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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教育使个体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这是每个民族国家对成员个体发展的

基本期望，也是教育最基本的目标之一。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公民资格和公民

教育理论，不断得到发展。然而自20世纪80年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

化趋势的增强以及全球化论的兴起，公民的定位、现代公民资格理论以及公民教

育理论不断受到了挑战。全球公民教育教育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形成了一股思

潮。这一思潮在发达国家的教育实践中已经有所体现。我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

组织，与国际交往日益扩大和加深。因此，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我国的公民教育

怎样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是一个必须面对的课题。因此，研究全球公民教育思潮，

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主要基于文献研究，考察与分析全球公民教育思潮，追溯其历史渊源和

发展历程，探讨全球公民资格观和全球公民教育观的特征及其影响。

本文共由绪论和正文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是追溯全球公民教育思想

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历程，按照前现代时期、现代时期和后现代时期这一历史分期，

考察和分析了全球公民教育思想在每个阶段的特征。第二部分在分析了现代公民

资格观的特征、全球化对现代公民资格观的挑战之后，探讨了全球公民资格观的

内涵。第三部分主要分析和考察了全球公民教育观的主要内容。第四部分在归纳

和总结了全球公民教育思潮的特征和考察了全球公民教育思潮的理论和实践性

影响的基础上，对其作了简短的评价。

关键词：全球公民；全球公民资格；全球公民教育；教育思潮；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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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

通过教育使个体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这是每个民族国家对成员个体发展的基本期

望，也是教育最基本的目标之一。尽管世界各国对公民素质的要求与公民教育的内容有

所不同，但对公民与公民教育问题历来都十分重视。公民教育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

也是一个民族国家得以凝聚、延续、稳定的根本所在。自从公民及公民教育概念提出以

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其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修正和补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西方公民与公民教育研究与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培养

什么样的公民以及如何培养公民日益成为各个国家必须应对的重大问题。人员在全球范

围内频繁的跨国迁移、流动，使得公民的定位超越了传统的国家定位，对民族国家的权

威、认同构成了挑战，从而也对公民的定义及公民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人们开始从全

球化的视野重新审视公民这个概念与公民教育问题，进而提出了“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以及“全球公民教育” (education for global c埘z明s11ip or global cmzenship

education)的思想。

正如萧扬基所指出的那样：“今日自称有权代表世界说话的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三边委员会等机构发表的关于教育的《宣言》，无不要求当今一切形式的教

育，必须以服务于新的全球(自由)市场经济为首要责任(sp咖岛1998)，若在这样一
种对现实理解的大气候下，公民教育的目的即是培养全球(国际)公民。”“1

安德逊(L．F．Ander∞n)曾就全球化与公民素养的观点，提出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不

应将视野局限于个人与单一国家的关系上，一个有能力的公民应具各对全球社会的参与

能力。由此可知，全球公民的素养必须跳脱传统的以国家为本位、强调个人与单一国家

之对应关系的狭隘观点，而代之以宏观的全球视野，体认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关系，进

而培养全球公民所需具备的各项能力，方能善尽全球公民的责任。嘲

全球化既然是不可阻挡的趋势，那么，原先的民族国家的公民概念以及公民教育应

该作何种变化才能适应这一趋势，是摆在教育者面前的一个问题。人们对此进行了积极

的探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虽然许多方案未尽完善，但由此而形成了全球公

民教育的思潮。本文就试图对这一思潮进行梳理，总结其观点，揭示其特征，最后对其

在实践中的影响作考察。

之所以对全球公民教育思潮进行研究，是基于对其研究价值的考虑。全球公民教育

思潮研究的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学术价值。随着全球化的趋势的增强，全球性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扩大，

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互助、互动日益加强，世界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也



崮溉了众雾的全球能褥题。无论燕激界各溺盼褶盔依存，还楚众多瓣全球纯润题魏解决，

都灞要具糍与经济一体化同步的观念，一神全球懑识，即搬天、地、人看成一个撰体系

统，菇在套球释垒人类鹬立场来蕊察、认识秘楚联嗣题。太翻愚维上匏交肇、麓念上煎

更新则显樽必不可少。对予这些，教育虽然不是灵丹妙莼，但教育的作用也缝不可低估。

豫了禳戆黻膏壤葬来来公＆熬技簸辨，还嚣要逶过簸弯寒培养公鼹静“全球意谈”，惫

括豳际意识、人口意识、环境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等方顾。应该从全人擞和全球的角

赛港发考惑遥蘧，在充努簿重差异鹣弱辩，努秀形成天类获羁熬认识、共阖懿狯篷瘸共

同的实践。而原有的民族闯家的公民概念照然已经不适威新的要求，“垒球公民”概念

勰撬密莲题对全球佳嚣一释反应，要是霹藤建戆公涎壤念瓣发震。在蘧蒸旗主黪斌靛奎

球公民教育思潮就是对如何适应盘球化和繇样解决垒球性问题的一种教育网应。因此，

臻瓷垒琴公蔑教育器壤蜀{；乏_深诧援嚣】对公黢教弯理论鹣诀谖。

第二，实践价值。在辫前全球化的犬髓势下，阑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盏镦切，缝济交

融鹣程瘦越来越赛，文键、教弯菸交流愈熬频繁。将裂是我溪已经热天了世界贸瑟缀鲠，

与豳际交犍日益扩大和加渊。因此，处在念球化的浪潮中，我国的公民教育怎样成对全

球住懿挑战露傲豳恰当静纛答，磺究全球公民教弯愚濑，瓣我匡瓣公民教寅无疑具有借

鉴意义。此外，对于如何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入才，哥前尚缺乏其体而又系统的瑷论指

导。研究壤终静垒球公民教育恩漤撼对我隧憋全球公民教帮具有理论指导窳义。

二、研究臻状

自从1950筚联合圜救科文组织将“国际理解教肖”更名为“世界公民教育”

(嚣d％鑫畦雠蠹嚣w醅醚e溉翮娥函叉潭为“垒球公惑羧骞”>戳来，太餐就邑开始了霹
全球公民教育的研究，特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外对全球公民教宵的研究恩是

方兴未艾。套理蘩(c嘲es>奁《垒璩理解戆公陡教鸾》《国缸蕊溉孵如雄弦鼢矗《
确船瑚幼l砌孵)一文中，侧述了为什么要进行全球蠼解教育、全球联解教育的构成鬻素、

垒球理解教弯鹣爨标以及怎撵实潍垒球理辩教育。爽竟擐淡姆(ox最l珏1)在《全球公民

资格》(G铷钿，af妇聪矗≯)一文章中对何谓全球公民、何谓全球公民教育、为什么簧迸

牙全球公鼹教育、垒球公艇教育的要素以及全球公疑教育的课程进行了蜊述。戴谍·巴

罗新(D蝴d B谰∞粥)在《整界公民资格》(删抛黼≯)一文书，对垒球公民教
育的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缨的姆释。尤其是英国的教育家德愿克·黑特(D娜ek HealIer)

在英《整界公民蚤格t鬟赛燕爻番缭及其爱对者》<2∞彩(黝r缮溉椭≯?Q瑚螂擗瓣翻
拍加船培伽d触嘞D艏押括)、《公民教育的历史》(2004)以胁s协w 0，觑il旧日蝴，l弦r

a愆陵蘸翰黻及《公爰簧梅：在{鼗努历史，馥渗弱教育串豹公蔫骥想》f漱蕊弘z静
cfv耙胁甜栩肋删柳sm怫肋胁枷球耐础∞ffD拧)铸著作中对全球公民思想的历史、理
谂萋醚弑及在各主簧晷家翡卖殴等进行了较潦入静蘸究。诧乡}荚爨黢黢吾稔≤琢娃褪。j。

O，byme)的《全球佘民资格的维度；超越踞族国家的政治认同》(2003)(拍口D砌e瑚曲删

彩爱e矗爵颤斑螨蛹挚：A瓣缸瘫确瓣移每姆瓣￡酝兢蕊嬲撇)敞公民蠢榛戆最基零要
2



素，即参与、权利、义务翘成员身份等躁个方溪对全球公疑螫接进行y藏躲逢释，并对

全球公民教育的内蜜等进蟹了分掇。露毒浆特·搏登(B摊撞Bowde珏)撰文《全球公民

资格的危险》(砌e胁洳∥舶6耐眺凇Ap)对全球公民和全球公民资格黝概念掇出了
质疑。美国学老汉斯·珊特尔(Halls Schatlle)《全球教育与全球公民身份；拓宽公民教

育的范围》 (G胁6口，晟如舣咖阡册d G％6口Z C戡撙凇_Il驷?聊勰片撖g珐8＆印P矽C如如

眦∞泐n)对主要发达国家的金球公民教商实践进行了细致的描述。总体来说，国外对
全球公民教育的研究主要侧重f全球公民资格的含义、全球公民教育的内容、实施途径

和方法等，对于全球公民教育思潮的社会背景、思想基础、历史渊源以及全球公民教育

思潮的基本特{芷较少系统的阿述。

从国内来肴，近年来我国对公民教育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但总体来说我国关于公

民教育的研究尚楚于超步阶段，对全球公隗教育思潮的研究更是廖若黛辰。只有吉人伏

教授在《德育新谦趣：弓i等学生了解氆界；了解德入——谈世界公民教育》一文中对憾

界公民教育静跨懑、主簧教育内容及方法途径作了介绍，并强调了进行毽羚公民教育韵

重要性。

兰、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为了更清楚地阐明全球公民教育思潮，有必要对它的历史进行追溯，以便明了其采

龙去脉。磁叙述其历史时，借助历史文献，对有关的论文进行攘理、分析，来解读此思

潮盼历史、现状及其演变，揭示其在各个发展阶段的特征以及此思潮的主要教育观点等，

由此构成了论文的第一部分；而要阐明全球公民教育，首先要解决的怒全球公民资格的

内涵闯糯，要解决这个问题，又必须回颟现代公民资格的特征、全球化对现代公民资格

静猕战l≥i及现代公涎资格鲡何适应这个挑战，筑越越爵族国家的层面丽祆升到全球层面

静——全球公瓮资格，换言之，公琵教育理论者建翔何解决现代公民资格璨论乏不足丽

对箕进行棒充、修歪和发震的，迸褥对全球公嚣资格静内涵进行分析和阐述，这样就椅

残了论文蠡罄第二部分。在瓣决了全球公民赘袼这个阔鼷之籍，按下来鹣使楚本论文靛核

心——全球公惑教寅蕊，露这令愚灌要解决豹楚转么溺题、握磁了哪些主张、在理论帮

实践上产生了哪些影响等等，芳慰毙愚灌邀行麓单瓣浮癸，这便是本论文彝冬第三、匪帮

分。

在写作本文时是要使用的是文献法靼历史磅究法；露雀握拳全球公民教育愚潮蛇特

征时，将它岛自由圭义的、必和主义的以及柱群主义鲍公民教霄做了eB较，分毫睡其区别，

揭示出他们之间的继承、发展和超越的关系。

四、概念界定

在阙选全球公民教育愚灌藩，善毙器要厘滚公民、公涎炎撩、公氐教弯这些概念。

要了姆公民教育鲍内涵，必须先弄清公凝匏概念。露要明确公民撅念，则必绥先了解“公

民炎搀”(ci出麟sh够)魄内涵，因必公民资捺是公民概念的核心要素。题关于公民壤念
3



的任何界定都题以对公涎资格的预先界定为基础与前提的。因此，有必隳先对公民资格

的特征作一基本梳理。

(～)公民资格

餐镶公民资格?公涎资格就是公强豹身份，它燕定麓弼些入是或麟鎏久不怒菜一共

同社会的成员。简言之，公民资格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身份”(1nemb嘲ipof
a pol量哇e砖∞隧廷潮羹y)。粥

《不列颠酉科全书》从权利和义务的角度对公民资格做了一般意义的解释：“公民

资格指令大同黧家之阗熬关系，送耱关系是，令久应霹溪家绦持患谚，并因瑟攀有蚕家

保护的牧利。公民资格意味着伴随有责任的自由身份。一国公民具有的某些权利、义务

秘责任怒不赋予或只郏分赋予巍该萤晷经戆终爨入窝其链{#公聚熬。一般遮说，宪全斡

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和担任公职权是檄据公民资格获得的。公民资格应负的资任有忠

诚、纳税秘服兵役。”⋯

一般认为，公民资格一词最初源自荚国社会学家马歇尔的演讲《公民资格与社会阶

级》，他认为，公民资格是涉及避往各拳|l权利鄹权力的遮径的一釉建使，它包撼三个要

索，也就是三种权利：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后来人们不断地对马歇尔的公

民资格概念进行发展。如美国社会学家托马斯·雅诺簸慕在其《公民与文明社会》一书

中，将公民资格定义为“一个社会——墩治共同体内一定水平平等基础上的普遍权利与

义务的集合，它同时界定着该共同体成员身份的积极和消极属性，并以此为基础向备社

会群体、家庭帮个人分配集体靛利益。”嘲

公民资格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不同的政治形态相适

应，蔼麓，蘧着人类掰史静发袋，它遣会迸一步发震{；乏逶应柱会一致洛裾《度静褥要。

尽筲公民资格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概念，但是对于公民资格的构成维度，学者们述

楚存在一些共谈煞。逶鬻来说，公琵赘裕惫含这么疆令维发：<1)藏受隽谂《mem{嘶)，
即政治社区中的一名成员；(2)权利(rigbts)，它主要由市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

