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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环境教育的作用和地位

21.1.1  环境教育的意义

加强环境教育，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使自己的

环境行为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规律，这是环境保护的

基础。

环境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使受教

育者获得理解、保护、改善环境所需要的知识、价

值观 。



图21-1 环境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21.1.2   环境教育与可持续发展

1992年6月，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

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中明确提出“面向可持续发展

重建教育”。

1997年12月，希腊塞萨洛尼召开的环境与社会国际

会议，发表《塞萨洛尼宣言》，指出环境教育是“为了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教育”。

环境教育是可持续发展的支柱。

教育是可持续发展从概念到行动的关键。



21.1.3   公民环境素养与环境教育

环境教育可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

通过进行环境教育，可使人们认识和理解环境的复杂

结构，环境教育可促进人们对发展过程中环境重要性的

认识。

环境教育可使人们充分认识现代世界中经济、政治、

生态的相互依存关系。

在此基础上，人们可以正确地认识、分析环境问题，

并且积极地思考如何减少、解决这些问题。



21.2   环境教育目标与实施途径

21.2.1  环境教育的特点

综合性：环境教育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是多

学科的综合教育。

多样性：多样的教育形式。

连续性：以解决环境问题为目标的教育是连续的过程。

全民性

实践性 :环境教育强调环境行动及其环境问题的解决。



21.2.2   环境教育目标

随着环境教育的发展和逐步深化，环境教育的目标也是动

态发展的，大致经历了如表21-1所示的过程

今天的环境教育实质上是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教育，其

教育目标是一种全方位的目标，应该包括几个层次：

意识目标(awareness)
知识目标（knowledge）
情感与态度目标(attitude)
能力和实践目标(practice)



表21-1   环境教育目标的演变历程

年代 会议名称 环境教育目标

1972 
年

贝尔格莱德人类

 环境会议

提高全世界所有人的环境意识，使之关注环境

 极其问题，使个人或群体具有解决当前问题和

 预防新问题的知识、技能、态度，使他们投入

 到这项工作当中去。

1977 
年

第比利斯会议

促使人们清楚的意识并关注城乡地区经济、社

 会、政治和生态方面的相互依赖性；为每个人

 获取保护和改善环境所必需的知识、价值观、

 态度、义务和技能的机会；建立个人、群体和

 社会对待环境的新的行为模式。

1992 
年

世界环境与发展

 大会

使人们理解这一星球上的生命是相互依赖的；

 提高人们对环境促进或阻碍可持续发展的理

 解；培养人们的意识、能力、态度和价值观，

 使他们能有效地参与地方、国家和国际上的可

 持续发展活动，帮助他们走向更公正和可持续

 发展的未来。



图21-2   环境教育目标达成图



21.2.3   环境教育的实施途径

（1）环境教育的取向

环境教育具有三种相对独立的形态：

关于环境的教育:传授有关的环境知识，帮助学习者理

解不同尺度范围环境问题产生、发展及其与人类关系。

在环境中的教育:把熟悉或相关的真实环境作为教育的

资源和场所，以学习者在环境中的体验作为教育中介。

为了环境的教育:使学习者养成对环境负责任的态度和

行为，关心环境、爱护环境。



图21-3    环境教育目标与取向模式图



（2） 环境教育的实施途径

① 学校环境教育

分为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两种

学校基础教育主要是针对中小学而言

学校专业教育是针对不同层次的环境专业人才的培养

② 社区环境教育

社区环境美化既是学校师生应尽的义务，也为学校环

境教育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图21-4   课程与环境教育的关系



③ 在职环境教育

目前，中国的环境保护部门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尚

未经过较系统的环境专业培训，因此在职人员的教育

就成为环境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1981年，我国成立了第一所环境保护在职干部培训

学校----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该院负责对全国环保

系统的在职干部进行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和岗位培训。



21.3   环境教育的方法

21.3.1  环境教育的教学策略

综合运用多种教学途径和方法

强调学习者的自主性

引导学习者从日常生活中发现问题

从“可解决的问题”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



21.3.2   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1)  探究式教学

从学生的角度看，探究式学习可以分为五个步骤：

识别并提出问题

根据对问题“已了解什么，还需了解什么”制订计划

搜集信息并对其进行分析和综合

分析整理资料，提出解决问题方案，并选择和确定

行动方案

制定实施计划，采取社会行动，评价并调整计划



图21-5   探究式学习步骤图



（2） 参与式、互动式教学

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互动式环境教育方

式是以问题为本（用环境问题来配合教学内

容），以小组合作学习、个人独立研究与集

体讨论相结合为主要的组织形式。



图21-6   互动式教育教学方法过程
（注：摘自李子建，1998）



图21-7   教学的连续体

(注：摘自李子建，1998)



表21-2    学校环境教育方法分类表

方法名称 实施途径 实施效果

观察、考察类
利用视觉、听觉、

 触觉、味觉
养成细致观察、体验的好习惯

讨论、辩论类 互动式交流
锻炼思维能力，实现情感、态

 度价值观的转变

实验类
运用一些器材、

 设备亲自动手
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

 神

模拟体验类 扮演相关的角色 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多媒体应用类 多媒体教学软件 获得感性认识，引发思考



互动式教学在社区环境教育

社区服务与实践

利用社区环境进行的户外教学

以与自然接触为主的户外环境教育

环境教育从学校向城市社区的辐射



21.4   公民的环境素质与环境行为

21.4.1   公民的环境素质

环境素质是人的科学素质的组成部分，它是以环境

作为特定作用客体、从小养成、不断发展并终生起作用

的科学素养和心理品质。

公民的环境素质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与否的重

要标志之一。



21.4.2   公民的环境行为规范

节约资源，减少污染

绿色消费，环保选购

重复使用，多次利用

分类回收，循环再生

拒食野味，万物共存



21.4.3   公民环境素质的培养

对领导决策层的环境素质的培养

专业人才的环境素质的培养

中小学生的环境素质的培养



21.6   案例研究——不同角色公民环境意识与行为
 跨界治污“大盖帽”不敌“保护伞”

2002年3月22日，第10个“世界水日”，一场特殊的

官司在浙江长兴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原告是长兴县

泗安水库的养鱼户，他们把安徽广德县的有机合成化

工厂推上了法庭，要求赔偿水库受污染而造成水产品

死亡的损失。

法院经审理后当庭宣判： 被告赔偿原告损失61.75

万元，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本案受理费11185

元，由被告承担。



矛盾的双方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

排污方应尊重他人生存和发展权，对自身环境行为负责。

对于政府领导者，应懂得如何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

社会持续之间的关系。

从这起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可以发现，我们应该在逐渐完善

我国环保体制的同时，还应从根本上提高广大公众的环境素

质。

案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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