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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教育部批准的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 ，以环
境教育这一新兴教育领域为研究对象 ，对环境教育的历史 、现状 、目标 、
内容 、方法途径 、评价等各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系统研究 。在
环境教育内容上 ，结合文理渗透的生态学 、环境学 、生态哲学 、环境伦
理 、环境健康 、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 ，致力于让环境教育触
及时代的最新思潮和进步理念 ，在环境教育方法论上 ，体现以学生为主
体 ，注重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 ，提供多样化的课堂实践机会 ，设计了有创
意的教学实践活动 ，把知识 、情感 、态度 、价值观教育和行为 、技能教育
整合起来 ，注重互动 、过程 、实效和发展 。
本书可以用作大学环境教育公共课教材 ，也可供非政府环保组织 、环

境教育专业研究生以及关注环境教育的教师和大学生阅读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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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有两件事让我对环境教育的必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
第一件事 ，是发表在国家比较权威的环境教育杂志上的一篇报道与感受一类

的文章 ，题目记不清了 ，大体内容是 ：在沱沱河畔有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站 （可能
是民间环保组织建的） ，保护站的志愿者发现了一只小藏羚羊 ， 它站在青藏铁路
工地的沥青中 ，四肢已被烫伤 。经过保护站志愿者精心的救治和喂养 ，小藏羚羊
长到 １０个月大 ，非常可爱 ，起名叫信原 。 保护站的人们对信原呵护备至 。 有一
天信原走失了 ，保护站的人们顾不上吃早饭就上了车 ，全体出动去找 。他们在荒
野里找了一天 ，后来信原回来了 ，但是几天后它病了 。 人们驱车把它送到 ３０ 公
里以外的兽医站抢救 ，最后它还是无可挽回地死了 。

事后 ，相距 ３７０公里的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领导专程赶到沱沱河野生动物
保护站 ，为信原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 葬礼的场面是 ： 共有 ３０ 多人在旷野里肃立
（当地只有一户藏民） ，由局长做主持 ，由站长致悼词 ，最后一句话是呼吁 “要尊
重生命 ，爱护动物 ！” 接着建墓穴 、立墓碑 。

此文的全部记述不能说不感人 ，但这更使我惊诧不已 ，哭笑不得 。这些行动
究竟属于保护还是破坏 ？按生态学的伦理 ，此文所记述的全部人的活动都是对自
然的不合理干预 ，不够尊重生命与爱护自然 ，怎么可能达到爱护动物的目的 ？老
子说得好 ： “故失道而后德 ，失德而后仁 ，失仁而后义 ，失义而后礼” （枟道德经枠
３８章） 。美国学者康芒纳则从另一个侧面论证了同样的问题 ， 他指出 ： 自然界最
懂得自然 。就好比打开你手表的后盖 ， 你闭着眼睛用铅笔去戳动手表的工作机
件 ，手表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被毁坏 。因为在手表中体现着在漫长年代里整个钟表
制造者大军 “研究与开发” 的大量成果 ，现在的钟表机械便成为从大量各种各样
组成机件和结构模式中精心选择的产物 。任何瞎碰改变钟表状态的尝试 ，很可能
导致出现更坏的情况 。大自然正是经过许多亿年进化的产物 ，我相信 ，如果有更
多的人驾车在西藏的旷野里奔跑 ， 就会有更多的藏羚羊因失去适宜的生境而死
去 ，只有遵循自然法则 ，敬而远之 ，才是对藏羚羊的最大道德和最高境界 。

虽然此文作者的情感是朴素真挚的 ，可是结果却可能适得其反 。也就是说环
境教育宣传要为保护环境做一点贡献 ，除了有一腔的热情以外 ，还要有基本的生
态环境知识 、懂得大自然的规律和需要 、具备环境综合素养和环境教育能力 。

这使我联想到曾经有一位只有初中文化的某某走遍全国宣传环保 ，尽管每到
一地都需要有关部门提供食宿和捐款 ， 但由于其精神可嘉 ， 人们还是美誉其为



“绿色使者” 。有些退休职工和农妇大妈也在责任感的推动下成立环保社团进行环
境宣传教育 ，应该说其动机值得敬佩 ，但结果难免造成许多错觉 、误区和误导 。

这并不是反对公众参与环境教育 ，而是呼吁环境教育者首先应接受环境教育
培训 ，因为环境教育是一门学问 ，没学过环境教育学 ，不知道环境教育的指导思
想 、哲学理念 、终极目标 、内容蕴涵 、方法途径到底为何物 ，怎么能使环境教育
达到预期的效果 ？

第二件事 ，有一堂小学环境教育观摩课 ，因为受到省一级教育学院有关方面
教研员的欣赏而被做成光碟资料在一个全省的教师培训班上作为范例 。在这堂课
上有一个演示实验 ： 为了证明酸雨的危害 ， 老师拿来一个透明的鱼缸 ， 加上清
水 ，并在里面滴几滴用酸制成的被酸雨污染的水 ，然后把一条活蹦乱跳的红色小
金鱼放进这个鱼缸里 ，小金鱼没游动几下 ，就在众人的注目之下死去了 。这让在
场的小学生惊叫起来 。在孩子们的一片唏嘘声中 ，老师得意地说起了酸雨的种种
危害 。演示实验显然大获成功 ，提高了说明酸雨危害的说服力 。可是 ，令我们不
安的是 ，教师这种毫无同情心地伤害生命的行为不仅使孩子们爱惜生命的情感遭
受了践踏 ，而且误导了孩子们认为任意伤害生命的行为是正当的 ，这显然是有违
环境教育的初衷 。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 枟我们共同的未来枠 在关于可持续发展实现
途径上写道 ：我们呼吁人们态度的变化应取决于一个规模巨大的教育 、辩论和公
众参加的运动 。若要取得人类持久的进步 ，这个运动必须现在开始 。可持续发展
的行动纲领 ——— 枟２１世纪议程枠 ——— 也一再强调环境教育 ， 指出要提高环境意
识 、促进教育 、增加公众意识并推广培训 。

环境教育的目标人群首先是教育专家和包括大学教师在内的各级学校教师 ，
因为他们影响着现在和未来十年内青年和成年人的素质和行为 。其次是决策者和
评论家 ，包括负责制定环境教育政策的政治家和行政官员 ；从政府官员到村级干
部的各级行政官员 ；各种媒体制作者 ；各种协会领导者 ；各民间环保组织的领袖
人物 ；各种社会组织的成员 ；各个领域的基本群众 ：农民 、开发者 、工业企业员
工 。

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 ，发展循环经济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落实科学发展
观 、和谐社会观 ，是全社会共同的任务 ，需要全体人民参与 ，调动人们参与的手
段除了法律的 、经济的 、行政的以外 ，最为重要的就是教育 。

如今环境教育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受到重视 ，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 国家教育部颁
发了 枟中小学环境教育实施指南 （试行）枠 ，对全国从小学 １年级到高中 ２年级开
展环境教育的具体内容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可是由谁来承担环境教育这个重任
呢 ？正规教育中的环境教育同样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 ：需要大批受过正规环境教
育培训的教师去承担环境教育的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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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不仅设立环境教育硕士 、博士培养点 ，甚至已经建立了环境教育本科专
业 ，说明环境教育应该进入专业领域 ， 而不是任人为之和随意为之的教育活动 。
２００３年 ２月 ， 枟环境教育学枠 （第一版） 基于欧盟唱中国辽宁综合环境项目的研究
理念与思路 ，吸收国际环境教育的新思想 、 以可持续发展观作为指导和重要内
容 ，成为国内第一本面向教师进行职前职后环境教育的教科书 ，对辽宁省全面发
展环境教育 、提高未来教师的环境综合素养 ，进而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
谐社会理想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

本书自第一版出版以来 ，主编马桂新教授在环境教育学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
的探索中一直使用本教材 ，又经过了 ７轮的教学实践 ：为环境科学专业开设必修
课 ，为师范生开设通识选修课 ；从 ２００３年创立环境教育学学科方向硕士点以来 ，
为研究生开设 “环境教育学研究” 、 “环境伦理学” 、 “可持续发展理论” 等课程 ；
所取得的教学成果 “环境教育学课程的创建与教材建设” 于 ２００５ 年获得辽宁省
普通高校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同年 ， “环境教育学课程与教材建设” 又申报了辽
宁省教育厅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在教学工作实践中 ，进一步加深了教师
对环境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 对环境教育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也进一步系统
化 、综合化和深入化 。这些实践经验为本书的再版奠定了基础 。

