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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後殖民理論和國家中心論觀點，爬梳新加坡脫離殖民而後獨立建國的

情境下，建立運用政府政策與媒體行銷的手段，國家機器將這些思維以公民教育

的方式傳輸到新加坡人的心中，使公民接受國家的理念，並深化新加坡的國家認

同。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法、深度訪談法，蒐集新加坡公民教育相關文章和公民教

育的教科書和課綱做素材分析，亦訪問九位受過新加坡中學階段的公民教育受訪

者，分析並釐清公民教育在學校和社會的現況。 

國家公民教育的傳輸，新加坡政府在媒體上論述自己的國家為平等、多元、

小而強盛；學校內的公民教學論述，則是和諧、多元、實踐，分析新加坡校園現

場公民教育的實施狀況，以對照過往國家認同的論述，細數年輕的「新加坡國」，

如何形塑「新加坡人」的過程。 

新加坡公民教育為了整合多元種族，利用政策、媒體，致力營造社會和諧的

形象，並搭配在節日時的演說，致力宣傳新加坡的繁榮與強盛。在校園內的公民

教育教學活動與教材中，對於國家認同的形塑，利用四個紀念日的教學活動，做

為學生感知和認同新加坡的國家建構歷程，另輔以公民實踐活動，以啟蒙

(Enlighting)、學習(Enabling)、參與(Engagement)的 3E 方式，深化學生貢獻並實

行的新加坡認同。 

 

 

 

關鍵字：新加坡、國家認同、公民教育、國家建構、中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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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State-centered Theory, this thesis 

sorts out the Singapore independence from colonial and then, under the situation of the 

founding of the established by means of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media marketing, the 

state apparatus to transmit these thinking, in the form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to 

Singapore people's heart, make the citizen to accept the concept of state, and deepen 

the Singapor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is thesis,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used to collect 

articles and textbooks on civic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s well as interviews with nine 

respondents who had received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Singapore's secondary schools, 

so as to analyze and clarif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schools and 

society. 

The transmission of nation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in 

the media to say that the country is equal, pluralistic, small and powerful. The discourse 

on citizenship education teaching in schools is harmonious, pluralistic and value in 

action. It analyz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on-campus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Singapore, 

in contrast to the discourse on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past, and details the process of 

how the young "Singapore" has shaped their "Singaporeans". 

In order to integrate multi-ethnic groups, Singapore Citizenship education is 

committed to creating an image of social harmony through policies and media, and to 

promoting Singapore's prosperity and strength through speeches at National Day. In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of civic education in the campus,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of the four commemorative days are used as the process of students' 

percep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Singapore's national construction, supplemented by 

civic practice activities in the 3E way of Enlighting, Enabling and Engagement. Deepen 

student contribution and practice of Singapore identity. 

 

 

 

 

 

 

 

Key words: Singapore, National Identity, Citizenship Education, Nation-building, 

Secondar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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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國際社會猶如一個大海，在大海之中，有大魚，也有小蝦。 

大魚可以生存，小蝦也可以生存。 

今後的新加坡，將像一尾小蝦，求生存於國際大海之中。 

李光耀 1965 年演講 （陳烈甫, 1979: 270） 

新加坡身處東南亞的城市小國，位於東南亞交通要塞，國旗上有一輪新月與

五顆星星作伴1，因此又被稱作「星國」。位在中南半島最南端，南面與印尼相隔，

北面與馬來西亞，處於交通要塞，境內沒有自然資源。國土面積七百一十八平方

公里，約二點六個臺北市的大小(瑞穗綜合研究所, 2016)，自英國殖民時期，英國

東印度公司將新加坡設為主要港埠，除了當地原本就有的馬來人以外，也陸續吸

引亞洲一帶的多元民族匯聚處，像是也受英國殖民的印度人移往新加坡；五口通

商後的中國，大量的貿易生意興起，也讓許多廣東、閩南一帶的華人下南洋，到

東南亞貿易而後當地紮根。新加坡雖然位於東南亞，但新加坡的現況的人口比例，

是一個以華人為主的社會。新加坡境內民族以三大族群為主，華人佔 76%、馬來

人 15%、印度人 7.5%、其他 1.5%。(Singapore Government Agency Website, 2019) 

1965 年獨立建國，迄今僅 55 年，是一個以華人為多數的國家，然而東南亞

周遭國家皆過有強烈的排華運動，尤其新加坡還曾被馬來西亞聯邦國會投票逐出

 

1 新加坡國家資產委員會（National Heritage Board）官網：「新加坡國旗底色為白色與紅色各佔半

幅。白色的新月占左上方的紅底，新月旁邊是五顆白色的星星，排列成一個圓圈。紅色代表普遍

的兄弟情誼與平等，白色象徵永遠的純潔與美德。新月代表年輕國家，五顆星代表民主、和平、

進步、正義與平等的理想。」另有一說是白色、月亮、星星代表伊斯蘭教，紅色代表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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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聯邦共和國。建國創立之始，境內華人、馬來西亞人、印度人三大民族

各異其心，境內人數最多的華族，甚至有強烈的獨尊華語、華人的強烈主張，而

華裔的建國總理李光耀，卻堅持不讓華裔多數的新加坡成為第三個中國，在如此

多民族、多語言、多文化的背景下，新加坡走出自己的路，如何將「我是新加坡

人」的概念創立，深植國民的國家認同，同時又避免境內族群接受新認同觀念時

的反彈，這份研究主要欲探究新興國家從多種族，最後融合成「新加坡」單一國

家觀的過程。 

源於同一血緣、共用的文化觀、居住的區域的毗鄰性等因素，一群人長期接

觸，因為有一定的共同背景，這個群體對彼此有歸屬感，互相幫助，彼此為盟友。

在歷史學與生物學的角度看，先由個體為起始，接著集結成群，自然而然地，範

圍從小而大為族群、部落、國家，在同一範圍下的群集，因彼此共用的相似處，

進而願意付出，甚或以此族群身分為驕傲，若以國家的觀點說明，大多可見以是

「該國國民」為驕傲，帶有「認同感」，而「認同感」（Identity）有團結和分裂力

量的強烈標籤功能(Reid, 2000)。 

根據安德森(2010)的著作《想像的共同體》，「國家」的概念是由現實環境的

成員們在不斷的互動下，因為相互連結的意象，例如透過文字、方言，讓不相識

的個體，因某些相同的特質（例如：地緣、血緣、語言），想像為團體中的一份

子，相信自己屬於該社會群體，並進一步共享此該團體產生的「認同感」，用以

區別「我們（我國）」與「他們（他國）」的不同，適時展現出國家榮譽（national 

pride），和正向的熱愛國家情感，而國家便是這種「想像的共和體」下的社會建

構產物。 

若以現代社會的時空背景而論，識字率和傳播技術的提升，似乎更能促進國

家認同的進程，形塑國家認同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教育」。國家「教育」民眾的

途徑，不單單只是從學校教育，也會從傳播媒體、軍事展演、慶典活動等方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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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以正式課程的形式，將文化觀記述在課程中，目標客體是學生，慢慢浸潤其

思維，待其成人後，逐漸影響整體國家的概念形塑；另一種是透過社會教育，目

標客體是社會上的所有人，從幼兒到成人，方式可能透過。這兩種途徑都是個人

社會化過程中，習得的概念和知識。 

公民教育，可以廣義的解釋為上述所說的「公民與公民權教育（Civic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透過學校教育的途徑，無論是哪個國家，總帶有國家所

欲傳達的意識形態，亞洲國家中，有「公民教育」的地區有中國、日本、香港、

泰國和新加坡(Liu, 2002; Morris & Morris, 2002; Otsu, 2002; Pitiyanuwat & Sujiva, 

2002)。新加坡有和臺灣相似的過去：戰前都曾是殖民地，戰後有經濟奇蹟而被稱

作亞洲四小龍，教育態度都有沉重的升學主義，最後也最重要的是──兩者都是

華人為主的社會，同為小島國家的星台，可以相比對照多元民族成長，期待本研

究能為「多民族國家建立國家認同」的複雜過程，做整理並歸納，甚至驗證，並

以教育觀點做不同的解釋方式。 

第二節 研究動機 

戰後的前殖民地國家，領土被佔領、成為殖民宗主國的臣屬，為擺脫殖民宗

主國的控制，各依國情和歷史背景進行國內的整合。為確保國家內部統一與維持

穩定，除了外在的強制施行外，恩威並行思想鞏固工程，亦是必要內容，多民族

國家富含多元文化，在多民族國家又如何透過教育整合為一？新加坡公民教育如

何形塑特有的「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 

新加坡（Singapore）又稱作「星國」或「獅城」。星國對於臺灣本地而言，

有「心理」、「地理」的親近性：心理上的親近性是來自於華人為主體的社會結構，

融合在地馬來文化、印度族，形塑成多元族群社會的樣貌，再加上台星都曾是殖

民地的歷史經歷；在地理上的親近性，則是其都位於交通要塞的坐落位置，兩地

皆位在大陸與大洋間，同是小國的「亞洲離島」，如何因應國家現實，在大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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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經濟競逐中，發展自身的一套策略（楊昊、陳琮淵，2013）。 

以現況觀整個東南亞各地，新加坡可說是一個成功的結果，化零為整將深富

離散（Diaspora）意識的華人、馬來、印度人三邊觀點做整合的民族主義，並促

進新加坡國家團結。這其中國家機器在境內的運作過程甚為關鍵，除了解決戰後

衰敗的情況，也進一步在東南亞地區建立新的國族「新加坡人（Singaporean）」，

終結以往種族分離的生活常態。 

新加坡的建國工程運用多方面手法進行，有經濟面提升整體國力(歐翠珍, 

2002)，也以媒體宣傳和學校教育，以整治思想面建設進行。在學校教育方面，在

教材中，可在字裡行間找到國家意識以課文形式，試圖影響正接受教育的學齡孩

童。從小學到中學的教育中是「人格形成」的過程，認同感的確立，也助於人格

正向發展(Marcia, 1966)。因此在此階段的國家的教育養成目標上，有「個人」和

「社會」兩面的教學方向：對個人的意義方面，受教者應能形成良好的修養，成

為做人處世的根本，做為自我意識的建立基礎。在社會的意義方面，學校教育，

助於促使公民了解對社會和國家職責與義務，擔負對國家社會的責任（陳光輝、

詹棟樑，1998：3），。 

公民生活在社會之中，社會又處在國家之下，國家教育人民該遵守的事項，

以對國家的義務與責任，但是國家的「需求」也會隨著因時空背景、國際環境，

而「因時制宜」。新加坡在戰後建國獨立，深受後殖民主義影響，與臺灣相似的

心理與地理背景，就國家意識的核心，擺脫殖民式思惟並建立自己的國家外，「成

爲一個良好的公民」是其中重要且必須灌輸的觀念，因此公民應該了解其職責和

對國家的義務，並履行其責任，促進國家推行思想上的建設，促使國家在擺脫殖

民束縛後，養成國家需要且有用的公民，若能成功進行社會整合，國家發展與進

步指日可待。新加坡的公民教育，如何加國家意識希望人民擁有的公民素養透過

教育，傳輸給人民，做了哪些應因應調整的措施，其公民社會與公民教育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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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活動模式又是如何？這些歷年的經歷，都可作為臺灣政治政策和學校教學的取

經，未來的發展的對照與比較。 

筆者以「國家認同」為主題，用後殖民理論和國家中心論做視角，選用「新

加坡公民教育」作為觀察主體，審視東南亞區域中，建國僅五十六年的新興國家

「新加坡」，因應各時期、各階段國際社會和國內環境的需求，如何從無到有地

建立獨有的國家認同，同時也分析近年新加坡公民教育政策的現況和演變，對國

家認同的改變和變化。二戰後，1950 年代的東南亞國家脫離殖民地地位，紛紛成

立現代化的新興國家，國家認同便成為此時的重點。獨立潮興盛，東南亞各地民

族主義盛行，脫離殖民的後殖民脈絡蔚為主流，自明清時期因經商或提供勞力移

工的華人2，已在東南亞移民定居多年，但仍保有自己的語言文化、未受同化，在

各地人口上都有一定比例，同時又因華人主要經商致富，較當地人更為富裕(Reid, 

2000; Suryadinata, 2007: 5)，因此東南亞新興國家獨立後，東南亞華人被當作敵對

者。東南亞反華運動在冷戰期間的 1950 至 60 年代盛行，加以 1949 年共產黨赤

化中國大陸，華人被許多東南亞國家政府視爲國內問題──不融合當地社會的群

體──，稱華人是共產黨的第五縱隊，使各地的東南亞國家在反共的浪聲下，合

理化反華情緒(Suryadinata, 2007: 4; 林開忠, 2018; 莊錫福, 1996)。獨立留在當地

的「外國人」3，自我認同的轉變，從告老返鄉的「落葉歸根」，轉變為安家落戶

的「落地生根」(陳琮淵, 2013)，進而歸化成為當地公民、具有公民享有的權利和

義務後，進一步參與新興國家的國家認同的建立過程。新加坡是一個成功的新興

國家，若以今日的政經局勢來評論，與東南亞各國的結果大相逕庭4。例如新加坡

 

2 馬來西亞在英國殖民時期，大規模開發錫礦和橡膠業，引進許多印度和中國的移工，因此使馬

來人的人口比例減少。（岩崎育夫, 2018: 110） 

3 此處的「外國人」係指非當地人（土著），而是自外地遷移進入的後到者，例如：華人、印度

人、英國人等。 

4 例如與新加坡最有淵源的馬來西亞，至今依舊各族群分立的情況，除在教育上有各自的種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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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以華人為優勢多數族群，但對於各種族待遇是一律平等，像在教育政策中，保

留母語並平等對待各語言源流學校；為使國內政治情況更貼近立足點式的平等，

在選舉制度中也利用深具特色的「集選區制」，以卻報政治參與度較低的馬來人

能有一定的席次，確保國會內有多元觀點與聲音，利用各種政策促使各族群在星

國內的待遇是平等，這些作法值得臺灣教育與政治環境的現況參考和討論。 

日本學者岩崎育夫 (2018: 179)對於「民族國家」與「戰後新興國家」的觀察

和歸納，認為戰後獨立潮中，東南亞新創的獨立國家，多半是基於「民族國家」

為核心理念，做為號召的同時，亦以此做為政策擬定，因此在戰後，東南亞各國

政府為敦促國內盡速統合，常以「民族文化」或「血緣」為號召的國家整合行動，

但是過度二分法且強硬整合的國家政策，使建國初起本就混亂的新興國家，造成

更強烈的紛爭社會紛爭： 

政府企圖將國內分屬眾多民族的國民，塞進以多數民族價值觀

為主軸的『民族國家』模型之內5；如此一來， 

當身為少數民族的國民拒絕被迫丟進「民族國家」模型時， 

衝突便會產生。 

在東南亞各國紛紛獨立的時代背景下，新加坡獨立後，為避免以「民族國家」

為號召可能導致內部紛亂，李光耀政府改另外發明「亞洲價值觀（Asian values）」，

或稱「東方文化價值觀」或「東亞價值觀」，主要概念為融合東西方正向文化內

涵，例如儒家思想的集體優先於個人，和諧優先於鬥爭，和西方科學思維與英語；

除此之外亦秉除東方文化中的貪腐、裙帶關係，以及西方個人主義、物質主義、

 

校外（例如：華校獨立中學），教學內容略有不同，即使學生就讀當地公校，但校內依舊有衝突

事件，成相關內容可參考 2020 年臺灣金馬獎入圍電影《你是豬／Babi》，由卓漢文製作，馬來西

亞籍導演黃明志拍攝，改編自南馬柔佛州於 2000 年發生之校園種族衝突的故事。 

5 原文為粗體，詳細請參閱岩崎育夫 (2018: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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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民主自由的價值觀。亞洲價值觀中的集體主義，利於個人紀律和社會穩定，

被視作脫離西方國家從屬地位的精神革命(歐賢超，2001)，這是後殖民脈絡下，

被殖民國家極力擺除西方國家為亞洲所貼上「從屬」標籤的反動。李光耀於 1997

年的《富比世》的專訪中也提及，新加坡相較東南亞其他國家經濟發展佳，且社

會穩定，歸功於新加坡的「亞洲價值觀」的建國國策，並協助新加坡走向現代化

的成功之路。新加坡的「共同價值觀」，內含道德價值和倫理規範，促進各族和

諧相處，加速國民凝聚，民族團結，國家才能快速發展，成為和諸有序的文明社

會，其中的原因是其發展了這套獨特的價值觀（張靑、郭繼光，2010：60-69）。 

然則「道德倫理」、「和諧」是如何深植新加坡人心？如何讓社會接受並傳遞？

國家教育政策配合國家建立的建程，融合在地風土，並進行文化吸納和包容，所

傳遞的價值觀將轉變各族群對自己身分認同，以最後符合國家所期待和想像的樣

態(黃庭康，2008)。戰後至今的東南亞，紛紛獨立了許多新興國家，但多面臨到

境內種族混雜，對比東南亞鄰國曾發生過的排華運動，華人多數的新加坡能獨立，

但不以華人文化為中心，致力發展兼容並蓄的嶄新國家認同，值得討論與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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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 

「國家」是賦予國民「公民身分」的權威單位，給予公民法律地位和基本權

利的同時，除了希望公民們肩負義務，也期待公民在行為上有利於國家的表現，

可能是更願意參與公眾事務，以配合國家的所形塑的意識形態。Kymlicka (1997)

認為「公民教育」便是國家與公民之間意識聯繫的橋梁，不僅啟發公民生活的各

種知識，包含道德觀和對國家的忠誠，同時也培養民主社會的公民身分

（Citizenship），各地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的發展雖異，但是追求成熟穩健的

公民社會，仍舊是全球化時代下的現代社會中，各國一致的方向和目標(Howard, 

2003; Kymlicka, 1997)。 

「公民教育」作為形塑優質的公民社會，被賦予高度的期待，在狹義的「公

民教育」只單指學校課程中的「公民課」或是「倫理與道德」，然而正式教育體

制中傳授的教學內容是「多層次的文化鬥爭場域」(黃庭康，2008)，掌權者透過

吸納在地文化、教育灌輸，進而確立統治者的優勢地位，持續宣揚所抱持的價值

觀；在廣義的「公民教育」定義，校園外的政府政策、媒體行銷等等，更是公民

教育在現實生活中的落實，也將進而影響國民對國家的形象和公民參與社會的積

極度。國家對於國民意識的支配，運用國家機器與政策形塑是無遠弗屆地存在。

在國家內部的舉止，為了理解新加坡人們對新加坡國家的認同，關於「公民教育」

的核心概念，採用 Print (2002)在研究的內容作為核心定義，意味著要讓國民們經

過教育後成為「好公民（Good Citizen）」，強調形塑國民良好品德（good virtues），

人民行為上得當，內在認同國家理念並守法；同時必須教導未來公民行使公民權

時，應具備的基本知識，例如政府的運作，國會、司法、選舉之間的關係等等；

最後期待公民們以實際行動，關心他人、尊重多元文化並保持中立思維，以便適

應全球化世代（global environment），培養道德判斷以實現社會正義。因此「公民

教育」的內容應包含好公民的概念、主動參與、知識性的背景、整合社會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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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本研究提出下述問題： 

一、在後殖民環境脈絡下，如何脫離殖民遺緒，將新加坡具有多元族群結構的

國家，整合凝聚各方的認同，建立新的國家認同？  

二、新加坡政府如何運用政策、媒體、教學教材和課程設計等，傳遞給國民對

「國家認同」的概念？ 

三、新加坡公民教育課程如何施行？以哪些教學內容形塑中小學生對新加坡的

認知和認同？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一、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主要從所蒐集到的資料作分析與觀察，由文獻資料的閱讀與整理來，

解析新加坡國家機關過去擬定和推行的「建構國家認同」的政策內容，以瞭解公

民教育政策對國家認同的影響。 

文獻分析法針對資料的內容屬性，如重大歷史事件、政策施行、媒體文宣等

資訊，作系統化分析，以文獻背後的脈絡和意圖，幫助釐清過去、洞察現在，以

其之後能夠預測將來。雖然此研究方法是對過去的歷史紀錄作觀察，但其優點在

於：研究者得將過去連續時間內的歷史資料做時期性的整理，雖然無法切身研究

主體，而且由於所研究的對象均已形成，因此不會對研究對象產生干擾，落實研

究倫理。然而，文獻畢竟是第二手資料，不盡然比第一手資料真實可靠，且文獻

反映的是已形成的資料，或許會與目前的現實情況會有些許落差(王海山, 1998: 

234-235)，所以文獻分析法在輔以其他的研究方法相輔搭配使用，以彌補其不足，

使研究結果更趨完善。 

在本研究中，筆者蒐集新加坡脫離殖民後，與公民教育與政治社會化相關的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277

 

10 

資料，如國內外學者的研究著作、期刊、論文、研究報告、報章雜誌，大部分的

政府側觀點與資訊，來自新加坡政府公布的網路官方聲明、政策法令、重要官員

發表的談話、統計公報與新加坡媒體的新聞報導等，亦輔以官方影音平台的實際

影像為研究輔佐，使得資料來源更藉進第一手資訊，予以分析整理，期望藉由對

資料內容的整理中，了解新加坡公民教育如何出現、為何出現、出現後的成果，

以釐清新加坡國家機關推動國家認同的真正意涵。 

二、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又稱「質化訪談法」，大部分的提問採

用開放式問題，研究者在訪問的過程中，建立對話方向，以面對面、口語與非口

語等相互構通方式進行，再針對由受訪者提出的特殊經驗加以追問，以作為收集

資料的方式，研究者透過訪問建構出真實社會的可能現況，是一個有目的的雙向

交流過程(Babbie, 2009; 王雲東, 2007)。 

深度訪談法由訪問者確立對話的方向，且問題是有明確目的性，再針對受訪

者提出若干特殊議題加以追問，深入了解受訪者的社會文化背景，最終從受訪者

的觀點來分析其所陳述與經歷的生命事件。訪問過程中，避免研究者的問題設計

誤導受訪者的回答，並且受訪者的回覆，應佔幅大部分的談話時間。(Babbie, 2009: 

248-251,304; 王雲東, 2007: 253)。 

深度訪談法的受訪人數量雖少，但具有研究者需求的明顯特徵，可以作為研

究分析的樣本。訪談法的好處，在於可以即時延伸追問受訪者的態度和意向，「深

入追問」經常用在開放性問題，藉以獲得更多資訊，為研究分析提供充足的資料，

尤其受訪者的意見、價值、感受的資訊，相較其他研究方式更為詳細。關於實施

訪談，陳琮淵 (2013)提醒在進行研究東南亞議題的臺灣後進訪問者要留意：勿因

東南亞的華人背景，而產生心理上的親近，進而將自我形象與主觀意識，「投射」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277

 

11 

到身分為東南亞華人的受訪者身上，一旦研究者不自覺地以臺灣經驗套入其中，

恐造成訪談紀錄失真，無法作為當地現況的資料參考。在訪談過程中，訪問者應

同時聆聽、思考和繼續深入談話。因此 Babbie (2009: 275)認為深度訪談法更適合

處理複雜的意外問題，訪員不能只是被動的訊息接收者，應試著利用訪談技巧6，

引導受訪者回答「希望被解答的問題」，帶動討論的方向，於此，王雲東 (2007: 

252)認為以質性研究所做的深度訪談，重點著重在蒐集資料，不做處理，因此特

別強調傾聽，研究者「逐字紀錄」受訪者的談話內容，以形成質性研究的基本資

料。訪談過程中，若受訪者誤解題目的問題，訪員也可立即澄清解釋，減少信度

下降的可能性外，促使訪談結果能達到較高的訪問成效(Babbie, 2009: 264-268)。 

王雲東 (2007: 254-256)所整理的深度訪談法分為三種類型：結構式訪談

（Structured Interview）、非結構式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半結構式訪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結構式訪談設計好一系列的固定式問題，題目內容

和順序都不加以更動，讓每位受訪者在相同的問題內容中回答，盡可能降低提問

不同而有偏誤，但缺點是問題無法再更深入探求原因。非結構式訪談不設計標準

化的訪談大綱，而是隨著受訪者的談話，自然而深入與受訪者溝通。半結構式訪

談是最常見的深入訪談方式，研究者事先擬定訪談大綱，再根據訪談過程受訪者

的回答做順序或內容調整，通常伴隨著開放性的提問，以得知受訪者的感受、認

知與內在想法7。 

本研究係採取半結構型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約爲半小時至二小時，利用事先

編擬好的訪談大綱作爲訪談的提問依據，並將開放式問題帶到訪談情境中，再根

 

6 Babbie （2009, P305） 建議多使用「這是怎麼回事？」、「用什麼方法？」、「你們這麼說指的

是？」、「能不能針對這點舉個例子？」的問句法，鼓勵受訪者多描述個人經驗和見聞；若過度離

題時，訪員也可利用類似的言語，將主題扣回研究的核心問題 。 

7 半結構式訪談分成「引導式問題」和「開放說明的問題」，後者可以在訪問過程中得知受訪者

的內在感受，讓質化研究更有「人味兒」。（詳王雲東，2007，《社會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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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受訪者的回答差異適時調整訪問順序，給予受訪者較多發揮空間，希望透過這

種形式讓受訪者在無拘束的情況下應答，並進而深入追問受訪者的信念與想法。

除了確保訪談問題能夠確實被回覆，也可以確認受訪者的心思和意念。 

本研究在實行深度訪談時，由於適逢國際疫情（covid-19）影響，除 2018 年

的兩段訪談（P-1、P-2）前往現地的現場訪談以外，2021 年的訪問皆採用遠端訪

談的方式進行。為同時在訪談過程中，除以文字記錄外，也在徵得受訪者同意後，

輔以錄音方式記錄訪談對象的回答內容，以完整記錄訪談要點。 

表 1 受訪對象資料整理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待訪談結束後，將訪談文字記錄與錄音檔進行轉換，整理成逐字稿後，作爲

本研究分析之資料庫，並謹守研究倫理，將訪談者編碼，除非經過個人同意外，

予以匿名處理。其次，審視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將訪談內容與研究者所歸納統

受訪者 

代號 

年

齡 

性

別 
職業 訪談時間 受訪日期 

P-1 - 男 大學教授 約 2 小時 2018/2/18 

P-2 - 男 大學教授 約 1.5 小時 2018/2/18 

P-3 - 男 台灣中研院研究員 約 1 小時 2021/6/11 

C-1 31 男 
人才招聘員 

（Talent Acquisition） 
約 50 分鐘 2021/4/25 

C-2 49 女 圖像設計師 約 1 小時 2021/5/6 

C-3 33 女 科學教育館員 約 1 小時 2021/5/18 

C-4 25 女 某政府部門公務員 約 1 小時 2021/5/19 

C-5 39 女 某中學教師 書信回覆 2021/5/16 

C-6 35 男 教育部公務員 約 1 小時 2021/6/6 

C-7 40 女 某中學教師 約 1 小時 202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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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之觀點進行歸類及分析，並與新加坡公民教育發展之相關文件進行比較探討，

以得出研究結果與發現。 

筆者將訪談對象分為兩大組別，專家學者（Professional, 代號 P）和一般公

民（Citizen, 代號 C）。專家學者的受訪者為對新加坡教育有所研究的學者，P-1

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院長 Dr. NEO, Peng Fu（梁秉賦博士），對於新

加坡的公民教育和宗教教育有相關的研究文章8。P-2 為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教

授 Dr. KWAN,Chang Yee（關鎮儀博士），專長關於財政研究和政府政策，對教育

相關的背景知識也很清楚。P-3 為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黃庭康

（Wong, Ting-Hong），專長是新加坡、香港和台灣教育議題的比較研究9。 

關於一般公民的組別，筆者選擇的受訪者的背景條件為「受過新加坡中學教

育」且「現在正在新加坡生活工作」的當地民眾，受訪者年齡落在 25 到 49 歲之

間。七位的受訪者中，有六位為新加坡籍的公民，其中 C-4 雖為馬來西亞籍，但

在小學五年級時已獲得新加坡永久住民身分（Permanent Residence, PR），符合筆

者訪談條件。C-1 的工作會認識很多不同國家和不同種族文化的人物，對於國家

認同的觀察，可以帶來不同的見解。C-2 雖為圖像設計師，家中有正在就讀中學

的女兒，可以以家長的觀點分享家長看到的公民教育。C-3、C-4 為都在一般政府

機關的工作，可以有較中立的想法。C-5、C-6、C-7 都是在教學現場有教學經驗

的教師，而且也曾教授過品德與公民教育，有擔任新加坡的公民教師的經驗，因

為在教學現場的工作經驗，對於課程和教法的觀察更為透徹，此外 C-6 目前為教

育部學生發展局的公務員，對於公民教育的推行理念，不僅有更深刻地認識，輔

 

8 詳見梁秉賦（2007）。《宗教知識》與公民教育：新加坡 1980 年代一樣觸礁的嘗試之解讀。載

於劉阿榮、王佳煌、鄧毓浩、洪泉湖（主編），兩岸四地的公民教育。（第初版: 147-163）。臺北

市：師大書苑。 

9 詳見黃庭康（2008）。比較霸權：戰後新加坡及香港的華文學校政治（李宗義譯）（1 版）。臺北

市：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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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國小教師的教學經驗，更可了解國小端的基層教師的看法。以上受訪者的背

景，與訪談的資訊作為研究素材來源，大幅幫助了解新加坡當地的教育現況。研

究架構 

圖 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新加坡脫離英國殖民，再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後，境內留下殖民時期的下分而

治之多元種族，因為缺乏認識和互信，造成社會嚴重分裂，對於甫經獨立的小國

新加坡，關乎危及生存的警戒。在戰後獨立潮下，後殖民理論作為推動國家獨立

的背景，為了達成凝聚國家認同，擘畫具特色且適合新加坡適用的公民教育視為

急要，政府擬定政策，務求凝聚國家意識，一方面以媒體行銷的方式，教化社會

後
殖
民
脈
絡 

國家意識下 

具特色的公民教育 

政府政策 媒體行銷 

國
家
中
心
論
機
制 

新加坡國家認同之形成背景 

新課綱的發展 

新加坡人的國家認同的行動 

反
饋 

反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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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另一方面以國家教育課綱的形式，將國家認同思維深植於未來公民的心智，

成為具特色且符合新加坡國家發展的公民教育。 

在國家中心論的推演進程下，為整合國家認同，應運而生的「公民教育」，

將形塑新加坡公民的應有形象，配合科技和全球化的改變，研究發現新加坡教學

的核心理念和教材內容，都會配合當下發展情況，應循著時代脈絡更新符合的現

代社會情境的新課綱，並在次第形塑適合現代社會的新國家認同，進而回饋修正

是新加坡公民教育，致使課綱適時修正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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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公民教育 

一、公民教育的定義 

個人隸屬於國家之下，在國家的內部，個人同時也是家庭、宗教組織、工作

場所、學校等社會各處的成員。廣義的「公民」，其活動觸角延伸至整體社會活

動之中，個人與社會互相依存與依賴，個人的行動影響到他人判斷，和社會有互

動，既影響社會也被社會影響；狹義的「公民」，由國家賦予個人法律地位，是

國家的合法成員，對國家互有權利與義務關係，可以參政、享受社會福利，但也

須納稅、服兵役。（吳青山、林天佑，2009） 

在現代國家的興建中，公民教育是國家現代化的思想建設，培養「以權利意

識為主的公民意識、公民資格和公民行為能力，以自由、平等為基礎，權利和義

務相統一的公民教育」（吳青山、林天佑，2009），平等、自由等思維，是現代民

主國家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常使用的核心理念，因此公民教育在各國獨立興

建的過程中，為讓下一代適應國家發展的方向，教授未成年的未來新公民「公民

身份（citizenship）」與自主的社會政治意識是常見的舉措。因此在政府出資補助

和經營的公立學校中，政府會賦予學校傳輸國家期待的「公民身份」於年輕人，

公民身份的意識與價值觀，就像知識一樣需要學習(Sim & Print, 2005)。認為，強

調。儘管個人社會化的途徑另有家庭和媒體宣傳，但是學校教育仍然是對青年人

進行正式公民教育的主要來源，也是政府能夠保持高度控制的一個途徑，以確保

培養「好公民」得成果品質。 

在吳清山和林天佑（2009）的分類，公民教育的定義分為狹義和廣義二種面

向。狹義的公民教育側重教學的目標，國家透過學校正式課程的教學，利用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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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造人物設定和情境，傳遞「好」的概念10，內化成有良善的價值觀，目的在培

育個人在社會中，小至個人、家庭，大至國家、國際中的各崗位行為，皆能有良

善的舉止，也就是「好公民」的概念。廣義的公民教育指「對公民群體的教育」，

是現代國家常見的做法，利用新聞媒體，或是政策宣導等手法，進而影響社會群

體對特定形象的認知，是一種廣泛的教育，以保證每個成員能懂國家職能的現代

教育制度。 

許多國家現在改用「公民及公民權教育」（civic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來

取代定義較狹隘的「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吳清山、林天佑，2009）。「公

民教育」主要在社會科學知識的傳授，目前臺灣中學的公民課程就是採用此分類，

教授內容以社會、政治、經濟、法律為主的四大面向延伸；「公民權教育」則聚

焦在對公民生活及市民社會的參與，比起知識更強調實踐，以課程明成來論，目

前新加坡中學階段的公民教育（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CCE），便是

以「品德與公民權教育」為稱。所以後者涵蓋範圍包括較廣，包括公民如何互動

並塑造他們自己的社群（包括學校）及社會，例如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新加坡公

 

10 最常使用的教學法是「價值澄清法」，利用「道德兩難」的情境，教師藉由非判斷性的提問，

幫助學生澄清疑惑。在討論過程中，學生歷經內心掙扎和猶豫，最後確認自己的核心價值，未來

在遇到同樣兩難的情境時，能依照價值的優先順序善加選擇與行動。 

表 2 狹義與廣義公民教育的比較 

 形式 教學目標 稱作 

狹義 

公民教育 
課程內容 個體成為「好公民」 

「公民教育」 

（civic education） 

廣義 

公民教育 
政府宣令 「對公民群體的教育」 

「公民及公民權教育」

（civic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研究者整理，參考吳清山、林天佑（2009）對公民教育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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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教育」就是定義上較廣的「公民權教育」。 

公民教育所形塑思維、概念，對個體來說是人格形成的一部分，因為一致的

思維和行爲，是需要個人和自我對話，進而對自我承諾(Damon, 2001)，個人在一

個共同價值觀的社會裡，學習到一套堅定的信念，可用來判斷善惡、好壞，核心

共同價值觀的連貫的社會，促使個體在未來更勇於實踐與行動。這種對公民群體

的教育將有助於促進社會整體認同一套信念，助於國家整合，而新加坡是一個多

種族國家，公民教育的內容必須維持社會凝聚力(Boon & Wong, 2019)，對於國家

認同的著墨必須更加強調。 

二、其他的相關研究 

在臺灣關於新加坡的公民教育研究，所集中的研究問題，主要是在國小階段

的課程。其中與本研究最高度相關的研究是李怡樺 (2006)的碩士論文，他以新加

坡小學公民道德教育課程為研究對象，也輔以教科書作為研究素材，以自由主義

的「民主國家」視角看待分析新加坡的公民教育教材，分析課文字裡行間內所隱

藏的潛在意識，試圖爬梳出國家將特定價值寫入課程中。然則其研究為單以「教

科書課文」單一面向的敘述，這對於星國公民教育實際實施的情況並不夠完整，

因此本研究依循著李的後路，加深加廣研究內容，改研究更高年級的中學階段，

並再加以訪談實際有過學習公民教育經驗的新加坡人，並進一步訪談新加坡當地

的教師，以臻求研究更完整和全面，作為該研究的補充。 

關於其他關於「新加坡教育」或「國家認同」的研究，另有江國芬 (2009)以

「國際觀」為主題，研究新加坡小學五六年級「社會課本」的教材內容，在新加

坡的社會科，比較偏向臺灣歷史科和地理科的相結合學科，內容包含新加坡建立

的歷程、經濟活動與東協互動，和教育相關的文獻，但並不是本研究所定義的「公

民教育」，因此本研究可以補充說明。關於「教育與國家認同」的研究，陳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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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以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研究中學歷史教科書做教材比較，雖然同樣研究「國

