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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环境教育经验对我国城市创文创卫的启发

马丽莎　杜玲莉

乐山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四川 乐山 614000

摘　要：1948 年国际自然保护联合会上，“环境教育”第一次被正式提出，20 世纪 60、70 年代由于环境问题愈发严重而

被广泛熟知。日本的环境治理成果显著，离不开日本坚实的环境教育基础。我国为让全民重视环境问题而开展的“创文创卫”

活动面临着诸多困境，借鉴日本的环境教育经验，从不同阶段、不同主体的环境教育入手，建立起有层次、有重点、有保

障的环境教育体系，将短期应对和长期发展相结合，以期促进我国城市创文创卫的稳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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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显露。我国分别于

1990 年和 1995 年提出创建卫生城市和创建文明城市，即“创

文创卫”。从近三十年文明城市和卫生城市的发展状况来看，

整体呈现快速增长的状态，表明我国城市环境治理质量在不

断提升。但名单中的城市一直没有处于稳定状态，可以看出

城市环境治理成果保持时间短暂，环境问题没有从根源上得

到解决。从根本上来讲，还是环保教育起步较晚，社会整体

环保意识较低。

日本在经历经济高速发展成为发达国家之后，着力于

环境治理与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果，其措施在世界范围内都

具有借鉴意义。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日本对环境问题的关

注逐渐提升，并从教育、法制等方面做出了有效举措。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环境教育，从进入幼儿园的学校环境教

育到踏入社会的企业和社会环境教育，贯穿始终，注重意识

培养，绿色环保、循环使用、资源回收、垃圾分类这样的字

眼在他们的意识中根深蒂固。

通过借鉴日本环境教育的有效举措，提炼日本环境教

育理念的精髓，改善我国部分城市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等问

题，将短期问题和长期规划相结合，为我国的创文创卫提供

经验与指导方向，推动我国环境保护事业从质到量的转变。

二、日本环境教育的发展、经验及成果影响

（一）日本环境教育发展阶段

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很长一段时间位居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取得的成就背后留下的却是支离破碎的环

境和满目疮痍的生活。20 世纪发生的八大公害事件 2 中，有

四大公害都来自于日本，熊本县水俣病及新潟第二水俣病、

四日市哮喘病、富山县痛痛病和日本米糠油事件，严重影响

民众生活，引发了反公害运动。反公害运动一开始是以公害

地区为中心，后来发展范围扩大到了全国，渐渐引起日本政

府关注，诞生了日本第一部环境保护法，环境教育也渐渐开

始萌芽。

第一阶段，从公害教育开始。“公害”教育属于环境

教育初级阶段，主要根据环境“病症”，对症下药。在严重

的公害影响下，民众难以忍受，提出诉讼，发起反公害运动，

反公害意识变得十分敏锐，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问题。

日本国会于 1967 年 8 月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来进行

应对，接着设立日本中小学公害对策研究会，开始以公害为

契机的环境教育。

第二阶段，并行开展自然保护教育。日本是一个自然

资源匮乏的国家，在战后经济发展中过度开采使用，导致自

然环境被严重破坏。因此把自然保护团体作为中心点与其他

组织协同合作呈放射状分散出去，展开了大规模“恢复自然”

的运动，从而将自然保护运动从局部地区发展为全国性的运

动。这样的自然保护思想也渐渐渗透到学校教育中，通过课

堂授课与实践活动，让他们亲身感受、认识和保护自然。

第三阶段，引入环保教育观念和实践。20 世纪 70 年代，

环境问题频繁出现，引发国际社会关注，联合国于 1972 年

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3，1975 年

于贝尔格莱德召开了环境教育国际研讨会 4，这次会议对环

境教育产生巨大影响，日本从中学习到了环境教育的概念

和实践方法，联系本国实际将环境教育纳入教育体系。以

中小学为对象，适应发展特点，对教学大纲中与环境有关

的内容进行修改和补充，成立了环境教育研究会为大学环

境教育提供支撑。

第四阶段，正式确立与推进环境教育。四大公害的惨

痛经历，让日本民众和政府对生存环境现状及资源的有限性

有了深刻认识。1979 年在东京召开的第九届日本环境会议，

对推动日本国民积极关注环境问题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日本

环境厅为了继续保持民众这种良好状态而设立了“环境教育

恳谈会”，紧接着发表了《环境教育恳谈会报告》。地方制

定了环境教育可行性政策，因地制宜的发展环境教育。1993

年日本国会颁布了《环境基本法》使环境教育逐步法律化，

迈向了更高的台阶。

（二）针对不同主体采取不同环境教育措施 

1、学校环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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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主要以体验为主，体验是幼儿学习和生活的重

