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1 SHANGHAI JIAOYU KEYAN上海教育科研

* 本文系“2015 年浙江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研究成果；2015 年度
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新时期高校‘交往德育模式’改革”（编号：jg2015194）研究成果。

陈 卓

〔摘 要〕 新加坡的品格与公民教育自成一体，特色明显。 参照《新课程标准》，基于对小学《好品德
好公民》教科书的分析，可以发现如下特点：总体编排上呈现综合交叉、螺旋上升的趋势；以核心价值观
为基础，兼顾其他价值观；重视儒家传统文化，同时突出新加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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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教科书研究
———基于小学《好品德 好公民》教科书的文本分析

品格与公民教育一向是新加坡教育体系的核
心。 2014 年，新加坡教育部学生发展课程司颁布
了《2014 课程标准·品格与公民教育·小学》（以下
简称《新课程标准》）， 规定品格与公民教育的目
标是灌输价值观、培训技能，使学生成为一个具有
良好品德的公民，并对社会做出贡献。 [1]在《新课
程标准》 的指导下，2015 年推出了小学 1～6 年级
使用的《好品德 好公民》教科书。 [2]“教科书是读
者最多、最特殊、最被读者信赖甚至依赖、最耗费
读者精力和时间、对读者影响最深远的文本。 ” [3]

对照《新课程标准》，分析这套《好品德 好公民》教
科书， 可以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当前新加坡的品格
与公民教育状况。

一、总体编排上呈现综合交叉、螺旋上升的趋
势

教科书的总体编排十分重要， 它涉及到教科
书的整个体例和总体思路， 是其他教育教学环节
的前提和基础。《好品德 好公民》课本的编排遵循
《新课程标准》 中所强调的 3 个部分、3 大概念和

6 个层面的总体要求。 3 个部分是指核心价值观
（尊重、责任感、坚毅不屈、正直、关爱与和谐）、社
交与情绪管理技能、与公民道德相关的技能（也称
为“公民意识、环球意识与跨文化沟通技能”）。 3
大概念是指身份、人际关系、抉择。 6 个层面是指
个人、家庭、学校、社区、国家、世界。《新课程标
准》 中明确要求：“儿童和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是建
构在人际关系的生态系统中。 教师会鼓励学生在
现实生活中（包括家庭、学校、社会、国家和世界领
域）把价值观付诸于行动。 ” [4]整个教科书体例的
编写以上述 3 个部分、3 大概念和 6 个层面为基
础，呈现出一种综合交叉、螺旋上升的总体趋势。
关于这一点， 可以通过对各年级教学主题进行分
析。 表 1 是对各年级教学主题的统计。

表 1 小学 1～6年级《好品德 好生活》教科书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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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以看到，就关注的层面而言，一、二
年级主要集中在个人、家庭和学校层面，三、四年
级扩展到社区、国家层面，到五、六年级时，进一
步扩展到世界。 当然，除了《新课程标准》中明确
规定“世界层面只适用于小五和小六” [5]之外，其
他几个层面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 同一个主题可
以同时涉及到不同层面的问题， 同时体现多种价
值观，这就体现出“综合交叉”的特点。 例如一年
级主题三“快乐地在一起”中有 6 篇课文，其中涉
及到个人、朋友、家庭、邻居等多方面关系，同时
也涉及到尊重、责任感（负责任）、坚毅不屈（有毅
力）、关爱（关怀）等多个核心价值观。 这些核心价
值观在每篇课文的“教学成果”①中均有明确的表
述。 具体情况见表 2。

表 2 一年级主题三“快乐地在一起”课文统计

除了“综合交叉”，教科书的编排还体现出“螺
旋上升” 的趋势。 同样的核心价值或者同样的层
面，在不同的年级反复出现，但并非简单重复，而
是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不断深化拓展， 体现出明
显的教学坡度。 一、二两个年级的教科书中，所有
5 个主题的名称都是一致的， 但相同主题下的具
体教学内容却有不同。 三、四两个年级，五、六两
个年级也是按照这样的思路编排的。 例如一年级
主题一“我的新天地”中有三篇课文，分别让学生
学会勇敢地面对困难， 在需要的时候请别人帮忙
（第一课《新的开始》）；关怀和尊重朋友，有礼貌
地和他们说话（第二课《我们是你的朋友》）；尊重
学校里不同族群的人，大家快乐地在一起生活（第
三课《让我多认识你》）。 到了二年级，虽然主题一
同样是“我的新天地”，但具体内容却侧重于勇敢
面对生活环境的变化（第一课《我能面对》）；在小
组里做好自己的工作， 和组员和谐相处（第二课
《我必须记得》）；在和组员看法不同时，学会好好
讨论，用最好的方法解决（第三课《我们一起来讨

