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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中小学以社会科为载体开展公民教育,渗透核心价值观。美国社会科价值观教育的鲜明

特点集中表现为:中心聚合、辐射发散的教学内容;因地制宜、特色鲜明的课程资源;自主选择、综合运用的教

学方法。其对于我国中小学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具有启示意义:“同心圆”模式整合教材内容,提高

价值观教育统整性;补充完善课程标准,提升价值观教育实效性;量体裁衣选取课程资源,提高价值观教育针

对性;课上课下巧用教学方法,增强价值观教育灵活性;多元主体合力打造文化氛围,促进价值观教育一体性。

关键词:社会科;核心价值观;价值观教育;中小学教育;课程教学;课程标准

中图分类号:G57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29(2020)04-0087-07

社会科(SocialStudies)是美国在中小学普遍开设的关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综合课程,旨
在提升公民的能力,帮助公民在文化多元、政治民主、社会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做出有利于公众利益

的、有见地的、明智的抉择。在学校的课程计划中,社会科课程覆盖多个地位平等且自成体系的学

科领域,包括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等。社会科课程从这些独立学科中选取适当的内容进

行统整,同时融合自然科学的相关内容,形式多样,对中小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深入

探究美国社会科价值观教育的特点,可为提升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提供一定的

借鉴和启迪。

一、美国社会科价值观教育的特点

美国社会科价值观教育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呈现出中心聚合、辐射发散的特点,彼此相互联

系,围绕十大主题轴开展,但在具体安排上则各有侧重;课程资源具有因地制宜、特色鲜明的特点,
针对地区、学段不同,处理手段不一,显现出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在教学方法方面表现出自主选

择、综合运用的特点;同时细化多元主体,发挥合力作用,共同打造良好文化氛围。
(一)中心聚合、辐射发散的教学内容

社会科价值观教育内容在不同领域、不同学段均有辐射和渗透,具有横向纵向的联系,但侧重

点不同。不同地区的侧重点以及不同年级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并且对于同一价值观念,不同年级的

评估标准和要求也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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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综合交叉”的价值观教育内容

美国通过对小学至高中社会科课程的目标和内容按照一定的原理作整体设计,使社会科各领

域之间和不同年级之间的学习目标与内容在横向与纵向上实现了有机联系[1]。从横向来看,打破

了学科界限,将价值观教育融入不同主题、不同学科。课程标准是教学内容的宏观体现,研究其标

准有利于我们看清主题间的内在联系。针对社会科,美国于1994年颁布了第一个全国性课程标准

《社会科课程标准:卓越的期望》(CurriculumStandardsforSocialStudies:ExpectationsofEx-
cellence),2010年,这一标准被重新修订,并更名为《社会科课程标准:教、学、评的框架》(National
CurriculumStandardsforSocialStudies:AFrameworkforTeaching,Learning,andAssess-
ment),2013年,社会科课程标准进一步完善,并以《大学、职业和公民生活框架———社会科课程国

家标准》(TheCollege,CareerandCivicLifeFrameworkforSocialStudiesStateStandards:

GuidanceforEnhancingtheRigorofK-12Civics,Economics,Geography,andHistory,简称

为“3C框架”)为名进行了颁布。虽然名称不同,但它们都围绕十大主题轴进行内容构建。这十大

主题轴分别是:(1)文化;(2)时间、连续与变迁;(3)人、地与环境;(4)个人发展与认同;(5)个人、团
体与组织;(6)权力、权威与管理;(7)生产、分配与消费;(8)科学、技术与社会;(9)全球联系;(10)公
民意识与实践[2]。围绕以上十大主题,教师在讲授知识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向学生传授美国核心价

值观。如主题(5)个人、团体与组织,即旨在希望学生通过了解周边的机构、组织,知道它们的构成

要素以及运行机制,从而对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有初步的认知,并感悟“民主、平等、自由、法治”等价

值理念,为今后更好地参与政治打下基础。同时,该主题也很好地融入了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等

