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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加坡 中小学公民教育的课程 目标
中 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陶小草

摘要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以 来 ， 新加坡 中 小 学 《公

民与道德教育 》 的课程体 系逐渐形成 。 为 顺应 国 际新

形势的 变化 ， 新加坡对 中 小 学公民教育进行 了新一轮

的 改革 ， 并于 ２０１４ 年推 出 了 《 品格与 公民教育 》 。 从

课程 目标的 内容、 组织 、 取向 三个维度对两 者进行分

析和 比较
，
可以窥见 《品格与公民教育 》 的创新之处 。

关键词 ：
公民与 道德教育 品格与公民教育 课

程 目 标

一

、
９０ 年代 以来的 中小学公民教育体 系 ：

《公民与道德教育》

（

一

） 《公民与道德教育》 课程体 系 的形成

公民与道德教育课程的初步形成 ： １９９ １ 年 ， 新加

坡政府公布公民 《共同价值观 白 皮书 》 和家庭价值

观 ，
确定了新加坡的公民与道德教育的基本价值观 。

从 １ ９９２ 年起 ， 新加坡中小学各年级均使用 《公民与道

德教育》 教材 。 有学者认为这是新加坡公民 与道德教

育的合并阶段
，
教育的重点仍以对学生 的道德教育为

主
，
但同时融人了更多的公民意识教育 。

公民与道德教育课程体系 的基本确 立 ：
２０ 世纪

末 ， 新加坡政府为了迎接 ２１ 世纪的挑战 ，
开始积极推

行国民教育 。 １９９８ 年 ， 新加坡将国 民教育作为三大教

育政策中的基础性工作来推行 。 １ ９９９ 年 ， 新加坡修订

了 《学校公民与道德课程标准 》
，
从这

一阶段开始 ，

新加坡公民教育体系基本确立 。 此后 ， 根据时代与环

境的变化 ， 新加坡对学校 的公民与道德教育课程进行

了数次调整 与改革
，
使其公民教育适应时代的发展

要求 。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 ， 新加坡公民教育课程编制

基本延续 了这样一个模式 ： 依据
“

同心 圆扩大法
”

，

从道德认知 、 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三个角度 ， 结合当

局提出 的主流价值观 （例如 ：

“

１４ 个方面 ，

３ ５ 项德

目
”

和六大核心价值观 ） 编制课程 。 在 品德与公民教

育课程推出之前 ， 公民与道德教育课程体系发生较大

变动的是 ２００７ 年 ， 教育部颁布了 重新修订的课程大

纲 。 因此本文主要 以 ２００７ 年颁布的 《公民与道德教育

课程大纲 》 为例 ， 分析和探讨公民与道德教育的课程

目标 ， 下文中提及的 《公民与道德教育大纲 》 主要是

指 ２００７ 年的课程大纲 。

（
二

） 《公民与道德教育 》 的课程 目 标

１ ． 课程 目标的 内容 。

新加坡中小学公民与道德教育课程 以六大核心价

值观为主题的教育 内容 ，
建构了六部分教育内容 ， 包

括尊重、 责任感 、 正直 、 关怀、 应变能力 与和谐 。 根

据不同的学习阶段 ， 在道德认知 、 道德情感和道德行

为方面分别做出 了具体的 目标要求 。 例如
，
在道德认

知方面 ，
完成公民与道德教育 （小学 ） 课程后 ，

学生

将能 ： 分辨是非对错 ；
建立正确 的道德原则 ； 知道在

做出道德抉择时所包含的原则
；

了解家庭的重要性及

自 己的角色等等 。

从课程 目标的 内容来看 ，
新加坡的公民与道德教

育 目标是围绕着
一

个中心展开的 ： 培养学生成为品格

端正的具有责任和关怀意识的公民 ， 这种公民能够意

识到他们对家庭 、 社会和 国家的责任 。 换句话说 ， 公

民与道德教育侧重点在于培养国家意识 ，
为 国家服务 。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 公民与道德教育课程饱受垢病 。

