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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民道德教育课程是德国培养负责任公民的重要途径。为实现这一目标，德

国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课程将现实生活中的“冲突性事件”与个体认知发展规律和公民政

治社会化发展特征相结合，将培养学生的“民主能力”确立为课程目标 ；围绕政治、社会、

经济三大领域遴选课程内容；遵循“博特斯巴赫共识”要求设计多种类型的教学模式；基

于多元协同评价机制构建课程保障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下德国学校相关课程在内容、

教学方式以及学科融合等方面依然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的问题，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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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Politische Bildung往往被直接翻译为“政治教育”，但这一译法忽视了其所暗含的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的价值属性。一

方面，在很多国家，当“政治（的）”（Politisch）与教育联系在一起时，常意味着“政治灌输”，但在德语中，“政治

（的）”并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Politische Bildung 仅为一门以政治科学为主要内容，兼涉伦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内容的

学科。另一方面，教化（Bildung）在德语中强调通过塑造个体的价值观念，形成良好品格，促进个体全面且和谐发展。因

此，Politische Bildung 并不局限在培养好公民，而还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道德教育的价值旨归——引导人们向善生活，真正获

得美好生活，即培养好人。综上所述，道德教育与公民教育在Politische Bildung中实现了共生，因此本文将Politische Bildung

翻译为公民道德教育。

公民道德教育 （Politische Bildung） ①作为
国家现代化的表现，关系到一个国家社会政治
民主化和经济发展的进程。德国公民道德教育
产生于跌宕起伏的社会浪潮之中，并在阶级
矛盾剧烈、民主缺失的社会环境中显得尤为
重要。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德国 “十一月革
命” 的失败，魏玛共和国成立，为迎合政治统
治需要，缓解党派间的矛盾，受乔治·凯兴斯
泰纳 （Georg Kerschensteiner）、特奥德·利特
（Theoder Litt） 和爱德华·施普朗格 （Eduard 

Spranger） 思想的影响，国家要求各学校关注
公民道德教育 [1]。只有采用隐晦、巧妙、有效
的精神武器——公民教育 （Staatsbürgerliche 
Erziehung）[2]，才能安抚工人阶级的情绪，维护
社会稳定 ；只有将 “为国家服务” 作为公民道德
教育的起点和归宿，甚至是首要、唯一的途径[3]，
才能培养出具有良好道德行为和公民意识的公
民。德国公民道德教育通过调和国家与公民的
关系——相互尊重、相互促进、相互制衡、相互
满足，深化国家认同，塑造公民意识，使国家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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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渡过危机，维护了政治和社会稳定，推动了国
家发展。时至今日，德国学校公民道德教育依然
将自我道德的培养和政治参与能力的塑造视为
其最终目标，重视个体价值观、伦理观和道德观
的培养。

一、德国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的课程
理念

德国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课程以发展心理
学、政治学和批判教育学为基础，并基于以下两
个课程理念进行教育实践。

（一）基于现实中的“冲突性问题”

德国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课程关注现实社
会生活中的 “冲突性问题”，旨在使学生通过批
判性反思与民主实践，理解社会冲突，并形成参
与和推动社会发展所需的各项能力。一方面，
受批判教学论的影响，德国公民道德教育课程
强调对社会冲突进行批判性反思。这是因为，
在以多样性和复杂性著称的现实社会生活中，
若要使个体对利益分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
达成共识，很有可能会引起冲突。这样一种社会
冲突实则并不是社会秩序与和谐的破坏者，而
是社会变迁的 “发动机”。也就是说，公民只有
通过批判性反思，独立地分析与理解社会中的
不公与矛盾——冲突，才能真正实现 “人的解
放”——将人从各种类型的压制中分离出来，使
个体能够保持真我，并促成人的全面且和谐发
展，进而推动社会进步，最终实现“民主社会”。
因此，这一课程不应该被教训和教导所填满，
而应该直接分析社会冲突，从而培养青少年参
与社会变革所需要的 “应对冲突的能力”。[4] 另
一方面，受民主教育学的影响，实践或行动体
验——亲自解决现实生活中具体的矛盾与冲
突，有助于受教育者形成参与政治与社会生活
的能力，因此该课程被视为公民形成民主价值
观的必要途径。整体看来，批判性与实践性在德
国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课程中相辅相成，互为
补充。受教育者通过批判性反思可以洞察社会
既定秩序、标准和规范中的矛盾与不公，并形成
初步的民主观念，在此基础上辅以实践行动，最
终可以实现知行合一，这使学生参与社会与政