菠构袋，毽荚拔心是公涎熬耋赉投，它琴因手入较，入枚是普墩熬量苓霹裁夺酌；(3)

义务(duties)；(4)参与(particip撕on)，即积极参加管理社会的权利。“1

(二)公民

露方学者对“公民”涵义熬勰释一般分走狭义和广义嚣静。狭义上瓣解释撼“公民”

一词完龛看作魑一个政治的概念，认为徐民身份是与政治自由息息相关的。广义的解释

则把“公民”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在繁一个层次上，对公民驰解释跨以上狭义的瑾

解并无两样，却公民身份是一套存在于个人与翻家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既包括权利也

包括责任。在另外两个艨次上，公民这个橇念的铃延被扩大了。一方匿，公民身份几乎

被延伸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黼，公民身份超出了国家事务的范围。个入是许

多团体的成员，是家庭、学校、宋教机构、工作炀所以蘩世晃的公民。”1狭义的公民概t

念舔所谲现代公民概念，丽广义的公民概念羽委是所谓搿现代背景下全球公民教育思潮



等所倡导的。

(三)公民教育

关于公民教育，张秀雄在其《公民教育的骥论与突越》一书中裁麓要地揭苯了公鼹

教育的含义：“所有国家的教肖体系，郝是在潦输来来公民政溃秩序的基零穰念与玲馕。

所以，培商未来公民莽成一个蹑家政淤价值的系统性教育，就是公民教育的意涵。在避

夺教育遥耩中，箕任务就在于使未来公民簸够产生维护敢治袄序与社会现状的懑谈。”捌

亩诧可见，所谓公民教育就是鼹鼷国泶为了本民族和豳家利益的最大爽现，薅对公民：i攮

簿翡特定煞教育，肴酌是菇了灏家静粕聚旁帮公民对溺家虢尚-洛力。篡实质燕一晕牵符念

～定社会缴震需要和入的发展需要的价值观教肖，既磐求公民对本国的社会制度、社会

法律、柱会遘镰靛诀溺，瞧充分{擎定令大靛鬏弱，戳穰心徐嫠瓶雩l导入稍处璞籽个入岛

挂会、每致府、与潼家、与稳入等方帮的关系，成为社会的好公民，怒使之成为合格公

琵绫辩公瑟静侩毽鼹教育。关予公民教育瓣絮生理解愚酸糯我公蔑蜜将概念为基獭静，

选是璇实孛各潮公民教育浆主流。



第一部分全球公民教育思想的历史演进

全球公民爨怒有藿悠久豹历史，它霹以遣瀑戮吉莠麟愚想家键的愚想中。囊宅产生

时起，就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17世纪民族国家的诞生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

企球化浪潮对全球公民教育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根据全球公民教育思想在各个

阶段发展的不同特征而将其划分为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个时期，并据此梳理全球公

民教育憨想的发展历程。

一、翦瑰代时期的全球公民思想

公元前310年，即谯亚里士雾德创办吕克昂学院的25年先后，芝诺创立了斯多葛

攀派。该学派蓍偻了“字害之城”蠛“臻为一令城邦豹字密”(晒跚镩棘is)这个概念，

菹基本意思就是；所有人和上帝都从属予宇宙的道德法则，宇宙巾的公民(kosmopolites)

应该过若会乎遂德熬生瀵，承认凝毒其德瓣人热蒸家人。这榉载要教育冬轻人具毒这秘

蒋，即合乎道德地生活。这一思想在法阐人文主义思想家蒙田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他

在《论对jL童的教育》中这样写到；“与世界融为一体辩人的判断力有麓神奇的恧又唆

驻的影响。我们都局限于自身，被自身所禁闭。我们的视野收缩捌只有我们的彝予那么

长。当人们问苏格拉底他是哪个城邦的人时，他回答的并不是‘雅典’藤是‘世界’。

德的回答很具想象力，德把整个世界看俸他的城郑，并扩展他所认识的入、他的社会及

他的情感于全人类。而不像我们，只看到我们的脚下⋯⋯如果我们要从暖确的角度来审

褫我们翻已，这个伟大的毽界就是我桐必须照看豹镜子。事实上，我将把它作为我的学

生的书本。如此多的描述、判断、意见、法律和风俗教导我们作出自己瑗智的判断；教

等我稻怎样去认识不完美稻自然弱熹。这决不燕小事。”“

古希腊时期，斯多葛学派就髀主张以世界理性为主宰的世界～体说，即形成所谓世

器警家。串整瑟鹣愚怒豢稍遣搽专薯了接象意义上豹全球季圭会，热塞丈尉诲夭、政治悉憨

家但丁(A．Dante)在1311年写成的《论馓界帝国》一书中指出：为了给难世带来幸福，

一令一统懿毽赛敬薅是豢要憨。瞧赛致体在久类共性熬蕊懿上绫浚天类，莠辕爨一释共

间的法律引导全人类走向和平，它能最有效地领导各个地方的政体，消除不和与纷争。

越蕊还土星绘‘7耱圣罗冀索藿亨零l七嫠，淡宣转键熬建焱淡罗骂聚族为羧心豹、器主专

制的世界帝国秩序的理想。““

蒙髓戆论谈文不仅崧法霪受列入蟋的喜爱，在其德黧家如奖毽也是搬捷。葵国著名

哲学家墙根深受蒙田这～思想的影响，而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程其《论普和自然的善》

一文中撼出：“如若一人对外地人忧雅秀又有袍貔，这表明他是一个世赛公民；健的心

不是与其他陆地隔绝的孤岛，而是连接陆地的犬洲。”m3在他的《新大西岛》一书中，

蚀提出建立一所由全球成员组成的高级研究机构。

无论是斯多麓学派，还是蒙潮、培根等入，都是从哲学或文学的角度来谈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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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这样魄概念或愿想约，欧嚣舱(&鹱舰J。O’By蹦e)将之!瞧必“邀德磐世主义”熬世
舆公民思想。然疆，还考从享唾I学的角度来阐述这一愍想瓣。

公元427年，古罗舄的辛申学家奥古颊丁在其著体《上帝之城》中写劐：“这个天堂

之城，尽管它处程人间，召唤着来自各国的公民，聚集了不阀语富的朝墨者，但并不蹶

忌风俗习惯、法律和制度方丽的多样性。保护和维持着世俗的和平，无论差别多大，他

们都趋向于世俗和平这个同一目的。川脚17墩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设想了这样的一个

机构，希塑通过玄将纂督教原则深深地植入人们心灵从而能够使世界道德复兴，这样和

谐代替战争，教育将确保事业的成功n“。在《希望之路》中，夸美绒斯这样写到：“愿

现在在整个地球t就像在这个天堂一样梅做到这魑l贯穿整个欧洲、距洲、非洲、美洲，

贯穿陆逾，贯穿海洋中的所有岛屿，愿这样的王国的到来l”夸美缎斯窟称：“烂个世

界就蹩整个入类的一所学校。”至于惩样教育全人类，饱设戆了一个三位一体的企球机

构：藏府法庭、宗教法庭和智慧之光大学。大学将登督全世释所有的公费建立的学校、

豁督掰有与教育裔关的事务，并瑟全力将智慧传遍全球。夸美纽斯还建议筹翔通糟一种

教界语言懿氆秀，在这个．睦界上妇稻平王子(髓le P觑e ofP鼢ce)来管理入类静蒂势。

煲吉辫了帮夸美缝鬻等入燕麸棒学酌角度来阚鞠璇界公畿理念豹，漱菩伦(Da坤％

J．0’B鞫∞)恕宅焰海“宗教普世圭义”静蹩暴公民愚怒。

在罄璎代慰期，“道德普矬主义”瓣世秀公民思恕是扶哲学或文学豹角度寒谈及“{壁

爨公民”这个理念，摄然反映了爨想家嚣】对人类撼会终投髫橼翳关1黪，毽出予繁有缀强

的思拱成分，只求逻辑接理积论诞，鹱使褥世界公民显褥抽象，与残实蝴差甚大，也裁

具有了空想色彩；“宗教警世主义”的世界公民思想从神学的角度来谈及“世界公民”

这个概念，虽然美好，但笼罩着浓厚的神秘色彩。无论是“邋德普世主义”，还是“宗

教普世主义”的世界公民思想都具有同一特征，即抽歙性。它们只是提出了零碎的世界

公民的思想，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这些却反映出人们对美好世界的渴望、对

和平与安宁的渴求，这对以后的思想家、教育家等的全球公民教肖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对其作用，英国的德熙克·黑特(Derl出Hea撇)给予了这样的评价：“对万国联盟、

联合阐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建立起到了奠基作用。联合圜宪章中的‘既然战争是起

始于人的思想的，所欧必须在人们的思想中树立起保卫和平的信念’可能就是夸美纽斯

的箴亩，所以，联合翻教科文组织在他去世的300年，鄄1970年庆祝他的工作就并不

出入意幂年了。”“‘

二、现代时期的全球公民教育思想

1648年10月24臼《威斯特伐利旺和约》的煞定，对全球公民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使《威斯特伐利甄和约》名标青史的原因，是由于它确定了“国家主权”原则。园

家主权、国家领土和国家独立簿国际关系猴则，是阔际关系史上新时代开始的熏大标志。

和约建立了国家之间关系的新秩序。标志赘欧洲近代外交史的开端。和约建立起来的“威

新特伐利驻体系”是邋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国际关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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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程开篇就已经表明；遇避教育使个体成为一个合格豹公民，逸楚每个民族国家

对其个体发展的基本期望，也题教育最基本的目标之一。公民教育之所以受到世界各国

的重视，就是因为公民教育不仪仅是一个教育问磁，愿为重要的是，落_媳是民族国家得

以凝聚、延续、稳定的根本所猩。

正翅泰德藏辩(j．e。溉∞)瑟豢窭懿雾§榉，“蠢蔟嚣家豹历史麓黪选投嚣历史表
明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纯过程的教育在巩固民族莺祭瓣过程中发簿着壤箕誊要静作孀。芷

如关于民族建立的历史分析所液明的那样，把所脊公民吸引到教育中爿乏是实现政治整合

的手段，i搿公民的教育即意味潜对民族的归属优先下任何其他纽带，撒论是宗教的，文

化的，还怒族裔的。民族与民激是社会建构物，因此必须被教授和学习。”“”这就是公

民教育产童瓣基破。瞧歪霞为魏憩，公民教育自簌诞生之丑起，裁受聚羧翻民主懿理念

支髭，一豢将重心敖在秃族嚣家豹政治主权嚣合法瞧以及公琵鹃狡乖l鞫义务上。瑰代公

民教育倾向予强化民族国家范嗣内的公民同质性，“熔炉论”<mel伽g pot)最能代表现

代公民教肖的特点。

尽管如此，18世纪末全球童义理想的复兴还魑对这个时期的全球公民教育思想起到

了一定程度躲推动作用，恧全球燕义理想豹复兴要褥藏手著名的德国爨学家、愚想家痰

德《l。l殛赫。德在179s年窭藏瓣《谂表久羁平》一够孛褥密了帮平毒黼骣合终懿褒蠢，

其中特别强调了代议制政府和墩界联邦最终必将形成。1803年，袍发袋了《教育》这篇

论文，提出了进行国家公民资格鄹世界公民资格教育的积极思想。他还说：“儿童应该

受到教育，不是为了现在，而鼹为了将来人类可熊改普了的状态，即。以适应人文思想

和人类的熬个命运的方式⋯⋯教育计划的基础殿该是全球的。川”1遗憾的是，康德没
鸯其傣滋赘公蠢教寅熬实黢慧撵专全蘧主义教旁瀵想辍合在一超。然嚣，荔一整壤霆著

名豹哲学黎赞希特<J曲船n Gd磁i西Fi曲抚)在藏方蕊徽出了努力。德说；“受过完全教

育的人⋯⋯成为最完全和煅村用的公民，而两个囊素是基本的：没有爱国主义的全
球主义是冷酷的、无用的和荒诞的；没有全球主义的爱国主义是狭隘的和自私的。”他

认为个人威该以这样的方式受到完全丽又正确的教育：爱国和全球主义是紧密相连的，

且两老关系蹩赘确瓣。爱重楚稳貔活羲；全球圭义剿楚毽懿嚣想。毽苓谈隽国家会提供

这稃静教育，这任务褥整给嚣秘豹强‘荚济会’这样的私太霭俸去完成。n73

从以上不难看出，康德的僦界公民教育思想基本上属于夸美纽斯派——其目的是为

了实现和平；而费希特基本上属予斯多葛学派——熬目的是确保承认所有的人是理性的

和合乎道德的。可以说，他们鼹人在全球主义教育恩想中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但是反

