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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环境教育是保护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正成为一个方兴未艾的教育领域。梳理和揭示环

境教育的内涵，以环境教育发展的自觉程度为标尺探讨和分析了环境教育的缘起、发展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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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的威胁，人类发出了保护生态环境的呼吁，环境与发展研究已成为时

代的主题之一。“环境保护，教育为本”，环境教育是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环

境教育作为一个新兴领域，在目前我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界尚未引起充分的关注和理论探讨。揭示和

明确环境教育的涵义，梳理和分析环境教育的演进、发展及其特征是开展和深化环境教育研究的重

要基础。  
一、环境教育的涵义 
在揭示环境教育的内涵之前，有必要首先澄清环境教育中“环境”一词的确切内涵。否则，由

于概念本身的多义或模糊性，导致所有的理论对话都将失去应有的意义。 
对“环境”（Environment）一词的界定，目前主要是从环境科学中借鉴引入的。一般认为，环

境是相对（而非对立）于中心事物而言的，与某一中心事物有关的周围事物，就是这个事物的环境。

一般所说的环境是指以人类为主体的外部世界，即作用于人类这一主体所有外界事物与力量的总和，

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所谓自然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给予了明确界定，“影响

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和，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

藏、森林、资源、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 

需要指出的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理解，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活动的自然条件的总

和，包括原始（生）自然和人工（化）自然；另外，从原始生态学上看，生态是指生物（包括人）

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此处的环境主要是指自然环境。因此，一般情况下，环境科学中的“自然环

境”、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的“自然（界）”、生态学中的“生态环境”是一致的概念，也正是环境教

育研究中的“环境”。 
关于“环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这个术语，究竟是何人何时首先使用的，尚无从

考证。一般认为，“环境教育”一词最早见于 1970 年的《美国环境教育法》，1972 年斯德哥尔摩人

类环境会议第一次正式将“环境教育”的名称确定下来，并为世界各国所接受。时至今日，尽管环

境教育已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开展，尽管人们已在揭示环境教育的本质、明确环境教育的内涵方面作

了大量尝试，但由于环境本身涉及的范围极广，因此，环境教育的内涵也同样十分丰富和复杂，人

们对它的理解也一直存在着分歧和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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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国内外对环境教育定义的种种归纳，可以发现人们主要是从以下几种方式来揭示环境教育

的内涵的。这几种定义方式代表了人们对环境教育的不同理解，对于我们全面把握环境教育的科学

内涵有着不同的启发，下面择要予以考察。 
  1. 过程说。1970 年，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同盟在内华达会议上提出了一个现今常被引用

的环境教育定义，即“环境教育是一项确认价值和澄清概念的过程，旨在发展态度和技能，俾能了

解和欣赏人与其文化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1]美国的《环境教育法》（1970 年）指出：“所谓环

境教育，是这样一种教育过程：它要使学生环绕着人类周围的自然环境与人为环境同人类的关系，

认识人口、污染、资源的分配与枯竭、自然保护，以及运输、技术、城乡的开发计划等等，对于人

类环境有着怎样的关系和影响。” 
 2. 手段（途径）说。我国的《大百科全书》（环境科学卷）认为：“环境教育是借助于教育手

段使人们认识环境，了解环境问题，获得治理环境污染和防止新的环境问题产生的知识和技能，并

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树立正确的态度，以便通过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保护人类环境”。1974 年，芬

兰国家委员会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在查米召开的环境教育研讨会上将环境教育定义为“环境

教育是达到环境保护目的的一种途径”。[2] 
3. 学科说。“环境教育是以跨学科活动为特征，以唤起受教育者的环境意识，使他们理解人类

与环境的关系，发展解决环境问题的技能，树立正确的环境价值观与态度的一门教育科学”。[3] “环

境教育是运用广泛的教育手段将环境科学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广大的受教育者，使之改变传统的有

