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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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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精神是指公民个体或社群在现代公共生活形态中所具有的超越自身狭隘眼界和直接功利目的，以全体 

公民和社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为依归的价值取向，关怀公共事务、事业和利益的思想境界和行为态度。在当前中 

国的经济社会转型期，加强公共精神的培育既是坚定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重建民族精神的需要，也是提高公民 

素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的需要。青年大学生作为公共精神培育的重要人群，却普遍存在公民知识不足、 

公民技能缺乏、公民品性有待修炼等问题。培养当代大学生的公共精神，应着力促进自觉反思，提高学生的道德 

认知能力；激发问题意识，厘清学生的公共价值观念；加强多元整合，促进学生的公共精神建构；拓宽公共空间， 

加强学生的民主实践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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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提出， “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 

周年时，实现现代化” ，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已经进入“倒计时” 。纵观党的十八大报告，无论是确 

立“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规划“五位一体”的 

战略布局， 还是提出 “建设美丽中国” ， 实现 “中国梦” ， 

都不仅指明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美好愿景，而且体现了 

我党对现代社会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彰显了中华民 

族对子孙、对世界负责的“公共精神” 。大学生群体作 

为“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新生力量、 “实现现代化” 

目标的中流砥柱，应大力加强他们公共意识与公共精 

神的培育，这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 

“中国梦” 的必然要求， 也是其成长成才的迫切需要。 

一、时代呼唤公民公共精神的培育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公共生 

活领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展，深刻地影响着人们 

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及生活方式。国家对身处这个 

时代的每个人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从“增长就是一 

切”“一切为了增长”的错误思想下解放出来，更加重 

视“公共目标”作为价值衡量的尺度。而要做到这一 

点，首要的便是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 。 

(一) 公共精神的内涵 

“公共精神”是公民意识的产物，也是公民伦理 

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罗伯特·帕特南指出： “公共精 

神是孕育于公共社会之中的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和政 

治价值层面的以公民和社会为依归的价值取向，它包 

含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负责任等一 

系列最基本的价值命题。 ” [1](113) 即公共精神是指公民 

个体或社群在现代公共生活形态中所具有的超越自身 

狭隘眼界和直接功利目的，以全体公民和社会整体的 

生存和发展为依归的价值取向，关怀公共事务、事业 

和利益的思想境界和行为态度。 

公共精神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公共生活领域中 

生成，涵盖民主法制精神、独立的人格精神、公平正 

义精神、社会公德意识、公共的生态伦理意识和自制 

自律意识等内容。它包括公共意识、公共关怀和公共 

参与三个方面。其中，公共意识是公共精神的内核， 

表现为公德意识、协商合作意识和法治意识，是公民 

自律、担负责任与义务的理性根据。公共关怀是公共 

精神在态度层面的体现，是公民对公共利益和价值、 

公共事物、公共秩序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自觉关心、关 

注的态度。公共参与是公共精神在行为层面的体现， 

是基于对共同利益和价值的体认、关怀而自觉生发的 

行为。 [2] 

应该说，公共精神建立在公民对自我角色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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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对社会定位的确切把握、对价值诉求的深刻体 

认之上。在公共精神熏陶和影响下的思想、观念、情 

感， 将成为支配人们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强大力量， 

有利于增强人们的价值认同感和凝聚力，有利于实现 

公民与国家和谐互动。 
(二) 公共精神培育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第一，是坚定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需要。马克 

思提出并论证的理想社会是自由、丰裕、公有和民主 

的世界，在这里，个人不再是阶级的成员，并且与共 

同体之间已经消除了异化与对立关系。在中华民族走 

向复兴的历程中，同样需要每一个公民具有“共同体” 

思维，促使自己与他人、与社会联系起来，并能够于 

一个更广阔的整体中理解自身。在当前社会转型呈现 

出的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社会信仰多 

元化的发展态势下，公共价值观的确立对于公民思想 

的疏导、公共行为以及公共精神的生成具有直接的通 

融作用。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共精神” ， 

将决定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并为解析马克思的社会 

理想提供全新的理论思路。这对坚定马克思主义社会 

理想，进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凝聚力量共 

同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是重建民族精神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需要。 