映出思想家销嚣始着手解决全球主义与爱重主义乏闽平餐这个难题。疆楚基于忿点，欧

吾舱涛其虢矮兔“政治纯戆毯券公民”，鼙“民族溺家熬鼹念势不受翻爱对，经爱对鹣

是盲目的鬣豳。”m，

这个时期，由于强调民族阑家的独立，民族主义力量盛行，为了满足国家的利益，

对民族国家的公民(nalion-stgce citi乃髓s)教育十分滋墓，从而在公民教育中占据上风。

在一定程度上，这就与全球公鼹懋想产生了紧张的趋势。对应的是：瞄嬲主义与桂群主

义夔公瑟教蹇、囊壹壶主义每共窝主义豹公涎教鸯璞论之争占据主滤。穰趣之下，垒蘧
S



公疑教弯器想受到努落。擞以在这个对攒，无论出现豹自由主义与菇襄主义豹公民教弯

思想，还憝新自由麓义与社群主义的公民教育思想，都是解决这样～个问题：公民与本

民羧国家以及国家内其他公民之闻姻关系，即公民姆民族潮家及其阑内豹其他公民究竟

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样现代公民教育就围绕着两个维度来展开：一是公民岛国家或政治

共同体的关系；二怒在该圜家或共间体内公民之阀的关系。其中前～个维度的关系最为

根本。这两个维度均没有怒出民族豳家静蒗闺而触凝公民与其德国家以及德国公民之闯

的荚系。

然两，l学整缀豹涎族妻义的勃兴、广泛传播饔加强酪藏势对全球公氐教育愚憨蒋次

产舷了明显的销蚀影响，垒球公民教育思想因强调“国家公民”而被淡化。在现代时期，

闺塞公民教育占据童滚。

历史翻到20世纪，人类迎来的却是两次世界大战。巨大的灾难和不幸使人类警醒，

毽鬻魏葱缭了惨疼瓣教巍，逐澎走翔弱警；摄溃、狭隘魏融族主义教育，不麓正确经理

国岛国、以及各国公民之间的关系，会给人类带来难以估激的灾难，促使人们对民族国

家鹣公嚣教弯送行菠愚。怎棒歪疆簸理一鬻熬公民与毽翟致其公民之藏赘荚系，这襻爨

含着全球公民教育思想的嘲际理解激育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要遏制人类的冲突，实现持

久秘孚戆掇零途径，不仅仅是签订零事停战条约，墩不仅仅是敦夯竣争、熬毒中立；西

是通过教育的途径培育人类“真正理解”的理念，发展其璩求持久和平的人性。礁如联

合灏宪章所言，“褒人们豹心灵深鲶构建搏置和平麴屏障，楚消灭羧争豹掇本方法”。联

合I弱教科文组织的组织法对其道德使命也傲了类似的描述：“既然战争是怒始于人的思

想的，所以必须在人们豹熙想中树立起保擞和平的信念”。基予此，1947冬，联仑国教

科文组织予法国巴黎召开了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确立了豳际理解教育的黼念，并将国

际理解的核心观念确定为：理解国际重大阀题；尊藏联合嗣翻国赋关系；消除国际冲突

的稚源；发展对他豳的友好印象。诧后，激科文维织又召阡了几次陶际研讨会来具体落

实阑际理解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以后的会议中还对地理、步}语、历史等学科的

教学中实撩函际理解教育瓣出了蒜侮建议。

1950年，国际理解教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馓界公民教育”(Edllc嘶on 6w

wirld citiz黼蹦p)，这一命名馕全球公民教育愚想燮秃赘鹤，它楚逑尚全球公民教育愚

潮的重要一步。1952年，“世界公民激育”被改称为“世界共存教育”(Educalion自"Li“雌

弧蛙捧鼢瓣com撼秘i移)，并提窭“整莠荚存教弯”懿，≮磺鎏标：(1)舞箴全球社会夔
教肖，缔造～个与联合国精神相一散的国家社会；(2)各成员国无论存在潜何种麓异，

都蠢粳嚣秘义务在溪藩辍镌孛会穆；(3)激要文鹗来塞诲多蓬家懿莛嚣贾簸，爨蠢鞫家

之间都相互依存；(4)不同人们在生活方式、传统习惯、个性特征、存在的问题殿解决

润越豹方法等方瑟骞嚣苓弱，毽各建都毒赣疆存在瓣理虫；(s)人类在嚣变上、遂德上、

智力上和技术上的进步逐渐为全人类的共闽遗产，尽管世界上仍被冲突的政治利益和紧

张越势掰分割，毽楚人们之阅静摆赢接赖穗楚明显；(s)嚣鼯组织成曼国旗铡订豹条约

上藤各国人民积极不懈的支持，就会发挥爨大作用；(7)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在心灵上要

有全球和平的责任崽识：(8)发展JL童健康的社会态度，为增强国际理勰垮合作奠定基



础。另外还提出在联合国成员国的学校中开展国际协作性的行动方案——“联合国教科

文联合学校计划”。该计划明确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国际理解教育，“联合学校计划”

明确其宗旨是：(1)增强对世界问题和全球合作的了解；(2)通过学习不同国家及人民

的文化促进国际理解：(3)增进人权知识，遵守人权的基本原则；(4)高度评价并大力

支持联合国在世界和平、友谊等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196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一份报告“向青年人宣传有关和平，相互尊重和

理解思想的方法”，其主要内容为：(1)提高青年人对世界及各国人民的认识；(2)培

养青年人以毫无偏见的赞同态度去认识他国文化；(3)以友谊而不是以暴力的方式去对

待差异；(4)激发青年人理解国际合作在解决世界问题中的必要性；(5)鼓励尊重人权，

对他人具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及积极向上的进取愿望。

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为国际理解、合作与和平的教育及与人权和基本

自由相联系的教育之建议》，该《建议》进一步明确国际理解教育的任务，主要包括四

个方面：(1)公民与道德方面：自由、平等、人权、消除种族歧视、尊重别人权利以及

社会和公民责任；(2)文化方面：理解和尊重文化差异、文明遗产，不同生活方式和观

点以及学习外语；(3)研究和解决人类主要问题：权力平等和自我选择权、维护国际和

平与安全、尊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裁军、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难民、解放运动、

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人口问题、文盲、健康、疾病、饥饿、生活质量、自然资源与环

境、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国体制的作用等；(4)其他方面：国际惩罚及解决问题办法、

国际合作与发展的策略等。并要求各成员国重视国际理解教育并在各科中付诸实施。

从对全球公民教育的具体实施来看，前联合国秘书长吴丹(u蚴)曾这样写到：
“1924年在万国联盟的宪章指导下成立的日内瓦国际学校(I蛐釉atjollal school of

Geneva)，教育家们就试图建立一个教育儿童超越全球公民资格的旧范式的模式。然而

直到1962年世界联合大学的建立，才标志着一种新的独特的全球公民资格教育模式的

创立⋯⋯民族主义的旧概念渐渐消失，将需要下代人拥有一个新的视角和态度，能
使他们能自然地作为世界公民来思考问题。在那种联系中，世界联合大学在开拓具有重

要意义的工作方面起了促进作用。”“1962年大西洋世界联合大学在全球公民教育方面

迈出了第一步。世界联合大学不是出于对地方或国家的实际需要，而是出于教育世界公

民的需要。”扭叮

可见，在这段期间，教科文组织积极倡导国与国以及一国公民与他国公民之间的理

解、和平与合作关系，这超越了原先的着重强调公民与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公民教育，

为全球公民教育更广泛的实施奠定了基础，也为全球公民教育思想发展提供了物质基

础。而联合国宣言中提到“普世价值感和行为类型”以及“包含国际纬度的公民教育”，

为后来的全球公民教育奠定了思想基础。

20世纪80年代前，全球公民教育思想反映了人们对和平的渴望，是对现实的一种

回应。虽然建立了世界联合大学这样的实施机构，但由于未得到各国的积极响应和强有

力的支持，具体实施就显得苍白无力。而真正主动制定政策来贯彻全球公民教育并从理

论上进行具体、深入研究的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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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嚣凝代时凝的垒球公嚣教童悉擐

兰§人类逡入劐2孬毽纪鹦年代馘螽游，尤其薅随着“拎魏”瓣终结，奄球记趋势越

寒越骥，爨蘧来熬赘鬟，农泠藿象之鞫、静羧之藏、聚羧之滴瓣袋簸带来复杂嚣多榉戆

交化，也绘瑷代公涎教弯始来了基失挑战。滠先熬公民教育仅仅蔫蔽予一潮公民与鬻家、

与霹瘫箕德公嚣煞茨豢，裁嚣褥逡远不够了。公疑教寅瑟瓣饕歪磺整逢一溪公涎与链潼

及他国公熙等等之间的关鬟，从此，公民教育愚想秘嚣了毅的簇颦。

葵墨裁≤襄毳稔畦s)嚣考校(j．j．e鹚黼)等学者在对照太蟪嚣六个鼙褰秘逮醒酶公

民教育进行比较考察的基础上，指出2l 1婕纪之初全球化瓣多元文化主义这鼹个憋势主

导黄全球，势稳成氆界各国骞趋关注公民教育豹燃震勰佟爝懿主要动摄。健能魍皴了垒

球化与多样化的影响给务国和地区的公民教育带来的三三类挑战；(I)强调“审议

<d托b器&娃on)翻公民美德(eivie翻fhle)”戆公篦教鸯jc垂“投裂帮义务”中心粒公民教

育的挑战；(2)建基予“藏异的公民资格观”(di懿renti酏丽cmzensllip)的公民教育对

建基予。蒋遮公民资格观’妁公鼹教育的挑战；(3)包容阑家和超国家认阂以及牧利与

曳务静“弹往的铸民资格观”辩蔺予民族西家范畴的“定撵的公民资格蹴”(fi黼d

citize珏s蛳)静挑战。相应地，“熔炉论”的隐喻要接受“德拉拌”(tossed蹦ad)的隐嗡
虢梳战。疵该谎，这一分析诧较全衙魏穰括了垒球仡辩公酷资格和公鼯教育的挑战。掰1

全球公民教育思怒静麓展霾然与垒球闯遥的熟住、入类认识的增长、学术的缴展、

垒豫魏黯教骞翡影畴熬增翻等颡豢有美，柱19瓣年全球潦蓬委爨会发表豹《天潺成秘：

邻：垒球潞理娄爨会静掇辫》辩垒球公民教育褥愁超了捧麓和促进作用，并键使许多学

者辩送一慧悲静掇夫美注e簸蠢霉l起了薪～轮戆全球公晁激弯研究辩热港，曼弓{起了蠢

大豹争论。该擐告骥礁提撼“簧挺瘫全球渗理熬袋肇，最羚嚣簧豹，一楚褥懿在垒球之

家中指导蔑靠j褥翁耱垒球公涎道德，～是罴备这辩灌德貔领导羚臻。我翻孵呼共随痿守

全体人类粼接受熙攘心赞傻，包掺慰垒套、鑫囊、薤义黢镰平的薄霪，耧蕊熬薄繁、爱

心窝蓬轰。”兔了在全球懿枣凑突溪逮些罄整徐繁，该委嶷会为全氆器公涎裁定了粳褒

的投利积义务。遮魈权列戗擐：(1)安全的生溪；<2)公警的德避；(3)掩皇基渫生和

滚壤援剥黪规会；(莲)逶避露挚葶段鼹凌天键之潮静争端；(5)参与各级治理；(巷>舞

摆脱不公溅而逃行自由、公平申诉的权利；(7)警等的知情权；(8)平等地分享黛球共

弱剃盏救投剥。樱疲蛉义务是：(1)考虑爨己蛇行为对他人安垒耧辐聪的影响；(2>健

进平等，包括性别平等；(3)追求可持续发展，保护人类熟同赍源，绒护予孙后代的剩

登；(4)豫护人类的文化釉知识遗产；(5)积极参与治理{(6)努力消除麟败。这些投

利和义务对垒球公民教育聪想的支持者的教育日稳和主张产生了戡接的影响。许多有关

全球公民魏教育主张如和警、入权、正义、可持续发展等就是遮魑权利和义务的纛接反

酸。潮

勰煎缁鼬年代，斑予垒球亿趋势酌加强，垒球意识的高涨，企球性机构和遮动盼

数攮太灞，垒球交往手段憝藏增翻，整赛裱存羹为鞲显，八校成为会球商艨置对予作为



共同体的人类的关心大大提高、对全球公民社会和全球公民身份的兴趣上升等等，这些

都推动全球公民教育思想的发展，并为许多人所接受，逐渐汇成了这一思想的潮流。这

个时期，学者们更加关注对全球公民教育思想的研究，发表了大量有关全球公民教育的

论文，出版了一些专著，比较有代表性就有：英国教育家德里克·黑特(D即ek Heater)

的《世界公民资格：世界主义思维及其反对者》(2002)以及《公民资格：在世界历史、

政治和教育中的公民理想》等著作，欧百伦(Darrcn．J．0’byme)的《全球公民资格的

维度：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2003)，多尔(Do、^rer N．)的《全球公民资格导论》

0一如加幽c砌"幻GfD6讲c姚P瑚Jl概2003)。美国波士顿研究中心(Bos衄l Rcsearch

c叫魄)出版的《全球公民教育课程资源》(c”玎icHj埘n Reso“阳es加r Gf06口f c打fze附^lp

蚍踟，1)等等，这些都是对全球公民教育思想进行系统、深入而又广泛研究的结果。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要求突破公民资格教育作为民族国家认同的限制，通过全

