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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子源

結合政治社會化理論，以澳門與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編的澳門初中《品德與公民》

教科書（2018 年修訂版）的內容分析為基礎，可從國家象徵、國家歷史、國家文化和國家

制度四個方面概括教科書對學生國家認同的建構。此外，教科書在內容上應走出一條注重

獨特性、開放性和針對性的澳門特色之路，並力圖適應不同背景學校的教學現實，從而更

好地達至建構國家認同的預期效果。

品德與公民　教科書　國家認同　澳門

[ 摘   要 ]

[ 關鍵詞 ]

澳門初中《品德與公民》教科書中國家認同的建構

作者簡介：劉子源，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碩士研究生。
①黃素君、黃樂源、謝均才：〈公民身份與意識初探：澳門小學《品德與公民》教科書分析〉，《教育學報》（香

港），第 46 卷第 2 期（2018），頁 69—70。

澳門長期奉行多元自由的教科書制度，公民教育的教科書往往是由各學校根據自身情
況選擇內地、香港、台灣等地區的版本，並結合學校自編材料進行補充組成。①在 2006 年
頒佈了第 9/2006 號法律《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後，澳門特區政府開始制定對非高等教
育階段各學科的基本學力要求，而品德與公民教育被放在了首要的位置。2008 年 9 月，澳
門教育暨青年局（2021 年已改為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發佈了《澳門初中品德與教育基本學
力要求（諮詢意見稿）》。第 15/2014 號行政法規《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明確小學、
初中和高中教育階段都必須開設品德與公民課程。2017 年第 56/2017 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
示正式發佈《訂定初中教育階段的基本學力要求的具體內容》附件八“初中教育階段品德
與公民基本學力要求”。

作為品德與公民課程的最重要的指向和綱領性文件，《基本學力要求》為特定教育階
段的品德與公民課程設定相應標準，包括基本理念、課程目標和學習範疇的具體內容。圍
繞國家認同，《基本學力要求》在基本理念中就提到要讓學生“關心澳門、國家和民族的
發展，學習做負責任的公民”，在課程目標中則表述為“增進學生……對國家和民族的認
同感，培養他們愛國愛澳的情懷”。而在學習範疇 C“社會參與”中單列一部分——“公
民生活與國家認同”，規定初中學生須達到如下具體要求：（1）能瞭解澳門政治制度的
特點，理解“一國兩制”的內涵和意義；（2）能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一、研究背景與理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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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的內容、意義和作用；（3）能理解澳門居民享有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4）能
認識中國的政治體制；（5）能基本瞭解和體會到中國改革開放的意義、取得的主要成就
及遇到的困難；（6）能認識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影響和作用；（7）能瞭解澳門和
中國內地相互依存的關係。同時，在“民族認同與多元共生”部分還要求“能瞭解中華民
族具有相容並包的文化特色”；“能瞭解所屬民族的歷史、文化和風俗，並能夠認同所屬
民族的優良傳統及成就”。①

從上述內容可見，在《基本學力要求》所列明的與國家認同直接相關的內容的學習要
求，有“認識”、“基本瞭解”、“瞭解”和“理解”多種要求，措辭的變化表明《基本
學力要求》對國家認同中學習要求的設計有一個由表及裡、由淺入深的遞進設計。

澳門特區政府高度重視品德與公民教材的建設，2008 年發佈《澳門初中品德與教育基
本學力要求（諮詢意見稿）》的時候已開始進行教材編寫工作，2009 年 8 月，與人民教育
出版社合作開發的《品德與公民》教科書試行版出版，供澳門學校選用。這一版本的教科
書集合了內地和澳門的資源和意見，尤其注重吸納來自澳門本地不同類型學校、教師的意
見。在 2018/2019 學年，新修訂的初中《品德與公民》教科書已可供學校使用，②這足以體
現澳門對於《品德與公民》學科發展的重視。

