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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的根本大计，是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
步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群众追求高品质
生活的共识和呼声。青少年不仅是中国生
态文明建设的生力军，更是人类美丽家园
的实践者、推动者、建设者。虽然我国在中
小学开设了生物学、地理、化学、科学、道德
与法治、综合实践活动等课程，但因师资、
设备等多方面的原因，生态环境科普教育
一直是乡村学校的瓶颈和短板。如何加强
生态文明教育、提升乡村学生的生态文明
素养？笔者认为，乡村学校应该立足本地
实际，因地制宜，充分发挥乡村得天独厚的
资源优势。乡村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地貌
多样、生态复杂，这些天然资源为开展生态
文明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
以成江海。”生态文明教育不能局限于书
本、课堂之中，而需要更多鲜活体验。大自
然给予人类的启迪与熏陶是任何书本知识
都无法比拟的，也为乡村学校开展生态文
明教育提供了绝佳的教材。学校应如何开
展生态文明教育？笔者认为要抓好以下三
个着力点。

培养学生的生态认知能力

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到田间地头实地考
察本地动植物、地质矿产资源，让学生闻一
闻植物的气息，听一听动物的歌唱，回归真
实生活，推动生态文明理念入眼入耳、入脑
入心，并在心灵深处扎根。

黄冈市武穴市气候湿润，雨量充沛，植
被茂盛。据初步调查统计，余川镇当地有
木本植物180种，草木、藤本植物160余
种，其中包括水杉、七叶一枝花、黄精、仙鹤
草等国家重点野生保护植物。教师可让学
生通过认识植物形态、了解植物的生长环
境，学会辨别植物的形态特征，增强学生对
珍稀植物的保护意识。

余川镇山高谷深，飞禽走兽繁多，包括
苍鹰、猫头鹰、啄木鸟、喜鹊、野鸡、蜻蜓、蝴
蝶等60多种鸟类和昆虫类，以及豺狼、小
灵猫、黄鼠狼、野猪、乌梢蛇、百脚蛇、眼镜
蛇、壁虎、蜈蚣等120多种兽类及爬行类动
物。学生通过了解、认识这些动物，可以增
强野生动物保护意识，以及保护生态环境
的责任感。

余川镇地质地貌丰富多彩，巨石纵横，
矿产岩石品种颇多且分布较广。据不完全
统计，镇内金属矿有铅锌矿、金红石矿、黄
铁矿等，非金属矿产资源丰富，有石灰岩、
花岗岩、白云岩、水晶岩等。知悉矿产资
源，能加深学生对家乡丰富矿产资源的认
识，激发学生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

培养学生的生态探究能力

余川镇地貌多样，是培养学生生态科研能力的好课堂。学校
组织学生到大山考察，有的学生看到那一层层像书页一样叠在一
起的岩石褶皱构造，疑惑不解。教师指导学生在学习地质知识的
同时展开想象力，有的学生立即回忆起在课外书上看到的沉积岩
知识。远古时代沉积在海底的泥沙和古生物的遗体一层层堆积起
来，由于压力越来越大，便胶结在一起，成了一层层坚硬的岩石。
由于地球内部是运动着的，地壳上升下降，引起陆海变迁，水平运
动使岩石受到挤压和扭曲，就形成了这些褶皱。考察中，还有学生
发现有的岩石里隐约含有草木植物，便知道这是古生代藻类植物
化石。根据化石的形成，有的学生猜测这里在远古时期可能是一
片沼泽、大江或是海洋……地质考察活动让学生们收获颇丰，极大
地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和想象力。

培养学生的生态研学能力

大自然是一部活的教科书，只有让学生亲身接触大自然，抽象
的理论才能变成具体的科学知识，从而让学生们感知生态文明的
重要性。教师要引导学生开展大自然研学活动，亲自在这片美丽
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游一游、留一留。在不破坏大自然生态
的前提下，学生可动手捡一些树叶、竹叶、小草、落花、石头等，或采
集竹木类、药材类、花卉类、岩石类等标本，拍摄动植物图片、音视
频等。通过研学，既能提升学生对家乡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的热
爱，还能促进学生互相帮助、彼此配合、团结协作，形成集体主义价
值观，更能激发学生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志趣和能力。

近年来，学校因地制宜，利用山区优势开展了远足旅游、露
营旷野、采集标本、植树造林等研学活动，让学生在研学过程中
学会观察事物，如观察种子发芽、庄稼生长、植物开花、虫鸟活
动、日食月食等。学生走进大自然，与乡土大地进行“面对面交
流”“零距离沟通”，让课堂、书本内容与现实生态教育相联结，
有助于学生在观察大自然的过程中学会独立思考，勇敢地探索大
自然的奥秘。

