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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幼儿生态文明教育的新途径
——基于青海省农牧区和市区幼儿生态文明素养对比的实证研究

邢 容，朱敏兰

（青海民族大学师范学院，青海西宁 810000）
摘要：笔者通过对青海省生活在农牧区和市区两种生活环境中幼儿的生态文明素养进行调查发现，生活在农牧区的幼儿虽然

生态文明认知没有市区的幼儿高，但是农牧区幼儿在生态文明素养的其他四个指标生态文明规则性、生态文明敏感性、生态文

明情感和生态文明价值观上均高于城市幼儿。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进行生态文明教育，生态文明认知只是教育基础，全面提

升城市幼儿的生态文明素养还需要在分析农牧区良好生态文明教育成因的基础上借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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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Way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for Urban Childre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Children’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teracy between Farming and Pastoral Areas and Urban Area

in Qinghai Province
XING Rong，ZHU Min-lan

（College of Education，Qinghai Minzu University，Xining 810000，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teracy of children living in farming and pastoral areas and urban ar⁃
ea in Qinghai Province，this study found that although children living in farming and pastoral areas have a lower awareness of ecologi⁃
cal civilization than children living in urban area，they have better performance in the other four indicator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t⁃
erac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gularity，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ensitivity，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mo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val⁃
ues. Therefore，we can find that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the awarenes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only the basis，and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teracy of urban children，it is necessary to learn from experienc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goo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in farming and pasto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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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

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1］这

一全新的说法将构建生态文明社会、发展生态文

明教育和提升国民生态文明素养推向国内研究

的热潮。如何更好地培育公民生态文明素养是

实现社会生态文明的根本，而探索生态文明教育

途径正是培育生态文明素养的基础。“少年若天

性，习惯成自然”［2］。幼儿时期正是个体发展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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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培养行为习惯、规则性意识以及情感价值观

的萌芽期。在幼儿时期培养生态文明素养，对幼

儿进行生态文明教育将会对个体生态文明素养

的发展具有生长性意义。

青海省在我国是一个地域广阔、居住环境差

异较大的地方。以畜牧业为主的高原农牧区和

市区的生活环境截然不同，这使得幼儿在这两种

生活环境中受到不同的生态教育熏陶。笔者在

本研究中在开发《幼儿生态文明素养评价量表

（家长卷）》的基础上进行实地调研，对农牧区和

市区幼儿的生态文明素养进行对比，期望为培育

公民生态文明素养探究有价值的实践途径。

在具体的调研过程中，笔者通过在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重地青海省的调查发现，虽然城市拥有

更好的教育条件，但农牧区幼儿的生态文明素养

却相较城市幼儿更加突出。这说明，生态文明素

养的培育不仅是书本教育，更是实践教育的产物。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重地的青海，其农牧

区更好地保留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自然原生

态，以生态效益为支柱产业的发展模式更激发了

农牧区人民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和热忱。在此背

景下，笔者从不同生活环境的农牧区和市区幼儿

的生态文明素养入手来探索生态文明教育的新

路径。

笔者通过委托幼儿园园长的形式发放问卷

星电子量表进行数据采集工作，全程以整群随机

抽样的方式抽取幼儿生态文明素养测评数据。

为保证受测试家长群体素质差异的最小化，笔者

在农牧区选取的幼儿样本都来自当地的县城幼

儿园（因为该地区近两年来在国家相关政策支持

下，为提高当地的生产生活水平进行了大量的移

民工作，故笔者所调研地区县城除县中心幼儿园

外，笔者所选幼儿园的生源多为农牧区移民而来

的幼儿，具体调研地见表1）。为保证幼儿样本的

有效性和准确性，本研究的调研对象定位为5岁

及5岁以上的幼儿，在幼儿园选取中班、大班和幼

小衔接班发放调查量表。样本总量为2219份，农

牧区幼儿样本1182份，市区幼儿样本1037份（见

表2）。

表1 调研样本总体分布情况

农牧区

市区

地域

果洛州

玉树州

海南州

青海省省会

西宁市

幼儿园数量

2

1

2

5

样本量

445

297

549

1203

有效样本总量

1182

1037

表2 地区分布情况

农牧区

市区

Total

Frequency

1182.00

1037.00

2219.00

Percent

53.30

46.70

100.00

Cumulative Percent

53.30

100.00

（二）研究工具

生态文明素养是指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前提下以当下社会及文明繁荣发展为目标，人民