至於國家認同的概念，加布里埃爾 ‧A‧ 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和小 G‧ 賓
厄姆 ‧ 鮑威爾（G. Bingham Powell）將政治社會化定義為政治文化形成、維持和改變的過
程，③而政治文化被認為是一種在一個民族的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
④本文所關注的國家認同問題在其中歸屬於以政治合法性為內容的體系文化範圍之內。在
他們看來，國家認同問題就是對由許多個人組成的政治共同體的支持問題，⑤而個人對政
治對象的態度則分為認識的、感情的和評價的三個部分組成。其中，“認識的”是指個人
對政治對象的瞭解，是一種客觀的知識存在；“感情的”是主觀地受自己或他人影響所形
成的一種好惡感受；“評價的”則是在前兩個部分基礎之上所形成的一套有關政治對象的
衡量標準。⑥

基於這個“認識—感情—評價”框架，本文主要採用文本分析法，以澳門初中人教版
《品德與公民》教科書內容為研究對象，歸納整理其中有關國家認同的內容並加以分類，挖
掘教科書內容所呈現的國家認同建構模式，進而就教科書國家認同建構進行討論。

①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第 56/2017 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訂定初中教育階段的基本學力要求的具體內容》附件

八“初中教育階段品德與公民基本學力要求”。
②本文的分析以此版本為基礎：人民教育出版社、課程教材研究所編著：《澳門教材‧品德與公民（初中）》，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 年。
③（美）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美）小 G‧賓厄姆‧鮑威爾（G. Bingham Powell , 
Jr.）；曹沛霖等譯：《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年，頁 91。
④（美）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美）小 G‧賓厄姆‧鮑威爾（G. Bingham Powell , 
Jr.）；曹沛霖等譯：《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年，頁 29。
⑤（美）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美）小 G‧賓厄姆‧鮑威爾（G. Bingham Powell , 
Jr.）；曹沛霖等譯：《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年，頁 38。
⑥（美）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美）小 G‧賓厄姆‧鮑威爾（G. Bingham Powell , 
Jr.）；曹沛霖等譯：《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年，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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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初中人教版《品德與公民》教科書按年級劃分為三冊，每冊設置均有由三課組成
的九個單元及一個用以課外延伸拓展的專題研習部分。本文採用文本分析法，將初中《品
德與公民》教科書在國家認同建構的情況總結歸納為國家象徵、國家歷史、國家文化、國
家制度四個部分（圖 1）。

（一）國家象徵：抽象到具象的轉化
“國家是不可見的，它必須人格化方可見到，必須象徵化方能受到熱愛，必須被想像才

能為人們所接受”。①作為眾多承載着有關國家的權力的媒介之一，國家象徵無疑是最直觀、
最具象為人們所熟知的。總的來看，在教科書中有關國家象徵的內容在初中每一個年級中皆
有分佈，但還是主要集中在初一年級，具體包括國旗、國歌、國徽和地圖（表 1）。

二、教科書中有關國家認同內容的呈現

圖 1　《品德與公民》教科書中國家認同建構示意圖

表 1　教科書中有關國家象徵的情況

①馬敏：《政治象徵》，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 年，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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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國家象徵的基礎性和直觀性的特點，認識國家象徵的任務早已在比初中更早的教
育階段完成。小學《基本學力要求》中就將“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理解其基
本含義，會唱國歌”放在“我與國家”學習範疇中的第一條列明。①到了更高階段的初中，
國家象徵更多地被放在了輔助文系統之中。

聯繫“認識—感情—評價”的框架來看，國家象徵在教科書中突出的是有關權威的想
像、邊界的意識和二者之上產生的感情對評價的引導。②國家象徵將國家所擁有的抽象的
主權、領土加以轉化成了具象的畫面認知，尤其是澳門記憶與日常中的國家象徵的出現，
不斷地鞏固學生有關澳門與國家的歸屬關係的認識。當與他國並列或描述全國的有關資料
時，區別於他者的邊界透過國家象徵直截了當地為學生感情所接受。權威的樹立、邊界的
明確，自然也就將澳門學生有關中國、中國人的情感引導至同一處，形成對維護國家主權
和領土完整的實踐的積極評價。

