓｏｎｓｆｏｒｃ ｉ ｔ ｉｚｅｎ ｓｈ 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
［
Ｊ
］

． Ｓ ｉｎ
ｇａｐｏ

ｒｅ
，

Ｊ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ｆ Ｍｏｒａ ｌＥｄｕｃａｔ ｉ ｏｎ
，

２００６ ． ６ ．

［
６

］（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１ｔｏ２ Ｎｏ ｒｍａ ｌ

（
Ｔｅｃｈｎ ｉ ｃａ ｌ

）（
Ｌｏｗｅｒ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Ｎｏ ｒｍａ ｌ

（
Ｔｅｃｈｎ ｉ ｃａ ｌ

）
ＳＯＣ ＩＡＬ

ＳＴＵＤ ＩＥＳＳＹＬＬＡＢＵ》
［
Ｓ

］
．Ｃｕｒｒ ｉ ｃｕ ｌｕｍＰ ｌａｎｎ 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ｔＤ ｉｖ ｉｓ ｉｏｎｏ ｆｔｈｅ

Ｍ ｉｎ ｉ ｓ ｔｒｙ
ｏ ｆ Ｅｄｕｃａ ｔ ｉｏｎ

，
Ｓ ｉ ｎ

ｇ
ａｐｏ ｒｅ

，

２００６ ．

［
７
］Ｃ ｉｖ ｉ ｃ ｓａｎｄＭｏ ｒａ ｌ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Ｓｙｌ ｌ ａｂｕ ｓ

［
Ｓ

］
．Ｃ ｕｒｒ ｉ ｃｕ ｌ ｕｍＰ ｌａｎｎ ｉｎｇａｎｄＤ 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 ｉｖ ｉ ｓ ｉ 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Ｍ ｉｎ ｉ ｓ ｔｒｙ
ｏ ｆ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 ｎ

，
Ｓ ｉｎｇａｐｏ ｒｅ

，

２００ ７ ．

［
８

］ＰＲＥ
－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Ｒｅｖ ｉ ｓｅｄ

［
Ｓ

］
．Ｃｕ ｒｒ ｉ ｃｕ ｌｕｍＰ ｌ ａｎｎ ｉｎｇ

ａｎｄＤ 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 ｔＤ ｉｖ ｉ ｓ ｉｏｎｏｆ

ｔｈ ｅＭ ｉｎ ｉ 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 ａｔ ｉｏｎ

，
Ｓ ｉｎｇａｐｏ ｒｅ

，
２００ ７ ．

［
９

］Ｊａｓｍ ｉ ｎ ｅＢ
－

Ｙ．Ｓ ｉｍ ，Ｍｕ ｒｒａｙ
Ｐ ｒ ｉｎ ｔ ．Ｃ ｉ ｔ ｉ ｚｅｎ ｓｈ 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ｉ ｎＳ ｉｎｇａｐ
ｏ ｒｅ ｉ ｃｏｎｔｒｏ ｌ ｌ ｉｎｇ

ｏ ｒｅｍ
ｐｏ
ｗｅ ｒ 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ｅ ｒｕｎｄｅ ｒｓｔａｎｄ 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ａｃ ｔ ｉ ｃｅ ？

［
Ｊ
］

．Ａ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Ｉｎ ｓ ｔ ｉ ｔｕｔｅ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

２００９ ．

［
１ ０

］ 

２０ １ ４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 ｒａｎｄｃ ｉ ｔ ｉｚｅｎｓｈ ｉ

ｐ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
Ｓ

］
． Ｓ ｉｎｇａｐｏ ｒｅ ：Ｍ ｉｎ ｉ ｓ ｔｒｙ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Ｓ ｔｕｄｅｎｔＤｅｖ ｅ ｌｏｐｍ ｅｎｔＣ ｕ ｒｒ ｉ ｃ ｕ ｌ ｕｍＤ ｉｖ ｉ ｓ ｉ ｏｎ
，

２０ １ ４ ．

［
１ １

］ 

２０ １ 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 ｒ ａｎｄ ｃ ｉ ｔ ｉｚｅｎ ｓｈ ｉ

ｐ
ｅｄｕｃａｔ ｉ ｏｎ

ｐｒ ｉｍａｒｙ ［
Ｓ

］
． Ｓ ｉｎｇａｐｏ ｒｅ ： Ｍ ｉｎ ｉ ｓ 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 ｉ ｏｎ ，