环境教育学课程的创建和教材的建设适应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也适
应我国加入国际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的需要 。 我国多次发布重要文件并一再指
出 ，环境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采取多种方式把环境教育渗透到学
校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之中 ，努力提高环境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为此 ，各级各类
师范院校要逐步把环境教育列为必修课或选修课 。 枟中小学环境教育实施指南
（试行）枠 中更加明确地要求新课程在环境教育具体实施办法上 ，一方面采用传统
渗透的方式 ，另一方面将环境教育作为一个跨学科的主题纳入中小学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中 。从 ２００４年开始的全国基础教育新课程已经明确了要加强环境教育 ，
并将具有环境意识作为体现时代要求的重要培养目标之一 。这种教育改革新形势
对全体教师的环境综合素质和环境教育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而现实中 ，在职教
师的环境综合素质以及师范院校的环境教育对策都远远跟不上这一教育形势发展

的要求 ，所以 ，教师职前职后的环境教育学课程与教材建设就成为一项紧迫的任
务 。

在这种形势下 ， 枟环境教育学枠 （第二版） 被教育部批准列入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 ，而且是其中唯一的一本环境教育学方向的教材 。 编
者倍感肩上的担子沉重 ，诚惶诚恐地按照国家有关要求 ，努力使本书更加完善和
适用于环境教育教师的职前职后培训 。

本书借鉴国际环境教育最新发展理论和思潮 ， 融会了 “世界环境与发展大
会” 、 枟２１世纪议程枠 、 枟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纲领枠 等理论精髓 ， 结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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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拓性的理论研究与生动的实践探索 ，力求体现如下特点 。
在环境教育内容研究上 ，提供文理渗透的生态学 、环境学 、生态哲学 、环境

伦理 、环境健康 、可持续发展论等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 ，致力于让教师教育触摸
到时代的最新思潮和前沿理念 ，大胆引入自然价值 、自然权利 、深层生态学 、循
环经济 、生态足迹 、垃圾伦理 、后现代主义 、意识进化等新概念 。对环境教育的
历史 、现状 、目标 、内容 、方法 、评价等进行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系统研究 。在环
境教育方法上 ，体现以学生为主体 ，注重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 ，提供多样化的课
堂实践机会 ，设计了有创意的教学实践活动 ，把知识 、情感 、态度 、价值观教育
和行为 、技能教育整合起来 ，把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结合起来 ，注重互动 、注重
过程 、注重实效 、注重发展 ，充分体现了国际上先进的自主学习 、互动学习 、参
与学习和研究性学习的教育新理念 。

本书定位学校环境教育有三个取向 ，即环境文化价值取向 ，要培养人与自然
和谐的情感 、态度 、价值观 、世界观 ；以人为本取向 ，开发人类自身的智力资源
潜能 ，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造就人的内在和谐 ，以胜任更多
的责任和使命 ； 环境管理和实践价值取向 ， 倡导学校实施环境管理 、 国际
ISO１４０００管理体系进入学校 。通过管理与教育的和谐 ， 培养未来接班人的环境
友好行为习惯和可持续生活方式 。

本书主编马桂新教授设计了全书的框架结构和各章节编写提纲 ，撰写了全书
三分之二内容 ，并完成全书的统稿和定稿 。参与本书编写的还有刘继和教授 （第
三章） 、王艳博士 （第五章） 、韩建宇博士 （第六章第一节 、 第二节） 、 王旭伟博
士 （第十章） 、赵新良教授 （第十二章） 、刘丽博士 （第十六章第二节 、 第四节 、
第十七章第一节） 。

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至今 ，中国已经涌现许多有志于环境教育研究和实践的专
家学者和教育工作者 ，他们有的来自于环境工程与科学领域 ，有的来自于地理学
教育领域 ，有的来自于教育学领域 ，有的来自哲学研究领域 ，有的来自于环境法
教育领域 。在他们多年的环境教育研究中 ，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理论
功底 。本书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这些研究成果所搭建的学术平台 ，在此 ，编者向
所使用过的全部中外文参考文献的作者及其出版单位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谢意 。其
中 ，要特别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王民教授 、黄宇博士 、田青博士 ，浙江大学祝怀新
博士 ，清华大学钱易院士 、唐孝炎院士 、 雷毅教授 ， 北京理工大学杨东平教授 ，
上海师范大学陶本一教授 、我国环境伦理学家余谋昌教授 、叶平教授 、杨通进博
士等 ；因为他们的学术成果和学术观点给予本书的编写提供了更为重要的启示和
帮助 。

科学出版社相关领导和责任编辑从本书申报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开始 ，直到教材正式出版的各环节都做出了积极有效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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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师范大学有关领导与教务处 ， 对环境教育学课程的创建 、 教材的编写 、
教改的立项 、成果的表奖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表现了教学管理
的高瞻远瞩 、超前思维和新潮观念 ，为新生事物 “环境教育学” 的萌生 、成长和
结果提供了沃土 。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 ，主编的学生 、环境教育学和环境伦理学硕士研究生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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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环境教育学基本
理论与实践



第一章 　绪 　 　 论
当代全球生态危机对人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 迫使人类反思走过的文明史 ，

重新选择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文化和社会发展模式 ，这就必然要求对教育进行重
新定向 ，进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教育 。以环境教育为研究对象的环境教育学虽然
只是刚刚起步 ，却显示出巨大的理论空间和广阔的实践前景 。作者满怀信心地对
环境教育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难题进行起步性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以期为后人的继
续前行奠定一个学术的平台 。

第一节 　环境教育学概述

环境教育学 （the subject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学科方向招收硕士研
究生在国际上已有多年的历史 ， 在国内也有几年的实践 。 在教育比较先进的美
国 ，有的学校已经设置了环境教育学的本科专业 ，各级学校专门设立环境教育学
课程也已经屡见不鲜 。在国内 ，各级学校开设环境教育专门课程的实例也很多 。

一 、环境教育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
现在 ，我国已经把环境教育学列入环境科学专业本科生的课程目录 。但是由

于它初次被提出来 ， 所经过的教学实践不多 ， 对于它到底是不是一门学科的问
题 ，还是要认真面对 ，并给予理论上的回答 。

对于什么是学科 ，我国教育家陶本一教授在 ２００２ 年出版的 枟学科教育学枠
一书中认为 ，学科可以分为学术学科和学校学科两层含义 。他写道 ： “学术学科 ，
即人类知识体系中的门类 ，亦即专门化 、系统化的知识 ， … …在各种知识分类体
系中 ，一类专门 、系统化的知识就是一门学科 。 … …学校学科 ，或称学校教育中
的教学科目 ，学校教育中主要的教育内容的门类 ， … … 各个门类的教育内容 ，就
构成了学校教育中的学科 。” 据此 ，作者认为环境教育学无论是从学术学科还是
从学校学科的层面 ，都可以构成一个学科 。

环境教育学是伴随环境教育而孕育 ，为促进环境教育发展而产生 ，也必将随
着环境教育的发展而壮大 。如果说环境教育是以跨学科为特征 ，以唤起受教育者
的环境意识 、理解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发展解决环境问题的技能 、树立正确的
环境价值观和态度的教育过程 ，那么 ，环境教育学就是以环境教育为研究客体的
一门综合性应用学科 。 如果给环境教育学一个明确的书面定义 ， 就应该这样表



述 ：环境教育学是以环境教育这种新型教育活动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的综合性
学科 ；具体地说 ，就是以全面实现环境教育目标为宗旨 ， 以相关学科理论为支
撑 ，系统研究环境教育目标 、内容 、方法 、活动 、评价等全过程及其内在规律的
一门学科 。环境教育学旨在研究与实施如何提高现在和未来教师 （或环境教育工
作者） 的综合的环境素养和环境教育能力 。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具体的研究对象 ，环境教育学也不例外 ，由于其
研究对象本身就是一个发展中的新的教育领域 ，因此 ，其具体研究对象所具有的
动态性 、变化性和独特性是不言而喻的 。

概括地说 ，环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环境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 具体地说 ，
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
1畅 环境教育的基本理论与基本规律研究

环境教育学是学科教育学的一个分支 ， 具有跨学科和综合性的特点 ， 因此 ，
它既有教育学的理论指导 ，又有环境教育的理论指导 ，同时还受可持续发展理论
的影响 。环境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都是新生事物 ，其理论有待丰富和发展 。环
境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任务十分艰巨 ，必须站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揭示环境教育的
本质 ，才能解决环境教育实践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