治生活成为可能。

（二）遵循个体规律与社会发展特征

德国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课程内容和教
学方法的选择遵循个体 “（道德） 认知发展规
律” 和 “政治社会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一方
面，政治与道德不同于生活的其他领域，具有
一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并充斥着问题与冲
突。因此，德国公民道德教育课程的意义就在
于使受教育者有适当的能力应对政治与道德
情境中的复杂性与冲突性。鉴于此，遴选课程
内容时，需要遵循儿童 （道德） 认知发展规律。
例如，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认为，初中阶段学
生的认知能力正经历着从具体运算阶段向形
式运算阶段的发展，因此虽然这一时期的学生
可以理解一定的抽象概念，但思维活动需要具
体内容的支持，并局限于特定领域。相比之下，
形式运算阶段的儿童则能够摆脱现实的影响，
系统地、假设性地思考各种可能性，并在此基
础上对正确答案的推理方式进行系统的评价
和判断。据此可知，初中阶段学生无法掌握民
主制度 （自由、国家、正义等） 这类不能转化为
具体过程的概念，故此类内容不应作为初中阶
段学生学习的内容。

另一方面，政治社会化是个体学习政治知
识，形成参政技能，认识政治现象，养成政治价
值观和政治态度的过程，也是其政治心理产生、
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是个体与社会和物质环境
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贯穿人的一生。以初
中和高中阶段为例，这是个体一生中政治观和
政治人格形成的关键阶段，此时的学生不再把
政治领域视为一种自然现象，而是认为自己的
思想或行为可以影响社会变化，并产生社会责
任感 ；体会到世界不是和谐的，而是多样性的
和充满利益冲突的 ；认识到成年人并非是完美
的，进而对权威人物的信任逐渐下降 ；发现简
单的规则观念不再适用于社会生活，转而要求
民主与平等。因此，初高中阶段的公民道德教育
课程应以政治思想、理念和行为规范为主要学
习内容。只有当公民道德教育的课程内容与学
生的心理发展水平相适应，才能有效达成其教
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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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国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课程体
系的主要特点

德国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有着悠久的历
史。正是这样一种深厚的历史沉淀，使其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公民道德教育课程体系。

（一）课程目标:指向学生“民主能力”的

培养

虽然不同时期德国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的
课程目标存在差异，且各联邦州对其也有着不
一样的描述，但总体来看，德国中小学公民道德
教育的课程目标以 “教化” 思想为价值导向，关
注公民个体身心全面且和谐地发展。主要内容
包括 ：促进学生社会化行为方式之形成，使其
了解与他人共同生活的意义，唤醒和培养宽容
意识和民主意识，懂得尊重他人、尊重生命、尊
重人格、尊重人权，形成责任心和评判是非的能
力，遵守社会秩序和行为准则，形成团结友爱的
精神，培植民族精神，树立民族自豪感。[5] 具体
而言，德国公民道德教育课程从知识与分析能
力、方法能力、评价能力和行动能力四个方面构
建了具有公民与道德特征的关键能力框架——
民主能力框架。[6] 指向 “民主能力” 的课程目标
旨在使学生能够在不同情境下成功且负责任地
解决现实中的公民道德问题，最终实现独立且
积极地参与社会民主进程的目标。