害于环境的价值观，牢固树立起可持续发展观，并掌握有效参与的技能，从而采取保护和改善环境

的行动的新兴教育学科”。[4] 
以上每种定义方式都有其合理之处与缺憾所在，都有其自身的出发点与重心。它们从不同侧面

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环境教育的科学内涵，揭示了环境教育的本质。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以上

三种观点都考虑了环境教育的目标，即培养人们的环境意识，帮助人们掌握解决环境问题的知识、

技能，树立正确的环境价值观与态度；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强调了环境教育的基础，使人们正

确理解人类与环境的关系。 
但是，从整体上看，它们均未能科学、确切地表达环境教育的涵义，对环境教育内涵的揭示基

本上都还囿于就环境问题论环境教育的视野之内。“过程说”所下的定义在表述上多少还处于对环境

教育这一活动的描述层次上，缺乏严密性和精确性。“手段说”对环境教育概念的界定，不是立足于

环境教育这一教育活动本身，而是从其外部——环境保护来界说的，难免有失偏颇。“学科说”将环

境教育活动的跨学科特征等同于环境教育的归属问题，也难以令人信服。 
综合上述有关环境教育定义与分析，参考教育的本质，结合环境教育的历史发展及其趋势，可

以归纳出正确把握环境教育之内涵的以下要点。 
第一，环境教育首先是一种教育活动，阐释环境教育的涵义，应体现教育的本质。 
第二，环境教育应着眼于人类同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是环境教育的核心。 
第三，环境教育定向于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环境教育的时代特色，并代表了环境教育的发展

方向。因此，对环境教育内涵的诠释也应在这一背景下进行。 
第四，环境教育要实现两个层次的目的：一是使人类从根本上关心人类长久的生存与幸福，走

向环境－人－社会和谐、持续发展；二是发展人们的环境意识，丰富环境保护知识与技能，树立正

确的环境价值观与态度，进而能积极投身于解决当前环境问题、防止新的环境问题产生的活动中去。 
立足这些要点，我们可以尝试将环境教育定义为：环境教育是一种旨在提高人处理其与环境关

系的能力的教育活动。具体地说，环境教育以人与环境的关系为着眼点，通过唤起受教育者的环境

意识，培养解决环境问题的知识和技能，树立正确的环境价值观与态度，为实现环境－人－社会和

谐发展提供人才、精神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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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教育的缘起与演进 
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影响，是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产生的，并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而曲折发展的。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生产力的低下，“自然界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

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于它。”[5]  

但是，智慧的人类不满足于此。到了近代，借助于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人类以科技的力量作

用于大自然。多少世纪以来，人类梦寐以求成为自然的主人，似乎终于“实现”了。人类几乎是毫

无顾及地、疯狂地向自然索取，向自然宣战，对地球倾泄。但是，当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路途上所向

披靡的时候，来不及欢乐就被自然趋将崩溃的阴云笼罩了身心。大气污染、草场退化、水土流失、

物种锐减……这些环境问题也对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成为当代教育必须面对的现实，成为国际教

育改革的新课题，环境教育缘此而兴起。 
回首国际环境教育波澜跌宕的发展历程，可以将其大致分为四个基本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环境教育的孕育与缘起（20 世纪 40 年代末～60 年代） 
长期以来，人类一直将环境视为被“征服”的对象。到了 18 世纪，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不合

理利用和对生态环境破坏不断加剧，一些地区性、全球性环境问题开始初露端倪。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40～60 年代，以电子计算机和原子能的开发利用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人类在获得

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全球环境也在迅速恶化，出现了世界环境问题的第一次高潮，震惊世界的环

境公害事件接连不断。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现实，现代的人们似乎明白了：环境与人类存在着休戚

与共的关系。这样，开始了对环境的初步关切。在此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要有效地保护

环境，唤起民众的环境意识，必须大力开展环境教育。1949 年，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

（IUCN）成立了专门的教育委员会，揭开了人类环境教育的序幕。1965 年，在德国基尔大学召开

的世界教育大会上，人们就环境教育作了专门的讨论，提出了发展环境教育理论、尝试环境教育实

践的一些设想，标志着人类已经开始有了环境教育的孕育和构想。 
综观孕育时期的环境教育，处于自发状态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主要是一些有识之士、中小学教