环境教育的形成和历史研究 ：环境教育是历史的产物 ，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
展 ，为解决新出现的问题而产生的 。了解其产生的根源和历史 ，有助于加深对环
境教育学科的认识 ，以便总结其发展趋势 、发展规律和如何促进环境教育发展等
经验 ，从而彰显环境教育这一新生事物的无限生命力 。
2畅 环境教育的现状与发展研究

环境教育学既要从现实的条件 、现实的研究水平和环境教育的实践出发 ，又
要有发展的观点 ，有前瞻性和预见性 ，关注其潜在的和未来的问题与形势 。

现状研究要不断发现问题 、总结经验 、由实践上升到理论 ，发展研究要使环
境教育始终有明确的方向 ，达到教育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建设和谐社会服务
的目的 。
3畅 环境教育的目标与任务研究

环境教育目标的研究是环境教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目标是努力的方向 ，根
据目标确立内容 ，根据内容确立途径和方法 ，同时 ，教育教学目标也是环境教育
评价的标准 。

教育目标的研究 ，在空间横向上看 ，广义的环境教育包括环境科学教育 、环
境工程学教育 、环境经济学教育 、环境资源法学教育 、环境管理学教育 、环境经
济学教育 、环境伦理道德教育等 。不同学科的教育目标是不同的 ，本书研究的环
境教育主要是面对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的普及性环境教育 ，其本质是环境伦理
道德教育 。

·４· 环境教育学 （第二版）



在时间纵向上看 ，环境教育目标可以分为早期的环境教育目标 、现代环境教
育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目标等 。根据环境教育目标可以确定环境教育的具体
任务 。作者认为环境教育肩负三大使命 ：一是改变人们对待自然环境的情感 、态
度 、价值观 ，重建人类文化形态 ，返璞归真 、回归自然 ；二是提升人们的综合素
质 ，开发人的潜能 ，使人全面发展 ，特别要重建人的创造力 ，使人类有能力做到
与自然协同进化 、和谐发展 ；三是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乃至生产和生活方式 ，通
过全人类的共同努力 ，调整社会进步的方向 ，发展生态文明 ，实现经济社会与生
态环境的协同进化 、可持续发展 。
4畅 环境教育的内容体系建构研究

学科教育学总要研究教什么 、怎么教的问题 ，但是环境教育与其他各门学科
教育学都不同 。它既包括大 、中 、小学各个学科渗透环境教育的内容 ，又包括跨
学科的环境教育课程的内容 ；要研究面向全球的环境教育 ，又要关注本地的环境
问题 ；还要研究各个不同教育阶段环境教育内容的相互衔接问题 ；要研究培养适
应可持续发展需要的人才所应具备的知识结构 、知识体系 、能力结构 、智能体系
以及意识 、态度和价值观等 。
5畅 环境教育的方法与技巧研究

环境教育的目标有 ５个层次 ，除了教授有关环境的知识 ，还必须提升受教育
者的环境意识 ，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态度和价值观 ，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
保护环境的能力和参与保护环境的行动 。然而 ，据国外教育专家研究 ，在学校里
传授的环境知识 ，只有 １０ ％ 可以转化成环境意识 ， 而环境意识和保护环境的行
为之间也只有 １０ ％的转化率 。 这说明更多地传授知识并不一定意味着行为的改
变 ，因为从知识到行动只具有 １ ％的转化率 。今天的环境教育已是可持续发展教
育 ，可持续发展理念是追求效率的理念 。环境教育必须研究有效的教育和有效的
学习 ，因此 ，教育教学方法论的研究就成为这一学科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
6畅 环境教育评价研究

环境教育评价是环境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教育评价可以及时反馈教育
效果与学习效果 、准确诊断教与学两方面存在的问题 、激励学习兴趣 、强化教学
管理 ，通过学生的充分参与来提高他们评价和判断的能力等 ；而环境教育评价却
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其评价的目标 、 方法 、 原则 、 标准都要从零开始进行研究 ，
特别是要建立一个可操作性的评价指标体系需要大量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

积累 。

二 、环境教育学的产生和发展
环境教育学是适应环境教育实践的发展而孕育 ，面对教师职前 、职后培训的

实际需要应运而生 。其根本任务是为了进一步促进环境教育的发展 ，总结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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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实践经验 ，并提升到理论层面 ；在环境教育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也
需要环境教育学去面对和回答 ；环境教育的发展需要科学研究来推进 ；越来越多
的教师从事环境教育的专职工作 ，同时 ，更多教师需要在自己本学科渗透环境教
育理念 ，他们也急需提高职业素质以适应这一新的任务和角色 。

环境教育学是伴随环境教育的发展和客观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 。环境教育作
为一个新兴的教育领域 ，已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萌芽 、诞生 、成长和发展四个阶
段的教育实践探索 ，正在不断趋于正规化和经常化 。

在 １９９２年 １１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环境教育工作会议上 ，国家环保局局长曲
格平提出 “环境保护 ，教育为本” ， 肯定了 “把环境教育纳入教学计划 ， 寓环境
教育于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之中是学校开展环境教育的主要渠道” 。

１９９５ 年 ，联合国在希腊雅典召开了环境教育会议 ， 重点讨论了如何将环境
教育重新定向到可持续发展方向 ，这标志着环境教育正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发展 。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希腊的塞萨洛尼召开了 “环境与社会国际会
议 ——— 教育和公众意识为可持续未来服务” 。会议发表了 枟塞萨洛尼宣言枠 ，指出
环境教育是 “为了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教育” 。 至此 ， 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教
育成为国际社会和各国发展教育的战略选择 ， 是可持续发展框架下教育的新
模式 。

１９９６年 ，国家环保总局 、 国家教育委员会 、 中共中央宣传部联合下发了
枟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枠 （以下简称 枟纲要枠） ， 文件指出为贯彻落实党的
１４届 ６中全会通过的 枟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
的决议枠 和 枟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枠 ， 而下发 枟纲要枠 。 枟纲要枠
指出 ，在环境教育工作中 ，教育部门要起主导作用 。提出了未来我国环境教育发
展的整体战略和基本的实施措施 。 到 ２０１０ 年 ， 全国环境教育体系趋于合理和完
善 ，环境教育制度要达到规范化和法制化 。提出要根据大 、中 、小学的不同特点
开展环境教育 ，使环境教育成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 。强调在师范院校 、中等专业
学校要逐步把环境保护课列为必修课 ，提高教师开展环境教育能力 ，鼓励开展环
境教育的理论研究 ，不断提高环境教育水平 。

环境教育形势在我国的发展激发了教育界很多中 、小学教师的关注和实践热
情 ，同时为专家开展环境教育学研究开辟了道路 。他们有的研究国际环境教育比
较 ；有的研究环境教育方法途径 ；有的研究环境教育评价的理论与实践 ；有的研
究环境教育的教师培训和队伍建设 ；有的研究环境教育课程模式与教学原则 ；有
的研究环境教育的目标与内容体系 ；有的研究中小学各科如何渗透环境教育 ；有
的研究跨学科专门环境教育课程开发 ；有的研究学校环境管理潜在课程等 。这些
研究为科学 、系统地研究环境教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以教育家顾明远教授为主
编的比较教育丛书中徐辉 、祝怀新所著的 枟国际环境教育理论与实践枠 以及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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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大学李子建所著的 枟中小学环境教育理论与实践枠 为先行者 ，完成了我国环
境教育学的初期奠基工作 。他们从环境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环境教育目标 、环境
教育方法 、环境教育途径 、环境教育课程建设 、环境教育评估等方面对环境教育
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系统研究 ，在环境教育学发展的历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
然在一门学科的初始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完善的地方 ，而这正是新生事物强大
生命力的表现 ，学科发展必然不断完善 。

中共中央宣传部 、国家环保总局 、 教育部联合下发的环发 ［２００１］ ８５ 号文
件 ，印发了 枟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年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纲要枠 ， 文中指出 ， 环境教育
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采取多种方式把环境教育渗透到学校教育教学的
各个环节之中 ，努力提高环境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各级各类高等院校都要重视环
境教育 ，努力提高学生的环境意识 。各级各类师范院校要逐步把环境教育列为必
修课或选修课 。在全国新一轮中小学课程改革中 ，不但在各科教学内容上加大了
渗透环境教育的力度 ，还设置了一门新课 ：综合实践课 ，该课程把环境教育列为
重要内容 。

环境教育实践的这一发展趋势对未来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 。提高现在和未来
教师的环境意识 、优化教师环境教育素质和加强教师环境教育能力建设已经迫在
眉睫 。据此 ， ２００２年 ，辽宁省教育厅和欧盟唱中国辽宁综合环境项目合作促进全
省环境教育的发展 ，并对在师范院校和教师进修学院推出 “环境教育学” 课程达
成协议 ；省教育厅 、省环保局和项目协同组织省内专家组编写与该课程相应的
教材 。