家認同」，然則著重觀點在星馬兩國對歷史詮釋方式的歧異，同一歷史事件用不

同的史觀解讀，造成不同的的國家認同影響，可作為本研究的輔助參考。 

謝婷妮 (2013)研究馬來西亞小學的公民教育與國家認同的關係，研究發現

課文教材會不經意地將族群位階以課文方式呈現，陳的研究發現，提醒本研究進

行文本分析時，應更著重觀察相關潛在課程的情況。 

第二節 教育與國家認同 

「教」，指的是對學生教導灌輸知識或技能；「育」，致力於培養情緒、行為

習慣(周維介, 2013)。國家透過「教」和「育」這兩大方向必須交錯融合，開發人

的潛能，以其受過教育的國民呈現國家所期待的形象。近代對於「教育」的概念，

主要根據法國社會學家塗爾幹（Émile Durkheim）功能論主張，塗爾幹認為教育

有兩項主要功能：「為工業經濟提供所需的技能」和「通過傳播文化作為社會融

合的一個工具」(Green, 2013: 44)。「教育」對於「國家」有一定的使命和功能，

「教育」利用狹義上課程內容的灌輸、廣義上以媒體輿論甚或口號宣傳，推動跨

代傳承的國家認同，讓受國家權力影響下的民眾對於所接受的資訊深信不移，藉

此融合國家內部的歧異，這個觀點即是塗爾幹所認為的教育對國家帶來的實質功

能──「維持社會秩序」。 

因此，教育有濃厚的集體主義本質，社會集體必須存在於個人之前，形塑集

體價值觀，社會團結依賴並信賴國家，教育灌輸是很重要的媒介。在多民族混居、

英國政府殖民時期的新加坡，殖民地總督成立英校的主要目的，用以培育公務員

官僚，而其他非使用英語教學的學校，如華校或是伊斯蘭學校，英國總督政府採

取放任且不管理原則(Tan, 1994)，因為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人數佔多數的華族

不諳英語，且在自我身份認同上是偏向自稱為「中國人」(Suryadinata, 2007)，一

旦強加英語為教學語言，將促使華人叛動，使殖民地社會動盪。由於英國殖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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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只在意：如何利用學校教育以便管理殖民地的秩序，從殖民政府時期，政府政

策等同於允讓多元認同在此生根，這也是新加坡教育迄今「多元文化」屹立不離

的根源(李怡樺, 2006)。 

在 1979 年以前的新加坡，在教育形式上，延續了英國殖民時期所留下的「各

種族、各學校」的政策，但對於形塑一個僅有城市規模的新興小國，各自為政的

教育體制，並無法將各種族統合為一。Tan (1994: 61)認為教育制度是形成國家統

一和民族認同的主要手段，而新加坡通過道德和公民教育來實現，「將構成新加

坡人口的不同種族和文化群體聚集在一起的手段」。各國家的記憶、象徵和價值，

透過學校教育進入文化社區領域內(Smith, 1991: 28)，對於在民族認同形塑的過程

中，學校教育對於延續國家歷史記錄佔有重要地位11。 

李光耀所率領的人民行動黨政府，其體制內的官僚多為接受英校英語教育的

菁英分子，所建立的教育體制，主要沿襲英國教育體制，並用雙語政策使英國課

程可以就地本土化(Tan, 1994; 岩崎育夫, 2018: 195)。以結果論來看，殖民時期的

英校，為自治時期（1958-1963）的新加坡培養為數不少的政治人物和各技術專業

人員。隱約可見後殖民脈絡的痕跡在星國政府蔓生──菁英知識份子認同於殖民

者（英國）的文化，在施政上隱約看見前殖民政府的痕跡，當地居民看待自己本

土的各種文化現象時，不自覺地套用殖民者審視和評定事物的標準與理論(張京

媛, 2007: 17)。 

儘管新加坡於 1965 年建國獨立，但建國初期的國內的教育體制依舊還是分

為：華校、英校、巫校。1979 年以前的新加坡的華人，主要就讀中華商會建立的

私立華文學校，而學校的教學語言是華語，並非「國語」（馬來語），也不是殖民

 

11 Smith （1991, P.28）以現代希臘人所受到的教育為例說明，在希臘的教育內容中，告訴希臘人

民過去土地上的歷史，並傳輸當代希臘人明白：希臘不僅是拜占庭帝國的繼承者和後代，也是古

希臘及其古典希臘文明的繼承者和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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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慣用的「工作語言」（英語），而當時的時代背景，是共產中國興盛時期；由

於原先在東南亞各地創立華校的創校者，還是一心期待「落葉歸根」的「華僑」

（有中國國籍的華人）(Suryadinata, 2007)，因此華校教授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

在課程和教材內容中，除了傾愛中國以外，更是從中國直接「進口」教科書到新

馬地區的華校中小學(馬來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輯委員會, 1959)。 

在 1970 年代使用「祖籍中國」教科書的華校，形成新加坡華人對共產主義

暗助的能量來源，而華教和華社對國家認同的反動，早在 1965 年獨立的那年已

有所現，例如中華總商會董事康振福以新加坡「華人佔人口總數 80%」的現況，

政府明確列華文為工作語文，董事郭佩弦則提議華文地位寫在憲法中（李光耀, 

2015, pp. 61-62）。這樣的背景下，也使得獨立的新加坡政府，號召宣傳「拒絕成

為第三個中國」，導致獨立後的隔年 1966 年起，雙語教育為強制性，所有中一生

必須修讀第二語文，英校華族學生不需要選母語，且他們多選馬來文（Kong, 1997, 

p. 218; 李光耀, 2015, p. 13） ，不過真正確立「英語為主、母語為輔」的「新教

育體系」（New Education System），還是等到 1979 年的《吳慶瑞報告書》（The Goh 

Report）才成立。 

在教育體制下的教學過程中，所傳授的知識，將形塑成學生的思維，中、小

學生雖是未成年的國民，但在不遠的未來將成為社會中流砥柱的公民。在學校體

制內的知識，以學校體制為場所，是將各種價值觀競逐的結果，將使社會中對政

治和文化現況不同的背景所傳輸的知識，進行變更和重新分配，以形成社會新的

意識(黃庭康, 2008)，當要將公民的思維，整合為符合國家體制一致的思考模式，

杜威(1992: 15-19)提出，讓學生感到「疑問」，因為疑問將促使人們蒐集充足證據，

以說服自己、形成自身信念、解答內心的懷疑，這努力搜尋答案以解惑的思索過

程，被稱作「思維」。疑惑將觸發思維的建立，而思維的目的，在於建立難以更

動的信念，以及合理化行動的目的。2010 年起最新版的新加坡公民教育的教材，

不再以果斷式的敘述填鴨學生的認知，而是以不斷提問的形式，促使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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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內化學生的「新加坡思維」，在教科書裡提問的過程中，建立國家期待未來

新加坡公民應有的形象和價值觀，並預期學生能夠實踐所學。 

 

第三節 國家認同的理論與實際 

新中關係是獨特的，除了中國外， 

新加坡是世界上華人佔多數的國家。 

同文同種的優勢，有助於我們延續加深民間與文化上的交流… 

但進行交流與合作時，我們要記得我們還是新加坡人。 

李顯龍 2019 年的國慶演講 

(Prime Minister's Office Singapore Youtube Channel, 2019) 

一、國家認同的社會化途徑 

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和民族主義（Nationalism）概念是唇齒相依的，

民族主義的發展促進國家認同，國家認同深根於國家領域內的人民心中後，國民

對國家的人同將再次反饋，鞏固民族主義的確立。在能行使主權的領土範圍內，

相同的歷史文化、重大事件、政府政策下，將形成不同的民族主義觀，並接續著

影響國家認同。 

民族主義的起源可追溯回十九世紀，1806 年法蘭西民族結束中歐日耳曼民

族政權，這是歷史事件中的拿破崙解散神聖羅馬帝國──日耳曼民族被異族整併

──促發了民族主義的萌生(黃春木, 2011)。整個 19 世紀日，耳曼族為整頓民族

意識，利用語言、文字、神話、音樂、詩歌等凝聚民族的內涵，透過「方言的書

寫」和「印刷術的革新」（安德森，2010），進一步促成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在

日耳曼民族建國過程中，「學校」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事實上全世界第一個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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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教育的民族，便是普魯士，「一個由國家所擁有、塑造，且完全為國家服務

的教育正式誕生」(Newman, 2019)，師資培育、教材內容、教學場地全由國家提

供，其中一項目標，便是要求學校協助灌輸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讓境內子民，

即使在異族的統治之下，依舊能保有對於血緣和文化民族意識，藉此促進七十年

後，1871 年的普魯士獨立建國。 

Smith (1991)12認為西方模式的「民族（Nation）」，由下列四個共特質所組成

(馬戎, 2001)：歷史形成的領土、法律和政治共同體（a community of laws and of 

institutions with a single political will）、成員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公民權

（citizenship）、共同的文化和意識形態13。 

關於「認同」的概念，最早是西格蒙德˙佛洛德（Sigmund Freud）和威廉˙

詹姆斯（William James）提出。西格蒙德˙佛洛德對「認同」的定義為「看著是

一個鄰里過程，是個人向另一個人或團體價值、規範與面貌去模仿、內化並形成

自己的行為模式的過程，認同是個體與他人情感聯繫的原始形式，經常伴隨著對

強大權力或權威的依賴與維護的行徑」(引自尤思怡, 2013: 20)。源於同一血緣、

共用的文化觀、居住的區域的毗鄰性等因素，一群人長期接觸，因為有一定的共

同背景，這個群體對彼此有歸屬感，互相幫助，彼此為盟友，在歷史學與生物學

的角度看，先由個體為起始，接著集結成群，自然而然地，範圍從小而大為族群、

部落、國家，在同一範圍下的群集，因彼此共用的相似處，進而願意付出，甚或

以此族群身分為驕傲，若以國家的觀點說明，大多可見以是「該國國民」為驕傲，

帶有「認同感」，而「認同感」（Identity）有團結和分裂力量的強烈標籤功能(Reid, 

 

12 Anthony D. Smith （1939-2016） 為任教於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的社會學家，他研究主要關於「民

族」的研究，1991 年出版的《National Identity》，在西方學術界有著廣泛的影響。詳見馬戎，2001，

〈評安東尼·史密斯關於“nation”（民族）的論述〉。 

13 共同的價值觀和傳統所融和成的文化，和公民的意識形態 （civil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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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根據 Anderson (2010)的著作《想像的共同體》，「國家」的概念是由現實環境

的成員們在不斷的互動下，因為相互連結的意象，例如透過文字、方言，讓不相

識的個體，因某些相同的特質（例如：地緣、血緣、語言），想像為團體中的一

份子，相信自己屬於該社會群體，並進一步共享此該團體產生的「認同感」，用

以區別「我們（我國）」與「他們（他國）」的不同，適時展現出國家榮譽（national 

pride），和正向的熱愛國家情感，而國家便是這種「想像的共同體」下的社會建

構產物。因此 Anderson (2010)的研究，總結而言：透過「方言的書寫」和「印刷

術的革新」，造就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 

現代社會，識字率和傳播技術提的盛行，Anderson (2010)提的要件民族主義

構成要件中，形塑國家認同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教育」。而教育又分成兩種型態

的傳授方式，分別是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學校教育由國家發動，以正式課程的

形式，將文化觀記述在課程中，目標客體是學生，慢慢浸潤其思維，待其成人後，

逐漸影響整體國家的概念形塑；另一種是透過社會教育，目標客體是社會上的所

有人，從幼兒到成人，方式可能透過傳播媒體、軍事展演、慶典活動等方式進行。

這兩種途徑都是個人社會化過程中，習得的概念和知識。 

Caputi (1996)認為一般的民眾，在潛意識中都會有固定的身份意識（fixed 

identites），用以明確界定朋友和敵人，而這種非別敵我的意識是一種自然而成的

必要需求。因此在國家認同的框架下，同一個文化下經年累月施行的習俗、禮儀

和價值觀，對個體的人民而言，這些慣行被賦予特定且特殊的意義，將衍生出認

同感，使個人感到自在。差異性的文化慣行如同不同的文化符號（semiology），

促使個人分辨成同夥與他者；一旦同文化背景的人，讀懂該文化特有的「符號」，

我者和他者將有明顯的區別，以國家範圍做解釋，就是我國和他國的差別。 

關於文化符號，Smith (1991: 23,29; 2000)也提出語言、宗教、習俗和膚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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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來描述客觀的「文化標記（cultural markers）」，因為國家不是只由血統組成

的，而是由連續性、共同記憶和集體命運組成的，這些差異所伴隨著的共同歷史

記憶，和其他不同標記的人有著差異，這些標記或差異獨立於個人意志而存在，

約束了國家內的人民認同與歸屬，使得以「國家」形成的社會單位，劃定特定文

化，出於對土地的依戀，保留的獨特共同歷史標記14。歷史形成的領土、共同經

歷的神話和歷史記憶、普羅的大眾文化、平等的法律上權利和義務、相同的經濟

生活圈，都促進國家認同的深根(馬戎, 2001)。 

集體的共用記憶，在世代間傳承，共同記憶和集體命運將形成國家認同。

(Nairn, 1977; Smith, 1991: 25)認為除了利用近代歷史上發生過的重大事件外，傳

統的古老帝國利用神話，或是將當代的流行形塑成文化認同，形塑具有「統一的

元素」，再將記憶一代又一代連續性傳給人民，利用過去的神話作為「推動」社

會邁向繁華的目標(Nairn, 1977: 348)。這些將歷史記憶施行的過程，就是民族主

義的意識形態運動(Smith, 2000)，民族主義的目的是爲了實現和維護政體自治、

統一和民族特徵，構成實際的「國家」型體。 

因此，集體文化下的共同記憶，連結後代的神話、象徵、記憶和價值，將連

續幾代成員捆綁在一起(Smith, 1991)，構成特定人口下連續性的文化單位，發展

國家認同和形塑，同時將「我國」與「他國」區分，並將非屬同一文化觀下的他

國作為外來者。「文化標記」界定了不同文化的歸屬，也排除了不同民族身分下

的身份認同。 

Greenfeld (1992: 359)認為凝聚國家認同中，「屈辱感（humiliation）」若能深

 

14 Smith （1991, P29） 認為獨特的神話、記憶、象徵和價值所體現的文化親近性就是所謂的「共

同記憶」。並以希臘及其古典遺產的文化親和力，提供了強大的國家認同推動力，影響共同的種

族意識和周圍民族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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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在共同歷史事件裡，人民將會因為此份愧羞的情感團結，被支配的共有經驗，

使人們對剝削有更敏銳的感受，為擺脫國家整體的恥辱形象，個人願意忘記自身

恥辱，把注意力集中在集體的不幸上，努力捍衛民族驕傲和自尊，促使國家內部

整合15，激發與他國分庭抗禮的集體意識，促使國家建立的同時，具有驕傲與自

尊。 

在資訊交通發達的全球化時代，民族文化的認同，促成抗衡全球化的本土主

義，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創造公民對國家忠誠的感情(Walzer, 1992: 41-46)。有

鑑於此，國家機器建立共享的價值觀，將形成國家認同；提倡以「國家、社會優

先」的觀點，凝聚新加坡人的向心力。新加坡政府在全球化的時代裡，自源於西

方文化窠臼和曾被殖民的歷史中破繭而出，孕育出專屬於新加坡獨特的國家認同。 

二、前被殖民國家的國家認同演進經驗 

東南亞土著國家的領導者為世襲制的國王，並利用宗教相結合，成為政教合

一的政府體制，因此佛教國家如泰國（目前泰王仍屬宗教最高領袖），政教最高

領導人皆為國王；伊斯蘭國家是蘇丹；印度教是拉惹（Raja）。但在發展為近代國

家的歷程中，「政教分離」使宗教權威者和世俗統治者不再是同一人，主要原因

也和引領戰後革命的人，多半為平民出身的政黨領袖和軍人有關。因此岩崎育夫

（2018: 160）認為戰後東南亞的獨立運動的結果，變成國家的統治權力「領導人

由王族變成平民」，例如共和制的印尼，君主立憲國的馬來西亞。 

承上所述，獨立後的馬來西亞，國家統治權依舊由世襲的蘇丹16擔任國家元

 

15 Greenfeld （1992, P359）以德國的國家認同為例：德國前身為普魯士，普魯士於 1870 年普法

戰爭打贏法國，並取回洛林區，因而直接影響德意志帝國的建立。認為普法戰爭前，普魯士人民

因為共享屈辱感（humiliation），集體的認同和行動，激發與他國分庭抗禮的集體意識，促使德意

志國建國成具有驕傲與自尊的國家。 

16 馬來西亞的世襲蘇丹，雖先後元首有血緣的關係，但並非中國傳統的父傳子、子傳孫，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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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國體之所以有總統共和制和內閣君主制的差別，起源於獨立運動的領導人出

身不同(岩崎育夫, 2018: 161)，印尼是蘇卡諾、哈達是政黨領導人和軍人，馬來西

亞則是蘇丹的後裔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17）。 

三、新加坡的國家認同過程 

新加坡在過往的歷史中，除了 19 世紀強權國家的殖民地史外，又因所身處

的地點，行程多民族和多文化共居處的國家，因此 Clammer (1985)認為，「新加

坡人」是一個相對較新穎的概念，因此以「新加坡人」為自身的認同標籤，主要

的理由是來認同這個國家的「公民身份」，而非過往民族主義上，對於族裔概念

依附而生的國家認同。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民族主義是結束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最有力的意識型態

(金耀基, 1993: 72)，東南亞各國獨立運動中，主導獨立運動的領導人，主要是前

殖民時期培育出來的知識份子。在後殖民的脈絡下，可以看到新加坡的政府內的

官員，如同岩崎育夫 (2018: 140)的歸納，當地的優秀知識分子的相關背景可分為

兩類：一類是殖民地政府在當地所設的官僚學校所培育18，另一類則是前往殖民

 

「選舉君主制」（elective monarchy），由統治者理事會選出，每任蘇丹任期五年。理事會成員包

括九個擁有君主州份的君主，與四個委任首長州份的州元首，但只有九名君主有權參選和選舉國

家元首，分別是森美蘭森美蘭州嚴端、雪蘭莪雪蘭莪州蘇丹、玻璃市玻璃市州拉惹、登嘉樓登嘉

樓州蘇丹、吉打吉打州蘇丹、吉蘭丹吉蘭丹州蘇丹、彭亨彭亨州蘇丹、柔佛州柔佛州蘇丹、霹靂

州霹靂州蘇丹。馬來西亞是政教合一國家，國家元首蘇丹，既是馬來人政治最高領袖，也是伊斯

蘭文化的守護者，備受尊崇，因此公開批評國家元首有可能受罰。各聯邦的九位蘇丹，每五年依

照上面所列的順序，輪流做一任擔任馬來西亞國王。（BBC News 中文，2019，檢索日 2021. Jan 

16） 

17 吉打州蘇丹的二十位兒子中，第十四位為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也就是貴族

的後裔。岩崎育夫（2018: 161） 

18 新加坡的吳慶瑞，曾擔任殖民地政府的官僚人員，也曾前往英國倫敦大學留學修習經濟學。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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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國留學19，學習醫學或法律的專業而後海歸回國。新加坡獨立運動的領導人李

光耀以其的團隊，包含吳慶瑞，即是上述類型之後者的海歸菁英。 

1960 年代的亞洲新興國家，多以自由主義為施政理念，利用經濟開發與經

濟發展完成國家統合，以減少國內混亂。岩崎育夫 (2018: 184-186)的認為此模式

如同「開發獨裁」，亞洲地區新加坡、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臺灣、

南韓，都幾乎是以此種模式整合國內紛歧，用以國家穩健發展，進而促進國家認

同統一，因此又稱作「發展主義國家」，其中新加坡在 1980 年代屬於發展主義高

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的發展主義國家，為避免政權受到挑戰（尤其是共產勢力），

極力避免貧窮，李光耀執政的 1965-1990 年，「政府徹底打壓在野黨、工會及學

運團體等反政府勢力」(岩崎育夫, 2018: 186)，穩定的社會秩序，也能吸引已開發

國家企業前來投資。 

在 1980 年代的新加坡政治菁英，著手進行國家重塑(Mani, 1997)20，政府高

舉政治安定的必要性，打壓國內所有的政治和社會團體，例如在野黨，工會，學

生團體，華人企業家團體，媒體（中文報紙）等，削弱民間對政治的接受影響力。

新加坡屬於發展主義國家的超長期政權，由政府決定產業政策，對民間企業下指

 

尼的獨立運動人士蘇卡諾則是完全當地栽培的菁英人士，畢業於萬隆工業大學後取得建築師執

照，1945 年 8 月日本宣布戰敗時，立刻發表獨立宣言，之後也和荷蘭展開獨立戰爭。（岩崎育夫，

2018: 143-145） 

19  越南獨立運動領導人胡志明也是其中一類，原本打算前往法國的殖民地官僚培訓學校就讀，

但抵達法國後因入學手續準備不周，未能順利就讀，就轉而成為船員生活餬口，也因船員生活遊

歷各國，所見所聞儼然成為日後成為越南革命家的經歷與養分。（岩崎育夫，2018: 141-142）   

20 原文使用「resinification」一詞，應是指強力除去中國特色的去中國化歷程，如同王賡武所指

就是從原本的認同中國人身分的「海外華僑（Overseas Chinese）」，轉變成認同在地的「海外華人

（Chinese overseas）」，其中英文表現尚將「overseas」中的「o」從大寫變成小寫。例如海外華人

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建立自己的華人社區，這些海外華人的第二、第三代，通常被稱為土生華人，

這些華人被部分「在地同化」，但並未完全吸收土著社區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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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來推動開發事業。因此岩崎育夫 (2018: 196)認為，新加坡政府試圖以「政治

自由」與「經濟成長」這兩個說詞，作為說服國內社會的議價條件，以期國民接

受不自由亦即國民雖身處的政治和新聞的不自由中，但卻便於星國內統合正反意

見，也讓人民換到亞洲名列前茅的高經濟生活水準。在教育整合國家以前，國內

語言的統一，有助於國家的統合(Smith, 1991: 26; 王錦雀, 2005)。新加坡為多民

族國家，多元宗教和語言文字，使個別族群對他們自身文化身份存有主觀依戀，

進而與周圍環境的分離，因此將個別的文化分期統合為一，必須仰賴語言整合，

和教育制度內的內容灌輸。 

在社會方面，新加坡政府利用組屋制度，和媒體宣傳的方式，使各族裔混居，

一起生活、工作、讀書和服兵役，促進社會融合的現代城市，形成一種新型態的

「新加坡式生活型態（Singaporean life-style）」。(Kong, 1997: 219-220)同時越缺少

互動，族裔間越有可能產生衝突，因此在生活日常中有越頻繁的接觸，可以提升

族裔彼此認識，降低誤會和歧視(Kong, 1997: 223)。Smith (1991: 20)認為每個國

家在建國的過程中，經歷過的歷史記憶，不僅是延續國家認同的必要條件，事實

上每一個民族群體都是特定歷史記憶下的產物。 

Kong (1997: 222)認為新加坡華人，在新加坡落地深根後，文化上已和「祖籍

家鄉」大有不同。海外華僑來自中國，原本將新加坡當作僑居地，但最後落地成

家，後代子孫（華僑）在地土生土長，對於原本祖先語言（例如：廣東話、閩南

話）越來越不流利，而來自中國的傳統習俗節慶活動（如中元節祭拜等），也不

再遵行。因此若單憑著血緣、先祖來源這兩項主張，新生代的新加坡華人難以形

成對「中國人」標籤的身分認同，即使承認、對外聲稱自己的國家認同傾向是「中

國人」，但難以受客觀上（國籍）的中國人接受，因而形成帶有華人外貌但又深

富西方思維的「新加坡人」。 

在歷史背景上，1949 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的意象變成「窮」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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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主義」(Kong, 1997: 220)，當地的新加坡華人反倒對「新中國」感到陌生，因

此 Kong（1997）認為未來的新加坡將漸漸地和中國切開了文化上的相通性，若

有雙重認同身分的新加坡華裔，更傾向保留新加坡認同。但是 Kong（1997）預

估，在未來的二十年左右，當外國（包含中國）有更好的薪酬，當中國的經濟發

展越加好轉，優秀且專業的新加坡人也會移民（brain drain），促使華裔的新加坡

人，出於經濟利益的動機，更努力學習華文和華文文化。 

新加坡在歷史發展背景上，遇到很多「挫折」，先是成為英國殖民地，而後

又遭日本佔領，回到英國殖民後又積極建立自治政府，加入馬來西亞聯邦，最後

被馬來西亞國會逐出成為蕞爾小國。沒物資的小國，種族多元又動亂，為了發展

經歷風雨的歷史經歷，也促成政府的極權。上述歷史背景，文化特性的變化是指

創傷性的發展對構成特定人口文化單位的連續性、共同記憶和集體命運概念的文

化要素的基本模式的擾亂程度(Smith, 1991: 25)。這模式將連續幾代成員捆綁在一

起，同時將他們與「外來者」區分開來，並且圍繞這些外來者，凝結了作為國家

認同的「文化標記」，文化標記的更新並不會摧毀了共同的種族意識，多元社群

的文化標記，將促使國民對自己身份所處的社群依戀(Chang, 2020: 6)，反而更堅

定個人對國家的身份認同。 

第四節 後殖民脈絡下的國家中心論 

殖民政治體制下，外來占領者利用文化和經濟的優勢，統治在地，挾帶優勢

國家能力的殖民政府，在地從屬於優勢文化之下（特別是西方文化），失去話語

權、淪為社會的邊緣，而後殖民脈絡便在此情況下萌芽。Young (2016: 1-2)的後

殖民主義，主張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具有相同優質性，駁斥二戰期間殖民母國

為合理化殖民主義，將被殖民國描繪成低等，「西方文化」地位較高，更接近「文

明社會」，十九世紀末殖民地抵抗，並號召「平等」、「脫殖民」之旗，可謂後殖

民理論（Post-colonialism）的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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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霸權話語示意圖 

資料來源：Young (2016: 63-64)，筆者自繪。 

Young (2016: 63-64)指出薩依德21在兩方面跟隨傅柯論點：「權力本質及其如

何運作」和「論述（discourse）」。在後殖民理論中，展現權力的關鍵工具是「知

識」，利用體制和政府政策的施展，再透過「知識」的輸送、宣傳和慣行，將臣

民/公民「重新賦形（re（-）form）」，對擁有權力的「國家」深信不疑。知識滲透

可能由學校教育中的教科書文本、媒體的傳播文字、路邊的生活標語等，讓國家

內的臣民/公民一再地而濡目染和學習，對知識產生認同，結果將再次展現政府

的意識形態，再透過體制實現「同意的再生產（reproduction by consent）」(宋國

誠, 2003: 409)（圖 2）。權力範圍內利用葛蘭西的霸權（hegemony）建構期待人民

習得的知識，藉此以便在現實社會中控制擁有公民的思想，成為受權力施展的對

象，這樣的殖民霸權的語境，將被殖民者的本土文化削弱，更接近殖民母國的同

質化。西方對非西方世界、殖民對被殖民國家的支配，並不是隨意而然的現象，

而是有意識有目的，透過「霸權話語（hegemonic discourse）」支配人民。 

 

21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生前任教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比較文學與

文學批評，1978 年出版《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之後，轉而成為關懷民族社會、批判文

化霸權、與扭轉西方成見的論辯士，更開啟了後殖民論述的先河。（轉引自：趙秋蒂，2007） 

媒體 教育 

國家 

公民 

社會 

輸送 知識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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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殖民理論反對特權，拒絕承認西方文化優越性(Young, 2016: 8)，在這樣的

背景下，李光耀發明新加坡特有的「亞洲價值觀」，就可作為後殖民脈絡設回環

境下的形塑成果；「亞洲」的身分可以作爲一種表述的策略，用來拓展新的發言

渠道(張京媛, 2007: 16)，做為區別他我的言談價值觀。因為後殖民的脈絡反對由

種族和階級帶來的歧視，二戰後的殖民地政治，將西方文化「壓迫」東方文化的

差異，除了吸納本土意識自覺外，又再加上殖民母國的文化內涵，既排斥又戀慕

的後殖民思想，轉化成跨文化、積極的各類說詞和文學作品，更能展現各文化所

帶來的社會多樣性(Young, 2016: 151)。 

黃寬裕 (2007: 4)特別提醒，若以「後殖民理論」研究「國家認同和教育」，

還須研究對「憲政認同的建構」，「若過分強調本土文化認同的民族特徵，則很容

易把民族主義視為國家認同的唯一內容與結果」。因此本研究主題輔以新加坡政

府政策施行，在深度訪談的過程中，進一步確認新興國家新加坡政府的政策，是

否更加增進國民對新加坡的國家認同。 

新加坡是亞洲地區，少數的威權國家，地域的規模小，「國家治理」像在治

理一間公司，新加坡的國家角色，透過政府政策實行在人民的生活之中。國家設

定的單一目標，要求整個社會共同接受國家的領導，使得國家內部社會、文化、

經濟的差異減少，近一步加速國家建構（state-making）的進程(周繼祥, 2005: 32, 

70)，因此國家發展的過程中，國家施行政策對整體公民社會的影響甚大，如同

Max Webber(1990: 38)所述：國家擁有合法壟斷武力和物質資源的使用權，因此

主權國家運用強制力執行政策，就是形塑國家的重要步驟。 

鑑此，以「國家中心理論」（State-centered Theory）的論述，能夠更清楚爬梳

新加坡國家建構的前因後果。主權國家為使其政府運作具正當性，在施展政策的

歷程中，對其所支配的領土範圍內，以集中化施政形式，輔以威權政體，以滲透

和鎭壓、或強制性武力的方式(陳啓清, 2006)，因此，如何汲取、運用和分配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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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使國家正確實行其施政理念，進而影響在國家自主性、國家結構、國家權

力的效度。 

關於國家中心論的應用，高莉雅 (2005)對國家政府與公民社會的相互關係

研究有一定的研究發現。公民社會參與政治生活、監督政府政策，在國家與公民

社會的互動中，一旦有來自社會輿論的壓力，國家將以制定強制性政策，予以執

行，宰制和控制公民社會中的團體或個人。國家中心論的研究途徑，可以一揭國

家與社會互動下，「制度」對「國家認同」的實質影響。 

Skocpol and Amenta (1986: 131)認為「國家」是一個「自治的官方倡議場所」

22，意思是國家的體制結構有助於形成社會政策，而社會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又

會在反過來改變政治現況。就此，以「國家認同」的為政策主要訴求的「公民教

育」（又或者說是「愛國教育」），會反過來形塑著國家的形象，如同「政策回饋

（policy back）」，一再強化新加坡在地人民的國家認同。國家幫助塑造國家經濟

發展，發展社會計劃和管理國內和國際經濟問題方，更促進民族國家的形成

(Skocpol, 1985)。 

第五節 小結 

個人隸屬於國家之下，在國家的內部，個人同時社會各處的成員。公民教育

所形塑思維、概念，對個體來說是人格形成的一部分，因為一致的思維和行爲，

是需要個人和自我對話，進而對自我承諾。 

在現代國家的興建中，公民教育是國家現代化的思想建設，「公民權教育」

則聚焦在對公民生活及市民社會的參與，比起知識更強調實踐。當代新加坡中學

 

22 「自治的官方倡議場所」在原文為「autonomous official initiatives」，詳見 Skocpol, Theda, & 

Amenta, Edwin. （1986）. States and social polici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2（1）, 13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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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的公民教育（Character Citizenship Education, CCE），便是以「品德與公民教

育」為稱，內容著重在公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餐與，例如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新

加坡公民教育」就是定義上較廣的「公民權教育」。 

後殖民理論的核心概念下，在號召「平等」、「脫殖民」，過往殖民政治體制

下失去話語權、淪為社會的邊緣，新加坡就在後殖民脈絡下，發展自己的新興國

家建立。學校體制內的知識，是各種價值觀競逐的結果，將使社會中對政治和文

化現況不同的背景所傳輸的知識，進行變更和重新分配，以形成社會新的意識，

由國家機器進行價值觀的形塑，學生和公民在國家機器體制下所傳授的知識，將

形塑成未來公民的思維。國家認同深根於人民心中後，國民對國家同將再次反饋，

進而鞏固民族主義的確立。在能行使主權的領土範圍內，相同的歷史文化、重大

事件、政府政策下，將形成不同的民族主義觀，並接續著影響國家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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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新加坡國家認同的形塑機制 

掌握權力的政府，國家機器透過教育或是媒體傳布，引導公民「識己」，導

正個人認識自己的公民身份和社會責任，除了在個人層面中教導公民應配合的項

目外，亦灌輸義務與責任，以求個人亦對於社會發揮實踐與影響，培養公民的公

共意識和合作精神作是政府開展公民教育的重點工作。基於以上認知的公民教育，

在行動實踐下培養符合國家需要，順應社會潮流，個人所肩負責任和擔當，巨重

影響國家社會的各方各面。 

第一節 政府政策 

不利的外部因素與豐富的「民族」歷史結合在一起，有助於使

種族身份具體化和永久化。……國家建立、軍事動員和有組織

的宗教至關重要。……統一政體的基礎，在民族社區意識的發

展，以及最終具有凝聚力的國家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Smith (1991: 26-27). 