（二）國家歷史：特定歷史觀的形塑
歷史是有關記憶的集合，“是諸多個體記憶在社會佔主導意識形態和文化規範的作用

下被合力統攝作用的結果”。③歷史是不停地被書寫的，這其中既有事實的記錄，又有解
讀和立場的發揮。

不同於歷史學科的專門教科書，《品德與公民》教科書中的歷史內容表現出了更強的指
向性，筆者將這種指向性歸結為主體位置轉換的原因。在歷史學科的教科書中，歷史內容是主
體，基於訓練學生瞭解、掌握具有一定深度和廣度的歷史知識的能力的需要，其他的素材皆圍
繞這個需要服務。而《品德與公民》教科書中的歷史內容作為公民教育所涉及的眾多專業領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品牌與公民》教科書整理。

註：“G1-U2-L5-P27”代表 1 年級第 2 單元第 5 課第 27 頁，如此類推。

①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第 19/2016 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核准小學教育階段基本學力要求的具體內容》附件八

“小學教育階段品德與公民基本學力要求”。
②（美）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美）小 G‧賓厄姆‧鮑威爾（G. Bingham Powell , 
Jr.）；曹沛霖等譯：《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年，頁 30。 
③吳玉軍、顧豪邁：〈國家認同建構中的歷史記憶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北京），第3期（2018），頁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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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素材的一部分存在，發揮的是一種輔助工具性的作用，從而表現了更強的指向性。
圍繞國家認同，焦點自然首先放在有關國家的建立與發展歷史上。教科書對於國家的建

立與發展的內容呈現可以被劃分為三個時間段，其劃分事件節點分別是辛亥革命、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成立和改革開放。

從形式上說，歷史內容沿着時間鋪開，以時間為脈絡的時間軸、樹狀圖、階梯圖因可以
直觀清晰地交代資料而備受教科書推崇。這從每一年級的教科書都將唯一的、用一張圖佔據
兩個頁面的“特殊待遇”給了有關國家歷史內容的設置便可以看出。在初中一年級的教科書
中，佔據兩個頁面的時間軸上展示了 1911 年辛亥革命、1919 年五四運動、1921 年中國共產
黨成立、1931—1945 年抗日戰爭、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五個時間節點，在時間軸下
方對應了孫中山、李大釗、毛澤東的人物介紹及抗日戰爭的簡介。在時間軸的兩旁，“資訊
站”欄目介紹了五四青年節和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有關資料，為時間軸的內容進行了必要的拓
展補充。在初中二年級的教科書中，佔據兩個頁面的階梯圖細數了從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到 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 29 年間的經濟發展進程。除了 1958 年開始的“大
躍進”與人民公社化運動，其中列舉的都是國家經濟發展中重要節點和當年在各個領域所取
得的突出成就，如三大改造、“一五計劃”、原子彈氫彈爆炸成功等。在初中三年級的教
科書中，佔據兩個頁面的由許多箭頭構成的樹狀圖上用序號依時間順序標註了 20 個發生在
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大事件，包括經濟特區的設立、港澳回歸、鄧小平南方視察、
農業稅全面取消、汶川地震、北京奧運會、G20 杭州峰會、高鐵運營里程、中共十九大等。

從內容上看，有關國家的建立與發展的歷史在教科書中主要被用於說明中國共產黨的領
導及改革開放之於國家的重要意義。以 1949 年新中國成立為分界點，教科書對上至推翻清王
朝統治的辛亥革命的這段歷史到中國共產黨的建黨過程、代表人物及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扮
演的領導角色進行了集中介紹，強調了其在人民共和國的核心地位的歷史依據。在 1949 年新
中國成立後的階段，教科書將焦點對準了以改革開放為轉捩點的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情況。
作為一項基本國策，教科書以甚麼是改革開放、為甚麼要實行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是如何鋪
開的這三個基本問題進行了詳細敘述，大量的歷史材料展現了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不斷探索
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路徑並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形象。

