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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民性是民族传统文化在国民身上的特性体现，在意识、心理和行为中以稳定形
态展现出来，是国民意识、国民精神等的总和，具体表现在民族思维方式、民族精神与核心价值
观之中。自觉培养以现代国民精神为核心的国民性必要而迫切，当前的教育实践丢失了国民
性，体现为国民性在教育方针中被淡化、在课程中受排挤、在校园文化中遭忽视诸方面。学校
教育应具有清晰的国民性培养目标，凸显课程与教学的民族文化传承功能，为国民性培养创造
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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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发展转型期，再提

国民性培养这一话题，从教育学视域出发审慎分析

国民性培养存在的问题，深入探讨“国民性”以回答

实践问题，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本文拟从国民性

的意蕴、特征和具体表现着手，通过国民性培养的必

要性与迫切性及存在问题的剖析，提出国民性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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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育的实践诉求。

一、国民性解读

有关“国民”的思想，古今中外早已有之。“国民

性”的批判和反思是中国近代以来研究的重点，学术

界从不同视角进行过诠释和分析。国民性内涵及其

特征的理解是进行相关研究的基础。

１．国民性的内涵

西方语境 中，“国 民”源 于 拉 丁 语“ｎａｔｔｏ（ｎ－）”，
英文为“ｎａｔｉｏｎ”。与“ｎａｔｉｏｎ”相关 的 概 念 是“ｎ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或“ｎ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意思是“国民性

格”或“国民特性”。在中国，“国民性”由梁启超等晚

清知识分子从日本引入，属于“先由日本人以汉字的

配合去‘意译’（或部分‘音译’）欧美语言的词，再由

汉族人民搬进现代汉语里面来，加以改造而成的现

代汉语外来词”［１］。中外词源的含义并没有实质性

区别。“ｎａｔｉｏｎ”意为“国家、民族、国民、种族”，偏指

民族国家，如中华民族，强调拥有国家权利。“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有“（人的）性格、（地方的）特点、（某地人具有

的）特 点”之 意；“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作 为 名 词 用 有“特

色”、“特 征”的 含 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或“ｎ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指作为群体的民族或种族特点，中文

指一个民族国家（或一个地域）大多数成员在一定时

期内普遍具有的观念意识、社会心理行为方面固有

的特征，两者都强调群体或民族的趋众特征、综合特

征。
国民性不仅是一个心理学概念，也是一个文化

概念和政治概念。它是一个民族国家长期以来形成

的传统文化在国民身上的性格体现，并在思想意识、
社会心理和行为中以稳定形态表现出来，是国民意

识、国民精神、国民人格的总和。

２．国民性的特征

（１）公共性与个体性。“国民”可从群体和个体

两个层面来理解，“国民性”亦能从总体和个体的特

征来剖析。从总体看，“国民性”是一国国民共有的，
是历史文化习性的积淀。因为人是一定社会的存在

物，受相关社会环境、政治制度、文化习俗的影响，在
相互交往中形成共有的群体性。如中庸思想、孝悌

思想都是中国国民性的体现；追求实用、崇尚自由是

美国国民精神的写照；“菊花与刀”———好美与好斗

是日本国民兼具的矛盾性格。从个体看，“国民性”
具有个性，即在同一国家内不同民族或不同地域的

个体具有的特质。某些特质在不同民族或地域出现

的概率，对个体产生影响的程度不同，从而成为某民

族或者某地域的个体特性。“千古中国，万种民性”

正是个体差异性的体现。
（２）历史性和时代性。国民性是历史文化的产

物，随历史而发展；时代性是各民族在同一时代或社

会发展阶段表现出来的时代镜像。国民性的历史性

和时代性是“源流关系”。即时代性源自历史性，但

“源”并非“流”，时代性的“流”具有某些新质，即“时

代性”随 具 体 历 史 时 期 而 变 化；“流”又 不 能 脱 离

“源”，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流”。从历史性看，国
民性是纵向的发展，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新的