職位階層化、人事專業化、工作程序化、依法行政，是現代國家的產物23。

戰後的新興國家，如需使國家正常運作，必須穩定以這四大面向建立國家，Smith 

(1991: 26-27)認為政府的政策具關鍵地位，有助於形塑人民強烈國家認同，最具

凝聚力和影響力。政府政策制定統一的政策為基礎，可以促使政治共同體內的人

民，可以共同激發並認同國家的思想。因此國家認同的觀念建立，必須仰賴政府

的政策施行。 

 

23 韋伯（Max Weber）提出「官僚體系」是現代國家的產物，常見這四項特性：職位階層化、人

事專業化、工作程序化、依法行政。（過子庸, 2012: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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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政治菁英領銜治理 

在理性政策模式裡，政治菁英擔任「理性的政治家」24，決策者根據利益最

大化的原則，選擇最佳方案執行政策，因此決策者是理性的專家，人們服膺並信

賴專家選擇。新加坡的建國過程，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所組成的政府，其官僚成

員大多接受英語教育的菁英分子，造就菁英階層對於決策有一致的理念，但也造

成「受過教育」的人士和社會有些疏離(Gwee, Doray, Waldhauser, & Ahmad, 1969: 

23; 岩崎育夫, 2018: 195; 莊錫福, 1996; 楊思偉, 2007: 381)，也透過軟威權主義

（soft-authoritarianism）進行政治控制(Singh, 2015)，威權主義也促進國家建構

（state-making）的進程(周繼祥, 2005: 32)，降低國內的文化差異。為使官僚體系

的建置更信服於人民，新加坡國會制定《公務員法》和「公積金制度」，藉此屏

除華人文化中的裙帶關係和黑金賄絡，以高薪吸引人才進入政府執政，政府官員

的薪資與國家經濟發展連動，以達「以俸養廉」。《公務員法》不允許貪汙腐敗，

一旦公務員被發現貪瀆，不只有牢獄之災，同時存在公積金的金額亦會遭到沒收。 

Kong (1997: 224)指出，在新加坡政府精心設計的「養廉」制度下，新加坡人

在商界贏得「值得信任」的名聲，比香港和臺灣來得好，在與中國的合作，雖然

新加坡是一個小國，但是被中國和世界視為同等地位的主權獨立國家，其原因就

在於李光耀對法治的堅持。 

李光耀建立了一個紀律嚴明的國家，一黨獨大的人民行動黨，能力強的政黨

至今仍保持團結，並持續治理星國。但星國的「法治」，招致許多政治評論家批

評，認為人名行動黨利用制度反對敵對黨上任。但是，李光耀的政策，影響星國

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成功地打造出了一個外向、渴望學習和精益求精、競爭

 

24 現實主義學者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稱作「理性的政治家（rational statement）」（過子

庸，2012: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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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的國家形象(Singh, 2015)，這些特質也成為當今新加坡人的組成要素。 

二、融合多元種族的策略 

1. 集選區制 

建立多元種族的新加坡，若能由國家公民主動參與，不分種族統合全民意志，

可以避免種族多樣性下的混亂(紀舜傑, 2013)，因此若能以制度化的方式，讓星國

內的各種族背景的平等參政，有助於國家的統合。新加坡《憲法》和《國會選舉

法》規範集選區參選的議員需以多元族群的方式參選。 

政經的不平等權力，和忽視社會分配正義，導致「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

下，弱勢者民主參與的不平等(魏玫娟, 2009)。在多元族群國家，中央立法機關裡

少數族群的代表權，可以客觀地證明政府是否實踐尊重少數族群的理念。由於新

加坡華人比例高，在未改制之前的選制25，並不利於馬來族和印度族；1988 年增

設集選制後，選區由個人候選參與改為團體候選，選民只能投一組候選人，且候

選團中要留有一位是馬來族和印度族等少數民族，保障經濟和教育程度較為弱勢

的族群，在國會席次中有一定比例地參與立法表決。政黨若希望勝選，會避免走

偏鋒的政治主張，因此新加坡政黨提名的候選人會避免有激進族群政策者(Tan, 

1999)，使選舉趨於理性，非以族群分野做劃分，換言之，集選區避免偏激的單一

種族主義，有利於建立新興國家新加坡的國家認同。 

根據施奕任、孫采薇(2013)的研究，新加坡的集選區選制雖保障少數族群擁

有一定的國會席次，但隨帶著的政治文化影響有兩個面向，一個是少數族群必須

 

25 直到 1984 年，新加坡延續英國殖民時期的國會選制，採取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亦即每個選

區只有一名當選人，由得票最高的候選人當選。另補充，新加坡選舉局與臺灣中央選舉委員會不

同的是，星國在選前才劃分選區。1988 起國會改制為單一選區和集選區的混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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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人民行動黨才有機會勝選，參與黨務工作時必須壓抑自身背景的族群認同，

另一面向是少數族群是長年在野黨，政治資源薄弱，難以在集選區中組黨參選，

鑑此無形中仍舊偏袒華人為主的政黨。即使如此，在馬來人多數的選區，華人為

主的人民行動黨依舊獲得較多的選票支持，對照東南亞他國的情況，此集選區制

有助促進國家境內種族相處融洽，增進國內社會的凝聚力。宗教和諧 

2015 年聖加侖研討會26演講上，時為新加坡副總理的尚達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27在提到「老百姓要的是在教育與求職上，不存在背景和種族

歧視的自由；對宗教信仰，沒有偏見的自由」(StGallenSymposium, 2015)，而這

些看起來理所當然的事情，並不是在每個西方國家都能做到，但在新加坡做到了。

在與 C-1 的訪談中，他提到「我覺得要讓新加坡人更認同新加坡，可能是『跟不

一樣的種族相處多一點』吧！」，因為新加坡就是處於多民族種族之中，若能對

彼此民族背後的宗教文化有所認識和理解，可以有更多的同理心，可以避免因為

種族間的不理解，而造成的偏見和刻板印象，Tan (1994)認為宗教對社會整體秩

序至關重要，即使每個宗教的價值觀迥異，但保障宗教的自由與平等，在新加坡

也被視為建立民族團結和保持民族特性的工具。在新加坡各宗教的重要節慶，被

視為國家的節日，例如華人的「陰曆春節」、印度族十月底的「屠妖節」、伊斯蘭

教四月初的「開齋節」。其中，各區半官方性質的民間團體「全國人民協會」，會

協助各族人民共同參加傳統節日活動，這些民族傳統節日促進了新加坡各民族和

睦，增強了社會凝聚力，有利於國家穩定（張青、郭繼光，2010: 87-95）。  

3. 組屋制度 

 

26 聖加侖研討會（St. Gallen Symposium）每年 5 月在瑞士聖加侖大學舉行的研討會，目標是促

進國際間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年齡段的管理英才們的交流對話，為政治和公民社會的辯論

提供一個環境。 

27 尚達曼於 2011 至 2019 年間擔任新加坡副總理，其間亦同時兼任財政部長、人力部長和經濟

和社會政策統籌部長。2019 年 5 月起迄今，擔任國務資政兼社會政策統籌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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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建屋發展局」（The 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 HDB），建立於 1960

年，成立緣由為獨立前的新加坡相當貧苦，境內居住環境差外，貧民窟四例，因

此政府為改善此情況，住在提供負擔得起的優質住房給人民居住，透過《建屋與

發展法令》和《土地徵用法令》，徵收土地規劃專門負責組屋制度，是市政府房

地產管理機構，也是新加坡最大國營企業集團。以上，在人少的郊外如女皇鎮和

大巴窯（首先興建），重劃成住宅區，並規劃鄰近學校、醫院和公園。協助翻修

舊有房屋，由政府提供公共組屋，讓年薪 6000 新幣以下者可購買，若高薪者則

必須購買私人建商的住宅，不得購買政府組屋。（張青、郭繼光, 2010: 98） 

住在政府組屋的人口，約佔新加坡總人口的 80％ (House and Development 

Board, 2020)，房屋所有權普及化，可以讓每一位公民與國家利害相連，政府也利

用配額政策，確保每區組屋的華人、印度人和馬來人比例，能反映全國的人口組

成，避免形成種族聚居區域所得接近的各族群居，住在政府提供的組屋內，原本

各族群住在各自的社區聚落中，地理的不親近，族群間自然因陌生而有隔閡，政

府政策下的組屋制度，規定各組屋內戶數與族群，要依新加坡的人口比例做分配，

因此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在政策下，「被成為左鄰右舍」，在具體距離上較以往

更親近，也促使讓各種族交流網絡，成為朋友。(Kong, 1997: 219; The Economist, 

2017)而這些互動，也讓族群間彼此的「跨族裔認知（Out-group Perception）」趨

向正確，避免因原先的偏見而有誤解(Kong, 1997: 222-225)，因此組屋制度有利

於新加坡國家認同的建立。 

近年來，由於外來人口不斷移入新加坡，致使房地產價格上漲，同時因為外

來人才通常是薪水較高的行業，也間接使星國國內收入和貧富差距擴大，Singh 

(2015)認為這是當今星國所遇到的「問題來源（mother of all issues）」，外籍人士

的移入，再加上有些「新移民（The New Rich）28」態度較功利，並不實際上為

 

28 「新移民」，被稱之為「New Rich」，也就是「上一代苦過、這一代富裕」，在新加坡經濟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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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遠景努力或著想，P-2 於受訪時提及他在新加坡社會的觀察： 

有背景的「外來人才」較容易移民新加坡，所以他們的工資多半也比本

地人高，而聘用的公司甚至會協助外來人才租房，反倒當地人沒有。對

於此現象新移民常評論言「我就是為了利益來的，沒利益我何必來」，

雖然入籍星國，但還是以過去國籍的思路對待事情，通常這些民眾也是

新加坡社會上比較高薪的人。（P-2） 

這些新移民的處境對星國的本地人而言，造成了相對剝奪感，這種負面的觀

感，和新加坡公民教育的主張並不合致，恐怕造成社會內部的不和諧甚或分裂，

這種思維和價值觀可能將挑戰政府致力培養的新加坡認同，因此 2012 年版本的

品德與公民教育中，更加強調「責任」、「國家至上」，也確保新加坡價值不會因

為新移民而有過劇的變動(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2b; Perry, 2020)。 

三、震制國威的國防展演 

Smith (1991: 26)認為在國家建立（state-making）的歷史中，軍事動員（military 

mobilization）對於國家認同意識的建立有非常大的幫助，原因是國民餐語在軍事

行動中，需要明確地分辨敵我意識，進而有「我」和「他者」的差距。此外，國

防上的軍事展演，更能對國際展現國家的強勢武力，同時也讓國民感受到安全感，

進而放心並守護家園內的財富與和平。 

吳慶瑞擔任國防部長期間，國會通過《人民衛國軍法案》和《陸軍法案》，

規定新加坡男性公民 18 歲後都必須服役，服役期間 2 年，退伍後成為後備軍人，

 

後，自父母自海外移民定居新加坡的第二代，在思維、行為、言語上都比較自利，導致新加坡本

地人原先出於物質資源（工作、住房、物價）受擠壓而衍生的「相對剝奪感」外，在心態上對於

「新移民」則敬謝不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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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 50 歲方可退役29。新加坡政府為凝聚國家內部團結一致，對全體國民經過經

濟、政治、外交和思想教育。加強思想教育，為了國家安全，新加坡國民須團結

一致，國防教育包括心理防衛教育，要使新加坡人有共同歸屬感，明白自己要為

新加坡效忠，不分種族和宗教，團結一致，在李顯龍於 2019 年國慶演講中，也

強調即使新加坡是華人多數的國家，亦不能忘記自己作為新加坡公民的根本，而

政府也認為國防教育同時也是激勵星國科學技術發展，進一步提升經濟表現，而

這一串的目的，就是要致力確定穩定經濟，穩固政治局勢。(Prime Minister's Office 

Singapore Youtube Channel, 2019; 張靑、郭繼光, 2010: 122-124) 

新加坡的軍事訓練上，延續從二戰後的冷戰結構中，當時的美蘇兩強競逐武

力裝備、追尋盟友的國際情境下，由於臺灣和新加坡是親美陣營，再加上臺灣離

新加坡也距離較近，臺灣因為國際外交上的利益趨算下，也有拉攏國際中盟友的

考量，因此臺灣協助新加坡的星光部隊作軍事訓練(張正, 2018)，只得小國新加坡

能有一個地區，而以從事軍事作戰武器的操演。 

 

第二節 媒體行銷 

新加坡落實自由經濟，同時輔以低稅負和高薪，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外國人才

（FT）到星國工作、居住，造就星國經濟榮景。在現代社會資訊流通發展迅速的

時代裡，若能善用媒體宣傳並控制輿論，進而形塑國民對本國的形象，形塑共同

的集體記憶(Smith, 1991)，無疑是對多文化國家認同形塑是的一大助益。 

 

29 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教授 Dr. KWAN,Chang Yee（關鎮儀博士）（2018/2/18），筆者當面訪談

（新加坡）。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277

 

42 

一、新聞權的限制 

新聞自由不是我們唯一嚮往的自由，新聞自由的理念很好， 

但這不是唯一需要實現的。 

新加坡副總理尚達曼於聖加侖研討會演講 

(StGallenSymposium, 2015) 

經濟上被讚譽為「東方蘇黎世」的新加坡，在媒體自由方面，星國的新聞自

由度，在全球是敬陪末座。根據無國界記者網站(Reporter Without Borders, 2020)

的最新排名指出，新加坡的新聞自由度，在 180 個國家中，僅排名第 158 名，是

無國界記者自 2013 年統計以來歷史排名最低的一年30，這其中的主要因素，包括

新加坡主要的報紙、媒體、電視的主要都是由政府相關企業進行(黃一展, 2019)，

所以很少在公共場合有反對政府的聲音，一但人民行動黨政府遇到不利於執政的

報導時，會迅速起訴批評執政的記者，或向他們施加壓力，使批判的記者們失業，

甚至強迫他們離開這個國家。 

新加坡設有資訊通信及媒體發展管理局（IMDA）31，和網路安全局（CSA）

32，成立目的是為幫助新加坡基礎設施數位化開發，推進為「智慧國家」願景，

 

30 無國界記者（Reporter Without Borders, RWB），將新加坡新聞自由度在全世界 180 個國家中的

排名列示如下：（表示方式為「年分（排名）」） 2013（149）、2014（150）、2016（154）、2017（151）、

2019（151）、2020（158）。 

31 資訊通信及媒體發展管理局（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IMDA），隸屬於交通與

資訊部（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MCI），為新加坡法定機構，用以管理新加

坡境內的媒體新聞等消息，首任局長是 Yaacob Ibrahim（2016 年），目前局長是 Lew Chuen Hong

（2020 年 6 月上任）。 

32 網路安全局（Cyber Security Agency of Singapore, CSA） ，隸屬於交通與資訊部（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MCI），為新加坡法定機構，對國家網絡安全職能進行專門的集

中監督，並與部門領導合作保護新加坡網絡安全。該機構以政府的網絡安全能力為基礎，其中包

括戰略和政策制定、網絡安全運做、網路發展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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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作為網路技術與資訊的看門員，有權審查所有形式的新聞內容(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2020; Reporter Without Borders, 2020)。上述 CSA 和

IMDA，常提起誹謗訴訟，有時還會伴有煽動罪，最高可判處 21 年監禁（Parliament 

of Singapore, 2016）。 

例如，1994 年 8 月，Philip Bowring 在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33，發表了

一篇文章，認為新加坡是實質的君主制國家，李光耀總理卸任後即轉赴任政府資

政，吳作棟是名義上的總理，實權仍由擔任資政的李光耀治理，而李顯龍因個人

血緣關係得以擔任副總理，為鞏固「李家王朝（Lee Dynasty）」的延續，利用司

法程序壓制反對黨和反對聲音。也因此，於 1995 年 7 月，李光耀正式以「誹謗

罪」34用司法程序控告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傳遞不真實的內容，企圖干涉和

抵毀新加坡的政治現況，藉此殺雞儆猴，反對外國利用媒體武器操弄社會風向，

不利於國家內部的統一。(張靑 & 郭繼光, 2010; 劉漢良, 2015, 2017)。  

 2004 年經濟學人曾經撰文批評，認為李顯龍祭出法律手段對付反對政府言

論的相關媒體或人事(黃一展, 2019)。近期的例子則是 2019 年李顯龍委由律師，

控告「網絡公民（The Online Citizen, TOC）」35新聞網的主編，控告理由是認為該

線上媒體在當年 8 月發布的新聞內容，毫無根據且已經影響多人的名譽，這其中

 

33 《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IHT）是《紐約時代報》（The New York Times, 

NYT）的國際版。 

34 李光耀聘請律師提告《國際先驅論壇報》，並要求勝訴後要向李光耀、李顯龍、吳作棟各賠償

40 萬和 50 萬新元，最後本案由新加坡高等法院審理，報刊敗訴，需賠價 95 萬元，但報刊只願

意道歉並拒絕賠償，直到 1995 年 11 月，該報紙最終不得不同意支付 21.4 萬美元的名譽賠償金。

（張靑、郭繼光，2010） 

35 TOC 成立於 2006 年 11 月，是在當年 5 月新加坡大選後六個月成立，是新加坡運行時間最長

的獨立媒體，主要營運的經費依靠支持者貢獻和捐款。TOC 成立宗旨在期待讀者提供多元觀點，

以促進思想和觀點的辯論，並報導傳統媒體忽略或報導不足的故事，目的是幫助創建更自由的言

論自由環境。（The Online Citize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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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他的太太，要求道歉和在三日內撤除所有文章，包含在 TOC 網站和轉發在

Facebook上內容，而關於此案的訴訟也在當年 10月立刻進行第一審(Xinhua News 

Agency, 2019)，直至 2020 年 12 月時，仍在進行訴訟程序(黃佩玲, 2020)。 

由此可見，新加坡媒體界易受訴訟，因而有來自當局的司法壓力，Reporter 

Without Borders (2020)的報告指出：「新加坡媒體的『自我審查』廣泛存在媒體內

部」。星國當局對於特定議題劃定的紅線，被記者稱爲「OB 標記」（界外標記），

適用於越來越廣泛的問題和公衆人物。新加坡也會向記者發送電子郵件，媒體遲

須刊登具冒犯性文章，政府將採取行動，恐使記者擔負最高 20 年的牢獄之災。

最後，2019 年採用《防僞新聞法》，允許政府在網路社交媒體時代，可由 IMDA、

MCI 辦公室，要求媒體和數位平臺將「不正確」的內容進行「修正」後再發佈。 

然而，社會上亦有贊同限縮新聞權的聲音，Bailiang (2017)認為新加坡政府

之所以控制媒體的新聞自由，主要原因是為了維護整體國家形象，一旦領導人勾

結上負面的形象，例如：世襲、裙帶關係，將會讓這個小小的多民族城市國家持

續分裂，不利於國家整合和發展，並容易造成內鬥，而這些新聞權過度開展的行

動，都不是形塑國家認同的絕佳策略。 

筆者於 2018 年向新加坡籍大學教授梁秉賦博士（P-1）訪談的過程中36， 

P-1 認為當新聞媒體自由過度的盛行時，政府官員將流於「應付」，政策結果導致

「折衷」，對於政策與國內政治現況，將造成不穩定性，並非對國家發展是最有

佳的方式： 

新加坡摸索很久，也跌跌撞撞很久，我認為可能是兩個原因新加坡比臺

灣走得更前面：第一個原因是我們沒有新聞權，你們有新聞權。報章媒

 

36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院長 Dr. NEO, Peng Fu（梁秉賦博士）（2018/2/18），筆者當面訪

談（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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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每天炒作，政府將成天應付、焦頭爛耳。有新聞權，使爭議攤在陽光

下導致混亂吵鬧，而吵鬧的結果會是什麼呢？「應付」與「折衷」。新

加坡沒有這類紛吵，有助於明辨對錯，我們知道該怎麼做，就靜悄悄往

那個方向努力，關起門來不要讓民眾吵吵鬧鬧。（P-1） 

雖然 P-1 認為新聞自由可以擔任防弊和監督的角色，但對政策的討論，最終

結果可能流於非黑即白的二元論──完全反對或完全贊成。影響聲量大、煽動群

眾力量強的言論，將會分裂社會，類似的實例就曾發生新加坡歷史上的建國初期，

例如 1955 年發生 260 多起罷工運動，也促使華文教育委員會的成立。因此雖然

媒體自由代表的是可以第四權監督政府，亦是民主國家的重要指標，但是開放資

訊的過程中，P-1 認為造成公民社會帶來危害，將撕裂社會內部的和諧，執政者

最終決策恐將以「妥協」和「折衷」的方式，以安撫社會的反動力，但是這麼做

會讓真正對國家好的政策無法正確施行，對於國家的整合和進步將是一大阻礙外，

社會也將終日惴惴不安，淪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國內互鬥場面，更

不利國家整合。 

二、來自總理的國慶演說 

新加坡的國慶演說（National Day Rally）37，是一個由新加坡總理主講，內

容除了有過去幾年政府的施政成果以外，在展望未來的面向，為因應未來社會變

遷和新加坡的治國目標，發表預計推行的新政策，自 1966 年的國慶日38持續至

今，主要經由電視轉播，將演講內容電視轉播轉知於新加坡人民，而近年民眾收

視習慣和科技發達的轉變，在網路上亦可觀看。 

 

37 又稱作「國慶群眾大會」。新加坡的國慶演說，在國慶日後的第一或第二個星期日舉行。新加

坡總理會分別以英語、馬來語、華語三種語言發表，故英文稱作「rally（接力賽）」。 

38 新加坡的國慶日為每年的 8 月 9 日，紀念 1965 年 8 月 9 日正式從馬來西亞聯邦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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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演講主旨是關於新加坡的政策，Min (2016)認為新加坡建國的成功與各

方面方展的進步，國慶演講是功臣之一。國慶演說的主題，從李光耀時期的國家

生存為中心，並擴大經濟發展到改善社會公平。 

為使說明更加清楚，舉例新加坡第三任總理李顯龍，於 2008 年在新加坡國

立大學進行國慶演講內容作分析。李顯龍提及 2008 年對新加坡而言是非常值得

紀念的一年，因為在當年的北京奧運中，新加坡獲得首面獎牌，關於此份獲獎，

李顯龍分別在國慶演講中的華文演講 39和英文演講 40(Prime Minister's Office 

Singapore Youtube Channel, 2008a, 2008b)中都一再強調，新加坡奧運乒乓球隊自

建國以來獲得首面奧運銀牌。 

當時的媒體和政治領導人慶祝了這一勝利，說明外國生力軍的加入新加坡，

對國家的榮譽和融合都有有助益。Ortmann (2009: 24)則認為政府的這種媒體宣傳，

促進新加坡本土主義的發展，原因是原本國籍為中國的三位桌球運動員41，在新

加坡積極吸收外國人才（Foreign Talent, FT）的策略下，因而入籍成為新加坡公

民的李佳薇、王越古和馮天薇。其中在當年引起熱議的李佳薇42，雖替新加坡贏

 

39 詳見 Prime Minister's Office Singapore 的官方 Youtube 頻道，約在 19:10 處，李顯龍提及外國

人對新加坡的貢獻，其中包含體育賽事奪得獎牌。 

40 詳見 Prime Minister's Office Singapore 的官方 Youtube 頻道，約在 1:43:12 處，李顯龍與正在北

京奧運比賽的新加坡奧運隊的領隊 Tan Eng Liang 進行現場語音通話。Tan 其中的一句話：「Sorry 

PM, we just lost the gold medal to China」引起現場群眾會心一笑，而接著的「They （China） are 

a better team, with better skills and techniques but our paddlers tried their best and they did play well.」

引起現場群眾連續鼓掌 22 秒，中途 Tan 欲插話續談比賽內容亦無法，只得等掌聲結束，才能繼

續接下來的演講。 

41 2008 年代表星國參加北京奧運桌球項目的三位桌球運動員，分別為李佳薇（Li Jiawei）、王越

古（Wang Yuegu）和馮天薇（Feng Tianwei）。 

42 李佳薇於 2012 年因傷退役，1996 年首次出現在新加坡隊，一共代表新加坡參與四次奧運會，

其中在 2008 年北京奧運獲得銀牌，2012 倫敦奧運獲得銅牌。2010 年莫斯科世界錦標賽（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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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首面奧運獎牌，奧運開幕式中，將新加坡國旗拖到地上，被認為是輕蔑新加

坡的舉動(Ortmann, 2009)，此外李佳薇雖代表新加坡隊參賽，但在中國官媒的訪

談裡，提到「在自己的本土」、「自己是一名中國人」(Fireopal, 2008)，使得「新

加坡人」的定義在當時被廣泛討論。 

此外，現任星國總理李顯龍亦善用社群軟體「facebook（臉書）」，進行政治

宣傳和個人形象塑造。由於新加坡的極權政治形象深入人心，李顯龍於 2011 年

大選之前創設自己的臉書頁面，軍事宣揚「星國雖小，但武力俱全」，這個價值

觀，透過媒體不斷宣揚告訴星國的人民。在強人政治李光耀的治理期間，建立了

一個強大而安全的國家。新加坡政治科學協會主席 Singh (2015)指出：星國投資

於外交和對軍事武器，因此擁有該地區最好的空軍之一，同時以規模不大但高度

現代化的軍隊和海軍作為後盾，以保衛星國主權獨立性，因為在國際政治的現實

主義情況下，對戰爭的準備，隨時整軍經武，避免成為次級國家，以維持星國在

國際間的區域平衡(過子庸, 2012: 43)。 

三、國慶活動 

當我們與馬來西亞分離時，我們試圖灌輸民族意識， 

使我們現在獨立於馬來亞。因此， 

我認為我們需要一些東西來使人民團結在一起。 

王邦文43在 2007 年新加坡檔案局的訪談 

摘自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2021b) 

 

Team Championship）最佳排名為世界第三名。2012 年退役時，為世界排名第二十一名。 

43 王邦文（Ong Pang Boon）於 1963-1970 年間，在中國語言文化和教育問題被高度政治化的時

候，接任了高度敏感的教育部部長職務。通過增加中文學校的英語教學，以及增加英文學校的中

文教學，是星國雙語政策奠定者之一。在此期間，提議應灌輸學生愛國思想，並發明《國家信約》

中文版，讓學生每天上課前複誦（People's Action Party Youtube Channe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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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66 年 8 月開始，學生們每天以背誦《國家信約（National Pledge）》（詳

見附件一）作為上課的開始，那年的新加坡才剛脫離馬來西亞聯邦獨立兩年，當

時的教育部張王邦文，向賈拉特南（S. Rajaratnam）和李光耀提議，以一些儀式

性活動，如朝會、唱國歌和讀誓約的方式，作為校園內的潛在課程，以便灌輸學

生的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Lim, 2019;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2021b)，不過當時

校園少廣場可以進行朝會，因此最初推展這類口號灌輸的教學活動，主要在教室

裡朗誦誓言。 

後來賈拉特南先生修改了《國家信約》的部分用詞後，就定稿送出，認為透

過誓言的複誦，有助於建設「我們引以為傲的新加坡（a Singapore we are proud 

of）」形象的同時，也使用誓言強調新加坡人團結一致，履行對國家的承諾，在艱

苦的背景下樹立民族意識。由於多種族背景的新加坡，語言、種族和宗教是可能

造成分歧的因素，且過往也有實例，所以《國家信約》以四個語言呈現，以維後

殖民脈絡下，各種族一視同仁、公平呈現的理念實際。紀舜傑 (2013)認為由國家

公民主動參與，不分種族統合全民意志的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是

造就新加坡國族認同的背景條件，從那以後，在國慶節，國慶遊行和學校集會上

都宣讀了《國家信約》。原始的英文文本也被翻譯成中文，馬來文和泰米爾文。

而在國慶日當天，在許多組屋的中庭會掛上新加坡的國旗，舉國慶祝新加坡的獨

立日。 

在新加坡的中學，我們也能看到校園內的國慶慶祝活動。在新加坡的北國中

學（Northland Secondary School）44和花菲衛理中學（Fairfield Methodist Secondary 

School）45的校園官網中，學校教師設計以學校為本位的校本國慶慶祝課程，內

 

44  Northland Secondary School. (2019). National Education.   Retrieved Apr 22, 2021, from 

https://northlandsec.moe.edu.sg/student-development-curriculum/character-and-citizenship-

education/national-education   

45 Fairfield Methodist Secondary School. (2019). Character & Citizenship Education.   Retrieved A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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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包含新加坡於 1965 年獨立時的國際情境，除了講授說明外，也以討論的方式，

循導國家在建國初期的中必須做出的重要決定，使學生更能同理心地理解當時的

建國處境，並更深化學生對國家的聯繫。而事實上，校園的國家教育（National 

Education, NE）也是教育部認定的公民教育課程中的核心重點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8)，筆者將在第伍章新加坡公民教育的特色中，會做更清

楚的說明。 

圖 3 國慶日當天的組屋中庭景象 

 

資料來源：Goh (2014) 

 

新加坡北國中學(2019)的公民教育校本課程為例，該中學利用國慶日進行校

內課程。在教學層次上，認知面，由老師帶領學生認識新加坡獨立建國的背景，

特別著重在說明新加坡的自立自主是靠眾人的努力，和堅毅的心智所成；在情意

面，理解「新加坡的建國故事的本身，就是讓我們的學生探索自我價值觀的重要

背景」，藉此深化公民品德的養成，以及發自內心對國家的認同和依戀；在技能

面，依靠新加坡獨立故事的代讀下，除了理解國家歷史上的演變中，堅定追求的

 

22, 2021, from https://fairfieldmethodistsec.moe.edu.sg/co-curriculum/character-n-citizenship-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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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Respect）」、「責任（Responsibility）」和「韌性（Resilience）」的三大面

向外，亦期許學生能將這些正向特質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國家教育（NE）有助增

進學生認同國家的同時，期許學生未來成為更好、有好修養、能領導的公民。筆

者認為，新加坡學校以星國獨立的故事，作為「韌性」主題故事，以凸顯小國生

存必須具備的「驚輸」精神46。 

四、新加坡民眾的反應 

筆者於訪談時，分別詢問 C-1、C-2、C-347，在新加坡多年求學、生活、工

作，同時也浸潤於政府對於新加坡的宣傳之中，感觸到日常生活下對自己認知的

影響，因此試著請三位受訪者嘗試以三個形容詞，描述自己所體會與觀察的新加

坡經驗時： 

熱情、乾淨、效率。新加坡是一個有效率的國家，以前去海外旅行時，

如果想寄信，在處理窗口處需等待非常長的時間，而情況這在新加坡是

很少見的。（C-1） 

乾淨、繁榮、安全。（C-2） 

安全、舒服、方便吧！方便是因為去哪都方便，買東西也方便，我們不

需要去很遠的地方去……關於「舒服」，因為新加坡有 CPF 制度，我本

身已經結婚了，當我要結婚要買屋時，我的擔心沒有那麼重，因為我知

道我有一筆錢在 CPF 裡面，能幫助我，我不用太過憂慮、擔心我的未

來。（C-3） 

 

46 驚輸（kia su）是一個常用在新加坡社會的詞彙，意味著凡事爭第一，積極努力、避免失敗的

心態與情境描繪。 

47新加坡籍 31 歲人才招聘員男性 C-1，視訊訪談（2021/4/25）。新加坡籍 49 歲圖像設計師女性 C-

2，視訊訪談（2021/5/6）。新加坡籍 33 歲科教館員女性 C-3，視訊訪談（202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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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公民對於自己的新加坡經驗中，三位受訪者裡有兩位認為「乾淨」、

「安全」是多數人認同的新加坡價值。C-1 認為新加坡社會的特點是「效率」，並

以自己在海外旅行的經驗，認識到在公務郵政的處理效率上，新加坡的處理速度

是相對高效能，也不常見到過度緩慢的處理方式。C-3 認為「舒服」，是因為新加

坡政府的政策如同家父長制度，已經將新加坡人民會遇到的各種經濟情況，利用

公積金制度事前規劃和處理，讓民眾可以安居樂業。 

異常地愛國（Strangely Patriotic）。我們抱怨在我們美好的人生中唱了 10

多年的國歌，但當我們到海外時，我們對我們的國家出奇地愛國。我們

自豪地說「新加坡」這個詞，滔滔不絕地說我們多麼想念那裡的食物、

Singlish。（Goh）48 

Goh (2014)認為新加坡的國民其實非常熱愛自己的國家，一旦長居海外時，

就會對於祖國星國有無限的想念，同時在每逢國慶日時，國旗將飄揚在街頭巷尾，

即使是連較為私領域的組屋中庭（見圖 3），依舊能看到新加坡國旗掛滿的勝景，

因此 Goh (2014)認為新加坡人是異常地愛國。 

第三節 小結 

國家機器透過教育或是媒體傳布，引導公民「識己」，導正個人認識自己的

公民身份和社會責任，除了在個人層面中教導公民應配合的項目外，亦灌輸義務

與責任，以求個人亦對於社會發揮實踐與影響，培養公民的公共意識和合作精神

作是政府開展公民教育的重點工作。 

新加坡政府透過政治菁英擔任政策決策者，選擇最佳方案執行政策，因此決

策者是理性的專家，根據利益最大化的原則，透過軟威權主義進行政治控制，進

 

48 Goh, Joshua. (2014, Jan 14). 15 Traits That Make Us Singaporeans. from 

https://thesmartlocal.com/read/15-traits-that-make-us-singapor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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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國家建構的進程，透過政策和媒體兩大工具來進行。 

因此政策上，力促新加坡境內的公民主動參與社會活動，不分種族統合全民

意志，可以避免種族多樣性下的混亂。例如：組屋制，以法規的方式，強制舉民

須因著人口種族比例，進行族群混居；利用集選區制，保障少數族群一定比例的

政治參與，重視弱勢者民主參與的不平等，避免政經不平等權力，忽視社會分配

正義；宗教上，力求宗教平等，各宗教相關的節日，有國定假日以公平慶祝，落

實種族和諧。在媒體行銷上，限縮媒體的言論自由，有不利政府形象的新聞，將

會有司法程序進行，消弱社會環境下反動的能量；領導人透過國慶演說，描繪新

加坡的未來形象，並進而溫情喊話，促使國民團結；透過每年上的國慶慶祝活動，

在校園和街頭，帶動媒體進行宣傳，更將形塑新加坡的國家認同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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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新加坡公民教育制度與實踐 

第一節 新加坡教育制度 

大部分提到新加坡教育，會首先提到星國「雙語教育」的成功。雙語教育確

實為星國的特色，這項教育體制整合了不同的民族，統一的語言助於促進個人對

國家的認同。然而光靠語言的整合，並不足成為撼動人民心中的認同感，因此若

在教材中添入國家意識，引導受教材影響的學生們的認知、行為，最後改變國家

價值，「教育」可謂國家運作的重要思想形塑的武器。 

為了培養學生的性格和價值觀、並且整合多元文化的社會群體，新加坡教育

部(2021a)從 1950 年代施行雙語教育以來，持續更新和補助母語（Mother Tongue 

Language, MTL）的教學，例如母語課程通過故事、歌曲、寓言和諺語等生動且

融入生活的教材，來傳遞國家希望公民在小學階段建立應有的道德價值觀，特別

是在小學階段的《好公民》課程，至今仍使用母語教學(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2a)，政府期待透過母語，能建立價值觀並深厚母語文化的傳播，這

對於新加坡道德教育與國家認同，有著至關重要的功能。 

新加坡教育的根源，最早可追朔至 1823 年，起源由英國駐印度的副總督萊

佛士（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成立等同大學學識的高等教育的「新加坡書

院（萊佛士書院）49」，而這也是萊佛士女校中學和星國第一期師資培訓班的起源，

目標是讓殖民地區，能培育一定的買辦人才，有利於殖民地的政策運行(新加坡

 

49 「新加坡書院（萊佛士書院）」成立於 1823 到 1834 年間，但期間並未收進任何學生就讀，主

因是下任新加坡駐紮官 Crawford 反對下而經費拮据。Crawford 管理新加坡期間，認為殖民地應

著重小學教育，教學目標是「使亞洲人習於做順民」；萊佛士成立的「新加坡書院」是高等教育，

目的是促進當地文化發展，以鞏固帝國統治，並增強國家意識，和培養當地通商人才，理念不相

同（新加坡師資訓練學院，1972: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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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訓練學院, 1972: 9) 。 

一、 新加坡中學教育體制 

新加坡基礎義務教育為十年，為小學六年加上初中四年。在中、小學年級制

度上，小學六年制，中學四二制。「六四二」的教育年制，是根據 1979 年吳慶瑞

和教育委員會的《教育報告》確立，與我國的中學年級制度有些微的差別（參考

表 3），其中在初中階段，以四年為主，高中階段以二年為常見。 

表 3 我國中學與新加坡中學年制比較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中學依就學年齡有前、後期之分，前期中等學校（Secondary）大部分就讀四