论》）；做个负责任的孩子，学习独立，不让家人担
心（第四课《我长大了》）。 从核心价值上看，一年
级重点在于“关怀”和“尊重”，二年级则在此基础
上逐渐过渡到“和谐”和“负责任”。

再如三、四年级主题三“珍贵的友情”都是围
绕友情这个主题展开的，但这两个年级的选材、体
现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很大差异。 在三年级的教科
书中，该专题共有 3 篇课文，分别强调尊重朋友，
维持良好的友谊（第一课《青蛙和老鼠》）；关怀朋
友，为他们加油打气（第二课《为我加油》）；关怀
朋友，照顾他们的需要和感受，和他们建立和谐的
关系（第三课《友谊万岁》）。 其强调的核心价值观
是“关怀”和“尊重”。 到了四年级，情况发生了变
化。四年级中该专题有 2 篇课文，分别要求学生学
会重视和谐，在发生误会时，会想办法化解（第一
课《小河马误会了》）；有责任感，积极参与小组活
动，和其他组员合作完成作业（第二课《团结就是
力量》）。 在这里， 强调的核心价值观不再是“关
怀”和“尊重”，而变成了“和谐”和“责任感”，所选
择的材料也更加具体。

二、以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兼顾其他价值观
品格与公民教育是 21 世纪技能框架和学生

学习成果的核心，它强调核心价值观、社交与情绪
管理技能、与公民道德相关的技能的相互联系。这
种紧密的联系对培养学生的品格与公民道德至关
重要。其中核心价值观是品格的基础，提供行为指
南。《新课程标准》指出，一个具有良好品格并对
社会有所贡献的新加坡公民， 必须以核心价值观
（尊重、责任感、坚毅不屈、正直、关爱与和谐）为
基础。这些核心价值观指引学生明辨是非，帮助他
们做出负责任的决定， 并认清自己在社会上所扮
演的角色。 这些核心价值观源自于新加坡共同价
值观、新加坡家庭价值观，新加坡 21 远景以及国
民教育信息。 [6]鉴于此，可以看到 6 大核心价值观
在整个小学教科书中反复出现，不断强化。对每篇
课文的“教学成果” 中出现的核心价值观进行统
计，可以发现一些规律。 具体情况见表 3。

对表 3 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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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总体数量上看，在6个具体的核心价
值观中，出现次数从多到少依次为关爱、尊重、责
任感、和谐、坚毅不屈、正直。 关爱成为品格与公
民教育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这反映了当前新加
坡以至世界道德教育的一种趋势， 那就是关怀主
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共同关注的一个触及人类精
神领域的基础性课题。 关怀道德教育理论的集大
成者当属诺丁斯， 她的理论被认为是后柯尔伯格
时代最重要的道德教育理论之一， 同时也得到跨
国界和跨文化的接受。 [7]这一点在《好品德 好公
民》教科书中也有明显体现。

第二，6大核心价值观在每个年级的分布是不
均匀的，不同年级关注的重点各有侧重。相比较而
言，一、二年级特别强调“关心”和“尊重”，三、四
年级特别强调“责任感”和“坚毅不屈”，五、六年
级特别强调“正直”，“和谐”则较为均匀地分布在
各个年级（除了一年级未曾提到）。

第三，从动态的角度看，核心价值观的分布随
着年级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随着年级的升高，“尊
重”的比重逐渐下降，与之相对，“正直”的比重逐
渐上升。“尊重”的比重有所下降，这只能说明教
科书编写时重心的偏移；“正直” 的比重逐渐上
升，则体现了编写者们对于该价值观的认识。

第四，从关系上看，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同样遵
循着综合交叉、螺旋上升的原则。 例如同样是“尊
重”，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差别就很明显。 一年级主
题一“我的新天地” 中的第二课《我们是你的朋
友》旨在教育学生关怀和尊重朋友，学会有礼貌地
和他们说话；二年级主题三“快乐地在一起”中的
第二课《我们的名字》旨在教育学生懂得学会念别
人的名字是尊重和关爱的表现。到了高年级，尊重
的对象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五年级主题五“走向
全球”中的第一课《小行动 大影响》旨在教育学生

