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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时代价值、
实践绩效与未来展望

关成华,陈超凡,沈欣忆
 

[摘 要]面向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目标的教育建构,已经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时代

使命。可持续发展教育不仅是优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和有效保障。可持续发展教育拓展了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视野,

促进教育经济学从对教育经济价值的关注转向对教育可持续价值的研究,在助力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实践夯实根基以及推进教育目标与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有机融合方面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调查评估表明,中国可持

续发展教育的实践绩效整体良好,但公众的可持续发展素养水平仍有待提升,可持续

发展教育还存在课程体系建设与创新实践滞后、监测和评估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未

来,应加强可持续发展教育顶层设计,激发多元主体力量参与,整合优质教育教学资

源,变革教学内容与方法,完善可持续发展教育质量监测和评价体系,加强国际合

作,更好培养时代所需的可持续发展人才,夯实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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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力资本理论诞生后,教育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作用得到了广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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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重视。理论和经验均表明,教育是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最重要的途径(李思

龙等,2022)。通过对人进行投资,进而改善人的能力和素质、提高人的生产

率,是人力资本理论的主 要 观 点(Schultz,1961,1993;Becker,1962)。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新增长理论的兴起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内生

化,重新探讨并论证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Romer,1986;潘士远和史晋

川,2002)。宇泽弘文认为,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具有线性特征,人力资本生

产部门不递减的要素边际收益可以抵消物质生产部门递减的要素边际收益,

从而促进持续增长(Uzawa,1965)。卢卡斯在其标志性论文《论经济发展机

制》中指出,人力资本在积累过程中的正外部性使平均人力资本水平递增,并

通过学习效应扩散,最终对所有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产品产生正影响,从而

论证了经济增长是人力资本不断积累的结果(Lucas,1988)。

受人力资本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影响,如何提升教育体系的效率、回报

率以及如何发挥教育在积累人力资本、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成为主要的政策方向(李实和张钰丹,2020)。然而,随着自然资源耗竭、生

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等生态危机加剧,以及种种不平等、不

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对人类社会发展造成的巨大影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传

统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人类社会只有进行更加根本性的变革,走可持续发

展道路,才能确保自身的存续和繁荣。2015年9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

正式通过《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核心是17个可

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旨在通过所有国家

和利益相关方的携手合作,从2015年到2030年间以综合方式解决经济、社

会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

可持续发展要求推进全面、深刻的转型,而这个转型应该从转变“一切照

旧”的观念和态度开始。在一系列考察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约束的新经济增长

模型中,学者们发现人力资本、知识积累、研发等依然是驱动生产率提升和

收益递增的核心动力,但社会环境意识与偏好、代际消费理念、环境制度等

因素 同 样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Bovenberg
 

and
 

Smulders,1996;Aghion
 

and
 

Howitt,1998;彭水军和包群,2006;黄茂兴和林寿富,2013)。这说明,

在激发教育促进可持续增长功能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引导学习者形成正确的

认知、转变态度和价值观。为此,将教育和学习转变到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方

向上、将可持续发展目标融入现有的教育和学习体系尤为重要。然而,在实

践中,并不是所有的教育都符合可持续发展方向,各国现行的教育体系还存

在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而开展教育的现象。如果教育体系不为实现可持续

发展做出改变,很可能造成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并导致社会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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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续扩大。为此,我们必须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纳入教育和终身学习

体系之中。这意味着,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到

非正式学习,所有机构都应当把着力应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视为己任,培养受

教育者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相关能力(UNESCO,2017)。

可持续发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ESD)是可持

续发展时代应运而生的教育思想和战略。可持续发展教育将可持续发展理念、

目标和行动充分融入教育和学习体系,不仅能使学习者在认知、社会情感和

行为方面取得学习成果,还能培养其促进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跨领域能

力(UNESCO,2020)。这些能力不仅对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对于个体而言,也是其在未来社会得以更好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作为迈向现

代化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全球可持续发展实践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步入新

时代,中国教育发展应进一步融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蓝图,并在生态文明思

想和目标引领下,明确教育的时代功能,广泛开展面向所有学习者的可持续

发展教育。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时代背景,旨在通过阐述和分析可持续发展

教育的时代价值、实践绩效以及发展路径等,扭转社会单纯将教育与个体收

入增长、经济增长数量挂钩的功利化倾向,促进教育政策与可持续发展政策

的有机融合,激发教育体系在重塑价值观、提升跨领域能力和促进可持续行

为方面的育人功能,通过培养时代所需的人才,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本文也有助于丰富建立在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的教育经济学研究视角,

促进教育经济学从对教育经济价值的关注转向对教育可持续价值的关注,从

对教育生产函数中传统投入产出要素的研究转向对可持续发展教育生产函数

的研究———系统思考如何通过丰富和优化一系列教育投入要素以提升学习者

的可持续发展素养,帮助学习者获得和提升更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社会的知识、

技能和能力。

二、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然产

物”,是“破解当前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① 随着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