民族文化的不断吸收、融合；从时代性看，国民性是

横向的扩展，是与不同民族文化的冲突、交流。纵向

发展是保持国民性的“粘合剂”，横向扩展是形成国

民性的“催化剂”。这两种不同的取向是相互联系、

相互推动的。国民性的历史状态决定其时代性发展

的程度，国民性的时代高度又加速或延缓其历史性

的变化。
（３）稳定性和可塑性。个体诞生时都会遇到先

于他而存在的国民性体系，这些外在的国民性体系

是在历史变迁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个体

必然受其影响而形成相对稳定的国民性，在日常心

理、行为中表现为持久的心理和行为。同时，国民性

又不是脱离现实、跨越历史、超越时空的静止不变的

形而上学实体，而是在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承和

时代变化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国民心理、观念和行

为。没有不变的国民性，时代在发展，历史在进步，

国民性也在不断变化。国民性的稳定性和可塑性使

其得以不断 传 承，使 国 民 性 教 育 成 为 必 要 和 可 能。

正是通过教育实践的显性作用及其潜移默化的文化

熏染，对国民产生精神、心理影响，国民性才得以扬

弃和发展。
（４）普适性与独特性。站在人的类特性的高度

而言，国民性具有普适性。人性的善或恶在不同民

族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并非具体某一国人所

独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人类共有的特性。

一定意义上说，“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国民性正是人性

的体现，每一个民族的国民性中总有一小部分内涵

交叉重叠，那就是体现为人性的‘共性’”［２］。同 时，

一国的国民性总是相对他国的国民性而言的，由于

受地域性差异，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制度、文化习俗

的影响，不同民族在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语言文字、

文化性格等方面都有一定差异，在特定地域中形成

自己民族特色的价值观念、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这
都是国民性独特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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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国民性的具体表现

（１）国民性体现在民族的思维方式之中。不同

的民族国家在特有的自然地域和漫长的历史发展进

程中，以各自的实践方式创造着属于本民族的文化，
也形成了独有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文化体系蕴含

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它构成了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

的思维传统，从而成为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精神遗

传’最根本的内容。”［３］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质是由其

民族精神决定的，各具特色的文化模式时刻影响着

生活于该文化时空中的国民的思维方式。可以说，
一种民族思 维 方 式 就 是 其 民 族 精 神 或 民 族 魂 的 体

现，是一个 民 族 国 家 的 国 民 性 在 思 维 方 面 的 表 达。
如中华民族在特定地理环境下，在自给自足的经济

形态、长期封建专制统治、强烈的儒家文化思想影响

下，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方式。这种思维

方式注重从整体上凭借直觉思维认识事物，而不善

于从不同层面把握对象、进行逻辑推理和分析。正

是这种思维方式使国民表现出重人伦、法自然、重中

庸等整体思维特征。
（２）国民性体现在民族精神之中。“在一个民族

的精神发展中，总有一些思想观念受到人们的推崇，
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这种最高指导原则

是多数人所信奉的，能够激励人心，在民族精神发展

中起主导作用。这可称为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亦

可简称为民族精神。”［４］如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

精神，促使仁人志士和革命者探索政治制度改革和

强国富兵之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以及探

索建设新中国，正体现了国民性的自强自尊。民族

精神是民族存在和发展的不竭动力，能够促进民族

的繁荣兴旺，激发个体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提升

人们的精神追求。因此，只有那些对社会和个体能

起积极作用的思想观念、心理情感、文化传统等精神

因素才可称得上是民族精神。可见，国民性和民族

精神均属精神的范畴，都涉及人的心理、精神、意识

等，通过社会习俗、生活习性、宗教信仰、语言等表现

出来。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国民

性中积极合理的内容是构成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
当然，二者不是简单的等同关系或包含与被包含关

系，而是相互交融、具有重叠性的关系。
（３）国民性体现在核心价值观之中。价值观是

民族文化的基本构成，是区别不同民族国家的基本

参照物，是促进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力量和载体。“社
会价值观正是国民性的内在重要组成部分，国民性

