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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教育的推广离不开课程的开发与实施，课程是教育内
容的重要载体，更是实现环保教育目标的主要渠道，因此系统的、
科学的环保课程体系设计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建
设者和接班人重要砝码，也是每一个从事环保教育工作者的使命
自觉。

1　新时代视域下环保教育课程应具有时代特色，因地
制宜

新时代视域下的环保教育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的内容也应
该做出相应的变化，当今世界最关心的问题，气候的变化以及太
空垃圾，这些环保问题都是时代的产物，课程设计在内容设计上
也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其次，环保教育的内容因区域不同，在
教育的问题上也有所偏重，譬如：以垃圾分类为例，沿海城市在
这方面做的就比较专业，课程内容也相对丰富，环保的普及度也
很高，一方面取决于当地政府的管理力度，另一方面在于环保教
育课程的推广应用有关。郊区的学校应该充分利用好当地的生态
资源，在生态环保方面，设计出与当地资源相关的环保课程，譬
如：植物多样性的课程、植物色彩密码课程、污水处理等环保课
程。环保教育课程内容的时代性更迭和区域性调整是环保教育质
量提升的关键，也是因地制宜发展生态环保的重要渠道。

2　新时代视域下环保教育课程应注重实践体验性和可持续
性发展

环保教育需要学生亲临环保的真实现场，只有亲身的经历才
会有真实的环保情感，才会对环保有具身认知。环保教育课程不
同于校内的文化课程，它需要更多的亲身实践体验。环保教育课
程在内容设计上应该凸显活动的实践体验，只有在实践体验中才
能加深学生对环保认知度和环保的责任担当。记得在一次生物多
样性的活动现场，一位同学因为不小心把蚊子的幼虫倒进河水中，
他很自责的对大家说，“不久的将来，自然界又会因为我的不小心
多出许多有害的 蚊子，是我不小心把潘多拉盒子打翻了，以后我
要引以为戒。”是呀，也许只有亲身体验了，才明白环保教育的重
要性。当然，环保教育需要久久为功，毕竟环保问题是全世界都
关心的课题，环保教育课程在内容上应凸显可持续性发展。

3　新时代视域下环保教育课程应体现针对性和灵活性相结
合的原则

环保问题是世界性的大课题，需要久久为功。环保问题涉
及范围广，不同区域的环保问题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环保教
育课程在设计时应体现针对性，做到知行合一。以河道污水处
理为例，如果学校附件有一条受环境污染的河道，在这种环境
下设计污水处理课程内容就非常有针对性，学生的兴趣性也比较
高，污染的河道难免会发出臭味，对附件的学生来说深受其
害，利用所学的知识去改变周围环境，能够更好的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他们更好的去做环境调研，形成探究
性学习习惯，从而形成探究性学习的习惯，制定出改善河道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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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环保问题越显突出，其在教育领域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然而，相关
环保课程在开发与实施方面受到限值，环保教育课程没有得到有效的推广和落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小学生环保科学素养水平的
提升，本文从环保教育课程设计出发，厘清环保思路，探索有效的环保课程体系，更好的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秉承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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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活动方案，为生态环保做出很好的表率效应。课程设计的
灵活性表现在课程内容的难易程度、课程内容的特点、学生的
接受能力等综合因素，选择适合采取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的课程内
容。如“环境绿化设计”课程中的花卉与园林树木资源部分的学
习，要求学生掌握常用花卉与园林树木的名称、形态特征、园林
应用等内容，教学内容单一、枯燥，如果单一的采取讲授的方式，
会产生理论性内容过于偏重，若在课程章节上选用对分课堂的形
式进行，以动手操作与理论相结合的模式去进行，就会得到不一
样的教学效果。

4　新时代视域下环保教育课程应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和其
价值观体现

新时代环保教育课程设计应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不
同年龄的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呈现差异且有所侧重，环保教育课程
设计要考虑学生的年龄特征、身心发展等特点，随着学段的变化
有所侧重，不同学段采用不同的课程形态，设置不同的课程目标，
选择不同的课程内容，各学段环保教育应该循序渐进式的纵向进
级，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环保教育课程设计应各有侧重又相互衔接。
如，低年级的学生（小学生）应从对环保的认知上去设计相关的
课程内容，因为小学生对环保知识理解相对来说还比较浅，对自
然科学的理解还处于浅层次上，所以在课程内容设计上凸显认知
引导，多以图文并茂，以问题为导向的课程内容来设计，激发小
学生对环保的兴趣性。初中生的动手能力和观察能力比较强，在
环保教育的课程设计上应多以体验式活动为主，如：湿地小规划
师、生态环保小卫士等课程内容，加深他们的环保意识，提升他
们的环保理念，倡导他们的环保践行与担当。高中生的学生在强
调实践性的基础上多一些探究性的课程内容，激发他们的创新能
力和探索精神，在课程内容设计上多一些课题项目的模式，采用
项目式学习的模式去开展环保教育，高中生的自然科学知识相对
小学生和初中生而言有了很大的提升，他们的知识面相对丰富，
有能力去做环保方面的微课题，这有助于他们更好的去提升他们
的创新能力，探索环保理念，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环保使命。

总之，环保教育课程设计应发挥好环保教育的育人价值，
构建科学的、系统的环保教育课程体系，使环保教育真正成为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人生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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