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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加坡在独立后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是推行了国家认同教育。我国现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关键

期，如何充分调动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新加坡国家认同教

育的内容、特征及方法的分析，探究其对我国新时代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借鉴价值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借

鉴分析得到以下启示：在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方面要与时俱进，进一步加强国史与党史教育、民族团结教育、法

制教育与全球观教育；在教育方法方面，采取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模式，善于运用新媒体技术等教育新途径，

采取理论与实践教育相结合、显性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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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在独立后迅速取得了辉煌成就，尤其是

从一个殖民国家迅速建立自己的核心价值理念，成

为一个凝聚力极强的现代文明国家。究其原因，主

要是新加坡推行的国家认同教育。新时代我国要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离不开

广大人民群众的团结奋斗，尤其离不开祖国未来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青少年群体的奋进拼搏。如何增强

青少年学生的国家认同感与归属感，以积极主动的

姿态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学习

借鉴新加坡国家认同教育的有效举措，为我国加强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凝聚社会共识提供可行性借

鉴举措是十分必要的。

一、新加坡国家认同教育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国家认同教育”主要是指培养国民在对待自己

的国家、对待本国其他民族、对待世界这三个方面的

情感认同，主要包括教育本国国民要热爱自己的国

家，要友好平等地对待本国的其他民族，以开放心态

看待其他国家的各项活动等内容。

（一）新加坡国家认同教育的主要内容

1.“东方国家”的国别观教育。新加坡政府在独

立后充分认识到了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个人本位、过

分逐利的弊端，为逐步摆脱英国殖民时期对国民形

成的西方价值观冲击，防止国民变成“伪西方人”，新

加坡政府在建国后积极进行国民的国家认同教育。

首先，积极宣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东方价值

观”。新加坡政府将“八德”（忠、孝、仁、爱、礼、义、

廉、耻）作为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柱，以重

塑优良的道德价值与社会价值，提升社会的整体文

明素养。其次，推行“社会共同价值观”教育，强化国

家利益至上的大局意识。新加坡政府通过大局观、

集体观教育，使国民逐步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能自

觉主动坚持正确的社会利益导向，树立起责任与担

当意识。

2.“新加坡人”的地域观教育。新加坡的国家认

同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新加坡人”。“新加坡人是一个

出生、成长或居住在新加坡的人，他愿意维持现在这

样一个多元种族的、宽宏大量、乐于助人，向前看的

社会，并时刻准备为之贡献出自己的生命。”［1］为培养

“新加坡人”，新加坡政府采取如下举措：首先，进行

民族文化的认同教育。要求国民有宽容之心，怀有

尊重、沟通、学习的态度对待新加坡的多元文化现

实。其次，引导树立国民的“东方价值观”。在思想

领域保持价值观的独立性，避免沦为西方国家的“现

代殖民地”。最后，增强“新加坡人”的使命感与责任

感。自觉将国家的荣辱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切实

将自己作为国家的主人，增强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担

当意识，主动为新加坡的建设与发展作出贡献。

3.“多元文化和谐发展”的民族观教育。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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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多种族杂居、多宗教混