中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是其价值观的基础，价值

观的 变 革 取 决 于 人 的 社 会 心 理 和 行 为 方 式 的 变

革。”［５］核心价 值 观 是 民 族 国 家 普 遍 认 同 的 价 值 理

想、价值信仰、价值准则的集中反映，能够不断内化

为人们普遍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向往，成为实现远大

理想的精神支柱。“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

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

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它承载着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

直的价值标准。中国先人以‘礼义廉耻’为当时的核

心价值观，而今我们‘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
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６］，不同时代的核心价

值观都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传承，表达了

人们坚定的信念和美好愿望。对青少年学生来说，
要树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需要教育指

引又需要立志修行。

二、国民性培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国民性培养是对国民性的理性体认与反思，并

体现出促其向善的追求。古今中外，理性和善性都

被看作人类普遍具有的本质属性。当前提出培养国

民性问题，不只是批判其劣根性，亦非只肯定其优良

性，而是要给予正向濡化和价值关怀，从而淡化其劣

根性。从根本上说，国民性培养既要符合人性，又要

改造人性。

１．国民性培养的重要性

国民性 培 养 对 民 族 长 远 发 展 具 有 重 大 意 义。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担负着“成人”、“立德”
的重任，培养良好的国民特性关系到民族的长远发

展。以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为代表的先贤在民族

存亡的危机关头，希望通过国民性改造来救亡图存。
面对封建社会和传统文化中家族本位、宗法观念导

致的中国国民的自私、保守、奴性盲从与精神麻木，
他们大声疾呼“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７］，力主

“由立人而立国”［８］。如 梁 氏 所 言“凡 一 国 之 能 立 于

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９］。可见国民性对于

立国的重大历史作用。
国民性培养对个体的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

响。“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

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

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

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

可真正称之 为 现 代 化 的 国 家。”［１０］现 代 意 义 的 国 民

对民族情感、规 范、目 标 的 认 同 不 是 自 然 而 然 产 生

的，而是需要指引和规范，不断激发其民族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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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族责任感，从而提升个体的精神追求，引导其走

向有意义的精神生活。当前全球化带来的价值多元

使人们的精神家园日益失守，表现为精神生活的迷

茫与核心价值观的离散；在个体精神世界面临前所

未有的多元选择和挑战的情况下，对国民世界观、价
值观、理想、信念等社会意识及态度、行为等社会心

理予以培养和指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２．国民性培养的迫切性

就国内形势而言，国民性培养是构建核心价值

观的需要。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作为个体的人成为

利益主体和价值主体，由此导致利益和价值多元，必
然带来诸多价值观念的矛盾与冲突。价值多元化对

传统核心价值体系提出了重大挑战，当前迫切需要

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人们的一言一行，都潜在受制

于价值观，大 家 都 把 它 当 作 模 式，依 照 它 去 判 断 是

非，因而形成一种相当一致的‘基本态度’———社会

心理和行为方式，即所谓的国民性。”［１１］通过国民性

培养，能够濡化国民积极的心理和行为，涤荡社会转

型中消极、落后、错误的价值观念，解决现有价值困

惑，引导人们的价值追求，为个体的价值实践提供价

值选择的参照和标准，从而为和谐社会所需核心价

值观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
从国际形势看，国民性培养是保持民族传统文

化的需要。当今社会，全球化影响着世界各个角落。
“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既指世界的压缩，又指认为

世界是一个 整 体 的 意 识 的 增 强。”［１２］它 不 只 是 经 济

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更是文化问题。处于转

型期的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要经历文化的转型。随

着多元文化的传播交流和碰撞冲突，强势文化必然

对弱势文化进行渗透和压制。文化与国民性之间存

在着密切关系，不同文化模式决定着不同的人格特

征和行为模式。也就是说，不同文化模式能够塑造

不同的国民性。因此，国民性培养对于保护本国优

秀传统文化安全，抵御外来文化霸权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三、教育中国民性培养的缺失

