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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藴华， 中国，描述因受《地球宪章》在环境教育方面的启示而发起的项目 

《地球宪章》与中国学校课程中环境教育的国家大纲 
 

刘藴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在中国农村地区的中小学

执教。毕业于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之后，刘藴华赴海

外任教。1996 年，她加

入世界自然基金会，并成

为了中国中小学绿色教育

行动（EEI）领军人物。中

国中小学绿色教育行动与

21 所师范大学建立了合

作关系。同时，她指导的香格里拉可持续社区学

会帮助当地的藏族社区参与到自然资源管理和文

化复兴的决策过程中。她认为《地球宪章》对她

的工作有很大的启发，《地球宪章》提供了一个

伦理道德框架以及一个怎样建立共识来实现共同

愿景的模式。 

 

《地球宪章》带给中国很多启示。它成为了

那些为可持续未来而努力的人们的指导框架

和工具。教育为可持续发展国家计划便是一

个主要的例子。1996 年，世界自然基金会中

国办处事与国家教育部合作开启了中国中小

学绿色教育行动（EEI），该项目由英国石油

赞助。EEI 的目标是要将可持续发展教育融入

到中国中小学的课程中。该项目在国内的 21

所师范大学建立了一个可持续发展教育中心

的网络，并且在这些高校中培养出了一支核

心实践者小组。而后，这些专家们再为全国

成百上千的教师们提供培训，包括了 3000 名

在省级教育局工作的教师顾问。  

 

EEI 的一个重要成就是发展了中国中小学环境

教育大纲。该大纲的发展与形成耗时四年，

在这期间，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地球宪

章》启示。这些启示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国家大纲的框架是在政府官员，非政

府组织，教师，及学生之间进行的长期的磋

商过程中发展而来的。《地球宪章》向参与

的各方阐明了可持续发展的伦理框架。其次，

《地球宪章》的形成过程为环境教育如何达

到其目标提供了一个模型，尤其为克服那些

有时看来无法战胜的困难提供了启示。 

 

事实上，在大纲的四年发展过程中，要在成

百上千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就建设可持续发展

的方法达成共识。那些最初由较为传统的教

育实践者提出的关于大纲目的、范围、方法、

明确内容及实践机制的构想与那些由改革者

所提出的有很大差别。国家课改的一个主要

目的是要让中国学生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以

使中国在全球经济市场中更具有竞争力。这

首先与可持续发展教育所声明的目标——在

一个生态可持续、社会平等以及民主化的社

会中，授予学生成为见多识广的积极市民的

权利——所不同甚至相矛盾。传统的大纲内

容专注于科学知识以及对环境知识的掌握。

然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注点在于帮助学

生获得一个更完整的世界观，包括除了物理

与自然意义上的世界之外，有关社会、经济、

及政治上相互理解的观点。改革者希望大纲

能够推广一种基于探究、以学生为中心，互

动的，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并且与他们的

文化传统相关联的新的学习方式，而不是学

生被动接受指导的传统方式。在如此雄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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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的改革目标下，所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

大纲的发展注定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参与者在经历了一个让步与建立共识的过程

之后，最终在大纲的问题上达成一致。这是

中国第一次在国家环境教育上拥有能在全国

范围内施行，使两亿学生受益的大纲。同时，

这也是第一次在如此重要的政府政策的发展

过程中，非政府组织担纲领导性角色。 

 

《地球宪章》所代表的伦理道德框架，以及

形成环境教育文件所走过的道路，为许多在

中国参与该过程的人们带来了启示。当未来

中国教育界人士重新聚首修订大纲使之与可

持续发展教育的概念与方法论更一致的时候，

《地球宪章》仍将作为一个启发灵感的重要

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