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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活是进行道德教育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环境教育归根究底是关于人自身道德的教育。本

文认为，借鉴德育回归生活的理论与实践，若要提高环境教育的实效性，就必须从生活中挖掘出环境教育

的因子来，就必须通过生活来进行环境教育，就必须使受教对象真正了解环境教育最终是为了生活本身这

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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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环境教育，指的是“以跨学科活动为特征，以唤起受教育者的环境意识，使他们理

解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发展解决环境问题的技能，树立正确的环境价值观与态度的一门

教育科学”[1]。就世界范围而言，环境教育逢勃发展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而在我国，直

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有关环境教育的内容和要求才被明确地写入到各课程计划和教学大

纲之中。作为一门年轻的教育科学，环境教育尚处于不成熟的发展阶段。环境教育应该教什

么，如何教，为何而教的问题在各个国家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围绕着如何提升环境教育的

实效性这一问题，人们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不断地进行着努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理论界对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呼声日益高涨并逐渐对此达成

了共识。新课程标准改革更是把道德教育回归生活的思想引入了实践之中，小学《品德与生

活》、《品德与社会》课程便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直接产物。理论和实践已经初步证明，道

德教育这棵大树只有深深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方能生机盎然，枝繁叶茂。笔者认为，

“德育回归生活”这一思想亦可以为环境教育的实效性提供方法论上的启示。原因在于，环

境之所以会出现问题，其主要原因乃在于人类自身。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人口的过快增长；

人性的贪婪与自私；犹如“三座大山”一般重重压迫着人类借以生存的环境。总而言之，正

是由于人类对自身之外的环境“不讲道德”，才导致了环境问题的产生和环境教育的必要。

因此，培养并提升人们的环境道德便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环境教育的核心任务就在于

培养人们的环境道德，而环境道德的培养无疑必须遵循道德培养的逻辑，亦即“回归生活”

的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呼唤环境教育“回归生活”，因为只有回归了生活，环

境教育的实效性才能够得到更加有力的保障，这也正是“德育回归生活”对环境教育的借鉴

启示意义所在。 

道德教育回归生活的要旨首先意味着德育的内容是源于生活的。道德与生活本来就是

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它是生活的“构成性因素”，离开了生活也就无所谓道德。我们考

察生活与环境的关系时也可以发现，它们两者同样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生活

是指处在主体间际的人与环境相互作用、满足需要、创造意义的过程”[2]。所谓环境，在很

大程度上指的是人们生活的环境。所以环境教育和道德教育一样，其内容只有来源于生活，

才能更加的丰满与充实。略有不同的是，环境教育的内容更加强调贴近受教对象的现实生活。

只有从受教育对象当下的生活中挖掘出合适的环境教育因素来，让受教育者了解到自己生活

中的环境问题并亲身感受这些环境问题所带来的危害性，才能够使环境教育取得更好的效

果。众所周知，以往导致我国道德教育高投入低产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只向受教育

对象灌输文本化，理论化的道德知识，如此培养的结果只能是“研究道德的人”而非“有道



德的人”。环境教育当下的状况与道德教育的这种情形极其相似，以当下各类环境教育著作

为例，大部分著作基本上都是从宏观的“世界视野”或者“国家视野”来进行阐述的。而环

境教育的主要对象是以校园生活为主的中小学生，故他们通过此类教育载体学到的都是一些

与自己生活没有直接联系的“大环境知识”。因此，即使学生们都意识到了现在全球正面临

着人口爆炸，大气污染，植被破坏，资源短缺等种种严重的环境问题，但由于此类内容过于

宏观，脱离了他们当下所过的生活，便很难形成“有意义的学习”，教育的效果也就大打折

扣了。“研究表明正规教育中环境教育没有取得其应有的成功，原因有二：第一，限制其广

泛实践的经费原因导致其数量不足；第二，即使是精心设计并看起来合适的环境教育计划的

确存在的地方，看上去人们生活中其他方面的影响也远比培养他们的环境认识、意识、关心

和行动的教育计划更为重大——而正规教育则对这些因素根本不加考虑”[3]。环境教育要想

取得成功，就必须与受教育对象当下所过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就必须善于发掘利用他们生

活中的环境教育因子。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各个年龄段的受教者分别有着不同的身心发展特

