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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的生态文明素养研究大多关注理论模型构建部分，在进行教育实践时也通常以理论教育为主，忽略

了直接接触大自然对提高个体生态文明素养的重要性。本研究旨在评估不同培训模式对中小学生生态文

明素养的影响。首先根据中小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建立了中小学生生态文明素养模型，并制定了测量量

表。其次在某地区选取了300名中小学生进行实验：实验组1接受生态文明系统培训，实验组2接受生态

文明理论培训，而控制组接受常规思想道德教育。结果显示，系统培训能够最大幅度提高学生生态文明

素养，且不同学段学生的提升维度不同，具体表现为小学生在生态文明知识方面提升最为显著，而中学

生则在生态文明意识方面有更好的提升。研究强调了根据学生年龄特征制定差异化教育计划的重要性，

并指出系统化生态文明素养教育对培养学生环保意识和行为习惯具有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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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teracy focuses on the theoret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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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part, and when carrying out educational practice, it usually focuses on theoretical educa-
tion, ignoring the importance of direct contact with nature to improve individual ecological civili-
zation literacy. This study aims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raining models on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terac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Firstly, a model of ecological civili-
zation literac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cognitiv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a measurement scale was developed. 
Secondly, 300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were selected in a region to conduct expe-
riments: experimental group 1 receive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training, experimental group 
2 receive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ory training,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ideolog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stematic training can improve stu-
dent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teracy the most, and the improvement dimensions are different for 
different students, specifically,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knowledg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whil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wareness of ecological civiliza-
tion is better improved. The study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differentiated education programs 
according to students’ age, and shows that systematic education on ecological literacy has signifi-
cant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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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类对自然界的索取和破坏，生态环境问题愈演愈烈，生态文明

正日益成为全球公众关注的焦点。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迫切要求我们改变当前的生活、思

维和行动方式。为了实现这一改变，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新的技能、价值观和态度，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2017 年指出：“如果要创造一个更可持续的世界，解决相关问题并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个人必须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变革者。他们需要知识、技能、价值观和态度的培养，

使他们能够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因此，教育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1]。 
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家层面的教育规划开始重视培

养学生的“生态文明素养”，倡导在基础教育阶段融入生态文明教育，旨在提升中小学生的环保意识和

形成良好的生态行为习惯。这表明，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我国开始强调强调发展应与自然和谐共存，

认识到尊重自然规律、维护生态平衡是对未来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推广生态文明教育不仅

是实施全面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均衡成长的必要举措，也是鼓励全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共建共享生态

福祉的题中之义。深入探索和强化生态文明素养教育，对于我国构建生态文明体系、迈向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2. 生态文明素养的定义和范围 

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由于西方工业革命的过度发展而导致了一系列环境灾难。人类开始重视并积

极应对生态问题，从而引发了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环境素养”这一概念首次在 1968 年由美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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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h 提出，他在探讨“如何判断一个公民具备环境素养”的问题时引入了这一术语[2]。“生态素养”的

概念由“环境素养”逐渐演变而来，由美国教授 Risser 在 1986 年明确提出。他认为，具备生态素养的公

众应理解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生态与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3]。美国环境学教授 Orr 在其著作《生

态素养：教育与后现代社会的过渡》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概念。他主张塑造“生态素养”，其核心内容

包括阅读能力、数字运用能力、全面系统的思考能力等[4]。Berkowitz 等人在他们的文章中将生态素养定

义为“运用生态思维和习惯来感知和研究环境的能力”[5]。Bruyere 在关于生态素养定义的分析中，认为

生态素养主要包括知识、态度和行为三部分[6]。McBride 等人对众多学者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发现生态

素养主要有六个核心维度：生命周期与生物网、生态服务系统、人类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批判性思考与

应用、生态科学的本质和生物地理学。并认为具备生态素养的人应当具有以下特点：能综合思考与实际

行动，对世界形成全方位、有机的整体理解，并展现出生态环保行为[7]。  
生态文明素养不同于生态素养和环境素养，它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模式所诞生的。虽然已

有不少学者对它进行过探讨，但至今没有形成一个权威的、被学术界所公认的定义。在 1987 年 6 月的全

国生态农业研讨会上，叶谦吉教授呼吁我们要“积极推进生态文明的建设”，这是我国学术界首次明确

提出和使用“生态文明”这一概念。他认为，“所谓生态文明，就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

