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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引领世界公民教育思潮的理路

宋　强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长春１３００２４）

　　摘　要：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逐渐成为 被 世 界 广 泛 接 受 和 认 同 的 理 念，而 要 将 这 一 理 念 传 播 和 传

递下去需要通过教育。当前需要利用西方广泛接受世界公民教育的时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世界公民

教育思潮。世界公民教育思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 在 内 涵 上 有 广 泛 的 契 合 之 处。但 世 界 公 民 教 育 思 潮 某 种

程度上还是一种由西方主导，附带西方价值观的思潮，其 本 质 特 征 也 呈 现 矛 盾 性。需 要 以“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理 念

为指引，引领与重构世界公民教育思潮的公民资格观、公民教育观、主导主体、理论基础和思潮版图，使其成为中国

融入世界、展现开放包容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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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

推动构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要 尊 重 世 界 文 明 多 样

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

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 记 逐 步 系 统 阐 释 了“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思

想，由我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逐渐

成为被世界广泛接受和认同的理念。２０１７年１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受到各方普遍欢

迎和高度评价；２０１７年２月，联 合 国 决 议 首 次 写 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２０１７年３月，联 合 国

安理会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又将“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首次载入决议，标志着这一理念成为国际话语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１８年３月，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通过中国提出的“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决
议，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目前，“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的主权平等、对话

协商、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发展等理念逐渐深

入人心，而要将这一理念传播和传承下去需要通过

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国青年应该通过教育

树立世界眼光、增强合作意识，共同开创人类社会美

好未来。”［２］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当前在教育思 潮 中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为契合的是世界公民教

育思潮。应当利用西方广泛接受世界公民教育的现

实，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世界公民教育思

潮，使其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力载体。

一、世界公民教育思潮的内涵

世界公民教育思潮指将各国公民培养为“世界

公民”（Ｇｌｏｂａｌ／Ｗｏｒｌ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的 思 想 潮 流。教

育目的是培养公民的国际视野，使其担负起作为地

球村一分子的公民责任，形成与此有关的知识、能力

和价值观，最终共同缔造一个正义、和平、可持续发

展的世界；教育内容为和平教育、民主与人权教育、

跨文化教育、环境教育等；现实表现为国际组织向世

界各国推广的通过学校教育将学生培养为“世界公

民”的教育，以及各国开展的“世界公民”相关课程。

马克思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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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教条似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

发现新世界。”［３］思潮是社会潮流的一部分，思 潮 主

要表现为社会思潮。一个人或多数人的思想如果没

有一定群体的同情和支持，就不能传播开来，就终归

是思想而不 能 称 之 为 思 潮。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以 来，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世界公民教育受到国际组织、民
族国家有目的、有限制的支持，逐渐形成一种思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２０１４年发布的《世界公民教育：

让学习者准备应对２１世纪的挑战》指出：“世界公民

教育已经成为社会思潮（ｅｔｈｏｓ）的一部分，这种思潮

创设的学习环境已经影响到高层管理决策、教师实

践、教育机构与社群的关系。”［４］

二、世界公民教育思潮在我国需要引领

世界公民 教 育 思 潮 当 前 在 我 国 形 成 了 一 定 影

响，不可忽视。在学校领域，一些对外合作较多的高

校和开设国际课程的中小学明确表示要培养“世界

公民”或“全球公民”，并由此提出了相关办学理念、

开设了有关课程、开展了各类主题实践活动。在学

术领域，公民教育、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等相关

学科和研究领域的学者对世界公民教育进行了不同

角度的研究，提 出 了 融 入 全 球 化，适 当 本 土 化 的 建

议。在社会领域，一些在国际组织工作的或者为国

内外社会公益做出贡献的人士，被誉为或自诩为“世
界公民”。“世界公民”某种程度上成为彰显社会地

位的公民身份象征，被公众视作一种前卫的公民资

质。世界公民 教 育 也 伴 随 着“世 界 公 民”身 份 的 推

崇，逐渐成为了一种社会上的教育时尚。

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公民教育思

潮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由西方主导，附带西方价

值观的思潮。当前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不同思想

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社会思潮多元多样多变，必须要

警惕境内外敌对势力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青年、争
夺人心。由我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

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在全

球的教育领域还未能得到充分延展。我们应当抓住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广泛接受和认同的契

机，引领乃至重构世界公民教育思潮，从我国实际出

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

的观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世界公民教育思潮成

为中国融入世界、开放包容的思想武器，成为促进全

人类共同发展的教育理念。

三、世界公民教育思潮与“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在内涵上有广泛的契合之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