球教育来培养全球公民进入到了实施阶段。日本在这方面是先锋，它在20世纪80年代

就提出了培养具有放眼全人类全世界的视野，受国际社会信赖的，能在各个领域为国际

社会做出贡献的日本人。同样在这个时期，英国的许多地方教育当局提出促进“世界学

生”的培养。到2000年，修订的地理课程就把全球公民资格作为一个关键因素，在英

格兰和威尔士的所有初中学生接受新课程，实施包含许多全球教育内容的公民资格教

育。苏格兰教育部也于2001年支持学校进行全球教育。美国课程发展与管理学会的1991

年年鉴《全球教育：从思考到行动》认为：“全球教育涉及学习有关跨民族边界的和相

互联系的系统——文化的、生态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技术的问题。全球教育也涉及
学习了解和理解与我们有不同文化背景的邻居；通过其他人的心灵和眼光看世界；认识

到所有人的需要和愿望一样重要。” 2002年，美国大学协会(meAmcric锄缸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u|1iversi娃es)发起了一项名为“共同的未来：人文教育与全球公民”计

划(sh眦d Fuhms：Liberal Edllcation姐d G10bal Citiz％shi口)，这个计划得到了美国中等

后教育改进基金会65万美元的资助，用来开展全球公民教育。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

看，全球公民教育思想，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发展和壮大，赢到了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

逐渐形成了一个思想潮流。

这个时期全球公民教育思想的典型特征是它的现实性和实际性。它反映了现实的需

要，是现实需要的结果，从而使该思想进入到了具体的实施阶段，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到一些民族国家，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或策略，也因此使此思想的实现有了基础，同时

全球性机构和运动的数量大增和全球公民教育在学校中的践行，更反映出趋于实际性。

它既是对民族国家公民教育的超越，更是对前现代时期全球公民教育理念的升华和施

行。

总之，全球公民教育思想在前现代时期，具有理想化的特征；在现代时期，带有政

治化特征；而在后现代时期，这种思想逐渐扩大、增强，发展成了一种思潮。表现在：

发达国家开始制定相应政策以便在教育实践中实行；也有许多学者对全球公民教育进行

了系统的理论研究，这使得全球公民教育呈现出新的特征。



第二部分全球公民资格观

一、现代公民资格的特征

公民资格概念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别古希腊罗马时期。那时的公民资格概念也内含

了现代黪骞政治文明秘法澹文明豹“基黻”，从露擒成蠛代公聚瓷揍概念的源头。因必

在古希腊和罗马，公民的本意魑“属于城邦的人”或“组成城邦的人”。显然，这是一

个超越血缘关系叉超越墨极专制的謦有謦遮性毂法律资撩的概念。因此，当我们谖某人

熬有公民资格，意思是说他是某一个公醚群体(郧政治豳家)的成员，并与这一群体中

的其他成员具有平等的地位。也就是说，公民资格概念关涉纵横薅个维发的关系：一是

公民与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的关系；二是在该国家藏共同体内公民之间的关系。其中前一

个维度的关系最为根本，这也是现代公民资格概念的基本前提。

虽然公民资格作为～种稍废和理论匆吉希貉和罗马的政治体系有关，但燕如特纳

(Bfy觚s．T岫er)所精辟地指出的那样：“公民资格实质上是现代政治的产物，即法国
大革命等工韭革命的社会政治绪榘⋯⋯．完整意义上静公民资格是封建与奴隶社会衰
亡的后果，因此岛现代工业资本搬义社会的出现赢接关联。用更具社会学意义的术语来

说，公民瓷藉疑慧蕊筏经豹梅戏要素，也麓瑷钱纯过程静绥果”。㈤辫尔布舅(M．Al确w)
也指出，现代性怒“理性、领土、扩张、革新、应用科学、民族、公民资格、科层制和

冀链诲多弱素懿大融会”。珏鲢

而作为现代性构成要素的公民资格就具有这样两个特征：民族性与民主性。

(一)现代公民资格与民族圜家

现钱公民炎撩概念熬一令核心就是公民与民族藿家蛉关系。“爱族溪家”楚继“传

统国家”、“绝对擞义国家”之后甜现的现代国家形式。而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资格既是民

族国家砖蒸成员隽份、遐位的法律确认，又意眯麓一秘公民个体囊愿妇爝予政派疆家即

随族国家的观念。由此，公民资格与民族国家建波了紧密的联系，主要体现在：(1)作

为公民资格主要内容的权利与义务是民羧国家范隧内的权利与义务。(2)公民的归属与

认同的对象主要体现为民族国家。

正因为现代公民资格观念与融族国家观念的契合性，现代公民资格不可避免她打上

了琵族国家的烙印，因而被入臂】称为“民族公民资格”(稚撕onai c派zens撼口)。

(=)现代公民资格与民主

公蔑浇格与畿主经常楚紧密薅联系在一起豹，这是溺为，公撼资格怒一个社会一致

治熬同体内所有成员在一定平等纂础上所拥有的鼹遍权利和义务的集合，是共同体向各

獯会群体、家庭帮个久分聚集棒馁资源或稍益豹麓礁。公涎组藏蔌溺俸分酝姿深豹番静



是满足公民的需要，而分配的过程和原则就直接决定民主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民

主的发展历程就是公民资格演变的过程，反过来，公民资格的发展变化亦是民主理论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具体而言，现代公民资格与民主的联系至少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在公民与国家

(或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关系这个维度上，现代公民资格概念以国家与公民的两极

对立假定为基础，构建了公共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且归属于公民的理论前提。这不仅揭

示了公民权利之于公共权力的本源性，还合理导出了人权保障和人民主权原则。(2)在

公民个体与个体的关系这一维度上，现代公民资格概念蕴含了公民之间关系的普遍意义

平等。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国家”境内所有合格的成员都是平等的。㈨

然而，现代公民资格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遇到了新的挑战。

二、全球化对现代公民资格观的挑战

在阐述全球化对现代公民资格观的挑战前，必须要弄清全球化的含义及其特征。

(一)全球化的内涵与特征

尽管对全球化有不同的解释，但在理解纷繁复杂的全球化现象及其内涵时，首先做

以下两个区分是极为必要的：

第一，要区分全球化的主客观意义，区分它的经验意义与规范意义。“主观意义、

规范意义上的全球化理论可以有很多种，而客观意义、经验意义上的全球化只能是一

个。”o”“之所以如此，实际上是由于全球化本身所具有的双重性。这个特点体现为：

一方面全球化是一个客观实在，是活生生的，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各种

不同的冲击、影响以及相应的反应，是具象的。另一方面全球化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

一种认识方法。可以成为人们认识问题的工具或者参照系，同时也可以成为各个学科对

话和合作的一个基本前提。”07，

第二，要区分广义和狭义的全球化。“广义的‘全球化’是泛指人类从彼此隔绝的

多中心的民族国家社会逐步走向全球性社会的历史变迁过程。而狭义的全球化就是指当

代意义上的全球化，特指20世纪末以来，以全球意识为基础，以人类共同利益、共生发

展为目标，以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为动力，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等各个领域的人类社会整体化、多样化、依存化、关联化的客观历史进程和趋势。”
[朋】

基于如上区分，本文所指的全球化主要是指作为客观意义上和狭义的全球化。而对

于这种全球化的内涵与特征，尽管学者们是见仁见智，但是以下两点是比较有共识的。

第一，全球化是多维度、多层面的变化过程。在今天这样一个崭新的全球化时代，

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交流日益发展，各国之间相互之间的影响、合作、互动也愈益加

强，并呈现出与以往时代显著不同的标志，主要体现在交通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科技

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贸易全球化、经营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观念全球化、竞争全球

化、国际社会问题全球化等方面，呈现为多维度、多层面的变化过程。

14



第二，全球化是整体化与多样化相统一的过程。全球化“可被看作是指引着跨越时

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拓展和纵深发展，以至于一方面，地球一边的日复一日的活

动正日益受到来自地球另一边发生事件的影响，另一方面，地方性团体或共同体的决策

和事件可能会具有重要的全球影响。”“这种意义上的全球化，至少蕴含着两种特征。首

先，它表明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诸多链条在范围上正在成为全球性的。其次，它还

表明各国、各社会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层次有所强化。”。”

总之，全球化不仅是一个整体化过程，更是一个多样化过程。全球化在许多方面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公民资格及公民教育也提出了挑战，使原有的公民资格概念及公民

教育突显出局限性。正如韩国学者赵永植所指出的那样“人类有一直面临着的问题，需

要用新的思维予以考虑，那就是人类社会所有问题，其原则、其基准，不能局限在个人

或国家的层面上，而应从全人类的高品位上去把握。”om那么，全球化究竟在哪些方面

对公民资格提出了挑战。公民教育又是怎样对全球化作出回应的呢?

(二)全球化对现代公民资格的挑战

全球化的时代，凭借着先进的通讯和交通工具，人员的流动，物质的流通，信息的

传递，完全超越了国界，而且就规模、强度和速度而畜，达到了令人眼花缭乱、超越我

们想象的程度。人员、物质和信息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依赖，正在构造一个俱荣俱损的人

类共同体。世界各地的人们有了前所未有的接触和联系，环境的威胁超越了民族国家的

界限，跨国公司的触角伸向全球的每一个角落，新的全球性移民浪潮势不可挡。这些新

情况和新形势对原有的公民资格提出了挑战：

首先，从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角度来说，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凡个方面：第一，人员

为了工作和生活的跨国界流动使得民族认同和归属、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身份以及因成

员身份而产生的权利等成为问题。第二，全球化使民族国家的部分权力和权威向下转移

给了非政府组织(如私人公司)，向上让渡给了区域性机构(如欧盟)或跨国、超国家

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第三，全球化给民族国家带来很多诸如艾滋病、环境恶化、

国际毒品贸易之类在性质上是巨大而且是国际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又不是靠单个国家的

政府就能解决的。全球化带来的如上一些变化，使得民族国家不再是政治活动合法性的

唯一来源，也不再是公民资格话语的主导者，公民资格越来越趋向于剥离民族国家的特

征。

其次，从与民主的关系角度来说，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即行使民主的场所的现代民主

观念也提出了挑战。美国学者凯文·考柯斯(Kevin cox)认为，在全球化以及社会、

经济和政治组织呈现超民族(su口忸．natio姐1)形式的时代，地缘形式的民主成为一个迫

切的问题。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又使民主具有了全球化的趋势以及国际关系民主化

的趋势。

传统上，公民资格被理解为一个特定政体的个人成员身份，最初在一个城邦国家，

可是后来在帝国、民族国家，现在则逐渐地超越了民族国家而到了全球层面，即全球公

民资格(global citizeIlshjp or world citize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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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公民理论完全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思考公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但当代迅猛

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却给传统的公民理论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世界

相互依存加深、国家间交往日益密切。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独立于主权国家权力的

“世界公域”以及“全球公民社会”(global civil soci啊)的出现。全球公民社会以跨越
国家界限的非政府组织为核心，它形成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维度的关系。因为它不是

存在于国家界限以内，也不再仅仅是本国公民与国家的中介。从今以后，每个主权国家

在面对国内公民社会的同时，还需面对全球公民社会。这些都对原有的国家公民资格理

论提出了挑战。

黑特(Derek Heater)认为，对现代的国家公民资格的挑战来自上下两个方面：下

来自于道德与文化差异的国内少数民族；而上则来自于所建立的跨国机构提供了公民地

位，就如欧盟的情形。或者来自于人们这样的意识或信仰，即：世界公民具有超越国家

法律责任，甚至声称拥有全球法律的和政治的机构的道德法则。o”莫里斯(P：Moms)

和考根(J．J．Cog姐)等学者指出全球化对“包容国家和超国家认同以及权利与义务的‘弹

性的公民资格观’对囿于民族国家范畴的‘定型的公民资格观’(fixed citiZenship)的挑

战。”[⋯

三、全球公民资格(global citizensllip)的内涵

由现代公民资格越升到全球公民资格，其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以欧百伦(Damn

J．O’Byrnc)为代表的全球公民论者，从成员身份、权利、义务和参与四个方面分析了全

球公民资格概念的内涵(参见表1)：。”

表1公民资格四要素从民族国家向全球的转变

要素 民族国家公民资格 全球公民资格

成员身份 同化主义的 多元的

民族建构 多元文化的

权利 公民自由 ^叔

义务 民族国家的利益 全球主义

环境主义

参与 代议制 信息社会

自由民主 基层民主

资料来源：D涨en．3．dbFne．T}le D{懈m{o凇醇Glob以C谢ze粥hip：Polmcat

Lond∞：F删【ll【Ca骚，2003，p213

(一)成员身份；从政治国家的成员到多元文化社会的成员

在现代民族国家，公民资格基本上代表着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身份，但是从超越国家

界限的各种文化、社会和政治认同来看，这个定义已证明有不足之处了。这样，多元文



化主义就对民族国家的公民资格模式掇出了挑战——对成援身份的思想的挑战，势进憨

对社会权利思想也提出了挑战。芷如欧西舱所媸出的那样，“穆民和全球人口的不叛滚

动已经迫使我们承认人们的文化或国家的身份可能不仅仅与其居住国棚关联，即使他们

是那一国的公民。移民或难民可能继续感觉归属于他们原先的国家。可是现代民族国家

的公民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建立起豳家的团结和统一，新的公民要与进入圜融为一

体，并产生归属感。这样，公鼹仅仅对迁入园表达效忠和义务的思想就出现了矛盾。而

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的文化认同可能超越国家的界限而趋向于某一特定的族群或社区。”

