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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新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一体化构建成为学校教育改革的关键。该过程中，如何确保

课程内容的内在一致性与科学衔接，是亟需关注并解决的核心问题。新加坡的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以

“传递核心价值观和培养关键技能，塑造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公民，进而为社会作出积极贡献”为目标，

通过高度整合的课程设计，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其一体化构建的实践经验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

课程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旨在探讨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的核心要素，包括

课程理念、目标与内容，以及一体化构建的特色，并基于我国的教育实际，提出相应的课程一体化改革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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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in China, the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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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s has become the key to school education reform. In this process, how to ensure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and scientific connection of curriculum content is a core issue that urgently needs at-
tention and resolution. Singapore’s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curriculum aims to “trans-
mit core values, cultivate key skills, shape citizens with good moral qualities, and thus make posi-
tive 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Through a highly integrated curriculum design, it emphasizes the 
clos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its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provides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core elements of Singapore’s character and citi-
zenship education curriculum, including curriculum concepts, goals and content, as well as the char-
acteristics of its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Based on China’s educational reality, corresponding sug-
gestions for the integrated reform of the curriculum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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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推动思政课建设内

涵式发展。在教育体系的不同阶段(包括大学、中学、小学)系统性地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构建课程一

体化时统一性与科学性问题的关键所在，亦是实现培养德才兼备人才这一根本任务的核心要素[1]。自 1965
年新加坡独立以来，该国对国民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并且积极地推动了公民教育课程的发

展。在新加坡的教育体系中，道德与公民教育占据着核心地位，其课程构建过程实现了课程目标、课程结

构、课程内容、课程资源的有机整合与连贯性，形成了一个涵盖大学预科、中学、小学的统一课程体系。

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其一体化的内在机制和系统运作，有助于拓宽研究视野，

从国际视角审视我国当前的问题，并为我国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一体化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2]。 

2. 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的课程理念、目标与内容 

2.1. 课程理念：“以学生为本，价值观为导向，多元协同育人” 

新加坡的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以其独特而富有成效的理念在全球教育领域备受瞩目。其课程理念

紧密围绕以学生为中心、价值导向、多元协同育人的三大核心要素，构建起一个全面且系统的教育体系，

旨在塑造具有高尚品格、强烈公民意识和全面发展的能力的新一代“新加坡人”[3]。以学生为中心，将

学生置于教育的核心位置，充分尊重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坚信学生具备在多层面发展的潜力，

围绕学生的需求与兴趣设计教学及实践活动，注重学生反馈，依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安排学习内容，提

升课程的一体化与整体性，力求实现学生最佳的学习体验，促进其道德品格与公民素质的提升；以价值

导向，以核心价值观尊重、责任感、正直、关爱、坚毅不屈、和谐和理想教育成果主动学习、充满自信、

做出贡献、心系祖国的公民为引领，依据 21 世纪技能框架，通过课内外活动影响学生认知与情感维度，

使学生在价值观、社交情绪管理及公民道德技能等方面达到相应水平，实现身心全面发展；多元协同育

人，一方面，打破学科界限，将国民教育、性教育等多领域内容融入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体系，促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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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知识、能力、态度与价值观全方位发展；另一方面，构建学校、家庭、社区等多元主体协同育人机制，

学校领导、教师、工作人员等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合作，为学生提供资源与保障，共同承担育人责任，

达成培育学生的统一目标[4]。 

2.2. 课程目标：核心价值观作为“主心骨”，贯穿于大中小三个不同学段 

公民与道德教育(CCE)课程旨在传授核心价值观和关键技能，培养品德高尚的公民，为社会作出贡献。

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全球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增强对新加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成为有国

家意识的公民。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将核心价值观作为核心目标，贯穿小学、中学和大学预科教育

