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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当今社会环境问题

也越来越严重，冰山熔化、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等等。

环境问题发生的背后，不仅仅是因为利益问题，还在于

人们环保意识不足。保护环境，消除环境污染迫在眉睫。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

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建设一个和

谐的环境，对人类来说十分重要。想要保护环境，首先

必须要爱护环境，提升公民环境保护意识，进行环境教

育尤为重要，加强环境教育是提高公众认识和提高环境

保护水平的重要途径。

1　科学教学中融合环境教育的意义

环境教育可以通过跨学科的方式融入各个学科的教

学当中，科学学科是进行环境教育的优势学科，在科学

教学中融入环境教育有其特殊的意义。

1.1 减少环境污染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

水土流失、土壤盐碱化、温室效应等都会影响着人们的

日常生活。环境污染给人类带来严重的灾难，保护环境

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我

们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教师应积极开展环境保护

教育，树立正确的环保意识，成为保护环境的一份子。

保护环境需要从学生抓起，我们的科学教学理应担负起

这样的重担。

1.2 提高学生素养

青少年时期是形成环境素养的关键时期，学校是进

行环境教育的主战场，中学阶段是身心成熟的关键时期，

科学教学中融合环境教育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李欣瑶

青田县第二中学教育集团　浙江丽水　323900

摘　要：当前，环境问题无处不在，环境教育引发关注，中学时期是人生理和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进行环境教育

十分的重要。科学学科知识体系中蕴含着很多与环境方面相关联的内容，是一门综合性很强，贴近生活的学科，开

展环境教育的优势学科。教师要引导学生树立生态文明观，认识并尊重大自然，学会欣赏大自然。本文以科学教学

中融合环境教育为切入点，分析了科学教学中开展环境教育存在的问题，探讨了科学教学中融合环境教育的策略，

以期能够科学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环保意识。

关键词：环境教育；科学教学；融合

Research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Science Teaching
Xinyao Li

Qingtian No.2 Middle School Education Group, Lishui, Zhejiang 323900

Abstrac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everywhere,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Middle school is an important stage of human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so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carry 
out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science discipline contains a lot of contents related to environment. 
It is a discipline with strong comprehensiveness and close to life. Teachers should guide students to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understand and respect nature, and learn to appreciate natur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irst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China,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carrying out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science teaching, and discusses the strategies of integrating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science teaching,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cience teaching and cultivate students’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word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cience teaching; Integration



65

教育发展研究 4卷1期
ISSN: 2661-3573(Print); 2661-3581(Online)

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环境教育

有助于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保护行为。加强中学阶

段的环境保护教育，可以促进良好的环境意识和行为习

惯的形成，并且有助于改善全民族的环保素质。

科学教育者有义务通过教学让学生了解环境教育并

接受环境教育，这将使他们从小就树立起环境保护意识，

做一个环境保护的宣传者和执行者，让他们从学生时代

就牢牢树立起“保护环境，从我做起”的强烈意识。

1.3 提升教学质量

将环境教育纳入初中科学教学，可以加深学生对环

境污染危害的认识，以及环境污染产生的成因和防治措

施，让学生既学到知识的同时也提升了环境保护意识。

科学教学中融合环境教育，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环境保护

意识和环境保护行为，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

高学生的学习成绩，这对于科学教育的改革，提高教学

质量和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来说非常的重要，培养具有

良好环境素养的中学生，可以改变我国的环境形式。[4]

2　科学教学中融合环境教育存在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环境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但仍不完善，在科学教学中融合环境教育还存在很