要基础，直接接触环境，提高幼儿对环境的兴趣和好奇心。

中小学阶段是环境保护意识形成和能力培养的重要阶段，设

立学习科目，将杂乱无序的环境保护知识系统化，并且通过

现象学习了解本质，培养学生主动发现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态

度和能力。在实践中让学生关注环境问题了解现状，树立起

环境保护意识，承担起应尽的责任与义务。高校环境教育有

较强的实效性，环境教育内容紧密结合当代社会要求，紧跟

时代面临的问题和变化，着重于专业性人才培养，有独立而

完备的环境教育体系。

日本的学校环境教育，无论是科目设置、教材编写，

还是师资培养、课外实践活动等都十分完善且有特色，针对

不同个体所表现的不同特点合理有效开展环境教育，对提

高学生环境保护素养有极大作用，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保护氛

围，是日本环境保护取得成果的重要基石。

2、企业环境教育

企业生产中不合理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污染是环境问

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四大公害的产生就是污染物处理不到位

而导致，对民众产生了无法磨灭的伤害。在环境问题不断加

深的过程中，让企业认识到自身责任和义务，是日本从一个

“公害大国”走向“环保强国”的重要因素。

具体实施上，主要是通过国家出台的环境要求来让企

业自发推进环境教育的进行。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出台了

一系列法律，比如《工厂排污规制法》、《烟尘排放规制法》、

《公害对策基本法》等，对主体责任和处理规定等提出要

求。在不断完善中，形成完整的环境法律体系。首先，在环

境管理上根据企业性质制定合理有效的体系，将环境保护纳

入长期发展计划中；其次要求工作人员具有环境保护理念。

在产品制作上，企业对环保科技研发极为重视 , 减少产品生

产及使用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获得了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