实践证明，对学生进行互动式、沉浸式、体验式、情境式生
态文明教育，能有效培养学生的观察力、感知力、想象力、创造
力，让生态文明教育“润物细无声”，促进生态文明理念在青少
年心中生根、拔节、蔚然成林。当然，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久久
为功的过程，只有将生态文明的种子“种”进学生的头脑，才能
把他们培养成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建设者
和接班人。这样，“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才
会实现。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黄冈市武穴市余川镇松山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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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不能离开“知”而
空谈“行”。因此，获得关于生态文明
的真知，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是理解
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并付诸生态文明
建设行动的重要条件。生态学知识和
生态学思想、方法，是生态文明思想
观念的基本理论支撑。这些内容在基
础教育阶段主要依靠生物学课程来落
实。

初中生物学课程标准中设计了
“生物与环境”主题，以及相关的“生
物的多样性”主题，这两个主题的内
容，可以为初中生树立生态文明理念
提供知识基础。在高中生物学课程标
准中，安排了选择性必修2《生物与
环境》，整个模块的内容就是生态学基
础内容，系统介绍生物与环境的关
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按照课程
标准编写的生物学教材，全面落实了
课程标准的有关要求。

首先，生物学教材中全面落实了
课程标准中这些主题的知识内容。在
初中生物学教材中，有“生物和生物
圈”“生物的多样性及其保护”两个单
元，介绍有关生物与环境、生态系
统，以及生物类群的基本知识。高中
生物学教材《生物与环境》用整本书
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种群、群落、生态
系统，以及人与环境的基本知识。

除了这些专门主题的介绍，教材

在其他单元或主题中，有的地方也融
入了生物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相
关内容。例如，初中生物学在“生物
圈中的人”的单元页，就以人与生物
圈的关系，引入本单元的学习。

第二，教材不但介绍了生态学基
本知识，还介绍了生态学研究的基本
方法，并渗透生态学思想。例如，高
中生物学教材《生物与环境》在“种
群及其动态”一章，让学生体会到个
体的生存和繁衍离不开其他个体；在

“群落及其演替”一章，渗透了自然界
里种群都不能孤立存在，而是在与其
他种群的相互关联中存续和发展的论
述。这有助于学生学会用生态学的视
角看待生命，理解生命世界，由此而
感悟群体与共存的思想，也可以迁移
到学习、工作时的团队合作之中。

第三，教材介绍了我国生态建设
成就，设计了实践活动。塞罕坝、北
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厦门筼筜湖等
代表性建设成果写进了教材，用伟大
建设成就激励学生投身实践。此外，
教材设计了丰富的探究实践活动，引
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投入实践。

总体来说，中学生物学教材中有
丰富的生态学知识和实践活动，其中
所蕴含的生态学思想、方法，能为学
生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发挥主战场的作
用。

中学生物学：助力培养生态文明建设者
谭永平

课程内容是树立生态文明理念的必要基础

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创造了举世
瞩目的成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对教
材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了纲
领性要求。地理学重视人地关系的研
究，人地协调观是地理学科四个核心
素养的根本。建设生态文明，提倡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秉承“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与地理学所倡
导的价值观培养指向相同。

中学地理课程是实施生态文明教
育的重要课程之一。人教版地理教科
书的编写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知识基
础、发展理念和价值取向，并将这些
内容有机地整合在教材的知识讲述、
活动设计和内容架构之中。

人教版地理教科书的内容组织遵
循地理学科的知识体系，主要包含自
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的内
容。初中中国地理知识涉及地形、气
候、河流、工业、农业、交通等地理
要素内容。教材讲述这些要素内容
时，注重分析各要素与人类活动的关
系，使学生能够正确认识人地关系，

逐渐形成人地协调观。例如，在“河
流”这一节中，安排有长江流域和黄
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建设内容。在初中

“农业”一节讲到，因地制宜发展农
业，既要考虑各地光热水土等自然条
件，也要考虑当地的社会经济条件；
在高中“农业区位因素及其变化”一
节中，深入分析要因地制宜、因时制
宜，充分合理利用土地。这样的内容
安排，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的人地协
调观，便于学生理解“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思想理念。

地理教科书通过“活动”“问题
研究”等栏目的设计，注重对学生
行动进行引导。例如，在初中阶段
的设计有“了解节约和保护自然资
源的行为方式”活动，倡导垃圾分
类回收和减少使用一次性消费品；
在高中阶段设计有“低碳食品知多
少”等问题研究，指导学生在日常
生活中通过选用本地应季蔬果、减
少使用过度包装等措施，从个人做
起，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推动公
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中学地理教科书注重反映我国在

应对全球性环境问题中的责任和担
当，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例
如，初中阶段以我国双碳承诺、近年
来节能减排力度、新能源增长速度、
人工林面积大国等事例，向学生展示
我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作出的
努力；高中阶段系统总结我国在资源
安全、环境安全领域开展的国际合
作，展现我国对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
积极影响。