阶段，确保课程目标一致性。核心价值观体系包括尊重、责任感、坚毅、正直、关爱与和谐六大要素，为

公民积极贡献社会提供支撑。这些价值观帮助学生辨识善恶，做出负责任的选择，理解自己在社会的角色

[5]。核心价值观在课程体系构建和实施中全方位渗透，确保不同学段课程目标的本质一致性。具体到课程

目标的设定，核心价值观犹如圆心，随着学段的提升，知识、技能及价值观的拓展范围不断扩展。课程标

准将核心价值观细化为八项具体的学习成果，并在不同学习阶段明确规划了关键的阶段性成果，呈现出逐

步进阶、层层深入的特征。小学和中学阶段，重点在于培育学生的自信心、好奇心及探索精神，为学生未

来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而大学预科阶段，则着重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与批判性精神，促使学生以理

性、思辨的态度参与公民事务，最终成为能够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价值的现代公民[6]。 

2.3. 课程内容：以“身份”“关系”和“选择”为核心贯穿问题导向 

新加坡的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其课程内容围绕“身份”、“关系”和“选择”三个核心概念展开，

采用问题导向的教学方法贯穿整个教学过程。这种结构化的课程设计旨在促进学生在自我认知、社会互动

和价值选择方面的系统学习，并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相结合。在“身份”这一核心概念的指导下，课程

着重于加强学生的自我认知与个人价值观的塑造，帮助他们明确个人价值观，理解自身在社会中的角色与

责任。课程的核心目标在于使学生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优势和兴趣，塑造积极的自我形象，并内化诸如

尊重、诚信等核心价值观。通过问题导向的方式，学生通过思考“我是谁？”“我的价值观是什么？”“在

面对困境时，我如何选择？”等问题，逐步形成对自我身份的深刻认识；在“关系”这一核心概念的指导

下，课程强调学生与他人、社区和社会的互动，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协作能力[7]。通过问题导向的方

式，围绕“我与他人的关系如何？”“如何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促进和谐？”“我可以如何为社区做出贡

献？”等问题，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在“选择”这一核心概念的指导下，课程关注学生在面临复杂

社会问题时的道德判断能力和价值取向。通过问题导向的方式，学生探讨“我应该如何选择？”“在矛盾

中，如何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我的选择会带来什么后果？”等问题，从而深化对社会规则与道

德行为的理解；问题导向的教学方法贯穿整个课程，通过设定与学生日常生活、社会热点密切相关的问题，

激发学生的兴趣与思考能力。在不同教育阶段，课程内容有所侧重：小学阶段以基础问题引导学生探索身

份与核心价值观；中学阶段逐步加入复杂的社会问题；高中阶段结合全球议题，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反思和

实践。课程还融入多学科知识，如历史、地理、科学等，以帮助学生在多元知识背景下理解品格与公民教

育的重要性。此外，课程还包括行动方案与反馈环节，要求学生根据问题提出行动方案并执行，例如通过

社区服务或政策模拟提出建议，最后进行反思与评价，以巩固学习成果[8]。 

3. 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一体化建设的特点 

3.1. 目标体系的连贯性与价值引领的深度融合 

新加坡的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目标构建了一个由基础认知至深度实践、从个人素养至社会担当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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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递进且连贯统一的体系。在小学阶段，课程通过形象化、趣味化的教学手段，如绘本阅读、角色扮演

等，将尊重、责任感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学之中，使学生对这些价值观形成初步的感性认知[9]。例如，

在课堂上实施“班级小管家”活动，学生轮流负责班级的日常事务，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体验责任感的

内涵。随着学段的提升，中学阶段课程目标进一步深化，要求学生不仅理解核心价值观，更要在日常生

活中践行这些价值观。通过参与社区服务、社会实践等活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关爱他人的意识。

如组织学生参与关爱孤寡老人的志愿活动，让学生在与老人的互动中，学会关爱和尊重他人，将课堂上

所学的价值观转化为实际行动。到了大学预科阶段，课程目标聚焦于培养学生基于核心价值观的批判性

思维和公民参与能力。鼓励学生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引导学生运用

所学的价值观和知识，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例如，开展关于社会公平、环境保护等主题

的辩论活动，让学生在思想碰撞中，深化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并学会运用理性思维解决实际问题。这

