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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地实践公民教育 

王居春 

 

公民教育已经不是新鲜的命题，但作为校本建设框架内的命题却出现较晚。校本化教学和实践的方法

更是五花八门，面对如此复杂宏观的命题,对于基层实践者来说要想真正推进公民教育实践，是个不小的

挑战。笔者近年来，对当今社会公民教育实践进行了一定的研究，特别是对公民教育在农村中学的实践做

了一系列实践摸索。现将我的一些理解简述如下。 

架构公民教育研究与实践活动之间的桥梁 

提到公民教育, 很多人可能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开展各种类型的活动，但如果对公民教育有了一定认

知，我们会发现单纯为了活动而实践的传统德育模式显然还是有很多问题的。从新课程理念的层面理解，

课程建设校本化是要求我们加强课程自身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把理论与实践有机联系起来，在教育科研与

实践活动之间构架一座桥梁。 

笔者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公民教育的教育目标进行了一定的界定，我认为公民教育目标是有计划培养

出具有权利意识、义务意识、自主意识、程序规则意识、法制意识、纳税人意识、道德意识、生态意识、

科学理性精神、与时代共同进步能力的现代公民。同时，还进一步确定了公民教育的深层目标，教育的重

点在于引导学生“识己”，就是引导学生认识自己的公民身份和社会责任，培养学生认知自我和社会的能

力。并把培养公民的公共意识和合作精神作为我们开展公民教育的另一个重点工作。我认为，唯有基于以

上认知的公民教育实践才可以真正培养出符合社会需要，顺应社会潮流的、有责任的、有担当的、对社会

有用的人。 

架构公民教育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的桥梁 

传统的公民教育显然走入了两个相反的极端，一是依托思想政治教育的纯课堂型教学，一是完全脱离

课堂教学为了实践而实践的课外实践活动，没有很好地把课内知识课外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但在校本课程

框架下的公民教育首先是一个课程，它应该具有普通课程的一些共性的东西，不可能完全脱离课堂。另外

公民教育在新课改的背景下推进，他应该有着足够的实践活动来支撑我们的教学。公民教育的核心问题应

该是以提升学生认知能力和学生思想境界为目标，学生思想境界、意识形态的改变与提升不可能完全依靠

课堂教学这一传统的形式来实现，更应该尽量多地让学生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身体力行，在潜移默化

中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思想境界。 

课内与课外的联系需要有一个系统的监督与评价机制,这些监督与评价机制的真正落实就意味着传统

评价方式的改变,传统的课堂教学评价已经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但学生课外活动的评价往往会因为活

动目标模糊而无从下手,我认为这种评价方式的构建必须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是否有明确教学活

动目标,是否根据目标制定相应活动方案,是否围绕方案细致落实,是否制定了长期的跟踪评价机制等。 

架构校内与校外实践活动之间的桥梁 

新课程的实施理应立足于校内各种校本资源，同时尽量向校外延伸，积极寻求拓展学生实践活动的新

场所，丰富学生的实践经历。新课程框架下的公民教育因内涵方面较以前有了更大的拓展，但很多方面必

须谋求校外的教学资源来弥补。如何在校内与校外两种实践活动之间架起一个有效衔接的桥梁是必须面对

的问题。我把公民教育实践的校内外资源大致分为科技型资源、历史文化型资源、特色型资源、环境型资

源、服务型资源五类，结合公民教育的不同的能力要求，选择不同的资源对学生进行不同的教育，不同的

资源采用不同实践模式，效果十分明显。 

从课程的构建角度来说，公民教育课程将实践场所由校内推广到校外，对课程构建来说无疑是比较大

的挑战。如何编写一个既有知识传授又有实践活动指导，既兼顾校内实践活动又兼顾校外实践活动的校本

课程，对原本的课程构建理念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课程分为课堂教学部分和实践部分，两种课程采用不

同模式呈现出来。课堂教学突出传统认知传授，而课外实践则突出活动目标、活动引导、活动监督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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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评价几个方面。这样就能有效地实现校内校外资源之间的桥梁架构对接。 

公民教育课程实践，是一门大学问，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新问题，仅凭一人之力，难以贯彻实施，

这就需要广大同仁共同研究探讨，促进公民教育不断发展进步。 

 

（通信地址：221700 江苏丰县华山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