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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师院校是我国环境教育师资培养和培训基地。课程是学校环境教育最基本、最有效的形式。稳定的课程体系 , 是确保环境教
育成功的前提。从设置环境课程、制定教育规划、确定教学目标、优化实施途径、激活教育资源、改革教学方法、编写精品教材、教学评价
等8 个方面对环境教育课程体系的设计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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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1 世纪, 人类面临着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生物

多样性减少、酸雨蔓延、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大气污染、水

体污染、海洋污染、垃圾围城等十大环境危机。保护环境、实

现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唯一选择。美国环

境教育专家 David Wors 说过:“环境危机实际上是一种教育

危机———教育本身就是形成和发展人们的思维手段。”正如

《21 世纪议程》所指出的:“教育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

们解决环境和发展问题能力的关键; 环境和发展教育涉及物

理、生物和社会、经济以及人力开发, 应当纳入各学科。”

学校环境教育是我国环境教育的主渠道, 高师院校是我

国环境教育师资培养和培训基地。“环境保护, 教育先行; 环

境教育, 高师先行”,“惟有了解, 才能参与; 惟有参与, 才能投

入; 惟有投入, 未来才有希望”, 这是高师院校对师范生进行

环境教育的现实意义。《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 1996

～2010 年) 指出 :“师范院校、中等专业学校要逐步把环保课

列为必修课程; 高等院校的非环境专业要开设环保公共选修

课或必修课。”我国高校中有10 % 的院校在非环境专业中开

设了环境课程, 而每年招收的非环境类专业的学生占普通学

校招生人数的99 .5 % 以上。因此, 探讨高师院校非环境专业

环境教育课程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1  环境教育课程的要求

1 .1 实现5 个目标  ①意识。帮助个人、群体和社会获得

对整个环境及发展相关问题的意识和敏感; ②知识。帮助个

人、群体和社会获得各种环境经验, 并促进他们理解创造和

维持持续发展的未来所需的知识; ③态度。帮助个人、群体

和社会获得关注环境的一系列价值观与情感, 激发他们积极

参与环境改善与保护的动机 ; ④能力。帮助个人、群体和社

会获得认别、预测和防止环境问题的技能; ⑤参与。为个人、

群体和社会在各个层次上积极参与创造持续发展的未来的

机会, 激发他们的动机。

1 .2  体现3 个取向  ①关于环境的教育。指教育学生了解

和掌握关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个人环境的知识和信息 ,

要将这3 种环境看成是一种完整的环境系统。②在环境中

的教育。指以学生在环境系统中的亲身体验作为环境教育

的基本出发点, 并把环境教育与学生的个体生活、群体生活

及公民的公共生活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学生的亲身体验去

认识环境、了解环境、理解环境、关心环境、保护环境。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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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环境的教育。指要直接鼓励学生探索和解决面临的各

种环境问题 , 培养关于环境系统的各种情感、态度、价值 , 并

从中获得各种环境知识、信息和技能, 形成可持续性发展的

环境价值观、环境伦理观和保护、改善环境的思维方式、行动

方式和生活方式, 明白人类在环境系统中必须承担相应的伦

理道德责任。

2  环境教育课程体系的设计

在非环境专业实行独立课程的环境教育方式虽然增加

了教学课时, 但容易实施 , 适应大学生的学习特点, 且容易进

行综合评价。稳定的课程体系是确保环境教育成功的前提。

2 .1  设置环境课程 根据不同的专业 , 进行课程设置。一

方面, 可通过开设环保课, 讲授针对性、实用性强的环保内

容。另一方面, 要因地制宜, 开发实践型、活动型课程。各专

业的学生可进行不同的课程设置, 理科: 生态学、环境评价、

环境化学、环境监测与分析环境伦理学、环境保护与可持续

发展; 文科: 生态学、环境管理学、环境社会学、环境法学、环

境经济学、环境伦理学、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2 .2 制定教育规划  在相关相近专业的基础上, 组成教育

规划小组 , 负责规划、计划 , 并制定实施细则和办法。主要内

容包括: 确定规划目标、开发管理系统、编写环境教育的学科

教学大纲、课程开发、师资培训、教学法研究等。

2 .3 确定教学目标  通过对环境教育课程教育对象的分

析, 确定其内容为: 环境科学知识、环境法规知识、环境道德

伦理知识。在环境教育中 , 环境知识的传授是基础, 环境能

力的培养是关键, 环境道德的树立是目标, 即环境教育不仅

是知识教育, 也是价值观教育、行为规范教育。具体教学目

标: ①教育学生深刻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的理

念; ②着重从人口、资源、环境、科技、经济、社会、生活方式、

伦理道德和法律等方面对学生进行比较系统的环境与发展

教育; ③帮助学生建立起新的环境价值观、道德观和新的生

活方式; ④具有较强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参与意识, 具有较强

的搜集、筛选、概括、应用信息, 进行研究性学习的能力。

2 .4 优化实施途径  对非环境专业的学生而言, 首先要通

过专业必修课的课堂教学, 把相关的环境内容渗透到各学科

中; 其次要根据各专业的基础开设环境必修课 , 弥补专业渗

透教育的不足; 再次要结合地方经济建设、时代发展 , 在完成

专业教学任务的基础上 , 开设环境选修课; 最后通过课外实

践课, 让学生接触社会, 发挥其主体性 , 激发环保责任感。

2 .5 激活教育资源 环境教育依赖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

人文和社会科学。教学资源是进行环境教育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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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求解标准化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的正则方程组[ 4] :