议程的纵深推进,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理论体系、实践目标和行动路径也日臻

① 《开辟崭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的科学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论述》,《人民日报》

2021年11月16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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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虽然关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概念至今仍未有严格统一的界定,但许多

共识正在全球理论研究和实践中逐步达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国际

实施计划”亚太地区战略研究报告明确指出,可持续发展教育基本上是关于价

值观的教育,以尊重为核心,主张尊重他人(包括当代人和后代人)、尊重差

异性与多样性、尊重环境、尊重我们居住的星球上的资源。其目的是为人们

提供机会,让他们接受这种价值观念,并掌握知识和技能,以便促使他们从

当地或全球角度做出个体和团体的决策(李兴洲和耿悦,2017)。综合国内外

相关组织和学者们的研究,可对可持续发展教育做如下基本定义:“可持续发

展教育”是以可持续发展价值观为核心的教育,其目标是帮助受教育者形成可

持续发展所需的科学知识、学习能力、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进而促进经济、

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王巧玲,2015)。

对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内涵和目标可做三点理解:首先,强调人的可持续

发展。从“人是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核心”这一观点出发,要求教育注重人的可

持续性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可持续教育和终身学习(王坤和房文红,

2013)。因此,在微观层面,可持续发展教育是一个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科学

知识、科学思想对受教育者进行教育与训练,使他们具备可持续发展思想与

相关知识及能力的过程。其次,强调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强调可持续发展教

育的协调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可持续性以及可持续发展从本质上要求教

育能够帮助学生应对变化、复杂、争议及不确定性。可持续发展教育可以改

善教育、教学与学习,使得中小学、大学、职业院校、社区以及企业能够应

对可持续性以及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挑战。最后,强调为了可持续发展的教

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教育既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可持续发展教育是优

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在宏观层面,

可持续发展教育是指为了可持续发展对现行教育功能进行重新定位与创新,

强调教育应当承担起为促进可持续发展服务的时代使命(史根东,2003)。在

这三点之中,“为了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是可持续发展教育内涵的核心(杨小

微,2019;王建,2020),这是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认识趋向一致的

重要标志。

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的多元耦合性从多个角度揭示了其内涵的丰富性、

复杂性。从内容层次结构看,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包含可持续发展的意识与

知识、态度与价值观、情感与体验、技能获得和过程参与;从关系维度结构

看,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包括可持续发展的人际关系、学科关系、理论和实

践关系;从学理内容结构看,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则包括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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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内容目标、方法目标、课程目标和环境;从对象层次结构看,可持续

发展教育目标包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宋乃庆和唐智松,

2009)。新时代的中国正朝着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目标不懈努力,加强

可持续发展教育,对于推进教育目标与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有机融合、促进

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助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全球实践中,一系列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工作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但

总体而言,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的速度和规模尚未达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所需的水平。全球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不断

挑战着地球的“安全边界”。地球的压力也反映了社会的压力,并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不平衡相互加剧(UNDP,2019)。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应当深入践

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减轻地球压力、治愈地球创伤的同时,消除贫困、促

进繁荣、维护和平并增进全球伙伴关系。

自《21世纪议程》实施以来,教育之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与意义就被充分

肯定,并与政治意愿、科学技术一道被认为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三大支

柱。实现优质教育本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实现其

他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奠 定 基 础。从 1992 年 起,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UNESCO)一直致力于促进可持续发展教育。UNESCO认为,可持续发展

教育使学习者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前提下,能够就构建环境与经济协调有效发

展的公平社会做出全面的决策、采取负责的行动。UNESCO的目标是在所有

层面和所有社会背景下,改善获得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机会,通过调整教育方

向以实现社会转型,并帮助人们培养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知识、技能、价值观

和行为。2019年11月和12月,UNESCO分别发布了新的全球可持续发展

教育框架(2020—2030年)(简称“ESD
 

2030”)及其实施路线图(UNESCO,

2020)。新框架旨在扩大“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和“可持续发展教育全球行动

计划”,路线图则阐明了ESD
 

2030实施框架,并着重强调在政策和战略中纳

入可持续发展教育、改变学习和培训环境、培养教育工作者能力、赋权青年

以及推动地方实践五大优先行动领域。2021年5月,UNESCO世界可持续

发展教育大会在德国柏林线上举行,会议旨在通过可持续发展教育建立一个

能够促进可持续社会和健康地球的教育系统。大会正式启动ESD
 

2030,发布

了《可持续发展教育柏林宣言》,进一步明确了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发展方向。

随着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可持续发展教育

已成为国际教育发展与创新的崭新潮流。可持续发展教育将在可持续发展目

标实现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彰显其在转变学习者态度和价值观,以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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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技能、系统思考能力、预测能力、规范能力、战略能力、协作能力、思