师出于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忧虑，凭着自发的热情，在各自的范围内开展起环境教育方面的工作。

在环境教育的内容和目标上，主要是讲授一些有关环境保护的知识，以帮助人们了解一些自然过程、

有关环境问题及其危害，旨在唤起人们对环境及环境问题的关心。 
第二阶段：环境教育的展开与确立（1970 年～1975 年） 
人类在饱受环境问题的惨痛教训中开始觉醒，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开始采取

措施加强环境教育。1970 年，美国通过了《环境教育法》，根据该法案第一款，成立了环境教育司，

负责为高等院校、地方教育机构及其他公立或私立机构提供资助，支持他们开展环境教育工作。此

后，许多全国性和地方性环境教育组织相继成立，如全美环境教育协会（NAEE）。这样，环境教育

在美国兴起。与此同时，在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也逐步开展起来。 
1972 年 6 月 5 日至 16 日，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联合国首次人类环

境会议。113 个国家及联合国机构和非官方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

会议宣言》，宣布了 7 个共同观点和 26 项原则，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成立了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UNEP），并规定每年六月五日为“世界环境日”；更为重要的是，大会第一次正式将“环

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的名称确定下来，明确了环境教育的重要意义。《宣言》认为，

“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迫切任务”，呼吁加强国际合作以保护人类共同的生存环

境。这次大会是环境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标志着环境教育事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与确立。 
根据人类环境会议 96 号文件的建议，197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与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通力合作，建立了国际环境教育规划署（EEEP）；同年 10 月，又联合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国

际环境教育研讨会。与会代表分析了环境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趋势，高度评价了环境教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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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中的突出作用，详细阐明了环境教育的一整套指导策略。会议通过的环境教育的

纲领性文件《贝尔格莱德宪章》成为了环境教育的全球规模框架，基本确立了国际环境教育的基本

理论框架。此次大会是有史以来级别最高的一次环境教育专题研讨会，《贝尔格莱德宪章》的发表，

为国际环境教育的纵深发展制定了初步方针，指明了方向，标志着环境教育的真正确立。 
在此阶段，国际环境教育已开始由自发状态走向自觉。如果说人类环境会议及《人类环境宣言》

首次将“环境教育”概念确定下来，并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共识，使人们充分认识到环境教育的重要

性。那么，贝尔格莱德国际环境教育研讨会的召开，特别是《贝尔格莱德宪章》的发表，则更详尽

地明确了环境教育的一系列指导政策，确立了国际环境教育基本理论规范和体系——环境教育的目

的、目标、对象与指导原理等。 
第三阶段：环境教育的蓬勃发展（1976 年～1992 年） 
贝尔格莱德国际环境教育研讨会之后，国际环境教育规划署发起了全球环境教育规划，积极从

事国际间环境教育的资料收集与交流、师资培训、教材建设等活动。1976 年又分别在非洲的布拉柴

维尔和拉各斯、亚洲的科威特和曼谷、欧洲的赫尔辛基、拉丁美洲的波哥达及北美洲的圣路易斯等

地召开了环境教育的专家会议。这样，环境教育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了。 
为了在全球更大范围内更大规模地深入推进环境教育，1977 年 10 月 14 日至 26 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第比利斯组织召开了首届政府间环境教育会议。会议进一步系统探

讨了环境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具体深入研讨了环境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强调加强环境教育的在

职和职前培训，并通过了著名的《第比利斯政府间环境教育宣言与建议》。 
《宣言》进一步明确了环境教育的性质与特征：“环境教育应面向各个层次的所有年龄的人，并

包括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环境教育必须面向社会；环境教育应是一种全面的终身教育。”提出了

实施环境教育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制定有关政策，将环境教育的主张、活动和内容引入教育制度中

