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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东北师范大学为例综述了中国师范院校环境教育的现状与发展

趋势，认为师范院校在中国环境教育领域具有的资源优势，在提高中国

公民生态环境素质﹑建设绿色大学等环境教育方面极具发展的空间，发

挥跨学科的资源优势将促进和推动中国环境教育发展。   

 

背景 

 新技术革命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千百年来人类知识经验存在的文本形

式不再是唯一，教师作用和学校的功能受到挑战，传统的"传道﹑授业

﹑解惑"的教师作用已与现代教育改革发生冲突 。在新世纪教师必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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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素质应该包括如下内容：既有改革意识，又富有创造精神；树立与素

质教育相适应的教学观﹑师生观和人才观等现代的教育观念；具备良好

的心理素质以及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知识和能力；具有社会文化

和科学修养；具备对活动课程的组织管理能力；具备对潜在课程进行设

计的能力；掌握一定的教育技术和教育科研方法。虽然教师的职责和作

用有所改变，但在教学手段的组织﹑协调以争取教育的最佳效益方面，

教师仍扮演着重要角色[2]。面对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和中国巨大的人

口压力，为保证可持续发展策略的实施和提高中国公民的生态环境素

质，从学前到大学的教师所必备的科学素养中，环境教育的系统知识﹑

对环境有利的价值观﹑对环境的态度和积极倡导环境教育的行为应该

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将是中国成功开展环境教育的关键。  

本文以东北师范大学为例，分析了中国师范院校环境教育的现状及其发

展趋势，讨论了师范院校在环境教育中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认为至

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师范院校在中国环境教育领域具有明显的资

源优势，极具发展的空间。   

东北师范大学环境教育的现状 

 东北师范大学原名东北大学，建于 1946 年，1950 年根据中国教育发展

的需要，易名为东北师范大学现有 18 个院（系），43 个本科专业。设

有研究生院。75 个学科有硕士学位授予权，27 个学科有博士学位授予

权，生物学科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学

校现有专任教师 1106 人，其中教授 226 人，副教授 383 人，中国科学

院院士 1 人 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146 人，占教师总数的 13.6%，有硕

士学位的教师 454 人，占教师总数的 42.3%。现有全日制本专科生 11600

人，博士、硕士研究生 2020 人，其它各类学生 7400 人，外国留学生

315 人。同时，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东北

师范大学研究中心、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培训中心、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

预备学校、教育部东北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中心、教育部东北高师师资培

训中心等全国性培训研究机构设在我校。学校还设有 6 所附属学校和出

版社等。每年向大学、高等师范学院、中等师范学院、中学和成人教育

学院提供大量的师资力量。此外，也向政府、企业输送管理和技术人员。

1978 年，成立环境科学研究所，1986 年成立环境科学系并开始招收学

士学位学生，2000 年易名为环境科学与工程系，隶属于城市与环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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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院。现有环境科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硕士学位

授予权，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的学士学位授予权
[3]
。  

1995 年开始为全校学生开设《环境科学导论》公共选修课程。多年以

来，全系教师和学生积极参与环境教育理论与实践活动，例如，在大学

﹑中学开设环境教育讲座；指导中学教师和学生开展环境监测等科学研

究活动；编写了大量环境教育方面的书籍和教材；通过电视、报纸和杂

志宣传环境保护方面的知识；在《面向 21 世纪优秀中学教师培养工程》

中为优秀中学教师开设了环境科学方面的课程；与香港教育学院﹑国家

环保总局宣教中心以及吉林省环保局宣教中心联合主办的《21 世纪中

国公民环境教育与环境科学国际研讨会》，在国内外引起反响；环境科

学与工程系的毕业生在工作中积极开展环境教育，受到政府环保管理部

门、大学、科研部门和中学等的好评；在地球日和世界环境日等重要节

日，利用不同方式在社会和学校宣传环境科学知识；学生环境保护协会

倡导成立了吉林省大学生环境保护协会；在环境教育中加强了生态学﹑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和社会、人文科学等多学科的交叉、渗透；重视和

突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和基本原则。环境教育已经开始形成了基

础环境教育、成人环境教育、社会环境教育三位一体的格局，并初步建

立了由政府、大学、中学和社会团体共同组成的环境教育网络。而大学

特别是师范院校将在这个日益壮大的网络中对提高全民生态环境素质

方面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师范院校环境教育发展趋势 

 由于绿色大学已经开始深入人心，师范院校开展面向全体学生、教师、

教育管理者和全体公民的环境教育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师范院校可以

发挥面向基础教育的跨学科教学研究和指导优势，首先使实施环境教育

的学生在走向社会时成为绿色的种子，这将对中国的环境教育将起到事

倍功半的效果。在分析和参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环境教育方面的实

践和经验基础上，本人认为中国高等院校环境教育将有如下的发展趋

势：  

(1) 开设包括环境科学、生态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内的面向全体

学生的公共必修课程 

东北大学已经将"环境与发展"课程作为全校学生的 1 门必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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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学时的公共必修课，并要求每个工科学生在毕业设计和撰写

