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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民的素质如何，直接影响到国家、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本文论述了加强大学生公

民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大学生自身发展的现实

需要。针对现实状况，本文提出了对大学生进行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以及进行公民教育的途径和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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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合格的公民是一切教育的基本目标，也是国

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

治的建设需要由具备相应素质的公民来实现。对即

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进行科学的、系统的公民教育，

以培养其公民意识和良好的公民行为，是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需要，也是大学生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对大学生进行公民教育的重要性与必

要性

公民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中

共中央十六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以基本道德规范为

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

公民教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

的需要。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是一种

法治经济，它要求人们以公民的身份平等地参与市场

竞争，参与广泛的社会管理。市场经济通行的公平与

效率、竞争与合作、自由与平等和公共精神等新型经

济伦理，要求公民从个人与国家、自我与社会的关系

中予以合 理 的 认 同 和 内 化，明 确 自 己 在 社 会 中 的 地

位、使命和责任。只有公民认识、认同并获得上述价

值取向，才能为市场经济建立必要的文化价值观念。

公民意识、公民行为与市场经济是相互融合的，作为

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分子的大学生，将来不论从事什么

职业，只要具有了良好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行为，就为

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反如果公民意识淡

薄，公民行为弱化，我们就难以在市场经济中立足。

公民 教 育 是 社 会 主 义 民 主、政 治 健 康 发 展 的 需

要。我国在经历着经济体制转轨的同时，也在进行着

一场民主、政治体制的建设。而成熟的民主政治社会

是需要有成熟的公民作为群众基础的。邓小平通过

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教训指出：“没有民

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然而，

社会现代化的核心首先应是人的现代化，而现代公民

意识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基础。大学公民教育的实

施可以极大地提高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对国家、对社

会的责任感，强化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文化和法律制度合理性、合法性的内化和认同，

从而调动他们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积极性。

公民教育是大学生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青年

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

国的未来。他们即将参加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

业中并担当重任，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及其素质不仅直

接关系到大学生自身今后的发展，而且关系到国家与

民族未来的发展。所以，大学生未来的角色要求他们

在校期间就要树立正确的公民意识，培养良好的公民

行为。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提出的“八荣八

耻”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新时期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和价值观，对我们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具

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对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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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有的学生在中小学阶段虽然接受过一些有关公民

知识的教育，但这方面的知识还是很零碎、不完整的，

正规的公民行为训练与实践体验就更显弱化。面对

现实，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重视并加强对大学生

的公民教育，引导大学生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

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

以成为社会合格公民。

二、对大学生进行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

第一，爱国主义教育

纵观 世 界 各 国 的 公 民 教 育，不 管 是 西 方 还 是 东

方，爱国主义教育成为各国公民教育的核心内容。卢

梭在其为波兰提出的《关于波兰政府的筹议》中阐述

了自己的民族国家教育思想，强调“爱国主义精神”、

“民族性”培养的意义。德国教育家凯兴斯泰纳主张：

“一切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忠于国家的公民”。即

培养学生对祖国的忠诚、认同，培养民族精神和民族

自豪感。以“民族兴，则百姓兴；民族衰，则百姓衰”的

古训启发大学生，祖国的建设、民族的兴旺是每个公

民应尽之责。通过爱国主义教育使学生对本民族有

一种健康而自尊的情感，对待其他民族应持一种理智

的尊敬与公正的态度，同时，应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

义有机统一起来，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使学生

懂得国际理解的意义和作用，把对国家的热爱和对人

类的正确评价融为一体。

第二，集体观教育

人的成长离不开集体的培养，集体无处不在，小

至家庭、幼儿园、社区、学校，大至工作单位、社会。通

过集体观教育，让学生懂得他人存在的意义、分工协

作的必要以及精诚合作的优势所在。社会分工的发

展不仅需要 精、深、钻 的 人 才，同 时 更 需 要 团 队 的 合

作。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声称掌握高科技，但内心冷

漠自私的人会对社会做出重大贡献。

第三，政治教育

政治教育指有目的地形成人们科学的政治观点、

政治信仰的教育。它是协调个人与政府关系、实现个

体政治社会化的基本途径。通过政治教育，让学生了

解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府及其职能、政党的

作用以及公民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培养大学生辨

别政治是非的能力和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从而使大

学生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有力推进者。

第四，主体性教育

这里强调的主体性教育主要是指培养大学生的

权责意识，即公民权利和公民责任相统一的主体性教

育。没有主体性，就没有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公民素质 就 无 从 谈 起。 在 进 行 主 体 性 教 育 时，一 方

