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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民教育研究丛书：21世纪中国公民教育的机遇与挑战》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包括会议主礼
嘉宾的演辞全文，以及来自两岸四地十位嘉宾讲者的论文，就各地情况探讨“公民教育”的定义，公
民教育的主要特征，公民教育中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宪法精神，公民教育的发展、实践经验、省
思与展望，传媒教育与公民教育教学的关系，和学校公民教育所面对的问题及相关挑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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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词两岸四地公民教育研讨会开幕词两岸四地公民教育研讨会欢迎词两岸四地公民教育研讨会重点讲
词回顾与展望台湾公民教育的省思与展望从信息到形式：通过传媒教育令公民教育教学变得更出色澳
门公民教育简史公民教育：新的起点与探索公民人格理想的历史演进公民教育关于公民教育基本内涵
的思考公民教育中的民族主义与宪法精神公民教育——中国大陆学校德育改革的历史性转型公民教育
的社会背景与实践要素分析中国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公民及其教育的思考新时期公民教育的核心——
公民政治教育社会性别平等意识教育是中国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中国科技现代化过程中公民教育的文
化取向纵论公民教育的基本取向学校公民教育培养合格公民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推动公民教育，从
何入手？
公民社会与政府，相生相克：香港推广公民教育的经验傲慢与偏见：当前台湾中小学公民教育的挑战
与因应策略开拓新境界——共创学校公民教育新路向人的现代化与大学生现代化人格的塑造浅谈高校
的研究生公民教育《新公民读本》的民权理念和编写方法：以初中C卷为例政府与公民教育浅析中国
内地推行公民教育的有利条件与存在问题试论政府对公民教育的主导作用发挥政府在公民教育中的作
用论政府信用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农村公民教育关于加强农村公民教育的思考新农村建设视野中我
国乡村公民教育发展的现状与对策公民意识《新公民读本》：中国公民教育的新探索加强当代大学生
公民意识培养的新思路超越自我意识：公民意识的形成与培育加强大学生公民责任意识的培养关于孝
与公民爱国意识的思考增强权利意识是促进公民行政参与的重要环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公民国家意
识的培养学校教育中公民意识的培养浅析论大学生公民责任意识的自我教育21世纪公民性别意识主流
化的必然性刍议差异性大学生公民责任意识教育加强法制教育培养现代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素质是培育
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新农村建设中的公民素质教育问题谈当代外事交往对涉外人员素质的要求民主政
治建设语境下的公民素质构建农民工法律素质教育机制公民道德爱国主义精神及其在公民道德建设体
系中的地位传承传统美德，培养民族精神道德资源供给与公民道德教育当代西方公民德性理论与我国
公民精神的建构强化诚信意识教育，全面提升公民素质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爱国主义与公民教育公民
社会浅议我国公民社会与法治理念浅析中国特色公民社会的建构途径与方法公民生活教育21世纪初我
国公民教育若干问题探讨解构、整合与重建从高校德育中探索公民教育资源发展文化产业，促进公民
教育浅论当代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途径和方法机遇与挑战论城市社区的公民教育我国农村公民教育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公民权利意识教育面对的机遇与挑战他山之石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对当前我国农村
公民教育的启示施米特对于公民教育的启示其他是什么使他们成为活跃公民？
香港公民社会指数计划研究结果公布提高教师素质是搞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关键开展面向21世
纪公民教育的几点建议论未成年公民的自我保护教育浅析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民族认同感论国际化趋
势下提升大中华认同感的现实依据启蒙时代的开启与古典公民教育思想的终结“德育为先修身为本”
思想对公民道德人格培养的启示城乡公民科学素质产生差距的原因及改善措施我国公民参与公共决策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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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1 公民教育的基础问题　　公民教育的最基础的问题是公民的社会政治地位的定位问题。
这是一个涉及关于公民与国家社会关系的问题。
由于公民是国家社会的个体基石，所以，公民个体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关系
。
把握公民社会政治地位的定位，从个体微观层面上讲，关键是平等问题，即公民的社会政治地位的平
等性和社会权益的公正性，平等是公民社会定位的关键所在；从国　，家社会宏观层面上讲，关键是
和谐问题，即公民在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又取决于社会的和谐与否。
社会和谐是维护公民个体平等政治地位和公正权益的保障。
公民个体平等地位的确立与社会的和谐稳定息息相关。
所以，谈公民教育就离不开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问题。
　　加强公民社会政治地位的定位教育，首先要解决的是公民意识错位问题。
所谓公民意识，主要指公民对自己的身份和政治角色及其相应的权利、义务的认知和社会价值取向。
公民意识错位表现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两个方面，如官员与平民、上司与下属、上层社会人群与下
层劳工人群等。
公民意识错位，一是弱势群体自身缺乏公民意识的错位，未把自己当做国家公民和社会主人，而以臣
民自居；二是强势群体把自己作为特殊公民的错位。
公民教育的平等主义本质要求公民教育首先是公民意识的清晰，必须确立所有公民在社会政治地位上
的平等观念。
只有确立在公民身份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社会各阶层的矛盾才能减少，社会和谐才有可能。
　　其次，加强公民社会政治地位的定位教育还涉及公民行为自觉问题。
公民教育属于实践理性的教育，它既包括公民知识、意识、价值观层面的教育内容，又包括实践运用
层面的公民行为能力培养，是公民认知与公民行为的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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