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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是世界遗产大国，世界遗产总数居全球第二，因此，世界遗

产教育教学尤为重要，《世界遗产》也成为很多高校开设的必修课或公选

课。为进一步提升世界遗产教学质量，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作者从教
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与形式上提出建议，建议教学内容应该在全面覆盖的

基础上，结合专业特点，突出教学重点；教学内容应跟着全球世界遗产

发展演化而不断更新；在教学方法与形式上注重传统课件与视频动画相
结合、课堂讲授与课后阅读相结合、理论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中文

教学与英文运用相结合、专业教师讲授与管理实践者经验分享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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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世界遗产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并

列入《世界遗产保护名录》的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
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 自然景
观。截止 2018 年 7 月，全球共有 1092 项世界遗产，其中文化遗
产 845 项，自然遗产 209 项，文化与自然双遗产 38 项。中国是
世界上第二遗产大国，拥有世界遗产 53 项，其中文化遗产 36 项，
自然遗产 12 项，文化与自然双遗产 4 项，世界遗产的数量名列
全球第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重视世界遗产教育问题，在《保
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教育计划”第 27 条中明确提出:
“本公约缔约国应通过一切适当手段，特别是教育和宣传计划，
努力增强本国人民对本公约第一、二条中确定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的赞赏和尊重。”我国作为世界遗产大国，更应该履行好《保护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不断提升《世界遗产》的教育教学
水平。在此背景下，很多高校都开设了与世界遗产相关的教学课
程，名字叫《世界遗产》（贾峰等，2012）、《世界遗产赏析》（马
月伟，2013）、《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概论》（孙克勤，2009）、《世
界遗产与保护》、《世界遗产鉴赏与旅游》等，或是必修课、或是
公选课，这充分体现出我国对世界遗产教育的重视。通过开设该
课程，可使学生掌握世界遗产及遗产保护、管理、利用的相关基
本知识和基础理论，了解国内外相关世界遗产地的资源价值，掌
握一些遗产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方式等，并且能够在实
践中运用世界遗产知识和原理分析解决相关问题。 

很多学者也对世界遗产相关教学开展了研究和探讨，孙克勤
（2004，2005）探讨了世界遗产相关教学；马月伟（2013）以西
南林业大学选择公选课世界遗产赏析的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问
卷了解学生选课原因、所了解的遗产相关知识、学生期望以及获
得遗产知识的途径等，在此基础上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以及教
学实践等进行了探索；郭爱香（2011）就我国的“世界遗产”单
元教学进行整体设计；张芹（2012）将旅游管理教学与世界遗产
的保护结合起来，强调在旅游管理教学中应突出世界遗产保护，
协调旅游与保护的矛盾；施维（2015）就世界遗产课程的内容选
择和课程组织方面在中学的实践进行总结；郭莹（2015）针对满
族舞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进行研究和探讨。但是，
由于世界遗产教学没有统一的教材，全国教学内容和教学水平参
差不齐。本文根据作者从事世界遗产申报、保护、管理、研究、
教学十多年的经历，提出对《世界遗产》创新性教学的思考。 

二、《世界遗产》的教学内容 
（一）教学内容应该全面覆盖，突出重点。 
《世界遗产》的教学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世界遗产的基本

概念、基础理论，也包括世界遗产地的可持续利用与保护管理，
全球 1000 多项世界遗产的鉴赏也可以作为世界遗产课程教学的
内容。所以，在进行世界遗产教学时，教学内容应该全面覆盖，
包括世界遗产的概念、由来、类别、世界遗产研究的意义与研究
方法、申报、评估、保护管理与监测、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的问
题和挑战、实现世界遗产地可持续旅游发展的管理对策等，以及
国内外一些典型世界遗产地的鉴赏等。具体的授课内容可以参照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

南 》 以 及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世 界 遗 产 中 心 的 官 方 网 站
whc.unesco.org，。面上覆盖的基础上，再根据不同专业需求突出
重点，比如，针对旅游专业的同学，可重点突出世界遗产地旅游
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方面知识的传授等。 

（二）教学内容应该与时俱进，不断更新。 
很多学者在从事研究过程中出版了与世界遗产有关的专著

（罗佳明，2004；孙克勤，2005，2007，2008；熊康宁，2012），
可作为世界遗产教学的主要内容。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公约》和《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是世界遗产教学的最具
参考价值的教学资源。《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内容
从 1972 年签署生效以来尚未发生变化，但《实施世界遗产公约
操作指南》却在不断更新不断修订，从 1977 年产生第一版本以
来，已经经历了多达 26 次修订（表 1），对世界遗产的相关政策
不断完善，比如，2012 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 36 届大会正式通
过了世界遗产与可持续旅游项目，并将其纳入 2012-2022 年实施
世界遗产公约战略行动计划。2016 年 10 月，世界遗产大会通过
了以申报策略为主要修订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第
61 条)，修订后，由每年一个缔约国最多申请两项，缩减为每年
一国只能申报一项世界遗产，并且全球新审议的遗产数量上限从
45 项减到 35 项，等。同时，世界遗产名录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变
化，或有增加、或有除名，因此，在进行《世界遗产》教学时，
相应的教学内容也应该作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表 1  《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不同版本修订历程 
时间 段落数 世界遗产委员会决议 

2017 290  41 COM 11 

2016 290  40 COM 11 

2015 290  39 COM 11 

2013 290  37 COM 12I、37 COM 12II 

2012.7 290  36 COM 13I、36 COM 13II 
2012.5 290    
2011.11 290  35 COM 13、34 COM 13、33 COM 13 
2011.5 290    
2010.7 290    
2008.1 290  32 COM 13、31 COM 18B、31 COM 

13A、30 COM 8D.1 
30 COM 8D.2 

2005.2 290  6 EXTCOM 5.1 
2002.7 139  2002 Comm. 

