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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联合国大会宣布在2005年～2014年实施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十年教育，要求世界各国政府在这十年
中将可持续发展教育融入本国各个相关层次的教育战略和行动计划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在2003年4月举行的第166次会议上，批准了可持续发 展十年教育议案。
　　可持续发展教育系列丛书一共七本，是2005年～2014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规划的培训书
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持续发展教育教师培训项目对《可持续发展教育案例研究（2005－2014）》的出
版也很重视。
　　这套丛书反映了国内外新的研究成果。
丛书的编写是基于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缘起、国际比较与中国可
持续发展教育基本概念框架建 矗研究（DGB010605）》的研究，并汇集了研究者参加“中国一德国环
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教师培训项目”、“联合国救科文组织可持续发展教育教师培训项目”及2004年
瑞 典哥德堡国际可持续发展教育会议的研究成果。
　　这套丛书理论新，埘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从国外到国内，从理论到实践，从小学到大学，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
同时，将可持续发展教育与我国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新思想、新观念结合起来，对我国可持续发
展教育的 开展更有针对性、更具生命力。
　　这套丛书实践性强，是在总结我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完成的。
如《可持 续发展教育实践》是在总结我国EPD教育推进可持续发展教育实践方面基本经验并加以提炼
的基础上完成的，书中有北京市及其他部分省市EPD项目学校与地区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实践案例的
介绍和评述，对于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活动有很强的参考作用。
《可持续发展教育评估探索》是在部分地区进行可持续发展教育评估研究的基础上，由十多位教师写
成的。
　　这套丛书可操作性强，2004年已披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院与北京教科院可持续发展教育中心
合办“可持续发展教育研究生课程班”的教材，如《可持续发展教育案例研究》足在多次培训的基础
上编写的，内容具体，方法新颖、实用，很好地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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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项目组负责设定国际通用的总框架，而各个成员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灵活地对项目做出一定的
修改。
虽然这些步骤在内容和关注点上会有所不同，但参与的学校必须要经过七个步骤才能得到“绿色旗帜
”的认证，通过对南非、英国（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和南爱尔兰这些案例进行深入地探讨，发
现该项目更能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该项目为学校提供7个方面的支持，这些方面是建立生态学校的核心问题。
当明确了这些问题后，其他的任何国家和任何开展环境项目的学校都可以灵活地应用这一模式，需要
指出的是学生全过程的参与是整个项目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
　　建立生态学校委员会：是建立生态学校过程中的核心所在，委员会组织和指导生态学校的各项活
动，它的成员包括学校环境相关人员、学生代表、教师、保洁人员、保安、学生家长和管理人员。
委员会包含一种民主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学生会自己表现出主动解决问题的学习动机。
　　环境回顾：对学校的环境进行回顾总结和评价。
从评价学校的垃圾状况到检查基础设施的效用问题的整个过程都必须让学生参与其中。
　　行动计划：从回顾和评价中获得的信息资料出发，明确学校的优势所在并制订一个相应的行动计
划，该计划要确立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还应该规定完成计划的时间期限，这样可以有针对地改进各
个专项事务中的环境问题。
　　监督和评价：确保整个的进程是紧紧围绕所制订的目标进行的，确保行动计划尽量考虑到一切可
能的变化，并且确实要对每一点进步予以表扬和鼓励。
这一系列的努力会促使环境教育和环境意识方面的活动在学校中持续开展。
　　课程教学：学生在课堂中选择不同的主题进行研究学习，例如能源，水和垃圾。
整个学校都应该积极地参与到实践中去，例如：节约用水，回收垃圾和减少垃圾排放。
指导和帮助那些没有将环境和可持续教育考虑进国家和地区课程的地方，让他们理解如何将环境、可
持续教育和课程紧密结合。
　　广泛联系和积极学习：将地区的21世纪议程直接引入学校，让地方政府，各项事务和更广泛的社
区参与到生态学校的发展过程中。
鼓励生态学校与校外的各类组织团体建立广泛联系，从而能借鉴他们的经验，接受专家的指导。
当生态学校制订行动计划时，鼓励它们将更广大的社区纳入考虑范围。
学校可以通过课堂展示、学校会议和新闻报道与广大的社区建立联系。
　　生态规范：每一个学校制订适合自己的“生态规范”或者确立自己的目标，列出学生需要努力完
成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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