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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和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的广泛性体现在社会、学校、家庭等各个方面，并有各自的特点。两

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广泛性值得借鉴和学习，拓宽教育渠道，努力抓好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性的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家庭、学校、社会教育通力合作，形成系统工程，这对于提高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

效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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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世界上强国之一。美国的思想政治教

育貌似“无名”却做得有声有色，在培养民族精

神和强化国民意识，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培

养合格公民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另外，和

我国具有基本相同的文化根基，同样面临着经济

全球化条件下东西方文化融合和冲击的新加坡，

思想政治教育也助其成为一个政局稳定、经济发

达、社会秩序良好的国家。通过研究两国的思想

政治教育做法，吸收其成功经验，对深化认识和

改进我国的思政工作大有裨益。 
美国思想政治教育广泛性的特点主要表现

在六个方面：一是家庭重视人的基本信仰、价值

观念等养成教育，父母必须承担监护人管教孩子

的责任；二是巧妙地利用道德教育方式的隐蔽

性，注重道德教育与其他学科的整合与渗透；三

是在专业教育中激发学生思考社会伦理问题，营

造一个“真实”的环境，使校园环境和社会环境

协调一致；四是极为重视课外活动和学生社团组

织的活动；五是宗教教育是社会教育中最主要的

途径，是美国社会最基本的个人精神信仰和社会

道德的源泉；六是美国有大量的社团，是充满义

工的国家，政府鼓励青年学生义务服务社会，并

有奖励措施。[1]77 
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广泛性的特点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于“家庭是社会的核心”

的价值观，尽力维护家庭的完整性，尊老爱幼，

家庭和谐等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二是教

学内容富有层次性，学生易于接受；三是全部教

学活动和学校工作中认真贯彻德育目标；四是把

参加课外活动的成绩纳入考核，学校有专人负责

课外活动；五是社会认同工程是全民性思想政治

教育的主旋律，文化再生运动的主旨是反对全盘

西化，倡导东方价值观；六是思想政治教育注重

法制化。[1]288 两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广泛性，对于

我国富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两国家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广泛性 

家庭是思想政治教育最基本的单位。美国的

教育社会家认为，对儿童和青年的生活影响力最

大的是家庭、同辈团体和学校。[1]80 家庭教育的

重要性不容置疑，家庭在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中

是一个重要的途径。美国人的基本信仰、价值观

念等都是通过家庭获得，“家庭不仅‘教’给儿

童以家庭所属的社会阶级的价值、标准、规范和

习俗惯例，家庭也‘教’给年轻人包括阶级在内

的整个社会结构，而且还‘教’给在社会阶级上

升和下降流动的可能性和方式……几乎所有的

家庭都支持并教育其孩子支持该社会阶级结构

的性质。”[2] 美国人对宗教的信仰、热情、习

惯等方面，受家庭成员的影响很深。另外，为了

督促家长担负起管教孩子的责任，美国弗吉尼亚



 
 
 
70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2 

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家长必须协助学校

管教自己的孩子，否则会触犯法律，处以高额的

罚金。尽管美国家庭教育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在宗教、政治等方面的教

育作用。 
新加坡对家庭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非

常重视，基于“家庭价值是东方社会生存发展的

核心观念”的理念，政府格外关注家庭教育。“社

会高于个人”和“家庭是社会的核心”被当作维

持新加坡生存和发展的两个基本价值观。[1]305

一是政府采取立法和一些优惠政策，维护家庭的

完整性，具有鲜明的导向性。二是政府组织开展

尊老活动，在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中得到关

爱，同时，“尊老爱老”精神得到弘扬，家庭关

系和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薪火相传，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这对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

育是有益的补充。 
美国人通过家庭获得价值观念、信奉宗教信

仰，部分地区用严刑峻法制裁严重犯规的学生家

长，家庭发挥了在政治、道德、宗教等方面的教

育作用。新加坡十分重视家庭教育，注重家庭的

和谐，以传统的价值观教给孩子如何做人，促进

孩子的健康成长。 
二、两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广泛性 

学校教育是美国和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的

主要渠道和途径。 
（一）两国教育教学内容的广泛性 

美国开设的课程主要有社会科、公民学类课

程、历史科、政治法律等课程。社会科课程以培

养好的家庭成员、好的社区成员、好公民为目标；

公民教育课程主要介绍政治制度、公民的基本权

利等；历史教育旨在培养学生深厚的爱国信念，

树立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政治法律课程主要传

授一般的伦理道德规范和法律知识，侧重讲授公

民的权利、义务、责任等。在其他课程中也十分

强调挖掘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重视“隐蔽课程”

