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教育的理想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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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教公民教育的短短两年中，不时受到身边的人鼓励，认同公民教育在学校推行

的必要性，但若交流下去，会发现当中认同的原因各异，有者认为是可以让同学们

多了解时事课题、关心社会，有者则直接把公民教育等于道德教育，认为现在学生

的待人处事能力欠佳，需教育同学们尊师重道、彬彬有礼。到底什么是公民教育？

如何要让公民教育被正视？ 

什么才是“良好公民”？ 

简单来说公民教育的目标是为了要培养“良好公民”。要培养“良好的公民”就需

要界定什么是良好的公民。因此首要的工作，就是要厘清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取向。

因为社会目标与价值取向决定课什么才是“良好”（公民教育内容，李德仁）。 

若以台湾为例，台湾小学与初中阶段的课程能力指标与基本内容，包括：“个人发

展”、“家庭价值”、“社区参与”、“基本人权与国民义务”、“民主与法治”、

“政府的经济功能”、“参与国际社会”等，以符合公民教育的要求。而在高中课

程方面，充分掌握公民教育的理念，特别强调公民参与、公民责任、关怀弱势与公

平正义、多元文化观、沟通妥协能力等。（台湾地区基础教育阶段的公民教育，周

祝瑛） 

至于香港, 通识教育科的设计以学生为本，旨在帮助学生认识自己，并了解与别人、

物质世界和环境的关系。课程的目的不在于使学生成为各学术领域的专家，而在于

帮助学生在社会、国家和世界成为有识见、理性和负责人的公民。 

                                                                                                                                                                                                                                                                                                                                                            

培养正面的价值观和积极态度也是通识教育科重要目标之一。培养正面的价值观和

积极态度也是通 识教育科重要目标之一。（即：坚毅、尊重他人富责任、德育及

公民教在不同学习阶段所强调的各项核心价值也培养学生尊重别人的价值观，帮助

他们从不感、具有国民身份认同 和爱心）；帮助他们从不的角度思考问题，并作

出合情理价值判断。（通识教育科：课程及评估指引，香课程发展议会与香港考试

及联评核局联合编订） 

纵观台湾和香港课程的内容设计，彰显了两地社会对于民主与法治的认同之余，最

重要的目的在于教育学生关于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以便维护社会认同的价值。此外，

课程强调社会不只只有“我”，社会还有“他人”，因此课程注重关怀弱势，尊重

社会的多元文化与价值。 

 



马来西亚独中公民教育的缺失 

马来西亚于 2005年开始在中小学推行“公民及公民性教育”（Pendidikan Sivik 

dan Kewarganegaraan）,内容分为六个领域，即：一、珍惜自己；二、家庭生活；

三、学校与社会生活；四、马来西亚的社会和文化；五、我们的祖国马来西亚；六

展望国家未来。(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b201e70101tdkh.html)而中

六学生必须的通识教育（Pendidkan Am）则侧重认识宪法与法律的规定，以便能够

成为“守法”和“爱国”的公民，对于公民权利则着墨不多。 

虽然教育部所推行的公民教育与我们理想中的仍有距离，但不能否定在认识国家宪

法和法律上，对学生有一定的效果。反观，拥有更多空间和自主性来编制课程的独

中，这么多年以来却没有一套完善的公民教育，确实让人有点遗憾。 

尊孔独中公民教育发展 

尊孔独中于 2007年，以“时事教育课”开始，提供平台让学生了解社会时事课题

的发展，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及服务大众的精神，以填补独中在这方面的不足。十年

下来，尊孔独中公民教育做了几次的更动，包括学科名字、上课的对象以及上课模

式。 

2007年：时事教育课（每月高二、高三级讲座：民主人权、媒体自由） 

2008年：暂停 

2009年：独立科学（高一、高二） 

2010-2013年：高一至高三：认识新闻、新闻自由、公民教育 

2013年：初一开始推动公民教育 

2014年：实验性教学，开始编写公民教育课纲。 

2015-2016年：初中单修班每周两节上公民教育。 

2017年：非固定课表，主题教学，双修班学生加入公民教育行列。 

2007至 2017年尊孔独中公民教育课程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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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孔于 2014年聘请古燕秋老师编写公民教育课纲兼教授公民教育课。在参考了台

湾公民教育课本后，公民老师设计了符合本土与本校的公民教育课，并确立了课程

目标： 

一、 培养马来西亚 公民与基本人权意识 

二、 充实社会科学的基本素养 

三、 培养多元开放的价值关怀 

四、 参与公共社会生活 

五、 建立多元族群和谐社会 

六、 增进参与社会或民主、反省及勇于挑战不合理制度的能力 

 

