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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在初中地理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低碳生活”习惯 
陈娟 

（张家港市崇实初级中学  江苏苏州  215600） 

摘要：低碳环保一直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低碳生活”是指对人口、资源和环境等合理利用进而促进社会持续
发展的重要举措。因此，在教育中渗透“低碳生活”意识培养尤为重要。新课改理念倡导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能力，低碳意识不仅
仅是终身发展能力的重要元素，更关乎生命教育。所以，在初中地理教学中有效渗透低碳意识，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思想观念与
积极的生活态度。本文就结合中学地理教学，探究地理教学中培养中学生低碳意识的有效途径，以期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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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作为未来社会的中流砥柱，其生活态度和思想态度必将

影响社会发展。所以，青少年群体也是培养低碳生活习惯的关键群

体。为使教育改革适应时代发展，新课改下的教师应将教学与生活

有机结合，融入新理念，创新新思想。通过在教学中渗透低碳意识，

从而培养一种环保生活习惯和观念。那么，如何有效培养学生的低

碳生活习惯呢？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展开深入分析。 

一、地理教学中培养低碳生活意识的必要性 
1.有利于培养学生科学价值观 

低碳生活与科学观念息息相关，能够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低

碳”，树立健康的生活习惯。而通过地理学科渗透低碳生活意识，

更能够让学生明白“为什么要实现低碳生活？低碳生活对人类的发

展有什么影响？怎样做才能够实现低碳生活？”等等。由于低碳生

活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有助于学生树立科学价值观，

培养健康的生活理念。 

2.有利于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 

青少年群体是社会发展的未来，青少年群体的思想也将影响时

代发展。在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低碳生活习惯，渗透低碳意识，

能够让学生从小树立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社会责任感。更通过地

理教学帮助中学生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了解人类生存所面临

的为基。帮助学生树立社会责任感。 

3.有利于端正学生积极生活态度 

校园是学生生活和学习的场所，而营造一个积极健康的校园环

境，将有助于激发学生的自我效能，培养学生健康积极的生活态度。

而健康积极的校园环境同样有助于学生树立低碳生活习惯。教师通

过鼓励引导可帮助学生将课堂所学的低碳生活知识与技巧运用到

日常生活当中，逐渐积累低碳生活经验，改掉错误的消费习惯和生

活习惯。比如学校举办班级评比活动，一月一评选，一周一检查，

评选出“低碳宿舍”，给予“环保小卫士”的流动红旗荣誉。再如

打造低碳食堂和低碳图书馆等等，通过点滴改变学生的生活环境，

让学生逐渐享受“低碳生活”的意义，从而树立积极的生活态度。 

二、地理教学中培养低碳生活习惯的有效途径 
1.挖掘教材中低碳生活知识 

地理教学中低碳生活意识的渗透需要教师进行有效的引导。所

以，对教师自身低碳素养有一定要求。首先，应有效提升教师的低

碳素养。如教育部门与环保局进行整合，为地理教师提供培训学习

机会，有针对性地培养教师的低碳意识，更培养其低碳教育教学的

方法。而组织教师参加相关的经验交流也有助于提升教师队伍的低

碳素养。其次，在学校硬件设施方面，应创建绿色校园，如随处悬

挂低碳行为经验，张贴生动的低碳环保行为宣传画等等。通过潜移

默化的环境影响引导学生树立低碳意识。同时，应挖掘地理教材中

的低碳生活资源。了解地球资源的取用关系，了解环境对废弃物的

容纳能力，了解资源的高效利用等。如组织出版低碳教育的校本课

程书籍，挖掘教材中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环境保护知识。最后，还应

借助社会教育资源渗透低碳教育。 

2.打造低碳的课堂教学模式 

边学地理知识边渗透低碳知识与技能，将有助于地理核心素养

的全面发展。所以，教师可在教材中探寻相关知识点，创新教学方

式开展低碳教学。如有针对性地设置低碳教育目标，组织低碳教育

活动等等。首先，通过地理教学引导学生明确人口、资源、环境与

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明白资源利用与再生的危机性。并能够结合

日常生活现象总结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严重

教训。明确低碳生活是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的道理。其

次，梳理相关知识点，比如设置“尊重自然规律，具备可持续发展

观念”的低碳教育目标。结合“气候”相关知识点，了解我们的生

存需要洁净的空气，认识全球变暖的真正原因。在教学“人口与人

种”相关知识点时，设置“人口增长英语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相

协调”的教育目标。在教学中东国家等相关地理知识时，渗透“能

源消耗大国，废弃物排放大国”等低碳教育目标。通过打造渗透低

碳素养的教学模式，有效提升学生的低碳生活意识。3.设计低碳的

实践教学活动在地理教学中结合地理学科开展低碳教育实践活动。

组织学生参加公益活动，如低碳宣传活动和社会调查活动等等。通

过不同层次和不同形式的实践活动，引导学生走入社会，应用所学

的地理知识解决问题，从而获得丰富的学习体验。如组织“走进低碳

生活”实践活动，以引导学生真正认识低碳生活的意义，让学生真正

认识全球变暖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活动中驱动学生自主采集信息

和分辨信息，激发学生的环保意识。首先，组织学生观看“马尔代夫

风光”等视频或者图片资料，观看“全球变暖后马尔代夫环境的变化”

的新闻。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所看所想，谈一谈面对全球变暖，中国

和各国都做了哪些措施？谈一谈海平面的上升对各地区的影响？接

下来，学生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自主搜集相关资料，包括干旱、洪

涝、沙尘暴、冰山融化等图文。最终，提出自己的低碳生活倡议，如

“地球熄灯一小时”等。写出自己的低碳宣言。活动中始终以学生为

主，学生自主查找资料，分析归类，互动探究，总结等。通过实践活

动，有效渗透了低碳教育，提升了学生的低碳素养。 

三、结语 
总之，在中学地理教学中渗透低碳教育，是提升青少年群体社

会责任感和低碳环保意识的必然途径，是满足终身教育的有效方

法。通过提升教师低碳素养，创新地理教学模式，开展丰富的低碳

教育活动等，有效培养中小学生的低碳生活习惯，为社会可持续发

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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