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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通过多层次阐释了宪法与公民教育间的辩证关系，并借鉴了其他国家开展公民教育的情况，
提出了应切实将公民教育的理论与中国公民教育的实践结合起来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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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国华，男，法学博士，湖南人，现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会
理事；曾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在美国加州大学作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2007-2008）。
主要从事宪法与行政法学、司法学与司法法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开设宪法学、宪法学案例、外国行政法学、司法法学、宪法与公民教育等课程。
近年来，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专业论文30余篇，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专业论文1篇；已出版《宪法
哲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等个人专著5部；主持省部级课题四项，获得司法部等省部级奖三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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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二、宪政诉愿三、宪政功能第三章 意念性链接：公民教育之人文意念第一节 公民教育之伦理意
念一、伦理意念之范畴二、伦理意念之要素三、伦理意念之目标第二节 公民教育之人道意念一、人道
意念之范畴二、人道意念之要素三、人道意念之目标第三节 公民教育之人权意念一、人权意念之范畴
二、人权意念之要素三、人权意念之目标第三编 宪法教育与公民教育第一章 宪法规范教育与公民规
范苏洋第一节 宪法规范教育一、人权规范教育二、权力规范教育三、组织规范教育第二节 公民规范
苏洋一、规范知识二、规则意识三、秩序理念第三节 从规范到素养一、规范知识之摄取二、规则自觉
之生长三、规范素养之养成第二章 宪法认同教育与公民国家认同第一节 宪法认同教育一、公民宪法
认同之意涵二、宪法认同教育之内容三、宪法认同教育之特征第二节 公民认同一、公民自我认同二、
公民社会认同三、公民国家认同第三节 宪法认同与公民认同一、内容上之互相渗透二、生发上之互相
依赖三、效果上之彼此支持第三章 宪法价值教育与公民宪政信仰第一节 宪法价值教育一、人权价值
教育二、民主价值教育三、法治价值教育第二节 公民宪政信仰一、宪政信仰之构成要素及其意味二、
宪政信仰与宪法效力三、宪政信仰与宪法权威第三节 公民宪政信仰之长成一、从认知到评价二、从情
感到态度三、从信念到信仰第四编 公民教育与中国宪政的未来第一章 中国公民教育之理论与实践第
一节 中国公民教育思想一、蔡元培之公民教育思想二、陶行知之公民教育思想三、晏阳初之公民教育
思想第二节 中国公民教育的历史沿革一、公民教育之孕育二、公民教育之发展三、公民教育之转型第
三节 当代中国公民教育一、新中国公民教育二、香港特区公民教育三、台湾地区公民教育第二章 公
民教育改革之愿景第一节 公民教育改革之原则与方向一、将宪法教育纳入公民教育全过程二、将公民
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三、将公民教育纳入宪政改革全过程第二节 公民教育改革之内容一、调整公
民教育之目标二、重构公民教育之内容三、改善公民教育之技术第三节 公民教育之课标改革一、基础
教育阶段二、高等教育阶段三、大学后阶段第三章 公民教育与中国宪政第一节 公民教育与个人自由
一、公民之本质即自由二、自由之本质即理性三、理性之本质即责任第二节 公民教育与社会民主一、
民主社会之主体二、社会民主之进程三、民主社会之再造第三节 公民教育与国家法治一、法之信守二
、法之治理三、法之适用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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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正是公民概念的主体性意涵，促使了近代政治哲学从传统的客体中心主义向主体中心主义的革命性转
变；也正是公民概念的主体性意涵，促使了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从政府中心主义向现代的公民中心主
义的转变——由于近代之前的政治哲学大多以政治制度、政治结构、政治设施等政治客体为研究重心
，却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对政治主体的研究，因而，是一种客体中心主义的政治哲学形态；直到文艺
复兴之后，政治哲学的研究重心才开始由客体中心主义转向主体中心主义；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主体中心主义政治哲学主要侧重点仍集中于对君王和政府机构的研究，作为政治行为者的公民和其
他政治组织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仍未得到政治哲学的应有重视。
到了当代以后，随着主体性研究在政治哲学领域的全面展开，公民和各种政治团体等政治主体才真正
成为政治哲学研究的重点议题，诸如团体理论、精英理论、政治角色理论等也随即应运而生。
比如，根据角色理论，作为政治主体的公民，是以政治角色的形式影响政治过程的——不同的公民由
于其在政治体制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影响政治运行的能力和效力显然也有所差异。
当不同的公民采取与自己的政治地位相对应的方式进入政治过程时，他就扮演了一定的政治角色；一
旦公民扮演了相应的政治角色，他就必然地被期望着做出与其角色相对应的政治行为——此即所谓“
角色期望”。
其中，行为者本人之外的主体对占有某一社会地位的主体的行为模式的期望或者要求，被称为“外部
期望”或者“公众期望”；行为者对公众期望的体认与内化则被称为“内部期望”或者“自我期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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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做课题，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做公民教育这样的自以为很有意思的课题，尤其感到愉快——自2004
年元月立项以来，这个课题已经伴随着我度过了五个愉快的年头；书稿从四十几万字改到二十几万字
，又从二十几万字改到三十几万字，多次反复，乐此不疲，至今仍觉意犹未尽⋯⋯但课题总是要结项
的；越是有意思的课题，越应该提早结项。
否则，岂不辜负了资助方立项之初衷与期望！
所以，意犹未尽归意犹未尽，杀青结题却是不可以延期再延期的。
好在研究是无止境的；对于公民教育这样一个主题的研究尤其如此。
但仅有理论研究却又是远远不够的，理论只有运用于实践，才可以转化为物质性力量；在当今之中国
，对于公民教育这样一个主题。
仅有理论研究尤其不够，唯有将公民教育的理论与中国公民教育的实践结合起来，才是这个主题所应
有的境界——这种境界显然非我个人力所能及，亦非诸如我等若干书生力所能及。
这是需要借助于政府与整个社会的合力才有可能达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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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宪法与公民教育:公民教育与中国宪政的未来》：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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