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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国内外高等院校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基本情况；通过宁波高校案例分析，探讨了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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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环境保护与坚持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一项

基本国策。通过环境教育，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人

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高适应环境、改造环境和

保护环境的意识和能力，是促进人与环境和谐发

展的有效措施。因此，环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 简称 EE）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具有重

要地位，是现代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可持续发

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简称 ESD）是环境教育的提升与拓展，在高等

教育中普及环境教育和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是

国际潮流，正在世界许多国家的高等院校中加速

推进，这一做法值得我国高校借鉴和学习。 
本文在对近年来国内外高等教育中可持续

发展教育的动态进行了分析总结的基础上，以宁

波大学为例，拟对宁波市高等学校环境教育的发

展状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全面推进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对策。 
二、高等学校可持续发展教育 

（一）UN-DESD 与高校的作用 

在 2002 年 8 月约翰内斯堡“可持续性发展”

世界首脑会议后，联合国采纳了“可持续性发展

十年教育”（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简称 UN-DESD[1]）提案，宣布在

2005 年至 2014 年间实施 UN-DESD 计划，要求

各国政府以可持续发展的观点，重新评估和更新

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全部教育内容，并将 ESD 融

入到各个层次的教育战略和行动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UN-DESD 实施计划，

充分肯定高等院校在推进可持续发展教育中的

重要作用。大学的主要职能是培养高素质的专门

人才，具有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的功能，在参与

区域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为企业解决重大问题和

政府制定重要政策，提供积极有效的决策参考，

是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 
（二）高校可持续发展教育动态 

英国、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国

家，对高等教育中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进行

相关研究，内容涉及高校推进可持续发展教育的

模式、在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全面推进

可持续发展教育所遇到的障碍与解决的办法等

多方面内容。[2-4]赫克尔等认为，应该通过参与

社会实践、鼓励学校与社区互动、优化隐性与选

修课程、建设校园文化等措施，来加强高等学校

的可持续发展教育。[5] 
近几年来，在国内也有不少高校开展了环境

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研究和探索。自 2006 年以

来，中国高校已经连续 3 年举行“大学环境类课

程报告论坛”，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非环境

类大学生的公共环境教育问题。许多专家认为，

环境教育是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一部分，而可持续

发展教育是现代素质教育的内容。目前，我国高

等院校的环境教育体系还不完善，主要表现在学

科设置有局限、课程设置不完善和教育普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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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等方面。为此，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

推进适合中国国情的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

育，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三、宁波高校环境教育现状分析 

（一）环境教育现状与成效 

1. 环境相关学科 
宁波市现有 15 所高等学校，其中本科院校

5 所、高职高专院校 8 所、成人高校 2 所，全日

制普通高校在校生达 12.6 万人。宁波高等教育

经过近 30 年的快速发展，已基本形成门类较为

齐全的学科体系，大学环境教育已经起步并取得

成效，而内容更为广泛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存在很

大的发展空间，有待进一步提高。 
近几年来，为适应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宁

波大学、宁波工程学院、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和浙江万里学院等学校，相继建立了环境与资源

相关学科，目前有环境工程、海洋资源与环境、

资源环境与城规管理等专业。这些学科虽然年

轻、分散，但充满活力、发展迅速，通过投身地

方经济建设，自觉加强服务地方的能力，产生了

良好的影响。 
2. 专业人才培养 
宁波高校环境类专业毕业生数量较少，质量

较高。以宁波大学为例，2002-2008 年间环境工

程专业和环境类专业的学生比例见表 1。由表可

知，环境类专业的学生人数在全校学生人数中所

占比例较小，近 2 年由于全校学生总数的迅速增

加，学生比例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作为环境类

核心专业，宁波大学环境工程专业于 2002 年招

收第一届本科生，重点培养学生掌握污染环境控

制工程、生态修复工程等方面的理论和技术，提

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该专业的在校学

生积极参加社会服务与科研实践，毕业生专业功

底扎实，深受用人单位好评。 
3. 环境课程建设 
进入新世纪以来，宁波高校先后开设了多种

环境类课程。其中，宁波大学开设环境经济学、

环境科学概论、环境保护与人体健康、人居环境

科学、环境污染现象与控制方法、环境法概论、

环境科学与人类文明、绿色生活与未来、海洋与

中国未来、普通生态学、海洋与生命等全校性的

环境类公共选修课，是非环境专业学生学习环境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知识的主要形式。 
宁波大学 2002-2008 年课程的开设与学生

