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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童克难北京报道“中国
绿化基金会千度暖烊公益基金”6 月 14
日成立。这是中国绿化基金会平台上
设立的第一支由民间公益粉丝团发起
并负责管理运营的公益基金。

2014 年和 2016 年，易烊千玺公益
粉丝团与中国绿化基金会携手发起“幸
福家园——千玺林”生态扶贫公益活
动，以 10 元一棵希望树的小额捐赠方
式，支持宁夏西海固地区的贫困家庭种

植枸杞，修复与保护荒漠化土地，同时
为当地贫困家庭带来持续稳定的家庭
收入。

为使这项公益行动持续开展下去，
引导粉丝在追星的同时为社会做出更
多贡献，中国绿化基金会同意由易烊千
玺 V 公益发起设立“中国绿化基金会千
度暖烊公益基金”，以此为基础，倡议和
影响更多青少年关注中国的生态环境
建设与保护。

粉丝团发起环保公益基金

环保社会共治的基础是公众生态
文明意识的普遍提高。通过开展环境
教育，可以使公众获得解决环境问题的
技能，树立正确的环境价值观。本报记
者近日就如何创新环境宣教手段、推进
开展环境教育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王民。

结合新热点细化宣教产
品，推进环境教育供给侧改革

中国环境报：国内环境教育研究现
状怎样？存在哪些问题？

王民：《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纲
要》对提升青少年生态意识、推进学校
环 境 教 育 提 出 了 总 体 要 求 。 我 认 为
国 内 环 境 教 育 目 前 主 要 的 问 题 有 3
点 。 一 是 宣 传 教 育 内 容 空 泛 。 二 是
宣 传 教 育 对 象 虚 化 。 三 是 宣 传 教 育
创意贫乏。

如宣教对象虚化方面，随着时代发

展，我国社会中公众的层次、类型分化
很大。但目前环境教育宣传对象缺乏
针对性，一直没有很好地理清，是对青
年人宣传还是对老年人，是对打工者宣
传还是对职业精英，是对城市居民还是
乡村百姓宣传？如果宣传对象不进一
步划分清楚，虽说是对公众进行宣传，
却又没有针对性，宣传教育内容免不了
空泛，最后谁也不关注。

不同的人群适用于不同的宣传方
法，这是由受众 知 识 水 平 、职 业 特 点 、
兴 趣 爱 好 等 决 定 的 。 如 目 前 新 媒 体
发展得如火如荼，但在环境宣传教育
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受到关注的还不
多。我认为是缺乏从上至下，由顶层
设 计 主 导 的 优 质 宣 传 平 台 。 在某些
领域，环境宣教从方法到内容都太陈
旧了。

中国环境报：有哪些比较创新的环
境宣教手段？

王民：现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各
种新技术不断涌现，这对环境宣教不失
为好的手段。目前中小学教材已经开
始尝试借助 AR 等新技术，如中国地图

出版社出版的《初中地理》教材，就采用
了 AR 技术，在教材中的一些地图、图
片上进行了设置，如地球运动、我国地
形、少数民族的服饰、北京历史景观等，
学生拿手机一扫，相关的四维图、动画、
视频等就能浮现出来，学生很喜欢。环
境教育也可以采用这种新的表现方式，
吸引学生关注和学习，对公众的教育也
是一样。

环境宣传部门在推动环境教育专
业媒体和新媒体建设时，不仅要研究观
众想看什么，还要研究提供方式，吸引
观众关注。这也是环境教育的供给侧
改革，不是你提供什么，观众就看什么，
而是要研究新的思想、社会热点是什
么，公众想看什么，再根据这些研究提
供产品。

结合环保重点工作开展培
训，提高教学融合针对性

中国环境报：《纲要》要求，中小学
相关课程中加强环境教育内容，促进环

境保护和生态文明知识进课堂、进教
材。环境教育教材进入学校，有哪些现
实瓶颈、如何克服改善？

王民：现 在 中 小 学 生 的 课 业 负 担
重，压力较大，除了各科课程标准要求
的必学课程外，还有安全教育、实践活
动等。实际上，目前在中小学，环境教
育的内容已经进教材、进学校了。只是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内容更新，同时寻找
更适合的方式方法，以保证环境保护和
生 态 文 明 的 知 识 ，让 学 生 感 兴 趣 、有
效果。

首先，一定要 抓 住 目 前 基 础 教 育
课程改革的机遇。在环境教育中，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环境保护和
生态文明的新知识渗透到相关学科教
材中。

其次，目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各学
科都提出了自己的核心素养，强调在教
学中创设问题情境，结合生活情境。对
此，环保宣教部门应该积极参与，开发
有针对性的教学资源，帮助提供配合课
程改革与教学的场地。