双赢。

3、社会环境教育

社会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场所，良好的环境是人们

能够健康生活的重要保障。环境问题不仅与环境有关，同时

也影响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因此社会环境教育非常必要。

只有充分在整个社会进行多领域多层次的环境教育，才能达

到环境保护意识的社会全覆盖。

许多社区都设有环境教育中心，免费向民众开放。日

本的垃圾分类被许多人熟知，也被其分类精细程度所震惊，

足以说明日本社区环境教育的成功。另外日本有很多环境

教育场馆，在这里以体验为主，感动成为了环境教育的重

要部分，每个环境教育场馆都有自己独特的设计理念和活

动主题。例如，京都环保中心以气候问题和垃圾分类为主，

在游戏式体验中调动民众的的关注度和积极性。清里地区的

KEEP 协会 5 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教育的宗旨，设立的场

馆设施大多在自然环境中，在与自然的互动中，加深环境可

持续发展的意识。

（三）日本环境教育成果及影响

日本环境教育成果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从不同

阶段的成果看，在公害教育阶段，根据公害对症下药，虽然

没能从根本解决问题，但产生了环境保护意识。在自然保护

教育中，意识到由于经济发展过度开采且自然资源有限，开

展了“恢复自然”运动。在环境教育从引入到正式确立阶段，

全球环境恶化以及环境会议的召开，加速了日本环境立法和

教育体系的完善。第二，从不同主体的收效看，学校环境教

育在逐步完善，根据各阶段特点有侧重点进行施策。在企业

环境教育中，用立法倒逼企业改革，从员工的环保意识培养

到产品的制作都在强调尽量减少对环境的伤害。社会环境教

育中，内有社区知识宣传，外有环保教育场馆，知识补充与

活动体验内外结合，促进了民众主动参与环境保护。

日本的环境教育影响范围广阔，在世界范围内被积极

借鉴。首先、对日本的影响。日本的环境保护意识达到几乎

所有年龄阶层全覆盖，国民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很

强。甚至有人亲历了日本环境后，会用“变态”“奇葩”这

样的词语来描述，并非贬义，而是表示震惊和佩服。其次，

对世界的影响。日本的成功经验可以给其他国家的环境治理

提供借鉴。高度的环保意识可以给更多人带来积极影响，从

而主动参与环境保护和治理；垃圾分类、循环型社会等举措

为全球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表率，带动更多的国家参与全

球环境治理。

三、我国城市创文创卫的困境

（一）城市创文创卫的内涵及意义

在集中精力建设经济的过程中，虽然经济得到了发展，

但是环境也落下了“病根”，环境污染问题频发，对生活

产生了严重影响。于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了“创文创

卫”1，卫生城市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与人民素质水平高低

的重要标志，创卫主要是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提升环境质

量，优化城市管理与服务能力，提高市民幸福指数。创文

是一个综合性工程，主要是思想道德基础建设、环境建设、

创建工作机制。文明城市是国家安定、社会和谐和人民幸

福在城市的缩影。

创文创卫对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

历史意义。为民众创建良好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环境，为健

康提供保障；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完

善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发展，加快现代化建设，提升市民的

认同感；为子孙后代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环境稳定、文

明积极进步的现代化城市。

（二）我国城市创文创卫目前的困境和原因

首先、市民环保意识不强，参与度低。作为城市主体

的公民并没有意识到自身所扮演的主人翁角色，难以做到积

极主动参与城市环境保护，许多不良生活习惯依然存在，环

保意识水平不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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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城市环境压力不断加大。我国的城市经济长期

以粗放型增长模式为基础发展，技术提升速度较慢，有限的

城市容量还要不断地接受过量的人口和污染物的排放，使得

城市环境的承载压力日渐加大。在今后更高速发展中，环境

问题必然更加突出。

第三、城市环境治理基础设施薄弱。虽说我国现在处

于发展中阶段，不可避免会产生污染，但如果有配套的污染

处理系统，尽量减少污染，此后的修复历程也不会那么艰辛。

而实际这个处理系统在大多数城市都显示处理能力不足，特

别是生活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等方面。城市化在

迅速地推进，城市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处理能力无法将人口需

求所带来的压力抵消，城市环境问题将更严重，城市创文创

卫难度提升。

综上，从表面来看是政府没有处理好经济与环境二者

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市民环境保护意识不高，对环境问题

没有积极性和主动性，对环境保护与人类生存这两者之间缺

乏正确的认识，足以说明我国环境教育十分的欠缺。

四、借鉴日本环境教育经验构建我国完善的环境教育

体系

（一）我国环境教育的现状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条件好转和教育蓬勃发展

状态下，环境教育也开始了探索，发展至今已有四十多年发

展历程。虽然缺乏专业课程，但也渗透到了学习、生活各方

面，在潜移默化中接触到环境保护知识。基础环境教育遵循

就近原则，关注身边的环境问题；大学、中专的专业环境教

育人才培养成效显著，改善了环保产业人才紧缺的情况；社

会环境教育，知识宣传力度较大，形式丰富，对社会的影响

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推进。

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教材编写和师资力量都

是薄弱环节。由于我国的环境教育发展步伐较慢，后起力量

不足，对环境教育的投入不够，没有跟上时代可持续发展步

伐。学校并没有对环境教育给予充分重视，缺乏专业课程和

老师。其次、普遍重视环境知识技能的发展，忽视了态度培

养和活动体验。大多数学校都是以课堂讲解为主，通过图片，

来讲解定义、类型、危害、解决办法，这如同纸上谈兵，难

以产生实效。应该在实际中目睹污染产生的危害，培养积极

的态度和主动参与的意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环境教育的

法律制度不健全，无法为环境教育的发展提供支撑。在环境

法中虽然提及了环境保护意识培养，但没有专门针对环境教

育的条款，对环境教育的实施无法提供保障。

我国的环境教育现处于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教育阶

段，由于多方面的资源匮乏和条件限制，还未真正踏入可持

续发展教育阶段。

（二）结合国情构建完善的环境教育体系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与日本在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相似之处。首先，两国都是人多地少、