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

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

共同体 等 主 张，弘 扬 共 商 共 建 共 享 的 全 球 治 理 理

念。”［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弘扬了《联合

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超越了西方消极意义上的同

一个地球、地球村等说法，形成了积极意义上的休戚

与共，不仅要在物质层面，还要在制度、精神层面上

求同存异、聚同化异，达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境

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的主权平等、对话

协商、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发展有着深厚的内

涵，是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中国方略。

虽然作为一种教育思潮，世界公民教育思潮的

内涵与外延相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其局限

性，但由于该思潮具有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

学等多重视野，在内涵上可以找到其与“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的契合之处，两者的交叉点也成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世界公民教育思潮的前提和

基础。
（一）“主权平等”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建立平等相待、互

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世界公民教育思潮推崇由“主

权平等”到“天下大同”，将新共和主义与世界主义相

结合，不断 探 索 成 立 世 界 政 府 与 世 界 联 邦 的 可 能。

但因为世界政府与世界联邦遥不可及，该思潮承认：

当前世界公民教育的主要载体和实施主体还是国际

组织与民族国家，虽然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

传统的国家主权，但主权国家的政府过去是全球治

理的主角，将来也仍将是全球治理的主角。小约瑟

夫·奈（Ｊｏｓｅｐｈ　Ｓ．Ｎｙｅ）、戴维·韦 尔 奇（Ｄａｖｉｄ　Ａ．
Ｗｅｌｃｈ）指出：“由于国家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国内

政治与国际政治间存在着法律、政治和社会上的重

大区别。国际法是分散的、不完整的，建立在有时比

较模糊的基础之上，也不存在日常的执法 机 制。”［６］

与世界公 民 教 育 思 潮 被 动 承 认“主 权 平 等”理 念 不

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权平等”内涵得到了世

界乃至西方的认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

心研究员罗斯·特里尔（Ｒｏｓｓ　Ｔｅｒｒｉｌｌ）主编的《习近

平复兴中国》一书中写道，习近平强调的这种‘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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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办’，与过去西方国际政治学宣扬的威斯特伐利亚

体系、维也纳秩序、日不落帝国安排、雅尔塔秩序以

及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显然大异其趣。”［７］

（二）“对话协商”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对话协商，致力于

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世界公民教

育思潮认为，无论一个国家的实力有多强，也都无法

单枪匹马地解决全球化问题。人类迫切需要“全球

治理”，而全球治理需要建立与全球化相一致的文化

和教育，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应当发挥世界公民教育

的作用。加 拿 大 卡 尔 加 里 大 学 的 赫 伯 特（Ｙｖｏｎｎｅ
ｈéｂｅｒｔ）教授建 议：“未 来 的 工 作 中 需 要 在 各 国 和 国

际论坛上将教育者、学者、政治家和有志于此的公民

聚集起来，通过在线形式或面对面形式发展对多元

文化主义、公民参与的共同理解。通过批判与比较

的视野进行的研究，可以支持以上对话。通过提供

辩论和反思的场所，促进人们关注国际教育、和平教

育和公民 教 育。”［８］网 络 指 导 手 册 ｗｉｋｉｈｏｗ聚 焦 不

同国家以及公民之间的对话协商，列出了怎样成为

世界公民的步骤和细则：“理解世界不局限于你家乡

所在的村庄、城镇、州、国家，包括向其它国家和文化

学习；对国际新闻感兴趣；对生活充满兴趣，为其他

国家的人民和文化而奋斗并发现能帮助的方式，参

与全球讨论；反对各种形式的排外和不宽容；成为主

动的和有贡献的世界公民。”［９］

（三）“合作共赢”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

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在深刻把握时代潮流

与历史大势的基础上，呈现给世界独具东方智慧的

解决方案。世界公民教育思潮始终倡导国际合作和

理解，承认合作共赢的重要性。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科根教授的研究小组通过调研得出培养学生形成理

解和合作观念的必要性：“在意识、内心和行动上，作
为公民，我们必须增强批判和系统思考的能力、对文

化差异问题理解和灵敏的能力、用负责、合作和非暴

力的技能来解决冲突和问题的能力。多维度公民资

格需要我们为学生提供一个审慎和深思的框架，为

学生提供跨越地理或文化边界的技能。为此，国际

理解和合作 的 教 育 观 念 应 当 发 展 和 扩 展。”［１０］英 国

利兹大学奥德丽·奥斯勒（Ａｕｄｒｅｙ　Ｏｓｌｅｒ）指出：“世

界公民教育作为一项理论建构，针对从国家到世界

所有维度的公民资格，被重构来使青年认识到共同

人性（ｃｏｍｍ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认 识 到 从 国 家 到 世 界 都

应与他人团结合作、包容和尊重价值多元。首先需

要建构国家公民教育的概念来适应当前的国家公民

资格和全球共同体。”［１１］

（四）“交流互鉴”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秉持文明是多彩的、文

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原则，致力于促进和而不

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世界公民教育思潮主张

教育学生学会关心全球事务、尊重理解别国文化，与
他人和谐共同生活。形成“求同存异、交流互鉴、共

同进步，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意识。作为

世界公 民 教 育 的 主 要 倡 导 者，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２０１５年发布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