肖智认为新加坡公民 与道德教育的课程 目标单一 ， 只

对其公民在爱 国 、 道德情操等方面进行培养 ， 并不重

视对公民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 的培养 。 因此 ， 学生在

参与国家建设与发展、 融人社会生活 中时 ，
则缺乏必

要的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 ， 并不利于学生身心的健康

发展。 ＴａｎＴａｉ Ｗｅ
ｉ 和 ＣｈｅｗＬｅ ｅＣｈ ｉ

ｎ 指出新加坡的公民

与道德教育课程更多 的是为了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繁

荣
， 而不是道德的养成。

２ ． 课程 目标的设定逻辑 。

道德与公民教育课程 目标的设定遵循
“

同心圆 扩

大法
”

， 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使不同年龄层段、 不 同价

值观范畴的课程 目标体系化 、 层 次化 。 但是 ， 这种方

法也将学生的生活范畴绝对化了 ，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

和信息时代的到来 ， 学生们 的生活范畴已 由封闭走向

开放 ， 他们对于学校和社会生活 的认识范围并不总是

按照同心圆逐步地扩大 。 此外 ， 这种方法划定不同年

龄阶段的学习 目标 ，
以学生生活 圈的扩大为依据 ，

逐

步上升学生的认识 。 然而事实上 ， 学生对课程的学习

并不能完全局 限于此 。 依照
“

同心圆扩大法
”

设置编

订的课程 目标容易造成与时代的脱节 。

３ ． 课程 目标的取向——能力 。

１ ９６５ 年 ， 新加坡宣布独立 ， 这一时期课程 目标的

导 向是国家的建设和生存 。 因此 ， 学校推行的公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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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课着重强调培养学生 的社会与公民责任感和对新加

坡的归属感 ，
将全国人民紧密团结起来以确保国家的

生存和未来的发展 。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 ，
新加坡经济

快速发展 ， 不断推进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教育转 向

以效率为导向 ， 其公民教育在该时期也通过一系列的

反思确立了一套 自 己的价值观念以 提高教学效率、 确

保所学观念的 内化 。 １９９７ 年 ， 时任新加坡总理吴作栋

在第七届国际思维研讨会上发表演讲 ， 指出未来 ２ １ 世

纪国家的财富主要取决于该国人民 的学 习能力 。 此后

新加坡公民教育转 向注重培养学生的各项能力 ，
以及

２１ 世纪的变化与挑战 。 所以说在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

出台之前 ， 公民教育课程 目标的取 向是能力导向 的 。

二 、 新的转折 ： 《品格与公民教育》

（

一

） 《 品格与公民教育 》 的产 生背景

第一 ， 提高人才 国际竞争力的发展要求 。 Ｊａｓｍ ｉｎｅ

Ｂ ．
－Ｙ ．Ｓ ｉ

ｍ 和 Ｅｅ Ｌｉ
ｎ
ｇ
Ｌｏｗ在其研究 中指出 ， 当今世界

正处在一个以知识开发和创新应用的经济为特征而迅

速变化的时期 ， 产品 的生产周期缩短 ， 因而需要更大

的创新 ， 需要具有竞争力 和终身学习能力 的公民 ， 需

要反映灵敏 、 具备创新思维以及在具有较高社会信度

的 团队中有效工作 的公民 。 为了更好地提高其人才 国

际竞争力 ， 新加坡教育部部长王瑞杰在 ２０ １ １ 年的工作

蓝图大会上提出了构建新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规划 。

第二
， 重视国家公民教育的优秀传统 。 新加坡经

过五十年的发展 ， 其政府和教育部 已经继承和发展 了

重视公民教育的传统 ， 根据时代与环境的变化对学校

公民教育课程进行 了数次的调整与改革 ， 使其公民教

育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

第三 ， 新教育理念的必然诉求 。 ２０１ １ 年 ， 新加坡

教育部部长王瑞杰提出 了 以学生为本 ， 价值观为导 向

的新教育理念 ，
以此来更好地帮助新

一代新加坡人武

装 自 己 ，
迎接未来 。 这样的转变 ， 重点是在 凸显个人

的品格 。 在
“

价值观为导向
”