再有，对于目前环境教育存在的问
题和困难，要考虑深一些，要从根子上
解 决 。 这 就 要 加 快 地 方 环 境 教 育 立
法。通过环境教育立法，在政府部门职
责和管理、经费保障等方面做出相应规
定，确保环境教育的相应职能与地位。

中国环境报：如何培养环境教育教
师队伍？

王民：目前基础教育课改的很多内
容都涉及到环保，各 科 的 教 学 内 容 都
在 更 新 。 如 何 把 环 境 保 护 和 生 态 文
明的知识渗透到各科教学内容中，怎
样结合目前环保热点问题，这些都需
要认真对待。此外，国务院连续推出

《大 气 十 条》、《水 十 条》及《土 十 条》，
这些环保部门当前的重点工作，也都
需 要 实 时 融 合 到 各 科 教 学 中 去 。 这
些 内 容 对 广 大 教 师 也 都 是 新 的 。 为
更好地融入教学，需要进一步加大教师
培训力度。

环境宣教部门可以围绕我国环境
基本状况、生态文明理念、我国环境治
理推进的重点领域、基础教育课改热点

等方面，集中培训，解决实际问题。

结合价值观教育，以“让学
生有收获”为基础，倡导参与式
实践

中国环境报：从您多年研究经验来
看，哪种环境教育宣传方式更容易让学
生喜欢？

王民：环境教育的本质是价值观的
教育。那种把学生关在课堂里死记硬
背的知识教育早就过时了。要让学生
发自内心地珍爱环境、改善自己的行
为，必须是参与式的。但这种参与的教
育模式需要建立在“让学生有收获”这
个基础上。

如 带 学 生 到 垃 圾 焚 烧 场 参 观 ，学
生 如 果 只 是 看 了 垃 圾 焚 烧 过 程 就 结
束 了 ，那 就 没 有 教 育 价 值 ，能 有 什 么
收获呢？只是“看”肯定不够，还要进
行“ 解 说 ”和 思 考 讨 论 怎 么“ 解 决 ”。
环 境 解 说 是 社 会 环 境 教 育 的 主 要 手
段 ，要 告 诉 学 生 垃 圾 的 现 状 ，为 什 么
以及如何开展垃圾分类，怎样循环处
理 等 知 识 ，告 诉 学 生 出 路 在 哪 里 ，让
他们看到希望，通过哪种方式减少垃
圾 产 生 ，最 后 他 们 得 出 结 论 ，根 源 在
于绿色生活、简朴生活。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各种环境教育
社会实践基地要多向学生们开放，比如
我参观过的北京小武基垃圾分拣场，环
境教育活动开展得很好，社会实践基地
有一流的先进技术，带学生们到这里观
摩，让他们了解环境技术的发展，知道
解决环境问题是有前景、有希望的，这
样他们回去后就会更有信心保护环境。

中国环境报：《纲要》提出，鼓励高
校开设环境保护选修课，建设或选用环
境保护在线开放课程。大学的环境教
育应该如何开展？

王民：大学环境教育的内容和形式
更为广泛，宣教部门应与高校结合，开
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如项目调研。大学
生思辨能力、动手能力强，可以做一些
研究课题，加深他们对环境问题现状认
识，也启发他们思考解决环境问题的
出路。

现在各个大学也在进行学科、课程
改革，可以借此尝试推广各种在线课
堂，推送各种环境教育资源，开展渗透
式教学，将环境保护的内容渗入高校课
程 中 ，依 托 课 程 教 学 资 源 进 行 环 境
教育。

还要组织环境教育实践活动，组织
学生到实际中去，到各种环境教育场
所，包括课外活动基地、博物馆、农场
等，让学生在自然环境中学习。

理清对象 创新手段 增强实践
专家建议充分发挥各方创造性，形成环境教育合力

专家简介

王 民 ，环 境 教
育 专 家 。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地 理 学 与
遥 感 科 学 学 院 教
授 、博 士 生 导 师 ，
科 研 经 验 丰 富 ，
在 诸 多 学 术 机 构
担 任 要 职 ，著 有

“ 可 持续发展教育
概论”、“可持续发
展 教 育 研 究 项 目
与 国 际 动 态 ”等 多
部 学 术 著 作 ，编 写
了 多 部 中 学 地 理 、
环境教育教科书。 山东省胶州市环保局将动画明星引入学校环境教育，调动学生了解

环保、参与环保的兴趣，效果良好。图为胶州市常州路小学环保主题授
课活动现场。 图/张秋营 耿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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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春燕

宣传贯彻《全国环境宣教工作纲要》系列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