大众所养成的良好习惯和内在自我认知及意

识［3］。目前，在我国关于生态文明素养的测评体

系研究中，北京林业大学的罗晓娜开发的成人生

态文明素养量表最为成熟，她在借鉴国外生态素

养研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将成人生态文明素养

分为生态文明价值观、生态文明主动性、生态文

明知识、生态文明技能和生态文明敏感性五个维

度。笔者在本研究中所使用的量表《幼儿生态文

明素养评价量表（家长卷）》在罗晓娜量表的基础

上结合幼儿身心发展的特征进行了编制，最终将

幼儿生态文明素养分为五个维度：1）幼儿生态文

明认知。它包括对环保知识的掌握，对生态、能

源的了解，对生态文明内涵的了解等，它是生态

文明素养形成的基础［4］。2）幼儿生态文明规则

性。它是指在一定的生态法则和文明准则下形

成的行为和思想的自律。3）幼儿生态文明敏感

性。它是指幼儿能够敏锐地感觉到周边生态环

境的变化。4）幼儿生态文明情感。它是指在生

活中与生态环境的互动作用下对其产生的正面

向上的积极情感倾向。5）幼儿生态文明价值

观。它是指在幼儿头脑中形成的生态文明价值

态度、主张、倾向和一定的信念，用以形成幼儿的

行为取向和判断标准。该量表在以上理论构建

的基础上，使用spss 26.0进行了技术检验，整个过

程经过量表的初次检验、正式检验以及再次检

验，最终该量表的总信度为0.97，效度0.98，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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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五个维度42道测试题，符合心理学测试对量表

编制的基本要求。

二、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所有数据采用SPSS 26.0录入、处理。

对变量的测量采用Likert量表5点计分法［5］，1分

代表非常符合，2分代表比较符合，3代表不确定，

4代表不太符合，5代表非常不符合。得分越低说

明幼儿的生态文明素养水平越高。

（一）农牧区和市区幼儿生态文明素养情况

对比

研究结果显示，生活在农牧区幼儿的生态文

明素养为71.25±29.75分，生活在市区幼儿的生

态文明素养为为77.34±32.89分（见表3）。

表3 农牧区和市区幼儿生态文明素养情况对比

总分

分组

农牧区

市区

N

1182.00

1037.00

Mean

71.25

77.34

Std. Deviation

29.75

32.89

t检验结果显示，t=-4.57（P＜0.01），差异显著

（见表4）。这说明，农牧区的幼儿在生态文明整

体素养上显著优于市区的幼儿。

表4 幼儿生态文明素养t检验结果

总分

t

-4.57

df

2217.00

Sig. (2-tailed)

0.00

（二）农牧区和市区幼儿生态文明各指标情

况对比

1.幼儿生态文明认知情况对比

研究结果显示，生活在农牧区幼儿的生态文

明认知为9.94±0.20分，生活在市区幼儿的生态

文明认知为9.02±0.19分（见表5）。

表5 农牧区和市区幼儿生态文明认知情况对比

幼儿生态文明认知

分组

农牧区

市区

N

1182.00

1037.00

Mean

9.94

9.02

Std. Deviation

0.20

0.19

t检验结果显示，t=3.35（P＜0.01），差异显著

（见表6）。这说明，市区幼儿的生态文明认知明

显高于农牧区幼儿。

表6 幼儿生态文明认知t检验结果

幼儿生态文

明认知

t

3.35

df

942

Sig. (2-tailed)

0.01

2.幼儿生态文明规则性情况对比

研究结果显示，生活在农牧区幼儿的生态文

明规则性为8.93±4.49分，生活在市区幼儿的生

态文明规则性为9.60±4.60分（见表7）。

表7 农牧区和市区幼儿生态文明规则性情况对比

幼儿生态文明规

则性

分组

农牧区

市区

N

1182.00

1037.00

Mean

8.93

9.60

Std. Deviation

4.49

4.60

t检验结果显示，t=3.46（P＜0.01），差异显著

（见表8）。这说明，农牧区幼儿的生态文明规则

性显著优于市区的幼儿。

表8 幼儿生态文明规则性t检验结果

幼儿生态文明规则性

t

3.46

df

2217.00

Sig. (2-tailed)

0.00

3.幼儿生态文明敏感性情况对比

研究结果显示，生活在农牧区幼儿的生态文

明敏感性为16.03±7.34分，生活在市区幼儿的生

态文明敏感性为17.27±8.06分（见表9）。

表9 农牧区和市区幼儿生态文明敏感性情况对比

幼儿生态文明

敏感性

分组

农牧区

市区

N

1182.00

1037.00

Mean

16.03

17.27

Std. Deviation

7.34

8.06

t检验结果显示，t=-0.38（P＜0.01），差异显著

（见表10）。这说明，农牧区幼儿的生态文明敏感

性显著优于市区幼儿。

表10 幼儿生态文明敏感性 t检验结果

幼儿生态文明敏感性

t

-3.80

df

2217.00

Sig. (2-tailed)

0.00

4.幼儿生态文明情感情况对比

研究结果显示，生活在农牧区幼儿的生态文

明情感为14.09±6.50分，生活在市区幼儿的生态

文明情感为15.87±6.94分（见表11）。

表11 农牧区和市区幼儿生态文明情感情况对比

幼儿生态文明情感

分组

农牧区

市区

N

1182.00

1037.00

Mean

14.09

15.87

Std. Deviation

6.50

6.94

t检验结果显示，t=-6.26（P＜0.01），差异显著

（见表12）。这说明，农牧区幼儿的生态文明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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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优于市区幼儿。