念转变？》研究报告就指出：“关于公民素质问题，国

家教育系统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塑造身份，以及在相

互联系日益紧密和彼此依存日益加深的世界中如何

形成对于他 人 的 责 任 意 识 和 责 任 感。”［１２］国 际 文 凭

组织发布了 拥 有 国 际 思 维 的 年 轻 人 应 该 具 有 的 特

征：“他们勇于接受不同人、不同文化所处的不同视

角，所提倡的 不 同 价 值，所 拥 有 的 不 同 传 统。”［１３］英

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学者黑格（Ｍａｒｔｉｎ　Ｈａｉｇｈ）认为

世界公民应当“学会共同生活”（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ｌｉｖｅ　ｔｏ－

ｇｅｔｈｅｒ），即“对整个人类有着自我认同，而不是仅仅

认同一些种族或家族集团。这蕴含着发展相互理解

和情感智能———移情能力与同情心，并跨越文 化 边

界积极地相互影响”［１４］。

（五）“绿色发展”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针对未来持久发展，倡

导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世界公民

教育是一种危机逼迫型思潮，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

中，人类有共 同 的 自 然 资 源，譬 如 海 洋、空 气、臭 氧

层”［１５］。而以上 这 些 全 球 公 共 资 源 由 于 战 争、国 家

利益纷争等原因，随时有可能被破坏、消耗。在全球

性危机中，思想者寻找着能反映全球利益、诉求和福

祉的理论，并在危机中寻求重大的变革，世界公民教

育便在这样的危机逼迫下应运兴起。罗马俱乐部、

世界未来协会等世界公民教育的倡导者，其主旨目

标都指向绿色发展。世界未来协会（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ｕ－
ｔｕｒ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指出，“影 响 后 代 的 罪 行 包 括：导 致 长

期严重广泛 的 自 然 环 境 破 坏、威 胁 人 类 健 康、破 坏

生态系统和 物 种 的 行 动。破 坏 地 球 要 受 到 法 律 的

惩罚”［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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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需要认识和把握世界公民教育