在 枟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年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纲要枠 和有关文件精神指引下 ，
全国各地各级师范院校开设了许多门环境教育相关课程 ，许多师范院校在开设环
境教育课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王民教授
面向研究生开设了环境教育学课程 ，主编了 枟中国中小学环境教育研究枠 、 枟可持
续发展教育丛书枠 （共有 ７册） 、 枟环境意识及测评方法研究枠 等学术著作 ， 对环
境教育学的发生 、发展及趋势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祝怀新博
士著有 枟环境教育读本枠 、 枟环境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枠 ， 主编了 枟基础教育阶段环
境教育丛书枠 （６ 册） 等理论著作与教材 ， 对环境教育基本理论和环境教育的国
际比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 ２００３ 年 ， 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黄宇 、 田青等还编
译了一套 枟环境教育丛书枠 。本书主编马桂新教授从 ２００１年起在沈阳师范大学成
功开设了 “环境教育学” 选修课 ， ２００２年主编的 枟环境教育教学枠 （分别面向中
学教师和小学教师 ，共 ２ 册） 列入辽宁省教师继续教育教材系列 ； ２００３ 年 枟环
境教育学枠 第一版问世 ，初步形成环境教育学学科体系 。现在全国大多数环境科
学专业已开设环境教育学课程 ，使环境教育学列入国家的专业课程目录 。这些理
论研究成果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都为环境教育学的产生 、发展与成熟奠定了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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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基础 ，并积累了实践经验 。
２００３年教育部印发了 枟中小学环境教育实施指南 （试行）枠 （以下简称 枟指

南枠） 。 枟指南枠 指出 ： 环境教育已不再是仅仅对应环境问题的教育 ， 它与和平 、
发展及人口等教育相融合 ，形成一个新的教育发展方向 ——— “为了可持续发展的
环境教育” 。

以上的成果都为本书的再版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使环境教育学进一步走
向成熟 。

三 、环境教育学的学科属性
环境教育学作为新型教育科学与其他教育科学相比 ，具有许多鲜明的特性 。

1畅 社会性
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 ，环境问题本身是一种社会问题 ，是由社会的政

治 、经济和文化观念所决定的 ，这些问题的解决要依靠全社会的努力 。因此 ，环
境教育是面向全社会的教育 。环境教育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一种自我
反思的产物 。其目的不仅是使学校的学生在知识结构 、情感态度 、价值观等方面
与传统教育相比发生根本的转变 ，而且是为了调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改变人类
社会传统的发展模式 ，是为了实现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专门教育活动 。
环境教育深入到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各个领域 ， 涉及领导决策层 、 社会公众 、
学校师生和企业员工等各个层面的教育 。所以 ，以环境教育为研究对象的环境教
育学的社会属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 枟指南枠 指出 “进入 ２１ 世纪 ， 一些国家如英
国 、新西兰等开始以可持续发展教育取代环境教育 ，并竭力拓展环境教育的社会
维度 ，以使之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要求 ， 引导社会发展的新方向” 。 因此 ， 不仅学
校环境教育的发展必然推动环境教育学的学科建设 ，社会大众传媒 、民间环保组
织 、企业等参与环境教育也是推动环境教育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反过来说 ，环境
教育学所要研究的环境教育活动不仅包括学校环境教育 ，也包括社会环境教育和
家庭环境教育等 。
2畅 综合性与跨学科性

环境教育学的综合性源于其研究对象环境教育的目标有 ５ 个层次 ： 知识目
标 、情感目标 、意识目标 、态度目标 、技能和行动目标 。从改变人的认知 、改变
人的情感 、改变人的意识 、改变人的态度和价值观到改变人的行为 ，是非常复杂
的过程 ，要涉及许多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 。 涉及的相关学科及理论主要
有 ：教育学 、心理学 、社会学 、伦理学 、法学 、可持续发展理论 、经济学 、生态
学 、环境学 、管理学等 。通过多学科渗透的环境教育涉及的学科门类就更是不胜
枚举 ，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涉及 ， 诸如基础教育的生物 、 化学 、 物理 、 地理 、 历
史 、语文 、政治 、思想品德等 ，高等教育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以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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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科与环境学科交叉衍生出来的众多学科 。 正如剑桥大学校长 Anne Lons唱
dale 所说 ，许多大学都成立了环境系 ，而剑桥却没有 ，为什么 ？第一 ，是因为剑
桥早已有许多不同的系别在共同从事环境科学领域的研究 ；第二 ，环境科学系的
独立研究会使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局限在狭窄的范围 ，不能适应交叉学科研究
的需要 。

由于环境教育学的这一特点 ，决定了环境教育学研究者必须进行多学科和跨
学科的合作 ，形成一种网络化的格局 。
3畅 实践性与应用性

环境教育学是一门应用科学 ，因为它的研究对象 ———环境教育是应社会发展
实践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 ，环境教育学本身又是应环境教育的实践需要而提出 ，
为解决环境教育实践中的问题而存在 。在环境教育学现阶段的研究中只能进行大
量的实践经验的总结 ，逐步提升理论高度 ，其理论的科学性 、指导性和应用性也
有待于环境教育的实践检验和证明 。
4畅 创新性与动态性

环境教育学是一个新生事物 ，其本身的提出可以说是传统教育学科的一个创
举 ，环境教育学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创造性的成果 ，因为它的研究对象 ——— 环境教
育也是教育领域的一个新创举 。

无论环境教育还是环境教育学都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 ，可持续发展
战略的提出是人类创造力的一次重大体现 。人类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必
须不断地探索和创新 ，因此 ，可持续发展教育必须承担一个重要的责任 ：培养人
的创造力 、提高人的素质 。可持续发展教育是一种全新的教育 ，实施和发展这种
教育的过程都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现在无论是国际 ，还是国内 ，都承认环境教育
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提高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质方面 ，根本没有现成的
理论和经验可以遵循 ，所以 ，每一步的进展可以说都是想像力和创造力的结晶 。
环境教育学关于环境教育途径 、 内容 、 方法 、 评价的研究都要于无路处走出路
来 ，在环境教育学建立和发展的道路上充满了创新意识和创造者的足迹 。可持续
发展是以人为本的 ，主要是以人的创造力和创造精神为本 ，可持续发展教育研究
的视野必然要覆盖人的创造性培养规律与实践的研究 。

环境教育是动态发展的 ，因此从事环境教育必须用一种创新的姿态迎接不断
出现的变化和挑战 。环境教育最初是自然教育 ，后来是科学教育 ，生态教育 ，人
口 、环境与发展教育 ，最近又提出可持续发展教育 。 现在 ， 从落实科学发展观 、
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高度观察 ，可持续发展教育已不仅仅局限于环境和
经济范畴 ，而是扩展到了社会和文化及伦理范畴 ，涉及思维方式 、行为方式 、生
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教育和变革 ，所以 ，环境教育学要有足够适应变化的创新性
与动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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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畅 开放性
环境教育学的开放性首先体现在学术视野的开放性 ，众多与环境和教育有关

的学科理论成果和教育教学经验都是环境教育学科可以吸收的营养和源泉 。其次
是研究队伍和教育者的开放性 ，从事环境教育的不一定是教育行业的人员 ，大众
传媒 、政府部门 、学校 、非政府组织 、企业甚至家庭 ，都有人在进行环境教育和
研究环境教育 。再次 ，环境教育是一种国际化的教育 ，其教育思想 、内容体系与
方式方法都具有开放性 。环境教育国际研讨比任何其他学科都更加积极活跃 。在
欧洲的许多国家之间 ， 特别是欧盟各国的教师之间经常进行环境教育的网络会
议 ，彰显了其国际开放性 。

四 、环境教育学的研究方法
环境教育学的综合性和跨学科性决定了环境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 ，

一些研究方法还有待于开发与探讨 ，这里仅就以下几种方法做简单介绍 。
1畅 理论演绎方法

由于环境教育学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 ，那么普通教育学 、心理学等理论对环
境教育学也具有指导意义 。 普通教育学关于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 教育的本
质 、教育的目的 、教育的任务 、教育的过程 、教育的内容 、教育的方法 、教育的
原则 、教育的评价等理论对各个学科教育学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心理学关于学
生心理学方面的感觉 、知觉 、注意 、记忆 、思维 、想像 、情感 、意志 、能力 、行
为等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理论 ，也适用于环境教育学的研究领域 ；环境教育过程
中所涉及的其他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理论都对环境教育学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环
境教育学要充分利用这些优秀理论成果 ，演绎推导形成和丰富环境教育学本身的
理论体系 。
2畅 经验的总结与升华方法

