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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高中地理生态文明教育现状研究 
◆白雪飘 

（重庆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  重庆  401331） 

 
摘要：中学生的生态文明观对本国生态文明教育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本文章以贵阳市高中生的生态文明教育为基础，从生态文明知识、
生态文明意识、生态文明行为、生态文明教育等分析中学生生态文明教
育现状，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关措施以促进生态文明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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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贵阳市生态文明教育现状 
本研究以生态环境脆弱的喀斯特地貌区——贵阳市为例，通

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该地区生态文明教育现状，探究生态文明
教育的有效途径。在贵阳市任意选择了 3 所学校，对 100 名不同
年级的学生进行调查。问卷总共发放 100 份，实收 90 份，有效
率达 90%。根据调查结果，了解该地区的生态文明教育现状。 

（一）生态文明知识掌握较浅 
生态文明教育指学者根据其基本目标与根本准则，运用各种

方法与途径，以增加中学生的生态文明知识、培养中学生的生态
文明情感、养成中学生的生态文明习惯以及应用到实践活动中以
锻炼中学生的生态文明能力。从相关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学生对一
些基础的生态环保知识的了解相对较弱。如表 1 所示，在“你了
解什么是生态文明吗？”的调查中，有 84%的同学对生态文明教
育知之甚少；对“喀斯特地貌的了解程度”的调查中，仅 36%
的学生对该地貌有较多的了解；更有 51%的人不知道世界环境保
护日的具体日期；在对贵阳的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的表现中，仅
29%的学生认为该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表现在碳酸盐岩出露
的面积广，31%的认为是地下河污染难以治理，17%的学生认为
是植被的覆盖率低。从该数据看出，该地区对喀斯特地貌知识的
普及性不高，学生对生态文明知识的掌握较薄弱。 

表 1  生态环保基础知识 
你对生态文明的了解程度？ 

类别 人数（人） 比率（%） 排序 
非常了解 9 10% 2 
比较了解 76 84% 1 

不了解 6 6% 3 
合计 90 100  

世界环境日是几月几日？ 
类别 人数（人） 比率（%） 排序 

6 月 3 日 15 17% 3 
6 月 4 日 31 34% 2 
6 月 5 日 44 49% 1 

合计 90 100  
你对喀斯特地貌的了解程度？ 

类别 人数（人） 比率（%） 排序 
非常了解 33 37% 2 
了解一点 54 60% 1 

不了解 3 3% 3 
合计 90 100  
（二）生态文明意识有待加强 
生态文明意识指学生通过学习后并掌握一定的生态环保知

识，在其思想认知中自觉养成生态环保观念，以便于引导人们形
成良好的环保行为的一系列思维模式，是中学生应具备的思想意
识。从相关数据看，中学生已经具有相关的生态环保意识，可仍
有待加强。80%的学生觉得在现阶段的课程教学中，普及生态文
明教育已是大势所趋；并有 89%的人认为高中生有责任关心生态
文明的发展；针对贵阳市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生态环境，有 64%
的学生认为学校非常有必要开设保护喀斯特环境方面的活动及
课程，而仍有 36%的人认为没有必要或持无所谓的态度。 

（三）生态文明行为有待落实 
生态文明行为是以尊重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宗旨，以可持续发

展为依据，以人类的未来发展为出发点，自觉地遵守生态系统原
理的一种行为方式。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落脚点，生态文明行为
的践行直接决定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然而，在对“你认为身
边的同学的行为有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吗？”的调查中，仅 44%
的学生认为一半以上的同学能在日常生活积极的建设和维护生

态环境；而 88%的学生认为自己会主动维护身边的生态环境。从
这两组数据中发现其生态文明认知还没有成为一种自觉的生态
文明习惯，观念与行为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中学生的生态文
明行为和习惯还有待养成。 

（四）生态文明教育相对落后 
学校是生态文明教育的首要阵地，校园的文化环境、实践活

动及课堂教育等对普及学生的生态文明基础知识、提升环境保护
意识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教师作为学生成长的引领者、辅助
者，其思想意识与行为都会影响生态文明教育的推行与发展。但
从调查结果中得出，目前高中学校的生态文明教育都急需增强。  
对“学校有没有开设生态环保方面的活动或讲座？”的调查中，
有 73%的学生持不了解的态度，说明生态文明教育在该校重视度
不高，生态文明教育急需加强。对“你绝对当前限制我国中学生
态文明教育的因素”的调查，有 69%的学生认为 主要的原因是
生态文明在社会的普及不够，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学校，其次
是受应试教育的影响，老师授课时不愿过多涉及这方面的知识。 

（五）生态文明知识的获取途径有待完善 
信息传播的广度及深度是影响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生态

文明知识获取途径的广度决定其发展及影响力度。从调查结果来
看，有 66%的同学是通过老师和同学获取的，其次主要是通过电
视广播（52%）和互联网（50%），从家长、报刊杂志及政府的
宣传活动等途径获得生态文明知识的同学相对较少。从此数据可
发现生态文明知识的传播以学校和电子设备为主要阵地。传播途
径相对单一并且较为零散，进而影响学生对生态文明的关心程度
及其的影响力度。 

二、贵阳市生态文明教育的策略思考 
（一）丰富教学内容，增强中学生的生态文明知识 
学校教育是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支撑，高中地理课程教学便

是生态文明教育的一个重大平台。从高中地理课程性质来看，地
理学是研究地理环境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这
与生态文明教育所倡导的人地和谐观念是一致的；从高中地理教
学的使命来看，它的使命之一是指导学生发现现代化建设中出现
的巨大地理问题与全球地理问题，提升中学生可持续发展观念与
社会责任感，高中地理教学使命中倡导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正是生
态文明建设蕴含的核心内容；从高中地理课程的设计内容来看，
高中地理课程内容的设计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采用现在科
学技术方法，着重解决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等重大问题，并
以培养国民现代文明素质为重大目标，从而体现地理课程性质的
理念，强化和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章程。 

（二）拓展宣传途径，提高中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 
在高等教育普及背景下，增强学生的生态文明教育是我国基

础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中学生对生态文明知识的获取不应仅
限于学校、电视广播及互联网等宣传工具。其传播途径应具有多
样性，以便于增强生态文明教育的影响力度，使学生在这种浓厚
的环境氛围中耳濡目染，不断地提升自己地生态文明意识。例如，
在家庭教育方面，家长对孩子的培育是处于其终身教育的起点位
置，其情感目标是 基本的目标，重点内容是培养儿童对环境及
生活的热爱，引导儿童养成良好的生态环保意识。家长的言传身
教不仅为学校在开展生态文明教育作了良好的铺垫。  

（三）开展实践活动，逐步养成生态文明行为 
引导中学生形成良好的生态文明行为并形成正确的生态文

明习惯是加强中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 终发展目标。让中学生于
具体行为过程中 “受锻炼、得真知、获体会”。学校可通过组建
环保社团、开展志愿者服务等活动，让学生切实感受生态社会的
成效及生态文明的重要性。将生态文明教育与实践活动结合起
来，让学生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发现生态环境问题，并通过自己
所掌握的知识与同学或者老师合作解决问题，学生通过实践活
动，不断提升自身的生态文明认知与综合实践能力，也有利于养
成生态文明的实践行为， 终实现生态文明的 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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