秘钳因此，“企球化需要这种多元文化的、多元的成员身份来取代在民族国家条件下对豳

家的建立越关键作用的单一文化的、两化的成员身份。”渊这就是说，全球公民论者主

张，伴随全球化的迸震，公民的“成员身份”不仅仅意昧着莱一个政治共同体即民族国

家的成员旁份，同时意昧着它受蓬一个多元文纯社会的成贸身份。相应迪，公民的认同

遣就怒越了琵羧雷家静谈溺(球c妇斌i如n垃够)，而要求超越民族界隈的文纯认同<cultu嘲

i穗撼晦)。

(二)投测；扶公民投銎l久投

全球化冲蠢了个人与民族嚣家乏越固簿鳇联系，开始建立一秘令人与全球瓣关系，

这种关系模式打破了人的归属关系以及与蛾域之闻熬关系。换衰之，全球纯罴簧关注各

国公民的共性，同榉，公众器要的是作为人的投剥箍不只是作为民族一员熬投剥。这样，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缎度上的权利与义务就具鸯了不阅的意义，民

族豳家范围内的公民权剁就成为了遥用于所有人的权利，即人权(hum黼right8)。因此，

全球公民论者在权利方佩，主张从公民权到人权的转变。

全球公民论者认为：“权利的制度化应被者作烂现代主体的最熏要成就之一，当然

也是社会全球化话语内的核心概念乏一。”嘲全球公民论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来阐释这种

转变，认为：“社会学怒与民族国家的建立相伴而生的，这样，学术对民族国家背景下

的公民权的关注比对普遍的入权的关注器大得多。而当牡会学对当代世界社会的意识不

断增强时，其先前甜国家公民税的关注就转向了对世界公民权利的关注，即人权。”㈣

垒球公民论者j丕认为：“尽管《世界入衩宣言》不是尽善嚣美，但它仍然怒对法律

认可的入类衩利的本质进行讨论的起点。”“《世界人权寓言》的存在允许我们，也的确

需要我稍重新繇考久权恿葱。这些权乖j不荐是辩哲学信条韵抽象主张，稆缀，窕是作为

可实现静鑫标蠢存在豹。”。1

全球公民埝者认秀：“一些国黪组织襄社会活动作为公民枚藉豹承握者，总是并一

直扮演麓重要楚色⋯⋯新静桂会活动更攘美注全球阏题，在缺少一个全球选举这样
民主空阕的幢掇下，蝗蜘担当起我妇人类利蕴豹发富入，强调我钓瓣投剩；露对在环凌

保护这梯蛉涯动孛，也强调我们人类的蠹镁。”㈣

在腿族图家模式中，关注的是公民权瑟不是人权，全球他下世爨黪逐激一体化使人

权阻题露次成为国际法、国际关系墨政治的中心问题。讴公民权与人权的区别是：公民

权是一个政治概念，公民权受国家控制，公民通过与国家之间权力与义务的互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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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国家承认的公民资格，在特殊情况下国家也有权利剥夺公民的公民权。人权是一个

文化和历史概念，具有普遍性，不受政治共同体的制约。

(三)义务：从民族利益到地球的生存

在义务(d嘶髓)方面上，全球公民论者主张从国家利益到地球生存，从对民族国家

的义务到对全世界的义务的转变。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为人类带来了进步与幸福，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全球

问题即是其表现。而全球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生态环境的破坏，它导致了全球

公民论者所称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的出现。这引起了人们对全球生态环境问题

的广泛丽又高度的关注，深刻反思自己对待自然的观念与行为，并采取了与先前截然不

同的态度。现代性强调控制自然(con打0l ov目nan酣)，后现代性则强调是与自然共存

(1iving、】lrithnan聃)。根据这一理念的转变。全球公民论者认为：“若现代性强调的是控

制自然，那么后现代性就是关于备受争议的与自然相处的政治。但是这种对自然的关注

也是人们的价值观重大转变的一部分，即从基本上只关注国家利益到关注全球问题的转

变。”⋯1这样，“从对国家的价值观向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价值观的转变，为我们提供了

与国家相对应的全球的责任与义务。”“u

于是，在全球公民论者那里，居于民族国家公民资格模式中心地位的公民与国家之

间的社会契约关系被一种观念上的人类(作为公民)与地球之间的互惠关系所取代。被

赋予全球公民的权利，观念上是被全体人类享受的人权。相应地，义务则要求这些公民

向作为整体的世界履行义务，即保持地球的安全和可持续性。“4

关于对现代公民权利与义务观点的重构，另一位全球公民论者斯图伍德(steward)

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地球上的公民⋯⋯包含了一种超越了传统民族国家背景的普世

性政治主体的新意义，以及就我们共同对自然的依赖这个意义上来说的新的平等意识。

全球公民表达的是不分民族的对人类共同的遗产权⋯⋯与地球上的公民权利相伴随的

义务本身包含了对地方和国家主权的一些因素的必要放弃。公民个人也有关心地球的义

务。”‘431

(四)参与：从自由民主到信息社会

民族国家的公民就其本意来说是指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成员，这样，公民资格就

是政治参与的通行证，也就与民主结伴而行，而民主则是关于确保获得决策权。而在全

球化背景下，信患技术能使公民参与全球公域成为可能。换言之，信息穿越了国家边界

并形塑着全球政治实践。网络技术使人们参与政治的途径更多、参与也更便捷，代议制

民主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公民更倾向于直接地参与政治，直接的民主成了议论的话题。

在全球层面，参与的政治、法律义务实际上并不存在，认识全球政治参与的形式必

须诉求于公民是如何践行的(how吐圮y act)。这种参与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参

与如：联合抵制某种商品、请愿等。全球参与必须要明确参与的方向定位(请愿可以是



关注予本±洚蘧瓣，毽哥鑫使更多荚注全臻翊矮瓣，懿蔽辩核试验等)。

尽管学者们辩全球公民资格避行了各种各样的探讨，但是从这些众多的探讨中仍能

可以看出全球公民资格观的两个特点：多维性(或称为多元性)和践行性(绒称为参与

性)。

(1)多维饿蠛多元性(m砸幽c“妇黜Iship)。詹姆斯·安德逊(James细de姻on)在
英著终《跨国涎燕：超越竣浚空瓣秘凌赛》一书孛诀必，滤蓑全球纯豹发麓，毽璃了多

重公民资格，朝；～国静公民，羲掰激其有本国酶公民资格，也可良其有遗嚣静公民资

格，更具有世界公民资格，且这三衡并不矛盾。只不过邀三个公民资格中，权利和义务

既有重叠，又可能分离。上海师范大学的古人伏教授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公民，主要是

指具有或取得慕嗣国籍，并根据该潮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遮怒在民族国

家建藏之后产生豹概念。两世暴公氏楚搓生活在缝球上鹣簿一个久，不仅怒铭为一个蓬

家静公民，稳逐怒律为毽雾大家纛瓣一贯，在整赛上纛搴宥平等豹较鬟并瓣畿赛遣承担

一份责任。全球公民的含义与匿家公隐概念的不同点在于前者是面向全球的，从世界角

度思考问题；后糟立足于本土，从阑寐角度理解个人的权利与义务。这里必须指出的是，

作为一个世界公民，并不失其“根本”，游离于国家与民族之外，他仍然骚积极参与其

国家秘基层社嚣静姜蔓活，但同时应该鼹肖这样一种意识，靼承认文化的多元燃，入类豹多

群褴，著诀滚鬟久类是程互莰羧豹。嚣魏，久与夭之阗冬餐骞文馥差异秘不麓绩秘，不

同生活方式，健都应该彼此尊重，栩赢色容。

(2)践行憔戚参与性(pem蝴洲ve cmzenship)。许多全球公民论者提偶，以全球的

视角去检视公融资格时，应更注熏寓践的维度，即公民如何采取实际行动。这一观点的

代表人物是李擀特(R嘣lLi8据f)，他认为：从权利豹角度出发，这种实践体现了一种明

确阐释在柱会、缀游、交纯与欢港黛潺孛参与决策魏投测麴愿望。雩#为一秘参与鏊豹公

民资格可以被璎瓣为代表羲入类在竣治舞台上鹩律藤与力爨。在瑟基穑上，能避一步提

出一个大胆的定义：公民资格本身就是一种权利，它使得人们作为一种主体去行事。因

此，公民资格魑～个主动的概念，其实施的过程与结果是一个辨证统一的必系。针对以

往对于权利仅从鼹族国家的法律和政治的角度所进行的僵化的理勰，他提出权利并非是

铁定豹，它总怒懿予不羝熬重瑟定义冬修改过程孛，弗藏遵过实践寒褥以缀护帮扩充。
皤1

而阿尔布势伽．砧bmw)则从个人的角度来阐述全球公民资格的，实际岛李斯特的

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更将全球公民资格理论引向了深入。阿尔布劳认为：参与可以

被理解为公民改善政治与公共生活的能力与愿望。而作为实践个体的全球公民，每一个

体静活动都越来越多遗涉及到了集体缀织，强实现一个全球经戆结果。这一溜动开始于

每天魏生活孛，巍每天豹实鼗孛餐疆豁壤，并显终麓这魏活动戆臻采，集体瓣参与与实

践使全球更加成为了一个整体。阿尔布劳还指出，全球公民资格所提到的参与实际上包

1 Met【e T0basin．Glob81 Ci廿瑚sh{p—艄蛐alyti叫㈣o印tIIaliz砒i曲．Paper pm辩nted at Europ∞n Consomum fbr PolhicaI

Rcs蹦曲—如．mt Ses#j蝴s，Cop册ha8∞14_19，Aprn 2000．

啦；盥幽墅s蛏§鸟!；Kf黜然登显n望凸垒蛰垒曼蓦西鳢型轻鞠魁B投h纽妇靼毡圃f骥颤f搬照趣＆鲍毯塾2005·lO。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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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两种形式的参与。一种是对予以直接或闻按的方蔽影响个体生活酌套球政治机{句施翮

影响的参姆形式。这些全球政治机构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缎龠组织、国际货币

与基金组级以及世界银行等机构。在这种参与形式中，公民是否代表备自的民族国家已

经不重簧了。第二静参与形式怒问题指向性的参岛。那些对于全球闯艨和争端施加影响

夔蠡动帮藤予这耱参与夔形筑。这些簿动霉戆楚纛攘攒囱竣浚稳稳，袋是其瞧壤穆，氇

可能怒攒斑菜个民缓国家政瓣。在全球范围内，法律意义上静参与豹权利与责任实际±

是不存在的。因此，个体只脊遇过积极的参与全球性事务的实践的方式获得全球公民的

资格，遮为公民资格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

综上所述，全球公民资格不是复位于如世界政府这样的特定机构安排，而是对世界

穗互联系、撩趸依存豹本质豹一耱反应；也是砖公民戆责任超越特定豹浚浚骜更广凝懿

整彝这令攀实豹一种爱应；缀甥最，全球公民资穰写全球纯紧密稳联{也是与天嚣j对公

民资格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剡包含全球形式的意识不断增强这一现实相联系的。从全球

公民资格的两个特点来看，光论是践行的全球公民激格，还是多维的众球公民资格，都

有其相通之处，即在其本质上就是超越民族国家的缳度而上升至q全球屡蕊。

虽然裁霹兹靛研究来说，学者髓就全球公愁瓷掺问题进行罄各种各撵的探讨和争

论。氇爱谂翔鹰，在这襻一令全球纯熬薅霞，仪仪器有餮家骞傍豹公涎基经逯远蚕麓够

适应新的现实，一个负责经的公民同样需要有一个“国际身份”。岛以前乌托邦式的世

界公民溉念不同，它并不要求一个公民放弃他的图家认同，而是要求他能够超越国家认

同，就像他超越直接的特定族群或阶级的认同而建舷国家认同一样，娥娆～种全球认同，

不仅意识到自己是莱个特定隧家的公民，而且还袋意识到自己同时也憝这个全球亿世界

夔公嚣。“尽管垒蘧毒|二藏戎戆潮寒谴民簇国家嚣潦严竣撬凌，毽宅装终不会瀵亡，瑟羧

国家的公怒资格在全球化拜寸代不但没有潮弱反瑟爝强了，各国公琵不仅在本国拥有合法

的身份，而且在全球也获得了合法身份。”㈨这样，全球公民就隐禽了具有超越国家与

文化的差界，遵循人类文明之酱世价值而行事的爆念的人之意义。

2。



第三部分全球公民教育观

以美国的戴伟·巴罗斯(David Burrows)、英国的奥克斯法姆(OxfaIⅡ)为代表的全

球公民论者首先提出了全球公民的素质或者说具体的公民教育目标，并根据这一目标，

构建出了相应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教育，且认为这些知识是达到全球公民教育目标的

基础；技能是条件和动力；而价值观则为目标的达成起着正确的导向作用。

一、全球公民教育目标观

全球公民教育论者认为全球公民教育应该致力于培养以下三个方面的素质，即：认

知能力、自我发展和认同能力以及参与当今世界事务的意愿和能力三个方面；并认为这

些素质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不是单独的。具体地说就是：“7¨删

(一)认知能力

包括关于世界的知识并用这些知识来进行建设性地工作的智能。而认知能力是内

容与过程的结合。

1．理解影响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全球因素的能力。这些因素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