多方面的不足之处。

2.1 科学教师欠缺环保素养

2.1.1 环境知识储备不足

教师获取环保知识的途径主要来源于自己学到的环

保知识，还有从新闻媒体中获取的一些热点，再者就是

为了讲课而临时学习的知识。尽管学校每年定期组织教

师进行培训，但教师基本上没有接受任何专门的环境教

育或培训，教师环境知识以及理论储备不足，就会影响

对学生的教授。在日常生活中，教师接触最多书籍是科

学教科书以及参考书目，这些书主要关注知识点，给教

师上课提供了便利。教师通常会阅读有关教学技巧，班

级管理等方面的书籍，但对于与环境教育方面相关的书

目，却基本没有去看过。

2.1.2 环境教育理念陈旧

许多教师对环境教育的重视程度不高，一方面，因

为教学目标和任务的缘故，他们只注重学生基础知识与

基本技能的传授，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教授环境教育

知识，缺乏主动对学生环境素质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

忽略了很多环境教育。另一方面，教师认为环境教育是

大环境下做的事，个人难以传授，担心效果不好。

2.2 课堂教学缺乏环境教育

2.2.1 教材知识分布不均

初中科学教材内容本身比较简单，主要起引导作用，

环境教学仍然基于教师对环境保护知识的补充和完善。

教材中物理、化学、生物学和地理知识分布情况是不同

的，因此其中包含的环境知识也是有所不同的。每册中

侧重点不同，有关环境教育的知识在不同单元的分布是

不均的。教材内容的广度、深度与环境问题联系不紧密，

有些章节显然可以融合环境教育，而有些章节则更加隐

秘。需要教师去挖掘，所以在融合环境教育时会产生一

定的难度。教材中明确涉及环境教育的知识编排安排是

分散的，不是系统的。[6]

2.2.2 学生漠视环境教育

学生对进行环境教育兴趣不大，因为他们承受着沉

重的学业压力与考试压力。他们认为环境知识与学科知

识联系并不密切，会影响正常教学的开展，学生对环境

教育理解不足。

2.2.3 教师教学方式单一

很多教师讲课通常关于教材的内容，而课外知识拓

展远远不够，教师的课堂教学主要是针对教材内容上，

较少涉及环境教育。

学生在课堂中习得的环保知识只是“考点”，他们所

拥有的环境知识仍处于未深入研究的理解水平。这就造

成了许多学生无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如很多学生

无法应用所学知识评估校园、社区的环境状况。[7]

2.3 实验教学忽视环境教育

在初中科学实验课程中，环境教育有或多或少地融

入。由于各个地区教师讲述的内容、形式因也有所不同，

他们缺乏计划性和系统性的内容。在实际教学中，实验

教学法主要是基于教师的示范实验。教师容易忽视学生

探究能力的培养，学生独立自主进行实验的时间不多，

同时，实验教学仍然倾向于应对考试。实验课程中，教

学时间有限、学生缺乏实践、对知识的理解不全面，运

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

教师自身参与环境保护行为并不理想，很少有教师

可以抓住利用废弃的物件来自制实验仪器这良好的教育

机会，给学生进行适当的环境教育，也没有起到积极和

良好的行为影响。

3　科学教学中融合环境教育的策略

科学学科是进行环境教育的优势学科，因此科学教

学中融合环境教育有许多策略。

3.1 教师学习中融合环境教育

初中科学教师在环境教育方面缺乏相关知识以及技

能，提高教师自身的环境素养水平是提高教师在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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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环境教育成效的最好保障。