学科知识,可以让学生从时间、空间等多角度进行探究。
从纵向来看,价值观教育贯穿K—12年级。美国的核心价值理念不断地、反复地在教学中被

提及,《独立宣言》《人权法案》是最常用的教学内容。这些材料在不同年级被反复使用,但并不是简

单地重复,而是由浅入深地让学生逐渐内化国家的核心价值理念。从低年级的简单认知,到中年级

的深入理解,再到高年级的实践运用;从理解概念,到分析掌握,再到模拟法庭、生活应用,让学生在

整个过程中既体会到“民主、平等”等政治价值观念,又体会到“公正、法治”等社会价值观念。
由上述可知,美国的社会科实现了核心价值理念从横向到纵向的综合交叉和隐性传授。

2.“各有侧重”的价值观教育内容

美国社会科中的价值观教育虽贯穿于不同学段、不同学科,但其分布各有侧重。首先,地区不

同,侧重点也不同,体现了宏观指导下的自主性。国家标准是价值观教育教学内容的宏观体现。曾

有研究者对“美国公民教育中心”(AmericanCenterforCivicEducation)颁布的《公民学与政府国家

标准》(NationalStandardsforCivicsandGovernment)进行分析,其通过AntConc软件解析得到

的结果如下:“政府”“国家”“政治”,“宪政”“法律”,“公民”,“价值”“原则”“品性”及“民主”等词汇被

高频使用,其中“政府”“国家”“政治”与“宪政”“法律”使用频率最高,同时,“民主”这一词汇常常在

大多数语境中与前四类词语共同使用,因此“民主”实际使用频率达到总词频的79.4%[3]61。由此可

见,美国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理念是各个州学校教育的重中之重。但在基本价值理念一致的基

础上,不同的州会各有侧重地开展教学实践,如纽约州就着重强调“宪政”“法律”。
其次,关于价值观的教学内容在不同年级所占的比例也不尽相同。受到布鲁纳结构主义教育

思想的影响,美国社会科教学内容的编排讲究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认为这符合青少年的认知发展

规律。因此,教学单元的设计会从学生周边熟悉的环境开始,先让学生了解社区、学校,再慢慢了解

政府、国家组织,最后走出国门,了解世界与美国的联系。在此过程中,学生对价值观念的理解也是

逐渐加深的。低年级同学对价值观念的理解主要停留在具体化的个人行为层面,如待人要诚实、要
学会尊重他人、乐于助人等,学校主要致力于对其进行“责任”“尊重”等价值观念的传授。而对高年

级的同学,则要求其更深层次地把握“民主”“自由”等政治价值观,把握它们在国家层面、制度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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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用。一项关于土耳其和美国的初等社会科课程比较研究发现,在四年级到五年级,“助人为乐”
“自律”“团结”“诚实”“尊重”“友爱”是提得最为频繁的价值理念,而在六年级到七年级,“谋求公共

利益”“多样性”“防止冲突”“团结”“宽容”等价值理念则被提得最为频繁[4]。由此可见,随着学生就

读年级的增高,价值观教育逐渐由个人层面转向对社会层面的关注。

3.“不同要求”的价值观教育内容

对同一价值观念,不同年级的学生,其掌握要求也并不相同,从而也导致了评估标准、评估手段

的不同。聂迎娉对美国社会科课程标准中的公民技能词汇进行解析发现,K到四年级中出现“认
知”“描述”“解释”等词汇的频率较高,五至八年级、九至十二年级中“评估”“辩论”等词汇的出现频

率则明显增多[3]62。这说明对低年级学生,主要侧重于其对价值观念的认知,而到高年级,则更为注

重学生的分析能力,要求其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此外,我们以发行较为广泛的哈特·米福林公司

出版的社会科小学教材(HM2005年版)[5]为例,其中关于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内容,一二年级仅要求

学生简单地认知和理解其含义,到三四年级,则要求学生能知道其来源和具体内容,而对五六年级

的学生,则要求其能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了解现今权利和义务的局限。这种内容安排上的循序渐

进,有助于深化学生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理解与认同。
(二)因地制宜、特色鲜明的课程资源

美国社会科的课程资源相当丰富,不同的课程资源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对于时事热点,注重

选取实际生活中的真实事件,通过真实材料辅助主题,并且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由近及远地选取材