辨能力、综合解决问题能力等方面的价值,从而使教育体系能够支持学习者

为建设更和平、公正、可持续的社会做出积极贡献。在新的可持续发展教育

框架指导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调整现有的教育政策、课程和计划,

改变学习和培训环境,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目标融入教育和终身学习体系,

以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实践夯实根基

对于中国而言,可持续发展更是一个具有时代性、紧迫性和战略性的命

题。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中国的发

展仍不平衡不充分,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道路上仍面临诸多挑战。特别

是,日趋加大的资源与环境压力对高质量发展构成实质性约束。长期以来,

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先污染、后治理”为特征的增长模式主导着

经济发展。在高速增长过程中,化石能源依赖度高、资源利用效率低,水污

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碳排放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逐步显露。对此,

中国较早地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列为基本国策。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

展大会后,中国便开始起草《中国21世纪议程》。1996
 

年,中国将“科教兴国

与可持续发展”列为国家 战 略,提 出 经 济 发 展 由 粗 放 型 向 集 约 型 转 变。

2002
 

年,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峰会后,中国又提出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

一系列重大战略(刘治彦,2018)。尽管中国较早地参与了全球可持续发展实

践,但长期粗放式增长的惯性使得发展模式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人与自然

的关系依旧紧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举措,可持续发

展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绿色发展实践取得丰硕成果。2015年10月,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并将其正式纳入“十三五”规划中,绿色发展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

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修正案》,生态文明被历史性地写入宪法。2020年9月,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

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全国两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简称“《“十
四五”规划和远景纲要》”),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要继续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的绿色发展和

生态文明建设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环境保护,而是将“绿色”作为底色贯穿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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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以制度和技术创新为发展的根本动力,以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的方式获得经济增长、提升社会福祉,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关
成华和韩晶,2018)。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并将继续为全球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实现做出重要贡献。

当前,以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战略正朝纵

深方向发展,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的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已经开启。在

此背景下,教育应承担重塑国民崭新价值观和精神的重任,向全民普及生态

文明理念、提升全民可持续发展素养。为此,将生态文明思想、目标和建设

行动充分融入教育和学习体系,大力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尤为迫切。我们可

喜地看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已将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融入全民教育实践中。

2021年,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印发《“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

文明意识行动计划(2021—2025年)》,旨在引导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

念,培育生态道德和行为准则,着力推动构建生态环境治理全民行动体系,

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社会自觉行动。

(三)推进教育目标与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有机融合

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好蓝图正在指引着当前和未来教育体系的重塑与更新,

面向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目标的教育建构,已经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时代使

命。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将“重
视可持续发展教育”确定为战略主题。201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
划》明确提出,强化生态文明教育,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教育全过程;广泛开

展可持续发展教育,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意识,

形成可持续发展理念、知识和能力,这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发展的重要里程

碑(沈欣忆等,2020)。2020年,《绿色学校创建行动方案》印发,旨在推动各级

各类学校厚植绿色发展理念,加强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着力提升师生生态文

明素养。在此背景下,许多省市也积极开展创建绿色学校的行动。一大批幼儿

园、大中小学、职业和成人教育院校涌现出的成功案例表明,开展生态文明与

可持续发展教育已在树立可持续办学理念、提升师生可持续发展素养、促进可

持续发展课程建设与学科融合、践行可持续生活方式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实现教育现代化是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目标。《“十四五”规划和远景纲

要》明确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政策导向和重点要求,呈现出更加包容、

公平和有质量的特征,强调要把提升国民素质放在突出位置,提升人力资本

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能力,这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和发展目标具有内在的

一致性。以可持续发展教育为着力点,实现教育发展的可持续与高质量,是

未来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高质量教育体系最终指向解决实践场域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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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衡量标准之一是教育体系能否对动态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做出有效反应,

从而解决实践问题。可持续发展教育是一种跨学科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取

向的,同时又囊括了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三个子系统的、情景化的教育,

也强调关注社会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如此一来,能够不断进行自

我调整以应对变化的可持续发展教育不仅是高质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在此基础上,可持续发展教育将成为联

结生态文明与高质量教育的重要纽带,通过培养生态文明时代所需的创新人

才,促进教育目标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融合与统一。

三、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主要成果

可持续发展素养集中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成果(UNESCO,2016),

这与传统教育生产函数关注的学业成绩、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升学率、受教

育年限以及教育回报率等产出指标有很大不同。个体的可持续发展素养既体

现了当前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实践绩效,也关系着未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UNESCO指出,应当在多个层面改进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监测和评价工作,包

括对学习成果的大规模评估等,从而为优化可持续发展教育资源配置、加快

可持续发展教育进程提供证据支持。因此,制定一个指标框架、确立衡量可

持续发展教育成果的标准非常关键。但在中国,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可持

续发展教育学习目标对个体可持续发展素养进行评估的成果十分匮乏。在学

生评估中,多数研究仅对学生某一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评估,如环保

意识和行为、创新能力等,或是基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对学生核心

素养进行评价,尚未有专门针对可持续发展素养的评估。同时,现有研究普

遍缺乏对普通社会公众的可持续发展素养评估。可持续发展要求构建全民学

习、终身学习社会。因此,除了学生群体外,也有必要对其他社会成员的可

持续发展素养进行评估。

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教育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学