年，依據小六會考的學科表現，按照成績高低分別（參考圖 4）進入直通車課程

（Integrated Programme, IP）50、快捷和普通學術課程（Express Course & Normal 

Academic Course, E/NA）、普通技術課程（Normal Technical Course, NT），因此新

加坡學生十二到十六歲的初中階段，依據課程學習的內容分成直通普通科、普通

科、職業類科共三軌的形式（詳圖 4），前兩項中學畢業生可就讀大學先修班，或

稱國家初級學院(新加坡師資訓練學院, 1972: 54)。國家初級學院等同台灣的高中，

透過升學考試篩出學科成績佳，性向就讀大學的學生。 

 

 

50 直通車六年課程（IP）自 2004 年開始實施，目前星國境內共有 21 間 IP 完全中學，又稱作「綜

合課程」。學生依小六離校考試（PSLE）成績分流，排名全國前百分之十的學生，可選擇直通車

學校，免於參加中四的「O 水準」會考，目的是讓這些學科成績較優秀的學生，有更多時間培養

求知欲、創造力、批判性思維和領導能力。（推廣華語理事會，2015） 

 小學 初中／國中 高中 

新加坡 六年 四或五年 二或三年 

台灣 六年 三年 三年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277

 

55 

圖 4 新加坡小學到中學階段的升學體制示意圖 

 

資料來源：National Center on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y (2013)& MOE (2020) 

            教育機構      升學考試 

新加坡的前期中等學校（Secondary），根據就讀年數分成五年的普通中學

（NA）、四年的快捷中學（EA）和六年的直通車課程（IP）。普通中學和快捷中

學的畢業生，透過參加劍橋 O 級考試（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Ordinary 

Level, GCE ‘O’ Level），以選擇下一階段的高中教育，而直通車課程學生則不須

考試，可依據學校所搭配的初級中學自進入。後期中等學校（Post-Secondary）可

國小（Primary School） 

6-12 歲（6 年） 

小六離校考試（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 PSLE） 

GCE ‘A’ Level 

理工學院

（PT） 

16-19 歲 

（3 年） 

工藝教育學院（ITE） 

16-19 歲 

（3 年） 

初級學院

（JC） 

16-19 歲 

（2-3 年） 

普通職校 

（NT） 

12-16 歲 

（4 年） 

專業學校 

12-16 歲 

（1-4 年） 

GCE ‘O’ Level 
直通車 

六年課程

（IP） 

12-18 歲 

（4-6 年） 普通中學 

（NA） 

12-17 歲 

（5 年） 

快捷中學

（EA） 

12-16 歲 

（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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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需時二年的初級學院（Junior College, JC）又被稱作「大學先修班（Pre-

University）」，或是需時三年的理工學院（Polytechnic, PT），而這兩種後期中等學

校的畢業生，只要經過劍橋 A 級考試（GCE ‘A’ Level），就可以藉此成績進入星

國和海外的大學。因此就讀初級學院的學生，多半是以升學進入大學為目標，著

眼於成績和讀書的要求更高，入學成績的要求也較高，但由於理工學院（PT）也

可以靠考試升學進入大學，相對課業的要求和負擔比較沒那麼大，近年中四升選

擇理工學院（PT）的人數也漸漸增加51。 

我們這裡理解的高中都是 Junior College，學生也可以就讀約等於一個

大專文憑理工學院（Polytechnic），另外還有相當於職工學校的 ITE

（Institute of Technic Education），學習更加技術層面的知識。如果算比

例的話，其實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讀 JC，但是 JC 並不是所有學生

都想追求的學校，近年來許多成績很好的人也選讀理工學校，因為他們

並不想經歷那樣競爭的教育，他們就想學一些實際可以用的東西，然後

他們在經歷理工學院之後，再上大學。需要拔尖的人才能夠上大學，所

以 JC 再上大學就是比較直接的一條路。（C-3） 

然而新加坡中學三軌的分流教育，即將在 2024 年停止施行，取而代之的是

「學科分組政策」（Subject-Based Banding, SBB）。小學畢業生在接受 PSLE 考試

的成績，不作為分發中學校的依據，體制內的新加坡中學校，將會把 PSLE 成績

不同的學生混合編成一班，例如：仿照現況下的部分學校，利用「課程輔助活動

（CCA）52」作為編班的依據，在編班的教育行政給予各校更大彈性，使得一個

班級內有 PSLE 成績高和低的學生編同班。在各學科教學時，依據能力做分組教

 

51 新加坡籍 33 歲科教館員女性 C-3（2021/5/18）。筆者視訊訪談。 

52 課程輔助活動（CCA）為學校為學生主辦的課外活動，這些活動的目標通常希望培養學生領導

精神、提供健康的休閒、輔助個人發展、自律以及信心等。這些活動通常在課外的時間進行，通

常包括音樂團、運動隊等隊伍。（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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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成三個能力等級的課程，到不同的分班上課，就讀的年限也將統一為四年，

而非現況的四年或五年──換言之，PSLE 成績較差的學生，就讀五年制的中學。

此次教育改革的核心原因，是為了避免 PSLE 成績後段的學生，太早就受到汙名

化標籤，而影響自信心的建立，危害青少年人格的養成，而推行此政策。事實上

分組教學（SBB）模式，已在 2014 年就在新加坡的部分中學試行，在 2019 年起

所有的普通中學（NA）都已普遍存在，教育部也以學生分組教學的成績進步，

認為這個教學改變有助於學生學習成長，因此教育部將自 2024 年起將全面適用

於新加坡的所有中學(CNA, 2019; 謝宗順, 2019)。 

除了新加坡中小學階段為免費義務教育，在此階段的每位七到十六歲的新加

坡籍學生，新加坡政府都會自動建設學生個人專屬的教育專戶（Edusave Account）

53(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21b; Ministry of Finance Singapore, 2021)，減

輕家長對孩子的經濟負擔，讓新加坡籍的孩子可以不需擔心沒有錢而無法參與，

更自在地參與教學活動和校內的課外活動「課程輔助活動（Co-curricular activity, 

CCA）」；另外成績表現優異或是的學生額外提供學習津貼（詳表 4），也因此受

訪者 C-354提到在新加坡的學生其實很「舒適」，如果是成績不錯的學生，在政府

「重金」作為鼓勵的誘因之下，不僅求學順利，不會因家庭經濟困頓而中斷學業，

也能藉由教育專戶的資金挹注下，鼓勵學生競爭和追求頂尖，有利國家整體發展。 

 

53 教育專戶（Edusave Account）主要使用在學生的學雜費、校外教學、畢業旅行、充實計劃

（Enrichment Programmes）等項目費用，必須由學生的監護人同意，並由政府資助的進行扣款。

在 2021 年教育專戶給每位小學生一年的津貼是新幣 230 元（約台幣 4600 元），中學生是 290 元

（約台幣 5800 元）。除此之外，新加坡財政部為家庭提供額外的支持，另外推動「家庭支持計劃

（Household Support Package）」，將自動存入新幣 200 元（約台幣 4000 元）至學生個人的「教育

專戶」，適用學生年齡從 0 到 20 歲，用以支付教育相關的費用，在 2021 年約有 780,000 名學生

受益。總結來說，2021 年度的中學生的「教育專戶」會增加政府給予的 490 元（約台幣 9800 元），

可以說新加坡政府對於學生額外學習經費的投入，所費不貲。（Ministry of Finance Singapore, 2021） 

54 新加坡籍 33 歲科教館員女性 C-3（2021/5/18）。筆者視訊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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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舒服」……在讀書方面，因為我讀書很順，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新加坡的馬來人讀小學時是免費的，只有馬來人是免費的；華人和別的

公民，也不是很貴的 school fee。……政府會給學生一點點錢，學校可

以用這筆錢，帶學生出去課外活動。例如：學生來科學館參觀，要付錢、

也要付巴士費、付課程費，學校就能運用這筆政府給的小錢，用在學習、

學校之類的項目，不可以拿那筆錢來買東西吃，買自己的東西是不可以

的，所以學生不可以把 Edu Save 領出來用。如果有校外活動，就可以

用這筆錢支付，但是如果學校要用這筆錢的話，也要填同意書說「可以

用」，才能支付。這筆錢會 hold 住到大學，有上大學的話，大學也是 hold

住還有，只要還有繼續讀書的話就有，但是到高中就停止給了，中學後

就沒有再給新的一筆錢。（C-3） 

 

表 4 新加坡教育局給中小學生額外的學習津貼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21c)          單位：新幣。 

 

因此根據 C-3 的訪談內容，我們可以知道校外教學或是跟教育相關的教學活

動，可以新加坡特有的「教育專戶（Edu Save）」做支付和運用，因此，結合在公

民教育內的課程輔助活動（CCA），在有相關經費支付與運用的情況下，事實上

提供學校推展相對應的公民教育活動，給予學生在日常生活的課外活動裡，學習

項目 小學 中學 

品德獎學金 
小學 1 至 3： $ 200 

小學 4 至 6： $ 350 
$500 

學業獎學金 小學 5 至 6 年級： $ 350 $500 

領導與服務獎學金 小學 4 至 6 年級： $ 250 
中學：$350 

專業學校：$500 

進步獎 
小學 2 至 3： $ 100 

小學 4 至 6 年級： $ 150 

中學：$200 

專業學校：$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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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群體和諧相處，建立良好關係、培育領導特質(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2b)，同時亦尊重學生個體的興趣和志向，根據學生所喜愛的不同，能在 CCA

項目的四類55中擇一參與，以供學生發展他們的性格、學習價值觀、社交情感能

力和技能，為未來的挑戰做好準備(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21f)。 

新加坡因為多元種族的人文背景，再加以地處在「馬來人之海」(Reid, 2000)，

星國以「馬來語」為「國語」，上學「通用語」（課室用語、課本教材）為「英語」，

但是大部分的學生只懂英語和自己的母語56，即使新加坡的國歌是以馬來文做歌

詞，但普遍公民對於馬來語的掌握並不高，以此作為「國語」一部分也和獨立時

的背景有關。吳英成 (2010)認為雙語教育政策是人民行動黨政府基於國家發展

的需求，作為團結族群而作出的必然選擇，「母語」用以傳承族群文化和維繫族

群交流的功能，社會對於母語的認知，地位低於英語。 

關於新加坡境內的語言地位，在訪談 C-4 時57，以其個人在新加坡的求學經

驗，分享她自身所觀察到新加坡人在雙語的使用上，對英文使用的認知與觀感，

以及母語的使用狀況做描述。C-4 認為新加坡的社會中，以他所處的華人背景為

觀察，在年輕的一代間，要能雙語精通的人不多，熟通華語母語者、英文不夠好，

熟悉英文者、華語說得差，這種雙語使用的現況並不影響不同母語間的互動，但

呈現在社會上的是不連貫的狀態，並不竟然如同形加坡所期待的人人皆是雙語人

才的景貌： 

有一部分人真的就是中文非常不行，另外有一部分人，他們的父母輩都

是講中文的，就可能英語不好，導致那個孩子也是中文比較好，英文比

 

55 課程輔助活動有四類可以選擇：俱樂部和社團（Clubs and societies）、體育運動（Physical sports）、

制服團體（Uniformed groups）、視覺和表演藝術（Visual and performing arts）。 

56 新加坡籍 33 歲科教館員女性 C-3（2021/5/18）。筆者視訊訪談。 

57 新加坡永久住民 25 歲公務員女性 C-4（2021/5/19）。筆者視訊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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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差，而我覺得我可能比較貼近於這樣子的家庭。我爸爸、媽媽都是說

中文為主，不太說英語，那我的英語都在學校學，這樣子有非常明顯割

裂，在這個社會裡面，你會看到就是年輕一代非常明顯的，有一些人中

文都講不利索（意指：流利）……但是這個割裂並不會阻止這兩方面的

人交流……如果你認識這些英語很好的人，他們其實是非常西方化的；

但是那些講中文偏多的，他們並不代表是中國化，而是更偏向於新加坡

本土的，就是以前遺留下來新加坡自己的人，更加傳統一些……（C-4） 

星國學齡學生，自小學時期必修母語，根據學生的族裔來選上母語課，因此

新加坡人民至少通兩種語言，也就是「精通英語、粗通母語」，目標是期待星國

未來公民提高組成素質，以便在國際經貿角逐下，作為轉口貿易的地理區位，可

以吸引美資和中資到星投資設辦公室，使缺乏各項資源的星國，更能在弱肉強食

的國際經貿觥籌交錯中，能有生存下來的本事(李光耀, 2015)。因此「雙語教育」

政策是新加坡教育的獨特之處，也是政府用以整合國家，形塑國家認同的手段之

一，直至今日星國，英語仍為國家的第一語言，在地鐵交通指標和政府文件，原

則上都是英文為主，母語為輔。 

二、 課程樣貌 

總理李顯龍在 2004 年的國慶演說中，提出「少教多學（Spacing after comma）」

的概念，其意涵強調教學活動應給予學生更多的自學和思考的空間，不應該淪為

過去式的填鴨式灌輸，一味在極短的時間中，填充大量知識，使得學生只能硬記，

未能消化的教學型態，將忽略教學內容的教法與學生學習的品質(陳玉云，2015)。

教育的目的不是以測驗或者考試成績為主，而是要教會學生一種終身技能，在離

開學校以後，學生還是能充分掌握並運用這種技能。2010 年，教育部提出《二十

一世紀學習技能》的架構圖。這圖中有三個同心圓（詳圖 18），最內的一圈是學

生應該具備的核心價值觀，第二圈是學生應該具有的社交與情感能力，第三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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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將來生活在環球化環境中所需具備的技能，這包括資訊科技與溝通技能，批

判性思維與創造性思維，公民意識，環球意識與跨文化溝通技能。我們的教學模

式應該在傳授學科知識以及灌輸正確價值觀和技能培養之間，取得良好的平衡，

以讓我們的學生具備足夠的知識與能力，抓緊新資訊科技時代的契機，從容應對

二十一世紀新時代的到來（陳玉云，2015）。 

三、 星國歷史上重要的教育政策 

1. 罷工事件後的華校在地化 

1955 年福利巴士罷工事件，引起華校學生罷課上街抗議，對當時的新加坡

社會秩序影響甚鉅，因此同年五月由周瑞麟（Chew Swee Kee）作為主席，成立

「華文教育各黨派委員會（The All-party Committee on Chinese Education）」58，

由於 1955 年以前的新加坡華校，並非隸屬於政府部門下管轄，如同當時代的東

南亞華校一樣，依靠同鄉富商和母國的資助，有自己創立的教學大綱、教科書、

教師、校長，以及由資助學校的華商領袖為中心，所組成的管理委員會，有自己

的文憑制度，也頒發了不被新加坡官方承認的證書（莊錫福，1996）。「各黨派委

員會」調查新加坡華校的實況，目的希望改善華人的社會地位，減少日後再次發

生族群衝突事件，和諧的族群關係有利於新加坡緊接而來的自治，以及 1965 年

的建國獨立。 

1955 年的福利巴士抗議事件造成很大的種族衝突，肇事者又主要以華校學

生為主，在事件發生的隔年二月，經過一年的醞釀，各黨派委員會於 1956 年發

 

58  華文教育各黨派委員會成員共有九人，除了主席周瑞麟外，還包李光耀、林有福（Lim Yew 

Hock）、鴨都哈密（Abdul Hamid Bin Haji Jumat）、林泉和（Richard Chuan Hoe Lim）、黃富男（Wong 

Foo Nam）、林子勤（Lim Cher Kheng）、奈爾（M. P. D. Nair）、吳東良（Goh Tong Liang）。李光

耀、吳東良、林有福在接下來的教育改革中，都能見到他們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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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立法議院各黨派華文教育委員會報告書》（Report Of The All-party committee 

On Chinese Education），新加坡畢竟是以華人組成為多數的社會，為了避免再次

因為華人問題致生衝突，委員會調查認為華校畢業生因為英語不好、文憑亦不受

官方承認，就職機會和待遇相對英校差，造就當時新加坡激烈的以華人為主的罷

工抗議事件。 

歷經福利巴士的抗議事件調查，各黨派華文委員會於是建議教育部應平等對

待各語源學校，並且每間學校都應施行雙語教育，各校必須從英、巫、華、印之

中，選擇以其中兩種語言為教學媒介，教材需經新加坡教育部審定，內容也應「馬

來亞化」（詳圖 7、圖 8），逐步推進以各語源學校「同等待遇（equal treatment）」，

期待未來的新加坡中小學教材內容，在各源流學校都是「共同內容（common 

content）」(Gwee et al., 1969: 53, 93-94)，這種措施將有助於各種族學生家長，可

以自由為孩子選擇所就讀的學校，對教學端，也便於各族裔教師到各類學校教學，

如此一來，英校的英語老師可以調往原本的華校教授英語，彌補華校教師英語差、

無力英語教學的窘境反之華校教師亦能選擇到英校教授母語課，相同教學媒介有

利於學校間教職員相互調動，長久以來，將真正融合成校園多元族群的環境，各

黨派委員會的提案，已經使現今的新加坡教學場景，多元融合的景象(MOE 

Singapore Youtube Channel, 2020a)。但是，在當時的情景，各黨派委員會的提案

並未受政府堅定執行，因此李光耀 (2015: 50)認為執政者對各語言教育平等，立

場不夠堅持，以致《各黨派報告華文教育報告書》的實施成果不理想，這個說法

也間接促使 1959 年人民行動黨選舉的勝利。 

 

 

 

2. 針對華語的「特別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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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堅持雙語政策的一個持久不變的原因， 

就是在情感上我們無法接受英語為母語。用一種我們在情感上

無法接受的語言作為母語，將會使我們的情感蒙受傷害。 

我們將對自己感到懷疑。我們的自信心將會被削弱。 

李光耀評論 1984 年的推展華語運動(李光耀, 1996: 419) 

在雙語教育推行盛行的背景下，星國為數眾多的華人擔心遭政府「遺忘」，

這種恐懼可能造成新加坡境內的分裂，將再次危及新加坡認同感的建立，於是

1979 年新加坡政府以「特別補助計畫（Special Assistance Plan, SAP）」，挑選畢業

生表現佳、有歷史性的華校，因此將九間以華語為教學語言的華校，挑選為「特

選中學」。政府增設特選中學的英語教師，以加強英文教學，提高英文程度來保

住這些學校。特選學校提供學生學習華文，並成為培養道德和觀書社會倫理觀念

的良好環境，他們被視為有紀律、有幹勁、學業成績卓越、設備完善、教職員忠

於職守，備受社會人士看中的好學校(李光耀, 2015: 130-131)。 

我們那些馬來或印度的同學，也都可以選擇用華文來學習的，不一定要

選馬來文；即使是馬來人，也可以選學上華文的課，現在馬來人學華語

的現象更普遍了。像我女兒的馬來人同學啊，他們都挺厲害，因為現在

我女兒學校有分華文、普通華文或高級華文，有些印度同學都可以學高

級華文，然而他們的父母可能都不會華文的。（C-2） 

由於辦學表現優異，這些學校中，也不乏馬來裔的家長送孩子就讀，更選擇

華語作為母語學習，受訪者 C-2 也分享，在她女兒的班級中，有些馬來學生不僅

選修華語，甚至華語能力比華裔同學為佳59。 

請家教補習華文在新加坡很盛行，小孩子四歲就可以開始去補習班學華

 

59 新加坡籍 46 歲圖像設計師女性 C-2（2021/5/6）。筆者視訊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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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因為很多家庭都以英文為主，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幫傭，都是用

英文溝通的，我們父母也很普遍地用英語跟孩子溝通，所以家裡根本沒

有那個環境，因為我們現在、我這一代很少跟父母住，沒有三代同堂，

孩子沒有辦法、沒有機會、沒有環境用華文溝通，所以就會很早的時候

就趕快把孩子帶去補習班，這樣他才不會對這個語言有排斥。（C-2） 

由於雙語教育的教學目標是希望學生「精通英語、粗通母語」，藉此期待未

來新加坡輸出的勞動力，有語言為關鍵能力吸引外商投資，建設亞洲區總部。然

而新加坡雙語教育在經過近 50 年的推動下，近年的中學生逐漸出現「在家用英

語，母語需補習」的現象(Schoolbag Editor, 2021)，換言之，對學生來說，即使來

自全華人的家庭背景，尤其是移民至新加坡的第三代，由於第二代經歷雙語教育

的推行，在家庭內卻用英語溝通做替代，顯見教育政策的推行下，母語使用的流

暢度越來越低60。混合學校制度 

1958 年的《新加坡自治邦方案》是促成新加坡 1959 年建立自治政府的法源

依據，但殖民政府英國對外交和國防仍有控制。隔年，新加坡經選舉成立自治政

府，人民行動黨的教育政策《教育政策問題與國家路線》：「教育的基本原則，就

是緣於政治目標和立場」，以馬來語為「國語」，但英文作為主要主導的共同語平

等對待四種語文源流的學校，四種語文都是官方語文。並且統一教材內容，促使

四種語文源流的學校合流的「混合學校制度（integrated school system）」，華、英

二源流混合，或華、英、巫三源流混合，在同一間學校內能有多族群的學生和教

師，使學生在多種語文的環境下，接受共同課程，參加統一課外活動以加強各族

之交流與瞭解，深厚跨族群間的情誼，化歧異為團結，同時重視母語作為第二語

文，從小學階段推廣雙語教育，以促使新加坡人民都擁有雙語能力，能和鄰近國

家進行商業貿易和互動，以便增進國家競爭力（王秀南，1970: 134；李光耀，2015: 

 

60 新加坡籍 46 歲圖像設計師女性 C-2（2021/5/6）。筆者視訊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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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0、54）。 

圖 5 李光耀在教師節慶祝大會上提出政府要平等對待各語源流教育 

 

資料來源：新加坡華教教師總會暨職工會研究股（1962）  

筆者翻攝學者陳琮淵之個人藏書。 

 

表 5 英校與華校在小學階段入學生佔總學生比例 

資料來源：曹青陽、劉力南、李大光（1996）。今日新加坡教育（第 1 版）。廣州

市：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頁 23。 

由於「混合學校制度」輔以「雙語教育」的推行，再加上允許家長自由選擇

「各源流學校」就讀，由於新加坡主要是轉口貿易經濟，外資到星國的投資主要

依靠英文溝通，英語的能力有利於提升待遇和獲得職缺，在就業考量的趨勢，隨

著英語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在此政策和社會風氣鼓吹下，多數父母傾向於將孩子

紛紛湧向英校就學（參見表 5），也因此華校小學在最後招生困難，越來越多的送

入英語中等學校，這對中文中等學校的入學率產生了不利影響。 

現今的新加坡特選中學也以英語為主要使用語言，現在星國已無從尋找過往

以華語為主要教學的華校中小學，僅剩因特別補助計畫而留下的「特選中小學」，

只能說「華校」是「特選學校」的前身，但已和 1950 年的時所謂的「華校」已

年份 英校小學 華校小學 

1950 33.7% 57.8% 

1982 88.5%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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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距。 

學生集中於英校的意義，象徵身處多民族社會的個人，能以共同語言在各種

族之間交流，避免語言不同而產生 1950 到 60 年代間的種族衝突，近一步避免因

為著重特定母語，而可能產生的優劣之分，淡化種族政治，消除語言溝通障礙的

同時，也協助國家的統一，對社會的整合、形塑國家認同，有關鍵的作用(曹青陽 

et al., 1996)。 

4. 新教育體系 

然而真正的確立雙語教育分流的政策文獻，是在《1978 年教育部報告書》61，

由當時副總理兼任教育部部長的吳慶瑞夥同教育部提出，該文獻奠定英文為主華

語為輔的雙語政策，成為「新教育體系」（New Education System）中最大的改變。

（李光耀, 2015; 梁秉賦, 2007; 董秀蘭, 1996） 

「新教育制度」的小學計畫從 1980 年推行，中學計畫從 1981 年分階段實

行。第一代的雙語教育的分流從小學四年級開始，因此三年級前使用母語學習，

像是國小階段的公民教育課本《好公民》就結合母語課，以四種語言做教學。李

光耀 (2015)認為每個語言背後蘊含各文化的價值觀和倫理道德的累積，若能以

母語學習公民課，有助於道德觀的傳輸，以母語的邏輯傳授給中學生理解，新加

坡是一個新的小國家，若能借用各文化的道德觀作為己用，有助於使新加坡作為

兼容並蓄、深富國家觀涵養的國家。 

5. 個人學習設備 

近年的新加坡教育為提升學生的資訊能力和自學能力，將學生教育基金

（Edu Save）額外增加一筆用於添購學生個人學習設備（Personal Learning Device, 

 

61 這份報告又被慣稱《吳慶瑞報告書》（The Goh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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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D），目的是希望提升學生的使用數位設備和網路搜尋的能力。PLD 的使用設

備是筆記型電腦，現行的每位新加坡中學生都配有一台筆電做學習使用，對於很

多中學生來說，這是他們人生中的第一台個人電腦 (MOE Singapore Youtube 

Channel, 2020b)。 

新加坡教育部長黃循財認為 PLD 將推動中學生自主學習（self-learning space, 

SLP），為避免學生過度沉溺於數位資訊用品，每台 PLD 安裝設備管理應用程式，

以提供一個安全且有規範的數位學習載具。 

圖 6 網路健康教育中的核心原則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21d)，筆者整理。 

除了硬體設備的規範，亦需同時教育學生正確使用資訊設備，所以在 2021

年「品格和公民教育（CCE）」的新課綱中，網路健康教育的三大面向增加「網

路健康教育（Cyber Wellness, CW）」的相關知識，培養學生「尊重自己和他人

（Respect for Self and Others）」、「安全和負責任的使用（Safe and Responsible Use）」

和「積極的同伴影響（Positive Peer Influence）」的三大原則，協助學生在社會將

能夠做出謹慎和深思熟慮的決定，以便學生在數位環境中，學會保持安全並成為

尊重和負責任的使用者。因此新加坡透過 PLD 設備給予學生廣泛的學習經驗，

包括增進的資訊能力外，亦增強學習活動的投入，也管理學生在其 PLD 上花費

的時間，以其最終學生能自律並善用科技。(Wong, 2020) 

我知道我女兒的課程中會有一些 project，在老師教課之前，學生們要去

先了解、先做功課。因為我二女兒的時候，我就發現改變：他們從小學

是老師給你一張紙，學生就做功課，家長就看得到她在做書面的功課，

網路健康教育 

尊重自己和他人 安全和負責任的使用 安全和負責任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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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了中學，他們花很多時間在電腦上，做一些課前的 research，花

很多時間在電腦，這個 transition 我當時不了解，就覺得說「這個就是

功課嗎？你每天看著電腦就是功課？」，也不知道她是在讀書，還是在

藉機做其他事情，後來也看到成績也不是很好，結果就很多埋怨囉。（C-

2） 

C-2 以家長的身份，分享自己在兩個女兒以電腦設備學習的轉變。發現到自

己的女兒透過資訊設備連結網路，對於知識的學習更加深加廣，以電腦為學習工

具的世代，已經成為新加坡教育走在前端的表徵。 

不過小女兒真的是做很多 research，其實她學得了更多，因為她不是只

把那個 note 收起來，她直接可以記在電腦裡，這也可以幫助她在寫作

啊，如果老師還沒有教，可是她去已經累積到很多訊息了。……可能因

為他們有 project work，有一次，她在自修歷史時，然後我就看她連課

本沒有也要去讀耶，起初我心想「你這是很浪費時間」、「背課本要你背

的就好了」，可是我最近的觀察，我發現，因為她在做 research，她有興

趣，所以要了解更多，所以去讀、去寫 extra notes，其實是好的，只是

說，我覺得負面就是很浪費時間。父母想看當下的成績，畢竟花了那麼

多時間。（C-2） 

而身為中學家長的受訪人 C-2，也常在家中看到孩子使用 PLD 做作業和報

告，對於資訊能力的掌握，將有助於下一階段的學習外，孩子也在藉由科技的力

量，進行自主學習的演練，培養年輕學子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62。 

蘭景中學的教師 Tan Yaw Jin 認為使用 PLD 的使用強化了學習的成效，可增

加機會給學生自主學習（Student Learning Space, SLS），此外也讓課堂教學的步

 

62 新加坡籍 46 歲圖像設計師女性 C-2（2021/5/6）。筆者視訊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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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更順暢，可以利用電腦的程式，對於學生的作業可以有即時的個別回應，增加

學生學習的動機和意願(MOE Singapore Youtube Channel, 2020a)，  

第二節 新加坡公民教育政策歷程 

新加坡從一個殖民地統治下的移民社會，突然成為一個獨立自

主的新國，實缺乏一般國家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與歷史傳統， 

愛國思想與效忠意識。我們過去的社會與教育制度，從未深切

注意如何教育人民，培養集體觀念，採取統一行動，以發展集

體利益⋯⋯。時代不同了，環境改變了，我們必須從頭教育 

人民，重視共同的利益與集體的生存，並力圖發展。 

李光耀 1966 年的演講（陳烈甫，1985） 

1970 年代李光耀提出的「亞洲價值觀」，除了在國際上向西方文化抗衡，同

時展現脫殖民與獨立的意圖，在教育政策面向中的「公民教育」，深受亞洲價值

觀的觀點和口號影響。公民與道德教育課程的核心內容，就是國家試圖塑造、傳

達表達新加坡的形象，目的是形塑星國特有的國家認同，以實現獨特的亞洲價值。

(Chia, 2015: 13) 

一、殖民遺緒的「多元壁障」 

作為戰後脫離殖民的新興國家新加坡，深受前期英國殖民政府的對殖民地教

育政策影響，自治前因為英國政府對各組群採取「分而治之」的管理策略，再加

上經費補助優先給英校，形成英校免費、巫校和華校自費的情況，影響當地各民

族分別發展其母語學校。外來的移民引進其故鄉母國的學制、教材、教師等教育

制度，如此種種更促使領土內的人民對於原鄉的認同遠高於對新加坡的依戀，新

加坡更像是一個僑居地，而非一個落地深根的所在(王秀南, 1989; 李怡樺,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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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分而治之」的殖民政府教育政策，穩定新加坡社會秩序，但也成為將多種

族文化的新加坡，融合「一個」新興國家過程中的阻礙。 

星國公民教育的起源可追溯到 1947 年諮詢委員會（Advisory Council）所提

出「十年計畫（Ten-Year Programme）」，依據計劃的優先次序，國家對人民最重

要的教育中，最重要的是「灌輸公民意識（the idea of civic loyalty）與責任感」，

當時英國殖民政府的提學司（The Director of Education） J. B. Neilson 認為培養

新加坡青年效忠精神和責任感，作為當時仍為殖民地的新加坡，是最重要且有價

值的共同公民意識，也是期待在英國殖民母國的指引下，未來新加坡能成立自治

政府，甚或獨立的前期準備工作，培育在地公民能力和認同感(Gwee et al., 1969: 

109)。 

為了達成建立「公民意識」的教學目標，首先將華、巫、印、英四大教育源

流全數納入國家教育體系，並以「英語」為主要教學媒介的情況於焉產生。保留

四種源流學校的同時，母語教學得存續在小學的低年級，在中年級後，則以英語

為教學媒介，統一教材為教育部編審通過共同內容，截斷過往各源流學校「各教

各的」，甚至用「進口教材」一國多制的教育情況，與此同時給予學生家長自由

選擇源流學校就讀的權利(王秀南, 1970: 128-129)。 

在社會現實面上施行「公民意識」的建立，因此十年計畫另外兩大要點是：

各民族兒童同等受教機會、依國家發展需求而訂定中學、職校和大學教學內容，

因此進入中學的條件是必須取得「文憑考試資格（School Certificate）」，藉此挑選

出青年的菁英做培育(Gwee et al., 1969: 47-49)。 

由於「十年計畫」屬於長遠發展方向，若要具體實行，必須仰賴實際的政策

作為搭配，因此在 1950 年再延伸訂定「五年補充計畫（Supplementary Five-Year 

Plan）」，針對「十年計畫」的目標，做更細緻的政策擬定(新加坡師資訓練學院, 

1972: 40-41; 董秀蘭, 1996)。在五年補充計畫中從國家發展需求的層面，由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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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商業和工業學校，以利新加坡當地居民就業；在種族平等層面，在萊佛士學

院設立華文系和印度學系，以進一步培育的母語課程所需的師資，在提供免費英

校小學的同時，也補助華校和淡米爾校，盡可能讓各族群混處、權利平等，維持

秩序，這些行為對於個人公民意識的層面，助於確立公民意識和責任感。不過關

於英校與華校的招生競合，王秀南 (1970: 130)認為新成立的英校特意設址在華

校附近，在公立英校免學費的誘因下，導致民間的私立華校招生困難；但也因為

學生湧入英校就讀，以及各源流學校使用同樣教材的背景下，在英校的校園內有

華、巫、印各種族的學生和教師，使用英語做一般的課堂授課，母語課依族裔選

擇做分組上課的情況，消彌了各種族的界線，促使各文化背景的公民在未成年期

間即能相互認識與接觸，提升公民素養與包容力。 

新加坡公民教育的前身，自 1978 年王鼎昌63以文化部長身分領導組成「道德

教育委員會64」，該委員會的任務為制定公民教育的學校課綱，並於隔年 1979 年 

圖 7 「十年計劃」與「五年補充計畫」的內涵與比較示意圖 

 

63 王鼎昌（Ong, Teng Cheong, 1936-2002），新加坡第五任總統，也是新加坡首位民選總統。1973-

1991 年間，擔任國會議員超過 20 年。1975-1978 年擔任交通大臣（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for 

communications），樟宜機場和捷運系統在其任內規劃。於 1977-1981 年間擔任文化部長（minister 

for culture），1978-1983 年間兼任通訊部長（Minister for communications）。1985 年成為第二任副

總理，1990 年成為副總理。1983-1993 年擔任全國職工總會（National Trades Union Congress, NTUC）

秘書長。（Ang, 2008） 

64 「道德教育委員會（Moral Education Committee）」為六位國會議員組成的委員會（six-member 

team of MPs），負責檢討和擬訂新加坡公民教育的框架。（Mahbubani,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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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wee, Yee Hean, Doray, Joseph, Waldhauser, K. M., & Ahmad, Zhmad. 