种连贯的目标体系，确保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核心价值观的培养不断且日益深入，从最初的认知层面逐

渐内化为学生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道德基础[10]。 

3.2. 课程结构与内容的整合性与系统性 

新加坡通过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构建了一套高度整合且系统的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体系。该体系在

内容上整合了国民教育、性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健康教育等多个领域。这种整合并非简单的叠加，

而是实现了有机的结合与相互渗透[11]。以网络健康教育为例，它与公民责任、道德规范等内容紧密相连。

在网络使用教学中，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在虚拟世界中保持正直品格，如何避免网络暴力，从而培养正确

的网络价值观。通过实际案例分析，使学生理解网络行为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进而增强自我约束能力

和社会责任感。课程以“身份”、“关系”、“选择”为核心内容，通过问题导向贯穿不同学段。小学

阶段，围绕“身份”核心，开展“我是谁”的主题活动，引导学生从认识自己的外貌、兴趣爱好等基本

特征开始，逐步延伸至了解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初步建立自我认知和家庭观念。中学阶段，课程内容

进一步拓展到社会层面，探讨自己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身份定位，如同学、朋友、社区成员等。通过组

织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方式，让学生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学会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理解社会角色的多

样性和责任的重要性。大学预科阶段，课程内容上升到全球视野，引导学生思考自己在国际环境中的身

份与责任。例如，开展国际文化交流活动，让学生了解不同国家和文化的差异，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

能力和全球公民意识。这种整合式的课程结构与内容，使学生能够全面发展知识、能力、态度和价值观，

提升综合素养。不同学段的内容紧密衔接，由浅入深，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为学生提供了系统的学习

框架，帮助学生逐步构建起完整的品格与公民素养体系[12]。 

3.3. 多元主体协同育人的紧密性与实效性 

新加坡在品格与公民教育中，形成了学校、家庭、社区紧密协同的育人模式，各主体在育人过程中

发挥着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学校作为教育的主阵地，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多样化的教学平

台。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生品格塑造的引路人。他们通过课堂教学、班级管理等方式，将

品格与公民教育的理念融入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学校领导则从宏观层面把握学校的教育方向，制定相

关政策和规划，确保品格与公民教育的全面实施[13]。家庭在学生品格养成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家长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他们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家庭氛围的营

造、亲子关系的质量以及家长对孩子品德教育的重视程度，都直接关系到孩子的品格发展。例如，家长

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如教导孩子要诚实守信、尊老爱幼等，将良好的品德观念传递给孩子。社

区为学生提供了实践的大舞台，通过组织各种社区活动，如环保行动、文化传承活动等，让学生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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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锻炼公民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社区还为学生提供了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机会，让学生在真实的

社会环境中，学会与人沟通、合作，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校、家庭、社区之间通过建立有效的沟

通机制和合作平台，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共享和互补。例如，学校定期组织家长会，向家长反馈学生的学

习和品德发展情况，同时听取家长的意见和建议；社区与学校合作，开展校外实践活动，为学生提供更

多的实践机会。这种紧密协同的育人模式，形成了强大的教育合力，提高了品格与公民教育的实效性，

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教育环境[14]。 

3.4. 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设计与实施理念 

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在课程设计与实施过程中，充分考虑学

生在不同成长阶段的需求、兴趣和个体差异。在课程设计上，依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课程内容从自我

认知开始，逐步拓展到家庭、学校、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等层面。小学低年级阶段，课程侧重于学生的自

我认识和基本生活技能培养，如开展“我的一天”活动，让学生学会合理安排时间，培养自理能力。随着

年级升高，逐渐引入家庭责任、社会交往等内容，如组织“家庭小能手”活动，让学生参与家务劳动，体

会家庭责任。在教学方法上，采用多样化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小组合作学习让学生学会与他

人交流、合作，共同解决问题；探究式学习鼓励学生自主探索知识，培养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5]。
例如在学习环境保护内容时，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调查本地的环境问题，并提出解决方