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关系”[8]。罗晓娜在其论文中较早提出

了生态文明素养的内涵，认为“生态文明素养是个体通过后天的学习而逐步形成的关于人类和其它物种

的动态的、联系的生存环境以及个体对整体文明绿色、和谐及可持续发展状态及能力的认知、主动性和

能力的总体特质”[9]。张瑞云指出“生态文明素养”是指对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

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所保持的敬畏之心和平时养成的良好[10]。总

的来说，生态文明素养指适应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价值体系、必备知识、关键能力与行为方式的整合。

它是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态文明教育的关键 DNA [11]。 

3. 生态文明素养的培育 

3.1. 国外研究现状 

纵观国际与生态文明素养培育相关的研究与实践，聚焦于环境素养、生态素养与可持续发展素养等

方面，其中在全球颇有影响力的成果主要为以下两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其于 2017 年印发

的文件《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Learning Objectives)》中强调教育本身既是一个目标，

也是实现所有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种手段。该框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素养的八大关键能力，这八大

能力主要包括系统思维能力、预期能力、规范能力、战略能力、协作能力、批判思维能力、自我意识能

力、综合解决问题能力[1]。而以北美环境教育协会(NAAEE)为代表的环境素养测评框架提出环境素养主

要由知识，关键能力和态度构成。此理论这也是诸多学者测评环境素养与可持续发展素养时普遍使用的

一个测评框架[12]。 
此外众多学者也通过大量实验不断探索生态素养培育的有效方法，其中直接接触自然系统对学生生

态素养培养尤为重要[13]，学生常常对于书上描述的环境状况了如指掌，却忽视了对自身周围的生物环境

的了解[14]。这可能会导致学生开始忽略生态知识的重要性，从而使学生生态素养无法有效提高的问题越

来越严重[15]。而实际的自然经验能够促进环境关注[16]，能够促进在场所教育中识别和反思制约我们可

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17]。学校应当配备必要的基础设施，以满足学生与自然界接触的需求，并鼓励学生

进行户外活动，这能够提高学生以生态为中心的价值观水平以及生态友好态度[18]。Ertekin 曾对土耳其

16 个高中学生进行了为期 4 天的生态素养夏令营，结果发现学生们掌握的与野外实习相关的知识、环境

敏感度以及环境保护意识均显著提高，对保护自然的态度和行为都变得更加积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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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和培养过程中，除了生态环境知识以外，生态素养价值观、情感和态度的培养应当同等重视，

学生的环境价值观和态度更能解释学生环保行为的差异[20]。大量研究发现，学生所拥有的环境知识并不

能直接转化为他们的环保行为和技能[21]，情感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22]。有的学者则认为只有当个体

的环境态度非常强烈的时候，他们的环境保护行为才会付诸实践[23]，并且女性表现出比男性更高的环境

保护倾向[24]。虽然结果存在一些差异，但都指出了情感和价值观的培养在生态素养教育中的重要性。总

的来说，国际环境教育经过长期发展，目前更加注重自然、实践、户外及体验等多元教育形式，普遍认

为与传统课堂教育相比，与自然密切亲近的教育方式更能激发学生对环境保护的认同感和浓厚兴趣。 

3.2. 国内研究现状 

现阶段我国中小学生态文明教育地域差异较大，西部地区由于政策支撑不够，经济发展滞后，学校

生态文明教育仅停留在绿化美化方面。相比之下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生态文明教育更注重素质培养，更

重视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但是中小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总体上还是以单纯的说教式灌输为主，学校、学

生和家长都存在意识淡薄的问题[25]。我们应该培养学生亲近自然的生活兴趣，开发校本课程以解决缺少

官方教材的现状，形成生态校园氛围并将生态文明教育引入家庭、引入生活，并引导学生不断成长。此

外，教育者的经验不足，认知错误也是导致学生无法提高生态文明素养的一大原因[26]。 
目前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学校仍然是培养生态文明素养的主战场，学校是学生最重要的信息来源，

它理应在提高生态素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目前我们的学校只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进行了环境知识的

