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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背景

在公民教育领域 关于公民教育的定义汗牛充栋 无论我们怎样定义公民

教育 公民意识 的培育都是公民教育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因此 什么是 公民

意识 对于各国公民教育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在中国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教育事业的领导者 当然也是中

国公民教育的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关于 公民意识 的官方定义对于教育政策的

制订 学校公民教育实践的影响巨大 因此 对中国共产党关于 公民意识 概念

的官方定义 内涵及其特征的分析 对于准确理解中国公民教育的可能走向就显

得十分重要 本文将描述中国共产党关于公民意识的内涵界定 并从三个维度

展开对于这一概念官方文本的合理解读

二尧文本

最近影响公民教育的 公民意识 定义首先来自于 年 月的中共十

摘要 野公民意识冶的培育是公民教育最重要的目标之一遥 什么是野公民意识冶钥 对于各国公民
教育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课题遥本文拟以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三个最重要的政策文
本为分析样本袁解读中国官方对于野公民意识冶的理解与界定遥正确解读中国官方关于野公民意
识冶的界定袁需要从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尧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积极吸收世界先进文明这三
个角度去进行遥 从另外一个维度看袁这三个角度也可以被看做中国官方野公民意识冶范畴的三
大基本特征遥而这三个角度或三大基本特征袁实质上也是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追求建设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冶这一目标在野核心价值观冶或野公民意识冶教育上合乎逻辑的具体分解遥 因此
对于中国官方野公民意识冶的准确理解袁应当是一种野三位一体冶的理解遥
关键词 公民意识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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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报告 该报告强调要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 自由平

等 公平正义理念 咱1暂这一表述后来正式写入了 年 月由中共中央 国务

院颁布实施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年 具体表

述为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 自由平等 公平正义理念

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 咱2暂

年 月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强调要

倡导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倡导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倡导爱国 敬业 诚

信 友善 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咱3暂虽然没有再用 公民意识 概念而

使用了 核心价值观 这样的表述 但从公民教育的角度看 十八大报告的这一

最新表述仍然可以理解为对十七大报告有关 公民意识 表述的继承与创新

三尧解读

解读这两个报告对于 公民意识 的界定 需要建立正确 全面的视角 笔者

认为 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 世界文明成果 包括资本主义政

治文明 是正确理解中国政府 公民意识 概念内涵三个最重要的视角

渊一冤社会主义渊马克思主义冤视角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共产党及其领导者一直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 旗帜 因此 民主法治 自由平等 公平正义 是 社会主义民主法治 自

由平等 公平正义理念 公民 是 社会主义合格公民 核心价值观 是 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社会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视角看 中国政府所界定的 公民意识 具有内

容和方法论两个层面的社会主义特征 就具体内容而言 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

党章 总纲 里明确规定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社

会主义政治文明 即追求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实质的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如果不去讨论许多概念的复杂背景与具体解释 现代社会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

家所追求的核心价值都应由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辩证吸收 这就是看起来是 资

产阶级价值观 的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等等理所当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根本原因 而就方法论而言 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

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因此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富强 排列在所

有价值之前 也就是说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等等 都必须以

一定的经济基础 富强 作为后盾 否则 一切美好的价值追求都可能沦为空谈

人们当然可以质疑这一方法论 但这一方法论的正确性 也的确可以在转型国

家 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有关事实中得到十分肯定的印证

因此 中国共产党所定义的 公民意识 带有 社会主义 的属性 这一点毫

无疑问 当然 社会主义并非空中楼阁 中国的社会主义又是扎根在中国土地上

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因此 中国 公民意识 的界定除了反映社会主义的社

会属性 还应当建立在中国文化传统和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 而这就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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