合、多语言交织等各项复杂问题使得新加坡必须科

学有效处理好因种族的不同而带来的国家认同危

机。首先，新加坡积极推行新型宗教政策，维护各民

族的团结稳定。不干涉人民信教的自由，实行严格

的政教分离制度，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各宗教之间

的和谐稳定关系等。其次，尊重各种族语言，推行

“双语学习”制度。新加坡政府提倡尊重马来语，重

视英语，平等对待各种族母语。为方便交流，新加坡

将英语定为官方语言，积极推行英语的学习以减少

种族矛盾并逐步消除种族界限。最后，奉行实用主

义外交策略。新加坡政府曾多次强调：“当前的急务

是照顾全体各族人民，并向世人清楚表明我们不为

任何外来势力所利用而危害邻邦。”［2］

4.“制度认同”的法制观教育。新加坡重视道德

建设，但同时认为法律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补充手段。

一方面，新加坡力图通过法律全方位规范国民的行

为以期拥有良好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新加坡法律

体系的内容与社会发展、国民生活紧密相连，法律对

国民的衣食住行、言行举止等进行全方位覆盖，使国

民的各项行为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二）新加坡国家认同教育的基本特征

1.国家认同教育以政府为主导。新加坡政府在

国家认同教育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新加坡政府坚

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弘扬“东方价值观”，培养爱国的

“新加坡人”，引导国民增强为祖国奋斗奉献的责任

担当意识；加大教育投入，改善国民受教育的环境，

通过多种途径向国民进行儒家优秀传统文化的宣

扬；严格舆论环境管理，传递正能量，打击破坏社会

和谐稳定的行为。

2.国家认同教育的价值观“东方化”取向。新加

坡政府依据本国国情，在社会价值观取向上坚持东

方化，积极弘扬儒家的优秀传统，并结合本国发展特

色探索出具有现代意义的“八德”价值观。这一价值

取向是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现代化理念，符合新加

坡的多元文化的传统，更易于国内各种族接受，推动

各种族团结稳定发展。

3.国家认同教育的系统化与层次化。新加坡政

府依据本国国家认同教育的发展目标以及国民学习

发展规律，分阶段、分层次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首先，教育国民正确认识自己，无论是何种族，

都是新加坡的一分子，各种族人民要和睦相处、共同

发展。其次，教育国民正确看待国家定位，国家的主

流价值理念是优秀儒家传统文化。最后，教育国民

明确认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牢固树立“新加坡人”

的理念，拥护并支持新加坡政府，以国家利益为重，

自觉为新加坡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4.国家认同教育的途径多元化。新加坡的国家

认同教育是以政府为主导，同时社会、中小学校、家

庭相互配合的一体化教育模式。新加坡政府提供强

有力的政策与资金支持；社会提供良好舆论环境；学

校合理安排培养计划，严格管理教学活动，提升教学

质量；父母做好启蒙教师，向孩子传递正确的价值

观，让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二、新加坡“国家认同”教育的主要方法

（一）以课堂教学为主要途径

向国民传授知识、提高国民思想道德水平是新

加坡课堂教学的重要任务。自建国起，新加坡就开

始实行公民与道德的教育课程，同时配备优秀教师

进行国家认同教育的授课，积极培养新加坡的好国

民。同时，除专门的公民德育课程之外，中小学校还

进行教材改革，积极发挥在其他课程中国家认同教

育的渗透作用，间接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

（二）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为有效达到“新加坡人”的教育目标，新加坡在

进行课堂教学的同时还积极组织系列课外辅导活

动，组织学生参加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将理论

知识与实践体验相结合，实现知行合一。一是开展

模范榜样的系列讲座，学校邀请社会的模范标兵进

学校，与学生们近距离对话，使学生产生爱国主义教

育的心理认同。二是组织校内课外活动，如升国旗、

文明礼貌月活动、植树活动等。三是参与社区服务，

新加坡学校会创造机会，让学生能获得正面体验社

会的机会，在环境中接受潜移默化的教育等。

（三）依托新媒体技术，教育载体多样化

新加坡在进行国家认同教育的过程中，除进行

课堂实体教学外，还特别注重新媒体的力量。新加

坡建立广泛的社会教育网络，全方位对国民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新加坡政府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等

各种交流手段，宣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新加

坡人”价值理念，积极培育爱国的好国民。

三、新加坡国家认同教育对我国新时代爱国主

义教育的启示

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如何在新阶段继续保持

强有力的国家凝聚力以及奋发勇为的精神状态以应

对新挑战，继续夺取新时代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显

得尤为重要。因此，新时代背景下继续探索新模式、

新内容和新方法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助力强国目

魏小岚：新时代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及路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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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实现十分重要和紧迫。

（一）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借鉴

新加坡经过数十年的国家认同教育培养了一批

批具有“新加坡精神”的“新加坡人”，成为一个政治

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稳定的富强国家。

新加坡的成功之路成为世界上很多国家学习的典

范。“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处于新发

展阶段的中国要实现全面小康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目标，必须也要在国民精神层面下功夫，培养一

