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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区域优质资源 推进生态文明教育 

    ——行走的生态课堂

Tap into regional high-quality resources, and promot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文、图 / 张艳秋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

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思想，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精髓，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

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作为教育工作

者，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生

态文明教育必将成为教育的主旋律。

2024年2月，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印

发《北京市绿色低碳发展国民教育体系

建设实施方案》，明确指出要推动绿色

低碳理念融入课程体系、融入教育教

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召开了一系列北

京市中小学生态文明教育实践研讨会，

号召学校通过跨学科主题课程及教育

活动，融入生态文明的思维方式和核心

素养，从而实现整体育人。

密云区作为北京市的生态涵养区，

应该发挥其区域优势，先行先试。密云

区委二届八次全会提出了“努力打造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典范之区”的目

标，基于此，“努力建设生态文明教育

典范、思政课建设典范、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典范、优秀教育工作者培育典

范、学校特色建设典范，”成为密云区教

育的新目标。

基于这一目标，笔者以《生态文明

教育主题实践课程的开发与实施研

究》为题，立项了（2021年度）北京市

教育学会“十四五”教育科研课题。本

课题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区域资源的

深入挖掘，开发出系列精品生态文明

教育跨学科主题实践活动课程，探索

区域生态文明教育的实施路径，提升

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培养学生的生

态文明观念和习惯，助力区域生态文

明典范建设。四年来，课题研究取得了

良好效果，有效地促进了区域生态文

明理念的落地生根。

一、梳理地域优质资源，提炼生态

文明教育要素
本课题重点选择了北京市密云区

库北六所初中参与，各校组建子课题

组，依据总课题组整体计划，结合校情、



60 WORLD ENVIRONMENT
2024年第3期 总第208期

观 点
POINT OF VIEW

师情和生情开展行动研究。

（一）区域优质资源助力主题实践活动课程开发

密云的自然地貌特征为“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川

壮丽、物华天宝、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有“京师锁钥”

之称。

通过梳理水库以北地区的自然、文化、历史等资

源，以山（云峰山、雾灵山）、水（密云水库、清水河、

潮白河）、树（3500年的九搂十八杈、580年的流苏树、

黄土坎的鸭梨树）、城（吉家营古堡、遥桥峪古堡、司

马台长城）和人（人物：邓玉芬、白乙化；人文：古北

口长城抗战纪念馆、承兴密联合县政府旧址、古北口

古御道）等为主要素材，确定了这些区域优质资源作

为主题实践活动课程开发的主要依据，打造生态文明

教育跨学科主题实践活动，形成“一校一品”的生态文

明教育精品课程。这为教师有针对性地开发主题实践

活动奠定了基础，既保障了课程的有效实施，又提高

了实践活动的质量。

（二）生态文明教育要素解决教师活动设计困惑

课题研究中的生态文明教育，是指学校在“人与

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宗旨引领下，秉

承“爱护自然、环境保护、家乡情怀、健康成长”的理

念，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学生从生态文明“意

识、知识、态度、技能、参与”五个方面开展的知行合一

的生态文明实践。有了上述生态文明教育要素，教师

就可以依托相应的资源、结合相关学科知识点，设计

跨学科主题实践活动，并在不同的活动中进行不同要

素的生态文明教育。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效果显著。

                                                                             