选修情况，见表 2 所列；从中可以看出，2003
年课程的开设数量达 12 门，选课人数占全校学

生的比例接近 18％；此后有逐年下降的趋势，

2008 年选修人数仅占全校学生的 1.5％左右。 
4. 校园社团活动 
宁波高校十分注重校园绿色文化的建设，曾

于 2005 年成功举办“首届大学生绿色论坛”，

有力地带动了大学生环境教育活动的开展；在校

大学生踊跃参加形式多样的绿色社团，其中“绿

色营”、“环保协会”和“青葱协会”等社团活

动，为营造生态环保的校园氛围，发挥了积极作

用。以环境工程专业大学生为主的 “绿色营”

组织，是一个以学生科研和学术交流为主要特色

的综合型学生社团，多项学生科研项目获浙江省

和宁波市社会实践优秀成果奖；由环境相关专业

学生组织成立的“青葱协会”，积极倡导环境保

护和资源合理利用，经常组织志愿者参加环保公

益行动；由非环境类专业学生组成的“环保协

会”，致力于环境知识和法规的宣传，重点关注

校园绿色生活与环境保护。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学科优势不明显，环境教学师资待加强 

   表 1  宁波大学 2002-2008 年环境类专业的招生比例                    单位：％ 

序号 指标名称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1 环境工程专业 0.30  0.39  0.44  0.35  0.46  0.32  0.18  
2 环境类专业 0.85 1.04 1.11 1.08 1.12 1.20 0.87 

表 2  宁波大学全校性环境类公共选修课程的开设和选修情况 

序号 指标名称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1 开课门次（门） 8 12 11 9 6 6 3 
2 选修人数（人） 1 362 3 696 2 080 1 266 999 776 357 
3 选修人数占全校比例（％） 6.49 17.60 9.90 5.94 4.69 3.37 1.55 



 
 
 
48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0 

环境相关学科是环境科研活动的主要载体，

优质师资是高校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中坚

力量；师资力量的强弱，不但决定环境类学生的

专业技能和培养质量，也间接影响在甬高校非环

境类大学生环境素质的培养和提高。 
目前，宁波高校环境相关专业的学科优势都

不明显，环境教学师资急待加强。以宁波大学环

境工程专业为例，目前全系仅 14 名教师，其中

正高 2 人、副高 5 人、中级 7 人；受现有人员数

量与知识结构的限制，只能完成对本专业学生环

境工程技术知识的培养任务，既不能满足学生对

环境社会和人文方面的知识需求，也无力承担全

校非环境类学生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重任。 
2. 评价体系不完善，推进与普及环境教学

缺乏动力 
在甬高校均为教学型普通高校和职业技术

学院，一贯注重教学模式的改进和教学质量的提

高。其中，宁波大学多年来不断优化“平台+模

块”的教学模式，在实际教学中取得了较好的成

效，尤其是平台教育中的德育类课程，作为公共

基础课程和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得到加强。 
由于现有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只将环境教

学作为一种面向环境类学生的专业课程或部分

非环境类学生的选修课程；未将环保知识作为一

种必备素质，纳入学生的综合素质评定和成绩评

定，容易造成学生对环保素质和意识培养的轻

视，导致学生对环境类相关知识的学习动力不

足，使推进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陷入被动。 
3. 专业间差异较大，公共环境教育覆盖面小 
从宁波大学 2002-2008 年环境类选修课教