习目标》并指出,学习成果不仅是学校教育的结果,还源于更广泛、一般的学

习,包括家庭教育、社会参与的学习和自我学习等(UNESCO,2017)。可持

续发展要求学习者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掌握相应的知识,发展一定的洞察

力与态度,并实践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基于此,我们所探讨的“可持续发展素

养”是在可持续发展教育学习目标下知识、态度和行为的结合,定义为学生关

于可持续发展的个体特征。这种“素养”也可以理解为学生需要具备的与可持

续发展目标相适应的能力。有学者将其称为“可持续发展意识”(Gericke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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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2019)或“可持续发展能力”(Biasutti
 

and
 

Surian,2012)等。这些研究中

的“意识”“能力”也即个体在各种复杂背景和情况下展开行动所必需的能力,

而能力中包含认知、情感、意志和动机等要素,是知识、才能和技能、动机

和情感的一种相互作用(Chen
 

et
 

al.,2022)。事实上,不可能存在完全准确

的“素养”定义以涵盖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所有能力。因此,我们并无意对“素
养”“能力”等定义做详细区分与阐述。

2021年3月至6月,我们以UNESCO的《教育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学习目标》、OECD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国际公民教育与素养调查研

究(ICCS)以及Gericke等人(2019)的相关评估框架为基础,结合中国实际,设

计了认知-态度-行为三维度的指标体系框架,并从地球(环境)、繁荣(经
济)和人类(社会文化)三个层面选取具体指标设计了调查问卷。① 我们通过“问
卷星”专业问卷调查平台发放网络问卷的方式对中国学生和居民的可持续发展

素养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② 在学生群体中,调查样本涵盖了除香港特别行

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和西藏自治区外的全国30个省(区、市),最

终回收的有效样本包括887份小学生样本、1661份中学生样本、219份大学

生样本。从样本结构上看,学生样本涵盖了绝大多数省级行政单位,且在每

一学段的样本中,男女生比例均与全国各学段男女生实际比例基本一致,样

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居民样本来自青海省西宁市的2897份居民样本③,样

①

②

③

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十分丰富,因此学习者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也较为广泛。我们

从知识、态度和行为维度分别选取了部分议题进行问卷设计,使问卷总体上包含17
 

个可

持续发展目标。同时,我们根据不同学段(年龄段)能够理解问卷相关问题的程度,对小

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以及居民的调查问卷进行了问题表述方式的调整,并适当删减或

补充了针对不同群体的问题。关于问卷具体设计的理论依据、内容及有效性等,限于篇

幅未报告,有需要者可向作者索取。
学生调查问卷,我们委托“问卷星”平台在指定目标群体的基础上,进行随机发放

和收集;居民调查问卷,我们委托中共西宁市委绿色发展委员会、西宁市统计局进行随

机抽样和问卷发放、回收。
以青海省西宁市居民为调查对象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相比于东部地区较

快的经济社会转型进程,我国中西部地区多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仍然相对滞后,经济

增长的路径依赖特征明显,高质量发展动能不足。西宁市不仅是西部地区面临强资源环境

约束的典型城市,同时也是近年来在绿色发展实践领域取得突出成绩的代表。以西宁市为

研究对象既能揭示我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居民的可持续发展素养,又能体现积极主

动的绿色发展实践对公众可持续发展素养的影响。另一方面,开展针对全国各地区居民

大规模的微观调查难度大、耗时长,而研究团队与西宁市前期的友好合作使我们的调查

能够在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的协助下顺利展开,这使得本研究的数据采集和调研评估

工作效率更高。虽然关于居民可持续发展素养的评估在样本代表性上存在不足,但我们的

调查仍可为评估我国公众,特别是西部地区公众的可持续发展素养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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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涵盖了西宁市全部7
 

个区(县),并由中共西宁市委绿色发展委员会、西宁

市统计局进行发放和回收,调查过程具有权威性和专业性。同时,我们还通

过搜集和整理大量中国学校、社区、企业等不同主体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的

实践案例,进一步深化了对可持续发展教育实践的了解。限于篇幅,以下仅

报告问卷调查、评估和案例研究的主要结论。

(一)可持续发展教育促进公众形成良好的环境素养

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实践绩效总体良好,无论是学生群

体还是居民,均具有基本的可持续发展素养,表现为对多数可持续发展问题

具有良好的认知、持有支持的态度、愿意或正在采取积极行动。特别是,我

国公众最了解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目标。在不同学段的学生问卷和居民问

卷中,90%以上的受访者对气候变化、清洁饮用水、可再生资源使用、生物

多样性、海洋污染等问题有基本认知,且认为应采取积极措施应对这些问题。

例如,在认知维度,中小学生对“可持续发展要求转向可再生自然资源的使

用”“海洋污染和过度捕捞会威胁可持续发展”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的占比

高达97%;在态度维度,中小学生对“我认为对引起气候变化的事情采取措

施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破坏环境会威胁到生物多样性”表示“同意”或“非常

同意”的占比高达99%。同时,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会积极采取有利于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的行动。例如,90%以上的学生表示会“参加支持环保的活动”