国民性培养具有现实重要性和迫切性，需要教

育切实践行。然而，全面审视当前的教育，我们会发

现在教育方针、课程设置与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等方

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只有先正视这些问题，
才有可能解决国民性培养问题。

１．教育方针中国民性被淡化

新中国建国初期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是民

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把‘五爱’作为全体

国民公德”［１３］。１９５７年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 方 针：
“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

到 发 展，成 为 有 社 会 主 义 觉 悟 的 有 文 化 的 劳 动

者。”［１４］２０１０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明确提出：“坚持教育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分析不同时期的教

育方针，从强调民族的文化教育到培养社会主义有

文化的劳动者，再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可 以 看 出 国 民 性 的 教 育 目 标 逐 渐 被 淡 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在我们面临着日益密切的国

际交流和激烈竞争、东西方文化冲突和价值多元时，
教育学生保持优良国民特性及其民族精神是学校教

育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教育方针应该体现的时代

要义。

２．课程中国民性受排挤

课程在国民性培养中起着重要作用。以义务教

育阶段《语文》、《历史与社会》两门课为例，其课程目

标都提到了民族精神、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

培养。但语文课程在弘扬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方面

的教育功能并没有凸显：能够体现民族精神的文章

不多；传统优秀古诗文、文言文的学习侧重工具性价

值；宣扬中国民俗文化的选文如人教版·语文（八年

级下册）中的《云南的歌会》、《端午的鸭蛋》［１５］，虽然

为讲读课文，但实际教学侧重知识技能目标的达成；
普通高中有关民族传统文化主题的内容多为选修。
而且，语文教学中有关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常被简

化为单纯知识的教学。以苏教版·语文（四年级上

册）中的《天安门广场》［１６］为例，突出体现为：识字教

学、考虑分段；分析课文内容、找到能体现天安门雄

伟壮丽与方位的词语；进行“选词填空”、“寻找广场

建筑物”。然而，让学生体会天安门的壮丽雄伟和象

征意义，由此想到祖国的伟大，从而激发他们的爱国

之情等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目标并没有充分展

现。在重视字词掌握的同时，忽视了对热爱祖国语

言文字情感的培养。从一定意义上说，应试教育几

乎挤满了学习的时空，致使学生牢固掌握考试所需

的书本知识成为最终目标，情感陶冶、民族精神培养

以及其他知识的学习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挤。也正因

如此，英语作为“主课”所受重视达到“白热化”程度，
而作为承载 民 族 国 家 本 国 史 的 历 史 课 程 却 被 作 为

“副课”不受重视。“初中历史课时很少，高中阶段多

数学生根本就没有接受本国史教育；如果一些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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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完初中、高中即就业，他们将终生不再接受本国