料,体现真实性和可行性;根据地域特点,资源选取注重地方特色,因地制宜突出不同的重点,体现

本土性。

1.注重真实性与生活化

在此我们就采用率较高的小学社会科教材(2005年 HM版)进行分析。其每一课程均由“核心

课程”和“拓展课程”两个部分构成。拓展课程是对主题的进一步深化,属于辅助性资料,内容全都

来自于实际生活,是真实的事件或案例。受实证主义的影响,教材中常常应用图表数据来证明内容

的真实性。
而且,教师在选取课程资源时,会遵循青少年认知发展规律,对低年级的学生,多让其关注周边

的环境和人物,如家庭、朋友、邻居、社区等,以培养其“尊重”“责任”“诚实”等道德价值观,而对高年

级的学生,则会更多地让其关注社会、时事热点等,因此学生的关注点会扩展至国家层面甚至世界

事务,如“政府、法律的改革”等。

2.注重地方特色

由于实行的是联邦制,美国的地方政府独立性较强,教育自主权大,各州的社会科教学都独具

特色、各具魅力。首先,各州采取的教学模式不同,如伊利诺伊州采取的是“社会科学”模式(Social
ScienceStandards),纽约州采取的是“社会科”模式(LearningStandardsforSocialStudies),加州则

采取的是“历史-社会科”模式(History-SocialScienceFrameworkforCaliforniaPublicSchools),故
而每个州选取的课程资源也不尽相同。

其次,仔细分析各州课程标准,发现每个州都会根据自己的需求设立独具地方特色的标准。以

基础教育质量最高的纽约州为例。它所制定的课程标准,深化了国家标准中的十大主题,特别强调

“革新”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作为经济最发达的加州,除了要求学生掌握知识、技能和达成学习

目标之外,还特别提出了“民主观念和价值目标”,更加强调民主观念[6]。此外,加州还针对中年级

学生特别设立了“加州”这一主题,以让学生全面地、动态地了解加州,在把握加州的同时,建构对国

家的认同。
(三)自主选择、综合运用的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上,美国社会科的教学方法具有自主选择、综合运用的特点。教师可以根据学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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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自主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并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如“议题教学法”“情境教学

法”等;在课外,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选择不同的教学补充平台,如“适应性教育互动叙

事系统”(AdaptiveEducationalInteractiveNarrativeSystem,简称 AEINS)、“社会影响游戏系统”
(SocialImpactGamesSystem,简称SIGS)等,这样可以让学生通过玩游戏来强化价值观念。除此

之外,社会各界还协同合作,发挥合力作用,使课外实践与课程教学得以紧密联系,并通过综合运用

“服务学习法”(ServiceLearning)和“品格教育法”(CharacterEducation),使价值观教育更加富有

成效。

1.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美国社会科在课程教学方面采用了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常见的有“探究学习法”“议题教学法”
“模拟教学法”“情境教学法”及“合作学习教育法”等,除此之外,“翻转课堂”“小小教师”等新形式也

开始出现,这些创新的教学方法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的主体性。以“议题教学法”为例,美国“议题教

学法”分为三种不同的模式,分别是决策制定模式、法理探究模式和议题探究模式。这三种模式大

致相同,都是围绕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具体为:在教学过程中,首先让学生充分讨论,然后

教师在引导的基础上将多方面的观点呈现给学生。三种模式的区别在于强调的重点不同:法理探

究模式强调过程,采用结构性争论方法,学生互换立场,不要求做出明确的决定;议题探究模式则强

调结果,需要学生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教学方法虽然多样,但皆以学生为中心,都会让学生积极

参与课堂教学。这之中其实也渗透了“民主”“平等”等价值观教育:在与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同学

进行讨论和合作的过程中,学生可以树立多元认同意识和平等观念。

2.丰富的课外教学平台

要提高价值观教育实效性,仅仅只有课堂教学是远远不够的。课外教学平台作为价值观教育

一种有效的教学补充,日益发展了起来,游戏、电影等课外教学越来越受到学生的欢迎。如通过让

学生作为主人公,“虚拟”进入一个富有意义的情景并处理具有挑战性的社会问题的“社会影响游戏

系统”(SIGS),就被研究者证实有利于学生产生移情和积极的行为倾向[7]。“适应性教育互动叙事

系统”(AEINS)则基于问题,以学生为中心建构和生成故事,并根据学生行为展现不同的结果,为学

生提供安全的试错环境,进而隐性地纠正其错误的价值观。在该叙事系统中,学生每一次做出选择

之后,其选择结果都会及时回馈到处理器,教师可以据此及时调整和修改教学计划。实践证明,该
叙事系统也能激发学生兴趣,有利于学生进一步内化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念,促进其在未来采取与之