“在家时减少使用能源”“以骑行或步行代替机动车出行”等;分别有98.5%、

94.2%、93.7%和86.8%的居民受访者表示“能够主动减少家庭能源使用”

“优先选择自行车和步行等低碳出行方式”“购买环保购物袋,而非一次性塑料

袋”“主动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或野生动物制品”。

(二)学生面对可持续发展议题表现出较强的自我效能

针对中学生和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调查表明,在面对可持续发展相关议

题时,学生们表现出较强的自我效能感。对于所有自我效能感的问题,表示

“自己无法做到”的学生都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不足10%。表示“自己努力

一点可以做到”的学生占比最大,对于每一个问题,回答这个选项的学生占比

都接近或超过50%。从具体问题来看,学生们对“解释二氧化碳排放会如何

影响全球变暖”最有信心,分别约有75%、85%的中学生和大学生认为自己

可以较容易或经过努力完成这项任务。学生们对“讨论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

响”也表现出较强的信心,分别约有65%和74%的中学生和大学生认为自己

可以较容易或经过努力完成这项任务。另外,对“讨论新冠疫情对于世界的影

响”这一问题,也分别约有70%和77%的中学生和大学生认为自己至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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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努力完成这项任务。尽管这些题目仅仅反映学生的自我效能,并非真实

体现他们所具有的相关知识储备或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自我效能感是影响

可持续行为的重要因素,当学生对成功完成某项任务更具信心时,他们会更

倾向于设定具有难度与挑战性的目标、付出更多努力,并在面对失败时更有

可能坚持下去。同时,学生面对可持续发展议题表现出的良好的自我效能也

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取得的进展密不可分,侧面反映出我国教育体系对可持续

发展议题的重视,通过传授可持续发展相关理念、知识,增强了学生的自我

效能感。

(三)教育系统与可持续发展的融合度在不断增强

基于问卷调查和案例研究,我们的评估表明,我国教育系统与可持续发

展、生态文明的融合度在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教育已逐渐渗透到各级各类

教育和终身学习体系中。主要实践成果体现在:一是将生态文明建设、绿色

发展理念融入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全民行动计划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

色的“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教育”,不仅强调培养学生的环境保护观念、绿

色低碳生活方式和危机应对能力,还切实加强和培育公民的生态文明素养、

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全民实践。二是在正规学校教育中充分融入可持续发

展教育理念和目标。在学校建设方面,各地幼儿园、中小学、高校积极开展

绿色学校与生态文明校园创建,将绿色理念融入校园文化建设、校园基础设

施建设与学校管理等各方面;在教材方面,通过修订课程教材、开设新课程,

将可持续发展融入教学过程。在中小学课程中,将节粮节水节能、保护环境

等基本国策纳入品德、地理、生物等必修课程教材中,使学生掌握可持续发

展理念和基本知识。① 在大学课程中,开设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相关必修或

选修课程,提高教师和学生的生态文明素养。三是不断丰富可持续发展教育

的实践场景,结合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学习等,在终身学习层面积极推动可

持续发展教育。国家遴选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作为学生研学旅行基地,让

学生在实践中加深对可持续发展的认知。一些城市推行了可持续发展教育社

区行动计划,围绕社区层面的各类教育与学习活动,聚焦“社区健康教育”“社

区和谐发展”“社区环境教育”等,而一些农村社区则结合当地的自然地理条

件、民俗等特色,开展自然保护、文化保护教育等。不少企业也积极响应可

持续发展理念,不仅通过绿色创新实现生产的绿色化转型,还将可持续发展

教育内容纳入企业员工手册与员工培训活动中。

① 教育部:《郑富芝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可持续发展教育大会并发言》,

http://www.moe.gov.cn/jyb_zzjg/huodong/202105/t20210518_5321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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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持续发展正在激发教育创新

案例分析表明,在一些发达城市,可持续发展教育正在以“全机构”方式

加速推进。地方政府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当地学习环境的各个方面,包括将可

持续发展融入课程编排和学习过程、设施和日常工作、与周边社区的互动、

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当中。这种方法有助于学习者为其所在学校或机构、社区

和工作场所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同时,可持续发展教育正在变革传统教

学法,加速形成互动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法。参与式学习过程、思辨

训练和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增强了青少年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和责任感。例

如,深圳市第三幼儿园开发项目式课程,让儿童通过对真实且复杂的生物多

样性等问题的探究,获得相关知识和技能;北京市东城区黑芝麻胡同小学利

用项目式与STEAM教育理念组织教学,开展“校内纸张分类回收”活动,提

高了学生的综合实践素养;广东实验中学支持学生通过科研项目探究来解决

可持续发展的具体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整合优势教研资源探索生

态文明教育新模式,积极开展本科生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建设;广东轻工职业

技术学院攻克了校园垃圾分类的难题,并将垃圾分类投放与学校管理模式、

学生素质教育和习惯养成相结合,构建了一个创新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此外,非正规和非正式可持续发展教育正在增长,这使得社区、社会组织和

