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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一个移民国家，它的种族、语言、文化错综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加坡实现了

经济的腾飞，纵观新加坡发展的全过程，开展的以“国家意识”为核心的认同感教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新加坡自建国以来，便开展对青少年的认同感教育，塑造“我是新加坡人”的观念，最终使不同种族的

人在精神上认同新加坡并为新加坡的发展而聚力成为一股力量，这种成功的做法对我国开展认同感教育

具有很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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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we all know, Singapore is a country of immigrants, whose race,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com-
plex.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Singapore has achieved economic take-off. Looking at the whole 
process of Singapore’s development, the identity education with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s the 
core has played a great role. Since the founding of Singapore has carried out identity education for 
teenagers, shaped the concept of “I am Singaporean”, and finally made people of different races 
identify with Singapore in spirit and become a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This suc-
cessful practice has good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carry out ident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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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加坡青少年认同感教育的必要性 

1.1. 多元文化影响国家团结 

新加坡是一个殖民地的岛国，最初人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攫取资源，直到 1965 年新加坡才成为一个独

立的主权国家。尽管成为了主权国家，但新加坡的种族多样，宗教信仰复杂。因此，面对不同的文化背

景、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语言，民族意识常常高于国家意识，群体内部也存在较大冲突，影响了国

家的安全和稳定。建国以来，新加坡政府一直将民族振兴作为工作重点，在对青少年的教育中将国家认

同感教育作为教育的出发点，让新加坡的青少年产生强烈的国家认同，希望青少年能够认识到自己是国

家的建设者，能够更好的为新加坡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1.2. 青少年认同感较为淡薄 

新加坡特别注重孩子的教育和成长，他们相信只有孩子接受了好的教育，国家未来的发展才有足够

的后备力量。但是在优越环境中长大的青少年，往往认为现在得来的幸福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习惯

享受这种生活，却在一定程度上忘了祖辈们的艰苦奋斗。20 世纪 90 年代新加坡出现了“知识鸿沟”问

题，部分青少年国家意识淡薄，对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及国情等方面了解有限，甚至有些青少年不

愿意过多的关注和参与国家的建设。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认为，这种无知将阻碍国家共同意识的建立，

更不利于保持国家在国际中的地位[1]。因此，在青少年中开展以“国家意识”为核心的认同感教育尤为

重要。 

2. 新加坡青少年认同感教育的主要内容 

2.1. 坚持国家五大共同价值观 

1991 年，新加坡政府颁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推出了国内各民族、各阶层、不同宗教信仰的

民众所共同接受和认可的五大“共同价值观念”，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

怀扶持，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2]。这五大共同价值观是在继承儒家

文化精髓和尊重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形成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新加坡人对于国家的认同和归属，实现新

加坡内部的团结统一。此外，新加坡政府还将此作为学校德育工作的指导，新加坡小学所有年级的《公

民与道德教育》课本的上都写着国家五大共同价值观。  

2.2. 强化“我是新加坡人”的身份意识 

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国家，不同种族因为文化、宗教及价值观上存在差异，很容易产生种族隔阂、

文化冲突等各种问题，影响了国家稳定与团结。因此新加坡政府向青少年灌输“我是新加坡人”的身份

意识，增强不同种族对新加坡国家的认同感，防止社会内部产生离心力，为社会的团结统一提供了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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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障。通过国家认同感教育使青少年从小在内心认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 [3]，希望

青少年一代能够担负起作为新加坡人的社会责任，为新加坡的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3. 新加坡青少年认同感教育的有效路径 

新加坡独立 57 年以来，在学校、家庭、社会的各种活动中，一直向年轻一代灌输国家意识，并取得

了显著的成绩。一方面，新加坡人民的国家归属感和认同感大大提高，另一方面更是让人们对国家未来

的发展充满了信心。总的来说，新加坡青少年认同感教育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3.1. 政府通过设立机构和发布政策推动青少年认同感教育 

3.1.1. 设立国家意识委员会 
在新加坡这样的移民国家，政府一直认为树立“我是新加坡人”的意识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

能够凝聚起所有人民的力量，推动国家的发展。早在 1988 年，新加坡政府专门成立了“国家意识委员会”，

通过该机构全面负责新加坡的国家意识建设，增强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以推动新加坡长治久安。比如，

在国家意识委员会的组织和指导下，新加坡开展“国民意识周”、“全国忠诚周”等活动，使青少年在

积极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不断增强“我是新加坡人”的意识。新加坡立足于国家实际，在国家层面设立专