                

 

 

 

 

 

 

 

 

 

 

         

序 课程范围 主题 

1. 自我 ·认识自我（初中） 

·认识责任（初中） 

·认识人权（初中、高中） 

2. 他人 ·同侪关系（初中） 

·多元性别关系（初中） 

·多元族群关系（初中） 

3. 社会 ·认识社区（初中） 

·媒体识读（高中） 

·我国华文教育发展（高中） 

4. 国家 ·我国宪法与民主制度（高中） 

5. 全球化 ·环保与环境教育（高中） 



2013至 2016年采取固定进班模式（2016年与辅导课使用共同时间分组上课），

2017年转型为主题教学，公民教育虽没有被安排固定课表，但仍纳入成为必修的

课程。尊孔推展公民教育主要是填补独中学科设计里的不足，鼓励同学们关心、参

与公民社会议题。 

本人在尊孔任职仅一年半，在授课的时候，强烈感受到同学们对于周遭发生的事情

的好奇和无知。现今的学生生长在科技时代，同学们所接受的资讯非常多元，很多

时候会被网络的言论误导，进而产生错误的判断，出现价值的偏差。因此公民教育

的出现，让同学们有机会在课堂上把不了解的事情提出来，把错误的价值透过讨论

纠正回来。 

举例一：一马公司事件，同学们知道首相纳吉涉及此案，但并不清楚事情的原由，

当讨论事件的时候，很容易陷入种族主义的框框，而忽略整体制度上的缺失。因此

透过课堂上讨论和厘清，可以让同学们找到判断事情的标准。举例二：同学们普遍

上对于性别存在刻板印象，认为男生一定要阳刚，女生一定要温柔，公民教育在

“认识多元性别”一课让同学们意识到尊重多元性别的价值，有助于学生之间性别

霸凌的问题。 

从 2016年给同学们填写的课堂回馈中，大部分的学生表示公民教育让他们“知道

很多事情”也表示“喜欢公民教育的课堂活动”。一般考试科，我们或可以用考试

成绩来评量同学们对学科知识的掌握，但是公民教育是一个只能潜移默化，而非考

试成绩来判断学生到底有没有公民意识。虽然如此，在教学现场仍然会面对比较不

专心、不喜欢老师谈政治以及认为公民教育不重要的同学，校园就是小型社会，现

今社会存在许多对时事、社会冷漠的人，校园亦是。这些皆是公民教育老师需解决

和想办法突破的问题。 

课程挑战与展望 

2017年开始，尊孔独中公民教育课程改成主题教学的模式上课，以不固定课表上

课。主题教学模式强调透过感受、实际体验，引发学生主动关心周围议题。今年我

们上课的主要采取绘本分享、影片分享、社区户外考察、学习单以及工作坊进行授

课。以今年上课的模式，让双修班的同学有机会接触到公民教育，过去双修班的同

学，因双修课程臃肿而无法度让固定节数上课。尽管课程模式变动，但尊孔独中仍

重视公民教育的发展，在有限的条件下继续提升同学们的社会醒觉。 

若延续 2017年的上课模式，如何让每一级的教学主题融会贯通，课程规划是极大

的挑战。另外，要寻觅具备公民教育知识和意识的老师也是极大的挑战，以本校为

例，这几年的师资皆拥有媒体系和社会学背景，但是要找到拥有社会科学背景、掌



握社会脉搏又拥有教育理念的老师，可遇不可求，往往公民教育是摸象过河，见步

行步，有时还得出动人脉，邀请相关课题的人士进来协助讲课。 

公民教育在尊孔独中或在其他学校走了这么多年（在其他学校以“社会科学”、

“人文课”或“时事教育”名义出现）一直都充满变动，不是学校不支持，而是在

现有的以考试为导向的独中课程，学校碍于时间不足，公民教育往往被忽视。 

身为独中教育工作者，我们知道体制的打压对于华文教育的发展从未停止，可是我

们却同时感叹华社、华团面对没有接班人的窘境。华文独中常常受到政客攻击指独

中不利于族群的团结，我们知道不公平的政策是问题的根源，可是却无法否认独中

生确实与多元族群的社会出现隔阂。 

羊毛出在羊身上，统考课程的臃肿只会让学生注重成绩，忽略了社会价值和人文关

怀。因此董总作为独中的领头羊，在反思独中的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应该把“公民

教育”列入马来西亚华文独中教育大蓝图推动目标之一。除了要培养为自己课业、

成绩负责的学生，培养关心社会、参与社会甚至改变社会的下一代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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