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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备受关注，建设美丽中国已成为社会发

展必然。高师院校大学生既是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又是未来中小学领域的教育工作者，对他们普及环境教

育，有利于环境意识的广泛传播与全民环境素养的培养，对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美丽中国梦”的实现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建议通过构建环境教育课程体系、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开拓实用有效的课外

实践等方式，在高师院校大学生中加强环境教育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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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hinese dream,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has become an in-
evitable social development. Undergraduates in norm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not only fu-
ture builders of China but also future educators in the field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o 
populariz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or them is conducive to the wide spread of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environmental literacy of the whole n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
anc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Beautiful China Dream”. 
This paper suggested that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hould be popularized in normal universities 
by constructing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innovating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and exploring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practices out of the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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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18 世纪 60 年代，工业文明兴起且不断发展与完善，不仅引起了全球经济的飞速增长，甚至对自然

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继《寂静的春天》唤醒人类的环境意识以来，全球对环境问题和环境教育的关注历

久弥新。作为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在党的十八大第一次被写进

了政治报告，而十九大报告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理论和实践创新。大学生是未来生态环境建设的生力军，

必须拥有环境保护意识和相应技能。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我国环境教育工作在实践与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但与其他学科或国外的研究进展相比，我国对环境教育的重视程度及参与环境教育的研究学

者还稍显不足[1]。加强高师院校非环境专业学生的环境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在建设人地协调发展社会

的过程中，就高师学生环境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将是推动环境教育和普及环境保护意识的关键措施之一。 

2. 高师院校大学生环境教育的内涵 

环境教育是一种全面的终生教育[2]，增强人类的环境素养、树立正确的环境价值观、掌握环境基本

技能是环境教育最大的功能体现[3]。只有环境保护基础知识、环境法律法规以及正确的环境伦理观深入

人心[4]，才有利于更好更快地实现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学校环境教育是环境教育的关键，它联结着社会环境教育与家庭环境教育[5]。新时代背景下，大学

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推动力量，在其整体加强环境教育，对推动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

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高师学生是小学和中学教育的主体，高师学生的环境教育工作将为

基础教育培养具有较高环境素养的教育工作者，让环境教育从小抓起，从而使环保意识在全社会开花结

果，为生态文明目标——“美丽中国”的完成奠定坚实的基础。目前，我国大部分高等师范院校创建了

环境工程学院，开设了环境专业课程，为环境保护事业输送了大量专业性人才[6]。但所开设的环境类全

校通选基础课程很少甚至没有，对其他高师学生来说，其获取环境基础知识的途径有限，不能满足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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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素质与环境道德的需要。 

3. 高师院校大学生环境教育的必要性 

3.1. 时代发展的要求 

新时期，我国提出了建立“生态文明”社会，以可持续发展为引导，并将其上升为治国理政的新理

念、新战略[7]。具备全面且高素质的人才越来越被社会发展所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作为社会前

进的主力军，应具备基础的环境保护知识、养成基本的环境素养，以适应可持续发展之路。我国在转变

过去追求经济发展，忽略资源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不少战略性的成就，如：黄河的治

理、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等。目前我国生态环境局势依然严峻，环境治理与保

护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它的解决不仅需要科学技术与法律手段，更需要社会环境教育，环境教育

对改善环境问题有着重要意义，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起着启蒙、开发、引领的作用[8]。高师院校大学生不

仅是社会建设的希望，更是基础教育工作者，只有高师院校大学生的环境教育得到加强，使其具有基本

的环境意识与道德，并做到知行合一，生态文明才能更好更快的完成。 

3.2. 高师学生环境理念欠缺 

虽然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高师学生环境教育也引发了各界的关注，但环境教育在各高师

院校、社会、高师学生方面仍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高师院校在人才培养目标、环境教育背景的师资

力量、课程设置等方面有待完善与提高。从部分高师院校官网查询发现，其人才培养一般包括专业培养

目标，关于基本素质培养目标尤其是环境素质方面严重不足。高师学生的环境教育，除了由学科老师结

合自身专业教授环境基础知识外，还应配备专职的环境教育老师[9]。但部分高师院校拥有的环境教育师

资力量无法满足全体师范学生，这个问题在普通高师院校尤为明显。故而在课程设置方面，只有环境专

业或相关专业会开设环境类必修课或选修课，且主要以课堂讲授、讲座报告等方式为主，无法调动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缺乏适宜的实践活动，学习兴趣不高，教学效果不佳。其次，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