“公共精神”的前提是对个人意志的普遍尊重，可以 

说是重构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新的理论维度。 应该说， 

民族精神与公共精神是“双向建构”的：民族文化的 

创新吁求并培育民族文化之“理性”精神品质；国民 

公共生活实践从观念上引领并呈现民族生存与生活方 

式的现代样态；现代“公民社会共同体”将拓展新民 

族精神的创生空间[3]。同时，公共精神的培育离不开 

公民素质的提高。而公民素质的提高体现在公民具有 

伦理意义上的道德底线、法理意义上的公民素养、文 

化意义上的道德情怀和心灵意义上的爱的能力。 因此， 

公共精神在社会发展与进步中发挥着精神动力的巨大 

作用。

第三，是提高公民素质和完善道德人格的需要。 

当前，在道德价值观多元化态势下，公共精神作为一 

种价值理想和价值精神，浸润了时代的特色，为道德 

人格培养提供了方向。公共精神中蕴含的公平、正义 

等价值追求，强化了人们的道德良知，驱除贪婪和自 

私，使人们更了解自己的权益和责任， 引导人们求真、 

向善，达到心理和谐。在不断的公共生活的体验和公 

共思想的碰撞和认同中，在公共责任的理性驱动下， 

公民个人素质和修养得以提升。其间孕育和迸发的公 

共情感，更能够指引人们摆脱旧的道德观念的束缚， 

以激情和向上的精神面貌投入到社会进步的事业中 

去。 

第四，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的需要。随 

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分 

化和社会结构转型，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内 

容、方式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质疑思想政治 

教育效用的同时，甚至有人认为，应当用西方的公民 

教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然而，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 

到，思想政治教育和公民教育是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政 

治社会化手段，是两种不同社会结构下的产物 [4] 。当 

前我们强调公共精神塑造的同时，应努力将思想政治 

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变迁结合起来，借鉴西方公 

民教育的有效内容和方式，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向公民 

教育的延伸和转轨，而不是简单的摒弃。 

二、 大学生公共精神欠缺的现状与原因 

当前，青年大学生作为公共精神培育的重要目标 

人群，帮助他们加深对公共生活的体验、增进对公共 

思想的认同，引导他们承担公共责任和义务、驱动他 

们的公共行为，已经成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不容回避 

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 大学公共精神的欠缺的表现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学由社会边缘的象牙塔 

走向社会的中心，职业性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公共性 

越来越被忽视。不少学者关注到了这一现实，并进行 

了研究，在大多数研究中，对大学生公共精神的现状 

表述为：独立人格意识缺失、权利意识与义务意识失 

衡、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不足、批判性思维欠缺、自 

主自律意识不强等等。这里，将大学生公共精神欠缺 

的现状归结为三点： 

第一，公民知识不足。公民知识，也就是公民应 

当知道什么。教育的实践表明，很多大学生公共意识 

薄弱的根源是对问题的模糊认知。我国大学生具备的 

公民知识现状表现为基本概念知识较好、具备基本的 

法律和政治常识、但对权力和义务的知识了解不够具 

体，受性别和专业影响较为明显 [5] 。大部分学生对于 

政府及其职能、政治体制的基础、民主在政府中的体 

现、国家与世界事务的关系、公民在政治体制中的地 

位等方面缺乏一定的认识。 

第二，公民技能缺乏。通常，公民想要行使其权 

利并履行其职责，不仅需要获得一整套知识，而且还 

需要获得相关的技能——智力的技能和参与的技能。 

基本的智力技能也称为批判性思考技能，公民必须对 

问题有着深刻的理解并掌握一些用来处理问题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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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比如识别与描述、解释与分析评估、立场与辩护； 