史教育；即使考上大学，如果没有进历史系，也将终

生不再接受正式的本国史教育。”［１７］可见，代表优秀

民族文化的课程突显了工具功能，而培养国民性的

文化功能彰显不足，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

３．校园文化中国民性遭忽视

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是学校发展的推动力，也

是学生发 展 的“助 力 器”。它 以 不 同 形 式 作 用 于 学

生，传递着不同的教育价值观，是进行人文教育，形

成良好的道德和心理素质，塑造人生观、世界观的重

要途径。当前校园物质文化建设更注重硬件和显性

方面，忽视其软件和隐性文化作用。趋同化的校园

建筑难以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魂魄，也不能演绎成

文化符号对学生产生熏染。有些校园文化活动不能

集教育性、娱乐性和思想性于一体，娱乐功能过度，
教育功效不足；学生参与自由度不高，受到各种规则

限制；形式化较为严重，注重评比结果而忽视参与过

程；不能促使学生形成凝聚力、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价

值观以及民主平等精神；民族文化精髓的传承逐步

削减，西化、洋化明显增强。“Ｈａｐｐｙ　Ｈａｌｌｏｗｅｅｎ够

胆你就来”、“圣诞谜语大赛”之类的西方文化主题活

动热情刺激，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动却开展不

足、内容贫乏，难以体现较高的创造性、较强的时代

性和鲜明的民族性，更难以通过校园文化活动的策

划和实施，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学生疏离

于文化经典、消遣化地课外阅读、热烈拥抱西方节日

和消费文化等诸多现象，从侧面体现出校园文化对

学生价值选择引导的缺失，在促使学生形成历史使

命感、民族责任感等方面作用欠缺。

四、国民性培养教育的实践诉求

塑造现代国民性，需要明确国民性培养目标，淡
化课程的工具意识，突出其文化功能，加强校园文化

建设。

１．明确国民性培养的目标

教 育 方 针 的 落 实 最 终 体 现 在 培 养 目 标 的 实 现

上。因此，学校教育应具有清晰的国民性培养目标。
当前我国的教育培养目标在沿袭“建设者和接班人”
的基础上，增加了与时俱进的内容。《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 展 规 划 纲 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提 出，要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自由平等、
公平正义理念，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全球化背

景下，培养合格公民是世界各国教育的基本价值和

培养目标。因此，我国社会加速转型期教育的目标，

就是要培养国民既有爱国情怀又有国际视野，既有

优秀传统文 化 素 养 又 有 对 外 文 化 交 流 的 意 识 和 能

力；要唤醒国民的独立自主意识、民主平等精神，使

其拥有“自 主 之 意 识”、“自 由 之 精 神”、“自 治 之 能

力”、“自立之人格”，具备优良的国民性格和新的社

会文化、心理和行为方式，从而实现“提高民族素质，
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教育改革目标。

２．凸显课程国民性培养的文化功能

课程是人类文化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内

容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映越真实，就越能培养国民

性。以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程为例，《全日制义务教

育数学课程 标 准（２０１１版）》的 基 本 课 程 理 念 是“人

人都能获得良好的数学教育，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

到不同的发展”，教育应在注意普适性的同时加强民

族精神教育，数学课程内容需要随时代发展而更新，
必须根植于民族文化传统，“缺乏中国数学史、中国

传统数 学 内 容，没 有 民 族 特 点 是 不 足 取 的”。［１８］因

此，在数学教学中需要不失时机地融入具有地域特

色、民族情感的素材，在充分理解和把握教学内容和

思想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增减或创生，从而潜移默

化地给予学生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只有如此，才

能“向青少年一代传承民族文化传统，阐释民族文化

精神，促进民族文化认同，提升民族文化自豪感和自

信心”［１９］。

３．增强校园文化国民性培养的“磁力”
国民性培养不仅可以通过课程和教学进行，而

且能以校园文化为实施途径。积极向上、和谐民主

的校园文化具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渗透性和

不可抗拒的“磁场效应”，可培养学生的民主素质、国
民道德、社会责任感等。校园文化活动要适应时代

发展和国民性培养的要求，围绕现代合格公民的培

养目标，以提高学生的公民意识、自由平等精神、创

新能力为重点，积极利用校园文化活动在新型公民

培养中的优势，为国民性培养创造有利条件。如以

不同类型的社团和丰富的文体活动为载体，可培养

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和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促进

学生良好个性品质的形成和发展，并在活动参与过

程中逐步发现、完善自我，形成团队合作精神、集体

责任感；促使学生在集思想性、娱乐性、教育性为一

体的多彩活动中和谐发展，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使其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国家意识和文化

认同。兼具时代特征和各自特色的校园文化是对中

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创生，能够在潜移默化中陶冶

和培养学生的国民性。
（下转第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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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２９页）　　总之，国民性是一个内涵丰富的

命题，具有受诸多因素影响而形成的特征。全球化

竞争需要提高国民素质，社会发展更需要与之相适

应的国民特性。从教育学视域审视国民性培养现存

问题，需从培养目标、教材与教学内容、校园文化建

设诸方面进行多维思考，以满足实践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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