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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加剧,生态文明教育逐渐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而中学阶段的英语教

学不仅是语言学习的关键阶段,也提供了培养学生全球视野的机会。《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

版)》中规定的三大主题之一的“人与自然”主题教学便是在中学英语中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途径。

因此,本文首先梳理了有关生态文明教育的国内外研究,然后整理了在中学英语教学中生态文明教育的

相关国内外研究,最后阐明在中学英语教学中融入生态文明教育的必要性和意义,以期为各位一线教师

如何更好地开展“人与自然”主题教学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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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issues, ecological education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crucial focus of educational reform.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at the secondary school level is not only a key 

stage for language learning but also an opportunity to cultivate students’ global perspectives. One of the three 

main themes outlined in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English Curriculum Standards (2022 Edition)” is the 

“Man and Nature” theme, which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pathway for integrating ecological education into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Therefore,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ecological education, then organizes research related to integrating ecological education into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and finally clarifies the necessity and significance of incorporating ecological education into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The goal i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frontline teachers on how 

to effectively teach the theme of “Man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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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生态文明教育的推广

与实施已成为当今教育改革的重要议题。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教

育理念,生态文明教育旨在通过培养学生的环境意识和可持续

发展的观念,引导其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环保、低碳的生活方式。

而中学阶段的英语教育,则扮演着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和

全球视野的重要角色。如何将生态文明教育与中学英语教学有

机结合,以促进学生环境意识的提升和全球责任感的培养,成为

当前教育研究中的一个新兴课题。 

1 生态文明教育的国内外研究 

与生态文明教育相关的术语还有“自然教育”、“生态教育”

以及“环境教育”,这几个术语之间概念相互交叉重叠,目前学

界还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区分和定义。由于当前我国教育部相

关权威文件中统一使用“生态文明教育”一词,因此,本文选用

“生态文明教育”为主要提法。 

生态环境问题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要求人们必须以世界的

眼光来关注生态教育的发展。国外生态文明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Ecological Education)起步较早,更为系统和全面,

为我国的生态文明教育事业提供了发展的思路和借鉴。美国生

态教育家David W.Orr坚信生态教育的重要性,并坚持倡导将教

育与建立生态社会进行紧密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

快速的工业化进程,美国经历了严重的环境退化。Orr认为,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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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计后果对待自然的不负责任态度源于当时教育体系的不足。

他积极倡导环境教育,并认为提高公民的生态素养不仅对于修

复受损的生态系统至关重要,而且对于治愈人类受伤的心灵同

样也至关重要。此外,Orr特别强调真实和沉浸式学习环境的重

要性,鼓励教育工作者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让学生在自然世界中

进行学习以此来丰富学生的直接体验。[1]C.A.Bowers认为文化

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其中一个关键因素,而这对教育工作者发起

了挑战,因为他们正是在文化传承中起着重要角色的人。[2]在国

外的一个跨学科研究中,研究者们界定生态文明教育不是一门

单一的只研究环境科学的学科；与此相反,生态文明教育是贯穿

在生活各个领域的有关于社会学习和知识传播的终身实践。也就

是说,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这是一种加入了“生态”元素的社

区型的教育实践,具有强烈的未来性。[3]不难看出,这些研究者一

致强调生态文明教育在重塑社会未来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而中国历经五十年发展的生态文明教育在国外环境教育的

