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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响下绿色教育体系构建
谭东日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石江镇树林完全小学　湖南　邵阳　422302

摘　要：疫情及其带来的经济灾难非常严重。回顾过去学会如何生存的教育理念也也可以说是让我们重新开始思考学会教育

如何回归到个人。教育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绿色公平发展教育理念，从教育体制管理机制、德育、课程实施教学、评价等各个

方面努力构建一个富有中国地域文化特色的中国绿色公平教育评价体系，实现接受教育和服务人自身的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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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绿色教育”核心理念与价值追求
（一）源于环保主题和可持续发展方式的“绿色教育”

我国的教学是随着推进环境保护教育和促进可持续发展
绿色教育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绿色教育教学形式。
创建中国绿色学校为教育工作主要形式的创建绿色学校教育
实践活动主要还是强调开展环境保护教育和促进可持续发展
绿色教育的两个相关基本内容和重要主题。
（二）作为一种价值取向的“绿色教育”理念

教育的核心是历史的、具体的、活的人。梳理绿色教育
思想的形成，可以发现人已成为绿色教育核心追求的逻辑必
然，环境（包括教育学意义上的环境）、生态和可持续性已成
为”绿色”思想的精髓。

绿色行动发展观主要作为”五大发展观”之一，是要泛
指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与自然共生，为人的全面自
由民主发展进步创造条件。把国家绿色教育发展战略理念始
终引入学校教育，就是我们要始终回归学校教育的这个核心
人，从教育人生的出发，到教育人生的结束，激发学校教育
本身的勃勃生机和生命活力。

通过学校教育实行全过程校园绿化，坚持通过教育树绿
促进学校人的全面健康发展，实现学校教育自身和其他人的
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
（三）绿色教育价值追求：活力、智慧、现代、卓越

要从”绿色”为价值取向出发，从理念、价值、结构、
文化等方面对现有教育进行反思和重新表述，转变教育发展
的动态结构，丰富支撑体系的文化内涵，增强体系的教育实
力，促进教学效益生成的培养体系。

1. 人的发展活力
师生和谐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是教育动力之源。坚持因

材施教，推进学生多样化大学教育，为不同地域个性、不同文
化禀赋的广大学生家长提供更加丰富适合的大学教育。教师与
学生、知识与人类经验、教育与人类生活、学校、家庭与人类
社会相互作用、相互支持。活力的发展是多元的、生态的。

2. 教育智能化发展
教育发展的支撑系统充满了智能化设计。顶层设计具有

前瞻性和科学性，制度安排有效推进改革，实践促进创新，
整体发展具有思想性和系统性。信息顺应时代潮流，引领学
校教育改革，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支撑创新、包
容、开放的学习文化。

3. 教育治理现代化
社会经济生态良好，内外部合作体制创新机制为高等教

育发展提供有力政策支撑。要系统研究规划促进教育事业绿
色健康发展的教育制度治理框架，把教育制度上的创新建设

作为促进教育事业绿色健康发展的重要推进动力，全面提高
我国教育综合治理创新水平和教育治理创新能力以及现代化
治理水平。

二、学校构建绿色教育体系的措施
（一）绿色体制机制：激活解放人力积聚人心的制度源

动力

在制约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过程中，制度是最关键的因
素。提高学校教育教学治理工作能力学校现代化建设水平，
首先就是要着力推进学校教育教学管理、评价和监督管理的
有机分离，形成学校政府主导宏观管理、学校集体自主组织
办学、社会广泛协同参与的科学多元化教育治理能力格局。
其次，要不断增强中小学学校治理创新能力，全面深入推进
新型现代教育学校治理制度体系建设。三是探索改革移动互
联网 + 现代教育教学模式，探索运用移动时代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信息在大环境下现代教育教学管理、
课堂教学和学校教育质量评价的新教学理念和新教学方法。
（二）绿色育德铸魂：发展因性育人立德树人大德育

绿色公平教育发展是促进人类从片面接受束缚教育走向
全面自由的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要着
力建设一支优秀的学校思想理论政治德育教师队伍，完善中
小学教师社会政治实践理论课培训制度，完善学校社会实践
政治教育各项工作培训体系，构建作风学校、政府、企业的
实践教育共同体。提高学校学生综合体育运动素质和健康教
育水平，加强美育和劳动实践教育。
（三）构建绿色和谐教育评价机制

对中小学生而言，如何主动实施面向多样化、成长性和
综合适用性的小学综合教育素质绿色评价，使绿色评价管理
体系自动转化成为小学教育中非当中绿色评价因素的有效过
滤管理系统。

三、结束语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使我们重新思考教育和人类

的命运。这种重新认识，有助于增强发展意识，有助于启迪
和推动绿色教育体系。绿色是希望，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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