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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环境教育开展较晚，而且国民的环境意 

识水平普遍较低。随着我国环境状况的日益恶化， 

提高国民环境意识水平成为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基 

础和关键。为此，在我国环境教育的开展是从多层 

学。这样就有效地解决了实习单位在项目安排上的 

盲目性，同时实习单位由学校联系，也减轻了学生的 

负担。通过合理分组，成绩不同的学生相互搭配，有 

利于学生之间的竞争、交流和协作。 

2．实习管理的严格化。院校派出教师，实习单 

位也相应地安排专职人员，双方相互配合 ，共同指导 

学生的生产实习。教师同学生一起深人社会，也有 

利于从社会中发现学校教育与实际脱节的实际问 

题 ，从而有利于高校的教学改革与发展。 

3．实习教育的多元化。除生产实习以外，还可采 

取多种形式进行实践锻炼，如课外读书、专题讲座与研 

究、学习兴趣小组等，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探索意识、 

创新意识、竞争意识和协作意识，增强审美能力、动手 

能力、交往能力等，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4．广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高等建筑院校建 

筑学、城市规划专业教育是培养建筑师、规划师的摇 

篮。建筑学、城规专业学生作为未来祖国的建设者 

和城市的管理者，应当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事业 

心和爱国热情；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具 

有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只 

有具备这些思想品德素质，一个人才有可能在市场 

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为国家和社会 

做出更太的贡献 因此+建筑学、城市规划专业实习 

教学必须加强学生的政治方向、思想品德教育，使学 

生的世界观、人生观 、道德观、价值观真正符台社会 

发展的客观要求，实现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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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上进行的。在中、小、幼开展环境教育是以传授环 

境保护常识为主要目的，在高校开展公共环境教育 

是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环境思维方式与环境行为。 

建筑类高校公共环境教育应该有更重要的地位，对 

此，我们作了一些研究探讨，总结出一整套的关于建 

筑类高校不同专业所要求的环境教育的教学模式。 
一

、高等公共环境教育的发展特点 

《第比利斯宣言》中指出：“环境教育应该被视为 
一 种全面的终身教育，一种能对瞬息万变的世界中 

的各种变化做出反映的教育。环境教育应该能够使 

人们认识到当代世界的主要问题，并提供在改善生 

活和保护环境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所必须的技能、态 

度和价值观。环境教育采用一种以广泛的跨学科性 

为基础的整体性方法，培养人们以一种全面的观点 

来认识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由 

此可见环境教育具有普及性、多层次性、长期性和时 

效性等特征。当前对高等公共环境教育的要求有以 

下几点： 

1．高等公共环境教育是一项普及性和长期性 

教育。这是环境教育车身特点所决定的。有效地长 

期普及环境教育，是提高国民环境意识的关键。 

2．高等，厶＼共环境教育强调时效性。目前环境 

问题发展很快，相应的环境科学学科发展也很迅速。 

如何及时提供环境发展的最新动态，是培养人们用 

全面观点认识和改造 自然的关键。 

3．高等公共环境教育是高层次的环境教育。 

由于高等教育所培养的是经济建设的中坚分子，日 

后将进入到社会建设的各个层面，因而在养成环境 

行为的时候，不应只是养成其良好环保生括行为，更 

应该注重对他们的环境保护思维方式的培养，尤其 

是如何在 日后的工作中有意识地将可持续发展理论 

贯穿在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当中。 

4．高等公共环境教育强调教育内容的系统性、 

专业性和实践性。这是与普通环境教育的最大不同 

点。系统性是指环境科学知识理论的系统化，而不 

是一般环境教育中知识以零散形式教授。专业性是 

指学生所学专业和环境科学的相结合，强调知识的 

交叉点。实践性是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对学 

生环境行为和环境思维方式的培养。 

二、高等公共环境教育在高校的实施模式分析 

目前高等公共环境教育的实践模式有板块式和 

渗透式两种方式。 

板块式是指在专业教学计划中增加环境教育课 

程板块，将环境教育引入教学环节中，以系统化的方 

式将环境科学的知识教授给学生，使学生能较全面 

地了解环境科学及其相关体系的知识。此种方式是 

实施高等公共环境教育的常用方式。而实施板块模 

式的最大问题在于如何确保公共环境教育课程板块 

进入教学主渠道，并使得环境教育课程内容与专业 

学习有进一步的联系。 

渗透式则将环境科学及其相关的知识内容化整 

为零，分散渗透到公共基础课、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 

等与环境科学相关的课程环节之中传授给学生。目 

前在国外采用渗透方式进行环境知识的普及的院棱 

较多。它的最大优点是将环境科学知识与专业知识 

紧密结合，既不需增加学时又保持原有课程的系统 

性，使学生能直接地了解环境保护与所学专业的关 

系。然而其最大不足是所渗透的知识结构不成体 

系，渗透的程度和过程具有较大的选择性，主要取决 

于各任课教师自身的环境意识水平，因而造成学生 

对环境科学知识缺乏全面性了解，不利于学生素质 

的全面提高。此外，缺少台适的方式和标准进行考 

评，无法准确了解学生对环境科学及相关知识的掌 

握程度，难以落实环境教育的目的。 

对上述两类实施模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1) 

