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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公共空间意识教育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空间研究中心  严从根  陈丹琴 
 

    私人空间是个人生活的领域,公共空间是公众活动的领域。公共空间意识是个人对人在公共空

间应享权利和应尽义务的意识。由于缺乏公共空间意识,一些人往往将公共空间私人化或者无主化,

做出大量违反公德的行为而不自知。很多时候,他们根本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譬如大声喧哗等)

违反了公共空间的公德规定。为了有效唤醒人们的公共空间意识,提高社会公德水平,迫切需要实

施公共空间意识教育。 

    全面实施公共空间意识教育 

    公共空间有消极和积极之分。消极的公共空间是指只要人们按照约定俗成的规范行事就可正

常发挥作用的公共空间,如科技馆、公共图书馆、街道等。积极的公共空间是指人们不仅要按照约

定俗成的规范行事,还要按照公共理性积极参与各类活动,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公共空间,如代表大

会、学术论坛等。相应地,公共空间意识也有消极和积极之分。消极的公共空间意识是指严格遵循

公共空间规范的意识。积极的公共空间意识是指为了让公共空间更加美善,不断增进公共福祉,积

极参与公共生活的意识。 

    为了维系公共空间公有共享性,我们需要重视消极的公共空间意识教育。公共空间之所以是公

共空间而非私人空间,其根本特性就在于它向所有人开放,为所有人平等所有、平等所用。公共空

间规范是确保公共空间为所有人平等所有、平等所用的制度保障。明晰这些规范及其意义,并能够

严格遵循的人能充分意识到公共空间是“公共”的空间,个人不能按照私人空间的“私人”意志来

行事,应该按照人们共同认可的契约和规范行事,平等享有和享用公共空间。他们的存在,不仅让公

共空间规范得以遵循,公共空间秩序得以维系,还能充分彰显一个社会的现代性文明素养和文化实

力。为了培养这样的人,我们需要重视消极的公共空间意识教育,让越来越多的人具有公共空间规

范的意识及能力。 

    为了确保公共空间的公利共谋性,我们还需要重视积极的公共空间意识教育。公共空间的公共

性不仅表现在公有共享的功能层面,更表现在公利共谋的目的层面:在公共空间中,在对公共物品、

权力和空间的公有共享中,个人福祉会得到增进,但这并非公共空间得以存在的最重要目的。如果

增进个人福祉成为公共空间存在的最重要目的,这个空间就会丧失公共性而变得私人化;只有当进

入公共空间的人都愿意参与到公共空间的公共生活中,与他人友善合作,采取公共行动,为了公利而

共同谋划,才有可能让公共空间成为“公共”的空间,最大程度实现公共空间及其活动所能带来的

公共福祉。显然,为了增进公共福祉,确保公共空间的公利共谋性,公共空间意识教育要重视积极的

公共空间意识教育,让人们愿意进入公共空间,并乐于参与公共生活。 

    为了开展积极的公共空间意识教育,我们要特别重视公共理性教育。公共理性是相对于私人理

性而言的。一个具有公共理性的人,会诉诸众人皆认可的论证起点和方式而非个人偏好的论证起点

和方式;会用众人皆能明晰的话语而非只有少数人才能明晰的话语进行陈述和协商;会重点考虑公

共福祉的增进而非个人福祉的增进。可见,只有拥有公共理性,进入公共空间的个人才有可能有意

识地尊重他人,有意识地与他人友善相处,才有可能以增进公共福祉为目的参与到公共空间的生活

中,才能在参与中避免自说自话和任意行事,才能在协商中达成共识,从而使参与成为名副其实的

“公共”参与,最大程度实现公共福祉。 

    正确实施公共空间意识教育 

    从内容上来看,公共空间意识教育的内容必须是公共空间所生发出来的意识要求。公共空间的

公有共享性决定了公共空间中的人不可能是彼此熟悉的人,只能是彼此陌生或相对陌生的人。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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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意识教育提出的意识要求必须是陌生人之间相处的意识要求,而不能是熟人之间相处的