面，大学生必 须 首 先 增 强 权 利 意 识，掌 握 基 本 的 参

与国家和社会民主生 活 的 实 践 技 能，包 括 要 学 会 民

主的生活方 式，养 成 参 与 社 会 公 共 生 活 的 习 惯。另

一方面，强调大学生公民教育是一种公民权利教育，

并不是要 把 大 学 生 培 养 成 自 私 自 利 不 负 责 任 的 人，

而是要求他们在具备强烈的权利主体意识和实现自

己权利的行为能力的 基 础 上，同 时 具 备 强 烈 的 责 任

感，对自己、对 家 庭 和 对 社 会 的 责 任，树 立 权 利 和 义

务的对等关系，培养健全自律的现代公民。

第五，民主与法制教育

通过民主与法制教育，培养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和

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培养少数服从

多数和尊重他人的民主习惯；使他们树立“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和依法办事的观念；弄清民主与法制、自由

与民主的辩证关系，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合格公民。

第六，社会公德教育

社会公德是指人们在社会公共生活中为了维护

正常公共秩序所必须共同遵守的最基本、最简单的公

共生活准则。通过社会公德教育，引导大学生养成文

明礼貌、诚实守信、互助互爱的良好品质，养成遵守公

共秩序、爱 护 公 共 财 产、维 护 社 会 公 益、遵 守 环 境 道

德、维护生态环境的良好行为习惯。这些也是现代社

会对公民的基本要求。

第七，个性心理教育

培养和谐的个性和健康心理是教育人的根本目

的，也是公民教育的最直接的目的。和谐的个性是个

人健康成长以及和他人友好相处的基础。和谐个性

的培养并非是指塑造同一种模式，“人各有其性”表明

了人的性格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和谐是指基于自

身特质基 础 上 的 同 时 又 符 合 社 会 要 求 的 性 格 特 征。

健康心理是正确对待出现的问题、挫折，迎接挑战，适

应社会急剧变化的必要前提。通过个性心理教育，消

除扭曲的个性以及不健康的心理阴影，从而培养大学

生个性独立、乐观向上、乐善好施、关爱他人、关爱集

体，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

第八，社会素质教育

社会素质是适应社会、符合社会生活要求，并经

充分社会化后得以形成的个体特质，是社会内容在个

体身上内化的质量和程度，包括对社会规律、规则、发

展趋势的掌握，对社会关系的协调能力等。社会素质

是人成熟的最有效最核心的因素，是公民充当某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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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角色、使其它素质充分发挥社会作用并实现社会价