培养，但环境知识不足只是导致环境问题或行为的其中一个因素，学校还需努力解决环境素养的其他组

成部分[27]。中小学教育培训应开设有关生态文明的基础性公共课，不断创新教育方式，将传统学科教育

与生态环保知识和生态文明教育有机结合[28]。我国的生态文明教育不能存在于世界之外，应该谦虚借鉴、

吸收其他国家生态教育方面的有益做法和成功经验，这是走好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重要保障[29]。 
基于我国当前的生态文明教育现状，似乎我们仍在努力跨越生态文明素养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

沟。因此，为了探寻提升我国中小学生生态文明素养的良好培育模式以及不同阶段学生与生态文明素养

相关的认知行为发展规律，本研究计划开展一项低碳生态文明素养培育实验。该实验将以中小学生为研

究对象，立足于生态文明教育的实际情境。我们将通过实验对比不同培育模式下的学生在生态文明素养

上的表现差异，以及不同学段的学生在生态文明素养各维度上的认知行为变化。此次研究有望在理论上

丰富我国在生态文明素养领域的研究成果，为国内生态文明素养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实证依据。同时，

这项研究也将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产生积极影响，对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以及提高国民生态文明素养具

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和作用。 

4. 方法 

4.1. 被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被试来源于温州市的某所小学和某所中学，各选取 150 人，学生受教育程度

覆盖中小学段，并确保男生和女生各 150 人。采用随机分组的方式，将被试分为三个组：实验组 1、实

验组 2 和控制组，每组人数各为 100 人，每组中包含男女中学生各 25 名，男女小学生各 25 名。 

4.2. 实验方案 

4.2.1. 培训方案 
为不影响学生正常的上课秩序，研究团队于周末对学生进行培训，单次培训时长为 40 分钟，培训共

10 个课时。培训之前，将被试随机分配到实验组与控制组，其中每一组被试包含中学生、小学生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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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男生女生各 50 人。对实验组 1 进行生态文明素养系统化培训，对实验组 2 进行生态文明理论培训，

对控制组进行常规的思想道德教育培训。通过测量工具检验各组学生在培训前后的变化情况以及他们之

间的差异，以验证生态文明素养系统化培训在提升学生生态文明综合素养方面的作用(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Framework diagram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teracy training model 
图 1. 生态文明素养培训模式框架图 

4.2.2. 培训内容 
实验组 1 采用基于生态文明素养的五个学习模块内容，每个模块培训时长为 2 个课时，每个课时长

40 分钟。五个模块分别为：生态文明知识培训、生态文明行为培训、生态文明价值观培训，生态文明意

识培训，生态文明技巧培训。此外，每周还会带领学生前往湿地公园与大自然近距离接触。实验组 2 的

培训内容为单一的生态文明理论培训，其余实验条件与实验组 1 相同。控制组的干预培训内容为常规的

中小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共进行 10 个课时。 

4.3. 测量工具 

双碳生态文明素养评定量表 
根据中小学生成长规律，培训测试所使用的工具为研究团队基于 UNESCO 可持续发展能力，NAAEE

环境素养测评框架以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编制的《“双碳”生态文明素养评定量表》。问卷在实验

前期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发放问卷 561 份，剔除无效问卷 77 份，剩余有效问卷 484 份。数据分析结果显

示生态文明素养的各维度 α系数分别为 0.78、0.74、0.75，整体问卷总信度 α系数为 0.866，说明问卷信

度较好。问卷共 17 题，包含 3 个维度各维度对应指标如表 1 所示。 
 

Table 1. Indicators at all levels of the “Peak Carbon, Carbon Neutr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teracy assessment scale 
表 1. 《“双碳”生态文明素养评定量表》各级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生态文明知识 
基础环保知识 

“双碳”生态文明知识 
可持续发展知识 

生态文明精神 
自我生命健康 

人与社会关系的价值观 
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观 

生态文明能力 
行为习惯 
社会实践 
环保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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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验结果 

研究团队对于获得的数据分别采用了配对样本 t 检验和独立样本 t 检验来进行分析。首先，我们先检

验了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前测情况，对两组前测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时，发现小学组实验组前测得分