关键能力框架，即民主能力框架具体包含
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观点 /角色接纳能力是
形成普遍化观点的基础。每个社会或政治决策
总是会从不同方面影响不同的社会主体和领
域，只有运用普遍化的观点对其进行批判性检
验，才能做出具有包容性的判断。因而观点 /角
色接纳能力旨在使学生能够感知和接纳他人的
观点，并愿意改变自己的观点，将自身利益与其
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进行协调，并将自身利益
扩展到更为普遍的利益之中。第二，应对冲突的
能力是在多元社会中达成共识的必备能力。在
多元社会中，个体不仅可以通过传播特定的价
值观来实现价值整合和同质化，还可以通过处
理争端而达成共识。而应对冲突的能力则旨在
使学生通过讨论、反驳、澄清相互冲突观点的方

式，将视角扩展到自己和邻近群体之外，进而认
识到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因社会地位、
认知、兴趣、经历和价值观而造成的差异，并接
受或认可这样一种多样性的存在。第三，基于社
会科学基本原则进行思考的能力是个体负责任
地进行民主判断和行动的关键。虽然现实生活
的复杂性允许个体在一定程度上将问题简化，
进而重视应对当下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但整体
思考、全局意识恰恰是个体负责任地进行民主
判断和行动所必需的能力。因此，基于社会科学
基本原则进行思考的能力旨在使学生能够以问
题为导向，灵活运用抽象的社会科学中的基本
概念和方法，全面且科学地分析社会结构、社会
制度、政治和经济活动中的问题，从而帮助学生
跳出其生活的社会环境，理性认识并解决现实
的问题。第四，政治与道德判断能力是个体在
多元社会中进行价值判断和反思的必然要求。
由于多元社会不可能有且仅有一个共同的价值
观，因而个体必须在一系列价值观中择其一，并
使其成为衡量或指导个体行为的主要标准。针
对政治、经济或社会问题的特点，政治和道德
判断能力旨在使学生能够以自身利益和社会共
同利益作为判断标准，评价和衡量社会 （道德）
问题、政治要求、政治行动和替代方法，并基于
“政治” 和 “道德” 的关联性与差异性，遵循责
任伦理和民主决策过程，对评价标准的合理性
进行批判性反思。第五，参与能力是个体知识积
累、批判意识、能力水平和意志品质在社会和政
治实践中的集中体现，旨在使学生有能力参与
公民自治、社会和政治活动、企业和组织内部决
策，通过非正式或正式的途径发表观点并参与
决策的过程。

（二）课程内容:围绕政治 -社会 -经济三

大核心领域

德国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课程是由多门学
科共同组成的一门跨学科课程，在选择课程内
容时遵循 “三支柱模型” 理论——将政治、社会
和经济作为课程的核心领域，整合学科资源。[7]

以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州为例，其公民道德教
育在小学阶段主要由博物课承担 ；在文理中学
初中阶段则为政治 / 经济课 ；高中阶段则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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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经济课。[8] 该课程内容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
侧重点，循序渐进，逐步深入，且随着内容难度
的增加，课时量逐年递增。例如文理中学5年级
和 6 年级每周设有 6 课时，而 7 年级到 9 年级每
周则增加为 12课时。整体来看，德国中小学公
民道德教育课程包括三大领域。

1.政治领域内容

在政治领域，德国公民道德教育课程通过
向学生介绍世界各国不同的政治制度，传递多
样的价值观，旨在使学生掌握相应的政治知识，
并在主动参与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基础上，将知
识转化为独立的政治观点 [9]，具体内容涉及七
个方面。（1） 民主的保障与发展 :政治与生活的
关系，青少年参与政治生活的形式、权利与义
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民主机构，民主的原
则、形式和方式，联邦制度中的公民、选举和议
会制，维护基本权利和人权的法律基础，政治极
端主义和仇外心理产生的原因 ；（2） 政治与经
济发展所面临的生态挑战 ：垃圾处理，水资源
保护，可持续发展，生态导向型生产的创新潜
力 ；（3） 媒体在政治和社会中的角色 ：作为信
息与交流工具的媒体，社会中信息交流的形式，
新媒体的社会影响，全球网络和媒体的作用 ；
（4） 基于福利原则与社会公平的收入与社会保
障 ：福利型国家的社会政策以及未来可能遇到
的问题，社会资源分配，福利原则与社会保障 ；
（5）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欧洲的发展、展望
和当前问题，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政治和文
化，和平与安全政策；（6）政治结构、进程和参
与机会 ：参与民主的机会，民主的相关理论和
基本概念，德国的政治制度和宪法基础，政党和
非政府组织的特点和基本取向，民主面临的现
实威胁 ；（7） 全球化框架和进程 ：国际和平与
安全政策，联合国对管理冲突和维护和平的贡
献，人权和民主的重要性，全球化的特点、维度
和影响，国际经济关系，德国本国的经验。

