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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背景下社会和平与人类可持续发展 的策略 ； 第三 ， 全

ｆｔ＾球公贼育 旨細鮮骑获攝細卿与技能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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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全球公 民教育 。

Ｈ絲 ， 全球公ｒ随碰麟躲龍触发 ，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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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关知识、搬輪值細碰 ，鮮减細 、 能够

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并具有同情心的 全球公 民 。 强调 全
“

全球公民
”

教育 ：球公 民教育对个体从 出生到死亡的贯 穿整个生命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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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贝风仕的地球不ＴＦＴ氏且也要依赖于儿童和青年群体的积极参与 ， 不仅翻个

人层面的参与 ， 也 呼吁多部 门 、多个组织的长期参与 。

文 丨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滕志姘 陈小障其次 ，全球公 民教育的 目 的不再局限于解决全球公

共 问题 ， 而是开始思考社会个体的生存和发展 。 学生通

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 世界各 国越来越关注全 过对全球性问题和共同价值的深入了 解 ，锻炼个体认知

球公民教育 （ Ｇ ｌ ｏ ｂａ ｌＣ ｉ ｔ ｉ ｚ ｅｎ ｓｈ ｉ ｐＥｄ ｕｃａｔ ｉ ｏｎ ，ＧＣＥ ） 在技能和非认知技能 ， 成长为
一个具有全球意识 、观念 、人

培养学 习者价值观 、软技能和态度等方面的重要性 ， 并 格和行为能力 ， 并能够积极应对全球挑战 、为全球集体

认识到 这对于理解和解决社会 、政治 、文化和全球性问利益而奋斗的负责任的
“

地球村村 民
”

。

题 ， 促进国际合作和社会转型均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 ， 全球公 民教育 的 内容将传统的公民教育 ，
ＳＰ

那 么 ，
何谓全球公民教 育 ？ 它 能培养学生哪些方 注重知识的学 习和对国家 的忠诚与 全球公 民教育 的新

面 的素养 ？ 当代全球公 民教育 专家玛莎 ？ 纳斯鲍姆目 标结合起来 ， 不仅培养 公 民对全球环境的适应能力 ，

（ Ｍａｒ ｔｈａＣ ． Ｎｕ ｓ ｓ ｂａｕｍ ） 认为 ，
全球公 民应超越地域和特更关注公 民对全球环境进行积极干预的能力 。

定社群的局 限 ， 应具备
一

种能从全球角度 、全人类角度当前 ，

一

些 国家和地 区 已经形成了实施全球公 民

看待 问题的 能力 ， 应该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 、 想象力并 教育 的立体化网络 。

一

些 国家还将全球公 民教育 的 内

能够相互关心和理解 。 国家 、 民族 的标签是次要 的 ， 那容整合成贯 穿各个学科领域的课程 。 如英 国 乐施会于

只 是人
“

意外地 出生在某地
”

的结果 ， 所有人都应该从 1 9 9 7 年开发的全球公 民课程 ， 就从儿童早期 （ 5 岁 以 下 ）

全球角度 、全人类角 度考虑 问 题 ， 不仅关注 自 己国家的开始到高 中阶段 （ 1 6
￣

1 9 岁 ） 推广一种
“

学 习一思考一

内 部问 题 ， 更要关心 国际问题 。 英国非政府组织乐施会 行动
”

的阶段性学习方法 。 很多国家的全球公 民教育

认为 ， 全球公民应具备的核心要素和基本特征包括 ： 在 则被整合进现有学科中 （ 如公 民教育 、社会教育 、社会 ／

全球化时代生存的基本知识 与技能 、全球意识与观念 、 环境学 、 世界文化 、世界地理等 ） 。

批判性思维能力 、 尊重和理解他人的意识等 。 2 0 1 4 年 7 月 1 1 日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公布 了

关于全球公 民教育思想的缘起 ，
已经达成共识的是 衡量全球公 民教育 成果的 四个关键指标 ， 如表 1 所示 。

它 的兴起与全球公 民社会的形成 、全球公共问 题的 凸显这些指标基于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开发的全球公 民教育

直接相关 。 换言之 ， 为 了有效治理全球公共问题 ，实现人 框架 ， 经全球公民教育大会讨论而逐个确定 。

类的可持续发展 ， 亟须在世界各 国推广全球公民教育 。表 1 衡量全球公民教育成果的关键指标

由此可归纳 出 全球公民教育的三个 目标 ： 第
一

， 全口知识能力态度价值观 二
ｉ＾Ｊ拥有解决全球性 拥有对不同国家 、 理解和尊重差异 具有共同的价值

球公民教育 旨在培养具有全球视野 、 民主责任和积极参问题的知识地区相互联系 、相 和 多样性 ； 积极 观 、 责任感 和权
互依存的理解和 参与 地方 、 国 家 利意识

与 意识的全球公民 ； 第二 ， 全球公民教育在致力于保护批判性思维

并促进世界文化多元发展 的同时 ，探索全球化与多元文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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