与控制组前测得分无显著差异(p = 0.13)。同样，中学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前测得分无显著差异(p = 0.11)。
对于实验组 1 而言，小学组与中学组的前测得分均显著低于后测得分，小学组：实验组 1 [t = −22.83, M 实前 = 
2.34 < M 实后 = 2.65, p < 0.001]；实验组 2 [t = −13.59, M 实前 = 2.35 < M 实后 = 2.51, p < 0.001]。中学组：实

验组 1 [t = −20.81, M 实前 = 2.84 < M 实后 = 3.13, p < 0.001]，实验组 2 [t = −11.96, M 实前 = 2.86 < M 实后 = 3.00, 
p < 0.001]。对于控制组而言，前测得分与后测得分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如表 2 所示)。 

 
Table 2. Pre- and post-test t-tests for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表 2. 实验组与控制组前后测 t 检验 

被试 组别 类型 均值 标准差 平均差值 t p 

小学生 

实验组 1 前后测 
前测 2.34 0.16 

0.31 −22.83  
<0.001 后测 2.65 0.36 

实验组 2 前后测 
前测 2.35 0.17 

0.14 −13.59 <0.001 
后测 2.51 0.33 

控制组前后测 
前测 2.36 0.17 

0.03 −1.07 0.16 
后测 2.39 0.16 

中学生 

实验组 1 前后测 
前测 2.84 0.11 

0.29 −20.81 <0.001 
后测 3.13 0.36 

实验组 2 前后测 
前测 2.86 0.18 

0.14 −11.96 <0.001 
后测 3.00 0.33 

控制组前后测 
前测 2.73 0.14 

0.01 −0.91 0.32 
后测 2.74 0.26 

 
此外，无论是中学组还是小学组，三种培训条件下的后测得分存在显著差异。实验组 1 的得分最高，

实验组 2 的得分次之，控制组得分最低，具体如表 3 所示。根据后测的成绩检验干预培训的效果，实验

组 1 与实验组 2 的得分均显著高于控制组得分；同时，与自身前测相比较，实验组经过干预后，后测得

分显著高于前测得分。综上，t 检验与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证实，中小学生进行生态文明素养培训对于

提高其生态文明素养水平是有效的，且系统化的培训效果更好。 
 

Table 3. Differences in cultivation effects under different cultivation models 
表 3. 不同培育模式下的培育效果差异 

被试 组别 N 均值 标准差 F p 事后多重比较 

小学生 

实验组 1 50 2.65 0.36 
7.18 <0.001 

1 > 2 
实验组 2 50 2.5 0.33 2 > 3 
控制组 50 2.39 0.25  

中学生 

实验组 1 50 3.13 0.46 
37.27 <0.001 

1 > 2 
实验组 2 50 3 0.33 2 > 3 
控制组 50 2.74 0.26 

 
 
我们还发现学生在接受生态文明素养培训后，相比于控制组，不同学段提升的方面有所不同。小学

生主要提升的方面为生态文明知识与生态文明行为，主要内容为垃圾分类知识等。中学生在经过培训后

在生态文明素养的多个维度均有所提升，其中增长最为明显的是生态文明意识，主要内容包括人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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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共处的意义等等(见表 4)。 
 

Table 4. Differences in the enhance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teracy among students of different academic levels 
表 4. 不同学段学生生态文明素养提升的差异 

