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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素有“人间天堂”美称的苏南地区，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苏南地区一系列
的生态问题。
为了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迫切需要提高苏南地区公民的生态素养，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主要依赖于
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
因此，进行苏南学校的生态教育研究顺应了苏南时代发展的诉求。
同时，在苏州大学“211工程”子项目“苏南学校与区域发展研究”主持人周川教授的鼓励下，我们承
担其子课题“苏南学校的生态教育研究”，并决定为苏南中小学（包括学前教育）和高校的生态教育
做点工作。
　　本书包括六章。
第一章详细论述了古代吴地人民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改革发展时代的苏南生态演变，说明了苏南地
区生态环境的历史与现状，并对苏南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确立了生态教育的基础和依
据。
第二章对“生态教育”与“环境教育”的概念及含义进行区分与辨析，厘清从“环境教育”到“生态
教育”的演进过程，为生态教育指明了方向。
第三章具体讨论了生态教育的性质、特点、理论基础、目的和目标、原则等生态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
。
第四章通过对苏南地区教师、学生的生态教育情况及其生态素养进行调查，以掌握苏南学校生态教育
的信息资料并为不断完善苏南学校的生态教育奠定基础。
同时，针对苏南中小学生态教育存在的问题探讨了相应的对策。
第五章以较大的篇幅展示了较多的学科教案和活动案例，为苏南学校广大教师进行生态教育提供启示
和借鉴。
第六章在阐述了高等学校生态教育的意义及发达国家高校生态教育状况的基础上，对苏南高等学校的
生态教育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建议和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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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苏南学校与区域发展研究丛书：苏南学校生态教育研究》从苏南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凸显出发
，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指出反思生态教育的重要性。
在厘清生态教育的概念内涵和阐述生态教育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苏南地区基础教育教师、学生的生
态教育情况及其生态素养进行调查，针对存在的问题探讨了相应的对策并给出了具体操作的案例。
同时，《苏南学校与区域发展研究丛书：苏南学校生态教育研究》研究和分析了苏南高等学校的生态
教育现状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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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为什么盛放农药的容器不能随处清洗？
不能用来盛放食品？
　　（2）在食用瓜、果、蔬菜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讨论、小结]在使用化肥、农药时，应防止农药与皮肤接触，更应防止农药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人
体消化道。
因此，盛放农药的容器不能随处清洗，洗涤液不能流入饮用水源，更不能用这样的容器来盛放食品。
在食用瓜、果、蔬菜前应将其浸泡几分钟以除去残留的农药，绝对不能食用刚喷洒过农药的瓜、果、
蔬菜。
　　[转引]若不慎发生农药中毒事故，应立即清除毒物并将中毒者送往医院治疗。
请大家完成课本第35页的“交流与讨论”，解释解毒方法的原理。
　　[讨论、小结]由于敌敌畏、甲胺磷等均为磷酸酯，性质和有机酸酯类似，在碱性条件下水解比较
完全，但若用强碱会引起腐蚀，因此常用NaHCO，溶液洗肠。
使用泻药的目的是尽快排出体内的毒物。
　　[讲述]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首席专家、生态所所长高吉喜近日在“可持续农业：全球的挑战”论
坛上指出，农业生产给中国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不容忽视。
他说，农业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等的大量使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大气、土壤和水污染。
具体表现在温室气体不断增多；重金属、硝态氮在土壤中累积，土壤板结，肥力下降；地表水出现富
营养化，地下水则受到硝酸盐、亚硝酸盐的污染。
　　农业污染给本已脆弱的农业生态系统造成的严重危害，从现象上看，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农产品
的数量和质量，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从本质上看，它对农业、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家的粮食安全甚至社会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已成
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总结]化肥、农药为解决人类的温饱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也带来了
一系列问题，如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等。
因此，必须科学、合理地使用化肥与农药。
　　[视野拓展]农业污染（供学生课外阅读）　　农业污染现状堪忧。
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兽药以及对规模化畜禽养殖中所产生的畜禽粪便管理不利等都是造成农业污染
的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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