2.社会领域内容

在社会领域，该课程旨在使学生了解社会
发展现状，学会处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涉及十
个主要方面。（1）自然与生活：物质及其转化，磁
力和电力，身体、感官、营养和健康，动物、植物

和栖息地；（2）技术与劳动世界：职业、劳动和
生产，工具和材料，机器和车辆，建筑物和工程，
资源和能源；（3）空间、环境与运动：学校和环
境，居住地和世界，道路安全和交通，环境保护
和可持续性；（4）个体与集体：学校和家庭中的
集体生活，集体任务，个体兴趣和需求，不同性
别的关系，友谊和爱；（5）时间与文化：时间安
排和周期，过去和现在，我和他人，世界上的多
种文化，媒体作为一种信息手段，媒体的使用 ；
（6）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身份认同与生活方式：不
同社会群体的生活情况，日常生活中的冲突，自
我实现与社会期望间的紧张关系，社会价值观
及其变化，移民的原因、后果以及不同文化共生
的可能性和困难；（7）工业化和全球化带来的机
遇与挑战：不同地区儿童的生活差异；（8）不断
变化的职业与劳动 ：职业选择和职业规划，新技
术对经济和日常生活的影响，新技术在商业和
职业中引起的结构性变革 ；（9） 个体和社会的
关系：社会机构，个体发展规划，群体中的个体，
身份认同，榜样和角色冲突，结构功能主义和行
动理论，职业指导；（10）社会不平等、社会变革
和社会保障 ：社会不平等的表现和影响，社会变
革，社会不平等模型和理论，国家行动。

3.经济领域内容

在经济领域，德国公民道德教育课程旨在
使学生具备基本的经济意识，形成基本的经济
能力，主要涉及四个方面。（1） 经济学基础知
识 ：物质基础，市场竞争，消费者权益，货币交
易，货币功能，企业与企业家，市场经济以及全
球化带来的挑战 ；（2） 市场经济 ：个体在市场
经济体制中的作用，市场秩序和规范，市场系统
及其功能，竞争和监管政策；（3）经济政策：政
府制定经济政策的合法性，国家整体经济发展
目标，质量增长与可持续发展，周期性增长和波
动，经济政策的概念、领域和工具；（4）欧盟：
欧盟的标准、干预、监管机制和机构，欧盟作为
经济和政治联盟的发展历史，欧洲内部市场，欧
洲一体化模式，欧洲危机管理战略和行动。

（三）教学设计:遵循“博特斯巴赫共识”的

要求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受法兰克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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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社会批判思潮的影响，以 “人的解放” 和 “社
会的解放” 为教育目的的批判教育学、政治教育
批判理论和解放理论出现。在此背景下，以 “维
护权威秩序，避免社会冲突” 为取向的德国传统
公民道德教育亟待改变。1976年，由巴登 -符腾
堡州政治教育中心发起，德国公民道德教育专家
就德国公民道德教育课堂教学基本原则达成了
共识。公民道德教育的圣经 “博特斯巴赫共识”
正式诞生，它从教学原则上对公民道德教育进行
了定性与规范，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博特斯巴赫共识” 包含三方面的核心内
容。第一，禁止压制学生。不允许教师采用任何
手段对学生进行教条灌输，因为这样会阻抑学
生形成独立的公民道德判断。第二，保持争议
性。学术界存在争议的问题以及政治话题，在
课堂中也应当继续保持争议。因此教师的政治
和科学观点，都应该是中立的、客观的，与其对
立的观点也应当被给予开放性讨论。第三，分
析政治局势和自身利益。公民道德教育必须使
学生能够分析政治局势以及自身的利益格局，
并能够从自身利益出发寻求手段来影响既定
形势。[10] 该共识不仅关注政治实践与课堂教学
之间的关系，还以学生为主体，旨在帮助学生
从自身利益出发，思考其社会责任，寻求有助于
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方法，从而将公民的个
体需要与外在规则、制度整合，激发学生对制度
的批判性反思。基于 “博特斯巴赫共识” 三条核
心准则，德国公民道德教育形成了几种具有代
表性的教学模式，如冲突导向教学、问题导向教
学、行动导向教学、案例导向教学、未来导向教
学和政治 - 道德判断教学等。