扳块模式在教学中过于程式化，不利于稠动学生的 

主观参与意识；(2)渗透式在教学中知识零散．教师 

难以对教学过程进行掌握，也不利于对学科知识的 

系统化。因此通过近 l0年的教学实践探索．我仍逐 

渐研究形成一套适合于建筑类高校公共环境教育的 

教学模式。 

三、具有建筑类高校特点的公共环境教育模式 

我们在实施的过程中采用课程板块的形式来进 

行环境教育，而且针对如何使环境教育在建筑类高 

校中有效实施并卓有成效采取了以下几点做法： 

1．在教学管理上，将 共环境教育课程扳块 

入教学主渠道，是高等会共环境教育普及性和长期 

性的保证。例如我校在 1995年起就以环境保护概 

论、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课程板块形式进入教 

学计划的公选课当中，而在执行过程中作为必选瞟 

处理，有效地保证环境教育的长期性和普及性。此 

外，在不同专业的专业任选课程中增加与 ~-,IR有关 

的环境类课程(或专题)，使环境教育贯穿 于整个高 

等专业教育过程。例如面向建筑学专业开设的城市 

生态环境学课程，目的是为小区规划方案设汁提供 

相应的生态学理论．避免规划实施过程刘生态钧影 

响 。 

2．在高等公共环境教育的课程内容处理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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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系统性、专业性和时效性相结合。(1)系统性。在 

教授相关的环境知识的时候，协助学生将以往的零 

散所学进行有效的系统化，并提高到一定的理论层 

面。例如在城市环境课程中，我们首先引导学生对 

城市环境问题的日常积累的零散认识进行总结，然 

后从生态学和环境学的角度分析城市环境问题的必 

然性，使学生在如何保护城市环境和解决环境问题 

上形成系统化的认识，并提高到理论层面。(2)时效 

性。注重对相关知识结构的及时更新，尤其是及时 

介绍与学生所学专业相关内容的发展动态，使学生 

实时了解本专业在环境保护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动 

态。在教学资源的收集和更新上，充分利用阿络的 

优势，通过直接下载或进行相关网站的介绍或在原 

有教学资源的基础上编制网络教材，充分发挥网络 

所独有的跨时空特点，使学生能掌握动态发展。l3) 

专业性。除了在教学过程中保证普及性教育的要求 

外，针对建筑类不同专业特点与要求，在相应的环境 

课程内容的处理上，注重考虑专业课程与环境课程 

关系(如表所示)。 

专业谍与环境概论的知识结台点一览表 

一— — ——— 瓦 百i 丽  

砘 札划 翥蚕 ；飒 王 卦观前 与娥 讹 建筑学 
建筑设计 绿色建设与绿色设计 

建筑曲理 建筑内部声学要求与噪声控诗《手段 

吏通工程 套路选拽对扁困环境噪声的影响噩控制 

建筑施工 蔫蓍差素篷薹墓筑廑弃曲的回垃再生与 土太工程 管理 
建筑材# 新型绿色建筑甘抖与固体鹿弃糟的回收 

利用；传统建筑材料与室内环境污染 

馨  桦  

水工程 培排水管目 翻 布王 枞  删  

建筑环境 通风工程 风道中气流噪声的控制；皓尘设备的应用 

与设备工程 空气调节 集中式空调系统对室内空气质量的影响 

房地产经营 物业管理 i拍业 里管理中环境要素的影响； 

与管理 扳贵分析 l经济投资分析与环境投资分析的关系； 

环境艺术 环境设计 区域环境艺术设计与生态环境的蔓系 

3突出高等公共环境教育的实践性．协助学生 

养成良好的环境思维和环境行为。(1)从课程教学 

内容人手。加人大量的实例分析，尤其是注重以工 

程 、管理等的宴际案例为切人点．对理论进行形象的 

分析和讲解，以突出课程的实践性。例如在可持续 

发展理论课程中，除了介绍相应的理论体系和宏观 

的控制对策外．为强调该理沧的实用性，尤其是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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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践中的应用，特别增加了建筑与环境的专题，介 

绍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建筑业和城市建设中的应用动 

态，如绿色建筑、绿色设计、环保建筑材料等绿色技 

术新思想和实例，强化学生对环境知识在专业应用 

的概念和认识，提高他们在实际应用中的能力 (2) 

从课外实践环节人手。考虑到建筑类高校的专业设 

置主要围绕城镇建设和建筑行业发展进行的、因此 

重点从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着手，安排有针 

对性的课外实践活动。例如．利用暑期社会实践环 

节指导建筑类专业学生进行与本专业有关的环境专 

题实践。我们从 1998年起每年的社会实践都安排 

有环境类的凋查活动，如 1998年保护珠江母亲河的 

水污染调查活动、1999年石井河流域污染与调查、 

：o00年广州市垃圾分类实施调查等，都是针对城市 

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进行调查。学生不仅对课堂 

所学有感性认识．同时也有意识地运用了相关的环 

境理论与专业知识进行分析研究，提高了环境教育 

课程的实践性。(3)从教学管理上人手。我校从 

1998年开始在毕业设汁(论文)的评定过程中要求 

考核学生设计(论文 中的环境要素，即在评分环境 

中增加了是否考虑环境影响的内容 这一举措．一 

方面强化了学生对环境影响的重视，另一方面要求 

学生将所学的环境知识与专业知识相结台，从专业 

层面强调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例如在我校连续几 

年的优秀毕业设计创新奖中，入选设计在环境要素 

的保护和利用上都做了重点考虑。 

总结几年来的实施效果，在确保高等公共环境 

教育的普及性和长期性的同时，我们在突出专业性、 

系统性、时效性和实践性的探索取得较好的效果。 

学生不仅自主地参与到环境保护的工作当中，而且 

也更加关注环境与自身专业的联系。综上所述，公 

共环境教育在建筑类高校的开展，是与全社会的环 

境意识总体水平提高是相一致的。要满足社会对高 

素质综合性人才的要求，环境教育应更要注重理论 

性与实践性效果的双重性．只有这样才能适应 2l世 

纪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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