3.1.1 提高环境知识储备

教育部门和学校可以聘请专家举办更多有关环境教

育等方面的讲座和培训会议，以有效加强教师的环境知

识储备，提高教师进行环境教育的能力。

教师应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学习环境知识，可以通过

阅读与环境教育有关的书籍，这样他们可以增涨自己的

知识并丰富自己的认识。还可以参观动物园、植物园、

化工厂、自来水厂等场所，通过切身的体验明白环境的

重要性以及身边环境污染现象。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

实时的了解到周围以及国家目前环境存在的问题，科学

学科中蕴含很多知识涉及到环境教育，此时如果拥有更

广泛而新颖的环境知识，则可以更有效地进行教学，跟

有利于整合。

3.1.2 提升环境教育理念

教师要明确自身定位，充分认识环境教育的重要性，

明白教师的环境教育理念会影响到学生。教师的环境意

识会直接影响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因此教师要树立正

确的环保意识。如果在课堂上对环境教育的观念不清楚，

就会阻碍学生提高环境意识。教师在日常生活中要积极

主动去了解环境知识，阅读相关书籍，拓展视野，提升

自己意识，形成正确的环境观。

3.2 课堂教学中融合环境教育

3.2.1 挖掘科学教材环境教育内容

科学学科融合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地理学的

学科，因此教科书包含广泛的环境知识，但是环境教育

的布局相对分散且缺乏系统性。比如在学习生物、地理

时环境知识最为明显，与生物生活息息相关，而在学习

化学、物理方面时，环境知识是较为隐性的，这时候就

需要教师的开发，抓住教材内容与环境教育内容的结合

点。

在教授物理有关电学知识时，可以提到火力发电会

对空气造成什么样的污染，人们为了减轻污染，从而开

发了新能源；在教授化学有关自然界中水、二氧化碳、

氧气等知识时，教材里面有涉及一定的环境内容，比如

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会对人们生活造成什么影响，什么方

法能减少碳排放；还可以通过增加这些知识串联起来，

系统性的教授给学生。在教授生物有关动物知识时，可

以提到环境改变对动物的影响，栖息地的丧失会使动物

灭绝，有什么方法能保护动物。在教授地理有关黄土高

原知识时，可以提到黄土高原是如何形成的，水土流失

的原因是什么等等。还可以再课后布置作业：通过实地

考察以及网上查询，了解当地环境情况，让学生对所学

知识有充分的理解，并树立环境保护意识。

知识与实际相结合，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各种环

境问题，有些环境问题与人们生活和生产有着密切的联

系。科学教材中有丰富的环境知识，教师可以充分利用

现实例子，在教学中，可以将科学知识与现实环境相结

合，多添加贴近生活的现象来增加学生的印象，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拓展学生的信息渠道。

3.2.2 突出学生环境教育主体地位

教师在进行环境教育时，要以学生为中心。在确定

教材中要融合环境的内容时，教师首先需要唤起学生的

兴趣，让他渴望获取环境教育知识；其次，让他们知道

进行环境教育有何意义；接着明确学生最需要学习的是

哪一方面。真正做到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

态度与价值观的一一落实，理解学生，教在心灵。教师

要认真处理知识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使两者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我们需要多观察学生、

倾听学生、发现学生并与学生积极互动。

3.2.3 利用多种教学方法进行教育

（1）教师讲解融合环境教育

讲授法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传输大量的信息，并且

知识的系统性强，是教师使用最广泛的方法。蕴含在科

学教学中的环境教育，教师可以采用讲授的方式让学生

获取知识。但是，在讲解过程中要注意学生的兴趣，不

能让进行环境教育成为一件枯燥的事。科学教学中环境

知识颇多，科学与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教师可以通过

举例子的方法让学生了解生活中存在的环境问题，知识

与实际相结合，更加生动有趣，印象也更深刻。

（2）其他方法融合环境教育

除了讲授法，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在教学中进行环境

教育。教师可以通过讨论法，让学生集思广益，获取不

同的环境知识，从而提高学生的主观性和创造性思维能

力。发现法有利于对学生进行科学过程的和科学方法的

教育，培养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教师在讲授本节课前，

可以为学生预先安排环境教育的一部分，以便学生可以

在课堂外进行探索。

3.3 科学实验中融合环境教育

实验课是科学学科最大特点之一，在实验中包含着

丰富的环境教育知识，教师必须抓住实验课的机会，为

学生做好环境教育工作。

3.3.1 学校实验融合环境教育

与其他学科相比，实验是科学学科一大重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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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可以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并促进知识的应用。在

实验的很多方面都可以体现对学生环境意识的培养，对

于实验，需要要求学生规范，规范的行为同时也是环境

保护行为。

例如，不能将实验试剂直接倒入下水道，因为可能

会造成水体污染，取用物体时要注意，避免造成环境的

破坏。学习氢氧化钠时的性质时，教师首先在课堂上会

讲明白，介绍实验室的存放以及用到的装置，在实验前

还会加以补充。在学生拿取氢氧化钠，溶解氢氧化钠以

及用 pH 试纸检测氢氧化钠水溶液中，明确实验操作的规

范性。同时，应提醒学生注意氢氧化钠的危害，让学生

一起讨论，增进他们对知识的理解并提高他们的环境保

护意识。还可以提醒学生药品尽可能不要浪费，培养学

生的节约意识。

每个实验对应着一定的环境知识，以便学生可以将

环境教育知识付诸实践，以正确地对待科学并解决一些

简单的环境问题。通过实验这个过程，可以培养学生的

环境素养和习惯，使学生将环保知识转化为自发的活动，

也通过改进实验方法，激发了学生独立自主探索的欲望，

同时环境素养也进一步升华。

教师应在示范实验和监督学生实验方面树立良好榜

样。在指导学生的同时，他们还应该有清晰的认识，增

强自己的环境意识和自信心。在学生下课后对仪器进行

分类后，进行检查，以免造成污染。

实验不仅可以在学校实验室中进行，还可以在家中

进行。教师可以在课前安排实验，作为家庭作业，并让

学生与父母一起在家进行。利用生活中常见的物品，在

父母的指导参与下，把实验做好。家庭实验没有明确的

实验仪器，因此开放度很高，有利于学生思维的拓展。

在上课前进行了家庭实验，学生已经对知识有所了解，

经过动手试验后，对于上课的参与度更高，学习也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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