环境教育学建立在环境教育的实践经验基础之上 ，国内外丰富生动的环境教
育实践经验是环境教育学不断成熟和发展的源泉 。不断总结环境教育实践经验也
是环境教育学的基本方法之一 。 通过各种经验的分析对比 、 归纳综合 、 抽象提
升 ，使之成为具有一定说服力和概括力的理论 。

总结经验的方法本身就是尊重事实 、重视实践 ，但由经验上升到理论必然要
有一定的程序 ，要经过由实践到理论 、由理论到实践 ，多次反复 、去粗取精 、去
伪存真的过程 。应用经验总结的方法 ，还要注意国内经验和国际经验的比较和兼
容 。因为环境教育不是我国独有的 ，而是始于西方发达国家 ，我国 ，环境教育起
步于国际合作项目 。正因为如此 ，我国环境教育为我国教育 ，特别是素质教育带
来一股新风 ，无论在理念上和方法上都体现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在重视国际经
验的同时 ，我们还应该看到 ，我国环境教育虽然起步较晚 ，但发展很快 ，很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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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经验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例如 ，中小学环境教育专门课程的开设 、少数绿
色学校采用 ISO１４０００国际环境管理体系的试点等 。 所以 ，注重本地经验 ， 研究
具有本地特色的环境问题也是环境教育学所大力倡导的 。
3畅 实验的方法

实验就是实际验证 ，是环境教育学使用最多的研究方法 。环境教育学里的实
验方法分为试点学校实验方法 、社会调查实验方法 、科学考察实验方法和自然科
学实验方法等 。

绿色学校是环境教育中最常见的一种试点学校 ， 在欧洲称为全欧生态学校 ，
欧洲从 ２００１年开始在 ２１个国家采用同一标准进行试点学校的评比和筛选 ，已涌
现各级绿色学校 ６０００多所 。在世界各国几乎都进行着绿色学校的评选和试点工
作 。我国全国绿色学校的评选从 １９９６年开始启动 ， ２００３ 年已有 ２８４ 所学校被评
为国家级绿色学校 。绿色学校不仅在课程和教学领域进行环境教育实验 ，还在学
校环境管理方面进行全面环境教育实验 ， 不断总结出环境教育潜课程的新鲜
经验 。

由德国科技部开发的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效益性环境管理试点学校 ，在辽宁
省的欧盟唱中国辽宁综合环境项目期间 ，就曾经筛选了 ２０所学校作为效益性环境
管理试点学校 。到目前为止 ， ISO１４０００ 国际环境管理体系的试点学校是环境教
育领域最高级别的试点学校 。 在欧洲和日本已经有一些中 、 小学取得了
ISO１４０００国际环境管理体系的认证 。

社会调查实验方法也在环境教育学领域广泛应用 。 有对师生的环境意识调
查 ，对教学方法和效果的评估调查 ，对能源管理的审计调查 ，对校园环境现状的
调查以及对课外 、户外与校外环境教育活动调查等 。调查的方式有普遍调查 、典
型调查 、个案调查和抽样调查等不同的类别 ；又有访谈调查 、问卷调查等不同的
方式 。通过社会调查的方法对有关情况能获得定性和定量的了解 ，有利于掌握定
量化的第一手资料与信息 。

科学考察实验方法 ， 环境教育包括生态考察 、 生物多样性考察和环境考察
等 。目的是为了增进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与了解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前者 。在科
学考察的过程中 ，有观察活动 、调查活动 、实验活动 、测试活动等各种不同的活
动 。环境教育学的科学考察对象主要是各种具有典型性的生态系统和与某些问题
相关的特定环境 ：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也应该包括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环
境问题与人的环境意识的相关性等 。 例如 ， 生物学家 Louis Guillet te 从 １９５３ 年
开始研究佛罗里达州短吻鳄的生殖生物学 ，到 ２００３年 ，他报道了初步调查成果 ：
农药 “滴滴涕” 和肥料中的硝酸盐都能够成为内分泌干扰物 ，当水中硝酸根离子
高于饮用水标准时 ，雄性短吻鳄的雄性激素的水平要降低 ５０ ％ ， 严重影响了短
吻鳄的繁殖 ，从而也引起对人类环境健康的联想 ；唐锡阳老师组织的大学生 “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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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营” 进行的自然保护考察以及哈尔滨工业大学叶平教授组织的大学生志愿者的
卧龙湿地考察等 。

自然科学实验方法 ：包括对水质的物理化学测定 、对空气质量的监测 、对生
物体的环境学实验 、通过理化实验验证某些环境问题等 。例如 ，对香烟毒性的实
验 、对 “水中有毒物质为什么存在于鱼类的脂肪中” 的化学实验等 ，都是环境教
育学的科学实验方法 。

五 、环境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必要性
在我国 ，环境教育学学科建设适应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党的十六

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是主体与客体 、 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整体发展观 。
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动力上的多维性 ，强调经济 、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价值判
断 ；在发展途径上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 ，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
的需要 ；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等 ５个统筹 。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 ，保持人口适度增
长 、资源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使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未来接班人树立和
落实科学发展观 ，正是环境教育的题中之意 。

环境教育学学科建设适应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需要 。环境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使
人树立环境道德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善待自然资源 、善待生命 、节俭消
费 ；人类要向大自然学习 ，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追求循环再生 、 公平高效 、
安全无害 。所以提高教师综合环境素质和进行环境教育能力建设 ，才能有效地促
进和普及各级学校环境教育 ，适应建设节约型社会对较高环境素质人才的需要 。

环境教育学学科建设是改善当前学校中师生环境道德现状的需要 。作者曾在
辽宁省的学校中开展了一项抽样问卷调查 ， 结果显示 ： 与两年前欧盟唱中国辽宁
综合环境项目进行的环境意识调查结果相比 ，师生的环境道德水平有所提高 。但
是无论是相对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
会 、发展循环经济的社会需要来说 ，还是相对于基础教育课改革当中对环境教育
的新要求来说 ，师生的环境道德现状都存在不容忽视的弱点和与形势不相适应的
问题 。这一现状显现了对教师进行环境教育的紧迫性 。

环境教育学学科建设也是我国教师教育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发达国家环境教
育起步早 、发展快 ，在重视教师环境教育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 例如 ， 美国 、
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国家 ，都设立了环境教育本科专业 ，所开设的环境教育课程
繁多 。美国威斯康星州规定环境教育是幼儿园 、小学 、初中 、农业 、理科 、社会
科教师的必修课 ，同时还制定了 枟环境教育课程编制指南枠 ， 供教师编制基础环
境教育课程使用 ；值得人们关注的美国环境教育新动向是 ：规定了大学的教师教
育中应该增设环境教育 ，学校要成为环境教育的典范 。 １９９７ 年 ， 由英国 、 西班
牙等国发起了一个研究计划 ： “紧急的环境保护” ，旨在改进职前教师培训中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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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教育 。 １９９２年 ，日本文部省颁布教师用环境教育教学大纲 枟环境教育指导资
料枠 。国际环境教育课程的发展趋势促进了我国教师职前职后的环境教育事业的
加速发展 。

第二节 　几个环境教育学观点

环境教育作为新生事物 ，其思想理论处在不断形成和完善之中 ，因此 ，在认
识上对于有关问题难免出现见仁见智的不同意见 。本节就环境教育与可持续发展
教育的关系 、环境教育的教育取向和环境教育学是否应把环境教育内容体系的构
建纳入研究的视野等问题 ，谈谈笔者的看法 。

一 、环境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 ，它蕴涵着丰富的内容 。可持续发展包含了

当代与后代的需求 、国家主权 、国际公平 、自然资源 、生态承载能力 、环境与发
展相结合等重要内容 。它体现了工业的高产低耗 、能源的清洁利用 、农业保障粮
食的长期供给与食品安全 、人口与资源相对平衡等诸多方面 。显而易见 ，实施可
持续发展意味着一场深刻的革命 ，是世界观 、价值观 、道德观的革命 ，也是整个
人类思维方式 、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的革命 。 实现这一变革的基础必定是教育 ，
教育是可持续发展从概念到行动的关键所在 ，是可持续发展从认识到行动不可逾
越的中间环节 ，因此 ，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和宗旨的环境教育也是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1畅 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提出