相一致的行为。另外,在读书分享会、阅读会这些课外教学平台上,教师通过“道德叙事法”提供新

式讲授故事的方法,对耳熟能详的故事进行新解,也有效地补充了课堂教学。例如对《灰姑娘》这一

童话故事,教师从不同的视角加以剖析,并提出问题,引发学生深入思考,使其从中形成对“诚信”
“守时”“爱人与爱自己”等道德价值观的正确认知。

3.细化与协同的多元主体

为了实现社会科让公民“有知识、会思考、积极行动”的宏观价值目标,美国不仅打破了学校、家
庭、社会之间的壁垒,还要求细化主体,要求校长、教师、家长、社区、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其他组织

和个人,各自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为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营造良好氛围。如为培养学生良

好的道德价值观而兴起的品格教育运动,就提出了促进学生品格教育的十二项策略(重视教师的作

用,教师是关心者、示范者和指导者;在教室里创建一个道德社区;实施道德纪律培养;创建民主的

教室环境;通过课程来教授价值;运用合作学习策略;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对学习价值的关心;鼓励

道德性反思;教授如何解决冲突;培养学生对社会重大事件的关注;在学校打造积极的道德文化;家
庭和社区协助和参与价值教育),旨在通过学校、家庭、社区以及教师、教室道德社区等多方主体来

协同发挥合力作用[8]。
一个良好氛围的营造,离不开多方力量的支持。首先是政府的力量。教育权下沉的美国,其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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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政府通过大量的立法和财政资金支持,间接却有力地影响着各州的教育。其次是社会组织的力

量,如教育基金会、社会教育机构等。其中较为权威的机构有公民教育中心(CenterforCivicEdu-
cation,简称CCE)、国家公民教育联盟(NationalAllianceforCivicEducation,简称NACE)和全美

社会科委员会(NationalCouncilfortheSocialStudies,简称NCSS)等,它们不仅受政府所托制定行

业课程标准,同时还不定期地对课程标准进行效度评估,并组织教师培训、编写教材等。最后是来

自家庭、学校、社区的支持,它们互为补充,为价值观教育的课程教学提供实践的机会。其中最具特

色的当属“品格教育法”(CharacterEducation)。“品格教育法”使得价值观教育更加具有隐蔽性,因
为它不强调任何“政治导向”,只是鼓励学生作为公民,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从而形成一种对他者实

实在在的关切,如教小学生英语、到图书馆为小朋友讲故事、照顾老人或病人等。这种课外实践,使
学生更加明白“为什么要学这些知识”,从而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
除此之外,学校还通过“服务学习法”(ServiceLearning),与社区建立联系,共同致力于建立完善的

“社会服务”体系,免费为学生开放大量的博物馆、图书馆、历史纪念馆等公益场所,供学生进行学习

观摩,为学生提供实地研究、实习、志愿活动以及社区服务的机会,并将实践成果(如调研报告、小论

文等)纳入考评环节、计入总成绩,以确保实践的有效性。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学校也较为注重班

级文化建设:座位的摆放、标语的悬挂等,都渗透着美国的核心价值理念。此外,“国庆日”等节日当

天也会有游行等各种活动,学生在感受节日气氛的同时,也会在参与中获得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以上这些都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合作。

二、美国社会科价值观教育的启示

(一)“同心圆”模式整合教材内容,提高价值观教育统整性

“同心圆”模式强调价值观教育由身边环境,如家庭、邻居,逐渐扩展到学校、社区,再延伸到政

府、国家及世界。将“民主”“平等”“公正”“法治”等原本抽象的价值观念,通过不同层面的实践,让
学生逐渐加以体会和感悟,并进而树立起对国家、对社会、对世界的责任意识。对于低龄儿童来说,
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深层次的理解有一定的难度,教学时应对其进行具体化,教材编写应更加注重青

