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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高等教育中普遍开展绿色教育不仅对于我国 2030 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也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绿色教育；高等教育；绿色教育课程；

李强.关于在高等教育中普遍开展绿色教育的建议.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

第 6卷第 1期，2021 年 3 月，ISSN2749-9065.

全球生态危机已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是中国贡献的应对这一危机的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以最终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

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重地的高等院校，对于青年学生人生观、

价值观和世界观塑造和巩固能够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高等

教育中普遍开展绿色教育不仅对于我国 2030 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

永续发展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高等教育中绿色教育现状

（一）培养理念中未充分体现绿色教育理念。《深化新时代教育

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坚持“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即德育、智



育、体育、美育、劳育，但并未充分体现绿色教育的作用与意义，特

别是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中没有突出学生在绿色教育方面应具备的

基本素质。

（二）培养方案中未设置绿色教育课程。除环保类专业外，绝大

部分专业的课程并未或极少涉及绿色环保知识。尽管学校会举办绿色

环保知识的专题培训或相关活动，但学生对此类知识的学习不系统、

不深入。

（三）学生学习、生活方式未充分体现绿色理念。高校学生群体

庞大，其主观上虽然能认识到绿色学习和生活的重要性，但是实际衣

食住行中践行并不理想，如一次性餐具的使用问题，因此产生的碳足

迹较大。

二、高等教育应普遍开展绿色教育

（一）建议将绿色教育融入培养理念。建议在各专业培养目标中

明确写入“毕业生应具备良好的绿色知识素养及技能”或类似表述，

在学校考核评价中应设置有关绿色教育的相关指标并尽量予以量化。

（二）建议将绿色教育课程纳入课程体系。建议在高等院校开设

绿色教育的通识类课程，课程应包括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建议在公

共选修课程中增加绿色教育的专业课程门数，为学生更深入学习绿色

专业知识创造充足选择。

（三）积极培养学生绿色学习和生活习惯。倡导学生在衣食住行

方面选取更绿色方式，自觉减少对一次性用品的消费使用，多使用绿

色、低碳、环保用品，主动减少个人碳足迹。



三、建议参与部门

建议由教育部牵头，协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环境部、

自然资源部，协同推动此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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