企业都能参与有意义的可持续发展教育进程。例如,我国一些城市社区围绕

“垃圾分类”等环境议题以及终身学习等教育议题,开展了积极的宣传教育活

动;一些大型企业通过非正式环境(会议、研讨会、商业协会活动等)的同伴

学习和更正式的高管培训项目,提高了对可持续发展的意识;一些教育企业

将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系统化匹配,积极利用现代信息

技术提升学习体验、助力教育公平,并积极研发环保类公益课程。

四、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存在的不足

调查评估结果表明,尽管可持续发展教育提升了学生和居民的可持续发

展基本素养,但这种素养主要体现在对环境议题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上,而

在可持续发展的其他领域,公众的可持续发展素养较为一般。同时,案例研

究表明,尽管我国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实践,

但学校和社会对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重视程度仍不足,可持续发展教育与正规

和非正规教育系统的融合度也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一)我国公众的可持续发展素养仍有待提升

一是学生群体的可持续发展知识储备存在短板。可持续发展知识体系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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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对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知识的综合认知与理解。尽管我国学生对可

持续发展议题有基本认知,但缺乏深入了解,相关知识储备存在短板。例如,

分别有51%的中学生和39%的大学生无法或很难解释“单一国家的经济危机

如何影响全球经济”;有38%的中学生和21%的大学生无法或很难解释“为何

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会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仍有25%的中学生和

15%的大学生无法或很难解释“二氧化碳排放会如何影响全球变暖”。二是公

众普遍对可持续发展议题中的环境保护问题表示支持和赞同,而对经济和社

会维度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支持度有待提升。例如,对“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增

长,确保人人获得体面工作”表示非常认同的大学生和居民分别占30%、

63%,有16%的大学生表示并不认同;仅有39%的大学生、69%的居民对

“应该缩小收入差距”表示非常认同。可持续发展教育不应仅停留在环境教育

上,还应关注增长、就业、共同富裕等经济社会领域的可持续发展议题。

三是各类可持续行为方式并没有完全普及。可持续发展理念对可持续行为提

出了要求,如采取低碳和绿色生活方式、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等。然而,并不

是所有的可持续行为方式都得到了公众的认可。例如,仍有34%的大学生和

48%的居民表示会优先考虑便捷而选择一次性产品;仍有23%的大学生和

15%的居民在点外卖或打包食物时会选择使用一次性餐具;有42%的大学生

仍不会进行垃圾分类。此外,一些居民仍受限于便捷性、价格及自身偏好等

因素采取“非绿色行为”,也有一些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和热情不高、

能力不足。例如,12%的居民表示在价格较贵时不会优先选择环境友好产品、

14%的居民表示在购买汽车时仍会优先选择高碳排放的传统燃油车、14%的

居民表示对在社区中担任职务的意愿不大、7%的居民表示不会积极行使监督

环境保护的权利。

(二)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课程建设与创新实践较为滞后

一是在学校教育层面,多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教育仍处于相对的“非主

流”地位,学校重视程度不高、教学内容单薄、形式较为单一。目前,我国尚

未形成完善的可持续发展教育体系,教学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方式等的总

体规划和设计还不完善。从教学实践来看,可持续发展教育仍偏向于传统的

环境教育,教学内容多融入地理、生物等少数学科之中。事实上,可持续发

展教育的内容应该涵盖社会、经济、环境、政治、文化、生活等各领域,并

根植于整个课程体系中,而不应该被视为一个单独的学科。由于学校重视度

不高,课程体系不完善,在可持续发展素养培养过程中,必然存在一定缺漏。

二是除学校教育之外,社会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创新实践还远远不足。可持续

发展教育的生态体系是由各种各样类型的教育和学习子系统有机组合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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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子系统不仅包含学校正规教育层面的各学段教育,还包含家庭教育、

社会教育等各种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学习。尽管各地涌现出一些可持续发展

教育的成功案例,但总体上,社会层面的可持续发展教育仍然缺乏科学引导、

组织规划、项目支持等,且政府部门、科研院所、协会、学校、企业、社区、

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合作度也亟待增强。创新本土可持续发展教育实践模

式,能够拓展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深度和广度,充分发挥多方协同性是提升可

持续发展教育成效的重要保障。

(三)可持续发展素养监测和评估体系尚未形成

我国各类可持续发展教育实践较为丰富,但对其效果和有效性的研究却

相对缺乏,对学习者的可持续发展素养监测与评价更是欠缺。迄今为止,包

括中国在内,各国极少运用质量监测手段评估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的质量、

实施程度和学习者学习成果。但提高监测和评估水平能够跟进可持续发展教

育进程,明确其实施效果,发现其存在问题,为及时调整和部署提供依据。

UNESCO在2016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中提到,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
 