以 冲 突 导 向 教 学 为 例 ， 赫 尔 曼·基 泽 克
（Hermann Giesecke） 将拉尔夫·达伦多夫
（Ralf Dahrendorf） 的冲突社会学理论在教育领
域实现迁移与应用，强调教学活动要密切结合
历史、社会和政治现实。这一教学模式适用于与
公民个体密切相关的政治体制的结构性问题和
与政治制度形成相关的社会条件性问题，要求
教学的案例或素材应是一种 “社会冲突”，如商
场营业时间的确立、劳动者权益保障、环境污染
等社会热门问题，旨在帮助学生在充满纷争的

民主进程中学会接纳他人的观点，形成应对冲
突和参与政治决策的能力。

例如，在围绕 “延长商场营业时间” 这一社
会冲突事件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需要遵循
五个主要步骤。第一，唤起争论。为使学生了解
社会事件的复杂性，教学应从对 “延长商场营
业时间” 的争论开始，通过为学生提供报纸、电
视或其他社交媒体对这一事件的争论性报道，
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中。在此
基础上，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民意测验，以快速
了解全部学生在此事件上的不同立场，并据此
将学生划分为若干个小组。第二，分析冲突。教
师需引导学生从不同情境 （如家庭、学校、社会
等） 出发，围绕11个客观性政治范畴 （政治事
实可能引发的冲突、政治事实的具体性、应对政
治事实可行使的权利、政治事实的法律依据、政
治事实的影响、个人利益、共同决定、团结一致、
意识形态、历史上的政治经验、人性尊严），对冲
突进行系统化分析。第三，形成见解。学生通过
小组讨论，根据自己或亲友的经历进行判断和
分析，详细阐明自己对 “延长商场营业时间” 的
看法，形成自己的见解。第四，深入讨论。教师
将学生所形成的不同见解进行梳理与精炼，引
导学生通过辩论或角色扮演的形式进行深入讨
论。第五，总结与升华。“延长商场营业时间”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文化差异，教师可进一
步引导学生思考其背后的社会问题，通过归纳
和分析，澄清其背后的逻辑根源 （如人性的善
恶、经济利益的追逐、政治权力的诉求和争夺
等） 和现实的社会根源 （社会结构变化、政府治
理失灵、制度安排缺失、政治文化差异等），从而
使学生获得新的见解，形成成熟的政治或道德
判断，最终提升自身的洞察力与政治参与能力。

（四）课程保障：基于多元协同评价机制

德国公民道德教育课程质量保障体系由内
容支持与保障、质量监测、专业培训、修订和规
划四部分组成。在内容支持与保障方面，联邦公
民道德教育中心作为核心部门，负责统筹各联
邦州公民道德教育的规划与实施。该中心主要
对各级各类学校公民道德教育课程做出规划，
并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与考试要求 ；组织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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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编撰各类材料，为课堂教学提供必要的参
考 ；不定期组织专业人员对各州课程质量进行
评估，监督管理各州公民道德教育中心具体项
目的落实和推进 ；促进学校、社会团体、家庭之
间的有效衔接，向广大民众传授相关知识，以加
强民众的民主意识，鼓励勇敢地、满怀批判精神
地、主动地参与各种政治生活，强化与传播民主
和欧洲思想。[11] 具体活动包括 ：举办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具有时代性的公民道德教育活动 ；
建设专业网站和发行相关出版物，向公众传递
实时的政治信息，介绍议会动态和运作方式、世
界各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动态等内容，从
而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