去；促进和加强对环境教育的思考、研究和革新等”。总之，第比利斯会议是国际环境教育发展史上

的一座丰碑，使环境教育基本理念和体系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化，带来了国际环境教育发展的高潮.
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环境教育热潮的兴起，1982 年 5 月 10 日至 18 日，环境教育管理理事会特别会议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会议对人类环境会议 10 年来环境教育的实施状况和结果进行了回顾与评

价，并就今后环境教育的发展动向进行了研讨。会议发表的《内罗毕宣言》着重强调了“宣传、教

育及培训”的重要性，指出“在第比利斯会议之后，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都试图促进了环境教育的

发展，但是，在培训方面依然存在重大缺陷。不仅是对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培训及公共教育

不充分，对大学及高等学校中的环境教育培训也没有寄予真正重视。” 为此，1987 年 8 月 17 日至

21 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又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环境教育及培训会议。会议根据《内罗毕宣言》的

精神，确定了“1990～2000 年为世界环境教育 10 年”和国际环境教育计划 1990 年代的战略重点，

提出了国际环境教育培训的具体方针、目的和措施。 
纵览这一时期国际环境教育的发展，可以说已进入了一个更为自觉、成熟的发展阶段。具体地

讲：（1）国际性、地区性及国家级环境教育活动蓬勃开展，并由对环境教育宏观问题的理论探讨逐

步深入到具体实践领域。（2）在环境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法上已逐步形成了知识、技能、意识、

态度和参与五个相互联系的目标体系。在环境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方面，不但在关于环境知识方面有

了很大拓展和深化，而且环境教育开始走向社会，从单一知识传授转变为室内室外相结合，形成了

知识、技能、态度与价值观等并重的教学内容与形式。 
第四阶段：环境教育的成熟与革新（1992 年～） 
1992 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这是一次全球范

围内讨论国际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一次盛会。会议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

发展宣言》《21 世纪议程》2 个纲领性文件及其他公约、声明等。会议重申了第比利斯会议的基本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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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着重强调要对环境教育重新定位，以适应国际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并充分肯定了环境教育

对于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此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际环境教育已开始走向一个全新的发展

方向——将环境教育与可持续未来联系起来，以促进人们确立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教育观。 
为进一步明确、普及和推进环境教育向可持续发展定向之理念，1995 年 6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环境规划署和地中海地区环境、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信息处，在希腊雅典共同召开了“环境教育

重新定向以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地区研讨会。会议主要探讨了以下 4 个方面的议题：（1）将环

境教育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对环境教育重新定向；（2）人口、环境、资源与发展是相互联系的，

在所有的教育活动中，应将这 4 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3）环境教育的基本框架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的内容：环境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及效果评估，并且这些内容都必须重新进行调整；（4）不能

将环境教育视为某一单科教育的补充性内容，而应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经常化。 
1997 年 12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与希腊政府在希腊的塞萨络尼基共同主持召开了“环境和

社会的国际会议：为了可持续性的教育和公众意识”。会议发表的《塞萨络尼基宣言》指出：“可持

续性这个概念不仅是指环境，也包括贫困、人口、健康、粮食的确保、民主主义、人权与和平，在

第比利斯建议的框架内发展而来的环境教育，是作为应对 21 世纪议程及其他主要国际会议中提出的

全球性问题而使用的，但作为可持续性教育也同样适用，因此，可称之为为了环境和可持续性教育”。

也就是说，环境教育已不再是仅仅应对环境问题的教育，而是与发展、人口、资源等教育相融合，

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发展为可持续性的教育——国际环境教育发展的新方向。 
总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发展方式的不断变革，国际环境形势的发展，环境教育

逐步定向于可持续发展战略而日益成熟与完善，充分表明国际环境教育已走上自觉的发展态势。不

管是人类环境会议首次将环境教育确定下来并取得全球共识，还是贝尔格莱德会议及第比利斯会议

出、确定的国际环境教育理论框架，都还是囿于环境论环境教育的视野之内。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

会之后，环境教育被视为实现可持续未来的关键手段之一，全面调整到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方向，由

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扩展到人类精神、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融入了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宏伟

事业中，开始了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重新定向、迈向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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