做一个关心时事和负责任的公民， 懂得尊重与关
怀他人；六年级主题二中的第二课《布布的星球》
旨在教育学生遵守法律和规则， 意识到这是尊重
国家的表现。

在上述 6 个方面的核心价值之外， 教科书还
根据当前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的需要和小学生
的身心发展特点，加入了一些新的价值观。这些价
值观主要有勇敢、快乐（开心）、自信。

在一、 二年级的教科书中， 专门提到了“勇
敢”，而且将这一价值观放在主题一的第一课。 具
体情况为：一年级主题一“我的新天地”中的第一
课《新的开始》，其教学成果为：“我勇敢地面对困
难，在需要的时候请别人帮忙。 ”主要目的在于教
育学生在告别幼儿园来到小学后， 早日实现角色
的转变， 适应新的生活， 遇到困难主动向老师求
助。 二年级主题一“我的新天地”中的第一课《我
能面对》，其教学成果为：“我不怕生活改变，因为
我能勇敢面对。”两个年级的两篇课文围绕勇敢这
一价值观展开， 均能在考虑到儿童心理特点的基
础上，准确、完整地呈现勇气的三个要素：境遇、目
的和行动，避免作为价值观的“勇敢”概念的错位。
[8]同时又能根据年级的差别，设置不同情境，针对
不同问题展开教育。

二、 三两个年级有课文专门涉及到“快乐”
（“开心”）这一价值观。 二年级主题四“充满活力
的岛国” 中的第四课《真好吃》， 其教学成果是：

“新加坡真特别，这里有各种食物，我住在这里很
开心。 ”三年级主题五“让我们尽一份力”中的第
一课《我爱护课室》，其教学成果是：“我爱护课室
的环境，让课室成为快乐的学习天地。 ”可见，传
递快乐的价值观，让学生养成积极乐观的心态，这
也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教学内容。

此外，“自信”作为一种价值观也被专门提及，
在六年级主题六“我可以做到”中的第二课《相信
自己》 中， 教学成果被描述为：“我了解自己的长
处，也相信自己的能力。 ”“自信”作为小学阶段最
后一课的核心价值， 为整个小学阶段的品格与公
民教育划上了句号。这与从个人出发，进而依次扩
展到家庭、学校、社区、国家、世界，最终落脚于个

表 3 核心价值观在各年级课文的“教学成果”中出现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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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逻辑也是吻合的。

三、重视儒家传统文化，同时突出新加坡特色
儒家传统文化对新加坡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

新加坡政府看来， 新加坡的成功根源于其在国家
建设中逐步形成的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共同价值
观。 [9]1986 年 8 月， 新加坡第二副总理王鼎昌在
《我们要“借东风”发扬东方文明》一文中指出，要
警惕盲目崇拜“西风”的倾向，东方的人文科学、
道德伦理， 尤其是儒家伦理则有许多值得学习的
地方，因此要“借东风”，发扬东方文明，抵制西方
腐朽文化。 [10]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课程标准》中
明确指出在品德与公民教育的过程中要使用叙述
法， 通过真实或虚构的故事帮助学生深化他们的
价值观。 教师可以利用各种文化故事、英雄故事，
甚至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帮助学生了解实践良好价
值观的重要性， 并让学生通过反思活动来确认自
己的想法。 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兴趣选择适
合他们的故事，通过学生讲述亲身经历、自编故事
或思考别人的故事时， 引导他们认识自己的信念
和价值观。“这个教学法要求开放式提问、 澄清、
总结、综合与拓展学生个别的观点，并鼓励学生之
间的交流。 ”[11]

根据上述原则， 教科书的每个主题均设有一
个名为“奶奶讲故事”的专栏，以传统文化故事或
新加坡故事加强学生学习。整个小学教科书中，除
了与一、二年级小学生心理契合的怕羞的小黄莺、
小熊请客、小猫钓鱼三则童话故事之外，剩下的故
事均为中国传统文化故事和突出新加坡元素的故
事。 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故事在“奶奶讲故事”专栏
中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篇幅，共有 23 个。 它们有的
以人物名称的形式出现，例如成功的盲人（唐汝询
的故事）、好学的孙敬、有爱心的大夫（孙思邈的
故事）、 正直的顾协； 有的以事物名称的形式出
现，如石头汤、两兄弟（中国古代故事）、十八缸水
（王献之练书法的故事）、 两年后的约定（范式与
张劭的故事）、三个问题（曾子的故事）；有的以故
事的形式出现，例如铁棒磨成针、孔融让梨、大禹
治水、屈原背米、岳飞练习写字、张良拾鞋、王羲