4.7的实现存在难度,其中重要原因是相关的学生评估调查非常少,且很难

开发与文化背景相关但不具有文化偏见的测试项目。另外,对可持续发展教

育效果的评价也主要集中在环境方面(Pauw
 

et
 

al.,2015)。就目前我国关于

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监测和评价而言,一方面,监测与评价的内容多聚焦在环

境保护等单一维度上,无法综合评价个体可持续发展素养水平或机构的可持

续发展教育开展情况。特别是,关于个体在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素

养监测不足、评价工具少之又少。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逐渐深入,在可持续

发展战略框架内,我们需要关注更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设计更为有效的监

测评估方法。另一方面,现有的监测与评价指标仍以学习者的自我汇报为主,

缺乏客观、量化的指标,导致测评学习者的知识水平、可持续行为存在偏差,

不利于得到客观、真实的评价结果。

五、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发展方向与路径

步入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结合国际可持续发展教育发展趋势和我

们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实践绩效的评估,提出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发展方

向及路径建议,以期为促进可持续发展教育与新时期育人理念、模式和实践

的有机融合提供启示。

(一)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发展方向

第一,可持续发展教育以“立德树人”为内核。“立德”与“树人”是相互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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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是“立育人之德”与“树有德之人”的统一体(冯建

军,2019)。其中,“立德”包含立品德、正思想、有理想与重信仰;“树人”是

树有高远之志、信念坚定并付诸实践之人。这与可持续发展所需培养的具有

实践观、历史观、世界观和发展观的人才不谋而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要求公民具有诚信意识、奉献意识、规则意识、生态意识、发展意识和社会

责任意识等,努力成为有责任担当、有人文关怀、有文化修养的可持续发展

时代公民。同时,可持续发展人才还应有国际胸怀之德,在面对全球问题、

国际冲突时能够携手共进,共同解决问题,维护公平正义与生态和谐。为此,

我国在建立“立德树人”大系统时,十分注重各部分的互动与衔接。如2021年

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了家庭教育及社会教育部分

职责;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等。均在

强调加强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积极发挥家庭教育奠基作用、联合社会教育

协同助力发展。在未来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我国也将以“立德树人”为内核推

动可持续发展教育迈向新阶段。可持续发展教育也只有以“立德树人”为内核,

才能从根本上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素养、为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服务

的新时代人才。

第二,可持续发展教育以“公平而有质量”为目标。“提供公平而有质量的

教育”一直是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目标,也是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目标。主要

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人有权接受可持续发展教育(李孝川和王凌,2006)。

二是可持续发展教育要求受教育者能够在获取可持续发展相关知识、机会等

方面拥有均等机会,并通过提升个人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个人和社会价值。

这是可持续发展教育公平性对于教育活动组织实施的一个基本要求。三是发

展公平认识、重建公平与公正的价值观,是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的核心内容。

首先要发展和提高教育者的公平意识,让教育者意识到任何人都有接受可持

续发展教育的权利,对不同家庭背景、智力水平、教育程度的受教育者公平

对待。其次要合理引导公众,因为公众的参与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公平

性原则具有重要作用。可持续发展社会注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

公平,而公平有质量的教育正是实现生态正义、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基础。因

此,可持续发展教育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形成的

核心力量要以“公平而有质量”为目标。

第三,可持续发展教育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人类命运共同

体是集中国千年文化思想与西方思想精华之合,又依据国际社会现实需求形

成的话语体系,是和平与发展、公平与正义、自由与多元、良法与善治、相

互依存、合作共赢等人类共同价值的集合体。其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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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国际社会和合共生的方案,是以国际关系、国际法治对冲“修昔底德陷

阱”的国家间的新型互动模式。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与可持续发展意识是一致

的,也是可持续发展意识更为直观和明晰的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于社

会心理和意识层面,渗透于人们的情感、意志、态度、情绪、习惯乃至日常

生活中。在可持续发展教育中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能使个体同时在

认知、情感、行为倾向各领域真正趋向现实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从更深层次

来看,在自我认知、自我情感、自我意向等自我意识类型中融入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才能引导个体践行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可持续发展教育中融合时

代及国家特征的同时,引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

总体趋势,也客观反映了可持续发展社会的教育需求。

第四,可持续发展教育以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为保障。要以可持续发

展教育支撑和促进可持续发展,需要从教育体系整体角度进行考虑,即需要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以保障可持续发展教育作用的发挥。高质量教育体系具

有全面性、灵活性与可持续性,既可满足学习者多元的可持续发展需求,又

能保证教育体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在全面性方面,高质量教育体系提供初

等、中等、高等、职业、成人、特殊等多种类型教育的发展,满足多元学习

者不同学习诉求。另外,高质量教育体系容纳多种学习方式,包含正规教育、

非正规教育、非正式学习等,可满足人们可持续发展所需。在灵活性方面,

高质量教育体系可通过政策引导与模式创新,及时解决各阶段各级各类教育

存在的问题,并注重研判下一阶段各级各类教育发展可能面临的挑战。在可

持续性方面,高质量教育体系注重教育系统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即随可持续

发展需求而调节自身结构。总体来看,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正是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高质量教育体系的