这种理解应该包括影响当代世界的历史因素。

2．作为全球社会的一员观察问题的能力以及进行批判性、系统性思维的能力。

3．多学科的视野。即利用不同的理解方法和不同学科的优势。因为大部分世界问

题超越了人们的理解范围，因此结合不同学科的智力工具来处理这然问题尤为重要。

4．理解人类经历多样性的能力。这包括洞察自己文化传统并与其他传统对照的能

力，它也包括对人类经历中哪些是普世的、哪些对特定文化来说是特殊的的理解。

5．构建新思想的能力。这对想在当今世界做出有效行动的公民来说，产生新思想

和计划的能力是关键的。

简言之，全球公民的认知能力包含：理解全球影响因素、采取多学科的视角、理

解多样性和构建新思想的能力。

(二)自我发展和认同

全球公民教育论者强调，全球公民必须具有超越只关注自身周边环境的自我感，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自我感包括抽象思维能力，因为它要求对不能直接体验到的人、事

和影响力的关注。

1．培养全球认同。全球公民是与对全球问题的关注相联系的，但这并不代替个人

认同而是超越个人认同。全球认同包括独特的且又与地方、地区和全球系统融为一体的

自我感。

2l



2．培养对全球问题的关注，这包括关注世界问题并坚信能有效解决之。

3．培养对人类差异的尊重。许多世界问题源于不能与我们不同的人们之间的互动，

而对差异的尊重是有效公民资格的一个必要部分。理解、容忍、尊重和接受文化差异的

能力，这对全球公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一能力在许多方面与国际理解教育又是相

通的。

4．跨文化的能力。即在其他的文化中有效运作或行动附能力，包括适应新人和新

形势的能力。

简言之，自我发展与认同包括全球认同、对全球问题的关注和对人类差异的尊重。

(三)参与当今世界事务的意愿和能力

全球公民教育论者认为：认知能力使公民理解世界成为可能，全球自我认同使公

民关注世界问题，而把这些作为行动基础，则需要成功地应用这些知识和产生影响的动

力。

1．对人、文化和形势作出批判性判断的能力。有效的行动需要建立在对特定的个

人、文化实践作出客观正确评价和对特殊的问题或形势作出有远见的判断基础上的。

2．实际行动。对全球问题作出行动的动力以及有效而又合乎道德的行动的能力。

这是将知识和理解转化为行动的技能和动力。愿意并有能力参与地方、国家和全球的政

治，并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的能力。要使实际行动有成效，就要具有愿意以非暴力的

方式解决冲突的意愿；也要具有与他人合作的能力。

总之，“全球公民”应该既是勇于开放、乐于合作的，又是善于学习、敢于负责任

的。开放是“全球公民”的禀赋，合作是“全球公民”的品格，负责任是“全球公民”

的准则。具有全球意识是“全球公民”的最基本素质，为全人类的利益而行动是“全球

公民”最根本素质。

但是，“全球公民”不是以损害自己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相反，全球公民既维护

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又超越民族文化的狭隘局限；而是将两者合理地结合在一起。简

单地说，全球公民角色应该是“思考着眼于全球，行动始自于地方。”(tllink910bally’act

locally)

二、全球公民教育的内容观

为了使以上三方面的素质落到实处，全球公民教育论者提出了相应的教育内容(如

图1)：

(一) 知识和理解

在知识与理解维度上，主要强调进行以下一些内容的教育：

1．社会正义与平等。即要分清什么是公正和不公正；什么是对与错，并积极维护

正义。培养学生同情心、侧隐心及仁爱精神，使其从心灵深处抵制以强凌弱的行为。这



是全球公鼹行动静前提。

2．多样性。确立他人与自融关系的意识、人们之间相同与差别的意识，认识到个

人的行为对他人以及世界的影响。同时要对不同文化持平等、欣赏的淼糜。培养学生了

解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理解和簿藏异质文明；保护强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实现公平

瓣多秘文纯形态戆表这与簧攘；激灏蚕家、民族期缝嚣阗熬文佳交滚。壤葬跨文凭理解

的能力，驻灞避跨霉界静沟邋怒辩话，镬捧舞一个熬体的全世界以及撵为全球公民隽徐

的个体都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对他人和异质憔、多样性的宽容之心教育。尊重及

欣赏国际间文化的特质及差异、尊重国际礼仪等。舞认识到人的多样性、嫩物的多样性、

世界的多栉憔和天体的多样性，认识人在地球上的威有位置，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自

己在人群中熬位嚣。

3。全溶纯与稳互蔹夺。运怒籀对有疆。揍在辙本上是稳互联系鞠嚣依存鹣信念魏理

解和信奉。厩是全球相互依赖的动力意识才有可能使学生达到全球公隧。通过揭示全球

事务的网状联系而不是地方或阑家所发生的事来使学生理解此价值观。精囊要求培养学

生同舟共济的全球意识和精神。

参与当今世界的意愿和能力

(技能)

圈1垒球公民教童瓣

4．环境意识。全球公民论赣认为：“对环境状掇的关注是全球公&的费任与义务从

民族国家向众球纬度转换的最明鼹的典范之～⋯-燃至少是对‘我们的赫本责任必须朝
向民族国家’的这个假定的挑战。”【4”随着环境问磁的日趋严重，将影响和阻碍社会、

经济等的可掩续发展，最终影响到人类自身的根本利菔。因此，环境意识的实质是人的

阅惩，是入类瓣胃持续发展阉趱。嚣凌教弯最擐本戆露标是要墙募尽赛戆公民，最终镬

公民壹接参与环境豹管理，磺究找出解决本建、本嚣竣整赛性豹生秘邵境闯题。一系剜

严重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威胁着人类生存，使人们认识到，人类在地球上的持续生存有

了危险。浅艨环境意识主要关注小范围的环境污染；而全球公民教育则熙加关注深层环

境意识，即荧淀大范围的全球环境问题，如地球交暖、嶷氧层破坏、酸掰、生物多样性

消失帮危验媵携在全球范围转移镣。浅屡环境意识关注环境闽题酶危除瞧，是在近裳影



响层次上，公众主要关注它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或者关注对地区和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

深层环境意识不仅关注它的危险性，而且还关注它对发展的阻碍，更关注的是全球性的

经济一社会发展、子孙后代和全人类的未来。环境意识，尤其是深层的环境意识是与用

全球的视角来看待和处理问题息息相关的，它构成了全球公民教育重要内容之一。

5．信息技术教育。全球公民论者极为重视信息技术教育，认为信息技术教育不仅

能改善其工作，还能为参与信息社会作好准备。全球公民论者把信息技术教育放在更广

阔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中去考置的，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信息技术的广泛传播对民主所造成

的后续的影响。“获得信息被理解为参与民主过程的一个基本部分；能够通过新技术获

得信息至少会导致对直接民主的潜力的重新思考⋯⋯这样信息技术需要放在参与式民

主的潜力的背景下去加以理解。”嘲

(二) 价值观和态度

全球公民教育隐含着超越国家与文化的差异，遵循人类文明之普世价值而行事之理

念，其目的就是养成关注全人类的命运、关心地球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公民”(gl“al

citizen)。这样的全球公民具有全球道德意识与国际素质，懂得个人的行为具有全球性后

果，并能够承担人类命运的共同职责中自己的一份责任，以促进全球社会的公义、和平、

发展和幸福。对学生来说，全球公民教育要求他们具有国际的眼光来对待问题，懂得参

与国际事务的重要意义，尤其要理解“全球性的考虑，全球性的行动”或“全球、地方

性的统一考虑，全球和地方性的统一行动”之意义。坚信任何一方只有走双赢或多赢的

道路才有出路，而双赢或多赢的可能就在于“全球视角”的获得以及对其真正地践行。

要在考虑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人类共同体的利益，做出自己认为是对国家和社会，以

及整个世界最为有利的选择。所有这些价值观和态度的获得，靠的是教育。

1．全球视角与意识教育。最直接意义上，全球视角与意识表达的是一种对人类共

同命运的关怀，它在强调个人、团体、民族、国家等等国际关系行为体对“全球村”的

某种责任的同时，也强调对各种行为体之间复杂的、有时冲突的各种利益的统筹；平衡

不同利益的出发点，是“共同体”的意识。在全球化时代，任何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

展都离不开其他民族、国家，特别是全球问题已经超越特定的国界、民族、文化以及社

会制度，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无论其多么强大，都无力去单独解决这些问题，而需要共同

协作，才能完成。这种全球化发展的现实情况反映到人的意识中，便促使全球意识的形

成。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公民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便是培养人们的全球意识，着

重培养学生从全球的角度来处理各种问题。

2．社会责任感教育。只有公民个人具有社会责任感，才有可能具有全球的责任感，

而个人社会责任感是基础和第一步。不仅如此，这种社会责任感还需继续向前到全球责

任感。即它要求个人不但要对国家社会承担责任，而且要对世界社会承担责任，对世界

社会承担责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坚持维护和平、正义、平等以及全人类的

道德原则。它不仅重视自我责任感，以及个人对他人、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感，更重

视个人对世界、对人类的责任感。在全球化的时代，需要教育培养出具有全人类道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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谖势凝人，邀耱糖夫必矮懂缮个人熬聍为其蠢全琢牲鼬瑶果，戆够考虑事携的轻重缓蕊，

并能够承掇人类命运的共同职资中自融的一份责雠。
’

3。_弼持续发展教育。1987年，联合国环境撼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朱来》中

把“霹持续发袋”定义为：“既妥满鼹当代入豹霈器，又不对话代人满足其需簧的§§力

耱藏戆害熬发凄。”。冀窭鬟麟楚久类缀存露发鼹麴霉赫续整。全球癸赎论老茏其注重霹

持续教展教育，并把它看褡蘧垒球公鼹毂育戆爨黉豹内容。

4，拭处教育。学会共处的本质怒难确认识翻己谯地球大榘统巾的位置、在人类大

系统串瓣位鬣淤及在鞔会孛瀚馕霞窝农人群串鹣纛膏靛矍。鞠学尝尊稳入菸戆戮及与囊

然的和谐捆处。学会姆他人拭处就是簧学会共同嫩活、学会岛他人菸瞬工作。这是价德

蒺教霄串棱；§，全臻他鑫经蕊淹2l敲怒天类社会发麓靛萋率趋势弊绘国家之鬻、释藤

之阀、黧羧之阉弱共憝繁采黛杂丽多样豹薅骥。蠢入舞入之阙、瑟族岛民族之蓠、莺窳

与国家之阕互穗镶存程度越寒熬寒，绘公琵教毒提爨了共处瓣要袋。“学会共处”成秀

全球化社会的～种基本需求。而做到能真正与他人和睦共处则是对这种需求的反应。

“攀会共箍”豹滤涵还嶷港毽瑟入与妾然繇壤鹣翘潢共懿。能够歪礁对季謦自己和强

境的凝聚，遮建全球公民静熬本素质。因此，学会共娥是全球公民激肖中重溪内容。

§．多元文铯教旁。全球公瓷谚翥谖碧：“我鬟垒瀵在多嚣交{{二熬世雾，款要鼓凝菠

们盼谍稷是多元文化的课稷，髓有责镪去在课堂上进行多元文化教育，将多嚣文纯教育

提到议攀秘程中极为黧耍，豳为作为一个公民，其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成员身份的零懑’

受到不断增强的多元文化童义、变化的认同和效忠的挑战，而这个认同和效忠曾被认为

是对避族疆家麴，现在却跨越了全球，著产生了．譬其他民族、社匮秘世界本嶷鲍联聚。

薅确蟪说，全球公聚静多嚣文纯教育意嚷蔷公涎谈丽搿己嚣程静鬻邋、镰墨、家庭、怒

蔟或寒激豹鹜簸、民族国家域搀为整体匏氆弊。”*”

8。人权意识教育。全球公民论赣十分滚嚣入襁懑识教育，试为在全球楣苴莜存匏

背景下，邀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凇则、关心其他圜家公民的标志。

《黧) 接缝

在皴鼹寿瑟，突交溢下见方嚣要素；

1。批判憔思维。倾听他人崽见；提出i司麒并对问题进行认真慰猎；在考虑本国利菇

貔嗣翼重，兼繇人类美溺俸懿攀l|兹，徽滋毫己扶凳受瓣溪家嚣教会，秣及整令激赛最为簿

利的选择并付诸行动。

2．蠢效辩论黪憝力。熬瀵楚菱穗遮表达邀蠢箝蕊点。

3．攘羧举公正翻不警镣戆能力。麓谈裂不公歪势采取遴当揍熬，虽憩产生实际效

囊。

4．☆作与冲突的解决。协同与合作教育就怒对于一切分歧都童张平等讨论和协商，

求露存黪，尽蜀能多域去理解瘸爨那拨正处鼍：交纯中的环境条传；爆W能多嫩理解掰J邈

负的瓶费锤。所谓合作，就爨实践上舱相互煮持、鞠驻联合，共游墩缒认识t睫界和改遥

夔赛熬联赛。耧孚鼗露藏蔻蘩霄囊予培养懿粼经薅分橱窝窜臻全馨瓣、覆家懿、遗嚣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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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静和入际间的冲突、暴力与不安宁的根源意识弗培养这样的价值瓣和态度。这种价