毕业论文时必须有对研究目标所涉及的技术过程进行环境分析

的内容。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广州大学等在创建绿色大学计划中

均明确提出：开设全校性绿色教育的通识课程。香港教育学院

再教育文凭课程(2000-2001)中，开设了"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课

程，使学生关注国家、社会及环境的问题，充分认识到自然环

境与土地利用、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与社会、不断转变中的环

境和人与环境的互动作用。这对于内地的高校环境教育有一定

的借鉴作用。以上这一切表明高等院校开始重视环境教育已经

迈出了重要一步，为多师范院校也开始为此积极筹划和准备，

这也必将成为中国高等院校环境教育模式发展的主要趋势，这

也由发达国家环境教育实践证明是提高公民生态环境素质的有

效途径之一
[4]
。  

(2) 中小学、大学、中等专业学校及社会等对环境教育师资的需求

将大大提高 

由于环境教育的跨学科性、实践性和社会性，决定了环境教育

应根据所在地区的自然、社会、经济和学校等特点，结合教育

者和被教育者的不同专业背景，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开展形

式多样的环境教育。并且，环境教育由于作为结果的环境科学

知识发展更新的速度惊人和解决问题的不确定性，探求结果的

过程和方法才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对教师素质的要求势比较

高的，同时，也是现阶段中国基础环境教育和成人环境教育的

比较薄弱和亟待改善的重要环节。从学前到大学，包括继续教

育和成人教育，急需高水平的适合各种层次开展环境教育的教

师。  

(3) 以教师、政府环保部门管理人员、和教育管理人员等为培训目

标的成人环境教育，将成为环境教育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 

高等院校已经为此建立了一些环境教育中心，优化现有的与环

境教育相关的资源，提供跨学科的环境教育系列课程。但是无

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远远满足不了发展的需要。以德国为例，

就其人口和国土面积仅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就设有环境教育

中心 600 个有许多专职和兼职人员为不同层次的公民提供丰富

多彩的环境教育活动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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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急需适合不同层次读者需要的环境教育书籍和多媒体资源，为

全民的环境教育和远程教育提供保证 

环境教育的教学过程和美国教育学家杜威的教育理论相吻合：

设计问题情景；为生一个真实的问题；收集资料，从事必要的

观察；设想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法；检验和验证解决方法是否有

效，证实结论是否可信。同时，由于环境教育的跨学科性，环

境问题的解决需要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现

在已经成为高考出题者首选内容，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将引发

面向不同读者群的环境教育书籍和多媒体资源的需求迅速扩

大。东北师范大学近 2 年编写了面向大学、中学教师与学生以

及政府管理人员等不同读者的环境教育书籍，特别是与香港教

育学院公民教育中心合作编写的《现代环境科学导论》，为高等

院校非环境专业的学生提供了一本较好的教材。  

资源优势-将使师范院校在环境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 

 虽然，师范院校已经出现向综合大学转变的趋势，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

师范院校还会保留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为推动中国环境教育的发展作出

应有的贡献。本人认为师范院校在环境教育方面具有如下资源优势：  

(1) 由于师范院校在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的杰出表现，与国内外广

泛合作而与政府环保管理部门、大学、科研部门、民间环境保

护组织及中小学形成了环境教育网络，为环境教育提供环境科

学与环境教育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和信息方面的技术支持。 

以东北师范大学为例，已经与美国、俄罗斯、日本、加拿大、

韩国和香港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60 所大学或科研机构建

立了合作与交流关系。每年邀请近百名外国专家、学者来校任

教、讲学及从事科研与合作研究，聘请了以国际著名物理学家

杨振宁教授为代表的 135 名著名学者为名誉教授、客座教授。

每年近百名教师出国访学、进修，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近年来，

共举办大型国际会议 20 个，开展国际合作项目 46 项其中，环

境教育方面的国际合作项目 5 项。  

(2) 师范院校在基础教育方面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教育理

论和实践方面均有创新和突破，为数目巨大的中学提供师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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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教师的培训课程，是环境教育可以利用的资源优势之一。 

东北师范大学自 1998 年以来，毕业生一次就业率连续三年高居

师范院校榜首。1999 年毕业生一次就业率达 94%，2000 年高达

96.3%。2001 年毕业生就业形势继续看好，来自中国 25 个省（市）

的500多家用人单位云集师大，单位与学生的供需比平均达到6：

1 。2000 年初，在中国百余所省级以上重点中学建立了东北师

范大学毕业生就业基地。同时，可以利用在东北师范大学设立

的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东北师范

大学研究中心、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培训中心、教育部东北教育

管理干部培训中心、教育部东北高师师资培训中心等全国性培

训机构开展环境教育。另外，新近建立的东北师范大学信息中

心和即将成立的环境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更为开展环境教育培

训和远程教育提供资源保证。  

(3) 师范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及其相关专业如， 生态学、生命

科学、地理学、教育学、伦理学、信息科学和经济学等理科、

工科、社会和人文学科的融合、渗透，形成了跨学科优势。 

这一资源优势将为师范院校环境教育提供理论体系、教学方法

论和实践活动等方面所需的研究人员、师资、培训教材、教育

实践基地、绿色学校实践基地(国家自然公园和郊野公园) 、生

态旅游基地和信息技术数据库，如果能够定期向社会和公为开

放，将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例如，东北师范大学就已经

开展了环境教育副修专业的尝试，同时联合多个院系开展环境

教育的理论研究，与长白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和大连市经济开发

区联合建立了绿色学校教育基地和野外实习基地，长春市多个

中学为环境教育实践基地。  

积极参与、促进和宣传环境教育是一名环境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社会和公为对环境教育的支持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前提和保证，这

也是我完成这篇文章的初衷。  

本文是综合了作者多年在环境科学和环境教育的科研、教学与管理工作

的经验，特别是近年来主办和参加国内外有关环境教育方面学术研讨会

的体会，旨在供大家讨论，不当之处，还请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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