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学到了知识，还提升了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同时，课程注重学生的

学习体验，通过及时反馈和调整教学策略，确保学生在学习中获得最佳的成长效果。教师会根据学生的

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以及参与活动的积极性等方面，及时给予反馈和评价，鼓励学生不断进步。对

于学习困难或有特殊需求的学生，教师会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支持，满足学生的个体差异。这种以学生

为中心的课程设计与实施理念，充分尊重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使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能够积极参与、主动思考，不断提升道德品格和公民素质，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

基础[16]。 

4. 对我国思想政治课程一体化建设的启示 

4.1. 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度融入课程目标，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借鉴新加坡将核心价值观贯穿教育始终的做法，我们应明确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全方

位嵌入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目标体系之中。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每一阶段的课程目标都要清晰体现

立德树人的要求，形成层层递进、有机衔接的目标链条。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地位，将

其细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学习目标和行为准则。例如，在小学阶段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游戏等形式，

让学生初步感知爱国、友善等价值观；中学阶段则结合学科知识和社会实践，引导学生深入理解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并在行为中自觉践行；大学阶段进一步提升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理性思考和理论

研究，使其成为坚定的价值传播者和践行者。同时，利用课程评价体系强化对学生价值观养成的考核，

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入脑入心[17]。 

4.2. 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的多维立体结构，促进课程结构与内容的深度有机整合 

学习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的综合性，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多维课程体系。横

向维度上，打破学科界限，整合哲学、历史、政治、社会等多学科知识，形成跨学科的课程内容模块。例

如，在讲解爱国主义时，可以融合历史学科中我国的发展历程、政治学科中的国家制度优势等知识，让

学生全面、深入地理解爱国主义的内涵和意义在纵向维度上，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心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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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分层递进的课程内容[11]。小学阶段注重启蒙教育，以生活常识和基本道德规范为主；中学阶段逐步

深化，引入更多理论知识和社会热点问题分析；大学阶段则强调理论的系统性和深度，培养学生的批判

性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此外，加强课程内容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将时事热点、社会现象等融入课程，

使学生感受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用性和时代性，提高学习兴趣[18]。 

4.3. 整合学校、家庭和社会资源，实现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深度融合 

如同新加坡重视多元主体协同育人一样，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也需充分发挥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合力。

学校要发挥主导作用，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采用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等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同时，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氛围。家庭是学生价值观形成

的第一课堂，家长要注重言传身教，传承优良家风，与学校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和

成长。社会要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平台，如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向学生

免费开放，企业、社区等积极参与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学生提供了解社会、锻炼能力的机会。通过

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方联动机制，实现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有机结合，让学生在全方位的教

育环境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熏陶[19]。 

4.4. 将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全面融入课程设计，完善课程建设与实施的各个环节 

新加坡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值得我们借鉴。在课程设计上，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兴趣和个体

差异。在课程目标设定时，不仅关注学生的知识学习，更要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和价值观塑造，确保目

标具有可达成性和激励性。在课程内容选择上，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和成长需求，选取学生感兴趣的话

题和案例，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教学方法上，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如小组合作学习、项目式

学习、探究式学习等，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合作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

建立完善的课程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学生对课程的意见和建议，根据学生的反馈调整课程内容和教学方

法，不断优化课程建设与实施，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20]。 

5. 结语 

新加坡的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一体化建设，在目标设定、课程结构与内容、育人主体协同以及以学

生为中心的理念践行等方面展现出诸多值得借鉴的特点。其经验表明，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体系需在价

值引领上保持坚定且连贯，在课程构建上追求融合与深度，在育人模式上强调多元主体的紧密协作，在

教育实施中始终围绕学生的成长需求。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这些特点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宝

贵的思路。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社会发展对人才综合素质要求不断提高的当下，我们应积极汲取新加坡

教育的精华，结合自身国情与教育实际，优化教育目标、整合课程资源、强化协同育人机制、秉持以学

生为本的理念，不断完善教育体系，培养出具有高尚品格、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创新实践能力的优秀人才，

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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