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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我公民教育研究》首先论述了我国古代的、西方的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自我公民教育观
念。
儒学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干，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处于主导位置。
自我修养理论在儒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蕴涵了深刻的自我公民教育观念。
为此，本书主要考察了儒学的自我修养理论中蕴涵的自我公民教育观念，以展现我国古代的自我公民
教育观念。
主体性原则的萌发、形成与发展是我们解读西方哲学发展史的一把钥匙，也是我们观察西方思想文化
观念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视角。
本书以西方思想文化观念中个体发挥主体性，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和实现幸福的理论为视
点勾勒了西方的自我公民教育观念历史发展的轮廓。
马克思主义作家从不同视角对自我公民教育进行了探索，实现了人类自我公民教育理论探索史上的革
命，为我们科学研究自我公民教育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可靠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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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民教育价值坐标特性（四）自我公民教育价值坐标地位和作用四、自我公民教育要素联结（一）
自我公民教育要素压力联结（二）自我公民教育要素动力联结（三）自我公民教育要素激发力联结第
四章 自我公民教育的内容一、自我升华公民认识（一）自我升华公民认识的意义（二）自我升华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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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过程一、自我公民教育的环节（一）自我公民教育实态分析环节（二）自我公民教育目标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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