１９９３年 ，英国的克沃达对可持续发展教育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
lopment ， ESD） 做了阐述 ， 认为可持续发展教育是指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教育 ，
是为了可持续发展的教育 。 １９９４ 年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 “可持续发展教
育” ，因此 ，现在意义上的环境教育本质上已扩展为可持续发展教育 。 １９９６ 年 ，
英国约翰 · 哈克尔等主编的 枟可持续发展教育枠 一书在英国出版 。

“可持续发展教育” 基本上是价值观念的教育 ， 核心是尊重 ： 尊重他人 ， 包
括现代和未来的人们 ，尊重差异与多样性 ，尊重环境 ，尊重我们居住的星球上的
资源 。教育使我们能够理解自己和他人 ，以及我们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联系 ，这
种理解是养成尊重的坚实基础 。在确保公正 、 责任 、 探索和对话的同时 ， “可持
续发展教育” 的目标是通过我们的行为和实践 ，使所有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得以充
分满足而不是被剥夺 。

可持续发展教育是开放性的教育 ，必须立足本地放眼全球 ，体现广泛的合作
性 。作为环境教育工作者 ，也许我们只能在一门课程里进行环境教育 ，而欲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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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环境素质则必须靠全体教师共同努力 、互相配合 。为了学习别国与别人的先
进教育经验 ，我们需要开展合作项目 ，需要合作精神 。目前我国有很多环境教育
国际合作项目 ，为促使这些项目的顺利进行并取得成功 ，就需要发扬所有教师的
合作精神 。可持续发展观包含着全方位和整体性的寓意 ，所以 ，可持续发展教育
不只是某些人的责任 ，而应该是各方面都要关心的事业 。例如 ，欧洲国家在开展
环境教育过程中 ，不只是教育部门和环境部门单枪匹马的奋战 ，而是全社会共同
关注 ，开展广泛的合作 。这种合作提高了环境教育的实际效果和影响力 ，也大大
促进了整个欧洲环境教育的发展 。

可持续发展教育是全方位教育 ，不仅有跨学科 、交叉学科教育 ，还要多学科
渗透 ；不仅要贯穿于正规教育系统 ，还要通过大众媒介 、企业系统和其他社会组
织来全面普及 。

迈向 ２１世纪之际 ，环境教育转向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指导思想的教育 。
可持续发展道路和模式并不是原有的工业文明发展道路的延续 ，而是人类在生存
方式和价值观上的一场革命 。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变在工业文明中形成的那种
发展道路 、生存理念 、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我们就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

环境教育对象符合可持续发展需要 ，应注重儿童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从娃
娃抓起 。教师是环境教育关键要素 ，提高教师环境意识是当务之急 。环境教育方
法符合可持续发展需要 ，要符合追求效率的需要 ，最大限度地调动教育对象自身
的积极性 ，调动教育对象的思维潜能和各种感观 ，特别是最有效率的感观 。环境
教育内容符合可持续发展需要 ，要把关注全球问题与关注身边环境结合起来 ，产
生对身边环境 、全球环境 、未来环境的整体性责任感 。环境教育形式符合可持续
发展需要 ，应该是从多渠道进行的一种终身教育 ， 大众传媒和学校都是重要渠
道 。环境教育是全方位教育 ，应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心 。

“环境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教育 （EPD） 项目”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跨学
科项目 ，其目的在于通过全世界各国的努力 ，把可持续发展与环境 、人口教育联
系起来 ，动员广大青少年和全社会成员积极参与 ，以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 ，实现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１９９７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全国工作委员会委托北京
教育科学研究院承担 “环境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教育 （EPD） 项目” 的研究 ， 到
目前该项目已经取得很多成果 。

２００２年 １２月 ，第 ５７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 ２５４ 号决议 ， 将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
确定为 “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 ， 并指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这一活动的
开展 ，制定 枟十年计划枠 草案 。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 日 ， 联合国在纽约总部宣布正式
启动了该计划 。我国在 EPD项目基础上 ，又积极开展 ESD项目 。
2畅 可持续发展教育与环境教育

随着可持续发展教育呼声越来越高 ，对于环境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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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就产生了种种不同的意见 。北京师范大学王民教授研究认为世界上有 ５种
不同的意见 ：

第一种意见认为 ，环境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是等同的 ，美国伊利诺伊州立
大学环境教育教授 Bora Simmons认为 “可持续发展教育是试图明确和实现一种
特殊视野的环境教育” ，因此 ，认为没有必要再提出可持续发展教育 。 日本一些
学者认为 ，可持续发展教育只是环境教育在新的时代的代称 。

第二种意见认为 ，可持续发展教育是环境教育的一部分 ，环境教育应该更加
努力以确保在环境教育中融合并推进可持续发展教育思想 。认为环境教育是一个
更大更广泛的概念 ，而可持续发展教育是环境教育在可持续发展思想下的新的组
成部分 。

第三种意见认为 ，环境教育是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一部分 。王民教授基本倾向
于此种观点 ，他说 ： “可持续发展教育比环境教育更广泛 、更深刻 。 它整合和发
展了环境教育 ，同时又超越了环境教育 。” 因此 ， 他主张以可持续发展教育代替
环境教育 。

第四种意见认为 ，可持续发展教育与环境教育互不包含 ，但有共同的组成部
分 ，即环境知识和环境保护的内容 ，即使在这方面也各有各的特点 。

第五种意见认为 ，可持续发展教育是环境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高级阶段 。
本书认为意见的分歧归根到底有 ３种 ，一是认为环境教育包含可持续发展教

育 ，依旧坚持环境教育的提法 ；二是认为可持续发展教育包含环境教育 ，在名称
上 ，用可持续发展教育替代环境教育 ；三是互不包含 ，只是有一点交叉而已 ，两
个名称可以并存 。

本书坚持环境教育包含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观点 ，但是两种名称可以并存 。理
由是 ：

第一 ，环境教育的本质和终极关怀是环境伦理观和环境伦理行为教育 。环境
伦理观的内容非常广泛 ，包括开明人类中心主义的各个层次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各
个层次 ，并且环境伦理学还在不断发展和深化中 。从本质上说 ，可持续发展的价
值观最终归属于开明人类中心主义 。在思想的内涵上 ，环境教育丰富于可持续发
展教育 ，在思想的外延上 ，环境教育大于可持续发展教育 。

第二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 ，其环境伦理学底蕴是遵从自然规律 、向自然生态
系统学习的结果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是转变人类的自然观 ，从统治自然
走向尊重自然 。我们对人以外的动物 、植物 、微生物以及没有生命的自然界都要
尊重 ，那么人类内部的尊重 、当代人对后代人权利的尊重以及对整个人类社会发
展的尊重就是必然的了 ，是环境教育当然的题中之意 。反之 ，如果我们太多地强
调人的利益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限制了我们的关怀视野 ，而不是强调发展的自
然生态限度 ，那不是又要回到传统文化和发展的老路上去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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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环境教育的概念确立在先 ，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新的教育领
域 ，在环境教育先进的国家 ，甚至已经形成和建立相关的专业和系级建制 ，形成
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课程群 。如果随着环境教育的发展 ，不断更改名称 ，势必扰乱
学科建设的思路 ，影响环境教育的发展 。比如数学教育 ，今天与 ２００年前的数学
教育 ，在理念和内容方面都有了重大变化 ，但是名称还是叫作数学 。

第四 ，退一步来说 ，环境教育并不对可持续发展教育构成阻碍 。布伦特兰报
告刚一提出 ，当年在莫斯科召开的政府间环境教育会议立即表示接受 ， 并认为
“达到可持续性是环境教育的最高目的” 。接着 ， “环境与发展大会” 授权国际环
境教育计划 “调整到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方向” 。 １９９７ 年 ，在希腊召开的纪念第比
利斯环境教育宣言 ２０周年的会议名称叫作 “环境与社会国际会议 ： 为了可持续
性的教育和公众意识” ，说明环境教育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包容与认同 。

第五 ，可持续发展教育是由环境教育重新定向产生的 ， ２１ 世纪议程第 ３６ 章
是在第比利斯政府间环境教育会议的决议和建议基础上形成的 。两者除了在宗旨
上有一种新的转向外 ，在性质 、原则 、部分内容和方法都如出一辙 。事实上 ，人
们在先入为主的效应下 ，还是认同环境教育这个概念 。例如 ，国家环保总局主办
的 枟环境教育枠 杂志没有改名为 枟可持续发展教育枠 ， 大量关于可持续发展教育
的文章还是 “子不嫌母丑” 地投向 枟环境教育枠 。 很多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学术活
动依然在环境教育的框架下进行着 。

