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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自产生以来，对世界的认知和改造逐渐加深，世
界形成了一个整体。历史学科的教学是对这一进程的阐
述与分析。目前国内高校通史教材，大多以传统的政治、
经济、文化和军事史为主。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环境恶
化，导致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了环境保护运动，继而促进
了环境史学的出现与发展。20 世纪晚期，西方出现了环境
史，一些国家陆续在高校中开展环境史教学与素养教育
课程。但是，中国高校历史学科教材中没有出现相应内容
方面的更新。目前，随着人口的增加，在人类认知世界、改
造世界的前提下，全球大气变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
层出不穷，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尤其出现了新冠疫情。因
此，高校历史教师应从历史学角度做好对在校大学生的
环境素养教育，渗透并强调爱护、保护自然的概念，为世
界环境的好转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历史学科开展环境素养教育的原因与条件
（一）历史学科环境素养教育的原因
1.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工

业化的进程，河流、大气、土壤和气候都发生巨变。据
《2019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统计：2019 年，全国地表
水监测劣Ⅴ类占 3.4%，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总
磷和高锰酸盐指数[1]。据《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 年 10
月 14 日第十一版）报道，全球生态环境亮起红灯，表现

在：23%的耕地面积严重退化；臭氧层出现漏洞，面积大于
美洲总面积；因全球气候变暖，冰川即将融化。

以上数据表明：全球生态环境有持续恶化的趋势，各
国政府采取多项措施改善环境，其中一项就是对国民进
行环境素养教育，培养绿色公民。但事实上，中国大学生
的环境素养课程较少，因此及时进行环境史的普及以及
环境素养教育，具有特别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学生环境保护实践的欠缺。目前我国高校的环境教
育理论性课程较多，实践课程较少，知行不合一。根据佳
木斯大学随机对 100 名历史专业学生的调研，得到一些
基础的数据：学生已具备环境保护观念，有正确的环境保
护知识，能够参与环境实践活动，但学生实际环境保护实
践行为还是欠缺，例如，有四分之一的学生没有参与环境
保护实践，经常网络订餐和购物，使用塑料袋和一次性筷
子。

（二）历史学科环境素养教育的可行性
1.英美国家高校环境教育的借鉴。环境教育课程在英

美高校中都有开设，但一般不是以专业课的形式，而是渗
透到通识课中。随着环境的恶化，很多大学都把环境教育
课程作为其核心课程。英美国家除了在大学里给予学生
环境教育课程外，还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不仅到社会
上宣传环境保护知识，而且经过调研进行立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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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国家政策的推进。2011 年，我国的《全国环境
宣传教育行动纲要》（2011~2015 年）提出，“推进高等学
校开展环境教育，将环境教育作为高校学生素质教育的
重要内容纳入教学计划，组织开展‘绿色大学’创建活动”[2]。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把环境保护与教育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采取多
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唤起民众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紧迫
感与责任感。

3.历史学科具有环境素养教育功能。历史学科的任务
是以史为鉴。一直以来，历史学科关注于环境对人类活动
的影响，中国古代就有大量灾荒、瘟疫的记载。20 世纪 60
年代，学者开始研究人类活动与环境的互动，环境史出
现。环境史的根本目的，在于梳理所居住的地球环境的变
迁，关心环境的变迁与人的活动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的
变迁对一个国家兴亡的影响。地球上每一个地方的环境
变迁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使得学生有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环境素养教育孕育其中。人类在发展进程中有意无意地
对自然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意识到环境遭到破坏后又
开始保护。历史学科的探究功能在于能够了解过去发生
的事情，了解自然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的分布和发展、
生物物种以及文明衰亡的影响，从而使它更有借鉴意义。

二、地方高校历史学科进行环境素养教育的
途径与方法

（一）发挥教师的主导地位与作用
1.积极运用环境史的视角进行环境素养教育。有别于

传统史学的课堂教学，21 世纪，历史学科更应该注意环境
与人类社会的互动，人类对环境的改造与适应，环境对人
类的某一社会阶段生存、发展以及灭亡的作用。从环境史
的角度来讲授世界史教学内容，从环境史的角度思考问
题，在授课学习过程中，积极渗透环境素养教育。