成果基础之上,吸收了“为了环境的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

的成果,把环境教育提升到了改变整个文明方式、改变人们基本

生活方式的高度。[5]关于生态文明教育的定义,国内的学者也给

出了不同的解释并各有侧重。刘静认为,“生态教育就是以生态

哲学整体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借助于教育理论和教育

实践两种手段,进行保护自然和保护环境的教育,从而提高公众

的生态意识和生态素质,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目

的”。[6]温元光认为“生态教育或教育生态化是人类为了实现可

持续发展和创建生态文明社会的需要,而将生态学思想、理念、

原理、原则与方法融入现代全民性教育的生态学过程”。[7]李高

峰认为生态教育旨在培养人的生态自觉和生态能力,改善人与

自然的关系,树立生态整体观与和谐观。[8]程静则将生态教育分

为了广义的生态教育与狭义的生态教育。广义的生态教育是指

“以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美学为基础,揭示环境现状,传播

生态知识与生态理念,提高人的精神生态素养,改善人的生态行

为, 实现‘人——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狭义的生态教

育也可称之为教育生态化,即“从生态学中获得启发,将生态学

作为一种思想与方法,把学校、教师、学生作为教学生态系统中

的要素,结合教育理论与实践,优化教学环境与教学方法,以实

现更好的教育效果。同时,在教学过程中传播生态理念,提高学

生的生态意识,促进学生生态行为的养成。”[9]而关于生态文明

教育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刘静认为主要包括公众的生态意

识淡薄、生态教育存在比较“表层化”的问题、生态教育师资

力量匮乏等问题。黄平芳认为当前学校生态教育的突出问题主

要有意识观念缺失、教育内容过于狭窄、教育途径与方法过于

简单且缺乏相应师资。 

总而言之,在生态危机成为全球话题的今天,生态文明教育

作为21世纪我国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其未来发展的道路任重

而道远。 

2 中学英语教学中有关生态文明教育的研究 

从笔者搜集到的资料可知,国外对教科书中有关生态主题

的研究比国内丰富且深入。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各地区

EFL教材中的生态主题材料是否能够帮助学生形成完整的生态

素养或树立正确的生态观。例如,Mehwish Zahoor和Fauzia 

Janjua从生态语言学和生态教学评价的角度分析巴基斯坦小学

英语教材中的有关环境的语篇。研究发现,所选教材中对 “自

然”或“人与自然”关系的建构主要传播了一种以人类为中心

的世界观,因此缺乏生态教育的意义。[10]Bruno Sanches等学者

对巴西公立中学中EFL教科书中的有关环境问题的材料进行

了研究。研究发现,巴西教科书设计者整合了外部材料来充实

教科书的内容,尽管这些可能会成功地培养出一种“肤浅”的

环保主义,但这些外部材料不适合帮助学生培养批判性的生态

素养。[11]Ulfa Gusnaini等学者运用定性研究方法,采用批评语

篇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对印度尼西亚某一高中

的英语教科书中的环境语篇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学生依旧缺

乏关注环境的意识。[12] 

在国内,研究有关中学英语教学中生态文明教育的研究和

新课标中规定的主题之一“人与自然”主题息息相关,且适合进

行整体研究。因此,笔者以“‘人与自然’主题教学”、“生态文

明教育”等为关键词搜索文献发现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没有国

外丰富。 

现有相关研究主要有王叶的“高中英语‘人与自然’主题

教材分析、取舍与调整研究”,该研究从生态素养的角度,探讨

了外研版和人教版现行高中英语教材中的生态内容,以及高中

英语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中对其生态内容的改编情况。在教材选

编和布局上,该研究发现,人教版和外研版高中英语教材中的有

关“人与自然”主题的文本和活动是根据学生对主题的熟悉程

度先后出现的；两套教材在布局上也是各有特色,人教版在生态

单元的排列上更具随机性,而外研版则是相对固定的；人教版在

“人与自然”主题群的选编上更具全面性,而外研版在生态内容

的选择上更倾向于“环境保护”主题群。在教学实践上,该研究

发现,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多数英语教师更加注重知识的传授,

会忽略或删减教材中生态态度与实践能力层面的练习,对学生

生态态度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不够重视,并提出了相应的教学建

议。[13]王叶从教材分析和教学实践两方面对高中英语“人与自

然”主题教学情况进行了研究,为展现高中英语教材中的生态价

值,为英语教师合理使用教材以及培养学生生态素养提供了启

示。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教材选编方面的研究,也有许多主要从

教学实践方面来研究“人与自然”主题的教学实施情况,如邱梦

迪将英语教学中的生态文明教育与当地校本课程相结合,探究

了如何开发利用本土课程资源,将生态文明教育有机融入英语

校本课程的路径。该研究发现,高中生生态知识薄弱,生态意愿

和行为表现总体良好；教师在课堂中很少结合生态文明教育资

源进行教学,其开发与利用仍需加强。[14]林才回选取“人与自

然”教学案例,探讨了关联策略在高中英语群文阅读教学中的运

用。[15]针对中学英语中所存在的问题,胡登方通过观察高中英

语阅读教学中的生态教育,发现高中英语阅读教学更为强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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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语言知识与语言技能的培养,对于提高学生综合人文素养

的培养较为轻视,学生们缺乏生态责任感和义务感,认为生态素

养的培养与个人成长无关,对自己考试也无益处,这就导致了高

中英语阅读教学生态教育渗透现状的薄弱。周鑫指出教师对生

态文明教育缺乏深入研究,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着误区,认为生态

教育不属于英语学习的范畴,仅仅是偶尔出现在阅读文章中,这

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极为不利。[16]而吴彬芬针对初中英语生态文

明教育的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教学建议：(1)在充分利用现有英

语教材内容的基础上,补充相应的生态文明教育的语言材料；(2)

使用英文报刊上的相关话题材料；(3)结合教学内容,组织学生

开展丰富多彩的生态文明教育活动。[17] 

3 生态文明教育融入中学英语教学的意义 

生态文明教育对于提升人们的环保意识、培养可持续发展

的价值观和行动习惯,推动社会参与和共同责任具有重要意义。

而在全球化和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中学英语教育不仅

仅是语言学习,更是促进学生全球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关

键途径。正如程晓堂指出,在外语和第二语言课堂上,学习者不

是孤立地学习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而是基于语篇开展

学习活动。在这些学习活动中,学习的不只是语篇中的语言,而

且也包括语篇中的内容,如语篇涵盖的百科知识以及语篇的主

题意义等。因此,学习英语的目的远不止于简单地掌握单词和语

法,甚至不仅限于能够进行日常交流。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我

们应该以英文思维来接触并理解语言背后所蕴含的价值体系,

从而促进学习者核心素养的发展。作为新课标中的三大主题之

一,“人与自然”主题范畴以“自然”为视角,设置有“自然生

态”“环境保护”“灾害防范”“宇宙探索”四个主题群,与生态

文明教育内容高度一致,因此,将“人与自然”主题教学融入中

学英语教学中,也就是将生态文明教育融入中学英语教学中,这

不仅有助于增加学科内容的趣味性、提高学生的生态素养,也是

培养学生良好生态素养和树立正确的生态观的重要途径。 

4 结语 

探究生态文明教育与中学英语教学相融合不仅仅是在探讨

如何将生态文明的理念融入英语教育中,更是在探索如何通过

教育引导学生成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推动者和实践者。本研究

通过梳理生态文明教育以及其与中学英语教学相融合的相关研

究,揭示了生态文明教育与中学英语教学融合的理论基础,强调

了其通过英语学科在培养学生环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方面

的重要作用。 

本课题由温州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课题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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