在教学质量监测方面，各州均采用学生评
价和专家评估双线并进的形式，以保障监测的
时效性、科学性、真实性和有效性。一方面，学生
反馈被视为公民道德教学质量监测重要的实时
信息来源。基于这一理念，德国为学生提供了丰
富的参与教学质量评估的途径，以监测教学质
量的动态变化。第一，学生作为教学专家的在线
课程评价系统。这一平台旨在帮助教师从学生
的角度了解其课程的适切性，从而支持教师个
人教学的发展。第二，日常学习反馈数字平台。
学生能够在这一平台上提出个人对课程的意
见、参与课程学习并进行课程评估 ；教师、学校
和教育机构可以通过这一平台收集、评估和讨
论来自学习者、学习小组和学校的建设性意见，

并将其直接作为课程评估的一手资料，指导学
校和教师未来的教学改革。第三，大型满意度评
价项目——IQES评估中心。此项目可用于对教
师、学生、家长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专业的在
线调查，旨在为课程发展提供信息支持。此外，
专家评估被视为德国公民道德教育课程质量监
测科学性和专业性的另一个重要保障。当初步
了解学生对教学的实时满意程度后，各州公民
道德教育课程审查委员会可以通过与一线教师
的定期交流、联合设计教材等途径，对教学过程
和课程内容的有效性进行定期专业测试和科学
评估，以验证学生反馈的真实性，并探寻其背后
的原因，从而审查课程实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
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

教师专业培训和对课程的修订与规划都是
对课程质量监测的及时回应。基于教学质量的
实时变化，各州公民道德教育课程教研组专家
还需就质量监测中出现的重点问题组织教师定
期参加培训，更新教学知识，修正教学方法，改
善教学效果。具体而言，学年伊始，各州会借助
教师研讨大会，根据课程评价标准，从育人功
能、教学资源、教学设计、教学重点、绩效评估、
教师培训等方面对上一学年的教学成效进行评
估、反思和讨论 （见表1），并据此制定本年度教
学增效措施，提出课程修订意见，规划教师培训
内容，并依据实时课程质量监测结果对培训内
容进行调整与修订。 

表1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公民道德教育课程评价标准（中等教育阶段）

课程评价维度 内容

育人功能 学科育人功能、潜在育人功能、跨学科育人功能

教学资源

人力资源 专业教师、非专业参与者、教研小组的数量与成员情况

空间资源 教室、专业团队的合作空间、图书馆、学习研讨室

物质资料 教学用具、专业期刊、多媒体资源

时间资源 专业团队合作的时间间隔、持续时间

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教学过程、学生评价

教学重点 学科内/跨学科 长期教学重点、中期教学重点、短期教学重点

绩效评估

教师培训 专业需求/跨学科专业需求 长期培训需求、中期培训需求、短期培训需求

资料来源：QUA-LiS. NRW. Beispiel für einen schulinternen Lehrplan Gymnasium – Sekundarstufe 
I-Wirtschaft-Politik[EB/OL].[2021-04-29].https://www.schulentwicklung.nrw.de/lehrplaene/upload/klp_SI/
GY19/wipo/g9_wipo_silp_2020_01_3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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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德国公民道德教育课程发展
的现实困境

德国公民道德教育课程体系拥有清晰的培
养目标，完整的内容体系，丰富的实施模式和良
好的质量保障体系，全面推动了德国民主认同
和跨文化认同的进程，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但自2000年以来，因 “PISA震惊” 引发的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导致学校教学开始过分强调学
生学业成绩的提升，使公民道德教育课程地位
边缘化 ；课程内容浮于表面 ；教学方式过度政
治化 ；课程发展前景不乐观等诸多问题出现。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德国公民道德教育课程
的实施效果。