少年的认知发展规律。对于低年级学生,可以更加关注道德价值观如“爱国”“诚信”“友善”等的培

养,并对其进行操作化处理:具体化为“尊重他人”“言而守信”“待人真诚”等规范要求,这样更利于

学生通过身边环境去领悟抽象的概念,进而内化正确的价值观念。在“同心圆”模式下,还可以通过

设置主题轴的方式来打破学科的界限。对低年级学生,应降低知识难度,增强学科贯通性,这样有

利于进一步打破学科屏障;对中高年级的学生,则建议适当提高知识难度,同时增强学科融通性,尤
其是要加强历史学科知识的融汇渗透。此举操作性强,通过历史学习的方法,能更好地培养学生正

确的价值观念。“同心圆”模式与主题轴设置有利于提高价值观教育的统整性,促进学科、学段

整合。
(二)补充、完善课程标准,提升价值观教育实效性

当前,我国正在实施新课程标准改革,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提倡“活动型课程”。2017年新出

台的课程标准中,设立了新的选择性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对必修课程形成有益补充。此外,2017
年的高中新课程标准也开始尝试“以议题为中心”设置课程内容,并对其教学开展给出了“提示”。
如针对“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教学内容,其设置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人民的选择”“怎样高扬

永不褪色的旗帜”“如何理解依法治国”三大议题,并就围绕议题如何开展教学活动给予提示,如对

老党员进行访谈、走访所在地区的政府机关等。然而,新课程标准对选修课程没有设置学分,只要

求学生根据兴趣自主选修。没有评估作为依托,这种活动型课程很容易流于空泛,因此,为了提升

活动型课程的实效性,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其社会科课程标准不仅有教学提示,还对“学生成果”
提出了要求,并将成果作为评估依据。如围绕主题“时间、连续与变迁”,其课程标准不仅提出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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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究的问题,规定了探究的过程,还要求学生“以口头的、书面的、视觉的、电子的方式呈现研究成

果”,“通过角色扮演重构和重演历史事件”,并通过“为一个古代博物馆进行设计来展示一段历史或

事件”。只有将成果纳入考评,提升实效性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另外,为了确保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在低年级,可以适当开展活动,以增强教学的生动性和趣

味性,但活动不应流于形式,应当贴近学生的生活。美国社会科教材,即便是小学生的课本读物,也
多以真实的图片为佐证,并辅之以大量的图表数据,力求真实。真实素材的选取有利于教材贴近学

生生活,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与批判性思维。到了高年级,学生学习任务加重,加之资

金财力有限,活动应更多选择在课堂进行。课内活动主题既要体现生活逻辑也要体现理论逻辑,不
是通过活动浅显地呈现知识点,而是要通过活动让学生加深或者升华对知识的理解。

(三)量体裁衣选取课程资源,提高价值观教育针对性

在选取课程资源时有所侧重,有利于对学生实施个别化教育,提高价值观教育的针对性。
注重选取实际生活中的材料。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是师生互动课程取得成效的基础。对于低

年级的儿童,宜选用贴近生活的事件,活动案例可以选取学生身边,比如有关父母、朋友、老师的案

例。而对于高年级的青少年,活动案例则可以更多选取社会组织、社区、当地政府的案例。
注意选取具有当地特色的材料。美国地区多元,仅教材的选取就纷繁多样,各州课程模式也不

尽相同,课程标准也都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根据各州特点自行设立。我国国情不同,不可照搬,
但教材应加大开发力度,促进多样性。目前,我国中小学教材已有人教版、苏教版等,但总体而言地

域特色发挥还不够充分,应加大对本土材料的挖掘,彰显地域特色、发挥地域优势,这样更能调动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增强价值观教育的吸引力。
注意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美国社会科非常注重国家传统,在各年级的不同课程中反复出

现《独立宣言》《人权法案》等重要历史文献。我们在开发利用课程资源时,也应注重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养分,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四)课上课下巧用教学方法,增强价值观教育灵活性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必须灵活变通,方能最大限度促进价值观教育的实效。美国社会科课堂

上,“情境教学法”“模拟教学法”“合作教学法”“服务学习法”“议题教学法”等诸多方法的综合运用,
有利于增强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潜移默化地感受“民主”“平等”等美国核心价值理念。但在对这