意识要求。在实施公共空间意识教育时,我们不能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

类的私人空间意识及其德性要求当作公共空间意识教育的内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之类的意识及德性要求发生在私人空间中。在公共空间中,由于人们之间大多是陌生人关

系,一般不可能对他人生发出如对亲人一样的情感和意识。因此,公共空间意识教育不在于把私人

亲情意识延伸到公共空间,而在于基于公共空间的公有共享性提出适合陌生人友善相处的意识。 

    从方式上来看,不能用私德外推方式实施公共空间意识教育。由于受到传统“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德育路径的影响,人们往往用私德外推的方式实施公共空间意识教育,即用爱己及人

的方式推进公共空间意识教育。比如,很多学校和教师不是从公共空间维系和福祉增进的角度论述

养成公共空间意识的重要性,而是从维护个人安全,避免亲人担心的角度论述形成公共规范意识、

遵守公共交通规则、爱护公共设施的重要性。其实私德外推的教育不可能培养出人的公共空间意

识。首先,私德外推的要求如被践行,需要个人从爱自己和亲人,延伸到如爱自己和亲人一样爱所有

陌生人。如前所述,现代社会的公共空间是陌生人交往的空间,绝大多数人做不到像爱自己和亲人

一样爱陌生人。其次,通过这种教育,即便一些人能够遵循公共规范,积极参与公共生活,但其动机也

非为了增进公共福祉,而是为了增进个人福祉,这样的意识本质上不是公共空间意识,而是公共空间

私人化的意识。正因如此,我们不能主要从私德外推的角度论述和推进公共空间意识教育,而应该

主要从增进公共福祉的角度论述拥有公共空间意识的重要性,用公共福祉增进需要何种意识的逻

辑实施公共空间意识教育。 

    有效实施公共空间意识教育 

    人是空间的存在。生活空间不同,人的品性和价值取向也就不同。因此,实施公共空间意识教

育最有效的举措不是说教式灌输,而是创造条件让学生进入公共空间生活,甚至可以把学生生活的

空间建设成公共空间。 

    第一,创造各种机会和条件让学生进入各类公共空间。和社区、各类机构合作,让学生进入各

类公共空间,并创造条件让学生参与到公共生活中。让学生在参与中了解公共空间规范及其重要性,

学习如何维护公共空间规范,进而养成公共理性,习得公共参与的意识及相关品质。 

    第二,在学校建成模拟的公共空间。与社区和相关机构合作,让学生直接进入真实的公共空间

非常必要,但如此一来费时费力,也很难常态化。为了让学生时时刻刻都能在学校中感受到公共空

间的特殊性和公共空间生活的魅力,我们可以利用学校空间建造一些模拟的公共空间,并开发出系

列活动。例如,一些学校为了让学生形成交通规则意识,建立了数个模拟十字路口,并充分开发文明

交通活动课程;还有一些学校为了让学生知晓联合国大会议事规则,建立了微型的联合国大会会场,

并在此开展各类模拟活动。 

    第三,把学校建设成公共空间。为了让学生时时刻刻都生活在公共空间中,我们还可以把学校

建设成公共空间。当然为了维系学校必要的封闭性和教育性,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进入学校,也

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参与到学校的教育中,但是可以尽可能让学校成为学生、教师,乃至家长的公有

共享和公利共谋空间。其中,学生不仅可以进入学校空间,还可以按照公共约定利用各类空间;不仅

可以和同学平等对话,还可以和教师、家长平等对话;不仅可以参与班级和学校规范的落实,还可以

参与班级和学校规范的制定等。在这种参与和体验中,学生会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形成公共空间

意识。 

    (本文系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项目青年重点项目“公共空间意识教育的杭州经验

及完善推广研究”(2016QN019)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