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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民教育也就是以这样的公民理念为核心和目标而展开的教育过程，旨在为社会培养和造就具有公民
意识、积极负责的社会成员，塑造公民精神。
所谓公民意识，是指公民所具有的对社会、国家、他人和自己的自觉的认识、定位、态度以及基本价
值观等的思想、观念和思维的总称。
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意识除了爱国意识、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以外，还包括民主意识、法制意识、责任
意识和主体意识等等，其中最核心、最基本的是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
公民教育的精神宗旨就是尊重人的主体性，重视人的权利与义务，注重个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
事务，以及为国家和社会培养良好的公民。
公民教育能够夯实公民作为国家基石的根基，协调公民与国家、公民与政府、公民与社会、公民与公
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宣传国家政治、法律、道德等意识形态，培养与国家所赋予的权利义务相统一
的合格公民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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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建霞，河北省泊头市人。
1984年在山东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2002年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2007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自1984
年始至今，在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任教师，现为副教授。
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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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第一章 环境教育的兴起  一、环境教育兴起的时代背景    （一）环境教育的定义      （二）环境教
育兴起的时代背景  二、国际环境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一）环境教育的确立与成长阶段（1972～1975
）    （二）环境教育的蓬勃发展阶段（1976年至今）  三、中国环境教育的发展历程    （一）萌芽和起
步阶段（1973～1982）    （二）奠基和拓展阶段（1983～1991）    （三）深化和蓬勃发展阶段（1992年
至今）  四、我国环境教育的成就及面临的任务    （一）我国环境教育取得的成就    （二）我国环境教
育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任务第二章 我国环境教育的根本目的  一、环境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育公民的
环境意识    （一）我国环境教育根本目的的确立    （二）我国环境教育的目标  二、环境意识的含义    
（一）环境意识概念的由来    （二）环境意识的定义    （三）相关概念辨析    （四）环境意识的类型  
三、环境意识蕴含的环境价值观    （一）思维方式上强调综合思维，坚持人与自然关系的“两种尺度
”    （二）发展方式上主张可持续发展  四、我国公民环境意识存在的问题    （一）公民对环境问题的
关注程度低    （二）公民环境道德意识薄弱      （三）公民参与环保活动水平较低    （四）公民对人与
自然关系的看法模糊，生态消费意识淡薄    （五）公民的环境意识呈“政府依赖型”  五、我国对公民
进行环境教育的意义    （一）环境教育有利于提高我国公民的环境意识    （二）环境教育是建设环境
友好型社会的需要      （三）环境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本要求    （四）环境教育是思想政治教
育内容的新发展第三章 我国公民环境教育的基本内容第四章 我国公民环境教育的原则第五章 我国公
民环境教育途径与方法的对策思考第六章 国际环境教育研究与开展概况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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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环境教育的兴起　　环境教育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国家，它伴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不
断恶化以及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而被提上议事日程。
为了增强人们的环境意识，从而有效地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环境教育作为一个崭新的教育领域在世
界范围内产生，并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一、环境教育兴起的时代背景　　（一）环境教育的定义　　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第
一次正式将“环境教育”的名称确定下来，并为世界各国所接受。
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对环境教育内涵的理解仍存在诸多分歧，尚未达到共识。
综观国内外对环境教育的定义，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认为环境教育是一种过程。
　　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教育家卢卡斯（Lucas）提出了著名的环境教育模式：环境教育是“关于
环境的教育”、“在环境中或通过环境的教育”、“为了环境的教育”。
“关于环境的教育”，是教育学生了解和掌握关于自然环境的知识和信息，同时理解环境与人类的复
杂关系，不能孤立地理解环境，就环境论环境，而要将环境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环境系统，系统内的各
组成部分之间具有密切的相互关联性。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环境的教育”实际上是“关于环境系统的教育”。
“在环境中或通过环境的教育”，是指以学生在环境系统中的亲身体验作为环境教育的基本出发点，
把环境教育与学生的生活相联系，通过学生的亲身体验去认识环境、了解环境、理解环境、关心环境
、保护环境。
只有在环境中或通过环境的教育，才能使学生充分而有效地获得对环境系统的情感、态度、价值、知
识、信息和技能等。
“为了环境的教育”，涉及价值、态度和正面的行动等伦理元素。
是指环境教育要直接鼓励学生探索和解决面临的各种环境问　　题，培养关于环境系统的各种情感、
态度、价值并从中获得各种环境知识、信息和技能，形成保护和改善环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明
白人类在环境系统中必须承担相应的伦理道德责任。
卢卡斯将环境本身视为一种有效的教育资源，让学生在真实的环境中亲身体验、主动探究，从而激发
他们对环境的热爱，发展其调查与合作等技能，使之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与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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