b1 + r 12 b2 + Λ+ r 1pbp = r 1y

r 21b1 + b2 + Λ+ r 2pbp = r 2y

…  …   …

r p1 b1 + r p2 b2 + Λ+ bp = r py

即可求解出 b1 = 0 .061 , b2 = 0 .872 , b3 = 0 .079 , R2 =

0 .999 2 。

  表3 杨凌示范区三次产业产值通径分析

通径 bi r i y

x1 对 y 0 .061 0 .816
x2 对 y 0 .872 0 .999
x3 对 y 0 .079 0 .982

  通过对杨凌示范区人均 GDP 与三次产业产值发展之间

进行通径分析和决策系数的计算可知, 杨凌示范区各次产业

产值与人均GDP 之间的相关关系大小和各个产业产值与人

均GDP 之间的直接作用大小方向保持一致, 因而可以直接根

据各次产业产值与人均 GDP 之间的相关关系来决定产业产

值发展的结构。但若未经过通径分析这一步骤, 就不能直接

得出这样的结论, 因为各个产业产值之间是相互制约的, 很

容易由于相关关系而造成决策上的失误。

计算杨凌示范区各个产业产值的决策系数分别为: R2
( 1)

= 0 .096 , R2
( 2) = 0 .982 , R2

( 3) = 0 .149。通过对决策系数的排序 ,

第二产业产值这一变量位于第1 , 接着是第三产业和第一产

业。根据决策系数的结果和数据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1) 杨凌示范区三次产业的发展水平还处于经济发展的

初期阶段 , 各自均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为三次产业的决策

系数均为正数, 可知三次产业之间还没有形成相互制约发展

的形势 , 三次产业有协调发展的空间和余地。

(2) 由于第二产业的决策系数最大且为正值, 其对人均

GDP 的贡献最大, 因而如能提高第二产业产值的投资规模和

收益水平, 增加第二产业产值的收益, 比较有利于杨凌目前

的经济发展以及人均 GDP 的提高。

( 3) 利用人均GDP 与三次产业产值之间的回归方程 y =

743 .357 5x1 + 850 .135 7x2 + 172 .199 3x3 + 1 110 .12 , 可以初步

得出预测结论: 在保持第一、三产业产值目前水平的基础上 ,

第二产业产值每增加1 亿元, 杨凌示范区的人均 GDP 可以提

高850 .16 元。

(4) 杨凌示范区第三产业年平均增长水平仅为6 .96 % ,

明显低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 因此, 为了能够更有效地发展

杨凌示范区的经济, 优化三次产业的布局和结构, 促进经济

稳步、健康增长, 还应该继续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入 , 增加第

三产业的产值收益, 让第三产业成为杨凌经济发展的一个新

的增长点。

3  讨论

通径分析可以分析计算出各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

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 , 并且可以发现各个自变量之间的相互

制约关系。而决策系数的排序结果, 可以为各个自变量的决

策提供一个准确的依据。通过以上通径分析和决策系数的

计算, 可以看出, 杨凌示范区如能在保持第一、三产业产值目

前水平的基础上, 提高第二产业产值的投资规模和水平, 不

仅可以保证示范区经济更加快速、健康发展, 还可以提高居

民的收入水平。

通径分析和决策系数为制定示范区各次产业长期协调

发展战略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 同时, 如加入投资的分析, 可

以更加精确地分析杨凌三次产业的发展状况, 为杨凌示范区

的产业发展提供一个更明确的思路。

参考文献

[ 1] 袁志发,周静芋.多元统计分析[ 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128 - 133 .
[2] 袁志发,周静芋. 决策系数———通径分析中的决策指标[J] .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5) :131 - 133.
[3] 李永孝.农业应用生物统计[ M] .济南: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313

- 327 .

( 上接第1840 页)

要使环境教育达到“环保理念入脑、环境情结入心、环境现

实入眼、环境警示入耳”, 就要激活所有能发挥优势的教育

资源。它包括 : 教材、设备、信息、校外教育基地等。

2 .6  改革教学方法  环境教育课程是实践课程不是“灌

输”课程。一方面在基础型课程的基础上 , 着力强化设计

“拓展型课程”、“研究型课程”, 不断引入环境科学与整治方

面的新成果, 丰富学生对环境的理解 ; 另一方面要注意在课

堂教学中运用合理的教学方法 , 使教学过程活泼、生动、多

样, 如采用启发式、探究式、互动式、实验、调查、角色扮演、

讨论、辨论等适合环境教育教学的方法。

2 .7  编写精品教材  教材建设是能否搞好环境教育的重

要环节。我国非环境专业的环保教材建设发展缓慢, 教材

质量不高、知识陈旧 , 缺乏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 过于注

重知识性、理论性和系统性 , 在趣味性、实用性和指导性方

面不足。因此, 在教材内容的体系、构建、选取等方面 , 要认

真思考、缜密研究、努力探索, 既要起步高、定位准, 又要体

现一种发展趋势, 让年轻一代从中认识到循环、节约、共享

的重要性。

2 .8  进行教学评价  环境教育教学的目的是不是达到, 效

果如何, 没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是难以想象的。通过评

价, 可以发现问题存在的症结 , 从而有针对性地加以改正,

有助于促进教学质量。环境教育教学评价可分为主观评价

和客观评价。主观评价是通过学生对本人的学习过程进行

总结完成的, 可分为自我评价和座谈形式; 客观评价是考查

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 , 评价学生运用环境的理念和知识

解决问题的能力, 可分为正常考试、撰写论文、问卷调查、工

作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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