因为环境教育是一个动态发展的领域 ，环境教育具有三个取向 ，而不是只有
环境和环境保护的一个取向 ，所以它能涵盖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全部功能 。

二 、学校环境教育的三个取向
学校环境教育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正式兴起 ， 至今已有 ３０ 年的发展历史 ， 这

是一个不断深入和逐步扩展的过程 。如今环境教育转型为可持续发展教育 ，应有
三个不同层次和指向的教育取向 。一是改变人们对待自然环境的情感 、态度 、价
值观 ，重建人类文化形态 ，返璞归真 、 回归自然教育 ， 即环境教育的绿色取向 ；
二是提升人的综合素质 ， 开发人的潜能 ， 使人全面发展 ， 特别要开发人的创造
力 ，使人类有能力做到与自然协同进化 、和谐发展 ，即环境教育的蓝色取向 ；三
是通过管理的革命 ，改变人的行为方式 、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实现经济社会与
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达到调整社会进步的方向 ，走
向生态文明 ，即环境教育的红色取向 。
1畅 环境教育的绿色取向

环境教育绿色取向的理念是 ：环境教育最初是通过引导学生接近自然 ，重新
认识自然 ，培养对大自然和周围环境的认同和热爱的情感 。 人类需要重新认识
“荒野” 的价值 ，认识自然 ， 使人类从 “战天斗地” 转而尊敬地球 、 关爱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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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待自然 。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当中 ， 绿色象征大自然和生命 ， 象征和平与和
谐 ，所以这种敬畏生命 、尊重自然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 ，称作绿色教育 。

美国自然教育家约瑟夫 · 克奈尔长期进行的自然教育是环境教育绿色取向的
一个代表 。他的著作 枟与孩子共享自然枠 ，是他多年进行自然观教育的经验总结 。
他认为 ，如果人们对大自然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就会产生保护自然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 ；他说 ，教育的最高目标正是培养对生命的同情 … … 他发明了 ５０
多种体验环境 、 感受自然的游戏和活动 ， 这些游戏已经被许多国家的教师所
采用 。

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 ，它总是以特有的方式来感动人们 ，如果加上人们的主
动观察和探寻 ，就会产生全新的认识 。例如 ， “生命金字塔” 游戏使孩子们在兴
趣盎然的游戏当中不知不觉地理解了生态系统内部复杂的结构和规律性 。角色扮
演可以在教室里再现自然 ，通过扮演一棵树 、 一只藏羚羊 、 一条大海里的小鱼 ，
让学生与自然联系在一起 ，对自然产生同情和认同的感情 。

因为社会特别是大城市 ，已经离自然越来越远了 ，所以国内外很多教师刻意
让 “自然” 重新走进校园 。在德国 ，许多学校改变了传统操场的概念 ，由千方百
计让操场达到 １００ ％的硬覆盖 ，到开始去掉部分的硬覆盖 ， 在那里开辟绿地和花
园 ；有些学校还在校园建造了水塘 ， 以便让孩子们观察到沼泽中生物的多样性 ；
人们去掉人工河湖岸边上的硬覆盖 ，好让那里恢复生物的多样性 。

我国北方城市的绿色学校 ，用特制的假花和假树及一些种植的盆花 、盆景来
装饰教学楼的天棚 、楼道 、大厅和教室 ，有的绿色学校还在教室里开辟出动物角
和植物角 ，让儿童更多地接触大自然 。

总之 ，绿色的环境教育主要是通过校内外多种途径 ，让学生走进自然 、观察
自然 、感受自然 、体味自然 、触摸自然 、倾听自然 、闻嗅自然 、品尝自然 、描绘
自然 、模仿自然 、拍摄自然 、讲述自然 、赞美自然 、发现自然 、学习自然 ，从而
逐渐克服人与自然的疏离 ，形成和谐相处的关系 。
2畅 环境教育的蓝色取向

环境教育蓝色取向的理念是 ：环境教育是一种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素质教育 。
可持续发展由理想变为现实 ，需要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探索和实践 。可持续发
展以人为本的理念 ，要求环境教育必须关心人的需求 ，关心人的合理需求 ，更加
注重精神层面的提升 ，使人自我实现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以开发人的潜能
为宗旨 ，培养负责任的未来公民 。 要实现生态环境 、 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发展 ，
必然要求更多地依靠人的智力资源 ，通过科学的管理 、绿色科技和人们行为的改
变来实现 。以人为本要研究什么是人的真正需求 ，从而在自然生态允许的范围内
寻求满足 。另一方面 ，要以人的责任 、贡献和作用为本 ，而不是以消耗更多的自
然资源以满足人的奢侈需要为本 。由此看来 ，环境教育的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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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可持续发展需要的高智能的人才 ，发掘人的潜能 ，发扬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
力 。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 ，蓝色象征着海洋和天空 ，表达深远 、渊博 、开放和
智慧等含义 ，所以 ，环境教育的这一层面称为环境教育的蓝色取向 。

环境教育蓝色取向着眼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包括要培养学生具有以下素质
和能力 ：在价值观上要培养可持续发展观 ；理解和尊重环境价值 ，使自己的行为
建立在环境伦理道德基础上 ；培养未来负责任的公民 ，实现社会 、经济和生态的
协调发展 。

因为可持续发展不可能在某个局部地区实现 ，必须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 。学
校环境教育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合作性 ：以不同角色参与解决环境问题 ，能团结一
致 ，把能力运用于完成共同任务之中 。 环境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系统思维的能力 ，
特别是面向未来的预见性思维能力 、想像力和创造力 、研究能力以及得当的方法
和终身学习意识 ；培养人们自我组织能力 ，自己组织学习过程 ，独立制定目标和
任务 ；培养学生的评估能力 ：对自己 、同学和教师的学习与工作都能做出比较准
确的阶段性评价和最终结果评价 ；培养学生具有全面性 ，对各种问题和现象都能
多角度地接受 ，创造性地对待多样性 ，解决问题总是运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 ；培
养人们具有全球性观念 ，能够将当地经验与全球发展结合起来 。

为在环境教育中开发学生的智力潜能和各种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各
国教育者研究了多种的途径与方法 。例如 ，把思维训练引进环境教育 ，小组互动
合作式教学 ，参与式 、主持式及可视化教学方法 ，探究式学习等 ，都体现了全新
的环境教育理念 。为了实现环境教育的蓝色取向就要转变教师的职能 ，由教书匠
变为组织者 ，充分发挥教学民主 ，体现以学生为主体 ，使学生成为课堂主人 ，变
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变苦学苦读为愉快学习 。

在我国 ，环境教育成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环境教育以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为目标 。环境教育的蓝色取向是环境教育进一步深化的结果 ，是资源观的引
申及对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关系认识的新发展 。
3畅 环境教育的红色取向

环境教育红色取向的理念是 ：环境教育绝不只是在课堂教学当中学习环境知
识 ，因为单纯的认知很难转化为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只有把环境教育纳入学校整
体的管理系统之中 ，与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 、办学理念以及所有的管理行为协调
一致 ，才能创设一种软件和硬件相结合的条件 ，使师生把环境认知转化为环境意
识 ，最终落实到环境行为上 。促使学校的环境状况 、经济状况和教育教学都处在
持续改进之中 ，体现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一致 。学校的环境管
理不局限于校内 ，还要对本社区的环境负责任 ，做出实际的贡献 。在中国人的传
统文化中 ，红色代表生机 ，代表革命性的变革 ，象征着社会进步的方向 。今天可
持续发展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 ，是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唯一出路 ，所以 ，学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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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环境管理 ，使管理方式和理念发生根本变革 ， 使人的行为方式发生根本转变 ，
这是环境教育的红色取向 。

学校环境管理是从生态规律出发 ，根据管理科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运用行
政 、经济 、法律 、技术和教育等手段 ，通过全面系统的规划和实施 ，对学校师生
的行为进行调整与控制 ，使学校教育与环境协调发展 、培养人们自觉的实施环境
友好行为 。

创建绿色学校是进行环境管理的一个重要载体 。在创建绿色学校过程中 ，特
别强调以下各方面的建设 ：学校园地的建设 ；建设雨水收集的设施 ；节能节水的
具体措施和量化管理 ；学校必须应用对环境友好的建筑材料 ；实施生物垃圾堆肥
和其他垃圾的分类与回收 ；对教师环境教育能力进行培训 ；开展太阳能 、风能及
其他新能源利用的研究 ；调整消费行为 ， 树立可持续消费观 ； 绿化校园与墙壁 ；
进行食品质量和饮食安全教育 ； 带领学生开展校外环境侦察与治理 ； 参与本地
２１世纪议程等 。上述各项活动的参与者主要是学生和教师 ， 在实际参与中进行
环境教育 。

