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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民主國家自稱，選舉制度也已實

施多年，然而許多社會問題，仍然要靠抗

爭，甚至以更為激烈的手段來尋求解決，顯示

政治制度與民主的精神仍未落實，其原因與

公民素養之不足有重要關連。當邁入二十一

世紀後，國際間的競爭仍然激烈，各國均致

力提高國家競爭力，以改善生活環境及提升

人民素質，不過在追求發展的過程，同時提

升國民倫理道德與社會責任，共同增進全體

人民的福址，至關重要。因為幸福指數並非

僅等同於金錢指數，必須是社會中的每一個

人，都能擁有安居樂業的生活，彼此具備關

懷弱勢與利他的精神的公民素養，方刻有

成。雖然公民素養的重要性不容置疑，然而

如何讓國民具備公民素養才是關鍵，因此，

公民教育重視與落實值得關切。

㆒、公民素養內涵

公民素養包括認知、技能及情意。在公

民認知層面：如國家制度與社會文化、民主

政治的發展與制度、政府組織與運作、民主

法治的基本概念、經濟與環境認知等。在技

能層面：如參與民主議事能力、監督政府施

政、關心公共議題及個人溝通表達技巧等。

在情意層面：如修養個人品德、理性溝通、

利他精神、尊重人人平等的價值與公共利

益。總之，公民素養涵蓋個人內在德行之修

己功夫，也注重人際互動之關係，更關心國

家社會與人類整體的福祉。

在現代化國家，隨著人類社會發展，觀

念思潮日益開放多元，公民素養的範疇也同

時擴增，傳統個人道德觀念、現代民主法治

仍然重要，然而生命教育、自然生態、媒體

識讀能力、公共意識也逐漸重視，甚至人權

理念、永續發展、環境美學及公民責任等等

都在公民素養範疇，顯然現代公民素養需多

面向關懷，具體而言涵蓋：個人自我、群己

關係、人與自然及社會的互動關聯。

公民素養無法生而具備，必須仰賴教育

的力量，因而公民教育日益重要。公民教育

不僅培養國民成為獨立自主的個體，也是凝

聚國家共同意識的重要力量，基於教育為未

來生活作準備的理念，學校教育歷程，就必

然是公民教育最好的培育場域與實習場所。

不過，端賴學校教育之功效，並不能畢其功

於一役，尚須家庭與社會教育的配合。

㆓、公民教育養成

公民教育首先應以自己及家庭教育為起

點，由瞭解個人特點、家庭文化開始，進而

擴及其他家庭與社區；家庭中父母的身教言

教及以身作則影響最為深遠，如能從小培養

子女明辨是非與子女建立良好關係，彼此深

化親子之民主素養及品德教育，然後關懷家

庭及社區，培養其公民參與能力，以善盡公

民責任。

在新住民加入，政黨輪替及族群認同等

因素衝擊下，目前台灣社會，不論在政治意

識、社會文化、思想觀念、理念價值等方

面，都已明顯呈現多元化社會的現象，但是

公民基本素養上，許多民眾仍然欠缺民主、

開放與多元的素養。因而，在學校教育階段

中，基於多元文化及民主教育的需求，應在

學校課程中，納入公民素養的培養與學習，

引導學生能具有同理心，從他人的角度思

考，學習接納與包容不同觀點，並能透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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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和諧的有效溝通來互動與共存等公民所

必備的基本素養。

在公民教育教學上，應教導學生瞭解現

代政治、經濟、社會、法治等方面的知識，

以促使學生具備現代社會所應有的涵養，在

教學方式上經由討論溝通，讓學生真正思考

感受民主社會平等自由互動的道理，並能發

展勇於獨立思考分析，又能反省批判的現代

化公民。

在校園內有許多公民教育體驗，如透過

民主機制，選舉產生自治幹部，進而培養學

生的領導能力；藉由參與討論機會，形成共

識和決議以解決問題；也在參與社團活動，

進行志工服務，討論公共議題及參與社區事

務等活動中不斷累積公民意識，達到公民教

育的成效，都有助公民素養的培養。

社會教育機構，應在講座中提供現代公

民素養有關的內容，範圍涵蓋健康講座、知

識經濟、語言學習、環境永續、心理輔導、

認識自然、弱勢族群等相關議題；媒體教育

則應讓不同意見者有發聲機會，由公開討論

的過程，讓國民能發展理性客觀思考與開放

的視野，這些作法在當前社會中日顯得重

要。因為國家的未來建立在人民的積極參與

之上，而各項公共議題上積極參與，正是對

社會和國家抱持歸屬感和責任心及認同公民

身份的具體展現。

㆔、結語

公民素養包含的範圍相當多元化，並非

僅限政治之權利及責任，還包括了一個健全

公民所必須具備的知識、技能、態度、價值

及德行。雖然我們號稱民主國家，多數民眾

仍未能表現出公民所需具備的公民責任和社會

參與能力，如能透過家庭、學校及社會教育歷

程，以實際的行動參與，體認公民教育實際存

在的價值，刺激自己對於公共事務的熱誠以及

能力，讓家庭父母、學校教師以及社會大眾三

方面攜手合作，培養具有豐富涵養與獨立思考

能力及理性的溝通、平等地對話的國民，必然

能有效培育公民意識、養成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的能力，達成公民教育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