（1969） . 150 years of education in Singapore. Singapore: 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 （TTC） Publications Board. （筆者自繪） 

 

發布《道德教育報告》(Ong & Moral Education Committee, 1979)。這份報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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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小學階段公民教育的前身──《生活教育（EFL）65》這門課，由於教學目

標在於培養學生「有用的生活態度」，內容既涵蓋歷史又包含地理，教學素材過

廣泛，並使原先訴求的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教學內容鬆散失焦(Mahbubani, 

1981, September 18; 李怡樺, 2006; 梁秉賦, 2007)，課文舉例生硬、用字艱難，難

以促使學生以母語交流討論道德規範，也導致學生對 EFL 興趣缺缺，因此報告

指出道德教育應該有有趣的活動。中學階段則有《公民》一科，主要是介紹新加

坡法政知識，像是新加坡的憲法運作等(梁秉賦, 2007)，事實上在新加坡中學階段

的教科書中，早在 1959 年的華文中學使用的公民課本中(馬來亞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編輯委員會, 1959)，已經能看到課文中介紹和說明新加坡政府的運作模式，以

及期待青年學生可以學會的知識。 

因此星國教育部遂分別《成長（Growth）》中文版雜誌總編 Wong Ying Leong，

擬定小學階段的道德教育課程《好公民（Good Citizen）》，而 Dr. Balhetchet 負責

中學階段的道德教育課程《生活與成長（Being and Becoming）》；編寫期間只有

短短四個月，但內容須包含課綱、教學素材和課本，以便在 1981 年 1 月開始的

新學期於星國全體中小學實施，(Chia, 2015: 77; Mahbubani, 1981, September 18) 。 

 

 

 

 

 

65 「生活教育（Education for Living）」，簡稱「EFL」，授課年段為小學六年，使用母語教科書授

課。因本科的教學目標除了有包含灌輸新加坡之建國目標、愛國心及忠誠等觀念外，也有像是敬

重、誠實、勤勉、關心父母等道德觀；內容融合公民、地理、歷史三科知識，又輔佐道德教育、

歷史與地理故事，被當時的道德教育委員會認為內容太廣泛，未能聚焦公民教育的核心。（Goh, 

Keng Swee, & The Education Study Team, 1979; 梁秉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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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新加坡 1959 年華文中學所使用的公民教科書目錄 

 

資料來源：馬來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輯委員會（1959）。新加坡華文中學課本 

公民（上冊）。新加坡：友聯書報發行公司。翻攝學者陳琮淵之 

個人藏書。 

道德教育委員會的報告書提到，道德教育的目的提高新加坡公民整體素質，

因此課程應配合學生的智識發展，小學使用母語，因為以母語的詞彙更能精確傳

授道德和傳統價值觀外(Chia, 2015: 78)，負責撰寫《好公民（Good Citizen）》課

文的 Wong Ying Leong 認為，母語為教學素材媒介，遵照教育部各年級小學生漢

語能力詞彙表擬課文，幫助學生的移除閱讀時的「語言負擔」外，學生不會因新

單詞過多而分散了對公民課的內容掌握，也便於學生課堂討論。因此小學階段使

用母語上公民課，中學階段使用英語，在課程編排中並輔以多樣化的教學活動，

搭配教師手冊的指引，促使課程中能讓學生積極參與討論。最終在 1981 年促成

小學階段的《好公民（Good Citizen）》課程，和中學階段的《生活與成長（Being 

and Becoming）》的公民教育課程(Mahbubani, 1981, September 18)。王鼎昌相信，

公民教育可以協助新加坡人適應快速經濟發展的現代社會(Ang, 2008)，以回應當

時社會對於小學《生活教育》、中學《公民》兩科，無法培養學子建立堅定的價

值觀念的質疑（梁秉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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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應多元而「強迫整合」的馬來化教育 

過往的新加坡在地的以華語為教學語言的華校，多是「進口中國」的教科書，

在教科書的封面上（見圖 8），能明顯看到「中華民國教育部既馬來亞教育部審

定」字樣，意指來自海外的官方授權課程內容，使海外華人也能受到共同的教育

內容，這個概念也不失為國家中心論的實踐，而在課程的內頁（見圖 7、圖 8）

中也能直接看到當時的「中國國旗」(南洋書局編輯委員會, 1948: 4)，尚在殖民時

代的新加坡，被中國官方視作「居留地」，期待海外華人回歸祖國、落葉歸根的

意識，從初級小學的課本即能見之，這樣的現況也是因為英國殖民政府的默認而

茁壯。在圖 8 內可以看到當時中華民國教育部編纂與南洋的小學教科書中，描述

中華民國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情況；在課文的說明中，《南洋僑小學適用 

復興國語教科書 出版第七冊》，更是明確說來自中國的物資是「國貨」，如此明

目張膽的描述，因為華校在教材和課程內容上，過度依賴中國社群，因此在獨立

前的新加坡，社會動亂的根源被認為是以華校為中心(李光耀, 2015: 45; 張靑、郭

繼光, 2010: 15; 陳文謙, 1955: 1)。 

資料來源：《馬來亞華校適用 南洋公民教科書 初小第七冊》，(南洋書局編輯委

員會, 1948)，筆者翻攝學者陳琮淵之個人藏書。 

圖 9 由中華民國教育部既馬來亞教

育部審定的《南洋公民教科書》封面 

圖 10 《南洋公民教科書》課文中對

國旗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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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中華民國的國立編譯館編著的《初級小學國語常識課本》 

 

資料來源：筆者翻攝於新加坡國家博物館（2018/2/11） 

 

 

圖 12 《星洲靜方女學校籌款建校及概況特刊》中的國旗與校旗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新加坡國家博物館（201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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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華校小學課文對於中國商品的描述 

 

我的衣服用布做 這種布 是國貨 你的衣服用綢做 這種綢 是國貨 

你的衣服用呢做 這種呢 是國貨 中國布 織得好 產得多  

衣服和鞋帽 都可用布做 我們都是中國人 大家都用中國貨 

資料來源：《南洋僑小學適用 復興國語教科書 出版第七冊》 

         筆者攝於新加坡國家博物館（2018/2/11） 

南洋華僑小學的教科書內，可以看到課文（圖 12）對中國製產品等於「國

貨」的描述，既強烈又充滿正面形象，對於國家認同也傾向中國，新加坡在當時

代的背景下，只是當地華人的居留地，落葉歸根之所仍為祖國中國，明示的課文，

也造成社會對政府當局對華校警惕。 

有鑑於獨立前華校對新加坡社會的隱隱不滿，加以華校教師總會轉而亦要求

「華校和英校要有同等津貼」66以求真正各源流的平等，因此在 1953 年，新新加

坡政府為因應華校教師總會的加薪請求，由提學司發表《兩種語文教育政策白皮

書》，確認華校可以和英校有同等的補助，但必須符合下列兩個條件作為但書：

英文在華校的使用時數應提高、低年級的課本應馬來化(王秀南, 1970: 167)，殖民

政府利用經費的予否，成為融合多民族新加坡的實際行動，尤以前項內容對英語

的使用增加，雖然離真正實施強制性的雙語教育還需再有二十年的光陰，但這舉

 

66  華校教師總會帶著一千多位華校教師的簽名連署，要求提學司應落實特源流的平等，在教育

經費上不能忽略，同時中學教師會提出薪資增加 3%的訴求。（王秀南，1970：16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277

 

78 

措開啟了日後新加坡雙語平等的教育扉頁。 

資料來源：《馬來亞華校適用 南洋公民教科書 初小第七冊》(1957: 4-5)， 

     筆者翻攝學者陳琮淵之個人藏書。 

 

再者，允許華校教師加薪的第二個條件「馬來化的低年級課本」，因此在此

時期的華校課本中，我們可以看到馬來化的課本，例如南洋書局編譯所 (1957)所

編纂的《馬來亞華校適用 南洋公民教科書 初小第七冊》一窺其貌。從課本的標

題即可發現，此課本的編修即適用於「馬來亞」地區的「華校」，並且「遵循馬

來亞新課程標準」，以符合政府的期待，而在第 4 到 5 頁在課本一旁的漫畫插圖，

所描繪的警察的穿著，已經是本土化、馬來化的形象呈現。 

圖 16 內的課文內容有一句話提到：「馬來亞是我們的家鄉，我們應該愛護

她。」，可以得知政府在當時為了配合馬來亞聯邦的要求，也將課文對於馬來亞

應有的情感寫入，以形塑當時所需要的國家認同。 

 

圖 14 「馬來化」的公民課本封面 
圖 15 「馬來化」課本內容 

對警察意象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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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馬來化下的公民課本描述馬來亞聯邦和新加坡 

 

資料來源：《馬來亞華校適用 南洋公民教科書 初小第七冊》(1957: 26-27)， 

     筆者翻攝學者陳琮淵之個人藏書。 

在當時代「馬來化」的背景下，1958 年的《新加坡自治邦方案》搭配著 1959

年新加坡在人民行動黨政府的勝選背景下，正式成為自治政府，除了軍事、外交

仍由英國掌握外，國家內中相關的事項如教育，完全由新加坡自治政府自主運行

施行。而在馬來化過程的此時期，尚在英國進修學習67的前新加坡駐日韓大使李

炯才 (1989: 186, 268)對於自己國家認同的轉向產生內心變化，雖然受華文教育，

血統上也是華人，但漸漸發現自己比起中國事務，更加關心馬來亞的未來，才認

知到自己的國家認同，已經從中國傾向轉向馬來亞，這是新加坡人在當時的時空

背景下，逐漸的改變，可以此例作為說明。 

三、獨立建國為統合國家的「雙語教育」 

1965 年 8 月 9 日，馬來西亞國會通過議會決定，驅逐新加坡離開馬來西亞

 

67 當時的李炯才獲得英國的福利基金會的獎學金，到倫敦麗晶街理工學院進行為期一年的進修，

主要學習新聞學，該課程專設給英聯邦內的傑出記者和英國本土記者（李炯才，1989: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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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迫使新加坡只得獨立。一個多元族裔，內部充滿分歧和不確定性，需要打

造國家認同意識，當年 10 月，教育部行政總局局長助理 William Cheng 認為提出

了在學校灌輸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的想法，並獲得當時教育部長王邦文的支持，

後來這個想法實現，公民對國家承諾詞《國家信約》誕生68。(National Heritage 

Board, 2021b) 

獨立後隔年，1966 年雙語教育成為強制性教學型態，所有小六畢業的中一

生必須修讀英文維第一語文，母語為第二語文，但有趣的是英校華族學生不需要

選母語，他們多選馬來文作為第二語文學習(Kong, 1997: 218; 李光耀, 2015: 13) 。

新加坡 1979 年副總理兼任教育部部長的吳慶瑞提出《吳慶瑞報告書》，這份吳副

總理提出的報告書，奠定以英文為主、母語為輔的「新教育體系」：雙語政策以

英語是工作語言和普通用語，也是星國學生的第一語文，母語的功能是保存各民

族傳統文化。 

由於這份報告書提到兩點關於教育的內容，第一是以往的雙語教育，要求學

生兩個語言都要等同母語精熟度，未考慮到每位學生的能力差異，導致有二到三

成的學生無法跟上而落後，因此修正政策為：所有學生優先學好英語，除了少數

特選課程的學生之外，絕大部分學生都不再以第一語文的要求選讀華文。第二是，

用外語學習世俗教育（secular education），將使人民喪失自己的傳統價值，吳慶

瑞認為新加坡是「瞬息萬變、易受影響的開放式社會」，公民道德教育要用母語

教學，且要在所有源流學校，使用同一套價值觀，以免學童接受西方個人主義思

維過甚，而有價值觀敗壞的風險（陳淑珊，2010: 163）。當然，「精通英語、粗通

母語」，有助於學生因應未來職業需求，而透過教學而傳播各種族的母語，可以

 

68  除了《國家信約》做為形塑國家認同的工具之一，Perry(2020, P352)還提出認為「魚尾獅」

（merlion）」可做為圖騰形象，做為鞏固秩序的「社會水泥（social cement）」，象徵新加坡結合陸

地獅子和海洋魚的文化混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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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來教導學生新加坡獨有的亞洲價值觀外，同時保持各族裔文化特性，以減少紛

爭(Tan, 1994; Wong, 2020; 許振義, 2017; 陳淑珊, 2010)。 

雙語教育的整合仰賴經費聘請外語教師，並提高教師薪酬，利於增加優秀人

才進入教育體系服務，藉此拉升師資水平，也讓教學品質提升。在《吳慶瑞報告

書》中，發現先進發展國家對於教育項目的支出，不管以財政總支出或是國民生

產總值（GNP）計算，佔比都遠高於新加坡隊教育的支出，例如美國與日本投注

於教育經費，將近總財政支出五分之一（詳表 6）。因此在 1980 年代開始，新加

坡政府為提升學生素質，將教師薪資提升；2012 年教育支出通常約佔新加坡年

度預算的 20％，並給予教師高薪，提供了現代化的基礎設施；2018 年，政府在

教育方面的支出約為 130 億新元。（Zhang, 2020；李光耀，2015；張青、郭繼光，

2010） 

新加坡的公民教育，務求課程內容活潑有趣，吸引學生學習，因此在小學階

段以母語進行課程活動，以故事和歌曲帶領學生認識和了解小學階段的公民教育，

通過母語獨特的文化故事、歌曲和諺語加強道德價值觀的教學，也包括國家教育

（NE）的主題，因為核心概念是一樣的，更適合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教授；而在中

學階段，則討論貼近學生生活的現代議題，例如種族、宗教、網路霸凌、媒體識

讀等。(Co, 2021;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20a) 

三、經濟起飛下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導正」 

亞洲社會是一個以集體主義文化為主的社會模式，服從團體，個人置於家庭

表 6 《吳慶瑞報告書》新加坡教育支出佔財政開支和 GNP 的比例 

教育支出 美國 日本 歐洲 新加坡 

佔財政比例 21.1% 21.4% 19.5-14.4% 10% 

佔 GNP 比例 6.3% 4.5% 5% 3% 

資料來源：張青、郭繼光（2010：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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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團體之後，在法令嚴密的場域，就擁有更程度的密集體主義，國家介入家庭生

活，形成亞洲地區特有的「家父長制」政治文化，同質性的文化背景，更趨向促

成集體主義，反之，異質性的背景文化容易促成個人主義的形成(Triandis, 2016: 

100, 135, 151)。事實上新加坡先天文化背景下，多元族群的社會容易形成個人主

義的觀點，因此在歷代新國政治人物的治理中，集體主義的治理是維持星國「國

家認同」的重要因素，但這個平衡在經濟發達的背景，更有挑戰和失衡。 

1970 年代末，新加坡隨著持續的經濟增長表現優異，而被稱作亞洲四小龍

的一員。高速的經濟增長帶來各方面的社會變遷，除了物質上的水準提升，在理

念上，西方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傳入，黃朝翰 (2011)以英語為第一語言的新加

坡，相較其他四小龍國家，更容易接觸西方價值觀69，集體價值開始侵蝕政府極

力塑造的集體主義價值。因此在中小學階段，非常重視公民與道德教育，因此教

育部指名須由校長親自負責推行(楊思偉, 1996)。新加坡的公民教育目標是促進

新加坡學生能建立「共同價值觀」，形成四大種族和文化社區，這些社區在不同

階段都曾威脅要兩極分化。它還被用來保護文化認同感和國民特性，防止西方教

育對亞洲根源的侵蝕。 

為確保集體主義以及國家優先於個人，灌輸國家認同和公民道德意識，在新

加坡當時背景下顯得相當迫切。王鼎昌（Ong, Teng Cheong）相信，公民教育可

以協助新加坡人提高更高層次的道德準則和特質，將有助於適應快速經濟發展的

新加坡社會。於是王鼎昌以文化部長身分，率先領導組成「道德教育委員會（Moral 

Education Committee）」，主要的任務是制定公民教育的學校課綱，該委員會的報

告發布於 1979 年，這中間歷經十年的課程編纂與試行，最終在 1981 年促成小學

階段的「好公民（Good Citizen）」課程中，和中學階段的「生活與成長（Being and 

 

69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院長 Dr. NEO, Peng Fu（梁秉賦博士）（2018/2/18），筆者當面訪

談（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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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ing）」的公民教育課程（Mahbubani, 1981, September 18）。 

Dr. Balhetchet 的《生活與成長》首先在紅山中學（Bukit Merah Secondary 

School）進行實驗教學兩年，確認可行才開始推廣到全國。雖然在實驗階段證明

課程是可以成功的，但是當時的教育部長吳慶瑞卻認為，若要推行到全國中學，

尚需費時整整六年的時間，才能普遍施行於中學生課程，在師資培育上可能也無

法立刻供應國家課程需求，造成中學生有一代未受到公民與道德教育陶冶的空缺，

對國家發展並不是最有效的策略，於是吳慶瑞以個人在中學就讀英華學校

（Anglo-Chinese School Junior）時，所學的《聖經》為例，認為宗教課程都歷經

千年的蘊含，已有現成的道德規範精華，可以做為新加坡課程中，作為道德發展

和行為的規則，並且可以宗教人員作為迅速的現有師資，在 1982 年推行《宗教

知識》（Religious Knowledge）為中學生的必修課，以英文教導「聖經」、華文教

「佛教研究」、馬來文教「伊斯蘭知識」、英文教「印度教研究」，並相信這作法

將鞏固學生的道德感和勇氣（梁秉賦，2007；陳淑珊，2010: 163）。 

吳慶瑞認為若要將「公民道德教育」融入「宗教知識」，使用寓言故事，透

過簡單有趣的情境，讓年輕學子透過討論中學會價值觀，也能激發想像力(陳淑

珊, 2010: 164)。1984 年，新加坡政府將，《宗教知識》成為中學畢業後「O 水準」

考試中，作為考科的正式項目，這和二十一世紀的新加坡公民教育現況大不相同，

因為現今的新加坡公民教育是不會納入升學考試的成績。 

1989 年，由於《宗教知識》的實施，讓許多熱衷的傳教士進入校園「吸收教

徒」，若傳教在校園內展開，恐怕重蹈 1950 到 60 年代之間，新加坡發生過的幾

起重大的族群衝突，1990 年起，原本 Dr. Balhetchet 所編的中一、中二公民課，

延升到中三、中四年級，取代《宗教知識》。因此 1992 年起的中學階段，關於宗

教與種族和諧的相關內容，都改存在於公民教育科中（梁秉賦，2007）。 

圖 16 為新加坡政府所編，設計給國小二年級學生的《好品德 好公民》，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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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新加坡小學階段的《好公民》是以母語進行教學，因此由右至左分別是中文華

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小學階段的公民教育，通過母語獨特的文化故事、歌曲、

習語和諺語加強道德價值觀的教學擴大教師指導期，包括與國家教育和公民有關

的主題，這些主題更適合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教授。由封面所列式的關鍵字中，好

公民課的主要傳輸價值觀有：建議不屈、關愛、正直、尊重、和諧和責任感，這

些主要概念，就是「21 世紀公民教育指引」中的「核心價值」，中小學教學在核

心內容是一樣的。 

圖 17 《好公民》各語言課本書影 

 

資料來源：Colour Holdings Pte Ltd (2020) 

 

四、配合經濟發展而「國際化」、「資訊化」 

新加坡相較其他東南亞國家，地理腹地小、人口也較少，自英國殖民以來就

以轉口貿易為主，在獨立的初期缺發技術人口，因此新加坡政府認為國家的發展

必須首先實現「國際化」，使用英語為工作語言將與世界接軌，新加坡藉此吸引

外國人才（FT）和進口勞動力，同時引進外國人才的前提也必須是經濟的高度發

展，星國政府以發展成東南亞地區的經濟中心為目標，進可能解決技術人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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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因此，政府在教育方針上強調英語教育和繼續依靠國外教師和教育顧問。 

新公民越來越多，導致物價和房價提高，找工作困難，沒有個人經濟的

保障，所以如果其他國家有更好的發展，我們就會前往……90 年後出

生的對新加坡認同會比較多，很多 20 多歲的年輕人會離開新加坡做移

工，但終究會回國……之前的教材注重的是關於「父母親」、「家庭」與

「尊老」等內容，大概近十年，改轉變為「愛國」、「為國家」。我認為

這改變是因為新加坡從 91 年開放移民政策後，外地人……越來越多，

所以人口組成變得很混雜。在地華人的傳統「家庭」概念，其實仍舊存

在，但是新移民來的多來自中國、印度，跟自己國家相比，他們經濟上

發達了，所以家庭觀開始有點改變……國人個人道德觀點，漸漸從個人

轉移，以至原本稍加注重的「Never be late, you don’t steal」的概念成為

比較偏向家庭和國家。（P-2） 

也因為資訊化的推展，新加坡於於 2021 年開始，新加坡教育局將更大幅度

的更新公民教育課程，以及 CCE 課程中用於討論網絡意識（cyber wellness）問

題的時間將平均增加 50%。(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20a) 

第四節 小結 

「教育」可謂國家運作的重要思想形塑的武器，要教會學生一種終身技能和

思想，以便學生在離開學校以後，這些記憶仍舊銘刻於心。雙語教育政策是人民

行動黨政府基於國家發展的需求，亦是星國的教育特色，也以形式上彌平各種族

可能的爭鋒相對，這項教育體制整合了不同的民族。在教材中添入國家意識，影

響學生們的認知、行為，最後改變國家價值。  

雙語教育政策下的混合學校制度，讓英文作為共同語，四種母語都是官方語

文，在同一間學校內能有多族群的學生和教師，使學生在多種語文的環境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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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共同課程，參加統一課外活動以加強各族之交流與瞭解，深厚跨族群間的情誼，

1979 年的道德教育委員會促成新加坡公民教育的建立，雖然中間曾有以宗教教

義替代公民課，但最後仍回復以培育愛國和道德主要目的的公民教育，且執政者

認為小學階段以母語學習公民課，不僅維繫境內的種族和諧，同時有助於道德觀

的傳輸，於使新加坡作為兼容並蓄、深富國家觀涵養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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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新加坡公民教育的特色 

課綱的落實，除了仰賴學校老師的教學外，教材的呈現也是重要的關鍵，王

秀南 (1970: 216-217)認為教科書的功能，也助於落實政府頒行的課程綱要，在透

過適當的舉例，由淺而深的依序傳輸教學概念，輔佐學生學習，而教科書課文內

的圖畫與漫畫，亦能夠幫助學生記憶相當程度的課程內容，將生硬的內容以詼諧

活潑的方式，呈現在於正在發展心智年齡的階段同時也讓學生在長大成人，成為

社會中的公民以後，多數的受訪者依舊能記得幼年時所學習的課程。 

教科書便於學生課程學習外，教科書為固定文本，為教師教學活動中提供主

要的依據，以實現政府對的社會價值觀形塑的教育目標。教科書若由國家機關做

統一編纂，代表國家對課程理念和教學內容的管制，國家中心論下國家對教育體

制控制的象徵，而藍順德（2006: 51）認為統編本的教科書可能僵化學生的思維

和偏見，無法培養面對現代社會所需的多元能力。Carpendale (2000)提出整體社

會的價值觀和道德發展，必須從個人為主體進行建構，因此首先形構個人的價值

觀，進而個體的總和有助於整體社會價值觀的蓬勃發展。 

在新加坡的公民教材中，我們可以發現，新加坡政府雖然專責編纂教科書，

在教材內容呈現上，以提問代替教條式傳述，更開放和接納多元回答，已經和過

往 1970 年代的單一灌輸式的內容過往，有所差異70；在課程的實際推展，現今新

加坡的公民教育課程，幾乎以公民實踐（Value in Action, VIA）71的方式，來替代

過去教條式、接收式的教學法。 

 

70 新加坡籍 33 歲科教館員女性 C-3（2021/5/18）。筆者視訊訪談。 

  新加坡永久住民 25 歲公務員女性 C-4（2021/5/19）。筆者視訊訪談。 

71 VIA 課程又稱作「德育在於行動」，自 2012 年開始執行，取代了於 1997 年起推行的社區服務

計畫（Community Involvement Programme, C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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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課綱中的國家認同 

我們的教育體系必須……培養優秀的新加坡公民品格， 

使每個人都有道德上的決心去承受未來的不確定性， 

以及爲新加坡的成功和同胞的福祉作出貢獻的強烈責任感。 

時教育部長王瑞杰72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2b) 

1979 年《道德教育報告》促成 1981 年小學階段的《好公民（Good Citizen）》

課程，和中學階段的《生活與成長（Being and Becoming）》的公民教育課程，推

動新加坡公民教育革新的王鼎昌相信，公民教育將協助新加坡人適應快速經濟發

展的現代社會，建立國家認同和愛國教育，也是該公民教育應發揮的功能（Ang, 

2008），而這個核心精神，亦是至今新加坡公民教育對未來公民的期許，期待學

生抱持道德感和責任感，願意為新加坡付出和貢獻。 

一、2014 年品格與公民教育課綱 

新加坡的公民教育，是國家認同形塑的利器。在新加坡的教育歷程的過程裡，

能看見國家優先於社區、社會和個人，這是新加坡共同的國家價值觀之一，學校

一直試圖向學生灌輸這種價值觀。在 2011 年當時的教育部長王瑞杰，在教育部

的工作計劃研討會上提到「必須把價值觀和品格發展放在教育體系的核心」，從

個人出發的個人行為，對於社會價值的維護，以及付出貢獻的現代公民價值觀，

這些內容將支撐著學生品格的發展。2012 年新加坡教育部發布 2014 年適用的公

民教育課綱，在首頁便寫下當時教育部長對公民教育的期待，在這三行中總結了

 

72 王瑞杰（Heng Swee Keat）於 2011 年至 2015 年擔任新加坡教育部長，2015 年至 2021 年擔任

財政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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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公民教育需要的方向──優秀的品格最終仍需要靠實踐而完成（詳圖 10、

圖 11）。在新加坡公民教育的核心價值，著重期待學生在五大面向的正向價值觀，

在「自我意識（Self-Awareness）」和「責任感（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的

驅動之下，遵循「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擇善而行，透過他人互動建立

良善「關係管理（Relationship Management）」，建構學生基於「社會意識（Social 

Awareness）」認同所處的社會中。在上述五大核心價值觀的推進下，透過課程和

老師的教導、引導，期待學生最終成為「既自信又主動學習（Confident, Self-

Directed Leaner）」的個人外，在社會服務面向，能依己所能「做出貢獻（Active 

Contributor）」，藉由學校的公民實踐活動（value in action, VIA），意識自己做為

新加坡社會的公民，進而能為社會做出不求回報的付出，最後期許成為「心繫祖

國的公民（Concerned Citizen）」，藉由做中學以兼顧現代教育的訴求，深化國家

認同在公民教育中的論述，讓學生 

圖 18 新加坡教育部「21 世紀技能框架」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20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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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 VIA 活動時，益發認識生活的社會現貌，更進一步回饋社會，深根和認

同國家。 

公民教育核心價值的推演進程，有賴於學生的身心發展階段而定，依據學生

不同階段的認知能力，來決定該階段學生應學會核心價值觀，並試著實行於生活

中，曾擔任公立小學老師的 C-6 在訪談中提到： 

從小學就開始有 Value in Action（VIA）的概念了，所以最簡單、最簡單

的 VIA，從小一開始，我們老師就會跟小朋友們說「這些價值觀不是用

嘴巴說就算了，要用你的言行舉止去 leave out your value」，也就是學生

得把自己的價值觀，用舉動去展現，例如：學生要怎樣去表達責任感呢？

小學生能表達的方式之一，就是在食堂吃完午餐……我們老師會用那個

機會，教學生們要怎麼樣表達自己的責任：「你要桌子、椅子要清潔，

然後把吃完的碗放到回收區」，這樣的 Value in Action 從小一就開始灌

輸。（C-6） 

    所以小一階段的 VIA 比較偏向把自己顧好，然後小二推及身邊的

朋友 take care your friend，從很簡單的東西開始教起。當然學生到了中

學、高中，我們希望小朋友們看社會有什麼需要解決的問題，然後去幫

助社會 those are less privilege, those are less well-off of them，比他們更需

要幫助的人們。（C-6）73 

先管理自身所能觸及的行為，達成應有的責任感、人際友好關係，進而加強

學生的行動於社會的連結，最後起許學生將這些善行回饋新加坡、立足新加坡，

並對自己所生長的國家深根，因此 2015 年課綱的公民教育，藉由推己及人的歷

程，期待教育學生未來成為社會中的公民時，除了內在「自信」並「主動求知」

 

73 新加坡籍 35 歲教育部公務員男性 C-6（2021/6/6）。筆者視訊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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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亦不忘對國家社會「做出貢獻」，更重要還必須「心繫祖國」。因此，當代新

加坡的公民教育，依舊存在過往 1979 年道德委員會對課程既有期待的「愛國精

神」外，更加深強調「公民實踐」的落實，這可為教育改革推進下，配合現代社

會所需的關鍵能力。 

圖 19 新加坡教育部「21 世紀技能框架」的學生技能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2: 1）. 

因為新加坡獨特的歷史背景與人口組成，公民對自我對國家認同的概念，大

多有以下歷程，以華人後裔 Kong (1997)所經歷的個人家庭經驗為例，父母是移

居新加坡的第一代，但依舊認為自己是海外華人，遲早需要「落葉歸根」返回祖

國；而身為華人二代的子女輩，對所生長的在地有更深的情感，相對於父母的思

想，「落地深根」、認同在地更為主流。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家對於學校教

材內容的傳輸，若能靠課文，或是教學活動，將能更仔細且生動的傳入學生心中，

改變學生的認知，因為家長輩和子女輩在生長的背景已有差異。因此從小學提供

教材內容，中學建立認同，對新加坡來說，有相對的意義。 

根據教育心理學的 Erickson 認知發展理論中，小學生階段對自我身分認知不

與公民道德有關的技能 

⚫成為積極的公民，履行應盡的責任 

⚫建立歸屬感，心繫祖國 

社交與情緒管理技能 

⚫有效地管理自己與處理人際關係 

⚫做出負責任的決定 

核心價值觀 

⚫ 品格的基礎 

⚫ 提供行為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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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教科書有助於指引學生吸收國家所欲灌輸的知識，待兒童進入十二至十八

歲的青少年時期，個人建立自我認同是此階段最重要的心理過程，過往小學課程

的知識基礎，將作為中學生發展認同觀的地基真正落實的「認同祖國」抽象概念，

在傳統主流的教科書內容中，常見以灌輸的方式，將國家認同的主題，以課文並

用無法質疑和否認的正向口吻，由於學生對於教學內容並無所知，因此藉由教育

的方式對孩童進行觀念重整。(Cherry, 2020; 李麗丹, 2016)。 

在 2012 年的品德公民教育課綱中（詳圖 10、圖 11），認為新加坡公民必須

有五大核心價值觀：尊重、責任感、堅毅不屈、正直、關愛與和諧，在中小學階

段都須以此為模範做學習（詳圖 12）。這些核心價值觀指引學生明辨是非，並建

立新加坡共同價值觀，以建立符合現代觀念的「國家認同」形象。 

圖 20 課綱中的「核心價值」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2b: 2) 

 

此外，課綱中對於公民道德相關的意識和技能（詳圖 11 的最外圈），主要訴

求在於加強學生對新加坡的認同感，一旦建立對國家的歸屬感，未來成年的學生

核心價值
和諧 

重視和諧者，提倡社會團結，並重

視多元文化和異中求同的精神 

正直 

堅持道德原則，並有道德勇氣

為正義挺身而出。 

關愛 

愛心與同情心，改善社會並做

出貢獻。 

堅毅不屈 

面對挑戰不屈不饒，具備勇氣、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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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對國家做出貢獻和付出，更重要的是達成國家實施公民教育的目的「心繫祖

國」，所以在教學活動的過程中，培養學生品德的同時，也在落實國家認同。 

圖 21 公民意識、全球意識與跨文化溝通技能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2b: 4) 

從圖 13 中的教育部技能指引中，公民意識的建立須仰賴學生自身的投入和

參與，以便建立認同國家的意識外，也譨在鄉里社會作為支持的力量，貢獻所能、

回饋社會。多元種族和相異文化的新加坡，Clammer (2020)觀察到在新加坡社會

中，成年人間的交際互動中，還是有一層難以突破的人際隔膜，特別是因不同信

仰的宗教活動，促使真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難以真正互動，雖然組屋制度將不同

文化背景的民眾混居，但社區中互動停留在表面的寒暄，真正的社交互動，只能

藉由下一代的孩子，在學校以英語，在接受教育的同時和多種族裔學生共處，以

期未來真正改變實際上隔閡的社會現況。受訪者 C-4 亦提及，事實上近年的新加

坡社會，有一些反對種族歧視的公民活動，雖然新加坡做了 55 年的努力，但在

公民意識、全球意識與 

跨文化溝通技能 

活躍的社區生活 

⚫ 對社會有責任感 

⚫ 有公德心 

⚫ 支持社區活動和參與國家建設 

社會意識 

⚫ 對國家有責任感 

⚫ 認同和支持國家的理想和文化 

全球意識 

⚫ 能積極面對文化差異 

⚫ 識別、分析和評價全球發展 

趨勢對本地社區的關聯 

對社會文化的敏感度與認知 

⚫ 具同理心，能諒解、接納和尊重他人 

⚫ 能以適當的言行與本地和國際社會文

化群體交流，加強社會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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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的社會上，還是仍有待努力之處74。因此課綱中的「技能指引」，對於公民意

識的期待，期待學生以同理心的視角，尊重能諒解、接納和尊重他人的同時，面

對文化差異時，藉由認同並支持國家理想，並積極參與社區活動，將愛國和平等

意識落實在生活中。 

表 7 品德與公民教育課綱實施下的期待學習成果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2b: 5)，筆者整理。 

課綱中根據「21 世紀技能框架」（圖 10）的 CCE 教學目標，亦有相對應期

待學生所應達到的個人、社會、國家、國際的學習成果（表 7），這些學習成果包

含了上述新加坡公民教育的六個核心價值觀（圖 12）。學習成果 1 至 4 的級別，

列示不同層面的品格期待，除了自我身心與自信建立，亦結合了社交與情緒管理

技能，期待學生個人好，也與社會共好；學習成果 5 至 8 遵循「21 世紀公民教

育」的指引原則，首先從個人國家認同出發，對新加坡在地有歸屬感，再以此身

份認知能珍視新加坡社會的文化多樣性，促進社會和諧，並期待積極且有責任感

 

74 新加坡永久住民 25 歲公務員女性 C-4（2021/5/19）。筆者視訊訪談。 

級

別 
核心價值 學習成果 

表現 

層次 

1 自我意識 運用自我管理技能實現個人身心健康 個人 

2 正直 以倫理道德為依據，做出負責任的決定 個人 

3 社會意識 運用人際溝通技巧，建立相互尊重的良好關係 社會 

4 堅持 有能力把挑戰轉化為機遇 社會 

5 

以身為 

新加坡人 

為豪 

對新加坡充滿歸屬感，並致力於國家的建設 國家 

6 
珍惜新加坡 

多元文化 
促進社會凝聚力與和諧 國家 

7 關懷他人 為社區和國家的繁榮發展做出貢獻 國家 

8 
有見識、 

負責任 

及時對社區、國家和全球性課題進行反思並做

出回應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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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參與和回應社區活動（表 7）。 

新加坡的公民教育課程，除了培養自我意識和自我管理技能，亦期待教導學

生運用道德推理，在決策中展現責任感，以表現堅守道德原則的誠信。對於社會

意識，建立和維持積極的人際關係。面對個人、社區和國家挑戰時，行動可以表

現出韌性，如同新加坡在風雨飄搖的時代下獨立過程(Northland Secondary School, 

2019)，培養對新加坡的歸屬感和對國家的認同，並表現出對國家福祉、安全和國

防的承諾。促進新加坡作為一個多元文化社會凝聚力和和諧社會意識。關心他人，

積極為改善他人的生活做出貢獻，藉由反思和回應社區、國家和全球問題的能力，

以及作為公民做出明智和負責任的決定的能力。簡言之，新加坡公民教育所培育

出來的新加坡人形象是「誠信、關心、愛國且奉獻的公民」。 

二、新加坡的公民課的運行模式 

新加坡的品德與公民教育（CCE）課程和台灣的公民與社會科（Civic 

Education, CE）有非常大的差異，筆者在經過文獻分析，以及與新加坡當地公民

進行深度訪談以後，筆者整理以下星台兩地的公民教育有五個主要不同的特點

（詳表 8）。 

表 8 新加坡 CCE 與台灣 CE 的實施方式比較表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星台兩地首先最大的不同之處，新加坡的公民教育（CCE）不以考試和紙筆

測驗作為成績的評比，這個現況並非一開始就由教育部所決定，新加坡公民教育

 新加坡 CCE 台灣 CE 

以紙筆測驗作為評分 無 有 

升學考試科目 否 是 

小學階段的公民課 有 無 

授課老師 班導師 公民專科教師 

搭配全校性活動 是 否 

教學核心概念 責任、國家認同 民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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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E）的前身是公民與道德教育（Civic and Moral Education, CME），在 CME