Ｓ ｔｕｄｅｎｔＤ ｅｖｅ 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Ｃｕｒｒ ｉ ｃｕ ｌｕｍＤ ｉｖ ｉ ｓ ｉｏｎ
？
２０ １ ４ ．

［
１ ２

Ｊ
２０ １ ６ｃｈａｒａｃｔｅ ｒａｎｄｃ ｉ ｔ ｉｚｅｎ ｓｈ 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ｕｐｐｅ ｒ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

］
． Ｓ ｉｎ

ｇ
ａｐｏ ｒｅ ：Ｍ ｉｎ ｉ 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Ｄ 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ｔ Ｃｕｒｒ ｉ ｃｕ ｌｕｍＤ ｉｖ ｉ ｓ ｉｏｎ
，

２０ １ ６ ．

［
１ ３

］ 

Ｓｏｃ ｉａ ｌｓｔｕｄ ｉ ｅ ｓｓｙ ｌ ｌ ａｂｕ ｓｕｐｐ
ｅｒ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ｅｘｐ ｒｅ ｓ ｓｃｏｕ ｒｓ ｅｎｏ ｒｍ ａ ｌ

（
ａｃａｄｅｍ ｉ ｃ

）

ｃｏｕ ｒｓｅ ．

［

Ｓ
］

． Ｓ ｉｎｇ
ａ
ｐｏ

ｒｅ ： Ｍ ｉｎ ｉ ｓｔｒ
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Ｃｕｒｒ ｉ ｃｕ ｌｕｍ Ｐ ｌ ａｎｎ ｉｎ
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ｅ ｌｏ
ｐ
ｍ ｅｎ ｔ

Ｄ ｉｖ ｉ ｓ ｉｏｎ
？

２０ １ ６ ．

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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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ＳＴＥＲ
＇

Ｓ ＴＨＥＳ ＩＳ

［
１４

］ 

Ｙｏｎｇ ｌ ｉＬ ｉｕ
，
Ｗａｎｍ ｉｎＷａｎｇ ．Ａ 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ｅｎ ｓｅｏｆ Ｉｄｅｎｔ ｉｔｙ

ｏｆ

Ｃ 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ｉｎＳ 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Ｊ
］

．Ａｓ ｉａｎＳｏｃ ｉａ ｌＳｃ ｉｅｎｃｅ ．

［
１ ５

］ 

Ｊ ．
Ｓｓｎｔｒｏｃｋ

，
Ｖ．Ｗｏ ｌｏ ｓｈｙｎ ，

Ｔ．Ｇａｌ ｌａ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 ｌＰ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ｙ（
３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ｅｄｉｔｉｏｎ
） ［
Ｊ
］

．ＭｃＧｒａｗ－ｈ ｉｌ ｌ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
１ ６

］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ｍｏｅ ．

ｇｏｖ ． ｓ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２ １ 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 ｉｅ ｓ ．

［
１ ７

］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ｍｏｅ ．ｇｏｖ． ｓｇ／ａｄｍ ｉｓｓ ｉｏｎｓ／ｐｒｉｍａｒｙ
－ｏｎｅｒｅｇ

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

［
１ ８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ｍｏｅ ．

ｇｏｖ． ｓ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ｏ ｌａｒｓｈ ｉｐｓ／＃ｅｄｕｓａｖｅ－ｓｃｈｅｍｅ ｓ ．

［
１ ９

］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ｏｅ ．ｇｏｖ． ｓｇ／ ｎｅｗｓ／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ｓｐｅｅｃｈ

－

ｂｙ
－ｍｒ

－ｎｇ
－

ｃｈｅｅ－ｍｅｎｇ
－

ａｃｔｉｎｇ
－ｍ ｉｎ ｉｓｔｅｒ

－

ｆｏ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ｏ ｌｓ
－ａｔ

－

ｔｈｅ
－ｎ ｉｅ

－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ｎｖｅｓｔ ｉｔｕｒｅ－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

ａｔ
－ｎａｎｙａｎｇ

－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

１ ．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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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期间论文发表及研究成果

１ 、 《短视频热对青少年思想行为的影响 》 ， 发表于 《青年与社会 》 ，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上 ．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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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 ＳＴＥＲ
＇

Ｓ ＴＨ Ｅ Ｓ Ｉ Ｓ

致 谢

船 ， 摇啊晃啊 ， 终于到 了 中转 目 的地 ， 这艘船七年前载着 １ ８ 年华的我于长江上

游 出发 ， 今天 ， 终于在长江中下游结束了 中转休憩 。

“

七年 ， 华师 ， 武汉
”