除此之外，澳門歷史中與國家相聯繫的部分也理應歸入教科書在國家歷史部分。教科書
在初中三年級用第七單元對澳門這塊中國領土由被佔據到回歸的全過程進行了再現，這可以
被視為是教科書在初中階段三冊中少見的以歷史內容為主的單元。該單元着重談及澳門被佔
據的過程及回歸過渡期面臨的問題。從有關澳門被葡萄牙殖民者佔據的歷史片段內容看，
雖然教科書作出了“中葡之間的糾葛歷史綿延數百年，其中既有血淚與衝突，也有扶助與
合作”（G3-U7-L19-P103）的表述，但是從亞馬喇事件、中葡涉澳條約內容到“一二‧三”
事件的選材都似乎看不見有關“扶助與合作”的影子。葡萄牙殖民者的霸道貪婪、澳門民
眾的堅強抗爭、中央政權的堅守支持，構成了教科書對澳門被佔據過程還原的基本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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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有關條約的內容部分還多次強調了中國對澳門喪失治權而非主權的歷史事實，為澳
門回歸的歷史正當性提供基礎。而在回歸過渡期的部分，中葡雙方的共同合作成為了教科
書的主基調，具體表現在為應對“三大問題”（中文官方化、法律本土化、公務員本地化）
以及治安經濟發展問題的逐步解決，從而實現平穩過渡的過程的描述，尤其是其中引用的
一些統計資料使得這一合作成效更為突顯。

因此，筆者對教科書在國家歷史部分進行一個總結。教科書在這一部分選取的國家維
度是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其主線為發展成就；而選取的澳門維度則是從被
佔據到回歸的歷史，主線為對立抗爭。學生從教科書由二者組成的國家歷史部分裏可得到
這樣的評價：那就是國家的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過程，也是澳門站起來、富起來、
強起來的過程；澳門長久以來的抗爭，也正是國家近代以來為了獨立自由對外抗爭中的一
個組成部分。

教科書通過歷史內容傳遞出來的是一種看待國家和澳門發展的特定歷史觀。在這一特
定歷史觀指導下審視國家和澳門歷史形成的實踐，其中隱含着國家自豪感和歸屬感。

（三）國家文化：橫向與縱向的交錯
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 ‧ 泰勒（Edward Tylor）認為文化是一個包括知識、信仰、藝術、

道德、法律、習俗和作為社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慣的複雜整體。①“文化中國”在中
國內地以外的地區所收穫的認同往往要遠高於“政治中國”。②在這一現實下，教科書在
國家文化方面的內容上無需過多考慮因境內外地理社會環境差異造成的理解障礙，代表
性、典型性成了這一部分的重要選材標準。

以文化傳播的模式來分類，筆者將教科書在國家文化方面的內容分為橫向傳播與縱向
傳播。橫向傳播指文化在空間維度上的傳播，而縱向傳播則指文化在時間維度上的傳播。
在橫向傳播中，文化在中外之間的交流是主要的表現。這種交流既包括外國文化的“引進
來”，又包括中國文化的“走出去”，兩者貫穿於文化交流的全過程。教科書中對於中外
文化交流主要圍繞着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展開，其中包括了全球化與多元文化的
背景、古絲綢之路的回顧、“一帶一路”倡議的具體內涵與發展、澳門在中外交流中的角
色、傳統文化的復興輸出。筆者從教科書內中國文化的橫向傳播內容中提取出幾個信息。

第一，中國是全球化與多元文化中的重要成員。教科書在有關全球化與多元文化的內
容中引用了中國少數民族服飾、中國古村落建築、粵劇、花木蘭等文化符號，在與其他國家
文化符號的並列中突顯了存在。第二，中國文化具有和平與包容的特徵。教科書在以古絲
綢之路為代表的中外文化交流歷史的回顧中提到了互通有無的貿易促進科學技術、宗教的
傳入與本地化，中外雙方在這一過程中得以收穫進步的積極一面，這些史實都為一個和平

① Tylor, Edward B. Primitive Culture. Dover Publications, 2016, pp. 37-38.
②郭曉明：〈教材中的身份認同    以澳門小學《品德與公民》教材為例〉，石鷗主編：《教科書評論2014》，北京：

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13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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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包容的中國文化提供了例證。第三，中國是當今世界推動國際合作實現互利共贏的引領
者與建設者。教科書通過細數“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過程，指明了中國是這一倡議發起
者的地位，並且列舉包括蒙內鐵路建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成立等“一帶一路”倡議
下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事件，說明了這一倡議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鑑、互利共贏的
理念，突出了中國在其中發揮的重要建設作用。第四，澳門曾受益於歷史中外交流並將在
未來的發展中大有可為。從對 16 世紀開始的、由葡萄牙人推動的澳門充當中外交流中轉
站的歷史回望，到聯繫今天國家賦予澳門“一中心一平台”的定位，教科書對兩個時期的
澳門進行了對比。第五，中國文化的復興輸出應是更有策略性的主動作為。教科書總結了
“從文化迷茫走向文化自覺，從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強”（G3-U8-L24-P125）的復興方向，
強調文化輸出之於公平話語權和文化之間相互理解的戰略意義，這些都為策略性主動作為
提供指引與動機。