参与的技能指的是公民参与政治过程和公民社会所必 

需的技能，包括相互作用、监督和影响等。我国大学 

生公民技能的缺乏总体表现为批判性思考能力薄弱， 

参与政治生活不积极，或缺乏必要的民主实践锻炼。 

第三，公民品性有待修炼。公民品性，如法国社 

会学家托克维尔所称“感情的习惯” ， 对于维护和改善 

宪政民主是必不可少的 [6] 。公民品性与公民技能一样， 

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养成的，是在家庭、学校、社 

区和团体中不断学习和体验的结果。它除了涵括那些 

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所必须的普遍道德标准以外，更 

侧重于奉行符合民主制度原则的道德品性。当前，在 

市场经济和应试教育“双重”背景下培养的大学生， 

总体表现为政治关注度不够、价值观念模糊、行为不 

确定性增加，对事关个人利益的事情趋之若鹜，对集 

体和社会利益漠不关心。大学校园里作弊、假贫困生 

等事件等引发的诚信危机，评优、入党的功利化倾向 

就是最好的例子。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 “ 《理想大学》 

专题研讨会”上，曾语惊四座地指出： “我们的一些大 

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 

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 

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 

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这说明部分大学生 

自私自利、 公共意识的缺乏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二) 大学公共精神欠缺的原因 

大学生公共精神欠缺的原因，有人认为是“环境 

决定” ，大学不是独立存在的社会客体，它受制于生产 

力、 经济基础的现实； 也有人认为是大学知识分子 “原 

生态”人格的丢失，必须从自身检讨责任；还有人乐 

观地认为，因为当前整个世界大学正处在高等教育发 

展史上的十字路口，我们大可不必妄自菲薄、悲观失 

望。而仔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不难发现一些更深层 

次的原因。 

一是传统文化的影响。民众的公共精神是在长期 

的公共生活中孕育和培养出来的，它依附于一定的政 

治文化，并通过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而 

实现。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于“皇权至上”的政 

权架构和“天道伦理”的儒家文化架构，严重缺乏公 

共生活空间，制约了公共精神的生成，这实际上也是 

现今我国团队意识和集体意识不足的一个文化根源。 

在封建伦理秩序影响下的中国人长期忽略自身的权利 

和责任意识，虽然随着社会进步和新媒体、网络技术 

的发展，人们的自由平等意识逐渐觉醒，但现实社会 

中权利责任对等的概念仍十分薄弱，一味只强调自身 

的权利，而忽略责任和义务的也大有人在。传统文化 

对大学生的影响表现在，他们更倾向于从个人、家庭、 

家族的角度出发，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愿意去维护抽 

象的法律原则和道德原则，大学生卓越的眼光和超迈 

的胸襟逐渐被市侩、虚荣、世故所取代。 

二是专业化的冲突。一方面，一些大学沦为了学 

生就业的职业技能的训练所，只重视专业知识学习和 

专业技能的培养；一方面，学生和家长也更倾向于上 

大学是为了获得一种资格、得到一纸文凭、谋得一份 

好工作。于是，热门专业供不应求、实用知识备受青 

睐，考级、拿证成为时尚。在这种局面下，大学生勤 

奋、迷茫和焦虑总是交织在一起，他们不再持有超越 

的价值和乌托邦的理念。大学的人文精神消失殆尽， 

失去了其“精神城堡”的本义，富有创见和批判性的 

讨论被专业性很强的工具理性方式取代，无论是学生 

还是老师都习惯从技术的层面分析问题，批判反思精 

神弱化。 

三是体制化的桎梏。市场经济背景下，大学在激 