， 三个词

刻画 出我人生最为美好的 图景之
一

。 图景里有 ： 伫立于长桥大桥旁的黄鹤楼 ， 徐徐

晚风里漫步于长江的过江轮渡 ， 仿若蜜糖的簇簇樱花 ， 生机勃勃的街道 口 ， 以及
“

动

人心魄
”

的佑铭体育馆 ， 温柔多情的露天电影场 ， 消逝的西 区文化街 ， 东南 门美食

广场等 ， 我都 曾感受过它们的温情 ， 抚摸过它们的脸颊 ， 共度 了无数次的欢乐时光 ，

也烙印下 了我们 的青春 。

二十余载求学之路 ， 算不得多么 辛苦 ， 我
一

直 以为我是
一

个很幸福的人 ， 没有

吃过多大的苦 ， 没有遭过学习 中 的罪 ， 遇见过特别棒的老师 ， 同窗过特别妙的 同学 ，

兼顾学习也不忘肆意张扬下步入了理想 中 的学校 ， 爱意铺满的成长之路
一

直忘 了对

爱我的人们道
一

声感谢 。 回顾近七载 ， 万般情绪终 以谢 。 首先 ， 特别感谢我的导师

唐克军教授 ， 感谢您对我论文的辛勤指导 ， 在着手论文过程中 ， 您不仅尽心尽力在

前期指导我论文资料翻译 ， 中期督促论文进度 ， 和后期批改论文 ， 还时刻关心我的

日 常生活 ， 感谢您三年里的润物无声 的帮助与辅导 。 其次 ， 感谢辅导员老师 ， 秦在

东老师 、 万美容老师 、 陈华洲老师 、 毕红梅老师 、 平凡老师等 ， 谢谢你们的知识传

授 ， 听 闻你们 的课 ， 我受益匪浅 。 此外 ， 谢谢我的朋友与室友们 。 健康的友情如顺

风之势 ， 在前行的道路会凭风使好力 ， 顺势而上 ， 路途顺利 。

一

路 以来 ， 我的朋友

们都带给我许许多多 的爱 ， 或是我常年的奶茶买单者 ， 或是我的情感寄托着 ， 他们

善 良 、 可爱又亲和 ， 总是包容我 、 欣赏我
一

直陪着我 ， 想对陪我
一

路前行的 四川朋

友们说有你们真好 。 当然还有我的武汉朋友们 ， 你们也是我成长路上的礼物 ， 谢谢

你们 的陪伴 。 对于我的室友们 ， 情感较为复杂 ， 她们如家人 、 朋友 、 师长 ， 楚烨是

我 ７ 年的室友 ， 也是我最为感谢的室友 ， 这七年我们彼此成长 ，

一

起度过 了美好的

十八岁 ， 经历 了本科与研宄生在华师的美妙时光 ， 她总是对我絮絮叨叨 ， 帮我把学

习 与生活中 的很多事情都安排好 ， 也不知不觉影响到 了我很多生活习惯 ， 她总能给

我带来安心感 ， 因为她在生活中总是能够细致入微 ， 有她在很放心 。 陈黛是
一

个不

喜表达却总是很包容我的人 ， 她总是很不情愿的陪我做她不是那么喜欢做的事 ， 并

忍耐 了我很多小脾气 ， 希望往后时光我是你最头疼且最可爱的朋友 。 杜丽 同学永远

都很有活力且十分 自律 ， 与她在
一

起总是很欢乐 ， 带给我很多轻松偷悦 ， 且让我深

刻认识到 自 律的习惯很强大 。

最后 ， 我最深沉地谢意致敬我的父母 。 父母于我而言是水 ， 爱意如水 ， 付 出如

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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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 影响如水 ， 它温润 ， 镑礴 ， 沁人心脾 ， 不可或缺 。 我的爸爸妈妈于世界大多数

父母
一

样 ， 有着望女成凤地心理 ， 但又不同于
一

般 ， 从不插手我人生转折中地每
一

个抉择 ， 总是以
“

你做你想做的 ， 我尽我所能地
”

地方式对我 ， 在如此厚爱与安全

感地支撑下 ， 我坚实地成长 。

“

我要握住
一

个最美的梦 ， 给未来的 自 己
”

这是我很喜欢地
一

句歌词 ， 希望未

来地人生路上能够坚实地走下每
一

步 ， 无惧迷茫 ， 无惧风雨 ， 始终铭记 １ ８ 岁时的张

扬与 ２５ 岁时的无所畏惧 ， 做
一

个世故而青涩的 自 己 。

－胡霜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写于华师桂子山

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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