学情况看，选修人数仅占全校人数不到 2％，且

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充分说明公共环境理论教育

的覆盖面较小；从实践活动的参与情况看，“绿

色营”、“环保协会”等社团成员在全校学生人

数中比重较小，且以环境相关专业的学生为主。 
根据笔者所在学院对学生垃圾分类意识的

调查结果，不同专业间学生的环保意识存在较大

差异；不少学生尤其是非环境专业学生，对于环

保知识还缺乏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对环保新概

念、环境热点问题以及环境法律等相关知识方面

知之甚少；全校绝大多数学生未积极参与校园的

环境保护实践，环保社团活动的形式单一也是原

因之一。 
4. 绿色校园气氛不足，部分学生知行不一 
在甬高校的大学生绿色社团活动，对烘托学

校气氛作用显著，但校园的建设和管理中，建设

绿色校园和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内容有待进

一步加强和丰富；学校的发展规划对于宏观和长

远的环境问题关注不够，对发展环境社会与环境

人文学科的重视不足。 
一些学生虽然能较好地掌握环境知识，但不

能很好地将环保意识与日常行为统一起来。调查

发现，无论是环境专业还是非环境专业，都普遍

存在知行不一致的现象；部分在校大学生在节水

节能、垃圾分类收集和校园环境维护等方面的表

现不尽如人意，与绿色校园对高素质专业人才的

要求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 
四、推进大学生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对策 

大学教育普及和提升大学生环境教育，可以增强

学生的环境意识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技能，使

之成为未来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宁波市

地处经济活跃的长三角地区，宁波高校 80％以

上的学生毕业后留在本市就业。由于区域经济中

重化工业的比重大且增长迅速，环境污染和资源

短缺的压力较大；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社会

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宁波城市经济社会

发展的必然选择；各行各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量

较大，亟需具有良好环境意识、符合可持续发展

方向的优秀技术人才和综合性新型人才。 
（一）整合相关资源，建设高水平的环境科

学与工程学科 

加强环境相关学科的凝炼与融合，建设高水

平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使之成为高校环

境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核心与基础。目前宁

波几所高校的“环境工程”二级学科，都具有了

一定的实力，但普遍缺乏“环境科学”的配合与

支持，远不能满足全面普及环境教育的要求。应

整合相关资源，加快建设并强化“环境科学”二

级学科；利用宁大综合性大学的学科优势，发展

环境社会和环境人文学科，为全面普及公共环境

教育和提升可持续发展教育，提供师资支持。 
（二）强化素质教育，融红色教育与绿色教

育于一体 

思想政治、道德法律等“红色教育”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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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校学生的必修课程，并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

发挥重要的作用，而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教育

作为“绿色教育”课程，其推广和普及情况仍然

有待大力改进。在新形势下应进一步丰富素质教

育的内涵，融“红色教育”与“绿色教育”于一

体，将科学发展观学习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结合起

来，有助于科学发展观学习活动的深入开展，也

可为推进可持续发展教育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三）优化课程设置，实施课程改革 

优化课程设置，采取公共基础课程与选修课

程相结合的课程框架，鼓励环境相关专业的学生

选修社会与人文方面的课程；根据不同专业的特

点，增开一批有关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选修课，

为文科生和理科生制订限定性选修课程。提高大

学生选修“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课程的比例，

建议各校将此课作为全部理工科学生的必修课，

或将其列为全校性的公共基础课，扩大授课面至

各专业的本科学生。 
完善现行的教学评价体系，加强隐性课程的

建设，鼓励课程渗透，即在各学科的课程教学中

融入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形成专业教育与可持续

发展教育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学科教育模式；

建议选取几个试点专业开设相关课程，从中探索

规律、总结经验。 
（四）提高环境意识，丰富校园绿色文化内涵 

进一步丰富校园环保文化，支持学生环保社

团，扩大参与者的数量与范围；提高学生的环境

意识，增强学生对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责任

感和紧迫感，调动学生参与环保社会实践的积极

性；积极倡导校园绿色消费，提倡朴素简约的生

活方式，将绿色生活的理念贯穿校园各个方面。 
五、小结 

建议宁波高校以创建新型生态绿色大学为

目标，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渗透到学校的教学科

研和服务社会等各项活动中；学习国内外高校的

先进经验，加强与地方政府、企业学校的合作交

流，以具有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教育为新的努力方

向，实现宁波市高等教育新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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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aims to present the status quo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universities, and disclose the issues of colleg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by case study in Ningbo’s 
universities. It, thus, puts forward relevant measures of discipline re-constructing, quality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optimizing 
courses and diversifying campus culture to advance the educ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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