1999 139  1998 Comm. 

1997.2;再
版 2/98 

139  1996 Comm. 

1996.2 139  1995 Bur.、1995 Comm. 

1995.2 140  1994 Bur.、1994 Comm. 
1994.2 132  1993 Comm. 

1992.27 117  1991 Bur.、1991 Comm. 

1988.11 112  1983 Bur.、1988 Comm. 

1987.1 113  1986 Comm. 

1984.1 99  1983 Bur.、1983 Comm. 

1983.11 99  1982 Comm. 

1980.10 66  1980 Comm. 

1978 30    

1977.10.20 27    

1977.60 28    
（三）教学内容应该包括不断更新的研究成果与案例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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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世界遗产》是一门理论和应用都很强的课程，不仅可以帮

助学生构建世界遗产的理论知识体系，将该理论用于自己的研究
中，也有助于提高学生世界遗产自觉保护意识和解决遗产地保护
和开发的矛盾冲突问题，使世界遗产能更好地传承给子孙后代。
而在世界遗产保护与利用过程中不断出现新问题，通过科研学者
和地方政府的合作努力，也在不断解决新问题，这些实际的案例
都应该成为非常好的教学素材和内容。比如，作者承担的《世界
遗产与保护》课程的教学内容包括世界遗产的概念、由来、类别、
评价；世界遗产的申报、评估、保护管理与监测；世界遗产保护
管理规划理论；世界遗产保护管理规划案例—中国南方喀斯特系
列遗产保护管理规划；世界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对策
理论；世界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案例—武陵源世界遗产旅游可
持续发展案例；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遗产的价值与保护管理挑
战；中国丹霞世界遗产的价值与保护管理挑战；梵净山世界遗产
的价值与保护管理挑战；湖南武陵源世界遗产的价值与保护管理
挑战；三江并流世界遗产的价值与保护管理挑战；黄山世界遗产
地的保护管理和可持续利用；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成功案例分析
—澳大利亚 Naracoorte 模式；建贵阳至南宁客运专线铁路项目建
设对荔波世界自然遗产地影响、赤水市丙安水库工程项目建设对
中国丹霞赤水世界遗产地的影响、荔波世界自然遗产地基于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土地整理等，对学生有很大的启发，大大增强了学
生从事世界遗产相关研究与应用工作的实践能力。 

三、《世界遗产》的教学方法与形式 
（一）传统课件与视频动画相结合 
《世界遗产》是一门理论及欣赏性都很强的课程，因此也要

求教学形式除了制作相关的传统课件外，还可以结合世界遗产地
的经典影片进行教学，力求使学生能够直观的从感性上有所认
识 。 在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世 界 遗 产 中 心 的 官 方 网 站 上
whc.unesco.org 可以免费查阅下载到世界遗产地的视频资料。 

（二）课堂讲授与课后阅读相结合 
和其他课程一样，《世界遗产》的课堂教学时间是非常有限

的，教师很难面面俱到的向学生传授相关知识，课后阅读可以很
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任课教师可根据上课的内容和上课进度选择
合适的课后阅读资料，包括《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世
界遗产中心官网上公布的相关资料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有关的
研究成果等，后通过读后感交流等形式，巩固学生课外阅读的成
果。 

（三）理论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 
世界遗产自身的理论系统要求在讲授这门课时，老师须安排

理论教学，但为了帮助学生深刻理解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
深刻体会世界遗产开发利用与保护管理的冲突，以及有效的保护
管理措施与技术，建议在理论课的基础上，增加课外实践，将学
生带到世界遗产地亲自体会和学习，到遗产地及缓冲区开展一些
利益相关者的调查与访谈，将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分析整理，提出
自己的见解，这样才能牢牢掌握世界遗产的理论知识。 

（四）中文教学与英文运用相结合 
世界遗产的相关工作为一项国际性工作，制定及使用的标准

和相关指南均为国际标准，因此，会涉及很多外文资料。就世界
遗产中心而言，要求的语言为英语或法语，因此，在进行世界遗
产课程讲授时，除了用中文教学外，建议增加英文教学，提升学
生在世界遗产领域的英文应用水平，才能更好的理解世界遗产的
内涵及相关要求，也为学生毕业之后进一步独立钻研世界遗产的
相关知识奠定基础。 

（五）专业教师讲授与管理实践者经验分享相结合 
世界遗产是一项综合性非常强的工作，既涉及到专家学者的

研究，还包括保护管理第一线的领导及工作人员的实践经验，他
们在履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过程中，参照相关
国际规定，结合自身世界遗产地的实际情况，创新性地集成甚至
研发了非常有效的管理技术，因此，可以借助“世界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等纪念活动，邀请一些经验丰富的管理者到学校给
学生做经验分享，提升学生对世界遗产的实际保护、管理和可
持续利用的能力。2017 年“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
中，我们邀请了贵州三处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管理者到贵州师范
大学分享经验，为《世界遗产与保护》这门课程的教学起到较
好的作用。 

四、结语 
世界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是大自然的精华，也凝

聚了人类的智慧。世界遗产的未来掌握在今天的青年人手中，加
强对青年人世界遗产教育对保护、管理世界遗产以及实现世界遗
产的可持续利用至关重要。高校教师在进行世界遗产教学时，应
多查阅世界遗产的相关知识，尽可能覆盖世界遗产的内容，同时
结合专业特点，有针对性地突出教学重点；教学内容应与时俱进，
不断更新；在教学方法与形式上注重传统课件与视频动画相结
合、课堂讲授与课后阅读相结合、理论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
中文教学与英文运用相结合、专业教师教授与管理实践者经验分
享相结合，多方位提高世界遗产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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