并未对环境意识与道德作出要求，导致高师学生本身对环境相关课程的选修意识不强。最后，相关调查

问卷数据表明，高校学生都较关心环境，并且具备一定的环境知识，但环保行为却较为淡薄[10]，说明环

境态度与环境行为存在严重脱节。 

3.3. 未来职业性质的要求 

很多高师院校在环境教育师资人才培养方面投入不足，大多没有开设专门的环境教育方向专业，专

业设置在环境教育方向形成洼地，导致具备专业环境教育知识的老师无法满足基础教育阶段对环境教育

专职教师的需求[11]。而高师学生又是未来从事教师职业的教育者。基础教育阶段的环境教育要求：教育

者能够根据国家关于环境教育的相关规定，对受教育者传授环境保护基础知识、环境法律法规以及施加

好的环境素养，将其培养成为能够将所学环境基础知识和环境素养应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人的过程。只有

教育者本身受到了良好的环境教育，具备一定环境基础知识和环境素质与道德，才能自发地将环境教育

渗透到各个学科教学中去，对受教育者施加环境影响，以补充专业环境教育师资的不足，才有利于全民

环境素质的养成。 

4. 高师学生环境教育策略分析 

4.1. 构建环境教育课程体系 

通过整合高师院校环境学院和非环境学院相关课程的教学资源，构建面向非环境专业学生的环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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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课程体系，包括必修和选修课程：除已开设的环境类必修课之外，还需要对现有环境类通识选修课程

进行整合，建立起适合非环境专业学生环境教育的开放式立体化课程群，根据专业特点，可选择开设《环

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环境科学基础》、《资源与环境》等课程，结合生态学、法律伦理、环境健

康等不同主题开设拓展课程。各课程的教学内容除了相应教材的理论体系外，还需要及时跟踪国内外最

新环境实事和热点问题，以国际化的视野审视国际和国内环境问题，并教育和劝导学生从身边的小事做

起，关注生活中与环境相关的话题与问题。同时，在相关学科课程中采用渗透课程模式，即多学科模式，

将适当的环境内容(包括概念、态度、技能等)渗透到各门学科当中，通过各学科课程的实施，实现非环境

专业学生的环境教育[12]。除此之外，可开发地方课程，根据当地存在的环境问题，创设相应主题的环境

教育课程，带领高师学生实地考察，发现环境问题，分小组制定环境问题解决措施，拉近非环境专业学

生与课堂环境教学的距离，避免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发生。 

4.2. 创新课堂教学模式 

课堂教学环节仍然是高校环境教育的主体，但是需要对课堂教学模式进行创新。在教学过程中，注

重实例的引入与剖析，引导学生独立思索和自我分析[13]。科学而巧妙地设计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通过

播报热点新闻、朗读经典著作、讨论发言、小辩论、小主题讲座等形式让学生充分参与教学过程，从而

构建一个开放的、研讨式的课程环境，使学生充分融入课堂，更好的激发其学习的积极性[14]，增强学生

的学习主体意识，真正做课堂的主人，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性和团队协作精神，让学生的综合能力不断

得到加强。除此之外，教师在环境教育教学过程中，可更多的将环境知识富集地告知学生，并将学习目

标、学习任务安排给学生，最后以规定的方式将学习成果展现出来[15]。在教学内容上，紧密结合日常生

活行为，使授课内容与学生身边的现实相联系，提高学生的行为输出水平[16]。在教学方法上，采取课堂

讨论法、启发法、探究法等教学方法，建立师生间“互动的、双向的”关系，使教学过程在师生互动、

生生互动的关系中完成，以期产生多层次的效果。在课程考核方面，改变“以分数论英雄”的做法，注

重开展研究型学习，加强对学习过程的监督和管理，增大平时表现及实践活动所占的比例，以考察高师

学生综合能力和问题分析与解决能力。 

4.3. 开拓实用有效的课外实践 

高师院校教授的环境保护基础知识，大概只有 10%转化成环境意识，而环境意识对环境友好行为之

间也只有 10%的转化率[17]。因此，除了课堂互动外，还需要给学生提供足够的课外实践活动，做到知

行统一，让高师学生能身体力行地参与到相关环境问题的认识和解决过程中。结合我国和各地区社会经

济发展与环境相互协调的实例，进行实例和现场教学，加深高师学生对环境与发展相互协调的认识，组

织学生参加社区、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的环境保护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参与环境保护的意识与能力[12]。
充分挖掘校内外资源，依托教师的科研项目以及相关社团的活动，开展课题研究、环保公益讲座等形式

多样的环境教育实践活动，并在世界环境日、地球日等节日让高师学生到附近中小学或社区开展主题活

动，带动更多的人关注环境和环境问题。通过实践活动，增强高师学生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还可

以增进高师学生之间和师生之间的交流与信任，帮助高师学生形成正确的环境价值观，锻炼沟通交流和

相互协作的能力，也为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环境意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5. 结语 

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背景下，高师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和基础教育的从业者，加强其环境

教育，对提高全民环境素质、协调环境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理论与实践存

在较大脱节，高师学生的环境教育普及尚未引起足够重视。通过构建环境教育课程体系、创新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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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开拓实用有效的课外实践等多种方式，能够有效促进在高师院校非环境类专业学生环境教育的普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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