（一）内容困境：“惰性知识”难以应用与

迁移

虽然德国要求公民道德教育课程应密切关
注与个体社会和政治生活相关的各类事件，但
为显著提升学生的学业成绩，教师不得不转而
重视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中客观知识的传授，
致使现实生活中生动的政治、社会和道德问题
被忽视，将知识学习与学生经验、日常生活相分
离。由于教师过度重视学生对客观知识的识记，
学生的知识应用与迁移能力受到了忽视，只能
形成大量 “惰性知识”。这些知识 “仅为大脑所
接受却不加以利用，或不进行检验，或根本没有
与其他新颖的思想有机地融为一体”[12]。由于缺
乏与真实感受、日常体验的自由连接，学生很快
就会遗忘这些 “惰性知识”，这进一步会导致学
生 “日常经验难以得到丰富”，“习惯于一知半
解和生吞活剥教材”，并 “削弱思想的活力和效
率”[13]，使其理性思维、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
维的发展受到影响，继而难以运用所学知识解
决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导致课程内在
的育人价值难以有效实现。

（二）教学困境：“政治化”宣传取代批判

性反思训练 

德国中小学阶段的公民道德教育是一门
综合性学科，涉及宗教、伦理、政治、社会、经济
学与法学等多领域内容。但其课程内容与政治
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德国历史上就有利用公

民道德教育来改良国民性，宣传政治主张的传
统，公民道德教育也就不可避免地承担了一部
分政治教化的功能。但受 “泛政治化文化” 的
影响，“政治正确” 逐渐成为社会的普世价值和
文化认同，人们在情感上对政治权力也表现出
极度崇拜、迷恋，甚至是畏惧。这导致在当前学
校教学中，一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解读和分
析政治、社会或道德现象的方式过于单一，以
往充满争论的课堂教学变成了对相关政策的
介绍或训示，政治色彩被过分突出与外显，从
而远离了真实的社会生活 , 使得课堂教学浮于
道德或政治共鸣，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淡
化了学生的 “个性化” 体验，缺失了对社会问
题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机会 , 难以实现对个人情
感、态度、价值观塑造的目的。特别是当学生满
怀憧憬地走向社会 , 却发现现实问题远比课堂
上的问题要复杂 , 而自身却没有形成 “价值共
识”，缺乏实施批判性反思的能力。如果难以解
决这类充满纷争与矛盾的现实问题，学生就会
对过往的知识学习产生迷茫与怀疑，削弱自身
的学习动机。

（三）发展困境：学科融合受到制约

虽然公民道德教育课程与其他学科知识
关系密切，相辅相成，却也存在着相互竞争的
关系，这导致其课程内容面临着与其他学科知
识不易融合的困境，制约其发展。

公民若是想从道德或政治上对一件事情做
出判断，就不可避免地需要从多个方面了解其
产生的具体背景。因此，只有公民道德教育课程
与其他学科课程在内容上实现互融互通，才能
进一步发展学生的反思性和创新性思维，进而
促进人的和谐且全面发展。但在实施过程中，其
课程内容极易被其他学科知识淹没，消失在纷
繁复杂的事实信息之后。具体而言，当公民道德
教育课程与其他学科内容融合后，教师难以承
担讲解事实信息和激发学生批判性反思的双重
任务，学生也极易沉溺于新鲜的事实信息之中，
而失去对事实信息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兴趣，这
就会导致课堂轻价值批判，而重事实信息传递，
最终使本该占据教学主动地位的公民道德教育
退居到其他学科知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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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 to cultivate responsible citizens. To achieve this goal, the civic mo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Germa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combines "conflict events" in real life with patterns of the individual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citizens, establishing a "democratic competence" 

oriented curriculum goals. The course contents included politics, society as well as economy and the teaching 

methods accorded with the requests of "Beutelsbach Consensus". Germany also has constructed the guarantee 

system of curriculum quality based on the multiple collaborative evaluation mechanism.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the German civic mo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faces with many problems in curriculum contents, teaching 

methods and discipline integration, which need to be solved as quickly as possible. 

Key words： Germa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civic mo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责任编辑：张瑞芳

The Civic Mo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Germa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Characteristics and Dilemmas

REN Ping， HE Yang
（1.School of Education,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2.Schoo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amburg, Hamburg 20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