的教育功能，所有的课程都可以成为思想政治教

育的载体。巧妙利用道德教育方式的隐蔽性，注

重道德教育与其他学科的整合与渗透。新加坡开

设《生活与成长》《好公民》《儒家伦理》等课

程，内容随着年龄的增长，依次由个人延伸到社

会、国家。历史、地理、语文等课程有明确的育

人目标，在其他课程的教学中也强调道德教育。 
两国注重教育教学内容的广泛性的同时，也

十分注重内容的层次性，依据学生身心发展的规

律整体设计，循序渐进，对学生的要求同心圆式

的扩大，从小学到大学层层推进，从易到难，巧

妙安排，学生易于接受和内化。 
（二）两国教育教学方式的广泛性 

首先，美国在教育教学方式上要求教师将教

书与育人结合起来，尤其是在大学的通识教育和

专业教育课程中表现明显，在专业教育中激发学

生思考社会伦理问题，接受正确的社会价值观，

更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其次，注重

学校环境的德育资源，美国的硬件设施诸如校容

校貌、教室、图书馆、教学设备、生活设施等普

遍较好，服务育人比较到位；挖掘“软件”资源

建设，诸如学校的传统、教职员工的品行、规章

制度等方面，美国对教师的道德修养要求高，对

校长更为严格，营造一个“真实”的环境，使校

园环境和社会环境协调一致。第三，依法治校富

有成效，管理规范、透明，遵循严格的程序，法

制化的校纪管理成为对学生教育的有效方式。 
新加坡在学校的全部教学活动和学校工作

中认真贯彻德育目标，每个学校都设立德育教研

室，校长兼任主任，对教师的德行、教学能力要

求严格。其次，开展“榜样、阐释、规劝、环境、

经验”五项辅助活动[1]302，以陶冶情操。第三，

新加坡各个学校制定了严格的校规，师生按照校

规对日常行为进行自我评价，学有所依，学有所

导，寻找差距，迎头赶上。 
（三）两国教育教学途径的广泛性 

两国除了课堂教学外，都将思想政治教育延

伸到课外活动。美国极为重视课外活动和学生社

团组织的活动，从制定学生活动规范、活动的机

构、活动经费、活动的出版物、活动的时间五个

方面进行管理。普遍认为灌输道德伦理规范的意

义不大，真正的教育途径就是实践，组织学生参

加课外活动和社会服务，让学生在实践中增强道

德认识，培养道德情感，提高道德责任感，增强

教育效果。参与社会服务的范围非常广泛，经常

参加的社会服务活动有募集资金、竞选宣传、环

境治理、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服务、做慈善、义工

等工作。通过课外活动和社会服务，培养学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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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管理、自我教育以及社会生存的基本能力，树

立尊重他人、与他人合作、平衡人际关系的协作

态度。这些实践活动也不断地将道德原则内化为

学生自己的道德信念，弥补了课堂教育的不足，

成为美国大学德育又一行之有效的途径。 
新加坡教育部规定学生必须参加课外活动，

并把参加课外活动的成绩纳入考核，学校有专人

负责课外活动，常见的活动有各种仪式、小组活

动、社团活动、体育活动、社会服务等。既有正

面活动的引导，比如参观国家建设取得的成就展

览，也有反面素材的警示，如带领学生参观监狱

等，正反两方面的教育紧密结合。富有特色的是

学校和家长、学校和社区建立密切的联系，推行

的是“真实教育”，即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完全

一致，行善得益，作恶受罚，不会出现在学校所

接受的教育在社会上是形同虚设，甚至出现背道

而驰的情形。因此，校内和校外教育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 
三、两国社会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广泛性 