批批具有“中国精神”的“中国人”，不断凝聚全国各

民族的力量，积极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力量，争取

早日实现民族复兴。［3］

1.加强国史与党史教育，强化国家认同。新时代

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就必然要寻根溯源，了解国家

发展的历史。加强国史教育，总结历史发展规律，探

索社会发展经验有助于国民熟悉并掌握国家发展历

程，体会中国探索繁荣富强道路的艰辛困苦，进一步

认识到中国人担当意识的本质，激励人们在新时代

奋发勇为，努力拼搏以创造新成就。同时，历史发展

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根本领导力量。通过党史教

育，有助于国民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及其光辉伟大

事迹，明确爱国并不是喊口号，而是要落实在具体的

奋斗拼搏实践中。在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国史与党

史的教育有助于全社会从共同的文化传统中产生情

感共鸣，凝聚社会力量，为当今的爱国主义教育提供

精神支撑。

2.丰富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凸显爱国主义教育的

时代性。培养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就是要逐步培养

国民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激发个人的国家归属

感与认同感，科学理性处理好个人与国家间的关系。

首先，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正确处理好个人与国家以及社会的关系，不断提升

人生境界。其次，继续推进“中国梦”教育，激发爱国

动力。最后，着重加强对中小学生的三观教育。中

小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希望，通过强有力的教育，激发

当代中小学生勤奋学习，增强本领，主动争做时代新

人，承担使命，将个人梦的实现寓于中国梦中。

3.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

族团结教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要从我国优秀

的民族文化中汲取养分，激发爱国主义的情感共鸣，

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年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与共建未来美好家园，需要各民族团结起来，

共同携手并肩奋斗。在爱国主义教育中，民族情感

是纽带，国家认同是核心。我国历来就重视各民族

的文化发展，注重各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在新时代，

为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可以继续深

入挖掘各民族历代以来团结友好的典型事例，找到

共同的情感交汇点；正确处理好各民族信仰的不同

文化与爱国的关系，尊重并包容不同的民族文化。

4.培养法治意识，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教

育。法治兴乱关乎国家的兴乱。中国自古以来就有

法治传统，依法治国是我国始终坚持的国策。我国

在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过程中，不仅要依靠伦理道

德通过人们内在的良心来激发爱国主义情感，同时

要通过法律为国民爱国主义意识的树立确保有序环

境的创设。法律保障爱国行为，同时将恶意修改国

歌，损坏国旗、国徽等不爱国行为纳入法律治理的范

围是十分有必要的。我国始终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

治国相结合。推进法治教育，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做

出努力：将法律知识编进教材，使中小学生在校期间

可以学习法律知识；学校积极组织一些进法庭观审

的活动或者是模拟法庭的活动；充分发挥大众传媒

以及新媒体的媒介作用等。

5.进行开放理性的全球观教育。“共产主义只有

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

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因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

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4］世界交往

奠定了对外开放的理论基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

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民族，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

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并且持逐步扩大的

趋势。自 2013年以来，我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动

力，主动进行全方位地对外开放。在这一背景下，爱

国主义教育应当包含如何应对这种开放的形势。涉

及爱国情感与爱国行为表达时，要保持理性，要在法

律允许的框架下合理表达情感，做出合法爱国行为。

当国民出国交流学习或是出国旅游时，既要尊重国

家间不同的文化差异，又要警惕西方价值观的渗透。

（二）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方法借鉴

1.采用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模式。我国要遵循

爱国主义教育的发展规律以及国民阶段性成长的学

习规律，按步骤、分层次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首

先，要构建起以政府为主导，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

体的爱国主义教育机制。在学校教育中要充分发挥

教师的作用，选派优秀教师对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

义价值观教育，还要注意发挥朋辈群体的榜样示范

作用。再次，营造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环境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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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积极倡导良好社会风气，努力营造健康校园氛围，

助推文明网络环境建设。最后，要拓宽爱国主义的

教育路径。要注重优秀文化的育人作用，发挥模范

榜样的教育力量，积极探索实践育人的教育方法等。

2.依托与时俱进的新媒体技术，采用多种传播手

段。在信息时代，应当努力创新爱国主义教育的方

式和途径，有效拓展课堂内外、线上线下的爱国主义

教育引导，形成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环境。如何通

过互联网这一媒介宣扬爱国主义是我们当下值得考

虑的问题。首先，充分发挥微博、微信、短视频App等
网络新媒体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其次，通过