值观和态度鼓励人们去建立熙加和平的社区、社会弗最终建立起和平的世界。和平的对

立面不仅怒战争，还有一切形斌的暴力、恐怖、瓶制和剥夺。而善良、友好、人道、幸

福、互助、博爱等等理念，也都包容在和平之中。巍然，这些划分并不燕绝对驰，也并

不存在麓缝瓣懿秀羧，寿辩镌鬟j之舞是摆互联系、矮互交熬彝赛逶戆。

全球公氏论者还对课程糖掇了要求：镌翻势举赞网单独地列出一门课程；霭是主张

将全球公民激育纳入到诸如历史、社会、地理、辨谮等学科中，尤其强调课外活动和不

同国籍的学生之间的交流的重瓣性，并对这样的凝流活动甚为赞赏，认为这些对培养全

球公民比单纯的全球公民知识的学习更有效。同时，他们还对教师寄予了厚望，认为“更

多戆要锿赖毅耀恧不是课程——教籁鹣影响霹_|三l持绥终生。”嘲



第四部分总结与评价

一、 全球公民教育思潮的特征

全球公民教育思潮具有哪些特征?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有必要将它与自由主义、

共和主义以及社群主义公民教育思潮作个比较，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

(一)整体性和全局性

在国与国交往并不密切的过去，人们的视阈往往局限于本土，反映在对公民的教育

要求上就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这突出表现在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公民教

育观上。

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观强调的是公民的个人权利，重视国家中立原则，反对国家干

涉私人生活。自由主义公民教育关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界定政府和个人之间的权

利义务关系，以保障公民的自由；二是如何在多元化价值观广泛存在的前提下，使拥有

不同价值观的公民可以共生共存。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方面，自由主义

的公民观强调个人权利的绝对优先。在个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方面，自由主义者多持消

极的政治参与观。

与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观相对立，共和主义的公民教育观的核心理念是培养公民的

公共善(cornmon good)。共和主义公民教育强调国家利益，主张社会利益优先于个人利

益，个人应当服从于国家，公民个人的行为应当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作为评价标准。

共和主义主张公民应当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并倡导服务国家，强调对国家的认同，同时

鼓励公民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共和主义者认为公民教育的目的是

使公民了解合格公民的含义，引导公民具体实践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以促进国家和社会

的发展为己任，树立国家利益优先的观念，并强调培养公民德行的重要性。

社群主义公民教育观是在批判自由主义的公民观，同时又修正了共和主义公民教育

观的过程中形成的。一方面，柱群主义者反对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个人利益绝对优先，而

强调国家和社群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因为在他们看来，个人不能独立于共同的社会群

体而存在，其个人自由的实现必须以公民对社群的认同为前提，公民在行使权利时应当

首先考虑到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故社群主义非常强调公民义务，同时也特别强调公

民对社群的认同。在个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社群主义认为积极主动地参与社群公

共事务是享有公民资格的重要前提，故而鼓励公民参与政治事务，认为积极参与政治事

务是公民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社群主义者认为公民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公民对其所属

政治社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倡公民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并提高公民的社会公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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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爱国热情。社群主义者认为潮家应当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以培养裔道德的公民。

由此可见，现代公民教育解决的是处理好公民与民族国家以及本网公民之间的关系

问题，换裔之，现代公民教育藏要解决的是民族阑家内部的问题。磁如麦柏所认为的那

样：“公隧教育的理论背景存在予政治哲学中，丽政治哲学所处理的怒公民与政府的关

系、致黪戆投限、公民熬投联慧义务、公民缓鼗之阙应该热嚣辩德簿瓣蔻。”汹，这在鏊

家闻交镶不甚密切酌情况下，瓣维护公民与国家静获系有着终用；掰众球纯密切了各个

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往来，1靓出现了全球性问聪。为了共同的未来，人类需要怎样正确

处理相互之问的关系、完美地解决全球问题，这熄都是自由主义、按和主义和社群主义

的公民教甯范围之步}的，也魑这些公民教育思想所没有触及的。垒球他的趋势要求人们

辩立整体戆鼹熹，瑟：溉要鬏及晁羧国家鳕嚣慈，魄簧颓及垒人类浆；}l|藏；甄要照颓裂

当蘸裁簸，更要关心长远糕熬，要在这嚣静稳箍乏阂求褥平衡。在褥宠的届鄂穗盏与整

体利益不～致或矛盾时，往往为了局部的或当前的利益而牺牲或损害了整体利益，从长

远来看，念给整体带来灾难。派是看到了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与社群激义公民教育不足

以及客观的实际需要的基础上，全球公民教育提出了自己的公民教育激张。这种公民教

育解决匏势嚣单个民族国家瓣闯惩，同时它为的怒人类的整体利益。全球公民教育就是

霹这釜弱熬懿耪辍搽索，黎蛰了霖有夔公薨教窘鹣软貉。它羲是辩蘩魏钱霹蘩整赛公琵

思想的发展、理论纯和系统化，也是对现代时期蠢据主流位置豹自豳意义、共和主义以

及社群主义公民教育思想的超越(参见表2)，从i搿显示出其整体性和众局性。楚体性和

全局性是遮一思潮的根本特{难。

袭2冬公爨薮謇滚嚣生溪薅焘之毙较

＼＼修雾 认两 奄嗣家的关系 权利 叉务 参与

嘉潺＼
自由主义公 个人认同 个人优先于社 个人权利优先(个 消极义务 消极的政

民教育思潮 会、圆家而存在 人自文、蠡由) 治参与

共表主叉公 霞家莰圈 砖会，藩褰撬竞 社会翻簸、鬻家利 强凋公瓮义务 衣援的跌

民教育思潮 予令人而存在 益能兜于令人翻 浍蕊善) 治参与

益

社群主义公 社群认同 社会、国家优先 社会利藏、国家利 强调公民义务 积极的政

民教育思潮 于个人而存在 益优先于个人利 (公民德行) 治参与

益

奎臻公民教 全球莰陵 囊套臻翻益岛 强调人权f普遍秘 强调公民义务 积蔽的公

育思潮 多重认同 国家利益之间 人类权利) (环境保护／全 民参与

求得平衡 球责任)

(=)超越性和翦瞻性

鬟壤豹越越经，一是撂垒球公爱教弯悉瀵瓣獒穗公琵教育愚憨|l孽怒越，获琵族嚣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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匏滋霆丽达剿了全球的范围；二是攒全球铁聚虽然述不能箕是真正的诞生，但未来嚣要

的却是这样的公民，是对这样公民的渴望和追求。

(三)自上而下性

全球公鼹教育恩潮的发展得益予国际缀织和少数政治家。这种思潮只熄由先进的思

想家们的积极提倡，僵并没有弓|起广泛的关注，哭楚在二次大战届由联合闲教秘文等国

际缌织和政治家们发起，得到了教育家们的积极响J敷、倡导而逐渐旋展起来的。在此点

上，全球公翳毂育聪灌与蘩谴鹣教育愚潮裔若缀大薛区弱。

二、全球公民教育卷潮的影响

全球公哭教育爆潮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纛实我上，都产生7一定的影响。从理论上看，

全球公民教育是对原有的公民教育瑷论的补充与发展。自由主义、杜群主义、共和主义

的公民教育只注重公民与民族国家及其其他公民的荧系，都没有跳出民族因家的范围，

全球化把谶界紧紧地联系谯一起，备民族的交往密切，怎样正确处理民族翻家之间、民

族潮家的公民之间的关系，以创造～个更加美好的世界，遂就是全球公民教育所要着力

解决的问题，全球公民教育瑾论虽不成熟，但它毕巍开始7万星长糕盼第一步，它对淤

后的更深入研究无疑起到了抛砖引派的作用，而且从当前的对全球公民教宵的多学科的

禚穰研究采喾，无疑又超翻了深纯_裙系统纯盼俸藤。秘魏瓣蓊在美国，“愈球公氐教育

进入到政治主流中，并已经获得了牢固的熬础，且对全球公民教育进行多学科的研究已

经眭既。”‘稍

从实践上看，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豳家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了实践。以美国为例，

美瓣鑫19酌年趋，瞧赛公瑟教育燕渡综合瓣形式嚣麓熬。“赛接、掌零蛰会秘教弯缀织、

地方学区和非赢利社区组织发起了数千个计划和项目⋯⋯课程编筲者开发了数千个辅

韵耪瓣袭转足魏‘企球’教糖⋯⋯褒国教襄缀缓发行裂戆秘囊骢会议等。”瓣3 1979年，

美豳全国社会研究娄员会的课程指南规定就目的魑“把学擞培养成有理性、仁爱和积极

参与糖互袄羧不叛蠼强的世奏戆公凝皴准答”矧

早在1970年代，在教育领域麓少在美国，就已经积极提倡“全球公隧”的概念。

1979年，美国全国技会研究委员会熬课程撰枣藏已说明社褒教育的耳鲍是“在一个穗互

依存不断增加的世界里，为使学生成为有瑷性、仁澄和参岛的公民做准备”。1984年，

该簧员会主簿卡洛尔·翰愚(cafole Hahn)将全球公民提到了专业组织的议事El程，

这被视为90年代政治理论家捍卫念球公民的争论的先锋。㈣

20世鳃80年代，美国开始重视“全球观教育”。美国的全球教肖研究会提出对学生

进行“全球观”教育，当时就已经有23个媚的学校响应。并开设了有关阕际知谈瓣课

程，有41个州的学校与国外建立了姐妹学校关系。全球观教育也已引起美国经济界的

重褫。美黧南方髑袄协会颟海委员会的一份擐告说：美匡卷入毽界经济疆动螽诧之涤，

如果我们不能了解我们的地球邻居并与之联系，我们将为之付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代



价。嘲1

2002年，美国大学协会(也e Amerjc8n触socialion ofColleges锄d Ullive墙mes)支持

1l所大学改变课程结构，给予全球公民教育课程以更高的地位。在计划实施的三年期间，

1l所大学的代表每年都聚集在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大学协会交流经验。呻1

位于加利福利亚南部的美国创价大学是一个国际性的大学。它也是国际创价学会的

一个分支机构。这个大学的宗旨明确规定是要“源源不断地培养出能献身于作贡献的世

界公民”。它着重在两个领域来培养世界公民：学生学会珍视人类在不同方面的差异和

多样性——伦理的、文化的、精神的等等。其次，培养学生对国际事务的广阔的视角。

这被大学视为“全球公民”的品质。洲这个大学没有单独的全球公民教育课程，但是，

它的核心人文课程包括世界各地的哲学、文学和宗教传统等内容。所有大学一年级的学

生必修叫做“太平洋盆地”的课程。在此课程中，学生们探讨太平洋上和太平洋两岸的

人民和文化是怎样相互联系的。学生们也必修外语，还必须到国外去学习和交流，并且

认为在国外的学习经历对于防止学生或多或少被束缚于西方的心理和社会思想的范式

是至关重要的。创价大学的学生都被要求到国外去学习和交流。最为关键的是要求学生

深入国外的生活当中，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大学的校园内。交叉的学科内容和国外的学习

经历不断地使学生处于不舒服的境地中，而这种不舒服感被视为全球公民资格在学生的

意识中是否生根发芽的一个特殊的指标。””美国的创价大学十分注重对话一课堂上的
对话和非正式场合的对话。因为对话常常会产生误解或分歧。而要成为世界公民就必须

面对误解或分歧，并设法解决之。学生们还要学会与他人和睦相处，既要面对自己的意

识结构，更要面对他人的意识结构。此外，美国的创价大学也注重学校的建筑和校园的

布局，试图使布局给教师、职工和学生以一种人人平等的理念，并促进教职工与学生之

间的互动和合作。如所有管理人员的办公室面积一样；高级管理人员像校长和副校长等

的办公室与教师在同一幢楼。美国的创价大学认为：表面上看，这些与全球公民教育无

赢接的联系；但是从其结果来看，又的确存在联系。因为美国创价大学的理念是：全球

公民涉及创造一种探究和参与地方空间的氛围。“”总之，在美国的各级教育中存在着许

多不同的全球公民教育方法。小学的全球公民教育计划趋向于特别强调语言学习和地理

学科；同时鼓励学生思考全球的相互依存、跨文化的认同。在中学，典型的是给学生提

供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学，常常给学生强化在全球市场中所面临的挑战意识。而高等院校

在全球公民教育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大学的全球公民教育计划给学生提供对外国政策、

紧迫的全球问题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动力的更深入理解的机会；而在国外的学习与

交流计划则为大学生们架起了他们的从思想到行动的桥梁。并作为全球共同体的成员，

以真实的、有意义的方式，给他们自己定位。除此之外，美国大学的国际背景、学校所

在不同的区域位置以及学校为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提供交流方便的特别设施等，为全球

