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人权教育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人权教育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64134365

10位ISBN编号：7564134364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时间：东南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雪莲

页数：276

字数：27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人权教育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的作者张雪莲博士多年从事与人权有关的教学和研究，自2009年起还为东南大学的本科生开设了
人权教育的选修课。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又系统地进行人权和人权教育研究。
这本《中国人权教育研究》的专著，就是作者由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

在本书中，作者阐释了人权教育的内涵、基本理念以及人权教育与政治教育、法纪教育、道德教育的
关系，回顾了我国人权教育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人权教育兴起的国内外社会背景，总结了我
国人权教育的现状，并提出了我国人权教育的内容、原则和实践创新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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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人权教育的基本原则是我国在制定人权教育政策和实施人权教育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最基本
的准则，其效力贯穿于人权教育的始终，是我国在人权教育领域所行政策的集中反映。
全面地分析和归纳人权教育的基本原则，对于指导人权教育政策制定者、教育者和学习者的活动，保
证人权教育顺利进行，实现人权教育目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4年12月10日，谢波华参赞在第59届联大发言时，除了高度评价“1995-2004年联合国人权教育十年
”及其行动计划取得的成果外，还阐明了我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首先，人权教育应充分考
虑各国历史传统和社会背景，鼓励发扬各国文化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尊重多样性，反对歧视。
第二，人权教育应涵盖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及发展权，鼓励各类人权平衡发展。
第三，人权教育首先是一国政府的责任，国际社会有义务向各国提供必要的协助和指导。
第四，人权教育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人权理念的传播和深入人心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
”从中我们可以提炼出我国人权教育的三项基本原则，即普遍性原则、本土化原则和国家责任原则。
　　第一节 人权教育的普遍性原则　　人权教育的普遍性原则要求人权教育以全面、普遍的方式实施
，具体包括教育内容的普遍性和教育对象的普遍性两个方面。
　　一、教育内容的普遍性　　人权教育内容的普遍性是指人权教育的内容应涵盖所有的人权，既包
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也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发展权；既包括个人权利，也包括集体权
利。
　　（一）人权教育内容普遍性的基础　　依据不同的标准，人权被区分为不同的种类，其中被广泛
采用的一种分类方式就是人权的代际划分方法，即将人权区分为三代：第一代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第二代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第三代是和平权和发展权等集体人权。
尽管不同的人权被归人不同的种类，但是它们在价值上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所有的人权都应当得到
同等的保护，所有的人权构成一个彼此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
　　首先，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是彼此依存、不可分割的。
这些权利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如“有意义的工作本身可以极大地满足个人尊严和发展的需要。
⋯⋯如果大多数共同体的文化生活中存在着完整的宗教、公开演讲和大众媒介，那么，文化权利就与
个人的公民自由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受教育的‘社会’或‘文化’权利与言论、信仰和舆论自由的‘公民’或‘政治’权利具有密切关系
，如此等等”。
　　其次，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是彼此依存、不可分割的。
一方面，个人人权是集体人权的基础。
这是因为任何集体都是由个人组成的，任何集体从国家或国际社会的人权保护中所获得的权益，其出
发点即最初目的，都是组成这个集体的个人，其落脚点即最终的实际受益者也都是个人。
不承认这一点，集体人权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抽象而失去了任何实际的意义和存在价值。
而且，任何集体人权的争取与获得主要依靠组成这一集体的个人作出积极努力和共同奋斗。
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充分尊重个人权利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改造世界、建设国家与服务社会的
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方有可能。
另一方面，集体人权是个人人权的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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