而縱向傳播，主要表現為代際間的傳承。世界遺產、民族文化、傳統價值觀是教科書
在文化縱向傳播的關注重點。世界遺產和民族文化是文化多樣性的展現。教科書運用大量
圖片直觀地讓根植於中國各地不同土壤的文化特色躍然紙上，從自然風光到服飾、建築、
戲曲、舞蹈、文字、飲食，歷經歲月洗禮卻仍具有勃勃生機。在多民族文化部分，作為國
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內容更是對這一歸因的體現。教科書將由個人修
養、人倫關係與社會責任這三個主要方面組成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奉為“中華民族之所以能
夠歷盡磨難而信念愈堅，鬥志更強”（G3-U8-L23-P120）的原因，並引導學生思考、接受
淘汰傳統價值觀中不適應時代需求的部分，將不影響其中優良部分的堅守。

教科書在有關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等為人所熟知的內容設置上
遵循了常規的模式，滿足了對“文化中國”代表性、典型性的要求。在此基礎之上，強調
文化輸出的戰略意義將國家文化的討論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使學生在這種國家文化競
爭的現實面前，自然地確認了文化自覺和文化歸屬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教科書在這一部
分積極嘗試將文化與政治融合起來，如“一帶一路”倡議這一時政熱點的頻繁引用，將中
國文化的傳承與中外文化的交流具體化的同時，也促進學生形成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積極
作為、勇於擔當的大國形象。

因此，教科書在國家文化部分嘗試打破所謂“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的清晰界線。
換句話說，就是通過對“文化中國”認識的強化，將對“文化中國”的正面情感導引至“政
治中國”，從而轉化為對國家這一政治共同體的全面和整體的評價。

（四）國家制度：重經濟、輕政治
國家制度是一個國家運轉的系統軌道，任何國家或社會的制度都是自成體系的。①教

科書構建國家認同，自然離不開國家制度的內容。概括來說，教科書有關國家制度內容包

①趙宇峰、林尚立：〈國家制度與國家治理：中國的邏輯〉，《中國行政管理》（北京），第 5 期（2015），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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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中央國家機關架構職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改革開放、“一國
兩制”。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
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中央國家機關架構職能是中國國家運轉的基本常識。教科書在初
中一、二年級第八單元中用〈多民族的國家〉和〈中國的政治體制〉兩課集中進行了介紹，
足見其知識密度之高，容不得其餘更多的拓展。而在有限的空間中，教科書對於中央國家
機關架構與職能，以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仍作出了相對較為詳細的說明。在中央國家機關
架構與職能中，提及了各機關主要人員的產生方式、負責機關、職權範圍。在人民代表大
會制度中，從舉行日期到選舉流程再到代表構成，文字、示意圖、照片等多形式結合和運
用體現了教科書對於這一根本政治制度內容的重視。與之相對比的莫過於基層群眾自治制
度的內容，教科書僅用一句“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依照憲法和法律，由居民（村民）選舉
的成員組成居民（村民）委員會，實行自我管理、自由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的制度”
（G2-U8-L22-P119），解釋了其定義便已完結。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改革開放是中國經濟發展實現騰飛的關鍵核心。教科書在初
中二年級第八單元第 23 課〈初探中國經濟〉、第 24 課〈改革開放的意義〉和初中三年級
第八單元第 22 課〈初探中國發展〉，完整地把由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時期到中共十一
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再到今天的經濟新常態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歷程進行了梳理。無論是
計劃經濟時期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期，教科書將該時期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問題
都收入教材之中，引導學生對於中國在不同階段所實行的經濟體制形成一個較為客觀的評
價。同時，教科書運用經濟統計資料所形成的圖表和紀實圖片，展示了改革開放所創造的
亮眼經濟成績給中國社會和民眾生活帶來的可喜變化。