些方法进行“本土移植”的过程中,要注意防止流于形式。“议题教学法”应以既定的课程内容为起

点,结合所学内容进行议题教学,综合课程内容和议题讨论结果统整学生的学习经验[9]。而像“翻
转课堂”“小小教师”等需要学生高度自觉的方法,更不宜一刀切地全面铺开,可作为辅助教学手段,
在综合探究课、选修课上适度运用。

在课下,我们需要借助一些教学补充平台和开展一定的课外实践来强化学生的价值观念。“适
应性教育互动叙事系统”(AEINS)以问题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建构生成故事。在初始界面中,人
物初始化模式没有设定任何属性。人物附加属性不是学生直接选择,而是通过学生间接性地选择

朋友来初始化其模型,因为隐性判断学生性格比向学生直接提问可信度更高。通过学生对各个问

题的选择,系统后台一步步生成故事,并对学生的选择进行评估后反馈给教师,由教师选择合适的

“教学时刻”(即针对各种各样的伦理问题需要做出艰难决定的时刻)实施教学。如果学生出现价值

观偏差则会导致不好的结局,同时游戏处理器也会据此修改教学计划,生成新的教学计划[10]。这

种教学补充平台的优点在于比道德两难的假设情境更有画面感,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兴趣。它通过

故事的结局来“润物细无声”地影响学生,促进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它弥补了“价值澄清法”的不

足,给予学生反馈,同时为学生提供了安全的、满足“试错”好奇心的环境。在课外实践方面,美国的

“服务学习法”在低年级可以适当加以借鉴、运用,但对高年级学生而言,除寒暑假外,一般不太

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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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元主体合力打造文化氛围,促进价值观教育一体性

美国的价值观教育主体更加多元,不再只是笼统的家庭、学校、社会,而是细化为了家庭、校长、
教师、社区、企事业单位、行会、社会教育机构等。主体细化,能更加明确各自的社会责任与义务。
正是在各教育主体的合力作用下,美国的纪念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得以免费为学生开放。因此,学
校应积极与企事业单位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便于组织学生观摩学习并参与制作等;学校和社区、
社会应建立密切联系,构建服务学习体系、发起品格教育运动,通过让学生参与志愿者活动、社区民

主决策、模拟选举等,增强社会参与能力;学校也要加强与学生家庭的沟通,通过建立家长教师协

会、家长支援小组等形式强化家校合作,确保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在价值引导上的一致性。

参考文献:
[1] 沈晓敏,何平.论社会科课程的一体化———来自美国社会科的启示[J].全球教育展望,2008(3):78-84.
[2] NCSS.Nationalcurriculum standardsforSocialStudies:aframeworkforteaching,learning,andassessment[EB/OL].

[2019-04-12].https://www.socialstudies.org/standards.
[3] 聂迎娉.美国中小学公民学课程标准研究[D].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4] MEREYZ,KUSZ,KARATEKINK.ComparisonofelementarySocialStudiescurriculaofTurkeyandtheUnitedStatesonvalues

education[J].EducationalSciences:TheoryandPractice,2012,12(2):1627-1632.
[5] HERMANJ.Socialstudies[M].Boston:HoughtonMifflin,2005.
[6] CaliforniaStateBoardofEducation.History-SocialscienceframeworkforCaliforniapublicschools:kindergartenthroughgrade12

[S].Sacramento:CaliforniaStateDepartmentofEducation,2005.
[7] RAYB,FAUREC,KELLEFAY.Usingsocialimpactgames(SIGS)tosupportconstructivistlearning:creatingafoundationfor

effectiveuseinthesecondarysocialstudieseducation[J].AmericanSecondaryEducation,2013,41(2):60-70.
[8] 丁锦宏.品格教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93.
[9] 徐慧璇.议题中心教学法在美国社会科中的应用[J].外国教育研究,2013(5):11-19.
[10] HODHODR.Interactivenarrativeforadaptiveeducationalgames:architectureandanapplicationtocharactereducation[D].

England:UniversityofYork(Ph.D.),2010.

TheCharacteristicsandEnlightenmentofValueEducationinAmericanSocialStudies

ZHAOZilin1,LIUXiaolan2
(1.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410081,China;

2.SchoolofMarxism,CentralSouthUniversity,Changsha410083,China)

Abstract:American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usethesocialstudiesasacarriertocarryoutci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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