理念的指导下 ，
以 ２１ 世

纪技能框架为基础 ， 新加坡教育部设立 了 品格与公民

教育组 ， 有序地规划学校的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 。

第四 ， 公民教育课程改革的 内在需求 。 随着 时代

的发展 ， 新加坡学校公民教育课程 自身存在的局限与

不足 日益显露 。 如上文提到的新加坡公民与道德教育

的课程 目标单一 ， 只对其公民在爱 国 、 道德情操等方

面进行培养 ，
并不重视对公民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 的

培养 。

（
二

） 《品格与公民教育 》 的课程 目标

１ ． 课程 目标的内容 。

《品格与公民教育 》 的总体 目标是栽培 出 品行端

正 、 拥有 良好价值观的新加坡人 ， 这样的新加坡人才

会对新加坡有归属感 ， 成为能积极贡献及负责任的公

民 。 据此 ， 此时课程 目标的 内容囊括 了核心价值观、

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 、 公民意识、 全球化意识、 跨文

化交际能力 ，
不再仅仅偏重于国家教育 。 课程的具体

学习 目标包括八大学习成果。 《品格与公民教育 》 课

程将六大核心价值观融入了八大学习成果之中 。 其中
，

学习成果 １ 至 ４ 列 明 了不同层面的 品格塑造 ； 学 习成

果 ５ 至 ８ 则遵循 ２ １ 世纪公民教育的重要原则 。

２ ． 课程 目标设定逻辑 。

课程设定的逻辑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 ， 新加坡公

民教育课程编制基本延续 了这样一个模式 ： 依据
“

同

心圆扩大法
”

，
从道德认知 、 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三个

角度形成相应的课程 目标体系 。 虽然整体性的变化不

大 ，
但课程 目标的设定也做出 了局部的 、 灵活的调整 ，

并非总是严格的依据个人、 家庭、 社区、 国家 、 世界

这样的逻辑设定不同层次的 目标体系 。 例如 ： 学 习成

果 ５ 至 ８ 则遵循 ２ １ 世纪公民教育的重要原则 ，
并根据

公民的属性进行编排 ， 这些属性包括身份认知 、 文化

以及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等 。

３ ． 课程 目标的取向——价值观导向 。

新加坡的教育导向一直追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发展 ，

截至 目前总共经历了 四次转变 ， 即生存导 向到效率导

向再到能力导 向直至现在 的价值观导 向 。 新加坡教育

部在对进入 ２１ 世纪后其他国家发展的特征进行分析的

基础上结合本国 国情 ， 认识到了价值观的培养在人才

培养中的基础性作用 。 正如新加坡前任教育部部长黄

永宏所强调的 ， 只有正确的价值观才可以塑造具备积

极品格的忠诚的公民 。 基于对价值观重要性的认识 ，

现任新加坡教育部部长王瑞杰提出 了
“

以学生为本 ，

价值观为导向
”

的教育理念 ， 这为新时期 品格与公民

教育课程 目标设定指引 了方向 。 自此 ， 课程 目 标由能

力导向转 向价值观导向 。

三
、 品德与公民教育课程的革新之处

为顺应国际新形势 的变化 ，
在新的教育理念的指

导下 ， 新加坡对中小学公民教育进行了新
一

轮的改革 ，

并于 ２０１４年推出了 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 。 从课程 目标

的角度出发 ， 新课程在课程 目标的 内容 、 设定逻辑和

目标取 向方面发生 了变化。 首先 ， 在课程 目标的 内容

方面 ，
新课程改变了 以往课程 目标单一 ， 只对其公民

在爱国 、 道德情操等方面进行培养 ， 并不重视对公民

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的培养 。 新的课程 目标的 内容囊

括 了核心价值观、 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 、 公民意识、

全球化意识、 跨文化交际能力 ，
并强调各部分内容之

间 的紧密联系 。 其次 ，
在课程 目标的设定逻辑上 ， 虽

然整体性的变化不大 ，
但课程 目标的设定也作 出 了局

部的 、 灵活的调整 。 最后 ， 为顺应 国际新形势 ， 提高

人才国 际竞争力 ， 课程 目 标 由能力 导 向变为价值观

导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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