的時期，會以紙筆測驗作為評量標準，但是這種檢核方式，受訪者 C-7 認為流於

形式，即使學生能寫出正確的答案，不代表就會言行合一，有合矩的行為表現，

CME 的評量方式並不適合建立認同和確立實行的科目核心價值。 

那時候，在期末考試結束的時候會有一個（CME）測試。我們會有明確

的答案的選擇題。題目內容會像是「你會做出怎樣的決定？」，選項有

A、B、C、D。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學生們常常嘲笑這一點「好吧，

我的行為很好。因為我在 CME 拿 A」。除了我的 CME 考試成績，我的

「操行評分（conduct grade）」是老師給的。所以有些人的操行評分可能

很差，但 CME 分數卻很好。（C-7）75 

此外，新加坡的品德與公民教育（CCE）並不做為任何階段的升學考試的科

目，課程的核心概念是給予學生能夠討論，並且心中認同以後，在進而實行，與

其空泛的紙上談兵，更在意學生是否了解、接受並付出實行。CCE 的授課教師為

由班級導師擔任，主要的授課教師，但同時輔以全校性的校本特色活動，例如課

程輔助活動（CCA）、國家教育（NE）等，此外公民教育的核心內容是要成為認

同國家的「好公民」，因此特別著重在品德的薰陶，如責任感的建立，和國家認

同。(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2a, 2012b, 2016) 

新加坡的品德與公民教育課程，會透過下列三種教學模式進行教學活動：公

民課程（CCE lesson）、品格與公民教育指導單元（CCE Guidance Modules）、品

格與公民教育校本課程（School-based CCE），以傳遞公民教學中應有的知識、情

意、技能。關於課時的規定，在教育部(2012b)於 2014 年施行的 CCE 課綱，提及

前期中等學校的中一到中四生，每年要有 60 小時的總學習時數，且每週約需 2

 

75 新加坡籍 40 歲中學教師女性 C-7（2021/7/10）。筆者視訊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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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作為公民教育的教學和推展。 

表 9  2014 年 CCE 課綱對學習時數的分配 

 
公民課程

（CCE lesson） 

品格與公民教育

指導單元 

（CCE Guidance 

Modules） 

品格與公民教育

校本課程 

（School-based 

CCE） 

總時數 

課程時數 20 小時 13 小時 27 小時 60 小時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2b: 6)，筆者整理。 

從表 9 的整理，可以發現在教育部規定的 60 小時課時中，近半數的時間是

公民教育校本課程（詳細內容詳後文說明），在使用教科書做課堂教材的公民課，

其實佔比很少只有三成，因此可推知公民教育的教科書分析，雖然讓研究有文本

可依據參考，但若要了解新加坡公民教育對學生的影響，校本課程是很重要的關

鍵。教育部所強制規定的指導單元，佔時需要 13 小時。 

圖 22 前期中學公民教育的課時分配比例圖資料來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2b)，筆者自繪。 

校本 CCE 課程是各學校的特點，以學校所注重的價值觀，推行全校性的特

色活動，例如集會、愛國教育（NE）、課外輔助活動（CCA）和任何關於學校校

旨與價值觀的課程，在活動設計彈性很大，學校在公民教育總課時中，有 27 小

時的上課時間可以做校本課程使用，約佔總品德與公民教育時數的 45%，是新加

坡公民教育中佔福比例最重的教學活動（詳圖 21），這些相關的內容將在第五章

第二節詳述。 

圖 23 強制性指導單元中占課時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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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2b)，筆者自繪。 

「品格與公民教育指導單元」規定為每年需有總共 13 小時做教授，因為是

教育部強制性的課程活動，有具體的教學目標和內容，根據兒童和青少年的身心

發展相關的議題進行教學，包含三大項目：性教育（Sexuality Education, Sed）、

網絡健康（Cyber Wellness, CW）和教育和職業指導（Education and Career Guidance, 

ECG）。 

我印象中好像都是班主任授課，除了像是「性教育」和「禮儀」，當時

會請外面的一個 trainer 來講，像是外包給別人來教……（C-4）76 

由於教育部指導單元的課程較困難，因此根據 C-4 的求學經驗，在學到這些

內容時，學校會請外聘的講師做說明和指導。此外，指導單元分別規定課程時間

為 SEd 5 小時、CW 4 小時、ECG 4 小時（詳圖 15），雖說是指導單元的活動，

但在教科書的篇幅裡仍有相關的內容，供學生加深加廣的學習。 

 

76 新加坡永久住民 25 歲公務員女性 C-4（2021/5/19）。筆者視訊訪談。 

CCE課程

33%

校本活動

45%

性教育

8%

網絡健康

7%
教育和職業指導

7%指導單元

22%

CCE課程 校本活動 性教育

網絡健康 教育和職業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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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導課程中，「網路健康」是因應時代和科技的革新，首先在 2014 年的課

綱中出現，但網路技術的蓬勃，加上新加坡政府推動數位化的學習，每位中學生

都配有一台筆記型電腦（PLD），科技亦能載舟、亦能覆舟，為使學生善用網路資

訊，教育部在 2021 年的新課綱中，拍板決定 CW 的教學時數將較 2014 年的時

數增加 50%(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20a)，換言之，從原本的 4 小時增

加到 6 小時，以因應網際網路時代的新科技發展，學生接觸到各式各樣的網路訊

息，若無法以提前教育，學生恐因提早接觸未能培養善用科技能能力，甚或陷入

身心狀態的危難(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2b)。 

我們知道學生發育成長的青少年時期，被現在的 social media 影響得很

多，We want to talk about the things relevant to teenagers，青少年可以

connect 的東西，就是那些關於 social media 的問題和課題，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 technology 的演變，使得課綱特別在中學生教學內容中強調這

些課題。（C-6）77 

因此 C-6 在訪談中提到，現在的青少年從小就是網路的世代，社群媒體和網

路訊息對青少年的身心發展影響很大，因此配合時代的推進，公民教育的課程更

貼和學生的生活實況，讓知識能夠應用在學生的日常，幫助學生面對每天的各種

選擇之中。 

而在新的教育改革下，2021 年的公民教育課程中，關於學生生活高度相關

的新興議題，關於心理健康和網路使用有關的當代議題，如霸凌（bullying）、網

路媒體（online Media）、種族（race）與宗教（religion）等，並將在 2022 年於新

加坡全部的中學施行，且規定中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每兩週至少有一次的討論

課程。 

 

77 新加坡籍 35 歲教育部公務員男性 C-6（2021/6/6）。筆者視訊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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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年的公民教育課程中關於網絡健康（CW）的教學時數，也相較 2014 年

的課綱多上 50%的時間，受訪者梁秉賦（P-1）78提及近年因為網路資訊的氾濫，

假訊息充斥，學生需要具備對資訊的掌握和識讀能力，這也是新加坡公民教育中

重要的價值。 

我們新加坡另外有「cyber wellness」一門課，台灣有相近的嗎？像是美

國最近發生俄國人運用網路言論，進而影響美國總統的選舉。開放民主

社會（open society），未來會不會受到極權國家的網路影響，這算是不

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社交媒體或是激進化的言論將如何影響民主選

舉？社交媒體是不是對公民社會或民主社會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失控

的媒體可能危害基本民主運作原則，這個算不算公民教育？課程設計應

該跟時代發展相輔。（梁秉賦）79 

由於新加坡 CCE 課程是由班導師進行，因此對於教師的期待為「每位老師

都是 CCE 教師（Every teacher a CCE teacher）」(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2b)，C-7 在訪談中提到80，校內的老師在教課前，對於較艱難或是複雜的單

元，同一年級的教師們會找時間開會討論教材教法，進行集體共同備課。每間學

校都會有一個負責 CCE 的團隊，強化教師帶領學生討論的能力。 

比較難的 CCE 課，學校會有一個專門負責 CCE 的主任（HOD, Head of 

Department），他會先看有哪些課程老師要先排時間彼此互動討論，和學

習更多相關的主題。會在課前兩週前辦一個工作坊，讓老師們準備和討

論。如果全部是教中一的老師，教一樣「package」的老師們，一起開個

 

78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院長 Dr. NEO, Peng Fu（梁秉賦博士）（2018/2/18），筆者當面訪

談（新加坡）。 

79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院長 Dr. NEO, Peng Fu（梁秉賦博士）（2018/2/18），筆者當面訪

談（新加坡）。 

80 新加坡籍 40 歲中學教師女性 C-7（2021/7/10）。筆者視訊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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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討論要怎麼教是最好的方式。有幾課會有這樣的形式，不是每堂課都

會這樣，因為學校的時間太緊湊了，不可能的。選擇幾個老師可能要準

備、讀得比較多的課，才能理解整個如何與學生討論的藍圖，我們老師

就會一起在去班上教課前先討論。（C-7）81 

雖然每位班導師有不同的教學專業，受訪者 C-7 是一位現職的某新加坡中學

的科學老師，筆者好奇科學老師對於 CCE 的額外備課，是否會感受到負擔，C-

7 則認為他非常享受和學生在 CCE 課上的討論時間，對她而言那是與學生建立

關係與輕鬆聊天的時機，更可以透過價值觀的討論，更加了解學生的不同面貌，

有助於 C-7 在班級經營上更為順利。 

老師必須留出時間來額外準備，但也因爲這是我的班級，在這堂課我可

以和學生之間建立關係。準確來說我是進班講故事，幫助他們學習。因

為 CCE 沒有考試，所以在課堂上是非常放鬆的。需要教的內容沒有那

麼沉重，不是一個要考試的 Subject，學生們記得或不記得不是最重要

的，那個時段是我跟我的學生溝通交流，能用那個教材當作理由(reason)，

以便和他們對話。（C-7） 

但由於 2020 CCE 新增許多現代議題，主題較為專業，也因此教育部預計在

2022 年時，每間中學校也都將會有公民科的專任老師（specialized CCE teacher），

藉以協助每位班導師對當代議題的掌握，同時也藉由共同備課，達到教師的在職

專業發展(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20a, 2020d)。 

老師必須留出時間來準備，但也因爲這是我的班級，這堂課我可以和學

生之間建立關係，準確來說我想要進班講故事，幫助他們學習。因為 CCE

本身是一個更放鬆的環境、沒有考試，所以在課堂上，這是非常放鬆的。

 

81 新加坡籍 40 歲中學教師女性 C-7（2021/7/10）。筆者視訊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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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教的內容沒有那麼沉重，不是一個要考試的 Subject，學生們記得

或不記得不是最重要的，那個時段是我跟我的學生溝通交流，能用那個

教材當作理由(reason)，以便和他們對話。（C-7） 

由於新加坡教育部對於公民教育的課程內容，會事先準備好附帶教材和新聞

案例課程包（package），給予各校的課程發展主任（HOD），再加上各年級班導

師中，會選擇一名負責該年級 CCE 備課，因此班導師在進行 CCE 課程時，並不

會到非常耗費心力，C-7 認為 CCE 的課程是作為導師和班級學生建立關係和情

感，以及與學生交流想法的一個方式，而且教師 

第二節 教學活動中的潛在課程 

一、 教科書 

教科書的內容經過政府編審，投注大量人力與時間發展，再發行前透過審核

以確立「精選知識」作為教學內容留捨與否，因此在教科書發展的本身，就是「價

值判斷和選擇的過程」(藍順德, 2006)。在新加坡負責編寫課程的是課程發展小組

（Course Development Group）肩負此工作，課程的編寫委員多是任職多年的高

級教師調職移往教育部，做為課程的研發和創新的課程編輯。 

政府或出版社撰寫教科書的過程中，政治、宗教、種族、階級、偏見等意識

形態，可能透過課本中的文字、圖畫的隱喻，進而影響學生的思維，教科書的觀

點將引導教學活動的進行，也將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果(藍順德，2006：16)。下文

筆者將試圖從課文中的呈現方式，找出新加坡公民教育教科書中，所隱藏和內含

的潛在課程。 

圖 24 《Reflection》課本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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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Star Publishing Pte Ltd (2017)  

表 10 CCE 2014 教科書內的課程單元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4a, 2014b, 2014c, 2014d, 2014e)， 

         筆者整理製表。 

 

以新加坡 2014 年課綱所編定的品德與公民教育課本《Reflection》（後文將簡

稱為「CCE 2014」）為例，以筆者整理的表 10 做參照，在 CCE 2014 的課程編排

上，有六成以上是和學生的個人發展有關，由於中學生心智尚未成熟，須由教師

單元 

順序 
單元名稱 筆者翻譯 面向 

1 Value In Action (V.I.A.) 公民實踐 社會 

2 The Leader Within 天生的領導人 個人發展 

3 Family Our Foundation 家庭是我們的基礎 個人發展 

4 Being a Positive Influence 做正向影響力 社會 

5 Think Heart, Feeling Mind 思考心，同理心 個人發展 

6 U and I in community 在社區的我們 社會 

7 This is Home, Truly 這裡真是我的家 國家 

8 The world in Singapore 新加坡內的世界 社會 

9 Cyber Wellness 網路健康 個人發展 

10 Self-Awareness and  

Self-Management 
自我意識與自律 

個人發展 

11 Career Sector Exploration 職業試探 個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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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討論，再由學生分享各自想法，使得課堂中學習價值觀得到了明確的表達和

回饋，有助於學生身心發展的自我認同(Marcia, 1966)，培育學生透過價值澄清的

討論過程中，修正並建立個人的正向信念，藉此我們也可以知道，公民教育最關

鍵和最關注的，還是在於個人的發展。 

學校可以彈性調整課程順序進行 CCE 課程，不需要遵守國家課程順序

規定，從第一課教到第二十課。例如：學校可以在學期初先教第五課。

因爲我有一個更好的範例故事，讓穆斯林學生可以更清楚理解課程內容，

我也可以改變每節課中的範例故事。只要教授的內容還是關於「誠信

（integrity）」，就有自主權來決定改變課程內容。這一課程必須能夠教

授有關它的內容，必須能夠提供給學生探索和分享自己觀點的機會，但

他們也可以其他方式使用，就像他們希望改變教學形式一樣。（C-7）82 

C-7 的訪談中提到，課程的較學順序可以依照學校的安排做適時的調整，具

有相當大的彈性，因此在接近國慶日時，可能優先教國家層面的第 7 單元「這裡

真是我的家」；若學期初尚未進行公民實踐活動（VIA），則第 1 單元則放在學期

中或學期末教授，這樣的彈性，是為了讓學生有更好的學習效果。 

以新加坡 2014 年課綱所編定的品德與公民教育課本《Reflection》（後文將簡

稱為「CCE 2014」）為例，課本取名為「Reflection」目的是希望提供學生能給學

生自我的學習空間，不是教師說學生填的較學方法，而是讓學生以判別自己的思

維邏輯，由學生思考「自己可以採取哪些行動呢？」，並期待學生付諸實行83。 

CCE 2014 教科書五冊的次標題分別是（見圖 21）：達成我的渴望（Achieving 

My Aspiration）、成為正向影響力（Being A Positive Influence）、改變與影響（Making 

 

82 新加坡籍 40 歲中學教師女性 C-7（2021/7/10）。筆者視訊訪談。 

83 新加坡籍 40 歲中學教師女性 C-7（2021/7/10）。筆者視訊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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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fference）、撼動他人（Motivate Others）、引領改變的人（Change-Maker）。由

名課本名稱的「Reflection」，可知新加坡更看重個人自我的對話和個人反思，也

期待學生的具備影響力從個人出發，進而影響周邊他人成為具有影響力的人，並

且期待未來的公民具有領導力，以形塑屬於的新加坡的公民道德涵養，而這些潛

在副標題裡內涵，也意謂這新加坡教育部期待學生，在社會中成為領導人，扣合

第 2 單元的「天生的領導人」教學旨要。 

圖 25  2014 年公民課本的副標題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4a, 2014b, 2014c, 2014d, 2014e)， 

         作者整理。 

 

表 11 CCE 2014 第一、二冊《這裡真是我的家》課文一覽表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4a, 2014b)，文字內容由 

         筆者翻譯兼整理製表而成。 

 

關於本研究關注的國家認同議題，在 CCE 2014 第一冊到第五冊教科書中，

最具相關性的是《這裡真是我的家》和《新加坡內的世界》這兩個單元，且這兩

冊

數 
主標題 副標題 反思問題 

1 
我只想 

待在這 

尊重我的

國家 

我的家 

1.對我來說，尊重新加坡意味著什麼？ 

2.我可以用哪些方式來表達對新加坡的尊重？ 

2 
法律和 

秩序 
尊重法律 

1.想想我學校的規則。當沒人注意我時，我會遵守學校

的規定？為什麼？ 

2.為什麼遵守學校規則和遵守國家法律一樣重要？當

我遵守學校的規則時，我所展示的價值觀是什麼？ 

達
成
我
的
渴
望 

成
為
正
向
影
響
力 

改
變
與
影
響 

撼
動
他
人 

引
領
改
變
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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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單元都存在 CCE 2014 的五冊之中。可以從表 11、表 12 發現越高年級所使用

的冊別課文，在每個單元的課文所提供的反思問題上，從第一冊以個人為本位做

問題的回答，進而到逐漸漸問發現，可以就課程內容得知新加坡為整合多元族群

與文化中，所進行的課程設計在建立為建立新加坡價值的努力。 

表 12 CCE 2014 第三、四、五冊《這裡真是我的家》課文一覽表 

冊

數 
主標題 副標題 反思問題 

3 

共同責任 
權利和 

責任 

1.回憶一件我的言行不負責的事情。我的行為對別人造

成了什麼後果？ 

2.為甚麼對自己的言行負責和尊重是重要的？ 

3.以剛才提到的事件，做哪些事情更顯責任和尊重？ 

團結則存 

分裂則亡 

堅韌的 

國家 

1.回想一下新加坡過去面臨危機。如果我親身經歷，我

的反應會是堅韌的嗎？為什麼？ 

2.一個堅韌的新加坡人有什麼特質？為什麼展示它們

很重要？ 

3.我該如何在家裡、學校和社區中展示這些特質，以便

我能建立起作為一個人的適應力？ 

4 

乘著挑戰

的 

浪潮 

未來的 

挑戰與 

制約 

1.新加坡現在和未來的挑戰，對於我和整個國家有什麼

影響？ 

2.我應該以什麼樣的價值觀和態度來為新加坡的發展

和進步做出貢獻？ 

3.我可以採取什麼行動來為新加坡的福祉做貢獻？這

些行動將如何顯示上述的價值觀和態度？ 

指望我 

新加坡 

Part 1 

負責任的

投票 

1.回想投票選班長的經驗。我為什麼要投票給那個人？ 

2.我的投票是負責任的嗎？為什麼？ 

3.在下一次我在班級的選舉中，我將如何確保我選擇了

最適合的人？ 

指望我 

新加坡 

Part 2 

負責任的

投票 

1.我作為學校裡的高年級學生，是學校的好代表嗎？ 

2.我能從我的前輩身上學到什麼特質、價值觀和態度？ 

3.我可以做哪兩件事來展示這些價值觀和態度，從而 

更好地代表我的學校？ 

5 
我們的新

加坡 

建設一個

仁慈的 

國家 

1.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場合我可以展示我的仁慈？ 

2.在創建一個優雅的社會中，什麼價值觀是重要的？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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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該如何在這種情況下展示這些價值觀，來創造一個

更優雅的社會呢？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4c, 2014d, 2014e)，文字內容由 

         筆者翻譯兼整理製表而成。 

圖 26  CCE 2014 課文提到學生應對新加坡國旗展現的態度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4a) 

從課文敘述（圖 24），我們可以看出新加坡課本目的明顯，就是要讓學生明

白國家的立場──尊重祖國、敬愛新加坡，除此之外由個人近而社會，最後國家

的圍度進行推展。從 CCE 2014 教科書的設計，以及 C-7 的訪談內容，我們可以

得知教科書扮演一種引導的角色，或者說是指導書（indirection book）84，至於要

帶到多深，端看每位班級的班導師的教學方式和教學理念。 

每週一次的正式課程，在時間內給學生一個的主題，因為不是考試的科

目，教的方式，我們鼓勵像討論小組和分享。讓學生有機會思考價值觀，

讓學生們知道他們哪些方面多一點，在這種情況下，您會考慮為什麼他

們需要注意某些價值觀，例如，「尊重」是什麼樣子的狀態，讓學生們

討論和談論它。所以不是老師教你什麼是尊重，而是透過課程，我們使

用新聞素材或現實生活故事，或是之前發生過的事，也可能是來自其他

地方的故事，並讓學生從這一點開始思考。（C-7）85 

 

84 新加坡籍 40 歲中學教師女性 C-7（2021/7/10）。筆者視訊訪談。 

85 新加坡籍 40 歲中學教師女性 C-7（2021/7/10）。筆者視訊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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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到C-7的老師，或許可以學得更多，在和老師與同學課堂討論的過程中，

透過故事的講述更加了解，公民道德的價值觀該如何定義，更重要的是如何實行。 

我沒有印象有使用課本，但是有學校自編的手冊。憑藉就我的印象，這

科並不是一個單獨的科目，應該說是一個「課程」，不考試的，我個人

感覺是教育部要求學校做，但是也不是特別重視的一塊。（C-4） 

但在 C-1、C-4 的訪談裡，我們發現其實新加坡教學現況下，仍是有老師虛

應故事，C-1 更是提及班導師會在趕課的時候就把 CCE 課借去考試。 

圖 27 新加坡教育部「21 世紀技能框架」期待學生的學習成果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2b)，作者整理。 

CCE 2014 的課程，主要的教學形式是由導師帶領學生討論，在新加坡的中

學進行講述，首先是在他們的榜樣和重要的成年人身上，然後是在他們自己的生

活中。良好的師生關係和充滿愛心的環境對學生的性格發展至關重要 

這課本裡面你所看到提問，大部分是供學生思考的……「你認爲你可以

採取哪些行動呢？」，然後學生思考後再自己寫。老師可能有一些範例

給學生，但是那些答案沒有對跟錯。如果學生自己想到別的答案，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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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錯，也可以寫下來，基本上老師也不會批改。主要是要讓老師了解學

生學到多少，從學生寫的東西，就可以讓老師知道學生聽得懂還是聽不

懂，還是需要加強，或是有其他新的提問，老師可以在讀後，下堂課回

到班級時跟班上說「有些同學有多提一些問題，我們來討論他們問的問

題」，所以這個課本（CCE 2014）有一點像指導書（indirection book）。

（C-7）86 

《reflection》有很多空格的是學生使用的版本，老師「Lesson Think」的

內容，是教育部希望老師教的，學生是看不到的。（C-7） 

二、 公民實踐的 VIA 

1. 定義 

公民教育的核心價值中，包含培養有社會責任感的公民，學生透過實際參與

社區服務活動，以便瞭解社區和社會的需求，並幫助學生思考他們可以如何貢獻

己力、提供幫助。因此在品格與公民教育校本課程（School-based CCE）中，在

新加坡中小學、初級學院的課程規劃中，都將公民實踐（VIA）作為是學校的必

修課，可以由學校排定學生的 VIA 課程，也可以讓學生自成小組，先到社區觀

察和發掘社區的需要，然後討論提出試驗性的解決方案，接著把方案付諸行動。

並設計讓學生在參與其中的過程中，反思社會問題，以培育學生建立灌輸責任感

和同理心。在小學階段，該計劃側重於個人、家庭和學校社區；在中學和初級學

院專注在更大廣範圍的社區。(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8; Xi & Zhang, 

2017; 推廣華語理事會, 2019) 

公民教育中的 VIA 教學核心理念，在培養學生成對社會負責的公民，利用

學生在提供社區服務和服務學習的過程中，提供學生了解社區問題和發現他人的

 

86 新加坡籍 40 歲中學教師女性 C-7（2021/7/10）。筆者視訊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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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機會87，並帶領學生們學習為學校、家庭或社區的改善做出貢獻，和提出

建議，提前預備公民參與的能力，培養學生的理想價值觀，為建設社區、社會、

國家做出貢獻(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21e)。促進學生積極參與公民教

育，Weninger and Kho (2014)認為參與是政府的權力技術，是政府努力通過早期

社會化階段，建立公民責任和志願主義，以成就新加坡成為強大的公民社會。 

不單單只是課本裡面的數學、英文、地理等等，我們要學生走出社會，

有機會去培養他們的領導力、參與社會、參加課程補助活動，給予學生

有全人發展的動機，holistic education 是很常用常用的一個字，因為我

們知道十、二十年前，新加坡的教育系統是 very result-driven，就是學

校會考的成績，我們想平衡成績體制，全方面的教育和發展，包含體育

和美術教育，我們要學生們放心學進這些方面的事務。（C-6）88 

VIA 也是一樣。現在的 CCE 不僅僅是課程，而是貫穿所謂的「學生經

驗」。每天，學生都有機會擔當領導角色，這就是 CCE 教學的時刻

（teachable moments）。（C-7）89 

C-6 提到公民實踐（VIA）在教育現場的出現，是為了修正過往新加坡教育

因為激烈的升學主義，導致的成績取向的學習環境，將嚴重引響學生正常地的人

格建立與發展，因此為了平衡成績導向的扭曲教育觀，新加坡政府大力推動公民

實踐，並鼓勵中學生根據自己的能力，參與投入社區服務。 

在我的學校，VIA 的運作方式是試圖灌輸（instill）一種「樂於助人的意

識（a sense of helpfulness）」和「對不幸的人的惻隱之心（a heart for the 

less fortunate）」。……對我來說，VIA 是學生將價值觀付諸實踐的重要

 

87 這一部分有點像台灣公民教育圈所提倡的「公民行動方案」。 

88 新加坡籍 35 歲教育部公務員男性 C-6（2021/6/6）。筆者視訊訪談。 

89 新加坡籍 40 歲中學教師女性 C-7（2021/7/10）。筆者視訊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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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也是 CCE 課程中最必要也是最有趣的部分。事實上，在 VIA 中

最明顯的是學生如何一起爲他們周圍的人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這不

是光說不做。（C-5）90 

現職為中學教師的 C-5，分享指出公民教育中的 VIA 是最有趣的活動，這項

教學活動讓學生在 CCE 課堂討論完的價值觀，可以有一個實際執行的場景和舞

台，這樣學生在服務與實踐的過程中，培養樂於助人的意識以及惻隱之心，建立

學生對於社會弱勢的關注和援助，待這些未來公民成為社會人士時，新加坡的社

會可以有更多的關懷和愛心。 

 VIA 每年必須完成至少 6 小時的社區服務的規定，但也更注重學生接受基

本價值觀（core values）的薰陶。VIA 將學生的表現分為 5 個階層，主要根據學

生對服務弱勢群體和廣大民眾的主動性來評估他們的表現。從服務時長或參與次

數的多寡（或兩者）來評估學生的參與度，最終的評估成績可轉換為學生的獎勵

積分（bonus points），用於報讀初級學院和理工學院。這項以參與度換取獎勵積

分的措施從 2014 年讀中一的那屆學生開始實行。(Xi & Zhang, 2017) 

其實新加坡現在有一個「VIA」，都是有積分的，就是他們一年就是要累

積多少分，你都要參與那些 social work，去這些 elder camp，不然就是

做行善的事情。要完成某個最低要達成的分數。如果沒有拿到最低分數，

好像會有扣分，因為更好的分數才能去好的學校，所以在之後選下一間

學校時候，這個分數是有影響的。（C-2）91 

家長和教師因為立場的不同，對於 VIA 的看法就會不一樣，身為家長的 C-

2 提出想法和有公民教育教學經驗 C-5、C-6、C-7 就十分迥異。C-2 認為 VIA 因

 

90 新加坡籍 39 歲中學教師女性 C-5（2021/5/16），書信回覆（email）。 

91 新加坡籍 46 歲圖像設計師女性 C-2（2021/5/6）。筆者視訊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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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仍然與升學考試有關聯，因此自己的女兒去完成和參與公民實踐服務活動，仍

然有一部分的功利導向，因為如果未參與，將導致在升學進程中，遭受分數的減

扣。教師觀點的大都認為公民實踐活動，有助於完備學生的全人發展，將價值觀

付諸實踐，培養出更具同理心和貢獻的未來公民，爲他們周圍的人、社區，甚至

是新加坡，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這是新加坡公民教育的特色，也是最重要的

教學內容。 

公民實踐（VIA）  是一項關鍵的學生發展體驗  （Student Development 

Experience, SDE），旨在通過學習和應用價值觀、知識和技能，培養對社會做出

有意義貢獻的負責任公民，培養學生的自主權和主動性。VIA 作為新加坡公民教

育的一部分，學生透過服務學習的過程中，反思他們的經歷、已付諸實踐的價值

觀，以及促進學生思考如何繼續做出對國家社會有意義的貢獻，並再次深化學生

對新加坡的認同(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21e)。 

所以對某些教師而言，他們會覺得這些 VIA，特別是那些不是由學生自

主開始的，而是學校老師們開始的，是一個比較負面的教學價值（passive 

way of teaching value）。當然也有另外一派的老師覺得，如果學校不這

樣去舉辦的話，學生們根本沒有機會去體會「其實社會有其他更需要幫

忙的人」。學校舉辦一次活動，有機會讓學生們去想：「其實我在我的週

末自己的時間中，我也可以自己自動自發地去幫忙」等這些不同的看法。

（C-6）92 

以前我身為學生的時候，我們班去海邊撿垃圾。我那時候因為年紀

小，比較喜歡不上課，比較想出去校外教學，所以就把這個海邊撿垃圾

的活動，當作一個新奇、跟朋友一起去玩，但是用撿垃圾的方式去做，

不是說真的要為了作一個好公民哈哈哈。會跟朋友比賽「看我們誰可以

 

92 新加坡籍 35 歲教育部公務員男性 C-6（2021/6/6）。筆者視訊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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撿走垃圾？看誰垃圾撿得比較多？」的玩法。（C-3）93 

然而對於 VIA 仍是有負面的批評，C-6 認為目前的公民實踐教學活動，主要

仍是由學校最為主動推行的角色，在新加坡教育界的部分教師教師認為這種學校

主導的做法，其實違反了 VIA 最開始的核心理念──主動為社會貢獻。但是以

中學生的智識能力和社會接觸，要讓學生馬上進入到社會福利機構進行服務實有

難度。台灣國中教育階段中，也類似 VIA 的「服務學習」，做為升學考試的計算

項目之一，但因為大部分的學校未擔任推手，由學生自主找尋合適的機構做社區

服務，但事實上最後只留於社會福利機構的雜工，協助整潔環境等體力活動，並

未真正地落實「社會變得更好」、「培養同情心」的人文關懷。就此，新加坡推行

的 VIA 由學校主導，並透過以班級為單位做團體的服務學習，對中學生而言，

若在過程中有夥伴（請參考 C-3 對於過往 VIA 的經驗分享），有助於學生樂於參

與其中，應有助於學生自主參與服務學習和公民實踐。 

2. 實例 

關於 VIA 的實際案例，筆者列出三段訪談內容做為佐證，以了解新加坡公

民教育的實行現況，期待這些內容亦能為台灣教育公民教育現況做參考。 

小學就有去老人院，去那邊唱歌，不然就讓父母買一些餅乾這類的，分

給那些老人。這個活動大概我女兒十歲的時候參加，家長簽同意書，跟

很多同學一起分組去，跟老人講話，整個班準備了一個唱歌表演，站在

老人的前面表演一首歌。新加坡有很多很多這類的，不只是老人院，還

有 elderly care，就有點像托兒所，白天老人在這邊聚會，晚上各自回家。

現在很多這類（學生）活動……所以像我女兒是十歲、就是小四時去，

學校有十個班，十個班就會分配去不一樣的地點。（C-2）94 

 

93 新加坡籍 33 歲科教館員女性 C-3（2021/5/18）。筆者視訊訪談。 

94 新加坡籍 46 歲圖像設計師女性 C-2（2021/5/6）。筆者視訊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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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提到自己的女兒在小學時期，學校就開始有進行 VIA 的活動，以班級為

單位，學校分別配發到相關的社會機構進行服務。由於小學生的能力不及中學生，

因此會讓小學生事前準備歌曲做表演活動，到老人院進行表演後，再以小組為單

位，與個別的老人進行互動，依自己的能力貢獻社會。 

我的小孩比較害羞，沒有太多分享，不過她感覺是有點「被逼去」的哈

哈哈。VIA 活動是有分「年齡階段」的，我二女兒在十五歲時，大概中

三、中四的時候，曾經有幫那些比較貧窮的老人收拾屋子，回家就分享

說「有一點點崩潰」，她完全沒有看過這麼窮的地方，對她而言，她以

為大家都一樣，可是她看到的老人，住的地方是一房一廳，然後又簡陋，

因為老人沒有辦法自己收拾，她們就去幫他收拾，回來就有很多感想了，

她就覺得好可憐、然後又覺得很髒。（C-2）95 

中學生的智識能力已經教小學生為高，因此也有更進階的社區服務進行，例

如 C-2 的二女兒在中學高年級階段，所進行的 VIA 活動是「為貧窮老人收拾房

屋」，不僅要花時間，還需要投入勞力。關於學生實際上參與 VIA 後的感想，C-

2 描述其二女兒首先是有點「不甘願」，並非打從心裡想參與，這個想法確實與

C-6 所提到的 VIA 由學校指導的情況下，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但是對於視野的

開闊，C-2 的二女兒看到了繁榮下不為人知的新加坡，新加坡並非每一處都是乾

淨、繁榮的，富裕的新加坡社會，仍有需要幫助的民眾，並起許自己未來可以依

自己的能力，為社區和國家付出。 

VIA 也不僅限於外出活動，也可運用社堂討論並輔以學習單，請學生在試著

想想如何讓自己可以在之後類似的場境中，付諸實行。以北國中學(2021a)的公民

課中（見圖 29），透過漫畫繪畫的方式，請學生以自己的想法和創意，引導學生

 

95 新加坡籍 46 歲圖像設計師女性 C-2（2021/5/6）。筆者視訊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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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公民相關議題，學生可以藉由回答問題的同時，事先預習如何讓價值進行執

行，有助於學生反思和深化公民道德實踐。 

圖 28 北國中學 CCE 課堂學習單 

 

中三學習單：促進社會凝聚力 

           Fostering Social Cohesion  

（在 CCE 課堂） 

師：我們在這次的新冠肺炎事件中，要如

何變得更團結呢？ 

Jane：老師的意思應該是什麼呢？ 

Sam：解決問題不都是政府的責任嗎？ 

 

（兩位學生在地鐵上看到有人未戴口罩

且在車廂說話，也看到很多學生打籃球

而未遵受社交距離） 

Jane：這真是太嚴重了，我們該做些事！ 

Sam：那我們可以做哪些事情呢？ 

……… 

三、校本課程的品德與公民教育(School-based CCE) 

國民教育（National Education）旨在培養民族凝聚力、生存本能和對未來的

信心。我們必須讓他們具備使他們成為新加坡人的基本態度、價值觀和本能。這

種共同的文化將使他們對生活有共同的看法，並在面臨嚴重問題時將他們作為一

個人拉得更近。這將使他們對國家的未來充滿信心。 

李顯龍於 1997 年 5 月 17 日「國民教育啟動儀式」演講 

(Compassvale Secondary School, 2020) 

李顯龍在演講提到，共同的文化和共同價值觀，有助於凝聚社會和諧，並使

個人對於國家更加信任與認同，因此國家教育在新加坡公民教育中扮演要角。許

多新加坡的中學校，將公民教育的校本課程中，搭配符合新加坡多元文化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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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活動，輔以國家歷史上的重大事件的紀念進行結合，設計出符合國家教育

（National Education）的國家認同教育，這些紀念日又被稱作「國家教育紀念日

（NE Commemorative Days）」，目的在培養國內凝聚力，增強學生對國家未來的

信心，強調培養對新加坡的歸屬感和情感根基(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8)。前總理吳作棟曾說新加坡的年輕人對現代史不夠了解，以至於對國家概