思潮本质特征的矛盾性

　　世界公民教育思潮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国际组织

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政策文件、课程体系、教学实

践，但其在推行和对外传播过程中已经超出了主要

发达国家借此向外推行价值观的设想，受到人类主

义、国际主义、世界主义等思想的不断冲击，理论上

需要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引领，因此应当

客观地认识世界公民教育思潮本质特征的矛盾性。

（一）思潮主观着眼意识形态全球化，客观促进

全球理解

从思潮的意识形态来看，其主观着眼意识形态

全球化，客观促进全球理解。世界公民教育思潮不

是一种简单的西方思潮，而是一个矛盾体，伴随着对

全球化带来的教育问题思考，兴起于西方，裹挟着资

本主义全球化的愿望和西方文明、价值观、文化的内

容。但是，这一思潮传播开来后却在世界各国淡化

了意识形态、文明和文化的冲突，得到了全球范围的

广泛认同。因此，如果将世界公民教育思潮比做西

方社会的缩影，便未免太过狭隘。世界公民教育思

潮实际体现了全球社会的发展状况，促进了全球理

解、合作、共生，是一种可以本土化的思潮。

（二）思潮的目的与效果存在着主客观不统一的

悖论

从思潮的目的与效果来看，存在着主客观不统

一的悖论。第一个悖论是：世界公民教育主观为世

界和全人类服务，客观上却不一定得到所有国家和

公民的认可。即使是在英国和美国这样世界公民教

育思潮的兴起国家，当世界研究课程在两国学校得

到蓬勃发展时，却也出现了对世界公民教育不认可

的情况。第二个悖论是：世界公民教育主观着眼西

方价值观全球化，客观上却促进了国际理解和合作

共生。联合国１９４８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就标

志着人权思想的世界性意义。其中的“人人有权享

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等思想就肇源于西方的民

主思想，但是对于人权思想不是要通过批判西方而

将其放弃，而是要通过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将其发

扬、完善和实践。英国布莱顿大学的德里克·希特

（Ｄｅｒｅｋ　Ｈｅａｔｅｒ）教授指出：“个体可以同时具有多元

认同，把自己看作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个爱国公民、

一个民族中的一员，这既不会产生内心矛盾感也不

需要将不同认同紧密结合。民族与世界主义的观念

也可以和谐相处，因为人类语言和文化的分殊并不

必然导致深刻的敌意，仅仅是不同民族‘精神’的表

达而已。”［１７］第三个悖论是：世界公民教育主观强调

课程内容标准化与普世化，客观却受到不同国家、教
育机构、教师的多元阐释甚至质疑。斯维尼亚斯基

（Ｌｏｕｉｓｅ　Ｓｗｉｎｉａｒｓｋｉ）指出：“全球的发展并没有在课

程中充分体现，两者一直缺乏内在一致性和组织性。

可以说整个西方高教体系疏忽了教师教育的全球视

野。”［１８］

（三）思潮呈现局部主动，整体被动的态势

从思潮的传播主动性来看，呈现一种局部主动，

整体被动的态势。当今世界，不论种族、信仰、文化

和贫富程度，每一个国家公民对于世界的和平、全球

的理解、关心、包容都有自己美好的愿景。但是，这

一社会心理是潜在的，除了国际组织、一些国家的部

分地区局部主动推行世界公民教育，大多数国家的

公民需要通过国际组织和国家、教育机构与学者的

倡导与实践才能激发，被促使能够思考和践行自己

作为地球村的一分子所应履行的义务。“社会心理

需要特定的思想理论引导，并对其进行一定的理论

概括，而特定的思想理论也会受到社会心理的激发

和制约，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便形成

了思想的浪潮。”［１９］“资本的全球化把不同的文明拉

到一起。文明是被动地接受这个现实。而不是主动

地相互联系。”［２０］“把地理学意义上的‘全球’以政治

的方式组织成一个‘世界’应该是人民的最好选择。

但是目前人们还缺乏关于世界的理念，甚至缺乏关

于政治世界的自觉的世界意识。”［２１］因此，世界公民

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被动的思潮。

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

世界公民教育思潮的方式

　　通过分析可知，新时代我们必须以“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引领世界公民教育思潮，以适应世界各国

人民的需要，推动中国和平崛起和世界各国交流、合
作、发展。思潮 既 是 无 形 的 也 是 有 形 的。思 潮“无

形”是指其关乎人的精神层面，思潮“有形”是指其存

在于各类政策和文献中，体现在各类学校教育和教

学内容中，因此可以被引领乃至重构，并且具备构建

的着力点。引领重构世界公民教育思潮应聚焦在以

下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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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领思潮的公民资格观

“世界公民”资格主要是国际组织和民族国家在

道德上赋 予 的。对 大 多 数 国 家 公 民 来 说，“世 界 公

民”资格既是现实的，需要承担全球责任；又是虚无

的，因为并无法律上的认定与资质。全球化带来了

国家认同与世界认同的矛盾，在世界公民教育思潮

的效果和合理性问题不断遭受质疑的同时，该思潮

试图建立多元的公民认同来分析和调和“世界认同”

与“国家认同”。英国苏赛克斯大学的加文塔（Ｊｏｈｎ
Ｇａｖｅｎｔａ）教授指出，“在我们关注多层和多极全球权

威的同时，还 创 造 了 新 的 多 层 和 多 维 的 公 民 认 同。

当其他人用 国 家 认 同 作 为 加 强 轴 来 进 行 更 大 的 排

外、削弱已呈碎片形式的公民表现时，这一创造在某

种情况下为 兼 容 各 类 公 民 的 声 音 创 造 了 新 的 可 能

性”［２２］。但这并不是有效的解决办法。在国家认同

与世界认同的优先权问题上，应当秉持主权平等、合
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国家认同的基

础上体现世界认同，否则便会陷入无根的世界主义

和普世价值的陷阱。

（二）引领思潮的公民教育观

世界公民教育思潮倡导两种公民教育观：一是

立于全球角度培养世界公民，着眼于主动参与全球

事务的教 育。但 在 推 行 过 程 中 受 到 民 族 国 家 的 制

约。二是兼顾国家与全球培养世界公民，着眼于培

养忠于国家和全球伦理的公民，但尚未有一个共同

体或教育机构能够做到培养既忠于国家又遵循全球

伦理的完美公民，因为有时遵循全球伦理是违背国

家利益的。

因此，需要建构第三种公民教育观，即立于国家

角度培养世界公民。目标是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国

家公民，着眼于通晓世界知识的教育。培养良好的

“国家公民”是开展世界公民教育的前提，公民教育

应当遵循国家认同到世界认同的逻辑顺序，否则受

教育者就会由维护全球共同利益的“世界公民”高度

堕落到无依托的流浪者，甚至是极端主义者和分裂

主义者。正如我国学者朱小蔓教授所说：“虽然中西

均存在公民教育立场的变化，但强调公民对国家或

社会共同体认同的培养却是基本共识。”［２３］

（三）引领思潮的主导主体

一方面，应当牢牢把握世界公民教育思潮在我

国传播的主导权。我国应注重加强社会主义公民教

育，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培养具有强

烈的民族自豪感、坚守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国家公民。同时，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