自然资源有限的国家，因此在经济发展上无法长期采用粗放

型经济增长模式，只能通过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来维持经济与

环境平衡发展。此外，如今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带来的环境

问题，与日本早些年经济发展的整体情况十分相似，由于日

本经历的早，对环境的治理实施也比较早，获得了丰硕的成

果，因此对我国的城市创文创卫的推进比较有借鉴意义。

1、短期解决当前问题

从短期来看，当前城市创文创卫中存在环境治理成果

维持短暂的问题。在创文创卫期间环境治理效果显著，创文

创卫工作结束后，部分治理成果就会逐渐回到最初状态。整

体上还是要由政府牵头，本身我国的环境保护就属于依赖政

府型，只能暂时延续这种依赖，慢慢地“断奶”，最终独立。

在学校教育中，讲解创文创卫的概念、意义，通过图

片或者动画的方式呈现出身边的城市环境问题，从学校环境

建设开始行动，可以在课外活动时间组织城市清扫活动。社

区管理加强宣传和监督，对创文创卫的概念和意义进行普及

和推进；让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为垃圾分类打下基础。

这在短时间内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要想真正将创文创卫推

上更高的台阶，还需要构建完善的环境教育体系来作为支

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环境问题。

2、长期构建完善体系

从长期来看，既要城市创文创卫做出成果，还要长期

保持，需要学校、社会与企业携手共同构建完善的环境教育

体系，将城市环境问题层层围住，在源头上进行解决和消化。

首先、构建完善的体系，强化法律支撑和政府支持。

目前的环境相关法律，存在不够细致、权责不明晰的问题，

大多数情况下对主体的要求是理解环境法律政策，相关部门

强化监察力度。更多停留在理解层面，实施不够坚决。对学

校环境教育的相关教育，法律要明确环境教育的法律地位，

完善环境教育制度。在教育规划中明确指出各阶段的环境教

育学习大纲，为学校的环境教育提供方向和保障。地方政府

发展当地环境教育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例如，辽宁鞍山

可以开办鞍钢学习博物馆，了解鞍钢转型前后的污染状况，

在活动体验中提高对环境的关注；山西大同可以开设煤矿开

采体验活动室，了解煤矿开采带来的危害以及生态环境的脆

弱，让民众在体验和数据中看清自己与自然环境的距离。

其次、重视学校环境教育，加大环保实践活动比重。

对学生，环境保护意识要从小抓起，适应不同阶段的学习特

点设计教学大纲，面对目前只注重分数、升学率的状况，将

环境教育纳入学生个人评测系统。在知识上让学生明白环境

保护是一种责任与义务，在实践中要明白怎样的做法有利于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对老师，要对教师能力进行定期培训，

提高教师的环境保护素质。

第三、主推环境友好产业，提升环境教育敏感度前瞻性。

企业对员工的环境保护意识教育制定定期学习计划，在企业

长期发展规划中环境保护放在第一位。生产型企业应该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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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绿色可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一直在行进中，

所以在产品研发、制作和生产上，应加大科研投入，研发环

保产品。不仅收获环境效益，增加产品核心竞争力，带来良

好的经济效益。政府要加大督查力度，对触碰“红线”企业

进行公示和批评，处以罚金，倒逼企业主动发展环境友好型

产业。

第四、培养社会公众环境意识，协同推进环境改善。

提高民众环境文化素养是关键性环节。对学校、企业教育

没有涵盖的社会公民，可以通过社区进行学习，在社区中

设立简单的环境教育中心，就身边环境问题进行讲解；政

府可以就本地发生的重大环境问题进行展览，详细介绍成

因、处理及结果。引起民众重视，提高对环境问题的警惕

意识。 

环境意识的培养是一个长期过程，急于求成无法达到

预想结果，因此需要从短期应对和长期规划上综合施策。环

境保护是全民参与的活动，不能单纯依靠政府的被动施策，

需要公众与社会各界的支持才能走向独立。只有推进环境教

育，增强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创建

更好的城市生活环境。

五、结语

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经济发展必然会对环

境带来破坏，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日本作为发达国家，

走过的弯路和发生过的大型公害事件，也给我国敲响了警

钟。如今我国的城市创文创卫现状并不乐观，环境问题严重

堆积，再加之公众的环境素养和参与度整体水平不高，政府

的管控力度不够，即使做出了成绩也只是短暂存在，最终会

由于其中的形式主义或者社会漠不关心的态度而回到原点。

开展环境教育是解决当前环境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借鉴学

习日本环境教育经验，结合我国当前国情，构建适合我国的

环境教育体系，才能持续推进城市创文创卫的开展，为民众

提供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和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

注释

1 创建卫生城市于 1990 年提出，是爱国卫生运动转入

新阶段的标志。创建文明城市活动始于 1995 年，当年张家

港市创建文明城市的经验受到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在全国

掀起了学习热潮。

2 世界八大公害：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美国多诺

拉镇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

日本水俣病事件、日本富山痛骨病事件、日本四日市气喘病

事件、日本米糠油事件。

3 为保护和改善环境，1972 年 6 月 5~16 日在瑞典首都

斯德哥尔摩召开，因此又称为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是

讨论当代环境问题的第一次国际会议。 

4 会议召开后通过了《贝尔格莱德宪章》，宪章提出“促

进全人类去认识、关心环境及其有关问题”的环境教育目标，

为环境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标志着环境教育在国际

上正式确立。

5 KEEP 协会，于 1948 年由来自美国的 Paul 博士创设，

KEEP 分别是由 Kiyosato( 清里 )、Educational、Experiment 和

Project 四个单词的开头字母构成。以“粮食”“信仰”“保

健”“对青年的希望”为宗旨，随着环境问题日益升温，又

增加了“环境教育”和“国际保护”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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