实地参观展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如参观英雄人物

纪念馆、红色教育基地、博物馆等地。最后，可通过

一些传统文化的纪录片、讲述中国故事的影视节目

等来弘扬宣传爱国主义精神。

3.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开拓创新，实现显性教

育与隐性教育的统一。爱国主义是具有历史性、具

体性和时代性的，除课堂上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外，

还要多组织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如

学校中组织的升国旗、唱国歌、讲爱国故事比赛、“我

和我的祖国”主题演讲等。再如，假期组织学生一同

去红色基地进行参观学习、去博物馆观看展览等。

通过课堂教学的显性爱国知识的传授与课外隐性爱

国主义活动的切身体会，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升

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

四、结语

爱国主义是凝聚民族力量、维护民族尊严、促进

民族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是中国人民团结一心、众

志成城建设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精神支

撑。面对日益开放国际环境下的西方不良思想的渗

透和精神侵蚀以及国内亟需变革发展中面临的现实

困境和风险挑战，能够促使思想清醒与精神独立的

精神文明建设任重而道远。而如何在复杂国际、国

内背景与社会现实发展环境中，将能够切实有效团

结和凝聚全国各族人民来应对风险挑战和激发内生

发展活力的爱国主义教育落地落实，充分发挥其精

神支柱作用，是新时代中国实现繁荣富强必然要解

决的现实问题。我国新时代的爱国主义教育不仅要

向新加坡等具有显著国家认同成效的国家学习成功

经验，更重要的是要结合我国现实国情，将学习到的

他国经验吸收内化为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具有中国

特色的中国智慧方案。在新时代的爱国主义教育

中，要切实遵循《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

要求，进一步推动实现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鲜明化、

内容时代化、形式多样化、效果显著化、教育常态化

发展，真正将爱国主义教育落到实处；进一步引导广

大人民保持清醒认知，坚定爱国主义信念，将爱国

情、报国志与护国行相统一，积极主动投身于祖国伟

大事业的建设中，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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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ening the Reform of Basic Education Evaluation in the New Era
——Study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spirit of the "Overall Plan for Deepening

Educational Evaluation Reform in the New Era"
ZHAO Chong-tie

（Institute of Basic Education, Fuji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Fuzhou 350025, China）
Abstract: The "Overall Plan for Deepening Educational Evaluation Reform in the New Era" issu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Council provides a task book and construction drawings for our
country's educational evaluation reform in the new era. It is an important document related to the direction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Overall Requirements”section of the document, the main principles such as upholding the moral
principle, problem-oriented principl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principle, overall planning principle, and the principle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clearly put forward. These“five upholdings”are the basic principles for deepening education
evaluation reform in the new era. We must earnestly study and understand them, and implement comprehensive and in-
depth reforms in running schools.

Key words：educational evaluation reform; strengthen moral education to cultivate peopl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Main Content and Path of Patriotism Education for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Reference Analysis of Singapore's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WEI Xiao-lan

（School of Marxism,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One of the reasons why Singapore has mad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country 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Our country is now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modernization. How to fully
mobilize the patriotic enthusiasm of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across the country to join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and methods of Singapore’s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explore its reference value to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of our country in the new era. The following enlightenment is obtained through reference analysis: in terms of the
content of patriotism education, we shoul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of national
history and party history,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legal education and global outlook education;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methods, we should adopt all-round and multi-level education, be good at using new educational approaches such as new
media technology, and adopt an educational model that combin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ducation, and explicit and
implicit education.

Key words： new era; patriotism; Singapore; national identity

On the Embodied Reform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ZHANG Xu-ya YIN Shi-dong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108,China）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our country's basic education ha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book learning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but to a certain extent, it has neglected students' physical activities and individual experience. In this
context, the embodied learning theory of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has gradually been proposed, constructed
and developed. The embodied learning theory clearly emphasizes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the body and advocates
vigorously developing various teaching activities that students experience and participate in extensively.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separated”and“embodied”thoughts have a long history and become new over time, and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evolution, they have formed the concept of the reciprocal opposition and mutual agreement between separated
cognition and embodied cognition, separated learning and embodied learning. For this reason, it is necessary to reflect on
the phenomenon of separated learning that currently exist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especially the teaching
behavior of suppressing and controlling students with discipline, re-establishing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the body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so as to give play to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the body, and then promote the embodied reform of the
teachers’teaching and the students’learning.

Key words：separated; embodied; separated cognition; embodied cognition; separated learning; embodi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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