征并经历着不同的生活，所以环境教育在培养目标上会各有侧重。例如，就小学生而言，由

于他们认知水平较低，生活较单一，环境教育的工作重点就应该放在培养起他们的环境道德

情感和意识来。而中学生的认知水平较高，生活面较之小学生也较广，此时环境教育的工作

重点则宜放在环境道德行为的养成方面。 

道德教育回归生活同时也意味着通过受教育者的生活本身来对其进行道德教育。“来自

于亲身生活的道德认识和体验是真实、深刻而全面的,它比任何一种传授都要丰富得多、鲜

活得多。个体无时不在生活之中,它就直接触动道德主体的心灵,激发道德主体的情感,滋润着

道德主体的身心”[4]。在生活中进行道德教育，是最自然的，也是最有效的，可谓是“润物

细无声”。如前所述，环境道德教育是环境教育的核心任务，因此通过受教者的日常生活来

对其进行环境教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英国环境教育专家帕尔默在分析了一系列环境教

育调查报告后说道：“但数据同时表明，环境教育的影响显然没有达到其应该达到的成功的

水平，如我们所见到的，研究结果表明即使是在成功的环境教育计划确实存在的地方，它们

对人们长期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也远不如个人生活中的重要经历和决定性影响来得巨大。”
[5]笔者认为，通过受教者的日常生活来对其进行环境教育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通过

受教者日常生活中的环境教育因子来对其进行教育，它是教育者对环境教育的文本内容回归

生活的一种实践。例如，教师可以结合中小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浪费水电粮食、折花踏草、

乱扔垃圾等现象来对其进行教育，从而使他们更好地认识到此类行为的危害性和节约资源、

爱护环境的重要性。第二层含义是通过“生活”这种方式来对受教育者进行环境教育，它是

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双方对环境教育的文本内容回归生活的一种实践，其主要是通过组织各种

环境教育活动来完成的。比如说，学校可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为中小学生们组织各类具

有针对性的郊游野营、园艺农作、节水节电等活动。让学生们在活动中加强对环境道德的体

验与升华，激发他们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认识到“保护环境，我有责任”的环境道德意识。

第三层含义是引导促使受教育者将习得的环境教育内容转化为其生活当中的行为。它是对环

境教育文本内容回归生活的一种超越。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提倡“从生活中来”的环境教

育，更要坚持“到生活中去”的环境教育。环境教育是否取得了实质性的效果，受教育者在

其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是最终的衡量标准。所以，不管是作为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在日常生

活当中都有权利和义务作为他人环境道德行为的监督者和引导者。 

道德教育回归生活还蕴含着这样一个价值取向，即道德教育回归生活的最终目的是为

了生活本身。鲁洁教授认为，道德是具有享用功能的。我们讲道德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升自己

的生命质量和价值，从而过上更加美好，更加有意义的生活。这种价值取向对环境教育来说

同样是适用的，而且也极符合环境教育的内在精神。从环境教育诞生的过程来看，环境受到

人类日益严重的破坏，并因此而威胁到了人类今后的生存与发展是导致环境教育产生的最直

接动因。保护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也就是为了保护人类生活的地球家园这个大环境，为



了人类生活能够健康和谐地延续发展下去。环境教育正是为着“生活”这个最终的目的而展

开的。乍看上去，这种价值取向似乎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可反观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所作

所为，却又不禁让人感到困惑：不少的厂矿企业将未经任何处理的废气废水废料排入大气与

河流中；人们对森林草原的乱伐滥垦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日常生活中浪费资源的现像更

是层出不穷……。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许多人没有真正认识到环境教育到底

是“为何而教”这个问题或者说对此认识不全面。例如，有人认为，环境教育是政府倡导的，

因此保护环境也是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事情；也有人虽然认识到自己亦有保护环境的责任与

义务，但是在经济利益面前，这种观念便很快被抛置脑后了。环境教育“为何而教”这个涉

及到价值选择的前提问题没真正弄清楚，受教者就很难在环境教育的过程当中树立起正确的

学习态度来，当然也会缺乏强烈的学习动机。要想提高环境教育的实效性，首先就必须让受

教对象真正意识到环境教育最终是为了每个人的“生活”而进行的。 

环境教育，归根究底是关于人自身道德的教育。——我们不仅需要对人讲道德，对我们

所生活的环境同样也需要讲道德。当然，我们也不能把环境教育完全等同于道德教育，环境

教育毕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着重培养的是人们的环境道德，协调的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关

系，追求的目标是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环境”与“人”相比较，两者是有区别的。“环境”

没有生命，在受到侵害的时候无法做到“冤有头，债有主”，相反，以自然灾害形式表现出

来的“不满”却常常祸及无辜。因此，环境教育在更加强调人的自觉性的同时，还需要有众

多的环境保护组织和相关的法律规章制度来为“环境”代言和伸张正义。如此，环境教育的

实效性也才能有更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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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fe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carry out moral educati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the 

final analysis, is about people’s moral education. This article thinks that we should refer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turning to life moral education. If we want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we have to dig out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from life. We need to proces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hrough life. We need to make people believe the purpose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s for a 

bette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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