二、广泛开展问卷调查，了解生态文明教育

现状
研究通过自行设计的《中学生生态文明素养调查

问卷》对库北六所学校的学生进行了生态文明素养的

实证调查。调查问卷着重从认同度、知晓度、践行度三

个维度出发，全面了解学生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与

实践情况。具体包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个体

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认识区域资源的重要性、了解

家乡资源和污染现状的重要性的认识情况；对生态文

明的提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密云区的资源和特

色文化、环境保护相关知识、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和方

法、低碳生活、绿色出行等知识的理解情况；以及如何

在社会、校园、家庭和个人层面践行生态文明，并在日

常生活中体现生态文明的主要做法。

从调查结果看，学生自觉践行垃圾分类的占比最

高，在低碳出行、节水节电、爱护环境和保护水源方面

的践行行动也相对较高。但是，不丢废物和节约资源

的占比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说明学校在这两个方面的

宣传和教育有待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宣传倡导方面，

只有69.63%的学生表示有所参与，充分说明学生在生

态文明理念宣传方面的意识不足，宣传行为较少。鉴

于库北地区各镇村的社会公民中，学生将是生态文明

理念宣传的主力军，我们应努力培养每一个学生成为

生态文明理念的宣传倡导员，服务于所在镇、村以及

家庭，让生态文明理念在库北地区家喻户晓。

三、区域主题研修引领，推进生态文明教育

实施
如何深入开展课题研究，一线教师的参与至关重

要。课题组以区域主题研修展示为切入点，引领教师

深度参与、观摩学习、交流分享，有效推进了生态文明

教育的实施。

（一）传承红色基因、践行生态文明，教师交口称赞

2021年5月，在北庄中学开展了“传承红色基因、

践行生态文明”跨学科主题实践活动。师生们从学校

出发，沿着清水河到达承兴密联合县政府旧址，往返

全程约25千米。活动分为“生态之旅：清水河畔—绿色

朱家湾”和“红色之旅：承兴密联合政府旧址—红色大

岭村” 两部分。通过实践活动，师生们了解了库北区

域的历史概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通过实地考察，

大家进一步熟悉和了解密云地区的山川、河流、植被、

物产等知识；通过了解密云地区风土人情、社会生活、

红色历史和建设成就，学生对家乡的热爱更加深厚。

“只有了解家乡，才能更加热爱家乡。”活动中，学生的

表现得到了教师们的一致好评。

（二）探寻家乡生态、争做时代新人，学生精彩

呈现

2022年3月，在太师庄中学开展了“探寻家乡生

态、争做时代新人” 跨学科主题实践活动。师生们从

学校出发，经金崇山烈士陵园、天鹅驿站后返回，全程

步行约8千米。在清水河畔的天鹅驿站，完成了“知家

乡、绘家乡、赏家乡、颂家乡、赞家乡、建家乡”六个环

节的多学科融合实践活动。学生们了解了清水河的位

置、气候等知识，知道了白天鹅的习性，用画笔描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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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美景，唱起《云水谣》表达对家乡的热爱，还进行了

带有“水”字的诗词飞花令比赛。孩子们满怀信心地签

署了“传承红色基因，保护绿色生态”倡议书。活动让

每一个学生在行走中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让生态

文明教育内化于心。

（三）走进古堡忆往昔、流苏树下话今朝，游客

融入其中

2023年5月，在新城子中学开展了“走进古堡忆

往昔、流苏树下话今朝”跨学科主题实践活动。师生们

从学校出发，第一站吉家营村，第二站苏家峪村，全

程步行13公里。第一部分，古堡文化——走进古堡忆

往昔。通过“探幽索隐，品味古堡深邃文化”“寻迹访

古，描绘古堡瑰美画卷”“精测细算，解密古堡传奇密

码”“倾听访问，畅想古堡美好未来”四个环节，让师

生们领略了吉家营厚重的历史文化。

第二部分，绿色生态——流苏树下话今朝。通过

“明方向、定环境、观古树、说古树、护古树、赞古树”六

个环节，不仅让师生们见证了580年北京最古老的流

苏树的繁花似锦，而且了解了家乡的风土人情，感受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活动当天，恰逢密云区首届流

苏文化节开幕式的前一天，很多游客慕名而来，不知

不觉地融入学生的活动之中，学生们的精彩表现让游

客赞不绝口。

四、找准课题研究关键，突破生态文明教育瓶颈
对于生态文明教育而言，最适宜的资源是地域资

源；而持续推进生态文明教育的有效策略和路径，则

在于主题实践与学科融合。

（一）地域资源是生态文明教育的鲜活教材

密云库北地区的优质资源，是学生了解本土历

史、文化和环境最鲜活的教材。北庄地区有美丽的清

水河和承兴密联合县政府旧址，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如

何守护清水河、如何传承红色基因；新城子地区有明

代的吉家营古堡和北京市树龄最长的流苏树，可以引

发学生对古堡保护和文化传承的关注；古北口地区有

底蕴丰厚的古御道，还是荡气回肠的《义勇军进行曲》

的诞生地，可以激发学生对历史保护和红色文化的思

考。这些都是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最鲜活的教材。

（二）地域资源是生态文明教育的真实场景

在真实的场景中，传授生态文明知识，践行生态

文明行为，是最有说服力的。我们将生态文明教育搬

出课堂，走向自然。在美丽的清水河开展认识家乡植

物、保护清水河、垃圾分类等活动，让学生以实际行动

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在承兴密联合县政府旧址，引导

学生了解红色的抗战历史，并将党史教育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之中。

基于地域资源鲜活而真实的活动，让生态文明教

育有了根、有了魂；让生态文明教育不再是纸上谈兵

的空论，而是脚踏实地地践行。

（三）主题实践是生态文明教育的恰当策略

基于主题实践的生态文明教育，可以通过创设

真实情境，让学生围绕主题，体验、感受和践行生态

文明。

充分挖掘和利用地域优质资源，确定相应的主

题，并根据真实的情景设计实践活动的主要环节和具

体任务，为学生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第一手材料，让

学生回归自然、回归学习的本质。通过这样的主题实

践活动，学生的综合素养得到了显著提升。

（四）学科融合是生态文明教育的有效路径

生态文明教育需要多学科共同合作，通过学科融

合实现教育的融会贯通。例如，在“传承红色基因、践

行生态文明”活动中，涉及生物、地理、语文、历史、音

乐、美术等多学科。“学科参与—整体设计—融合实

施—综合展示”，这样的活动思路，让学生在用学科知

识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感受不到明显的学科界限。学

科融合的生态文明教育主题实践活动设计，巧妙地融

合了各学科相关教学内容，呈现了各学科独特的教学

方式。在实施过程中，这种融合模式发挥了综合优势，

使生态文明教育更加丰富多彩。

生态文明教育不应只是一个口号，更不应停留在

理论层面的说教。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充分挖掘地

域资源，用主题引领下的真实情境创设和学科之间的

融会贯通，让生态文明教育真正落地生根。基于地域

资源的跨学科主题实践活动，就是一门行走的生态课

程，既能让学生亲近自然，又能感悟家乡文化；既能让

学生亲身体验，又能践行生态文明。这是我们的初衷，

更是我们肩负的使命。

生态文明教育没有休止符，课题研究一直在路

上……【本文系北京市教育学会“十四五”教育科研

2021年度课题“生态文明教育主题实践课程的开发与

实施研究”（ MYYB2021-03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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