被试 维度 组别 N 均值 标准差 F p 事后多重比较 

小学生 

生态文明知识 
实验组 1 50 3.01 0.14 

14.74 <0.001 1 > 2 
2 > 3 实验组 2 50 2.78 0.17 

控制组 50 2.15 0.15 

生态文明意识 
实验组 1 50 2.46 0.14 

1.17 0.11  实验组 2 50 2.38 0.13 
控制组 50 2.01 0.12 

生态文明行为 
实验组 1 50 2.99 0.16 

14.99 <0.001 1 > 2 
2 > 3 实验组 2 50 2.72 0.10 

控制组 50 2.62 0.12 

中学生 

生态文明知识 
实验组 1 50 3.37 0.21 

4.68 0.03 1 > 2 
2 > 3 实验组 2 50 3.08 0.16 

控制组 50 2.93 0.14 

生态文明意识 
实验组 1 50 3.46 0.16 

19.8 <0.001 1 > 2 
2 > 3 实验组 2 50 3.20 0.11 

控制组 50 2.28 0.12 

生态文明行为 
实验组 1 50 3.26 0.14 

6.16 0.03 1 > 2 
2 > 3 实验组 2 50 3.11 0.11 

控制组 50 2.86 0.10 

 
在实验结束两周后，我们对学生再次进行了测验，结果显示系统化生态文明素养培训模式的培训效

果持续性显著优于生态文明理论教育模式。具体而言，系统化培训模式下的学生在两周后的测验成绩下

降量明显小于采用生态文明理论教育模式的学生。这一发现强化了学生与大自然近距离接触在培养学生

生态文明素养方面的有效性(如表 5 所示)。 
 

Table 5. Sustainability of learning outcomes in different training models 
表 5. 不同培养模式下学习效果的持续性 

被试 组别 类型 均值 标准差 平均差值 标准差 t p 

小学生 
实验组 1 

后测 2.65 0.36 
0.07 ±0.014 

−27.33 <0.001 
追踪 2.58 0.26 

实验组 2 
后测 2.51 0.33 

0.11 ±0.006 
追踪 2.42 0.19 

中学生 
实验组 1 

后测 3.13 0.36 
0.09 ±0.012 

−30.07 <0.001 
追踪 3.05 0.29 

实验组 2 
后测 3.00 0.33 

0.15 ±0.015 
追踪 2.85 0.24 

6. 讨论 

6.1. 关于中小学生生态文明发展规律的探索 

在探索中小学生生态文明素养的发展规律时，研究发现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在提升生态文明素养方面

表现出显著差异。小学生的认知发展特点使其更适合在生态文明知识维度上接受培养，而初中生则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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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文明意识维度上提升更为明显。这表明教育者需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发展需求，制定差异化的教育

计划。 
小学阶段的学生思维活动依赖于具体事物和经验，具有强烈的集体性和模仿性。因此，教师可以利

用形象教具、生动描述和互联网技术等手段，帮助学生理解能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通过课程和教材，

可以组织节水节粮节电倡议会、垃圾分类知识竞赛等活动，以及丰富的课堂讨论，引导学生树立尊重和

保护自然的发展理念，增强环保意识。 
中学阶段是形成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关键时期，生态文明素养的培养尤为重要。中学生的培

训应注重扩展生态知识领域，培养辩证思维和实践创新能力。培训内容应涵盖基础知识、政策法规、技

能技术、行为与生活方式、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以及节能、节水、节材、节粮、节地、环保与低碳等

节约环保类别。目的是培养学生节约资源、反对浪费的态度，加强资源忧虑意识和责任感，以及培育节

约光荣、浪费可耻的价值观。同时，培训还应辅以生态伦理观，培育学生内化和外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伦理价值理念。 

6.2. 直接接触大自然对生态文明素养的促进作用 

在探索生态文明教育的有效路径时，直接接触大自然被发现对学生生态文明素养的提升具有深远

的影响，超越了单纯理论学习的效果。这一过程构建了一个全方位、深层次的学习体验：学生们置身

自然之中，直观感受生态之美，不仅与自然建立了情感上的纽带，还通过亲眼见证生态系统的微妙平

衡与生物多样性，深化了对生态文明理论的认知。实践中的学习，如参与生态保护活动，不仅让学生

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如采取绿色生活方式，还促进了创新思维的发展，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

了实际操作的平台。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亲身体验唤醒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意识到自身行为

对环境的长远影响，进而成为推动社会生态文明进步的力量。同时，自然环境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

的正面效应，如压力缓解和情绪提升，进一步促进了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到

生态文明建设中去。因此，接触大自然不仅是一种教育方法的创新，更是培养未来地球公民意识与能

力的关键途径。 

6.3. 研究意义 

6.3.1. 理论意义 
结合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以上实验结果呼应了儿童认知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皮亚杰认知发展理

论认为，儿童的认知发展经历着一系列阶段，从感知运动阶段到具体运算阶段，再到形式运算阶段，每

个阶段都伴随着认知方式和思维能力的特定转变。 
在实验中，小学生和中学生在不同年龄阶段都在接受生态文明素养培训后获得了显著提高。这与皮

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相呼应，小学生处于具体运算阶段，对于具体的环保知识，如垃圾分类等，更容易