公民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无论采取何种方式，美国的全球公民教

育普遍地强调培养有能力的、负责任的、参与的、文化上机敏的人。通过对个人品质如

负责任、同情心等逐步培养，来达到全球公民教育的目标。

在英国，类似学校和平联盟这样的组织仍然被叫做“万国联盟”(the Lea蛐e of

30



N毫鲑。罄l疆。纛)，窀是逶避葵国教嚣豢燹会寒工终夔。1923年纛1924年该蚕爨会逶遂了

决议：“鼓励不阏国籍的青年静按触，关心对青年的万阑联盟之理想教育．⋯，．并指导

秘书处对教学方法进行研究，通过肖效的方法来促进所脊国家青年的接触，并对他们进

行世界和平教宵以进一步促进团结与合作。”阻1该机构猩学校培养学生对网际事务的认

识方砸起了推动作用。在20世纪20年代前，英国的这种学校教学被定义为“世界公民

教学”(毒e积赫g蠡挂w醚d d斑懿躐爹)。“1939零，这秘教学簸袋登孛分褒毽寒瑟或立了
一个单独的橇橡，毽仍与联盟保持饕密切的联系。这样簸瓣要一个新酶名称，经过讨论，

决定采用‘世界公民教育委员会’(n撼Council6”Educ辅onillwbrldcitizeIlship)这个名

称，并明确了该簧员会的目的：‘世界公民教育委员会的主要目的就是遇避如教学、学

习和研究这样的教育系统来促进备民族之间豹相互了解、和平、合作和良好愿望的实现

著导致整界联邦戆建立。’这样，鸯整垒球意义的公民爨格壤念装大疆她袋建了。”汹。

麸舞变泉器，英国鹣垒球公嚣教骞在20羹纪?0零谯和鞠年代由予蠢邋赛研究运

动的刺激而复妊。1985年费舍尔(Robert Fish神与黑赢斯(D"id Hicks)将社会研究定义

为“促进与负谢地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有关的知识、淼度和技能”。

他们的世界研究的观点包括研究与其不同的文化和国家、不同国家和文化所面对的主要

闯题以及疆常生活帮经验对更太弱缴器掰产生影响与被彩响的方式。㈣

20e0年，焚鬻懿全餮谍程耩壤避褥了丈壤度豹掺敬，鸯了赫兹重大发袋。由教弯嫠

出版静指南突鹚了公民教育的关键概念。包括可持续发艇、社会正义、多榉性、冲突的

解决和人权等。

在200卜2002学年期间，威尔士犬学的世界教育中心发起了一项培养众球公民教育

的教师计划，这个计划认为教师教肖与课程培训对培葵从事全球公民教育的合格的师资

起羞关键终震。纛表鞠为了蠖全球公受教育缝毒效遣努麓，瑟秀戆注重壤募凝鳖豹金蘧

公民教育静教鼯。⋯’

为了追求众球公民教育的目标和理想，联合国教科义组织在许多国家创办起国际夏

令营和国际学校，英国就是这些国家中之一。如1933雄英国万国联盟创办了为12一16

岁的学生的“搿淼先锋夏令营”(N8ns托pio船erc锄lps)。20世纪70年代，在南威尔士

等地割立了好凡获“氆秀联台大学”(1}掇女ed虢rld coll#ge)。翔，1977年农藏尔士兹丈

透洋整赛联会大学藏读静学生来自墩赛《2个螯家。嘲

三、简要评价

全球公民教育愚想既古老又耨颡。远在古希腊和罗码慰期，就有全球公民教育思想

熬嚣孑，蒡在魏弩美缝蘩这样瓣教雾家懿愚慈孛藏表露貔寒；之繇浚蓑簸，建嚣为宅在

20毽篼90年代，因全球住趋势的糯强又绽放出生穰，袋避更成为社会学窳、政治学家、

教育学家等讨论的焦点。它虽然出黼得很早，但成熟得比其他的公民教育恩想要晚。全

球公民教育还仪仅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

全球公民教育思想是在曲折中发展起来的。它随饕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歼始对主要



致力予和平教育，就是二战聪的毽际理解教育也仍然是和平教育静范畴。但到了20世

纪90年代全球公民教育的内容有了很大的扩展：人权教育、环境教宵、可持续发展教

育等占据黛要地位，且这些成为篡不可分割的熏繇组成部分。它又烧在曲折反复中前进

和发展的。全球公民教育思潮在民族国家体系成擞匿至20世纪70一80年代出现低潮并

不是耱撩瀵蓉，这每当跨豹溪瓣形势塞穗存关。＆簇国家戈了维护箕存在，藏必矮鸯鬟强

对公民鹣教育。嚣二竣磊鞠“冷藏”使具有不嗣意识形态翡国家彼魏对立，此时国家主

义盛行，从而掩盖了全球公民教育。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冷战”消失，且全球

化趋势增强，全球公民教育思想逐渐壮大，得到了一些政治家、教育寐的积极提倡，并

在教育中实行。同时学者们对此研究的兴趣上升。器自从不同的学科对此加以研究，理

论著传激多，考逐渗形成思潮。魏孵懿全球公戆教窍恿灌出现了热淡岛全球纯是密切稳

美鹣。稳黧亮·罴特(琢黯k}融出嚣)谖；“若浚蠢游全球化褒象鹣广泛豹学零兴趣，(对

于全球公隰教育的)反映就水念来得如此之快。”脚3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全球公民教

育思潮魑相互依存程度日增的时代的要求或必然以及对这种要求的反映。全球公民教育

思潮是以一定的思想、理论、观点作主导和支撑的，因而也随着这些愿想、理论、观点

的变化藤变纯；同时，全球公涎教育思潮在一定被会历史条侔基础上形成与发展，因焉

氇陡骜较会瓣发展交往纛箕俸条咎懿致交嚣改变，窀至褒窭熬莛溺落戆景象。垒球公瑟

教育愚潮的变动性是多方谣静，有时表现为此思潮依据条件的变化瓶敬变其具体表现形

式，如=战屙着重表现为国际蠛解教育，而近年来叉侧重于环境教育、W持续发展教育、

合作教育等等。

全球公民教育思想反映、液这了善良的人们瓣蒋良愿望，这种愿掇最早已有之，但

著苓完善、系统；遣不甥实舔。疆蕾挂会嚣发震，藏箕是嚣凌藿赛太藏，更毽镬久翻夔

对这种愿攘的渴求，且使入们献理想逐渐转纯为现寅，并付诸行动。

由于念球公民教育体现糟对人类生活最高境界的诉求，保留了对于超越实利的、非

功利的价值的追求，至少寄希勰于教育去使人对人谯现实中的病态和畸型保持警觉，对

人的纯功利冲动起到平衡和矫溉作用。正如哈贝玛期所说的：“目前威该做的，正是提出

一秘较菇会璎魏方案，鞋清除巍今社会掰显示出来秘缺陷，支服宅舞豢寒瓣受嚣嚣采，镬

整赛蠢较为公正豹未来发震。稳若放弃一切努力，将毽器看骰一片黑潦，将改善嚣兹状况

的一切尝试统统称之为幻想，那么今天的状况将成为‘铁的现实’而惩续下去，这个世界

也许真的没有什么希望了。”””可以说，全球公民教育就是一种尝试和不懈的追求。全

球公民教育思想在目前的条件下，虽然具有乌托邦的色彩，但毕竟代袋饕一种向善的追

求和努力，霹现实中不完美之处可以起裂警示和疆旋作用，虽可能失数，但仍不馕是一

磬菝极尝试。

全球公民教育也为公潜教育研究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它在一定稔淡上弥补了现代公

民教育的不足，昭示人们：公民教育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民族国家层面，还应该上升到全

球层面；为了人类自身，公民激育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当前的、局部的民族国家利益，更

应该放眼予长远的、整体的和众人类的乖』益，并将鼹考协调起来。

全琢公涎教鸯愚怒鸯韵予李富、发震羁完骜教旁理逡笼箕是公氏教育理论，它是瓣



入静全瑟发震臻论静扩充，它裔韵予键金入格瀚确立，慰正确娥理与德入的芙系有现蜜

的启发作用。

罴然垒球公民毂肖愚惩在最近有了长是豹发震，穆不可否试它懿不足。

其一，如何解决全球公民资格这个难题，缀然学糟们对此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讨，

磐著来鼹瑟渍璁艇决，垒球公聚赘辫爨然显褥撼象，黎浚吴钵化。建立在这撵薄弱基磷

上的“全球公民”就难取得稳麟的地位。即使像绿色和平组织遮样的非政府组织，其成

爨其骞众薄公鬣身餐，柱速榉懿缝缓及其藏受攀竟是少数。这榉，在民族藿骞璐然强大

的今天，进行全球公民教育，谯很大程度上只能代表糟全球意识或全球视角的激育。

其二，全球公琵埝器虽然撼瞧了全球公嚣魏紊震瓣鹈教毒埯签，健在学校孛氟窝落

实，葱样实施，并没有撮出具体的方案。掌握知识是问题的一方面，学以致用则是另～

方蚕。静使这魏索囊要求襄教育内容蠹举生掰理解、攀攥，套魂实孛然器实理才是阕戆

的关键所在，群刚这些索质观和教育内梅也就失去了意义。全球公民论者所提倡的到圜

岁}学习，在髫翦甚至将采鳇{鑫长一段时趣，缀憋饕及。

其三，“全球公民”的培养，实质怒一种现代生存理念的培育，落着眼予“全球公

民”人格与全球“公共徐擅”爨识静养成，表现海一耪蛰邀但嚣燕震熬捻蓬理想。它靛

实现，鬻要一种必要韵制度安摊和实我规范，如法律、舰刚、目标、机制等等。没有如

此支撑，全球公民教育只能是麟缺之物，全球公民鲍理想只能楚鸟援邦。

其舔，全球公氏教育愚憩躺反对者认为教学垒球稔疆将会潮弱学嶷对国家的忠诚。

爱国主义与全球主义的态度和情感能谮同时拥商并儇持平德韪一个过去并在将来一基

疆莸开蕊翡竣渗家、誓孥家和教育学家的难慈。显然诲多全球公民教育豹支势者坚信戒

劝地解决此难题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来自不周文化和伦理背景的年轻人聚集擞一起嫩

滔秘学澎一段辩麓鬻寝壤缝稻裁够莲簿久类多样性串鹣掇零统一性；毽蹙在民族主义滏

在盛行的今天，这样的调和教脊能否顺利发展下去。还是一个洙知数。

葳箕舞变蓊，全球公琵教寓愚慧燕在嚣方分襞、鼯抗静经济、致治帮文藏帮豢下，

为解决西方的社会问题、形成越码的人文秩序粥采取的一种办法，目的怒为了人类的和

谨。季磷天爨褥在分裂、对立中互楱残杀，秀蘩鼹翅子尽。舞豁，无论谣方入赘嚣蠢港

意识，谯客观上，这种思想若黥起作用，则是具有和谐功能的。全球公民教育思想的出

瑗是势了遥盘战争，求褥天类鹣持久释乎。全球公琵教育浆妥瓣是要努力培养积极露又

负责任的全球公民，进而建立～个更加和平、公正和人人都能潦福地生活的美好世界。

涎谂是夸美缝麓靛寒平惩望还楚二竣嚣联合霪教雾}文缎织煞餮器毽簿教襄，郡未能平慧

战争。战争一直不断，有时甚至很激烈。全球公民教育思想既没有达到预定的嗣的，也

没毒取褥较大缒效果，擞雾镶溅并不太警。医越，焉全球公民教鸯斡愚想来培券具骞全

球视野酌学生，进而达潮世界的和平与入类的拳福，无疑过商蛾估计了教育的作用。

就目翦来说，全球公民教臀的实践藏围还是比较小舱，在犬学和中小学主癸侧重予

辩学生酾全球意识教育，箍真芷镌与各潮学生的广泛交流还是绒毛麟角的。这弱然是由

予条件，尤其是缀济条糌的限制的缘故。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全球公懋教育的更进一’

疹静发葳。慧蕊京之，燕螽美国学者蔽辩·嚣特尔(}￡黼s sch蝴le)所说静，全球公蔑



救肖是荫藏能够冀难培养幽“念璩公蔑”，镪然楚个未知数。稔秘箭毽家象爻色彩甚浓

魏背景下，要壤养出“全球公民”还京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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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短暂而美好的三年学习生活很快就要结束，我的论文也已画上了小小的句号。首先

我得感谢我的导师饶从满教授，从论文选题到资料的收集，导师都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

导师渊博的知识、缜密的思维、广阔的视野都使我深深地折服：导师对我生活的关照、

对待人接物的指教，使我受益非浅。师恩如海，何以回报?也要感谢师母对我学习的鼓

励、工作的关心。

其次，要感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和教师教育研究所的各位老师对我的教导和培

育，是他们把我领进了宏伟而又瑰丽的学术殿堂。在读书期间，邓涛博士给予了我以极

大的帮助。

最后，要感谢美周的罗杰·威廉斯大学(RDgerWnlimsuniveB埘)的汉斯·珊特
尔(№∞sc胁k)教授的帮助，他特地将其有关“全球公民教育”的论文及时送给我，
并一再叮嘱要务必保持联系，也使我获得美国“全球公民”教育实践的第一手资料。

恩师的谆谆教诲鞭策着我；大学的学术氛围感染了我，而我将珍藏着这两大财富踏

恩师的谆谆教诲鞭策着我；大学的学术氛围感染了我，而我将珍藏着这两大财富踏

上新的旅途。

2006年5月9日

于东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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