灵活性、全面性、可持续性是保障义务教育均衡、职业和成人教育多样、高

等教育创新等各级各类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培养根植于学习者内心

的素养与习惯,促进生态文明理念、可持续发展意识与现代教育体系深度融

合的重要支撑。

(二)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发展建议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激发多元主体力量。加快推动顶层政策设计与战

略布局,明确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目标与路线图,将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教

育逐步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实现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全面渗透,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终生教育齐头并进的新局面。加快推动各

级各类学校将可持续发展教育纳入教学总纲,并在课程政策、结构、实施、

评价以及教材与教科书、建设户外学习基地等方面提供保障,着力构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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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充分激发科研院所、社区、社会组织、企业、媒体

等多元主体力量,让多主体更为普遍地参与及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有计划

地把生态文明理念、知识等渗入各类实践活动,为提升全民生态文明素养奠

定基础。具体来看,科研院所应为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提供研究成果和智力

支持;社区应探索更为有效的公众教育方式,并在社区学校建立试点积极开

展可持续发展学习与实践活动;社会组织在组织建设和项目活动规范化的基

础上,应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教育实践模式和项目创新;企业应加快探索产

品、产业与社会的融合,以创造更多的可持续社会价值;媒体应发挥宣传优

势,利用融媒体等方式积极推广可持续、绿色、低碳的理念。

第二,整合优质教育资源,改革教学内容与方法。可通过专题教育、通

识教育、精品课堂、校本课程等形式,加快推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与可持续

发展教育的有效、深度融合。通过营地教育、泛游学、项目合作等形式,丰

富和拓展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创新实践。注重整合及利用各类环境教育、“三生

教育”等优质教育教学资源,通过授课和学习帮助学生提升处理人与人、人与

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能力。推动以学习者为中心、以行动为导向、以项目

合作为抓手、以跨学科学习为基础的教学法,引导学习者逐步构建可持续知

识体系,培养积极价值观、思辨能力和创造性思维,在实践中提升复杂、多

变、不确定性条件下采取可持续行动的能力。结合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方法,

引导学习者构建可持续发展知识体系,推进以行动为导向的学习法,将所学

与日常生活行为相结合,并从实际问题中抽象出概念。同时,结合变革式学

习法鼓励学习者发现并提出问题,改变固定思考模式,深化对可持续和生态

文明的认知与理解。

第三,监测可持续发展教育质量,构建教育质量评价新维度。加强可持

续发展教育质量监测的设计,持续推进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的监测工具

研发。挖掘和分析优秀、典型经验,更需要关注大范围、大样本、广泛内容

下的教育发展状况,对未来的发展作前瞻性的导向、预测与调控。明确不同

教育主体的教育目标和任务、不同受教育主体应达到的可持续发展素养水平,

明晰评价的层级、评价的流程与时间节点以及负责评价的主体。加强监测、

评估与评价的深度融合,洞察数据背后潜在的规律与价值,提高社会、学校、

教师、学习者对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认知,改进具体的教与学行为。结合对可

持续发展教育规律的发现、现象背后本质问题的挖掘,实现对问题的反思以

及对问题解决的指导,完成“测促改”完整闭环。

第四,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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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之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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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中国责无旁贷,将继续作出自己的

贡献。同时,我们敦促发达国家承担历史性责任,兑现减排承诺,并帮助发

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①为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各国要积极开展

交流和分享。在教育中融合时代及国家特征的同时,引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满足可持续社会的教育需求。在未来的可持续

发展教育中,更应凸显其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趋向,以及人类社会的根本、

长远共同利益等相关内容。唯有如此,才能推动世界各国和地区及其人民走

向可持续发展之路,这也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求同存异”与“普惠”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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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ducational
 

construction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goals
 

has
 

become
 

the
 

mission
 

of
 

Chinas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new
 

era.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D)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but
 

also
 

an
 

important
 

means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ESD
 

expand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of
 

education
 

and
 

promotes
 

economics
 

of
 

education
 

to
 

shift
 

its
 

focus
 

from
 

the
 

economic
 

values
 

of
 

education
 

to
 

the
 

sustainable
 

values
 

of
 

education.ES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elping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al
 

goals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goals.At
 

present,the
 

practical
 

performance
 

of
 

Chinas
 

ESD
 

is
 

generally
 

good,but
 

the
 

publics
 

sustainability
 

literacy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There
 

are
 

still
 

some
 

defects
 

in
 

ESD
 

practice,such
 

as
 

lagged
 

curriculum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on
 

practice,imperfect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etc.In
 

the
 

future,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of
 

ESD,stimulate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integrate
 

high-quality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sources,

change
 

teaching
 

content
 

and
 

methods,improve
 

the
 

quality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
 

of
 

ESD,and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n
 

order
 

to
 

cultivate
 

talent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nd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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