念的匱乏，所以著重國家教育的教導，並認為要先灌輸給老師，才能輾轉灌輸給

學生，教師必須對國家充滿熱情，才能打動學生的心，進而認同國家(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20)。國家教育紀念日會標註在學校的行事曆中，

這四個紀念日（詳表 13）分別為種族和諧日（Racial Harmony Day）、全面防衛日

（Total Defense Day）、國慶日（National Holiday）和國際友誼日（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Day）。 

表 13 國家教育的四個紀念節日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96 通常在四月舉辦，例如海星中學（Maris Stella High School）在 2018 年 4 月 9 日舉辦，伍德格

羅夫中學 (Woodgrove Secondary School)在 2020 年 4 月 13-17 日間舉辦。 

紀念日 意義 

全面防衛日 

（2 月 15 日） 

紀念 1942 年新加坡被日本佔領的歷史，讓人民熟悉為確

保我們的持續生存和安全而採用的「全面防禦」的現代防

禦戰略的機會。 

種族和諧日 

（7 月 21 日） 

紀念 1964 年的種族騷亂，並教導學生在新加坡的多元文

化和多民族社會中保持種族和宗教和諧的重要性。 

國慶日 

（8 月 9 日） 
紀念 1965 年新加坡獨立。 

國際友誼日96 

（每年第 2 學期

第三個星期五） 

了解新加坡與鄰國及其他國家的關係。它旨在提醒學生注

意新加坡固有的地緣政治現實，並在他們身上培養不同國

家和不同人民之間的友誼和夥伴關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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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3 的整理，可得知國家教育紀念日的主軸，首先必須基於學生對新加

坡史的認識，並理解新加坡為城邦小國，必須堅毅獨立，對外有軍事防禦與抵抗，

但也需與他國建立良好關係，對內必須團結一致。所以在筆者第二章提到關於新

加坡國家認同建立的過程中，在與有文化親近性的中國互動時，訴求親近感，但

同時也堅定表達新加坡的國家立場。這些國家作為主體的外交行為，也將形塑成

著新加坡人的國家認同。 

圖 29 種族和諧的相關課文內容 

 

圖片來源：陳振亞（主編）（1973）。《新加坡共和國小學課本 新公民第四冊

（第三版）》。筆者翻攝學者陳琮淵之個人藏書。 

為了讓學生對內平等對待各種族文化，身處東南亞複雜種族的地域，種族和

諧日和國際友誼日，將促使學生了解東南亞特殊地理背景下，文化、經濟相互聯

繫與依賴，從而了解與該地區的鄰國保持良好關係的價值與區域合作。此外更強

調新加坡的成功在於各移民的融合，以糾正學生對新移民的誤解或刻板印象，並

提供學生們一個表達對文化與討論平台(Chua Chu Kang Secondary School, 2020)。

這些活動旨在發展學生建立國家認同和驕傲感，並使學生意識到種族和諧、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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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衛國家的必要性(Weninger & Kho, 2014)。李炯才（1989: 189-192, 198)在其

回憶錄中提到新加坡過往的種族衝突事件一發生，有心人士可能從中作梗，每次

都將撕裂社會，因此在星國牽涉文化和宗教的議題都必須謹慎小心。筆者認為這

是新加坡在過往歷史事件的背景下，所致使在公民教育之中，必須更加提倡種族

和諧、欣賞多元的意涵，保障與平等地對待各種族，並在教育內容中貫徹，才是

維持新加坡社會和諧的要點。 

我現在跟你分享的，都是我自己本身的經驗，不代表全總部的立場。我

自己本身覺得，教育內容中「我們不是馬來人、不是華人、不是歐亞人」

這些，其實從小學開始就已經很強調這一點，我們每年利用國家教育紀

念日談論 National Education。（C-6）97 

這四個節日雖然不像過新年會全國放假，可是在每個新加坡的學校，我

們都會特別的去慶祝那個日子，並跟小朋友說，為什麼會有這個 Total 

Defense Day，因為歷史上的那一天，日本攻打南洋也進攻新加坡，所以

我們淪陷於日本，因此我們要記得那一天，我們現在自立自主的這個國

家，不是沒有犧牲而得來的，所以 We want to remember the importance 

of Total Defense Day。然後 Racial Harmony Day，小朋友他們就會知道

就算你的祖先是馬來島來的、還是印度國、中國大陸來的，「我們現在

都是新加坡」的一個明示，這樣子去灌輸這一個概念，而不是說現在的

課綱，我們完全不去說馬來人、新加坡人、印度人的一個 identity，我們

還是有去說這些 identity 的內容。（C-6） 

由 C-6 的訪談分享中，藉此得知在新加坡的教學現場下，非常強調新加坡的

歷史事件和建國歷史，這種國家型塑的手法，如同 Smith (1991: 20)藉由建國過程

中的故事的述說，形塑整體社會的歷史記憶，做為建構國家認同的養分，藉此形

 

97 新加坡籍 35 歲教育部公務員男性 C-6（2021/6/6）。筆者視訊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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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的新加坡國的輪廓和形象，並寄託所應具備新加坡人的特質，能彰顯並符合新

加坡公民教育中，建立未來公民認同國家的基石，這樣的形塑是長久的，C-6 所

任教的小學六年，再加上 C-7 任教的中學 4 年，即便離開學校進入社會，媒體行

銷和傳播，都將深刻地改變新加坡人的認同。 

我認爲新的課程材料是基於「當前發生的事情（what is currently 

happen）」，比如最新的新聞材料，讓這些課程更有生命力、更吸引人，

不僅僅是慶祝，穿著服裝或者食物，所以完全不一樣，與學生討論的內

容每年也都會有所不同。（C-7）98 

C-7 認為學生們參加有意義的新加坡文化多樣性慶祝活動和國家建設重要

日子的紀念活動。國民教育學習之旅也作為教學計劃的延伸。還計劃開展活動以

在學生中促進積極的公民意識。學生通過結構化的途徑鞏固他們的學習經驗，使

他們能夠深入反思並與其他學生分享。 

MOE 提供了教學教材，HOD 主任有他校內的輔助老師（coordinator），

這些老師不只教自己的科目，也負責一個年級的 CCE 教材。那位輔助

老師會先看 CCE 教材，然後根據學生和老師的需求，事先找額外的資

訊，再分給老師們說「再教課前，你們要先讀這些資料」。主任是主任，

但下面還有分配一些工作給這些輔助老師。例如中一有七個班級，那位

輔助老師也會是中一的其中一班的導師。（C-7） 

關於備課的方式，紀念日的相關教學活動會由教育部編訂，並給每間學校的

HOD，以減輕班導師的備課壓力外，由於討論的文章和資料，是政府所選得，因

此政府想要培養什麼形象的新加坡公民形象，將會在課程推行的過程中，逐步推

行和灌輸到未來公民的心理，是國家中心論的存在新加坡教育體制內的實際情形。 

 

98 新加坡籍 40 歲中學教師女性 C-7（2021/7/10）。筆者視訊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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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以北國中學(2019)的公民教育校本課程為例，該中學利用國慶日進行校

內課程。在教學層次上，認知面，由老師帶領學生認識新加坡獨立建國的背景，

特別著重在說明新加坡的自立自主是靠眾人的努力，和堅毅的新制所成；在情意

面，理解「新加坡的建國故事的本身，就是讓我們的學生探索自我價值觀的重要

背景」，藉此深化公民品德的養成，以及發自內心對國家的認同和依戀；在技能

面，依靠新加坡獨立故事的帶讀下，除了理解國家歷史上的演變中，堅定追求的

「尊重（Respect）」、「責任（Responsibility）」和「韌性（Resilience）」的三大面

向外，亦期許學生能將這些正向特質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國家教育（NE）有助增

進學生認同國家的同時，期許學生未來成為更好、有好修養、能領導的公民。 

因為 70 年代更注重經濟發展，領導人沒有明說，隱約地感覺出新的觀

點「為個人國家全體的經濟繁榮優先」，這也引起一句常聽到的俗話：

什麼都不用怕，怕沒錢。（P-2） 

星國的中學校以新加坡的獨立建國的歷史，作為國家認同的灌輸的教材背景，

「韌性」的概念，但事實上這類的「驚輸」在過往星國文化的脈絡類似。以 P-299

在筆者訪談時，分享過去 1970 年代其自身所處的星國社會文化情境，當時代的

背景更加強調個人對國家經濟的貢獻，為鞏固小國獨立下的脆弱，重視經濟發展

是國家整體不得不的選擇。然則時至今日，全球化時代下的現代社會，國家所期

待的公民亦有轉變，時下的新加坡更需要的是學生應具備領導力，依據學生的年

齡和校園生活經驗，學習培養良好的人際關係、團隊合作能力，並透過公民實踐

的社區服務學習型態，學生回饋社會的經驗，成為落實新加坡國家認同樣態。由

於新加坡的整體經濟目標，以世界金融和外資亞洲總部作為國家發展的核心訴求

(瑞穗綜合研究所, 2016)，因此校本公民教育的內容，對於對於未來公民的藍圖，

 

99 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教授 Dr. KWAN,Chang Yee（關鎮儀博士）（2018/2/18），筆者當面訪談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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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偏向實踐和參與，同時能與人合作，並且從貢獻己力的過程，發自內心地認同

新加坡，以助星國鞏固積極向上、驚輸的社會文化。近年公民教育的特色 

一、與時俱進 

新加坡的公民教育課程，幾乎每七年就會有新的改版，因應當代需要的能力

做變動和更新，推陳出新 CCE 課程從 2021 年從中學開始實施，內容更加強調心

理健康和網絡健康教育，力求課程內容符合現代社會，兼具全面和體驗性。在數

位設備和網路過度使用時代，增加心理健康人際互動間的問題，學生將學習如何

區分壓力和困擾的跡象，以及養成積極健康的健康習慣等主題。(Min, 2021;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20c) 

表 14 2021 年 CCE 課綱新增項目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20a, 2020c)，筆者整理。 

2021 年開始的 CCE，在靜態課程方面，教授學生們心理健康，以學生常見

的心理健康問題及其症狀做為課程內容，並讓學生知道何時以及如何為自己和他

人尋求幫助，並同時培養對他人的同情和關懷，也教導學生如何克服挫折100。為

了讓中學生了解參與當代議題，增加種族和宗教等主題，對於多元民族與文化為

主的新加坡社會，必須不斷強化並根據時代情形做適度調整。老師在課堂扮演的

角色則是引將引導學生聆聽，並對不同的觀點持開放態度和討論(Co, 2021)，但

 

100 新加坡教育部的願景是透過 CCE 課程，讓每個學生都成為同伴支持者，在他們的班級、CCA

（課外活動）或同伴小組中形成強大的支持網絡，以助互相照顧並尋求老師的幫忙。 

 新增內容 必要內容 

動態課程 CCAs、夏令營和戶外活動。 
參訪亞洲文明博物館、 

參訪新加坡國家博物館 

靜態課程 
心理健康、霸凌、 

網路媒體、種族與宗教 
至少每兩週討論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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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討論複雜或敏感話題，需要更高的專業能力，因此新加坡教育部計畫到 2022

年，每所中學都將配備專門的 CCE 教師，以協助學校內的教師準備品德與公民

教育課程(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20a, 2020b)。 

因為當代的學生從小已經是使用網路和電子設備的時代，接觸資訊與媒體的

機會很多101，但是資訊氾濫的現代社會，對於心智發育尚未完全的中學生而言，

公民教育課上的討論與反思，是讓學生更能釐清訊息真偽的練習。 

開放民主社會（open society），未來會不會受到極權國家的網路影響，

這算是不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社交媒體或是激進化的言論將如何影

響民主選舉？社交媒體是不是對公民社會或民主社會產生根本性的影

響？失控的媒體可能危害基本民主運作原則，這個算不算公民教育？課

程設計應該跟時代發展相輔。（P-1）102 

梁秉賦（P-1）在訪談中提到，現代社會的資訊高速流通，激化的言論可能影

響到政治局勢，失控的媒體亦可能導致民主運作遭受危害，若要讓社會更穩定成

熟，必須教育人民能判別資訊的真偽，學生的心智較不成熟，需要師長帶領以健

全價值觀。因此新加坡的公民教育，配合現代社會的運行，必須循時而變，以健

全公民社會的整體社會風氣，避免有心人士操縱輿論，甚或影響國家發展。 

新加坡國家博物館有翻新過，有一個展覽是專門設計給所有的學生的參

訪和了解新加坡歷史。博物館裡擺設的展示品，講述新加坡的歷史，有

從萊佛士到現代新加坡，以及所有歷史上發生過的改變。那個博物館的

校外教學大概會需要一個多小時，也會給他們學習單，讓學生去找答案、

提問，離開博物館後再進行心得分享。這個是中二 CCE 的必要課程內

 

101 新加坡籍 35 歲教育部公務員男性 C-6（2021/6/6）。筆者視訊訪談。 

102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院長 Dr. NEO, Peng Fu（梁秉賦博士）（2018/2/18），筆者當面

訪談（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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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以前是學校自由決定的要不要帶學生參訪。這也是很重要的

emphasis。（C-7）103 

在動態課程方面，2021 年的課綱規定每位中二的學生都必須參加被稱作「學

習旅程（Learning Journeys）」的校外教學──參訪新加坡國家博物館，透過這類

的互動課程，以加深學生對新加坡歷史的認識(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8)。從新加坡教師 C-7 的觀點所看，由於國家博物館內的展區陳列新加坡歷

史上的大事件。將此戶外行程安排規劃在公民教育中，可以做為深化新加坡學生

國家認同感的教學方法。根據教育部課綱(2020b)，這樣的校外參訪有助學生發展

課堂之外的重要體驗。Weninger and Kho (2014)認為此類認識新加坡歷史的校外

參訪，學生們透過參觀文化遺址和其他政府機構，瞭解新加坡面臨的挑戰，以及

如何克服這些挑戰，是一種新加坡教育部在向學生灌輸民族自豪感（National 

Pride）潛在課程。 

現在總部那裡，已經排好小學、中學階段分別要學的內容，所以有提到

小學要教到哪種程度，不要做太多，因為之後要給中學有發揮的空間。

舊課綱幾乎沒有溝通，以前我教 CCE 的時候，學生會跟我講「小學已

經做過了」、「我已經去過博物館了」和小學一模一樣的課程，中學老師

才知道原來重複了。……因為 CCE 有「校本課程」，所以學校可以更改

教材，所以難免會重複。不過和不同的人參與，不一樣的情況，所以還

是有空間發揮。（C-7） 

訪談 C-7 的過程中，我們也可以得知 2021 課綱的革新，一部分也是因為課

程有互相重複的部分，雖然教學現場的老師能夠有適當的應對態度，但不免引起

學生的負向反應，雖經說明大多數的學生可以接受，但 2021 年課綱的調整有助

 

103 新加坡籍 40 歲中學教師女性 C-7（2021/7/10）。筆者視訊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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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課程更加精煉和統整，由於每位同學的參訪經驗和教材內容都依循教育部指示，

更可以確認學生都能準確接受來自政府的指導。 

此外，CCE 課程和活動將大幅度地整合到 CCA 的課外活動之中，藉此使學

生在參與課外活動的歷程中，給予學生在課堂之外學習互動、聯繫，使其更加真

實地體驗領導、負責等重要的公民德行特質，爲所有學生提供重要的學生發展體

驗。(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8; MOE Singapore Youtube Channel, 2020c)

教育部長黃循財（Lawrence Wong），將在國立教育學院內建立一個新的品格和公

民教育中心（CCE），該中心將與學校合作，以加強學校中的 CCE 學習，進行相

關研究並提供思想領導力，目標是讓每位老師都成為 CCE 老師(Co, 2021)。 

教師的教法對於教學成效，以及學生的學習表現有一定的幫助。新加坡的師

資教師在職期間的研習和培訓，在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統計學會（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UIS）被稱作「持續專業發展（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PD）」相關活動包括:改善教師的通識教育背景，以及他們對所教科目的知識和

理解，對兒童如何學習不同學科的指導;培養實用技能和能力;學習新的教學策略

和如何使用新技術;提高專業精神和道德水準;除了提供與動態社會不斷變化的需

求相關的知識和技能。新加坡的學生有 34%是受到教師在教學的近兩年期間，在

職研習達 16 小時(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2006: 72-73)。因此新加坡的與

時俱進，有不分功勞也歸功於教師的在職研習達成。實踐重於灌輸 

過去 1960 至 1996 年間，以教條式地以灌輸的方式教育學生思想，在新一代

課程革新的背景下，此種灌輸式的教學方法已不適用 104。透過課程「反思

reflection」，首先建立學生認同自己的價值，並做出負責任的決定，Marcia (1966)

 

104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院長 Dr. NEO, Peng Fu（梁秉賦博士）（2018/2/18），筆者當面

訪談（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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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確立青少年時期的自我認同，有助於形塑個人自信，以便發展完善的人格，

自我認同的建立將有助於之後更大範圍國家認同。2015 年課程框架下的公民教

育，在內涵和理念較以前有了更大的拓展，但很多方面相較過去做了許多改變。

關於學校教育面，新加坡公民教育課程，在教學現場的執行中，融合課堂教學並

以實踐和踏入社區的課外活動做搭配而行。相較學生參與各種社會實踐活動，以

身體力行的形式讓學生在思想上。 

我過去的經驗呢，我感覺，我就是在一個機器就坐在教室，不要講話，

老師這樣講學生聽，就這樣，哪裡有 reflection？都不要知道你的想法，

老師要學生靜靜的坐著，但現在的教學是要孩子溝通他們的想法、要學

生有自己的思維。（C-2）105 

我覺得因為現在的教育想要學生自己去想，自己回答該做什麼事，不是

全部都給答案了。像這個課本不是叫做《Reflection》嗎？目的就是給學

生他們自己思考，以前我們課本……就是他們講解全部的東西給你，說

你要這樣做、那樣做。（C-3）106 

回答正確，並不意味著你會在生活實行。……我學生時期的公民課——

老師講課，學生只是在聽。我們沒必要討論太多。……老師給學生探索

和分享想法的時間不長。現在的教學形式都會留有討論的空間，但在過

去的公民教育是非常老師主導的（teacher-lead），整堂課的氣氛很像一

般的正課。（C-7）107 

在 C-2、C-3、C-7 的分享之下，我們可以知道新加坡的品德與公民教育的課

堂氣氛在現在和過去是差距甚大的，以往的學生坐在教室裡，等待被老師灌輸和

 

105 新加坡籍 46 歲圖像設計師女性 C-2（2021/5/6）。筆者視訊訪談。 

106 新加坡籍 33 歲科教館員女性 C-3（2021/5/18）。筆者視訊訪談。 

107 新加坡籍 40 歲中學教師女性 C-7（2021/7/10）。筆者視訊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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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補知識，是非常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法，而在近年課程的改變下，給予學生充

分發表、討論和表達的時間，有助於學生發展適當人格與自我認同。 

新加坡是歷史很短的城邦小國，不可能像中國有那麼長的歷史可以述說，

再加上時代的演變，現今社會的教育確實很難像過去一樣的高壓灌輸，

因此配合新加坡的歷史和現代社會的演變，改由學生參與社區服務，是

很符合新型態的公民教育和國家認同的推展。以我主要研究的 1965 年

間……在公民課本中……公民課本的內容更強調新加坡人要「努力」、

「規矩」，因為新加坡是一個小國，禁不起一次的挑戰，所以公民教育

的本身就是要打造屬於政府期待的國民形象。（P-3）108 

黃庭康（P-3）亦指出，根據時代的背景不同，教學內容自然會配合時空背景

做不同的變化。過去新加坡的公民教育強調努力和規矩，是 1965 年代間，因應

獨立的時代下必然的選擇；因為新加坡的歷史並不長，若把公民教育轉移為以服

務和實踐的現代更為合適。 

關於實踐重於灌輸，新加坡的北國中學的校本位公民教育109有值得參考的示

範實踐，例如有一個為期一週的戶外學習體驗，透過活動的參與，來培養學生正

向性格和價值觀，發展社會情感能力，提高領導技能和培養公民意識，藉由符合

學生生活的真實的情境中，提供真實的課堂之外的學習體驗來實現這些目標。

(Northland Secondary School, 2021b)。 

此外，在北國中學的校刊（Northland Times）裡，亦發現推行學生的愛國思

想，實有舉辦相關愛國活動，並發放國旗與學生進行國家教育活動，相較於紙上

 

108 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黃庭康（Wong, Ting-Hong）（2021/6/11）。筆者視訊訪談。 

109 北國中學的校本位公民教育，以「SPARCLE」這個標語做為中心目標，期待將學生培養為丸

人的公民。字母分別代表體育、學術、R3（尊重、責任和彈性）價值觀、性格領導教育。(Northland 

Secondary School, 20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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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兵的內容，理論與實踐並行的新加坡教育值得借鑒。普遍的新加坡公民對於公

民教育的實行現況，並沒有特別負面的評價或是反面的意見，透過課程的運行，

讓人民更能學著成為新加坡人，帶著新加坡所隨之該有的形象。 

第四節 小結 

課綱的落實，除了仰賴學校老師的教學外，教材的呈現也是重要的關鍵。十

二至十八歲的青少年時期，個人建立自我認同是此階段最重要的心理過程，在新

加坡的公民教材中，我們可以發現，新加坡政府雖然專責編纂教科書，在教材內

容呈現上，以提問代替教條式傳述，更開放和接納多元回答，已經和過往的單一

灌輸式的內容過往，有所差異，教科書與教學活動有助於指引學生吸收國家所欲

灌輸的知識，新加坡公民教育，最終希望學生成為「既自信又主動學習」者，並

對社會「做出貢獻」，最後「心繫祖國的公民」。 

新加坡公民教育，透過適合學生年齡的相關的體驗和教學活動，以達到吸引

學生的學習動機，賦予學生在學習活動中有較多的發言權和選擇權，例如公民實

踐的價值觀方案，透過實作讓學生發揮真正的影響力，學生能發現公民教育中的

教學活動意義。在校本課程活動中，以校園活動結合學生的生活和學習，對於種

族和宗教等議題，進行有價值的討論和反思，透過教師的引導促進問題深入分析，

有助於影響未來公民的日常生活情境，通過多樣的教學活動促使學生學習表達，

以達到有效的國家認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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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論 

新加坡的國家認同，應有下列幾種表現方式，但其中可能也存在著爭議。一

個是呈現華人社會在這世界存在的美好事項，例如像是和諧、共榮、促進國家發

展等等，透過教育和媒體等手段形塑，打造成包容、進步、成長的新加坡形象。

國家機器的方向選擇，這麼做的原意，從李光耀回憶錄都能窺見執政者希望能統

攝國家內部，以避免在 1950 和 60 年代時衝突和紛爭再現。另一種是呈現境內種

族和諧的情況，藉此維持國內的和諧，並不斷透過新聞媒體、政策實施，再次強

化形塑新加坡的國族形象。在公民教育的視野下，可以得知上述的擔憂，雖然種

族和諧的強調仍在，不過因應時代的變化，將透過學生的反思和公民實踐，深化

未來公民對國家認同的同時，也更進一步做到貢獻社會的實踐層次。 

筆者於第一章中（詳第 9 頁），提出三個本研究最核心的三個研究問題，以

下將對應研究問題的順序做逐一的總結與說明： 

一、在後殖民環境脈絡下，如何脫離殖民遺緒，將新加坡具有多元族群結構的

國家，整合凝聚各方的認同，建立新的國家認同？  

二、新加坡政府如何運用政策、媒體、教學教材和課程設計等，傳遞給國民對

「國家認同」的概念？ 

三、新加坡公民教育課程如何施行？以哪些教學內容形塑中小學生對新加坡的

認知和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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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加坡公民教育對國家認同的影響 

多數媒體和書籍認為新加坡在經濟上成功，但紀舜傑 (2013)認為新加坡最

特別的是依靠社會策略（social strategy）──善用多元性，例如種族、宗教，做

為建立一個「多元文化」國家形象，以經濟的成功、軍事展演的壯大，新加坡的

國民會以他們是「新加坡人」的身分而驕傲，進而促使由國家公民主動參與，不

分種族統合全民意志的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應為較理想的解方普

遍的公民對於新加坡的公民教育並無爭議，也同意對於教育成為新加坡人的價值

觀和態度來說，也有所幫助。受訪者 C-1 就認為新加坡的公民教育對於價值觀的

建立有一定認識110。軍事武力的展演，每年國慶活動在街頭和校園內的盛大舉辦，

以及降低媒體批評政府的輿論，這些政治社會化的手法，都一再塑造獨立後的新

加坡國家認同。而本研究便以公民教育的視角來觀察這一事件的現況。 

關於學校教育面，新加坡公民教育課程，在教學現場的執行中，融合課堂教

學並以實踐和踏入社區的課外活動做搭配而行。相較過去 1960 至 2000 年間，以

教條式地以灌輸的方式教育學生思想111，在新一代課程翻新的背景下，學生參與

各種社會實踐活動，以身體力行的形式讓學生在思想上，首先透過課程「反思

reflection」認同自己的價值，「認同感」就在潛移默化間。新課程框架下的公民教

育因內涵和理念較以前有了更大的拓展，但很多方面相較過去做了許多改變。 

搭配新加坡的教育改革歷程，教育內容更傾向「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不

再粗糙地以單向式的教條，指教授學生認知和情意面的學習，在教學內容上，將

講述內容改為提問式敘述，課程依舊保有以往對於「我們是一體」的愛國教學內

容，但教材呈現改為開放式的圖畫框，在教師的引導下開放學生自由創意發揮，

 

110 新加坡籍 31 歲人才招聘員男性 C-1（2021/4/25）。筆者視訊訪談。 

111 新加坡籍 33 歲科教館員女性 C-3（2021/5/18）。筆者視訊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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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己的想法和邏輯做出「負責任」的選擇和思維陳述。此外，CCE 課程除了上

述部編版教科書的內容，讓學生自填想法外，教育部授權學校搭配其他教學活動，

例如結合學校校本活動，大多數的中學採以國家教育（NE），在國慶週和種族和

諧日等的活動，或是同時搭配 VIA 活動，讓年輕學子在透過社區服務或觀察時，

藉由公民實踐活動，學習付出、肩負社會責任，並能反思社會現況，以期認同在

地，由在地活動而推及社會責任感，並期認同新加坡，成為以新加坡為驕傲，有

自信的公民。 

二、 新加坡公民教育的特色 

1. 國家認同就在日常活動中 

筆者認為新加坡的國家認同，在日常生活中主要以三種型式，深根於星國人

民的內心：媒體行銷、街頭標語、雙語教育。為了脫離殖民背景，而自立二戰後

的新興國家，提倡「平等」的概念是新加坡政府首先推行的價值觀。1965 年新加

坡獨立時，移民至星國的華人比當地人還多，為建立穩定的國家，首先必須避免

種族的衝突，後天透過政策法令、媒體行銷和學校教育，藉以形塑的新加坡國族。 

圖 30 以四種語言表示的標語 圖 31 牛車水觀光街的街頭招牌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新加坡地鐵站 

         （2018/2/11）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牛車水唐人街 

          （201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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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地鐵站的燈箱廣告 圖 33 政府展示新加坡人的情境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新加坡地鐵 

          (2018/2/13)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新加坡城市規劃 

           展覽館（2018/2/11） 

首先建立的平等，在於語言的使用。因此在國家內的語言使用，英語是工作

語言，同時挹注教育經費於中、小學階段的母語教學，這是後殖民脈絡下，一再

體現在新加坡公民社會的生活街景之中媒體和政令宣導。在每日的新加坡人民生

活中上演：走在新加坡街頭，隨處可見「四種語言」的指標（見圖 30、圖 31），

這是新加坡人平凡生活街景，耳濡目染日常生活中各種族在日常生活的平等寫照。

在廣告文宣上，無論官方或非官方，對於「新加坡民眾」的形象表徵，拍攝包含

各民族人像做代表，顯示種族和諧與共榮的景象（圖 33）：例如圖 32 為筆者在

新加坡地鐵站拍攝的燈箱廣告，代表國家「國民形象」廣告，多半會使用多民族

的組成做拍攝。又例如在國慶日接近的前夕，新加坡的地鐵車廂穿上國慶主題以

紅白色做內裝，為因應國慶日的慶祝活動，歡慶新加坡 56 年的獨立日，並標誌

上今年國慶日主題「齊心協力，堅毅前行（Together, Our Singapore Spirit）」，形塑

政府期待新加坡人的堅毅形象（詳圖 34）。 

這些人民每日接觸的景物和文字，將潛移默化影響新加坡公民的認知，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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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多元文化在新加坡境內的平等地位，新加坡政府透過政策、媒體，在公領域

場合展演政府所期待人民認知和實踐的國家認同，因此，國內和諧與平等，是新

加坡國家認同中最重要的內涵。 

圖 34 因應 2021 年新加坡國慶日的地鐵內裝 

 

資料來源：NDPeeps (2021) 

2. 行動勝於空談新加坡的校園公民教育 

過去新加坡的公民教育充斥愛國思想，以灌輸的方式，將知識和價值觀用課

文傳遞，在過去網路資訊不發達的年代，這種作法或許有效，但在瞬息萬變的現

代社會，學生接受各類資訊的速度和能力，都比過往還快速，這種舊時代的作法，

可能會遭現代的學生嗤之以鼻和嘲諷112。 

因此配合新加坡的教育政策的改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將核心價值觀

以提問的方式呈現，將課本留做空白和活動本，由學生自己製作自己專屬的課本

內容，就如同新加坡課綱所期待：做負責任的決定，充滿自信、主動學習，做個

奉獻社會、心向祖國的公民。 

為使學生以「身為新加坡人驕傲」，透過校本課程的國家教育（NE）、公民實

 

112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院長 Dr. NEO, Peng Fu（梁秉賦博士）（2018/2/18），筆者當面

訪談（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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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活動（VIA），讓學生參與其中「做中學」，在奉獻社會，進行社會服務的同時，

可以促使學生更加認同在地，這些都是新時代下的學生所需要的人文關懷，而這

些作法也幫助新加坡建立愛社區、愛社會、愛國家的認同感，也達成新加坡品德

與公民教育的教學目標。 

3. 新加坡公民教育的 3E 

新加坡公民教育的整體觀感，依循啟蒙(Enlighting)、學習(Enabling)、參與

(Engagement)的 3E 流程，形賦學生符合國家形象，並促使未來公民能從學習活

動中建立國家認同，以穩固新加坡作為小國的危機並團結內部。 

在啟蒙(Enlighting)的部分，透過課堂教學，從小學到中學的學習過程中，將

公民教育作為必修課程，帶領學生了解新加坡的建國歷史，以及國家內部多元種

族的現況，在建國時期星國曾有的混亂為前車之鑑，需要在公民之間建立共同的

身份和歸屬感，以學生的智識能力，調整教學活動，藉此以及情感上的對在學生

的學校生活體驗中培養這種對新加坡的信心、歸屬感和情感根基的思維。 

在學習(Enabling)的部分，小學階段將公民教育課融入母語科教材中，以母語

教學品德教育的同時，也在展現多元文化，在西化與個人主義影響下的新加坡，

這個教學方法教導學生認同新加坡的多樣性，進而要求學生更加深根新加坡；在

中學階段，以討論課反思多元文化下的星國，未來公民應如何看待並與多種族的

同儕相處並學習尊重。 

在參與(Engagement)的部分，在中學階段鼓勵學生透過公民實踐活動，貢獻

己能，回首獨立前後期的公民教育以灌輸為主，因應現代社會下的教學環境和學

訴特質已截然不同，學生須透過主動學習形塑自己的認同感，並能加深對國家的

認同，因此在新時代下的星國公民教育，百句空言不如一行，積極促進學生透過

課程內的討論反思，以課程外的課外活動，讓學生以實際參與的情境下，培養學

生的品德和責任心，並盡早讓學生學習貢獻社會，以便成為未來社會的中堅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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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結論 

新加坡脫離英國殖民，再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後，境內留下殖民時期的下分而

治之多元種族，因為缺乏認識和互信，造成社會嚴重分裂，對於甫經獨立的小國

新加坡，關乎危及生存的警戒。在戰後獨立潮下，後殖民脈絡下作為推動國家獨

立的背景，為了達成凝聚國家認同，擘畫具特色且適合新加坡適用的公民教育視

為急要，政府擬定政策，務求凝聚國家意識，一方面以媒體行銷的方式，教化社

會群眾，另一方面以國家教育課綱的形式，將國家認同思維深植於未來公民的心

智，成為具特色且符合新加坡國家發展的公民教育（詳圖 35）。 

綜合上述所提的政府政策與媒體行銷，在國家中心論的推演進程下，為整合

國家認同，應運而生的「公民教育」，教授新加坡的未來公民，具備雙語的能力，

在小學階段的母語課，在校園的課程內容中 

將形塑新加坡公民的應有形象，配合科技和全球化的改變，研究發現新加坡

教學的核心理念和教材內容，都會配合當下發展情況，應循著時代脈絡更新符合

的現代社會情境的新課綱，並在次第形塑適合現代社會的新國家認同，進而回饋

修正是新加坡公民教育，致使課綱適時修正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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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研究結論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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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展望 

1. 對台灣公民教育科的啟示 

我國的公民教育（CE），在課程內容的定位上，較偏向民主教育的範疇，此

外亦是升學測驗中的考試科目，所以在課程編排與實際教學的現場中，力求知識

內容的詳盡、評量方式，和較多的教師講述，較少的學生產出和討論。雖然升學

制度中也有仿似新加坡 VIA 制度（台灣稱作「服務學習」），鼓勵學生走入社區

進行社會服務，然而因為是個人成績，且社區的單位不可能也無法隨時培訓學生，

畢竟只來幾小時做服務的未成年學生，多半流於成為勞動替代的工讀生，學校也

不太可能讓學生接近真正弱勢的民眾（像是受訪者 C-2113提及的老人院、獨居老

人的垃圾屋），或許可以參考新加坡在 VIA 的教學經驗，以學校為主導機構，以

班級為團體的單位，對社會上真正的弱勢做服務學習，以把正向價值觀付諸實行，

如同新加坡對這項教學活動的名稱「Value in Action」，實踐公民、落實德行活動，

藉由每次的討論和行動，讓學生各肩負對社會的責任，同時也期許為社會奉獻，

進而為自己的行為感到自信，而以身為新加坡人的身分而驕傲。 

2.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為延續李怡樺（2006）的碩士論文的後續研究；李的研究主要是以「小

學」階段的公民教育課本分析，以探討在自由主義視角下的教育情景，為台灣研

究新加坡公民教育的前驅研究。本研究改以中學生的學習背景，輔以公民們所受

來自政策和媒體宣傳的政治社會化，作為了解新加坡公民，在實際接受新國政府

的「國家認同」灌輸下，在後殖民脈絡與國家中心論下，所呈現的情況和風貌。

因此，除了利用文獻分析法以外，本研究另輔以深度訪談法，訪問在地且過去中

學階段受過公民教育課程的新加坡人，以了解星國人民的真實經驗和感受，可做

 

113 新加坡籍 46 歲圖像設計師女性 C-2（2021/5/6）。筆者視訊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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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李的研究的補充。 