例如，两河流域的阿卡德王朝以及乌尔第三王朝的
灭亡与气候以及人类的第一次环境灾难息息相关。底格
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水中因为含有盐分，导致土壤
中盐分越来越高，粮食产量也越来越少，全国饥荒，考古
学家称其“农业土地有限”[3]，人民与军队的粮食供应不
足，最终导致国家的灭亡。

2.积极引导学生阅读有关环境方面的书籍。环境保护
运动的先驱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揭开美国第三
次环境保护运动的序幕。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照此书中
提到的 20 世纪中期美国环境状况的历史来反省我国现
今的环境现状，例如淮河流域癌症村问题和中药材中农
药残留问题，都与《寂静的春天》所描述的场景具有相似性。

英国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
的衰落》，论述了环境在何种程度上塑造了人类的历史，
人类与环境的演变及其后果，与佳木斯大学教材中的观
点有所区别。教材上的一种典型的观点是，人类由食物的
采集者变为食物的生产者的过程，是人类生产力的飞跃，
意义重大；而《绿色世界史》则认为狩猎与采集时期的人
类是可以自给自足的，只是因为气候的改变导致了植物
带的巨大变化，加之人口的增加，才使人们迫不得已地进
行农业生产。这种对比，会推动学生从环境史的角度思考
问题。

3.积极进行环境素养教育的教学实践探索研究。从
2014 年起，在“世界史专题”中设计出 8 学时来简要介绍
环境史的定义及研究对象、发达国家如美英的环境史的
发展研究状况、环境史研究及高校进行环境教育的意义

以及某些有代表性的环境与人类互动进程中影响深远的
事件等。教师指导学生进行环境相关的课题有 15 项，并
有多项获奖。重新思考历史，把理论与当前环境现实联系
起来，用环境的视角来分析问题与理解问题，并提出切实
可行的解决方案。以此来培养学生的环境素养。

（二）提高学生环境素养研究性学习能力
高校世界史学科中渗透环境史教育的研究离不开主

体学生，必须让学生主动地参与到课程中来，开展研究性
学习。

1.培养学生主动查询资料与整理资料的能力。授课
前，教师安排学生查找与所学的世界史知识相关的环境
史材料。通过鼓励学生去查找与环境史有关的材料推动
学生产生史学学习的新方法和新思路。在以往政治、经济
和军事史的框架外，从新兴的史学分支环境史的角度去
分析、理解、总结问题。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在查询和整
理文献资料的过程中，能够发现新观点。

例如，在讲授希腊城邦形成的原因时，提醒学生要注
意到地理环境的因素。希腊地区多山地、少大河和平原，
自然资源不够丰富，在经济上发展了农业和商业，在政治
上形成小国寡民的城邦。对于这一问题，鼓励学生到图书
馆查阅馆藏书籍，关注地理环境对国家经济与政治的影
响，帮助学生运用环境史的视角来看待此类问题。

2.培养学生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教师指导学
生开展环境调研，例如通过对生态文明意识建立、生活垃
圾分类与处理、民居环境的改善、少数民族生活环境变迁
等内容的社会调查，学生把相关的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
活动相结合，逐渐意识到做个绿色公民的必要性。

例如，作者曾带领学生到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进
行调研。通过学生亲临赫哲族居住地考察，认识到环境对
赫哲族生产和生活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学生认识到赫哲
族以打渔和狩猎为生的原因，狗在赫哲族人的生产和生
活中的作用。

历史学学生毕业后一般从事中学历史教育，在实习
期间就会把学到的环境史的教学内容渗透到中学历史教
学中去，用环境史对学生进行环境教育，弥补学生环境教
育的欠缺，切实提高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

历史学科可以通过环境史的教学来解释全球环境问
题，直接对学生进行环境保护意识教育，间接支持环境保
护措施的实施以及环保运动的进行，为人类历史的健康
发展贡献力量。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态
环境的需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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