《憲法》是“一國兩制”的法律基礎，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一國兩制”的法律化、
具體化，兩者共同構成了“一國兩制”和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基礎。教科書在初中一年級第
三單元第 9 課〈澳門的法律體系〉中用金字塔圖將憲制性法律、在澳門適用的全國性法律、
澳門本地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規、行政命令及其他規範性法制文件由塔尖至底部
排列，並指出《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同樣適用於澳門，其與《基本法》共同構成澳門
法律體系中的位階最高的憲制性法律。這是有關“一國兩制”法律基礎的至高地位的交代。
在初中二年級第三單元第 7 課〈《澳門基本法》中的居民權利〉中“腦力探索”欄目，教
科書對“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具體內涵進行解釋時，由箭頭與不同顏色文字方塊
組成的框架輔以文字描述，將國家、內地、澳門在“一國兩制”下進行的權力分配所形成
的關係簡明地表達出來。而頁面下方設置了《基本法》誕生歷程時間軸，軸上標明了《基
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成立、《基本法》草案公開諮詢直至《基
本法》完成立法程序並經由國家主席正式頒佈的重要節點，突出了《基本法》制定過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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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性和廣泛代表性。在初中三年級第七單元第 21 課〈主權回歸與“一國兩制”方針〉裏，
教科書對“一國兩制”方針中的“一個國家”、“高度自治”、“兩制並存”、“長期穩定”
的特定內涵進行了說明。

總體而言，在國家制度方面，教科書“重經濟，輕政治”的特徵十分明顯。政治制度、
“一國兩制”原則性概念及其內涵被謹慎、保守地由《憲法》、《基本法》等法律文件承
載並安放在了其中。而服務於國家認同建構的主要內容，是讓學生得以從可觀、可感、可
測的經濟騰飛、社會發展成就，其生活經驗與走向繁榮的“經濟中國”建立起親近的情感
聯繫。

筆者認為，教科書有關國家認同的內容的立體建構是巧妙的。在不同領域知識間、在
不同主體和對象間、在可能存在的爭議與矛盾間，這一立體建構致力於在“一國兩制”背
景之下將學生們的國家認同自然地引向符合當今中國社會主流價值體系期待的方向，致力
於在教科書中傳遞出一種可以為澳門學生共用的自覺、自信、自豪的情感，進而轉化為對
國家認同的正面評價。

同時，這一立體建構又是保守的。從整體上看，國家象徵、國家歷史和國家文化的內
容佔據了遠多於國家制度的版面。從國家制度這一局部來看，依靠改革開放取得的經濟社
會發展成就的歷程被聚焦，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的國家政治運行相較則略顯平淡。

學校系統的政治社會化效果更多地取決於學校以外的大環境與其信息內容的一貫性，
這種一貫性決定了統治集團灌輸政治態度的努力成功與否。①教科書中國家認同建構的討
論，事實上是該內容如何做到與社會環境保持一貫性、從而有效介入學生群體對政治對象
的態度的形成過程，為政治共同體贏得支持的討論。具體到本文，這一政治共同體就是包
括內地、澳門、香港、台灣地區在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面對這一國家認同建構的本質，加之本地區乃至全球不斷出現的新問題所引發的可能
出現的新挑戰，澳門品德與公民教育教科書在國家認同建構上的角色不能止步於此，需要
走出一條教科書國家認同建構的澳門特色道路。

（一）澳門特色道路的核心：獨特性
走出一條公民教育教科書國家認同建構上的澳門特色道路，獨特性必然是核心。獨特

性需要在比較中體現，而在公民教育教科書國家認同建構上，主要內容既借鑑內地教科書，
又與其有所區別。在其他領域，澳門更多地與社會制度相近的香港、台灣地區進行比較。
無論是澳門、香港還是台灣地區，當國家認同指向為國際社會所普遍認可的中華人民共和

