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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态教育的原点

[ 作者 ] 俞可 

[ 单位 ]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 

[ 摘要 ] 入夏以来，川渝大旱，百年一遇。中国水情一再告急，在传统的北旱南涝、江河断流或泛滥成灾的水情之外，丰水地区全线城市

缺水、水体全线污染。9月4日，水利部部长汪恕诚披露，截至2005年底，全国仍有3.12亿多农村人口饮用水不合格。9月8日，国家环保总

局与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指出，保守估计2004年由于水污染造成的健康经济损失为178.6亿元。

[ 关键词 ] 生态教育;自然资源;公共政策

       ●水资源紧缺、水土流失严重和水环境恶化已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人水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缩影，而实现人水和谐

的根本途径是生态教育 ●生态教育的目的，就是引导公民个体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培养善待、尊重、敬畏生态的价值取向，激励

对个体、自然和社会的责任感，并最终达到完善人格完美生态。生态教育可以与传统人文教育、国际教育、公民意识教育以及爱国主义教

育形成有机的结合 ●生态教育重在体验。有关人类“虚拟用水”的数据表明，一杯茶所含的虚拟水量是35升，一公斤牛肉为14000升，而

一件全棉T恤衫和一张A4的纸竟也能消耗2000升和10升的水。由此每个公民都可以在日常生活、工作和休闲中切身感受水之珍贵。生态教

育应该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每个公民自我教育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入夏以来，川渝大旱，百年一遇。中国水情一再告急，在传统

的北旱南涝、江河断流或泛滥成灾的水情之外，丰水地区全线城市缺水、水体全线污染。9月4日，水利部部长汪恕诚披露，截至2005年

底，全国仍有3.12亿多农村人口饮用水不合格。9月8日，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

指出，保守估计2004年由于水污染造成的健康经济损失为178.6亿元。水资源紧缺、水土流失严重和水环境恶化已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

主要因素，作为基础性自然资源的水，早已成了公共性的社会资源和战略性经济资源，而且具有全球性。9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在日内瓦发布联合报告指出，全球有三分之一的人缺水，11亿人喝不到清洁饮用水；去年全球约有160万名5岁以下儿童因饮水

等不卫生原因而死亡。毋庸置疑，水成了全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掣肘。斯德哥尔摩“世界水周”刚刚落下帷幕，由建设部与国际水协共

同主办的以“保障水安全，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应对全球水管理面临的挑战，实现人类与水环境和谐”为主题的第五届世界水大会这

几天又在北京召开。水，水，水，一个地球村的当务之急。针对科学利用、开发和保护水资源，以及如何制定水安全公共政策，建言献策

不绝，真知灼见无数，这不外乎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种植业结构等等，以转变对水资源的粗放利用，可是，如何在公民个人层面上

实现人水和谐却鲜有人问津。水是大自然生态系统的控制因子，又是生命元素、文明源泉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人水关系是人与自然关

系的缩影，而实现人水和谐的根本途径是生态教育。一年一度的“植树节”、“爱鸟周”、“4·22世界地球日”、“4·30世界无烟日”、

“6·5世界环境日”无疑都是学校传统的环境或生态教育日。可生态教育更多的是流于诸如“收旧集废”的形式。人类的教育是围绕着生

命来展开的，而人类的生命又是与自然界的生命形成唇亡齿寒的关联，两者由此共同构成了生态。所以，生态教育原本就是人类教育活动

的题中之义。作为教育内容的生态，其不断生成、发展、变动的过程，也是个体主体性发展的过程。生态教育的目的，就是引导公民个体

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培养善待、尊重、敬畏生态的价值取向，激励对个体、自然和社会的责任感，并最终达到完善人格完美生态的

目的。教育是文化的载体，水文化既然反映着人类社会各个地域和各个时期一定人群对自然生态水环境的认识程度，以及其思想观念、思

维模式和行为方式，那么，生态教育也要体现时代性和地域性。学校教育应该成为生态教育的主渠道，生态教育应该融入地方教材和校本

教材，系统有机地整合校内外丰富的生态教育资源，突出乡土性。前些日子，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学生翁杰、王昊、萧易研究完成的“生态

修复技术在漕溪河治理中的应用与研究”项目赢得“斯德哥尔摩国际青少年水奖”最高奖。这项荣誉给生态教育的乡土性提供了优秀的范

例。由水而生成的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的积淀，体现了千百年来与一个民族朝夕相处的文化要素，浓缩了大量极为重要的文化内

涵；水是抽象概念的自然物质符号形态，它不但孕育文明，而且对一个民族的深层文化给出简约直观而全面的诠释。“天下莫柔弱于水”

（老子），“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孔子），“民归之犹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等有



关水的圣贤语录，不仅仅展露了华夏文化特有的品质，更蕴涵着人类普遍的世界观和人生哲理。因此，学习和掌握本民族的水文化过程也

就是学习和理解本民族文化的过程；水是最普及的生态和文化形态，溶于普通百姓生活，认识一个民族的水文化，也就是认识这个社会广

大民众的生活，这也使水文化成为民间国际对话的一条便捷的通道。水保持住一个自然生态，一个多元而平衡的文化生态。因此，在纳入

学校教育、学科教学体系的同时，生态教育可以与传统人文教育、国际教育、公民意识教育以及爱国主义教育形成有机的结合，从而，善

待、尊重、敬畏生态便从一时的行为上升成为养成的一种习惯、一种理念、一种文化素养和一种主体意识。自然，生态教育不能仅仅拘囿

于学校教育，而是应该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每个公民自我教育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就是说，生态教育重在体验。然而，已经

习惯于拧水龙头取自来水的城市居民根本无法感受遍布全球的水荒。按照伦敦皇家学院阿兰教授提出的“虚拟水”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水教育研究所的专家在8月下旬法兰克福社会生态研究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公布了大量有关人类虚拟用水的数据。比如，一杯茶所含的

虚拟水量是35升，一公斤牛肉为14000升，而一件全棉T恤衫和一张A4的纸竟也能消耗2000升和10升的水。由此推算，一个德国居民每天尽

管从自来水管中获取126升水，其日虚拟耗水量却为4000升。通过“虚拟水”概念，每个公民都可以在日常生活、工作和休闲中切身感受

水之珍贵，我们的举手投足皆可视作水消费行为。由此，人水和谐将从抽象的哲学概念，转变为科学生态保护生动实践和可持续发展的新

境界。生态需要呵护，生态教育同样也需要呵护。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态教育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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