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社会教育主要包

括宗教、政党与政治活动、大众传播媒介、社区

与社团、家庭，具有广泛的参与性。一是宗教教

育，这是社会教育中最主要的途径，是美国社会

最基本的个人精神信仰和社会道德的源泉。“公

民宗教”是美国人团结的纽带，是美国社会的凝

聚力量，是美国人民的精神动力，是美国的民族

精神。“公民宗教”的信仰被大多数公民认可，

增强了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承担了对公民进行

“美国精神”的教育任务。“上帝”有教化的功

能，为维护国家法律、社会秩序、人类的自由、

正义、公正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二是政党和政

治活动，政党是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角色之

一。两党竞选实质上对普及和宣传资产阶级的政

治、经济、社会主张和价值观念富有实效。总统

的就职演说弘扬了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宣扬了美

国的价值观。三是大众传播媒介，通过电视、广

播、书籍、电影、网络、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向

民众宣传美国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四是社区

和社团，社区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不可缺少的领

域，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密切相关。美国

有大量的社团，各种福利组织和非盈利团体大约

有 5000 多个，是充满义工的国家，政府鼓励青

年学生义务服务社会，并有奖励措施。通过社团

活动净化心灵，提升道德境界，传播精神文明，

形成良好社会风气，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新加坡社会性教育形成了从家庭到社区、从

社区到全国各行业统一要求的思想政治教育网

络，实施了两大工程：社会认同工程和文化再生

运动。社会认同工程对于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的养成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是全民性思想政治

教育的主旋律。文化再生运动的主旨是反对全盘

西化，倡导东方价值观。新加坡特别重视通过社

会途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一是全国性活动，影

响较大的有：国家意识教育、儒家伦理教育、全

国礼貌运动等。此外，树立和表彰道德模范人物

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这些经常化的全国性活动

声势浩大，内容上相互贯通，形式上贴近日常生

活，教育效果显著。二是社区教育，社区是思想

道德建设的阵地，是联系居民之间、居民与政府

之间沟通的桥梁和信任的纽带。三是廉政建设，

采取一系列的制度和措施规范公务员，廉洁的政

府形象是全社会的道德楷模。 
新加坡是一个高度的法治国家，思想政治教

育注重法制化。其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和风细

雨”，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

在社会实践中培养。另一方面以完备的立法和严

厉的法律法规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将思想政

治教育与法律法规教育相结合，形成规范的奖惩

机制，在宣传道德规范的同时，加大相应的立法，

以借助法律手段保证各项道德规范的落实。集宣

传说教与防范惩罚于一身，思想政治教育的法制

化，切切实实使思想政治教育落在了实处，国民

普遍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遵守共同的行为规范

成为一种自觉行动。因此，新加坡为了约束不良

行为和形成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陆续制定和逐

步完善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并在公民中进行宣传

教育。法律法规涉及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如对

随地吐痰、乱扔杂物、乱涂乱画、公共场所抽烟

等都一一立法，明确规定相应的处罚，并严格执

法。正是由于把思想政治教育的许多内容纳入了

法制化的轨道，以详尽和富有可操作性的法律条

文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引导和规范，取得了令人赞

叹的成就，建立了一个“富而好礼”的文明、和

谐国家，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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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社会性思想政治教育从宗教、政党与政

治活动、大众传播媒介、社区与社团、家庭等方

面入手，全员参与，利用适当的场所和时机，形

成合力，广泛宣传各自国家的价值体系。 
四、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家庭、学校、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

有机整体，不可分割。所有的人员、所有的场所、

所有的时机都可以利用和渗透，形成了合力，以

此宣传美国的主流价值观。新加坡非常重视学校

教育与家庭、社会的有机结合，学校成立了家长

联谊会，与家长建立了联系机制。在此基础上，

建立广泛的社会教育网、教育监督站，创立家庭、

学校、社会融为一体的互助合作文明社区。[1]303 

另外，学校推行真实教育，学校讲的内容与

家庭、社会真实性一致，是家庭、社会真实事例

的翻版，不存在空谈。两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广泛

性值得借鉴和学习，这对于提高我国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实效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学校、家庭通力合作，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动摇 

两国通过广泛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培养

民族精神、强化国家意识，热爱自己的国家，对

国家产生强烈的自豪感和责任感。我国也应该积

极探索有效途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毫

不动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代表的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为建设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精神食粮