然而新加坡的公民教育實施模式，並非只有使用教科書的部編課程，另外還

有搭配學校活動的校本位課程，因此每間學校因為各自的校園特色或辦學目標，

占比總 CCE 約 45%的校本位公民課程，事實上仍有個別的差異。因此建議後續

研究者，可以追問研究每間學校為何差異？或以其中一間中學的公民教育教學活

動進行研究。進而更確切知曉新加坡公民教育課室的活動，和台灣的公民教育的

課程差異。 

由於教學活動不單是僅有「教科書」，還仰賴「學生」與「老師」的參與，

本研究僅邀訪到兩位的中學老師，「學生」的意見亦相當重要寶貴。研究者在聯

繫新加坡教師時，然則「國家認同」的題目，對於新加坡人來說過度敏感，屢遭

拒訪，尤其又是以「教師」為職業的公民，此職業身分會對受訪者帶來一定的困

擾，因此僅得到教師的匿名書信回覆。因此期待在未來的後續研究中，如能盡可

能訪問到有教師和教育行政面的觀點，或許更能還原新加坡公民課的課室實景。

至於學生方面的想法和心得，本研究未能觸及，僅得由家長的間接觀點得知青少

年對公民教育的看法，期待未來的後續研究者，能嘗試直接訪問現役中學生，以

臻求公民教育相關研究更妥適和完善。 

四、研究限制 

1. 公民教科書教材未完整蒐集所有時期內容 

筆者目前手邊已收集到的第一手「新加坡公民教材」資料，多為小學教材，

且年代較為久遠，發行期間為 1960 年新加坡獨立前後時期的教科書。而中學教

材，有幾本也是 1960 年代獨立前後的教科書文本，而最完整的系列，係由研究

者在 2018 年前往新加坡，在接洽出版社 Star Publishing 後，所獲得中學公民教

育教科書《Reflections》，一共 5 冊。然而 2015 年課綱的最新版課程課本，學生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277

 

138 

教材內的課文內容少，在加上新加坡所推崇教學法，較傾向開放式討論，而非填

鴨式灌輸，因此課綱所撰寫的教學核心概念，收錄在教師手冊中(Mahbubani, 1981, 

September 18)，而這件事是筆者在 2018 年時未能得知的訊息，且取得教師手冊

並不容易，需仰賴當地教師協助，然而亦遭婉拒，因此教師手冊難以取得，因此

僅靠課本教材作分析，難以得知全貌，故須仰賴多方文獻資料加以比對。 

2. 受訪者以母語華語為主，且從事教育相關行業者較少 

訪談對象以曾受過新加坡中學教育的新加坡公民作為訪談對象，透過研究者

的人脈網絡，以進行約訪和聯繫，並同時亦仰賴指導教授引薦新加坡學者進行「滾

雪球」式的邀訪。新加坡社會的型態，如 Clammer (2020)筆下所形容情景，新加

坡的社會及文化複雜性，雖然是多元的社會現狀，但各族裔的社交生活圈上，相

對「同母語」的民眾交誼，不到最熟悉和信任。因此在筆者人際網絡能觸及的新

加坡籍受訪者，多為母語為華文者，回答的內容謙虛、溫和，因此受訪者在個人

經驗和觀點的分享上，恐會接受到相似答案。 

為了成功邀訪新加坡中學教師，研究者嘗試先以台北市某中學的新加坡姊妹

校做聯繫，然則屢遭拒絕後，再轉以尋求台灣友人協助介紹新加坡親友，然而訪

問排定時間（2021 年 5 月）為新加坡期末考階段，又適逢星國新冠肺炎本土疫

情升溫而學校停課（2021 年 4 月 7 日─6 月 2 日），受邀的教職人員因忙於公務，

拒訪的也多。不過本研究做為能蒐集新加坡社會，各面向的多元觀察，並藉由受

訪者的個人觀點和個人經驗，更期待能一窺新加坡教育和媒體對公民國家認同形

塑的情況和成果。 

3. 未能比較世代間的差異 

本研究除因研究時間的限制外，單憑筆者人脈所獲得的受訪者人數十分有限，

亦因論文題目較為敏感，也屢遭拒訪，因此未能建立大規模地訪談人次；此外，

受訪者的男女比例和世代比例，無法就現有數量的訪談進行此面向的分析，且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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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表達內容亦有各自的立場，難以建立具有代表性且兼富不同的世代或不同性

別意見。然則本研究所蒐集之各方觀點，仍有助於了解新加坡教育的現況，並窺

見新加坡公民教育的實際施行情況，以及實際的新加坡公民對新加坡教育的真實

認知和意見。 

4. 未能實地觀察新加坡的課堂以及訪問中學生 

由於疫情以及研究時間的限制，本研究未能前往新加坡的課室進行課堂觀察，

因此對於新加坡公民教育的實施現況，只能依靠受訪者的經驗分享，做教室現場

的還原。新加坡的公民教育時有變革，除了以教師作為受訪者外，學生的觀點也

很重要；本研究未能訪問新加坡的現役中學生，缺少一個重要參考對象的經驗分

享面向，對於實際上的中學生，如何因受課程而產生的影響，未能仔細說明，期

待未來後進研究者，可補充本研究的遺缺，做後續加深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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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訪談資料 

白千芸（2018/2/18a）。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教授 Dr. KWAN,Chang Yee（關鎮

儀博士），當面訪談（新加坡）。 

白千芸（2018/2/18b）。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院長 Dr. NEO, Peng Fu（梁

秉賦博士），當面訪談（新加坡）。 

白千芸（2021/4/25）。新加坡籍 31 歲人才招聘員男性 C-1，視訊訪談。 

白千芸（2021/5/6）。新加坡籍 49 歲圖像設計師女性 C-2，視訊訪談。 

白千芸（2021/5/16）。新加坡籍 39 歲中學教師女性 C-5，書信回覆（email）。 

白千芸（2021/5/18）。新加坡籍 33 歲科教館員女性 C-3，視訊訪談。 

白千芸（2021/5/19）。新加坡永久住民 25 歲公務員女性 C-4，視訊訪談。 

白千芸（2021/6/6）。新加坡籍 35 歲教育部公務員男性 C-6，視訊訪談。 

白千芸（2021/6/11）。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黃庭康（Wong, Ting-Hong），

視訊訪談。 

白千芸（2021/7/10）。新加坡籍 40 歲中學教師女性 C-7，視訊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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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新加坡國家信約 

新加坡的國家信約（National Pledge），通常在眾人集合的場合，在國歌演唱

後宣讀，全體國民背誦國家信約。讀誓約時，個人應將右拳緊握在胸前，以表示

對國家的忠誠。下列為以四個官方語言列示： 

 

  

Our Pledge （English） Ikrar Kita （Malay） 

We, the citizens of Singapore, 

pledge ourselves as one united people, 

regardless of race, language or religion, 

to build a democratic society 

based on justice and equality 

so as to achieve happiness,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for our nation. 

Kami, warganegara Singapura, 

sebagai rakyat yang bersatu padu, 

tidak kira apa bangsa, bahasa, atau ugama, 

berikrar untuk membina suatu masyarakat yang 

demokratik, 

berdasarkan kepada keadilan dan persamaan 

untuk mencapai kebahagiaan, 

kemakmuran dan kemajuan bagi negara Kami. 

信約 （Chinese） நமது உறுதிமமொழி （Tamil） 

我們是新加坡公民， 

誓願不分種族、言語、宗教， 

團結一致，建設公正平等的民主社會， 

並為實現國家之幸福、繁榮與進步，

共同努力。 

சிங்கப்பூர் குடிமக்களாகிய நாம், இனம், மமாழி, 

மதம் 

ஆகிய வேற்றுமமகமள மறந்து ஒன்றுபட்டு, நம் 

நாடு 

மகிழ்சச்ி, ேளம் முன்வனற்றம் ஆகியேற்மற 

அமடயும் ேண்ணம் 

சமத்துேத்மதயும், நீதிமயயும் அடிப்பமடயாகக் 

மகாண்ட 

ஜனநாயக சமுதாயத்மத உருோக்குேதற்கு 

உறுதி வமற்மகாள்வோமா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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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新加坡教材中對「公民」的期待 

一、 對公民該有的社會角色描述 

1. 1957 年《馬來亞華校適用 南洋公民教科書 高小第一冊》頁 26-28， 

「個人對社會的責任」（杜之堅、許嗣、曾羨德編，1957）。 

……我們現在的社會，比古代的社會複雜得多了，有農人種棉，工人織布，

然後我們纏有衣服穿。此外吃的東西，住的屋子，沒有一件不是靠社會大

眾，共同勞動所産生的。……這樣看來，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所以社會光明，人們的生活就幸福；社會黑暗，人們的生活就痛苦。因此，

我們應該為社會服務，並且要努力改造社會 

 

 

 

 

 

2. 1967 年《新加坡教育部推薦 小學公民課程標準及訓練德目》第 34 頁，

有對「公民」社會角色的期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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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會價值 

1. 下圖為新加坡 1950 年代國小的公民科教材中的圖片扉頁，由此可知政府

期待「家庭價值」作為公民素養的核心推展。(南洋書局編輯委員會, 1953: 

24) 

 

2. 1973 陳振亞主編《新加坡共和國小學課本 新公民第四冊》 

 

八、公民：為國家的福利而服務： 

（一）在日常職務上，忠實工作。 

（二）願意服務：例如照顧殘廢者，病

人、或贫民，加入公眾服務的團

體，加入制服部隊服役，例如紅

十字、聖約翰救傷隊等。 

（三）爱護公共財物。 

（四）慎重地，正當地運用投票權。 

（五）與他人合作，從事社會服務。 

 

亞明一家五口快快樂樂地 

過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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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於軍隊的功能做介紹，同時傳遞公民義務，如服兵役、參與軍事訓練，

以及「保家衛國」。(新友書局編輯委員會, 1967) 

三、 社會實踐 

1. 在 2015 年的 CCE 課本中，除以課文插圖描繪新加坡多種族的學生背景

外，設計校園場景，請學生設身處地思考對於不同宗教的節慶活動，要

如何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學融入。 

 

課文內容：通過努力與不同種族和宗教背景的朋友互動，我將瞭解更多關於

他們慶祝的節日。 

  

四 保衛國家的軍隊：國家要靠軍隊來保衛土地，維持治安，所以當兵是國民

應盡的義務。現代世界各國的軍隊，大不分作陸軍、海軍和空軍三種。馬來

亞的海陸空三軍，正在積極建設中。為著加強建軍的力量，一般有為的青年

都要參加訓練。那麼，家鄉一天有事，就能夠負起保衛的責任了。 

討論： 

   一、國家靠什麼來保衛土地？二、現代世界各國的軍隊可分為哪幾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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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2014 年 CCE 課綱對教與學的期待 

1. 每個老師都是 CCE 老師（Every teacher a CCE teacher）：教師是領導和

維護核心價值觀的最佳人選。教師將樹立榜樣，創造學習機會，塑造和

灌輸每個學生的核心價值觀。教師將培養他們每個人的自我價值感和信

心，一種應變精神，關心和同情他人。教師將掌握自己的專業發展，以

專業知識和能力武裝自己，以培養每一個學生成為一個積極的公民的良

好品格。 

2. 價值觀既被傳授，也被學習（Values are both taught and caught）：通過

CCE 學習成果中所包含的知識和技能，價值觀得到了明確的表達。當學

生在不同的學習經歷中看到價值觀時，他們就會發現價值觀，首先是在

他們的榜樣和重要的成年人身上，然後是在他們自己的生活中。良好的

師生關係和充滿愛心的環境對學生的性格發展至關重要。 

3. 通過不同的授課方式吸引學生（Engaging students through varied modes 

of delivery）：學生通過指導、技能實踐、教師或同齡人的角色塑造，以

及在結構化的課堂時間和教學時刻的積極強化來學習價值觀。教師將提

供學習經驗，例如四個國家教育紀念日、公民實踐(VIA)、學習和應用價

值觀、知識、技能和態度的課外活動。 

4. 家長是關鍵合作夥伴（Parents as key partners）：父母是孩子成長的關鍵

領航者。當家庭和學校環境相互協調時，學生受益最大。一些研究將家

庭-學校合作與更好的學習、健康的自尊、更積極的生活態度和行為聯繫

起來。因此，學校會與家長合作，在家中提供必要的家庭照顧、支持和

支援。有效的溝通學校的 CCE 課程和提供平臺，讓家長積極參與學校將

有助於家長成為參與的夥伴。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2b: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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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新加坡街景中的公民教育 

1. 觀光區「小印度」寶塔街上的印度廟，門口掛上「中式燈籠」，同時有一

幅紅布條，上面寫道「Wish All A Happy & Prosperous Lunar New Year」，

祝賀華人新年。 

 

 

在新加坡街頭隨處可見文化多元共榮

的景象。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牛車水唐人街，

2018/2/13 

2. 由於農曆新年將至，新加坡街頭中國燈籠裝飾，有趣的是在第一排燈籠

上的標語，首先是「保家衛國」，接著才是「年年有餘」。 

 

保家衛國 

年年有餘 

安邦定國 

花開富貴 

尊老愛幼 

和睦興建 

福星高照 

種族和諧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新加坡街頭，201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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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新加坡公民教育大事記 

殖民統治時期 （1818-1956） 

1819 萊佛士設立一所馬來學院，用馬來語授課，並教受英文和科學，以利於

英國通商，同時散布知識和促進道德法則的發展，作為研究各種東方語

言及生活中心。(新加坡師資訓練學院, 1972: 4-5) 

1823 萊佛士成立高等學識程度的「新加坡書院」，目的是促進當地文化發展，

以鞏固帝國統治，並增強國家意識，和培養當地通商人才，但因該年 6

月萊佛士離開新加坡，下任駐紮官 Crawford 認為應著重小學教育，教學

目標是「使亞洲人習於做順民」。(新加坡師資訓練學院, 1972: 6-7) 

1905 新加坡國立大學成立。 

1946 4 月，新加坡變成直轄殖民地，由軍事統治改文官政府設有總督和提學

司，教育朝自治邁進。(Turnbull, 2013) 

1946 

- 

1947 

1947 和 1950 年先後制定推行教育的「十年計畫（Ten-Year Programme）」

與「五年補充計畫（Supplementary Five-Year Plan）」(董秀蘭, 1996) 

1947 8 月 7 日，諮詢委員會（Advisory Council）提出「十年計畫」，主要有三

大基本原則：灌輸公民意識（the idea of civic loyalty）與責任感、各民族

兒童同等受教機會、中學和職校和大學教育內容依國家發展需求而定。

(Gwee et al., 1969: 47) 

1949 英國政府成立馬來亞大學，以科技為教學內容，用全英語教學，為新加

坡國立大學前身。(張靑 & 郭繼光, 2010: 151) 

1950 配合《十年教育發展計畫》，成立新加坡師資訓練學院（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 of Singapore），成立初期主要培育英校教師(王秀南, 1970: 

132)。 

英國政府推動「十年教育計畫」，管制華校，重視英校。(張靑 & 郭繼

光, 2010: 151; 董秀蘭, 1996) 

1952 由方衛廉（William. P. Fenn ）與吳德耀聯合撰寫的《華校與馬來亞華文

教 育 報 告 書 》  （ Chinese   Schools   and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Malayans），慣稱《方吳報告書》，倡議華校課本馬來亞化，期待華校教

科書重編後，能為馬來亞本土化服務。(周維介, 2019) 

1953 有第一本馬來亞化的華校公民科課本問世(董秀蘭, 1996) 

華校教師總會的要求「華校和英校要有同等津貼」，提學司發表《兩種

語文教育政策白皮書》。(王秀南, 1970: 167) 

1954 新加坡師資訓練學院開始培育各教育源流教師，成為新加坡統一師資訓

練的總機構(王秀南, 1970: 132)。 

1955 導致整年有 260 多起罷工潮，最嚴重是福利車廠。512 事件和福利車廠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277

 

163 

罷工事件引起華校學生動亂，促使成立「華文教育委員會」，讓殖民政

府覺得華校生的問題非常棘手(李光耀, 2015: 45; 張靑 & 郭繼光, 2010: 

15) 

以華語為教學媒介的南洋大學創立，由中華總商會和各會館商定成立的

中國以外的華文大學。(張靑 & 郭繼光, 2010: 152) 

新加坡自治政府把教育局改爲教育部，成立把幾個主要報告書（1951 方

吳報告書 Fenn-Wu Report 又稱馬來亞華文教育報告書、1951 巴恩式報

告書 Barnes Report 又稱馬來亞馬來教育、1953 新加坡工藝學院報告書

The Report on a Polytechnic Institute for Singapore）的建議付諸實行。(Gwee 

et al., 1969: 56) 

1956 二月，《立法議院各黨派華文教育委員會報告書》（Report Of The All-party 

committee On Chinese Education）在各語源學校施行雙語教育，但效果不

理想。李光耀(Kong, 1997)是 9 人委員中其中一人。(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All-Party Committee on Chinese Education, 1956; 李光耀, 2015: 50). 

南洋大學建立，以華文為主要使用語言的大學。 

1956. 

 

二月，教育部部長周瑞麟在立法議院提衝了折衷方案的報告書：解決教

育問題的方案是政治的方案，推行雙語和三語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因為

我們迫切需要在我們的學生中，培養一種以新加坡為中心的意識，和共

同效忠馬來亞的精神。（1）平等對待各語文源流的學校 （2）在各小學

推行雙語教育並在中學推行三語教育  （3）各源流學校應採用共同的

課程(李光耀, 2015: 47) 

教育政策白皮書（White Paper on Education Policy），內容和各黨派報告書

不同，白皮書建議把學校訓導的執行責任放在校長和教員身上，而不是

學校董事會上。(Gwee et al., 1969: 53) 

自治政府時期 （1958-1963） 

1958 《新加坡自治邦方案》允許 1959 年新加坡經選舉成立自治政府。制定

新的憲法《新加坡自治邦憲法》，其中規定了內部自治，。英國保留了

對外交事務和外部國防的控制。(Tan, 1999: 127; 張靑 & 郭繼光, 2010: 

8,15) 

人民行動黨《教育政策問題與國家路線》：「教育的基本原則，就是緣於

政治目標和立場」（P50）(李光耀, 2015: 50) 

1959 4 月 12 日，人民行動黨的教育政策：（1）平等對待四種語文源流的學

校，四種語文都是官方語文 （2）推廣雙語教育 （3）四種語文源流的

學校合流，以英文作為主要主導的共同語 （4）教育必須為政治、經濟

和社會服務 （5）著重數學、科學和技術課程學習(李光耀, 2015: 48) 

「混合學校制度（integrated school system）」，開始重視第二語文，「四種

語文源流平等待遇」，華、英二源流混合，或華、英、巫三源流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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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生在多種語文的環境下，加強各族之交流與瞭解。(王秀南, 1970; 李

光耀, 2015: 54) 

6 月 3 日，《新加坡自治邦憲法》正式生效。(張靑 & 郭繼光, 2010: 16) 

1960 設立「新加坡考試局」，首次統一舉行小學離校考試（P55）。(李光耀, 2015: 

55) 

成立第一間公立淡米爾學校(王秀南, 1970: 137) 

1961 1961-1965 實施「第一個五年計畫（first Five-Year Plan）」，主要核心原則

是「平等（parity）」，以馬來語為國語。(Gwee et al., 1969: 59) 

成立第一間公立巫文學校(王秀南, 1970: 137) 

1962 9 月，新加坡舉辦「加入馬來西亞聯邦」公民投票，70%公民表示贊成。

(張靑 & 郭繼光, 2010: 9) 

馬來西亞聯邦共和國 （1963-1965） 

1963 7 月 8 日，星馬簽訂《成立馬來西亞聯邦共和國的協議》合併成立「馬

來西亞聯邦共和國」，但英國仍保有新加坡軍事基地和設施的管轄權。

(張靑 & 郭繼光, 2010: 9-10,18) 

星馬兩國合併後，聯邦訂定《新加坡州憲法》，新加坡放棄了對外交事

務、國防和安全的控制，但保留了對金融、勞工和教育的廣泛權力。不

同教育源流趨向統一：國家利益優先，各語種課程內容統一，才能用共

同的國家觀念和衡量事物的共同標準來教導下一代。(Gwee et al., 1969: 

60; Tan, 1999: 127; 李光耀, 2015: 56; 張靑 & 郭繼光, 2010: 108)  

8 月 28 日，以林溪茂（Lim Tay Boh）為主席的新加坡教育調查委員會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Education in Singapore）贊同 1955 年的各

黨派報告書，並且同意混合多語種源流於一校，希望透過體育活動和課

外活動，促進各語源學生交流。 

1964 7 月 21 日，馬來人慶祝伊斯蘭教聖紀節（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日），因宗

教慶典發生第一次大規模馬華衝突(Kong, 1997: 217)，新加坡政府頒布戒

嚴令。 

9 月 1 日，第二次大規模馬華衝突 

這兩次的馬華衝突促成「多元種族政策」和「內部安全法」的正當化。 

新加坡建國迄今（1965-2021） 

1965 1965 年 8 月 9 日，馬來西亞國會通過，驅逐新加坡，促使新加坡獨立。 

1965 年 10 月，教育部行政總局局長助理 William Cheng 提出了在學校灌

輸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的承諾。這個想法得到了當時的教育部長 Ong 

Pang Boon 的支持，後者將起草這項承諾的任務交給了教科書和教學大

綱顧問 Philip Liau 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George Thomson(National Heritage 

Board, 2021b) 

1966 雙語教育為強制性，所有中一生必須修讀第二語文，英校華族學生不需

要選母語（他們多選馬來文） P13(Kong, 1997: 218; 李光耀, 2015: 1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277

 

165 

拉惹勒南寫下新加坡公民信約（Nation Pledge）：「我們是新加坡公民，

誓願不分種族，言語，宗教，團結一致，建設公正平等的民主社會，並

為實現國家之幸福，繁榮與進步，共同努力。」(李光耀, 2015: 200) 

教育部規定 8⽉開始，學⽣們在每天上課前，背誦《國家誓約》作為一

天的開始。(National Heritage Board, 2021b) 

1966-1970 第二個五年發展計畫，注重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擴展。小

學畢業生可以進入學術中學、工藝中學、職業中學，前兩項中學畢業生

可就讀大學先修班或國家初級學院。(新加坡師資訓練學院, 1972: 54) 

1967 教育部成立公民委員會，從事查究公民教學實況，釐定公民課程綱要之

工作;並於 1967 年完成中學職業學校及大學預科公民課程綱要之修訂，

強調公民品格之陶治與公民意識之灌輸(董秀蘭, 1996) 

1968 李光耀以總理的身份親自參加所中學的優秀學生頒獎典禮他在演講時

說：「各中等學校都要著重培學生的品格，灌輸良好的道德觀念，要以

儒家的倫理教育青少年，培養他們道德修養。」(張靑 & 郭繼光, 2010: 

62) 

1969 成立第一間國家初級學院(王秀南, 1970: 137)。 

1971 四種語文的中四學生，首次共同參加 O 水準考試。（P56）____新加坡劍

橋普通教育證書會考 Singapore-Cambridge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Ordinary Level） Examination，簡稱 GCE ‘O’ Level，為新加坡教育

部和英國劍橋大學地方考試為原會共同舉辦的考試。新加坡中學生在完

成四年（特別或快捷學程）或五年（普通學術課程）中學教育後參加這

項考試，考試成績為初級學院、高級中學、理工學院和工藝教育學院入

學重要標準。(李光耀, 2015: 56) 

1974 推行小學階段生活教育（Education for Living, EFL），為歷史、 地理、公

民的合科課程， 結合道德教育、歷史與地理故事，採母語為教學媒介，

加強灌輸新加坡之建國目標、愛國及忠誠等觀念。 

1978 1978.4 特選中學由政府「特別補助計畫（Special Assistance Plan）」(李光

耀, 2015: 130-131) 

1979 《吳慶瑞報告書》（The Goh Report），副總理吳慶瑞兼任教育部部長，

1979 年的報告書，奠定英文為主母語為輔的雙語政策，成為「新教育體

系」（New Education System）中最大的改變。(李光耀, 2015; 梁秉賦, 2007; 

黃自強, 2019; 董秀蘭, 1996) 

副總理吳慶瑞領導教育研究小組（Education Study Team）全面檢討華文

教學，提出分流制度，奠定新加坡華文教學基本框架(李光耀, 2015: 325) 

雙語制度下的分流制度：（1）能力強的可以同時學習兩種第一程度的語

言，如英文第一語言（EL1）、華文第一語言（CL1），甚至學習第三種語

文，如德日法 （2）中等或以上的學生給予機會英文第一語言（E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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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第二語言（CL2）  （3）能力差者只通曉英文即可  （4）降低華

文第一和第二的難度 （P88）(李光耀, 2015: 88) 

王鼎昌（Ong, Teng Cheong）以文化部長身分領導組成「道德教育委員會

（Moral Education Committee）」，制定公民教育的學校課綱，該委員會的

報告於 1979 年發布，最終在 1981 年促成小學階段的「好公民（Good 

Citizen）」課程中，和中學階段的「現在與即將成為（Being and Becoming）」

的公民教育課程(Mahbubani, 1981, September 18)。(Ang, 2008) 

1979 「講華語運動（Speak Mandarin campaigns）」，多講華語、少講方言(Mani, 

1997; 李光耀, 2015: 211) 

2 月，王鼎昌發表《道德教育報告書》（Report on moral education 1979）。

(Ang, 2008) 

1980 教育部長陳慶炎宣布中學將分四年和五年課程。(李光耀, 2015) 

英校華族學生必須選母語做第二語文 P13(李光耀, 2015) 

李顯龍回國。(張靑 & 郭繼光, 2010: 162) 

9 月，教育部邀請《成長（Growth）》中文版雜誌總編 Wong Ying Leong，

擬定小學階段的道德教育課程《好公民（Good Citizen）》，而 Dr. Balhetchet

負責中學階段的道德教育課程《現在與即將成為（Being and Becoming）》

包含課綱、教學素材和課本，以便在 1981 年 1 月開始時直接於所有小

學實施。(Chia, 2015: 77) 

成立課程發展署（CDIS），負責編寫教科書、教師手冊等輔具，供教師

使用。旗下有 20 多個專科編寫小組進行新課本編寫工作，並召集有關

科目教師培訓。(楊思偉, 1996: 272) 

南洋大學與新加坡大學合併為「新加坡國立大學」，外國籍教師佔比 50% 

1981 1 月，華校小學一二年級實施王鼎昌的道德教育委員會促成的《好公民

（Good Citizen）》課程，和中學階段的《生活與成長（Being and Becoming）》

的公民教育課程。(Ang, 2008) 

報考大學 A 水準會考第二語文必須考獲 AO 副修水準的 E8（1983 提高

到 D7），且分數算進大學總分 P13(李光耀, 2015: 13) 

吳作棟被認命為貿工部部長。(張靑 & 郭繼光, 2010: 165) 

1982 馬來語和但米爾語版本的《好公民（Good Citizen）》課程，於小學一二

年級開始施行。(Chia, 2015: 78) 

各母語小學三、四年級教材《好公民（Good Citizen）》的課程完成，且

全國實施。(Mahbubani, 1981, September 18) 

成立了儒家倫理教育委員會，協助各中學編制課程大網，宣佈中學三，

四年級都要把道德教育定為必修課程，包括儒家倫理和宗教知識。(張

靑 & 郭繼光, 2010: 62) 

李光耀公開表示：「西方圖書和電視中所灌輸的個人主義。唯我獨尊思

潮已使部分新加坡人變得貪圖安逸，只顧自己，對家庭和父母很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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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很危險的。」(張靑 & 郭繼光, 2010: 64) 

李顯龍晉升為新加坡武裝部隊參謀總長。(張靑 & 郭繼光, 2010: 162) 

1983 12 月，宣布全國實施統一源流（除了 9 所特選中學和 4 所特選小學，

提供第一語文水準的英文和華文課程）所有學校只提供英文第一語文水

準和母語第二語文水準，新加坡不再分英校、華校、馬來校。（P202(李

光耀, 2015: 202) 

各母語小學五、六年級教材《好公民（Good Citizen）》的課程完成，且

全國實施。(Mahbubani, 1981, September 18) 

吳作棟被認命為第一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張靑 & 郭繼光, 2010: 165) 

1984 國會選舉，人民行動黨贏得多數，李光耀繼任總理，李顯龍初次獲選為

國會議員。(張靑 & 郭繼光, 2010: 163) 

在 15 所中學進行「道德教育」課程的實驗教學。(張靑 & 郭繼光, 2010: 

62)  

新加坡教育部規定中學三、四年級的學生，必須修習一門《宗教知識》

（Religious Knowledge），作為公民與道德的一個單元。(梁秉賦, 2007) 

1985 全面推廣「道德教育」課程，獲得教師，學生及家長的支持，培訓出一

批以華文和英文修讀儒家倫理的專門師資。(張靑 & 郭繼光, 2010: 62) 

10 月 17 日, 《亞洲華爾街日報》針對新加坡工人黨祕書長惹耶勒南一

事發表評論,被新加坡法庭認定蔑視法庭，給予其罰款處理。(Bailiang, 

2017)  

1986 第三語文：馬來文、德/日/法文給中學優秀生選讀（小六會考最佳的前

10%）(李光耀, 2015)  

新加坡最後一所華校關閉(許振義, 2017)。 

1987 新加坡全國各語文源流學校，全面統一使用語言「英語」為第一語言，

「母語」為第二語言。(李光耀, 2015; 李怡樺, 2006) 

華人以外的族群，在憲法裡視為「少數族群」。(Mani, 1997: 230) 

1988 集選區制度推行。(張靑 & 郭繼光, 2010: 85-86) 

華校全面英語化，但特別補助 20 所具有華校傳統之中小學，成為特選

中小學（Special Aided School）。(楊思偉, 1996) 

1989 10 月，由於社會中有「宗教復興」（religious revivalism）和「宗教狂熱」

（religious fervent），教育部宣布逐步終止《宗教知識》的課程。(梁秉賦, 

2007) 

1990 1990 年 5 月 8 日，李光耀總理要求與英國《泰晤士報》專欄作者伯納德

勒文當面對質,以答覆他在一篇題為《李氏暴政下的新烈士》的文章中

對李總理的種種攻擊(Bailiang, 2017)。 

11 月 28 日，吳作棟在宣誓就職典禮的致詞中，除表示繼續發展經濟建

設外，並會進一步重視價值觀和文化，加強全民認同的文化價值觀念，

因此必須改良學校的母語來灌輸價值觀。(張靑 & 郭繼光, 2010: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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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院升格為「國家教育學院（NIE）」，附設於南洋理工大學內，開

辦專職教師訓練班，攻讀教育學士及教育專科文憑。「教育證書課程」

招收初級學院和大學預科畢業生，經兩年訓練，培養幼稚園和小學老師；

「教育文憑課程」招收大學畢業生，經面試和考取後，學習一年獲得中

學以上教師資格。恢復華文科教師訓練班。(楊思偉, 2007: 377) 

成立「教育儲蓄基金」，從國家儲備金撥出十億新幣存銀行生息，再以

利息均分給中小學生，學生可動用此金錢作為文化藝術課或教育旅行開

支。(楊思偉, 1996) 

1991 第二副總理王鼎昌領導華文教改委員會，對華文教育有深遠影響的第二

份重要報告書(李光耀, 2015) 

5 月 13 日，李光耀起訴馬亞西亞《星報》誹謗，後來該案在庭外和解。

《星報》公開道歉並賠償李光耀馬幣 20 萬元的名譽損失費。(Bailiang, 

2017) 

7 月 1 日，南洋理工學院（前身南洋大學）改制成為「南洋理工大學」。 

吳作棟實施「全國中小學排名比賽」，成績進步最快的、最優者名次越

前面，期望讓學校有競爭性。(楊思偉, 2007: 379) 

1992 以《公民》取代《宗教知識》。(梁秉賦, 2007)5 月，《王鼎昌報告書》王

鼎昌領導的「華文教學檢討委員會」注重培養語文能力與傳承傳統文化

與價值觀並列，針對新加坡華文課程的現狀，教學，教材和考試，向教

育部提呈了報告書，內含十八項建議，如改稱華文第二語文為華文，改

稱華文第一語文為高級華文，並重新編寫華文教材。(李光耀, 2015: 

247,325) 

吳作棟政府向國會提出《共同價值觀白皮書》，認為國家優先、家庭為

本、親愛關懷、溝通共識、種族和諧，這五項內容多元種族國家的新加

坡的「共同價值觀」。(張靑 & 郭繼光, 2010: 60-69) 

1993 國家教育學院到中國大陸聘請華文老師，增進華語師資。 

1994 8 月 2 日，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被以誹謗罪向新加坡高等法院提起

訴訟。(Bailiang, 2017; 張靑 & 郭繼光, 2010: 65; 劉漢良, 2015, 2017) 

1995 1 月 17 日，新加坡高法院判決《國際先驅論壇報》林格爾蔑視法庭罪

成立，並處以 1 萬新元的罰款和 21.4 萬美元的名譽賠償金。(Bailiang, 

2017) 

1997 年底李光耀受美國《富比世》（Forbes）採訪表示：「如果沒有東方價值

觀，亞洲就不會發展得如此迅速，儒家價值觀是推動經濟高速發展的動

力。」(張靑 & 郭繼光, 2010: 67) 

1999 《李顯龍報告書》提出華文教學新政策。李顯龍檢討華文教育，採取務

實可行的教學策略，為不同家庭用語的學生量身訂制適合他們語言能

力水準的華文教學目標和內容設立簡單淺易的「華文 B」(李光耀, 2015: 

16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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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馬來文課程被命名為「馬來文（第三語文）特別課程」(李光耀, 2015) 

2002 教育部長的張志賢帶領「檢討初級學院和中學高年級教育委員會（Junior 

College/ Upper Secondary Education Review Committee）」宣佈推出直通車

課程（Integrated Programme, IP），讓成績屬於全國首百分之十的學生可

選擇免於參加中四的「O 水準」會考，有更多時間培養求知欲、創造力、

批判性思維和領導能力。(推廣華語理事會, 2015) 

2004 華文母語成績不再列入大學入學總分，但須有最低水準(李光耀, 2015: 

167) 

放寬為小六會考最佳的前 30%非華族人修讀，並推出「華文（第三語文）

特別課程」(李光耀, 2015) 

《黃慶新報告書》主要建議中小學以差異教學方式，採用和新單元、導

入單元和深廣單元重視口語交流和閱讀能力，並更多使用科技資訊。單

元式教法。(李光耀, 2015: 167)  

黃慶新成立華文教學改革委員會，延 因材施教的改革思路，將這種政

策向下延伸到小學階段，同時完成華文 B 課程的框架結構，保持學生

對華語的長久興趣，讓華語成為生活語言，這樣，新加坡小學，中學和

初級學院都有了完備的差異性課程：高級華文，華文，華文 B。(李光耀, 

2015: 326) 

2008 教育部政務部長顏金勇在二月發表了《特選學校須保持特色追求創新》

的演講，宣布特選學校將採取一系列措施，讓華文，華族文化與傳統的

一一學習更為豐富，在以英文為第一語文的基礎上，盡全力培養通曉雙

語及雙文化學生，讓學生的華文能力及對華族文化的認識都達到一定

水準。(李光耀, 2015: 175) 

2017 因為少子化，教育部將十四所中學合併為七所。(Teng & Sin, 2016) 

2019 教育部拍板決定 2024 年起將廢除中學三種分流，未來將不再有分流分

班制，取而代之的是「學科分組政策」（SBB），就讀的年限也將統一為

4 年。(CNA, 2019; 謝宗順, 2019) 

2020 教育部公告將逐步更新《2021 年品德與公民教育（CCE 2021）》、《了解

亞洲（Knowing Asia）》和《加強數位識讀素養（Strengthening Digital 

Literacy）》，三項課程的發展計劃。(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20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