三、對教科書國家認同建構的討論

①（美）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美）小 G‧賓厄姆‧鮑威爾（G. Bingham Powell , 
Jr.）；曹沛霖等譯：《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年，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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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這一主體時，內地在與之有關概念、表述上擁有着最高的效力及規範性。若簡單遵循這
一邏輯，既然澳門公民教育教科書引導學生建構的國家認同與內地指向相同，那麼運用古
人所謂“書同文，車同軌”的理念，讓澳門學生閱讀並接受與內地相同的一種規範表述，
就可以排除兩個制度和文化環境間發生衝突的隱患。然而，不同的制度和社會環境決定了
那些主張“直接移植”的做法不僅行不通，更可能給國家認同帶來“反作用”。內容的獨
特性要求澳門公民教育教科書建構的國家認同是真正為澳門學生及社會所適應和接受的。

（二）澳門特色道路的重要內涵：開放性
公民教育教科書國家認同建構的澳門特色道路的開放性是應有之義。開放性意味着更

多的觀點、聲音可以出現在教科書中，以供學生進行對比和瞭解。如果澳門的國家認同被
認為是一種根植於土地、文化、種族等等中國元素的固有的內生情感，那麼國家認同的建
構可以被理解為一個喚醒和強化國家認同的過程。既然是喚醒和強化，自然就不應懼怕不
同的聲音和觀點。

開放性絕不意味着無邊界、無原則的開放。開放性在教科書的國家認同上是為學生追
尋一個理性的建構空間和路徑創造條件，是以開放促進認同。具體來說，開放性要求教科
書在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上做好工作。在事實判斷上，忠於客觀事實是不變的準則，即便
在細節上存在的不利因素也同樣享有同等的被瞭解的權利。而在價值判斷上，區別與引導
則是重中之重。面對不涉及原則的大多數問題時，價值判斷上的自由度應得到充分和無條
件的保障，忠於個體內心的真實意志是作出價值判斷的唯一基礎。而當涉及原則問題，教
科書的必要干預和積極引導是不容缺席的。而原則問題和非原則問題的區別並不是簡單的
一分為二或是涇渭分明。如在對待澳門曾經被殖民統治的問題上，就殖民政府與特區政府
的具體治理上的討論是非原則問題，學生大可以就二者之間的具體事例進行個人的價值判
斷。籠統地將某些問題進行“一刀切”是行不通的，這讓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運用的
重要性尤為突顯。

（三）澳門特色道路的關鍵：針對性
針對性體現在有關澳門和國家間“異”與“同”的處理上。人們通常理解，服務於

國家認同部分的澳門公民教育教科書內容當然應歸於“求同”，也就是關注澳門與國家的
交集，如教科書中有關國家象徵、國家歷史、國家文化的內容。考慮到兩個社會間的部分
差異的存在所帶有的爭議性，穩妥的做法是將這些“異”居於國家認同中的次要地位。這
種觀點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卻有着顯著的漏洞。它忽略了學生對兩個社會中的“同”與
“異”認知，並不以教科書乃至學校為唯一渠道的現實。相較於“同”，兩個社會中的“異”
往往更容易被捕捉。教科書若將“異”置於一個謹慎小心、欲言又止的安排之中，學生尋
求其他渠道去填補這些空白是自然的。因此，有針對性地要求澳門公民教育教科書對於澳
門與國家存在的不同之處採取不迴避的態度，主動關注及回應學生可能抱有的有關這些不
同之處的疑問甚至是質疑，有針對性地要求澳門公民教育教科書國家認同建構在澳門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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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環境中精準直面棘手的難題，鮮明劃出清晰的紅線，從而實現不僅在“求同”上掌
握主動權，更要在“存異”上奪回並守住話語權的效果。

教科書內容上的獨特性、開放性和針對性事實上是一個有機整體。獨特性是開放性、
針對性的統領，開放性、針對性是獨特性的具體體現。走出一條教科書國家認同建構的澳
門特色道路，獨特性、開放性和針對性就是對政治社會化理論下學生日常接觸的澳門社會
現實與教科書需保持一貫性的回應。要走出一條公民教育教科書國家認同建構的澳門特色
道路的問題，最終還是要回到走出一條“一國兩制”澳門特色道路的發展問題上來。只要
牢牢把握住這個本質，相信澳門公民教育教科書的國家認同建構將收穫更為廣闊的視野，
不斷取得新的更大的進步。

[ 責任編輯   陳超敏 ]

[校對   王旭佳   黃耀岷   陳嘉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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