值的先决条件。对大学生进行公民社会素质教育，就

是要使大学生最充分最真切地认识社会，体察社情，

掌握社会现实情况、发展趋势与动态，以便大学生步

入社会后，能较快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社会向

前发展，为文明社会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九，公共生态教育

现代社会不仅是现代民族生活的经济体系、政治

体系、文化体系等，还是现代民族的生态体系。现代

公民的公共生活观念和价值，不仅表现为经济的、知

识的、政治的等方面，而且包括自然的、环境的、生态

的、资源的等方面。高校的公民教育，不仅应当包括

公民生活的社会方面，还应当包括公民生活的自然方

面，应当倡导树立“天人合一”的、绿色环保的生态观

念，造就人与自然、社会的和协发展，生态伦理和生态

意识，应当成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

第十，全球意识教育

21 世纪将是以成熟化、信息化、合作化为特征的

“新国际化”时代。未来社会对人的发展要求愈加具

有国际性，这就要求我们的高等教育要培育和树立大

学生的“全球意识”。全球意识教育的内容有：关心地

球、适应变化、友爱合作的国际态度以及相互理解、相

互依存、求同存异的国际意识教育和国际活动能力的

培养。学校要充分利用各种教育手段，帮助学生了解

世界的现状，预测世界发展的趋势。同时要积极培养

学生海纳百川的开阔胸怀，让他们以世界人的胸怀迎

接未来世界的挑战。

三、对大学生进行公民教育的基本途径与

方法

第一，课堂讲授

通过教师的课堂讲授，系统地教给学生成为合格

社会成员的知识、技能，让他们能够在社会上（本地、

本国、国际）担当起有效的角色；帮助他们成为清楚自

己的权利和义务的有知识、有理想、有责任的公民；促

进其精神、道德、文化的提高，使之无论在校内还是校

外都更加自信和富有责任感；激励他们在学校、邻里、

社区和更广泛的世界起有益的作用；了解经济和民主

体制及价值，尊重不同的民族、宗教；培养思考问题和

参与讨论问题的能力。课堂讲授除了以教师为主的

讲解，还可以采用讨论法、角色扮演等多种方法。

第二，建立大学生社会参与机制

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来增强大学生公

民意识，相对于系统的公民教育而言，公民实践锻炼

活动更能增强人的亲 身 体 验，使 大 学 生 对 公 民 权 利

和责任的理解更加深 刻 全 面，而 且 更 能 得 到 大 学 生

的喜爱。大学生积极参与学校生活、社区生活和社会

生活，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及早地认识自己在社会中的

角色和任务，另一方面有利于大学生掌握社会参与的

方法和技巧，提高社会参与能力，发展公民技能。实

践活动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青年志愿者活动，社

会调查以及参观考察，公民知识竞赛或辩论赛；观看

爱国主义教育片；举办文艺汇演宣讲公民教育；协助

社区进行法律咨询服务活动；发动学生参与校园民主

管理等等，这 些 活 动 帮 助 学 生 走 出 校 园，走 进 社 会，

了解国情，一定程度上培养了他们的主人翁意识、社

会服务意识和爱国精神。社会参与机制应该制度化、

经常化，以支持大学生接触社会，从多方面渗透和加

强大学生公民教育。

第三，环境建设

公民教育与环境建设相辅相成。环境建设的好

坏可以影响公民教育活动本身，同时，公民教育水平

的高低又制约着良好环境氛围的生成。大学生既生

活在校园小环境里，又生活在社会大环境里。就小环

境而言，要建设好高校校园文化环境，使每一批刚进

校园的大学生都受到高质量的校园文化的熏陶；在大

环境方面，要发挥舆论环境的导向、教育和监督功能，

使道德滑坡得以制止；不良社会风气得以纠正；时代

正气得以张扬。由此，我们既要精心培育校园文化，

又要加快社会大环境的建设。

第四，进行心理咨询

心理咨询旨在对大学生在生活、学习、就业等方

面出现的一系列心理障碍，进行及时、有效的疏通，以

避免因心理扭曲而产生过激行为。心理咨询应遵循

“预防为先”的原则，通过各种教育和训练，加强对大

学生的心理辅导，增强心理保护的自觉，从而培养起

一种积极、乐观、健康的心理状态。

第五，网络教育

由于网络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影响日益增大，我

们应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实施公民教育。例如，开发寓

游戏与教育于一体的网络游戏，使学生在娱乐中能够

更好地理解社会组织的原则、制度、法规和伦理道德

观，通过游 戏 中 的 角 色 扮 演 来 增 强 学 生 的 社 会 责 任

感；树立创 新、有 效 的 工 作 理 念；构 建 融 洽 的 人 际 关

系；建立公平、公正的民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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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Medium Education in KMT’Area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 - Japanese War

YU Xiao - feng
（Si Chuan NormaI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 - Japanese War of 1937 - 1945，medium education of KMT’s area deveIoped
guickIy，embodied as：increased scaIe，reasonabIe distribution，improved guaIity . It’s characterized as miIitary and poIiti-
caI . It is caused by many eIements，one is nationaIist government，other is teachers and students who Ioved their home-
Iand，the others is increasing economy in KMT’area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 - Japanese W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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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tructure Change and the Government Remoulding
———the Approach Choice of citizens’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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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jiang PoIice VocationaI Academ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China，sociaI structure change impact and reconstruct the entire traditionaI order
thought idea，the system，and the mechanism . The main manifesting is transparent，the government by Iaw in the entire
sociaI movement ruIe and in the rights of citizens standard foundation sociaI strength increases opens，as weII as the gov-
ernment and the citizen reIate adaption and heavy constru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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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ing the Citizen Education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FU Jin CHEN Hua
（Univ . of . EIec . Sci . & Tech .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 The citizens’guaIity wouId bring direct infIuence on the deveIopment of the nation and society .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coIIege students’citizen education is the reguest of our sociaIist market economy and the reguirement
of our sociaIist democratic poIitic . It can improve the guaIity of the coIIege students . Standing at the background of new
era，this articIe states the main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citizen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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