烈的生存竞争中“迷失”了自我，忽视了对学生精神 

的陶冶以及公民知识、公民技能的培养和训练。在当 

前的大学办学体制中，无论是教师、职工还是学生， 

实际上已经严重“体制化” ，他们依附于体制，谋求自 

己的最大利益，并习惯于“体制化生存” ，即将体制内 

化为自身的价值标准，最终使得自我异化。在体制内 

培育的青年大学生，学习成了机械训练和应付考试的 

枯燥过程，他们更多地按照资本的逻辑不断扩张自己 

的生活利益，失去了独立的价值标准和自身的学术品 

位，大学生群体逐渐失去了跳出体制框架思考问题的 

能力，公共责任感也随之弱化、消弭。 

三、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路径选择 

大学教育“知识论”和“工具理性主义”所带来 

的现实危机，迫切需要我们把向外诉求的目光转向审 

视人本身。塑造大学生公共精神重在教育，那么如何 

保证教育的有效性呢？从哲学解释学视角审视这个问 

题，也许能得到一些启示。 

哲学解释学是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实践哲学， 

它从本体论的维度研究思想文化客体的理解目的与接 

受效果等问题。哲学解释学认为，理解是人的存在方 

式，这启示我们： “人作为理性的、有目的的存在物， 

他对世界的理解与解释方式决定着他的行为方 

式。 ” [7](404) 因此，要培育大学生的公共精神，促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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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利公行为的产生，就必须要促进其理解并接受 

公共道德和价值规范。而理解的实现是一个通过“对 

话”达成彼此间视界融合的过程，我们可以通过“视 

界展开、对话交流、视野融合、外化践行”这四个阶 

段来尝试提出一些教育对策。 
(一) 视界展开：促进自觉反思，提高学生的道德 

认知能力 

美国学者库柏认为，在现代条件下，公民不仅需 

要拥有承诺公共善的性情，而且必须能够理解它，正 

是这种对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联系的体认，促使公民 

主动进入公共领域，追求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 

在“视界展开”阶段，大学生在教育者的引导下 

进行自觉的反思，使自我视界逐渐展开。一般而言， 

教育着与受教育者的视界之间存在着先进与落后、应 

然与实然的矛盾。把握好这一对矛盾，并通过教育者 

的有效引导，使之转化为受教育者的内在认知矛盾， 

是有效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发生的重要途径。 

以广受欢迎的哈佛大学公开课 《公正， 该如何做是好》 

为例，迈克·桑德尔教授从一个个道德情境出发，有 

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为主 

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 

从而帮助学生理解、促进学生的心理机能得到发展。 

这给予我们两点启示：一是教育者(引导者)的作用十 

分重要。他们必须能够激发学生的道德情感，努力调 

动学生自觉地反思自我视界，使之呈现于显意识的状 

态中，从而使外在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通过自觉反 

思形成自我体认的道德认知。要做到这一点，对教育 

者的素质有着极高的要求，因此必须要重视教育者的 

培训，使其具有良好的公共素质与修养，尽量避免因 

其自身理解和诠释能力的不足而导致“传导”失效。 

二是必须对接受客体(即公共观念、道德规范等)进行 

选择和建构，为对话的开展准备条件。这就要求我们 

必须充分挖掘和整合所有的课程中的公民教育资源， 

进一步加快适应新时期新情况的公民教育课程和教材 

体系建设，以帮助大学生建立较为完善的公民知识体 

系， 为公民实践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和价值判断标准。 
(二) 对话交流：激发问题意识，厘清学生的公共 