之题扇；有的以动作行为的形式出现，例如为别人
着想（子罕的故事）；还有的直接以成语的形式出
现，例如闻鸡起舞、管鲍之交、唇亡齿寒、城门失
火、管宁割席、改过自新（孟子的故事）。 相关统计
结果见表 4。

表 4 各年级“奶奶讲故事”名称统计

儒家传统文化对于今天的新加坡品格与公民
教育仍然具有借鉴价值。 曾出任第一任民选总统
的王鼎昌认为，“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所传授的思想
与道德观，到今天还适用”，今天的社会不再有君
臣关系，但是上司下属的关系还是存在的。上司正
直无私、关心下属，下属尊敬上司、听从指示，大家
互相信任、尊重，工作才会愉快，效率才会提高。

“不过，并非整套的孔子学说都适合新加坡的社会
环境，人们必须选择与采纳合乎时代进展的学说，
并确保这些学说符合新加坡建立一个活力充沛的
工业化国家的目标。因此，那些不适合现代社会的
传统习俗就必须加以扬弃。 ”[12]扬弃不合时宜的儒
家传统，取而代之的就是现代新加坡的元素，以及
新加坡人的精神。李光耀认为“新加坡人是一个出
身、成长或居住在新加坡的人，他愿意维持现在这
样一个多种族的、宽宏大量、乐于助人，向前看的
社会，并时刻准备为之献身。 ” [13]通过品格与公民
教育培养“新加坡人”，这一点同样反映在“奶奶讲
故事”专栏中。“奶奶讲故事”中突出新加坡元素
的故事共有 8 个，分别是：妆艺大游行（新加坡华
人在春节时的庆祝活动）、咖喱鱼头的故事（新加
坡美食咖喱鱼头的由来）、慈善之父（新加坡公益
金创始人余炳亮的故事）、组屋楼下（新加坡租屋
楼下的公共场所）、公园连道（新加坡公园连道这
一公共空间）、五元树（新加坡土生土长的香灰莉
树）、心连心（新加坡公共服务星章获得者许哲的
故事）、同心协力战胜非典型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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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看待历史，热爱和平，反对战争。 不过，热爱
和平不等于牢记仇恨， 如果有意让儿童去认识战
争暴力血腥、残酷残忍的一面，那么仇恨的种子就
会种植在孩子幼小、纯洁的心灵之中。 [6]战争带给
人类的只有伤害和悲痛， 如果战争的仇恨在这些
天真可爱的小学生身上生根发芽， 就不仅会给这
些祖国的未来造成难以估量的身心伤害。 目前人
教版的小学语文教科书中， 涉及暴力的战争题材
内容过多，因此要删除一些语文教科书中过于暴力
和血腥的内容，还小学生一片和谐、宁静与美好。

（四）应与时俱进体现时代感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应用和发展， 我们已

经进入到了信息爆炸的时代。 信息更新的速度越
来越快，儿童获取信息的渠道也越来越多、越来越
便捷。但是作为语文教科书而言，其编撰和修订需
要一个较长的周期， 而且教科书的内容也应该具
有典型性和教育性。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教
科书中的内容与时代脱节， 未能与儿童生活紧密
联系便是难以避免的事情了。 尤其是教科书中涉
及战争题材的课文离我们小学生的生活已越来越
遥远。 当今的小学生可能已经对这些内容越发不
感兴趣了，甚至到了厌恶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不能及时做出改变和调整的话， 就会对小学

生语文学习的积极性造成严重打击， 从而影响爱
国教育的正常开展。 小学阶段是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的最好时机， 小学语文教科书是爱国主义教育
的重要载体， 但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一定都要
选用上个世纪的某些战争题材内容， 尤其集中在
个别战争话题上， 这些战争题材充斥在小学教科
书里，只会让仇恨的种子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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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同心协力对抗“非典”的
过程）。 通过这些故事，旨在让学生进一步了解他
们的祖国，从而形成对新加坡的认同感、自豪感和
责任感。

注释：
①这里的“教学成果”不是《新课程标准》中对全年级教学成

果的总体概括，而是分别对每一篇课文的“中心思想”的概括。 它

位于课文开头，由一到两句简洁的语句组成，用第一人称表述，

直接说明这一课的主旨，并直接点明对应的核心价值观。 教学成

果是理解编写者思路和意图的重要依据， 在这套教科书中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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