门的意识机构，对国家意识教育进行顶层设计，从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厚植青少年的家国情怀，不断提

升青少年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3.1.2. 颁布认同感教育的相关政策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曾说：“我国国情特殊，必须特别重视国民教育，否则无法将下一代凝聚起来。”

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国家认同感教育，一方面将国家认同感教育看作是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重要

方式，另一方面也看作是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关键。1997 年，新加坡教育部费时半年、耗资 40 万新元拟

定了国家意识教育计划，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制作《我们是新加坡公民》的教育电视节目，

希望能够在节目中向学生教授“社区精神、效忠与归属感、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能力、法律与秩序、实

际的期望、权力与责任”六大核心观念[4]。二是带领青少年游览国家名胜古迹和开展区域游学计划，目

的主要是让青少年了解不同种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三是提供关于国家知识的配套资料，使学生进

一步了解新加坡的国情及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简言之，在新加坡制定的相关政策的有力保障下，青少年

对国家、种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不断提升了青少年国家认同感教育的效果。 

3.2. 把学校作为开展认同感教育的主阵地 

3.2.1. 将认同感教育渗透到青少年课程学习过程中 
新加坡高度重视学校教育对于培养新加坡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新加坡政府要求所有学校通过各种

形式的活动和相关课程的学习来增强学生的国家归属感和社会责任感。第一，在青少年的社会研究课程、

历史课程中渗透着各种“国情”元素。比如，社会研究是一门综合性的课程，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学

生的公民能力，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培养公民意识。通过关注一些社会存在的问题，增强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新加坡的历史课程指出，要让学生通过了解国家发展的历史，培养其民族自豪感和使命

感。同时，也警示青少年要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担负起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责任和使

命。第二，在品德与公民课程中强调认同感教育。2014 年实施的品格与公民课程充分融合“21 世纪技能

框架”内容，以核心价值观为基础，要求学生形成身份认同感。例如在中小学阶段《好公民》一书中，

突出强调了热爱祖国、忠于祖国等方面的教育；在《公民与道德教育》一书中，则重点讲述种族与宗教

团体的文化与传统，加强学生对不同种族人群的认识与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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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将认同感教育贯穿到青少年课外活动中 
除了课堂教学外，国家认同感教育还切切实实的贯彻到了青少年的课外活动中。为了让学生将理论

学习与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还组织开展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旨在通过开展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个性和

团结合作的精神。新加坡学校在每天的升旗仪式上通过让学生齐唱国歌和背诵誓约来培养学生的国家自

豪感；通过制服团体活动来灌输国家价值观，培养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使其成为新加坡的好公民；通

过艺术表演团体，培养学生高雅的品质，能够欣赏多元种族下丰富多彩的文化……通过多样的课外活动，

在潜移默化中加强了对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教育，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3.3. 注重社会活动，加强实践锻炼 

3.3.1. 积极开展社区服务计划 
新加坡中小学不仅在课堂上和课外活动中实施国家认同感教育，而且还重视加强社会实践环节。由

于新加坡特殊的国情，社区作为构成国家的基本单位，是连接居民和政府的纽带，这已经成为新加坡公

民与道德教育的重要战场。为了从小培育新加坡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责任感和归属感，社区自治委员

会定期组织居民开展慈善义卖、尊老敬贤、清洁计划等活动。比如，青少年可以照顾自己所“领养”的

小动物，也可以帮助需要帮助的老年人。通过社区服务计划，学生在实践中深刻地理解和体会到了作为

国家公民的责任，进一步强化了其服务意识。 

3.3.2. 充分发挥节假日的育人功能 
节假日的育人功能是显而易见的，新加坡把它作为培养公民效忠国家、献身民族的重要载体。为了

增进“我是新加坡人”的身份意识，新加坡抓住每年的国庆日、国际劳动节、国际儿童节等政治性节日

来强化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感教育[5]。比如，每年的 8 月 9 日是新加坡的国庆日，在 6 月份就能看到在大

街小巷飘扬的国旗；在地铁、公交上，可以看到为庆祝国庆日制作的大海报。由于新加坡种族复杂，不

同的种族都有自己相应的节日。自此基础上，新加坡实行“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政策，允许不同的

民族有不同的节日和文化，并要求在学校教育中，加强不同民族的学生对彼此文化的认识，引导学生接

纳和包容各个民族的传统和文化[6]。 

3.4. 重视家庭教育在认同感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指出：“家庭把社会价值观念潜移默化的传授给下一代。”[7]新加坡政府认为