价值观念 

哲学解释学认为，理解过程就是“对话”的过程。 

随着高等教育扩招，教师比例的严重不足，师生接触 

日益减少、关系日渐疏离。师生交往匮乏已成为当前 

中国大学校园的一个普遍现象。针对这种现状，我们 

每个人都有责任重新去关注交往的方式，而不是小心 

翼翼地关闭自己、或是把深沉的精神交流变成浅显的 

日常谈论。 从具体问题出发， 促进师生交往与 “对话” ， 

对于学生厘清公共价值观念是十分必要的。 

具体地说，在对话的内容上，我们应围绕“形而 

上”“形而中”“形而下”三个层面引导大学生对社会 

现实加以关注。 “形而上”层面， 涉及关于死亡、宗教、 

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等问题； “形而中”层面，涉及社 

会制度与公正、社会发展方向、人类远景，以及日常 

生活的价值、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人与社会的生 

态学联系等问题； “形而下”层面，则涉及关注社会边 

缘群体、社会底层处境等等。对话的形式上，可以依 

托社团、辩论会等校园文化载体，或是学生乐于接受 

的网络新媒体展开。走在公民教育前列的西方国家的 

高等院校一些做法也值得我们借鉴，如哈佛大学和耶 

鲁大学以“院长茶会”的形式邀请社会上的知名人士 

与学生座谈公共领域的各类问题。来自不同专业、不 

同阶层的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进行辩论、探讨， 

这样就打破了专业和社会阶层的界限，培养了学生从 

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的能力。经过在这样的熏陶，学 

生的参与能力、批判思维能力、与人合作的能力都得 

到了发展，而且对社会主流公共价值观念有了更为深 

入的了解。 
(三) 视野融合：加强多元整合，促进学生的公共 

精神建构 

哲学解释学认为，在“视野融合”阶段，接受主 

体与思想文化客体是两种不同视野之间的相互建构： 

一方面， 接受主体在选择性接受和创造性接受的同时， 

使自身认识结构得到更新；一方面，通过接受主体的 

重新阐释、理解和构造，思想文化客体得以丰富和发 

展，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因此，这一过程有利于改造 

学生对公共问题的认知，也有利于公共道德、公共价 

值规范的完善和发展。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价值观念 

多元化，公共精神打上了我们这个时代深深的烙印， 

如何从本国国情出发，突破传统的公民教育模式，造 

就具有全球开放意识、 蕴涵多元文化、 拥有共同伦理、 

善于与他人合作共事的全球公民，成为当前我国公民 

教育的时代挑战。这要求我们以开放的视野，从制度 

层面、文化层面、社会层面进行整合，发挥文化的浸 

润作用，培养青年大学生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具有 

大国国民的心态与胸襟，超越对自身所属专业的局限 

性关怀，参与到对真理(truth)、判断(judgment)和时代 

之趣味(taste)等这样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探讨中来 [8](2) ， 

从而丰富和建构其公共精神、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四) 外化践行：拓宽公共空间，加强学生的民主



政治与社会 曹玲，胡凯：当代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刍议  157 

实践锻炼 

公共精神培育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们在公共视野 

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根据这一目的，思想 

政治教育接受过程不应该终止于“内化”阶段，而应 

该是“外化践行”阶段。 

当前，我国大学公民教育必须重视营造校园环境 

与文化氛围、培育大学生公民社会组织、进一步整合 

“校园、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生活公共空间，并 

以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为平台促进公民教育的外 

化与践行，以解决公民教育中的理论学习与现实生活 

“两张皮”的现象。具体来讲：一方面，要帮助大学 

生正确理解社会实践的内涵与实质，将其模糊的、脆 

弱的、不稳定的志愿服务意识逐步内化为自身的信念 

和行为习惯；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大学生在社会实践 

中的主体性作用，激发他们参与的热情与主动精神， 

引导他们把个人价值的实现与服务社会结合起来。当 

然，还必须重视全面推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制度化、 

规范化和生活化，努力形成支持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浓 

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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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pirit cultivation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CAO Ling, HU Kai 

(Marx’s Colleg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Public spirit refers to a mental stature and behavior attitude of individual citizens or community in modern 
public life, which can transcend their narrow horizon and direct utilitarian purpose, thus having a value orientation fo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all citizens and society as a whole. The students also care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 public 
affairs, public utility and public interests. In the current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to strengthen and foster 
Chinese public spirit is both the needs of  firming Marxist social ideals, re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also the 
needs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itizens, promoting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population of public spirit cultivation, young college students are widely lack of civic knowledge, civic 
skills,  citizen  qualities, and  so  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Hermeneutic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pose 
educational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stages: broadening the horizon, starting a conversation, fusing the 
view and externalizing the practice.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we should promote the conscious reflection  to improve  the 
moral cognitive ability  of  students,  stimulate  question consciousness  to  clarify  students’  public values,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to  construct  the  public spirit,  and  broaden  public  space  to  strengthen  students’  democratic 
practice.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public spirit; moral cognition; public values; quality of citizens; philosophy hermeneu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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