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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教育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影响中小学环境教育发展关键因素浅析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文 / 杨长寨

今天人类面临的很多问题大多与教育有着密切

的关联，人类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反映出长期以来全

球环境教育普遍存在严重不足。

严重疫情更凸显中小学环境教育不可缺位
在中国，小部分国民在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

平衡等方面的守法意识、责任意识与行动力不足。这

不仅与一些基层执法部门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

不严、知法犯法和缺乏执法监督与问责有关联，其背

后也映射出国民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出了一些问

题，主要表现是让分数迷住了眼，重分数轻德育的现

象依然存在，尤其是在环境教育、法制教育等综合素

质教育方面存在明显的缺位与不足。客观来讲，很多

违法者都上过学，有的甚至是研究生、公务员、企业

家、明星等有学历、有成就的人，然而他们接受过的保

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多样性、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节

约资源能源等绿色生活方式的环境教育、法制教育寥

寥无几，青少年时期接受教育的内容存在严重缺失与

不足是导致环境违法者行为不端的重要原因之一，也

由此看出作为中小学应尽快常态化实施环境教育、法

制教育等，着力培养青少年学生的环境责任意识、生

态道德意识以及遵守环保等法规的公民意识，从小打

牢树立绿色生活理念并能够落实到生活小事中。

环境教育是治疗环境问题的良方好药
细细回味人类近代以来的历史，人们发现许多充

满“教训与改变”的重大历史事件总是惊人的相似和

反复出现，比如西方国家发生的环境问题“先污染后

治理、后教育”，几十年后，我们又在走西方的老路，教

训深刻。20世纪初中叶以来，西方工业文明的快速发

展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包括日本水俣病在内

的著名八大污染事件害苦了几代成千上万的人。惨重

的教训让西方国家对环境保护不得不重视，出台相关

法律，开始重视培养公民和青少年的环境意识，他们

取得的经验之一就是中小学环境教育对长期改善环

境质量、减少环境问题、保持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是

治疗环境问题的良方好药，并纷纷立法给予保障，其

中美国是最早立法的，第一部 《环境教育法》诞生在

1970年，目前包括日本、菲律宾以及中国台湾在内的

众多国家与地区已经完成了环境教育的立法。

世界环境教育起点在哪里？普遍认为是1972年

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中国派出代表团参加了这

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际会议。仅隔一年，1973年中

国就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会议产生了中国

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

若干规定》，其中提出“大力开展环境保护的科学研究

工作和宣传教育”。这个时期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

中央领导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水域污染等环境问题的

日益严重，推动在中小学开始实施环境教育，所以大

家普遍认为1973年是中国中小学环境教育的萌芽与

起始之年，认为这一年诞生了环境教育的第一粒“火

星”。这样算来中国环境教育也是走过了47年的历程，

在起跑线上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并未明显落后。

影响中国中小学环境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
中小学环境教育历经近半个世纪风卷云舒的发

展，环境教育终于从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万山

红遍，从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到不可或缺，不得不

做，环境教育普及与完善的过程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进

步、基础教育与环境科学的发展、环境质量的恶化、

改革开放等多方面因素休戚相关，但从根本上看还

是环境保护和环境教育方面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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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与完善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看到，1989年颁

布的 《环境保护法》并未对学校环境教育提出明确要

求；1996年国家环保局、中宣部、国家教委首次联合

颁布《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以后每五年更新

一次；2000年开始由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家教委每两

年联合表彰一批国家级绿色学校，推动了各地开展评

选省、市、县级绿色学校，环境教育起色很大，在中小

学的覆盖面加大。虽然2008年国家表彰绿色学校活

动停止评比，但很多省、市、县级评审表彰未断，这个

项目，中小学开展环境教育、创建绿色学校的参与度

有了大幅提高。当然，与全国40多万所中小学的绝对

数相比，绿色学校的数目很少，也反映出了解与参与

的积极性还是偏低，环境教育离走进所有中小学的路

还是很漫长；2003年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环境教育

专题教育大纲》 和《中小学环境教育指南》，学校开展

环境教育有了一个教育政策的依据；2014年，《环境

保护法》 修改版中的第九条中提出“学校应当将环境

保护知识纳入学校教育内容，培养学生的环境保护

意识。”，第一次明确了中小学开展环境教育的法律

义务，但规定太笼统，没有明确不开展环境教育的法

律责任，影响仍然有限；中国环境教育的春天发生在

2017年。这一年，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德育工作指

南》，这个文件其实就是 《环境保护法》第九条的具体

实施细则，有力推动了环境教育、生态文明教育在中

国中小学的广泛开展，让中小学环境教育不再可有可

无，而是成为中小学必须实施的教育内容。实践表明，

相关政策与法规的进步对中小学环境教育发展的推

动作用十分重大。

一直以来，各级环保宣教部门积极促进中小学环

境教育，一些高校与部分中小学老师的坚持，让环境

教育“火星”越燃越旺，也为今天环境教育的大力发展

打下了坚实的教育基础。

生态文明教育的崛起与在中小学的全面实施
今天常常把环境教育、绿色教育与生态文明教育

并行使用，这三个概念的核心是基本一致的。“生态

文明教育”这个新称谓何时正式出现？从国家层面应

该是2005年，这个时期中国涉及环境问题的事件频

发多发，这一年党中央召开了“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

作座谈会”，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第一次提出了“生态文明教

育”。

生态文明教育既是环境保护部门的事情，也是教

育部门的责任。在教育系统，有关生态文明教育的第

一次论述是2014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

意见》应该是第一次从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清晰地要

求“加强生态文明教育”，文件中提到“各级教育部门

和中小学校要普遍开展生态文明教育，以节约资源和

保护环境为主要内容，引导学生养成勤俭节约、低碳

环保的行为习惯，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等内容，

可惜的是其中的生态文明教育内容并没有得到所有

中小学完整认真地落实，执行情况也没有及时向社

会反馈与公布。2016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

公室《关于开展2016年秋季开学暨年度重点工作落

实情况专项督导检查的通知》提到“德育工作情况是

否普遍开展了理想信念教育、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革

命传统教育、公民意识教育、生态文明教育、心理健康

教育、法制教育”，这是国家教育主管部委第一次对省

级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有关生态文明教育工作情况

明确提到进行督导和考核，这一督导要求并未引起很

大反响，却是一个瑞祥的“春雷”，让积极开展生态文

明教育的地区、学校、老师看到了教育部对“生态文明

教育”的态度，生态文明教育迎来崭新的气息，让全国

中小学清晰感受到了“言必行，行必果”成为教育系统

行事规则。2017年教育部颁布的 《中小学德育工作

指南》成为生态文明教育发展史上转折点、关键点，这

是涉及生态文明教育的革命性的文件。教育部在该文

件通知中明确这是一个规范性文件，必须认真执行并

反馈执行情况，其关键点在于明确规定生态文明教育

是中小学德育的五大内容之一，使生态文明教育的地

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现在，各地教育行政主管

部门对中小学年度考核中几乎都会涉及“生态文明教

育”。2019年的两个文件对新时代生态文明教育进一

步指明了方向，一个是2019年9月教育部办公厅联合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等发布的《关于在中小学落实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增强生态环境意识的通知》，另一个

是2019年10月国家发改委颁布的 《绿色生活创建行

动总体方案》，“绿色学校”创建的牵头部门从过去的

环保部门调整为教育部。中小学环境教育历经风雨，

终于从备受漠视与冷落，到全面启动、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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