我国绿色学校强调将环境意识和环保行为贯穿在学校的管理 、教育 、教学和
建设的整体活动中 ， 引导教师和学生关注环境问题 ， 让青少年在受教育 、 学知
识 、长身体的同时 ，参与校内外环保活动 ，培养对环境负责的精神 。让学校全体
师生从关心学校环境到关心周围社区环境 ，从而学会关心国家和世界的环境 。

目前国际环境管理体系 ISO１４０００ 系列标准已经进入学校 ， 德国 、 比利时 、
日本等国家是先行者 。学校建立国际标准化环境管理体系 ，大大深化和提升了环
境教育 ，使学校的整体管理系统化 、文件化 、程序化 。有利于培养学生严谨的逻
辑思维及对全球的经济 、政治和生态相互依赖关系的明确意识 。为师生员工提供
获得保护和改善环境所需要的知识 、价值观 、态度 、技能和行动机会 。

ISO１４０００环境管理标准认为 ，环境管理实际上就是对环境因素的管理 ， 也
就是对环境影响的管理 ，环境因素是环境管理的直接对象 ，要尽可能减少负面环
境影响和增加正面环境影响 ， 脱离了环境因素就不存在环境管理 。 在学校建立
ISO１４０００环境管理体系 ，必须探讨建立中小学环境管理体系的技术方法 、 工作
程序 ，明确约束机制 ，为全体师生员工解决如何去做的问题 。用结构化和系统化
的方法去强化学校的管理 ，提高识别和控制环境因素的能力 。切实遵守国家的环
境法律法规 ，改善环境增加环境绩效 ，谋求可持续实效 。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对学校的师生员工进行环境基础知识 、法律法规及
ISO１４０００标准的系统培训 ，还要求组织有相应的制度来跟踪国家法律法规的变
化 ，保证组织能有效地遵守各项法律法规的要求 ， 实现以下各个环境管理程式 ：
组织机构 、环境目标 、环境政策 、 员工培训 、 环境审计 、 实际实施 、定期检查 、
持续改进 。环境管理的文化目标是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 、 新的消费观 ， 全员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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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优化组织 、法制化 、制度化 、 程序化 。 环境管理的物化对象是物资 、 垃圾 、
水和废水处理 、能源 、健康与安全 。

环境教育的红色取向是环境教育发展的最高境界 。学校环境管理涵盖了环境
教育 ，强化了环境教育 ，为环境教育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实践的场所和机会 。学
校实施环境管理 ，使环境教育走上系统化 、制度化和规范化的道路 。从学校环境
管理的成果就可以直观看到环境教育的成效 。

三 、关于环境教育内容体系的构建
环境教育应该教什么 ？这是环境教育学要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 。环境教育目

标的实现首先在于教育内容的选择 ，环境教育方法是为教育内容的有效贯彻服务
的 ，没有正确的教育内容 ，方法越有效 ，离目标则越遥远 。有人认为环境教育内
容不需要研究 ，是明摆着的 ；还有人认为环境教育内容太庞杂 ，无法研究 。所以
诸多环境教育学研究成果当中 ，有目标研究 、方法研究 、评价研究 ，唯独缺少内
容研究也就不足为奇了 。笔者认为环境教育内容要根据具体教育对象而定 ，环境
专业人才的教育要开设大量的专业课程 ， 这些课程内容都属于环境教育内容范
畴 。而环境教育教师提高环境综合素质要有不同的内容 ，应该有相应比较全面的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一般知识 、 技能 、 情感 、 态度 、 价值观 。 设计环境教育内
容 ，就要从这种不同对象的具体需要出发 。一般提高环境综合素质的教育 ，需要
涉及广泛的内容 ，但深度上则不需要过于专业化 。

追溯到中国古代老子的环境教育 ，在 枟道德经枠 中 ，主要是进行人与自然关
系教育 ，让人们认识自然美德 、学习自然美德 ，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老子
教育人不能过度消费 ，说 ： “五色令人目盲 ； 五音令人耳聋 ； 五味令人口爽 ； 驰
骋畋猎 ，令人心发狂 ；难得之货 ，令人行妨 。” （ 枟道德经枠 第 １２章） 。

西方早期的环境教育就是自然教育 ， 是关于自然的教育 ， 也就是认识自然 、
了解自然 、尊重自然 、回归自然的教育 ，在环境中的教育 ，认为环境教育必须在
自然环境中进行 。后来学校里的科学教育被视为环境教育的主要内容 ，再后来更
加重视生态学教育与生态学习 ，以及环境问题教育 ，使人产生环境的危机感和责
任感 。

在我国 ，大约从 １９７３年开始直到 ２０世纪末的环境教育 ，总体上把环境污染
与治理作为主要的环境教育内容 。 ２０００ 年 ， 由钱易和唐孝炎两位院士主编的面
向 ２１世纪课程教材 ： 枟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枠 ， 主要是面向理工科大学非环境
专业的环境教育 ，对环境教育内容综合化做出表率 。其中 ，把环境教育的内容扩
展为地球环境与生态系统教育 、当代资源与环境问题教育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
论教育 、环境伦理观教育 、实施环境保护的主要途径以及清洁生产等多个方面的
教育 ，使环境教育成为一种文理交叉的综合性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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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广州大学李训贵教授主编的 枟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枠 也体现了环境教
育内容的综合性特点 。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斯科特 · 布瑞南和杰伊合著的 枟环境 ———故事背后的
科学枠 是一本美国大学环境教育教材 ，其中讲述的内容也具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
学的交叉性与综合性的特点 。主要包括了两部分 ：第一部分 ６个专题 ：环境科学
介绍 ；环境伦理学与经济学 ： 价值与选择 ； 环境政策 ： 决策与问题解决 ； 从化
学 、能源到生活 ；生态学与评价 ： 人口 、 社区与生物多样性 ； 环境系统 ： 联系 、
循环与反馈 。第二部分 １４ 个专题 ： 人口增长 ； 农业与土壤结构 ， 退化与保护 ；
农业 、生物技术与未来食物 ；毒理学与环境健康 ；大气科学与空气污染 ；在气候
系统方面的大气基础与人类冲突 ；海洋 ：自然系统 、人类利用与海的保护 ；淡水
资源 ；生物多样性与保护生物学 ；土地利用 、森林管理与创建适于居住城市 ；不
可再生能源与其环境冲突 ；可再生能源 ；垃圾管理以及可持续发展内容 。

本教材定位学校环境教育有三个取向 ，既要培养人类亲近自然和尊重自然的
情感 、态度 、价值观和世界观 ，又要开发人类自身的智力资源潜能 ，在可持续发
展思想理念下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赋予人类更多的责任和使命 。学校还要通过
环境管理培养人们具有环境友好的行为习惯和个人生活方式 。本书的环境教育内
容包括期望环境教育教师应受到的基本教育 。提高未来教师和环境教育工作者的
综合环境教育素质 ，必须把国内外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主体内容加以充分整
合 ，从不同学科领域联合攻关 ，尝试构建环境教育科学而系统的内容体系 ，把生
态学 、环境学 、生态哲学 、 环境伦理道德 、 环境文化观 、 环境法制 、环境健康 、
可持续发展理念有机结合起来 ，使环境教育真正成为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性教育 ，
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观念更新 。

各级教师在考虑开展环境教育的内容时 ，必然要涉及本书的相关内容 ，但是
其范围和深度 ，必须与学生受教育的层次相适应 。在北京师范大学黄宇博士等编
译的 枟学校中的环境教育 ——— 计划与实施枠 一书中 ，指出 “通过分析学生在智力
和道德上的成长过程 ，能更好地决定在特定的年级水平 ，教什么内容最合适 。通
过反复摸索 ，环境教育者或许已经发现 ，对所教的年级来说 ，一些活动和概念的
要求太高 ；环境教育者也许还会发现 ，在课堂上 ，学生存在着不同的道德发展水
平 。通过分析这些差异 ，环境教育能设计出更有效的环境教育课程 ，以适应学生
的不同需求 。环境教育者应当深入分析自己的教学 ，决定如何将价值观教育引入
课堂 ，并且确定是否需要给学生提供较多的时间来认识和发展他们自己的价值
观” 。说明环境教育内容具有层次性 ，要具体对象具体选择 ，不能一概而论 。

思 　考 　题

１畅 环境教育学的概念与研究对象是什么 ？谈谈环境教育学的特点 。

·１２·第一章 　绪 　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