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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德意志民族在历史上一方面为世界文明做出过杰出贡献，另一方面又曾多次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
但他们和日本不同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较为彻底地清算了纳粹统治的黑暗历史，深刻吸取了惨
痛教训。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作过深入研究，但从内因方面的研究还存在薄弱环节。
以傅安洲为首的学术团队瞄准了这一薄弱环节，关注和系统研究德国如何通过构建国家政治教育体系
来促进政治文化转型，从而必然地实现了内部的深刻变化。
这样的研究无疑是重大的理论前沿课题。
《德国政治教育研究》一书正是傅安洲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德国政治教育及其对当代
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借鉴价值研究”的最终成果，全书共七章，26万多字。
这一成果填补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个空白，其特色和优点十分显著。
第一，该研究是全方位的。
既有当代德国政治教育体系构建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境遇的历史研究，又有当代德国政治教育体系
及其构建和发展历程的考证研究，更有当代德国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系统阐述，还从战后政治文
化变迁的高度揭示了当代德国政治教育的功能和作用，最后落脚到对我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借鉴启示。
可见，研究是全面、系统、深入的，只有解剖麻雀，才能做到知己知彼，对借鉴什么，如何借鉴，提
出切实可行的中肯意见，达到比较研究的目的。
第二，分析深刻、透彻、科学。
本书始终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尊重历史，对德意志民族国家每一次社会变革及政治秩序更迭导致
的政治教育的概念、内涵、功能和形态的历史演变，都深入考证，客观叙述，深刻揭示了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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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德国政治教育研究》一书正是傅安洲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德国政治教育及其对
当代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借鉴价值研究”的最终成果，全书共七章，26万多字。
这一成果填补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个空白，其特色和优点十分显著。
　　德意志民族在历史上一方面为世界文明做出过杰出贡献，另一方面又曾多次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
。
但他们和日本不同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较为彻底地清算了纳粹统治的黑暗历史，深刻吸取了惨
痛教训。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作过深入研究，但从内因方面的研究还存在薄弱环节。
以傅安洲为首的学术团队瞄准了这一薄弱环节，关注和系统研究德国如何通过构建国家政治教育体系
来促进政治文化转型，从而必然地实现了内部的深刻变化。
这样的研究无疑是重大的理论前沿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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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然而，外部环境并不会必然地带来内部的深刻变化，要实现这一变化尚需一些力量的推动和作
用。
我们所要关注和研究的是产生这一变化的政治文化因素，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政治文化（民众
对政治体系和政治权力的认知、情感、认同）经历了怎样的变迁，重点关注和研究统治集团是如何通
过构建其国家政治教育体系，促进政治文化的变迁和转型的，从而展示德国政治教育体系的构建过程
，揭示其本质属性和功能作用。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文化和具有民主思想、政治参与能力的公民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和民主国家的
重要前提，政治体系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根本上源自民众的承认、认同和支持。
当代德国政治教育作为统治集团政治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方式，是旨在促进公民政治认同，确立和巩
固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性资源”，其功能在于形成民众政治认同的理性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政治教育以《基本法》的基本价值为依据，紧紧围绕着“确立公民的政治主
体意识，强化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提高公民的政治宽容意识”，在促进民众对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
思想、政治权力和政治体制的“集体认同”，从而使政治体系取得“合法性”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也正是基于特殊的国情和民主政治体制建立发展的曲折历程，基于政治教育在改变、传承、创造政治
文化的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议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政治教育，逐步构建了具有德国特色
并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有典型意义的理论与实践体系。
通过研究德国政治教育体系的构建发展与功能作用，揭示其本质和特点，对于我们加深对思想政治教
育功能和规律的认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思想和经验，具有特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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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政治教育研究》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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