通过实际体验和感知方式来理解和学习。中学生已步入形式运算阶段，他们开始能够进行逻辑推理和概

念抽象，因此对生态文明意识等更抽象的概念有更深刻的理解。随着年龄增长他们能够进行更高级的逻

辑推理和系统性分析，从而更全面地理解生态文明的内涵和影响。 
此外，实验结果还验证了不同培训条件对学生生态文明素养提升的影响，系统化生态文明培训获得

的效果最为显著，与皮亚杰理论中认知发展的渐进性和阶段性特点相符。系统化培训可能为学生提供了

更具结构性和有层次的知识体系，有助于他们在不同认知阶段逐步深化理解。而对比未接受培训的学生，

更进一步印证了培训在促进认知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因此，本次实验在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框架下，揭示了儿童认知发展与生态文明素养提升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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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联系。这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儿童认知发展的理解，也为实施有效的生态文明教育提供了理论支

持和指导，有望推动教育实践更加符合儿童认知特点，补充和拓展我国生态文明素养培训研究体系。 

6.3.2. 实践意义 
系统化生态文明素养教育在当前中小学教育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和环境问题

的日益凸显，培养学生的生态意识和环境责任感已成为当务之急。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系统化的生态文

明素养教育注重知识传递与认知提升，通过课堂教学和多媒体资源向学生传递丰富的生态知识，帮助他

们深入理解生态系统、资源利用以及环境保护等核心概念。其次是注重培养学生的环保价值观和情感认

同，引导他们培养热爱自然、尊重生命、珍惜资源的情感。透过情感教育和生态体验活动，学生逐渐培

养起责任感和使命感，形成积极的生态情感。此外，系统化生态文明素养教育强调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创新思维以及问题解决能力，通过案例分析、讨论互动等教学方式，使学生能够从多维度、系统性

的角度思考生态问题，进而提升他们的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强调将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

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生态理念。学校可以组织生态志愿者活动、校园环保行动等，让学生亲身参

与环保实践，培养他们的环保行为习惯。最后，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环保活动，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

感和影响力。通过社会实践、社会调研等途径，学生将更深入地了解社会环保问题，提升他们的社会参

与能力。生态文明不仅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跨学科的概念，需要多学科的合作来深入研究。因此，

高校应当加强生态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学科交叉融合贯通，建立覆盖气候系统、能源转型、

产业升级的碳达峰、碳中和核心知识体系，培养出具有深厚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的专业人才。同

时，教育部门需要制定相关课程标准、教材体系，教材应根据学生的年龄和认知水平，设计生态文明知

识、技能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培养内容，并且鼓励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环保行动，从而将所学知识转化

为实际行为。 

7. 结论与展望 

研究发现在不同培育条件下，学生的生态文明素养提升幅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处于系统化生态

文明培训条件下的学生取得了最大的提升幅度，而且其效果持续性也表现得较好。其次，生态文明理论

培训也取得了良好效果。最后，未接受生态文明素养培训的学生提升效果较差，进一步证明了系统化培

训在塑造学生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方面的积极作用。 
如今，生态文明素养作为培养社会公民的重要素质，受到广泛关注。在未来研究中，需集中关注以

下方面，以补充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第一，应积极推动建立一套统一权威的生态文明素养评定标准，确保测量的准确性和可比性。本次

调查为其他研究者提供启发，引发更多关于中小学生生态文明素养的关注，并进一步完善测量标准。 
第二，未来研究需广泛涵盖不同地区和学校类型，以获取更为全面的数据。针对不同学段的学生，

应定制适用的题目内容，确保对生态文明素养的精准测量。 
第三，为提升生态文明素养培养效果，应探索多样化的教育途径，将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有机融

合。教育体系中，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发展阶段，需制定适用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生态素养教育计划，

以构建协调有序的培养体系。 
最后，关于生态文明教育的介入时机和核心胜任素养结构要素，未来需要展开纵向实验研究，深入

探讨最佳的教育时机和培养方法。此过程还需深化对生态文明教育内涵的理解，发现其深远价值，从而

更好地激发学界进行深层次的实践和理论反思。随着研究的深入，生态文明教育将得以更加精细化，为

社会公民的生态素养提升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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