和价值追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是抓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树立共

同理想，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

量，突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培育

和弘扬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用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

舞斗志，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树

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用以“八荣八耻”为

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稳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构成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思想道德建设的总体框架，是当代中国人民最

基本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靠广泛的宣传教

育，不是停留在一般的口号上，社会、学校、家

庭要通力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努力

使全社会在思想上认同和接受，更重要的是在实

际行动中践行，重在持之以恒地规范操守。从小

学到大学，细化教育内容，提出具体的实施要求，

实实在在抓出成效。从平时的一点一滴做起，从

平时的身边小事做起，努力推动全社会形成统一

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

和基本的道德规范，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

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广泛性，真

正取得成效 

其实，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大体上也是通

过家庭、学校、社会途径展开教育的，但单从这

三个方面分别来看，虽然有些教育教学内容、方

式、途径有所涉及，但存在的问题是没有形成系

统工程，没有像美国和新加坡两国那样实实在在

的广泛性。而且，我国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

会教育各自为政，机械割裂，互不联系和沟通，

没有形成合力，教育教学效果大打折扣。为此，

要大胆借鉴，扬长补短。 
第一，抓好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

的基础。作为家长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关爱

孩子，但不溺爱孩子。更为重要的是家庭和学校

要有效地沟通和交流，注意教育的衔接和一致

性。另外，要帮助孩子过滤社会信息，优化孩子

的心灵。发展对社会生活的辨别能力和心理承受

能力，辨别社会中的是是非非，让他们具体地感

受到真、善、美的一面，也体会到假、恶、丑的

一面，增强扬善除恶的正义感，抵制丑陋阴暗面

对孩子心灵的侵蚀。 
第二，拓宽教育渠道，抓好学校教育。要上

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改

变“无人的道德教育”[3]，突出人的主体性，让

学生主动参与，而且还要将教育寓于其他课程的

教学过程中，这种渗透的方式有助于主体选择的

自觉性。学生活动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重要载体，在活动中渗透教育内容，寓教于乐，

既符合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又能真正提升同学

们的个人素质。教育活动的成效不仅取决于教育

者提供了多少教育内容，更取决于教育对象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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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内容的内化吸收程度。教育教学工作者要研究

这些难题，规范和科学管理学生课外活动。教育

的根本目的在于教学生如何做人，提升学生的精

神层次，让学生在充满爱心、宽容、信任的环境

中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促使个体与他人、个体

与环境在相互交往中共同成长。不论是课堂教育

教学工作，还是课外活动都要注意教育的层次

性。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作

为一个相互联系、衔接性强的整体考虑，阶段目

标、教育内容、教育途径、教育方法体现层次性，

随之实现教育的远大目标。 
第三，竭力抓好社会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通过电视、广播、书籍、电影、网络、报刊

等大众传播媒介，国家大型庆祝活动、社区社团

活动以及开放图书馆、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等多形式的途径，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一方面注意把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在

自然的教育氛围中，把抽象难懂的理论融于解决

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中，真正想群

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这种

方式大大减少了教育对象的逆反心理，在自然而

然中接受了教育，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另

一方面以完备的立法和严厉的法律法规提供有

力的法制保障，将思想政治教育与法律法规教育

相结合，形成规范的奖惩机制，以借助法律手段

保证各项道德规范的落实。 
这方面可以充分发挥电视、报刊、广播、电

影和计算机网络等大众传媒的作用，建立良好的

文化舆论氛围和教育环境。例如，2011 年 2 月

13 日起，首都图书馆提前 1 年实现了文化部、

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

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中

的所有要求，这无疑是开了一个好头。唱红歌、

提倡大家读书以及重庆卫视改版等措施，是把重

庆变为“一座有思想、有内涵的城市”。重庆的

这种做法，为创设良好的社会氛围作出了有益的

探索。 
教育是一项系统的工程，要求学校、家庭和

社会三方面齐心协力、多管齐下，形成一种有利

于青年学生身心健康的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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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qu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despread in the US and Singapore is actualized in the education 
of society, school, and family. The writer attempts to consider its inspirations in China'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facilitating the role of social, family and school-based integrativ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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