父母是培养青少年热爱祖国、忠于祖国的重要力量。父母要为孩子的国家认同感教育创造良好的家庭氛

围，并将“爱、敬、孝、忠、和”的家庭价值观融入到日常道德教育中。通过实践，不断强化孩子的道

德认知，磨炼其道德意志，形成良好的习惯。比如家长要让孩子在做家务的过程中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在参观艺术馆、博物馆的过程中增长见识，培养情操；还要经常和孩子进行沟通，从心底尊重孩子，密

切关注孩子心理健康变化。另外，家长日常的生活方式甚至举止言谈都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的健康成

长，因此家长必须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4. 新加坡青少年认同感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新加坡与中国在历史与文化等方面有很多相似性，新加坡国家认同感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可以给

我们带来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4.1. 国家要高度重视认同感教育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坚定地认清国家主权仍是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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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和最根本的属性，强化国家认同感教育仍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课题。第一，相关教育行政部

门应提高国家认同感教育的重视程度。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开

展认同感教育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民族认同。因此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强对国家认

同感教育的总体规划和引领，有效发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国家认同感教育中的保障作用。第二，要进

一步完善国家认同感教育的相关政策。我国目前已经出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教育政策，但相关政策还应随着社会发展和实践变化不断完善。第三，国家

方面要加强对认同感教育的宣传和引导。依托互联网平台，结合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创新认同感教育

方式，进一步提升教育吸引力。 

4.2. 发挥学校认同感教育主阵地的作用 

学校是国家认同感教育的主阵地，要通过学校教育来加强青少年对国家的热爱与认同。第一，学校

应该优化国家认同感教育的顶层设计。国家认同感教育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学校既要根据青少年的

成长规律，又要结合教育规律做好不同年级学生认同感教育的总体规划，只有这样才能将认同感教育落

到实处。第二，要在核心课程中贯穿国家认同感教育。例如在语文、历史、政治等课程中应将国家认同

作为重要的课程目标，着力培养学生的政治素养，并针对教育目标，结合学生身心实际，合理选择和组

织相应的课程内容。第三，要通过多种途径来加强国家认同感教育。要利用班会、团会活动，抓住时政

热点问题开展国家认同感教育，解答学生思想困惑与价值迷茫；要严格规范中小学升旗制度，通过国旗

下讲话和奏唱国歌强化学生的国家观念；要利用国庆节、建党节等重要节日进行国家认同感教育，使学

生在节日氛围中，不断增强民族自信，抒发爱国情怀；要积极开展辩论赛、趣味知识竞赛等活动丰富青

少年的校园文化生活，不断实现国家认同感教育的常态化。 

4.3. 注重活动实践，强化青少年的认同感教育 

既重理论，又重实践是新加坡开展认同感教育的一大特色。新加坡政府、国家和学校采取了一系列

切实有效的措施，真正的将国家认同感教育落到实处。因此，我们应该借鉴新加坡的有益做法，强化实

践在国家认同感教育中的作用。第一，学校要坚持实践。要充分发挥实践育人的功能，青少年国家认同

感教育的目标的确定、内容的选择等都要基于实践这个标准并把实践作为培养青少年国家认同感的重要

方式。第二，要鼓励青少年主动进行实践。在对青少年进行教育时，要让青少年明白国家认同感教育不

仅仅是意识和观念，更是关系到青少年的成长成才。教育者要让学生自觉将个人成长成才和国家前途命

运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实践活动，强化青少年对国家、制度及文化的认同。如组织学生观看红色影片，

让青少年了解国家历史，真实的感受国家发展变化；利用红色教育基地，让青少年感受老一辈革命家对

国家的浓厚情感，让他们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也可以借助一些重要节日开展青少年国家认同

感教育，让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 

4.4. 构建全方位教育体系，营造全员育人的良好氛围 

在新加坡，学校、家庭和社会形成三方合力，以学校教育为主导，家庭教育为基础，社会教育为辅

助。因此，要充分调动学校、家庭和社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教育合力，共同促进教育目标的实现。

第一，发挥家庭的基础性作用。家庭是青少年的第一所学校，是接受教育的第一港湾，讲好“人生第一

课”是家长的职责所在。家长要从小培养孩子对国家的认同感，可以经常带孩子去红色景区和历史名迹，

让孩子在观赏游玩的过程中，感悟民族精神和民族力量，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第二，可以充分调动社

会力量，形成良好的社会联动效应。社会可以为学生提供实践场所，号召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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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人翁的意识为国家的发展献言献策，在自我发展中不断增强责任担当意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一份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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