格局，我们需要重视世界公民教育思想研究，主动把

握全球教育治理的新观念和新动态。最终培养出既

具备强烈全 球 责 任 意 识 又 坚 守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既满怀人类理想追求“天下大同”，又脚踏实地秉

承“和而不同”的“世界公民”。

另一方面，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准，

争夺世界公民教育思潮在国际传播的主导权。要扭

转以往单向的由国际组织、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

出“世界公民”价值观的倾向。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

展的重要引擎，应当利用好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的平台

辐射功能，快速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通过“一带一

路”战略带动沿线国家教育、文化和经济发展以及互

联互通，主导建立尊重各国主权利益平等、文明多样

性和文化多元性的，和而不同的“世界公民”价值观。
（四）引领重构思潮的理论基础

全球化、世界主义、人类主义等理论构成了思潮

的主要理论基础，尽管这些理论对我国都有可供借

鉴之处，但当前主要还是体现了以西方为主导的价

值观。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如邓小平同志所指

出的那样，“中国作为世界公民还不够格，中国与先

进发达国家 比，落 后 半 个 世 纪”［２４］，到 了 今 天，中 国

已经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推动世界和平

的重要力量，可以逐步引领并重构思潮的理论基础

了，可探索从两方面着手。

一是引 入 马 克 思 的 世 界 公 民 观。马 克 思 关 于

“世界公民”的基本思想是：“个人成为世界公民与实

现共产主义，两者是互为前提的：只有最大程度地跨

入世界历史领域，个人才能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

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也只有真正实现了共产主义，才
最终意味着一切民族和地域的局限都被打破，个人

才真正成为具备共产主义素质的世界公民。”［２５］

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体系。应当

集中研究不同文明国家在基于国家认同的基础上，

如何在全球化带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趋势下培养公

民的世界认同，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倡导人

类命运共同 体 理 念，意 味 着 助 推 一 场 理 念 的、价 值

的、思维的革命，即从现实主义转向世界主义，从国

家中心转向人类中心，从而寻求一种新的平衡，即全

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中国高扬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旗帜，为在曲折中推进国际关系理念的世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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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转型，带来了新的希望。”［２６］

（五）引领重构中国引领下的思潮版图

世界公民教育思潮现有的版图是：在发达国家

是大型思潮，在发展中国家是中小型思潮，主要由发

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着持续单向性的输出。随

着全球化的深入，思潮版图应在中国的引领下重构，

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导的新版图。中国的

和平崛起会经历一个从拒绝全球化到融入全球化、

推进全球化，最后引领全球化的过程。作为负责任

的大国，中国应当牵头为世界经济增长、文明互鉴和

全球教育治 理 提 供 更 多 系 统 的 有 价 值 的 建 议 和 方

案。这些成果将有助于克服“去全球化”“反全球化”
“逆全球化”对世界公民教育的消极影响，促进国家

之间的理解，推动建立国际秩序新格局，最终实现整

个人类社会的公正、公平。

在新的历史时期，世界公民教育思潮应当以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本价值取向，坚持交流互鉴，

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推动人

类文明永续发展。在教育教学上，我国要将“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全面融入各级各类教育之中，培养既

具备强烈全 球 责 任 意 识 又 坚 守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既满怀人类理想追求“天下大同”，又脚踏实地秉

承“和而不同”的“世界公民”；在国际事务上，我国应

参与并带动全球教育治理，推动各国教育交流，不断

挖掘潜力、提高水平，使得教育领域合作成为中外人

文交流的先行者；在学术研究上尤其是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上，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

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

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

要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推出并牵头组织

研究项目，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

力”［２７］的要求，对世界公民教育思潮的新思想、新动

态进行研究，同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以“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的世界公民教育理论。通过

以上努力，逐步从被动迎合西方话语体系到在交流

互鉴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讲

好中国故事，最终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走出

去”，让世界知道“发 展 中 的 中 国”“开 放 中 的 中 国”
“为人类文明做贡献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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