人教版地理教科书引用了很多具
体实例，引导学生多角度、全方位理
解生态文明理念。例如，结合黄土高
原生态文明建设、天然林资源保护工
程、浑善达克沙地的生态修复、“林
都”伊春的觉醒等案例阐述生态修
复，说明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
结合东北森林过度采伐导致自然环境
的整体变化、藏羚羊数量与环境的关
系等活动和案例生动论述自然环境的
整体性，有利于学生理解“山水林田
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引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法》等系列法律法规和“河长制”等
管理制度，反映我国对生态环境所实

施的法制保护；等等。
除了在教材的正文和活动中有机

融入生态文明教育之外，人教版地理
教科书设计有专门章节，使生态文明
内容成为教材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
例如，高中地理必修第二册教材第五
章“环境与发展”，结合八大公害事
件、建设主体功能区等具体事例，系
统阐述了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
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和中国国家发
展战略。选择性必修3《资源、环境与
国家安全》的最后一章将“走向生态
文明”独立设节，分“从工业文明向
生态文明转变”“生态文明下的资源、
环境与国家安全”两个框题拓展国家
安全内容，结合浙江省安吉县生态文
明建设的案例，说明绿色发展成为时
代潮流。由此，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
资源观、环境观、发展观。

总之，中学地理教科书中关于生
态文明教育的内容很丰富，力图实现
地理学科内容与生态文明教育的有机
结合，充分体现地理学科的育人价值。

（作者系人民教育出版社地理编辑
室主任）

中学地理：引导学生践行生态文明理念
覃燕飞

本期聚集·生态文明教育

在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进
程中，中学生物学教学应着力培养未
来的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者。

建构生态学基本概念，提
炼思想观念

在中学生物学课程实施过程中，
有关生态学概念的教学，教师比较重
视，因此对于这些知识内容的落实可
以不必再过多强调。教学中，需要注
意的是从知识内容中提炼出生态学思
想观念。学习生态学，要建构概念，
更要通过拷问生命在哪里，生物与生
物、生物与环境有什么关系，从而综
合、整体地理解个体与群体、局部与
整体、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复杂联系，
理解生态系统中的群体与共存、层次
与整体、动态与平衡的关系，建立生
态学思想观念。观察自然界时，注意
在生态的舞台上是进化在表演。这可
以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多方
面的注解，从而让学生真正理解“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人是自然
界的一员，是生态系统整体中的一部
分，人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自然，人
又对自然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影响着
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基因、物种、
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是进化的结果，而
进化不可逆转，物种灭绝就无法再
生，生物圈的动态平衡被打破后极难
恢复。因此，只有像尊重生命一样尊
重自然，才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这是生态学基本概念和思想观
念重要的育人价值，是教学中需要特
别注意的部分。

促进知行合一，践行生态
文明理念

建设生态文明，不但要有知识、
有理念，还需要在解决真实问题的实
践中知行合一。中学生物学课程里解
决真实问题的实践，既包括课堂里就
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和决策，也
包括真正走进社会开展实践行动。

教学中创设真实问题情境展开讨
论，就有关人与自然的关系模拟决

策，是一种模拟实践。这类真实问题
情境可以有以下三类：一是教材中安
排的与生活关联的素材，与生态文
明、环境保护有关的案例，特别是教
材中有关绿色消费、生态工程建设等
正面引导的素材可以利用；二是当地
有关生态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
面的真实问题，可就这些问题展开；
三是媒体报道的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
案例。当然，如果有条件，还可以结
合研学活动，走进自然保护区、走入
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场，为知行合一提
供真实、鲜活的情境。

教学中践行生态文明的行动，应
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引导学生
将自己的行为与生态文明理念对照，
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日常行为；二是
尝试设计生态工程或者环境保护的方
案，设身处地地解决问题；三是走入
社会，调查、宣传生态文明理念。因
此，教材中设计安排的活动，期待教
师能够克服困难去落实。

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既要关注当
地、立足家国，又要具备国际视野。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六项重要原则
中，就包括“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
设”。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不但是我国
的发展方向，也是世界的未来愿景。

当然，中学阶段走向社会开展的
调查、宣传等活动，仍然属于基础
教育阶段国家课程学习的范畴，不
能代替学生今后在社会生活中通过
建设生态文明进一步“以行促知”。
因此，提升生态文明理念、建设生
态文明，是伴随人的一生的事业。
中学教育阶段是学生人生观、价值
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学生从中学生
物学课程里获得的扎实的生态学基
础知识，领悟的生态学思想方法，
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知行合一的体
验，都将为未来担当生态文明建设
者铺好底色、打好基础。

（作者系人民教育出版社生物编
辑室主任、编审）

教学应着力培养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者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教育工作者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着力促进生态文明理念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激发学
生共同建设美丽中国的热情，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根本大计的生态文明建设。

中学生物学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关键课程，笔者从生物学课程内容的角度出发，谈一谈如何培养生态文明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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