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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环境质量的好

坏，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生活质量。在各学科教

学中开展环境教育，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已成为提

高国民环境意识不可缺失的环节。学校的环境教育是

渗透到各学科中的，历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研究领

域非常广泛，不仅包含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社会方

面的内容，也涉及人口、资源、环境等自然方面内容，这

就决定了它在环境教育中应该而且能够发挥独特的优

势。

一、依托中学历史教材渗透环境教育

在目前的各种中学历史教材中，人们普遍感到仅

浅谈在历史教学中渗透环境教育
历史学科具有关怀社会生态的人文精神、学科方法上的兼容精神、与文明共进的时代精神，这就决定了它在环境教

育中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文  杨建忠

有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科技文化史等内容，而几

乎没有自然环境史方面的内容。其实，只要细细寻觅，

历史教材中有关环境教育内容很多，只要用心挖掘，就

能够捕捉到历史教学与环境教育的结合点，教师在教

学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大有可为的。 

环境知识的挖掘

如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多次提及的统治者为了政治

安定而大力发展农业，鼓励垦荒和人口增殖的措施。

元世祖把户口的增加和田地的开垦作为考核地方官政

绩的主要标准；明太祖下令农民开垦的荒地归己所有；

清朝“摊丁入亩”以后的人口剧增等。教师在分析这些

措施的影响时应及时地对学生进行环保教育，既从当

时的角度分析它有利于经济发展，政局稳定的积极作

用，又用发展的眼光指出由于长期的大面积垦荒，破

坏植被，造成土壤疏松，水土流失，为环境问题埋下了

隐患。当然，类似的素材有很多，许多经济、军事的史

实都与环境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这些都有待教师在备

课时挖掘。

环境意识的培养

历史课堂教学中很多知识点与环境有关，如果我

们能很好地指出这些潜在的内容，那么会使课堂更活

跃，教学效果也更好。例如“大禹父子治水”的故事，

学生比较熟悉，可以进行对比。大禹的父亲一生治水，

但没有成功。大禹吸取了父亲堵塞办法失败的教训，采

用了疏导的方法，消除了水灾。大禹与其父治水一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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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仅仅是“疏导”与“堵塞”的不同。师生在交流中得

出结论：人类在改造、利用自然中，只有因势利导，才

能趋利避害。又如秦国蜀守李冰，在成都附近的岷江

流域，修建了综合性的防洪灌溉工程都江堰，既免除

水灾，又灌溉田地，为天府之国的形成创造了条件。都

江堰为什么能发挥如此大的功能呢？原来都江堰的建

造充分考虑了自然条件，依靠有利的地形地势，才使它

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造福岷江两岸的人们。都江堰

成为改造自然，保护环境，发展经济的光辉典范，更为

后人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宝贵经验。在课堂上通过这

些历史知识的学习，学生会在不知不觉中认识到改造

自然要顺应自然规律，感受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从

而增强环保意识。

环境观的树立

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是“天人

合一”，它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孔子的“仁”，不仅包

括对人类要“仁民”，对自然也要“爱物”。“获罪于天，

无所祷也”，在孔子看来违背自然规律就有可能获罪

于天，受到自然的惩罚。孔子的这种自然观在孟子和荀

子的思想中得以继承和发展。孟子强调“仁政”，既要

求对人民要仁爱，更要求对万物要保护，即 “仁民爱

物”。荀子“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制天命

而用之”的自然观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他将

山林川泽的管理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上升到了制度的层

面，并且带有唯物主义色彩。儒家的这种思想，对引导

学生树立科学的环境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利用历史课外活动渗透环境教育

环境教育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作为历史课堂教学

的有效补充和延伸,历史课外活动是环境意识培养的一

个重要辅助手段。通过开展多种历史课外活动,让学生

在实践中亲身体验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意

义,以及环境破坏对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具体来讲,活

动可以采用课外实地考察、社会调查研究等形式。例

如，组织学生深入所在社区进行实地考察,了解自己生

活的周围环境污染状况及其带来的种种不良影响,以及

人们为此付出的代价;让学生通过上网、去图书馆或相

关部门调查了解泰州几十年来的环境变化。学生在活

动中亲身体会到生态环境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环境

忧患意识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感油然而生。

总之，普及环境教育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历史教学中

渗透环境教育的内容，会使历史教学更丰富、更精彩。■

（作者单位：泰州市第三高级中学）

自2012年12月开始，市民乘坐10号线时可持废旧塑料瓶，给一卡通“充值”。市民将一个空瓶投放进机
器内，就可以产生1角或者5分的收益。回收的1角钱将可选择 “捐赠”、“捐赠并参与抽奖”、“刷卡返利”等。
智能回收机试点成功之后，将逐步铺设到地铁全线、公交站、社区、学校、首都机场T1、T2、T3航站楼的安检
口、枢纽站、快速公交站、大学食堂、体育馆和写字楼等公共场所。回收机可以对废旧瓶垃圾及时有效分拣贮

存、回收，可以实现一级回收、分拣中心、再利用企业的闭环互连，确保废旧饮料瓶流向安全，处理安全。更重

要的是提高环保回收、资源再生利用的全民意识。（京华时报）

饮料瓶回收机亮相地铁10号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