表12 幼儿生态文明情感 t检验结果

幼儿生态文明情感

t

-6.26

df

2217.00

Sig.（2-tailed）

0.00

研究结果显示，生活在农牧区幼儿的生态文

明价值观20.88±9.77分，生活在市区幼儿的生态

文明价值观为23.99±10.63分（见表13）。

表13 农牧区和市区幼儿生态文明价值观情况对比

幼儿生态文明

价值观

分组

农牧区

市区

N

1182.00

1037.00

Mean

20.88

23.99

Std. Deviation

9.77

10.63

t检验结果显示，t=-7.18（P＜0.01），差异显著

（见表14）。这说明，农牧区幼儿的生态文明价值

观显著优于市区幼儿。

表14 幼儿生态文明价值观t检验结果

幼儿生态文明

价值观

t

-7.18

df

2217.00

Sig. (2-tailed)

0.00

三、农牧区与市区幼儿生态文明素养差

异的原因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尽管城市幼儿享有更优质

的教育条件，但是农牧区幼儿的整体生态文明

素养仍然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从生态文明素养

五个指标的内在关系来看，个人的认知、规则

性、敏感性、情感和价值观的培育是一个顺序递

进的内化过程。用价值观和情感来调控个体的

规则性、敏感性和认知更容易。相反，从个体的

认知、规则意识发展反过来培养敏感性、情感和

价值观则是一个复杂的、难度指数递进的教育

过程。

农牧区社会相比城市直接与自然生态互动

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人们生态人的自我定位，

他们在日常生活劳动中形成的生态文明价值观

和生态文明情感是指导幼儿生态文明行为的内

在动力。这种与自然共生、与生态共存的生活理

念是农牧区幼儿表现出更好的生态文明价值观、

生态文明情感、生态文明敏感性和生态文明规则

性的主要原因。

农牧区和市区的幼儿因为所处地域的不同

造成了生态文明素养的不同。两地域截然不同

的生产生活方式为幼儿提供了不同的生态文明

环境教育。诚然，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的

产物，它反映了社会生产方式和人与社会生产

关系的本质规律。在农牧区和市区不同的社会

生产生活方式中，幼儿的生态文明素养差异正

是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中人与社会生产关系的体

现。农牧区幼儿较高的生态文明素养是在亲自

然生态的生产劳动群体中产生的生态人自我定

位决定的。市区幼儿较低的生态文明素养所体

现出的正是人和自然生态的关系疏离，其本质

是市区人们生产生活与自然生态的疏离。不同

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造成了幼儿所受生态文明

教育的深度和广度不同，因地域而产生的教育

环境差异是造成两地域幼儿不同的生态文明素

养的根本原因。

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是指生产力、生产关系和

生活方式的统一体。教育是渗透于生活的社会

生产方式导向的具体体现，更是在社会关系的影

响中推进的呈现人的存在方式的手段。社会结

构转型和社会关系变革将导致人的存在方式的

变化，从而构成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和教育发展

的关联性，为切合人的现实生活而产生的潜移默

化的教育就在人的素质、能力上产生作用，表现

出人的存在方式的差异［6］。农牧区的生活方式是

以畜牧业和农业为主要形式而进行的亲自然生

产劳动。该生产生活方式下人们对自己生态人

的定位在无形中对家庭中的幼儿产生教育辐射，

使他们在生活方式的熏陶中自觉要求自己具备

生态意识，在经济与社会活动中要做到尊重自然

生态规律，同时约束个人与集体行为，发展成为

人与自然共生、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个人或

群体［7］。城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给人们以更理性

更功利的发展意识，缺乏与自然生态的接触产生

的生态环保意识淡薄，是在自然生态中进行的环

境教育侵染不够的产物，单纯的依靠知识教育提

高幼儿生态文明认知水平，仍然比不上耳濡目染

的体验式教育的效果明显。

四、对策与建议

从农牧区和市区幼儿生态文明素养的对比

中我们可以发现，城市教育通过发展生态文明认

知水平来提升幼儿整体生态文明素养的效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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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理想。相比城市教育而言，农牧区在生态文明

教育方面为幼儿素质的培养提供了更好的自然

生产生活环境熏陶教育。明确两者影响幼儿生

态文明素养发展的不同因素，可以为寻找更好地

提升生态文明质量的教育途径提供思路。

（一）寓生态文明教育于生活

幼儿期的孩子各方面都处于稚嫩的成长初

期，这一时期的教育应注重其学习的随意性和生

活性。《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也提出：“要尊重幼

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特点，教育活动的组织

应注重综合性、趣味性、活动性，寓教育于生活、

游戏之中。”从农牧区和市区幼儿所受生态文明

教育的区别来看，农牧区更好的生态文明生活环

境是造成两地幼儿生态文明素养差别的主要原

因。城市幼儿生态文明教育应该在明确这一问

题的前提下进行幼儿生态文明生活补偿教育。

首先，应在幼儿园一日活动中渗透生态文明

生活教育。在幼儿园营造良好的生态文明教育

环境，明确幼儿园生态文明教育目标，在一日生

活流程中注意生态文明教育导向的学生生活教

育设计，将生态文明教育理念融入到幼儿活动的

方方面面。

其次，应构建家校一体的生态文明生活教

育。家庭教育在幼儿阶段对孩子有着更全面的

影响，进行家校一致的教育是保证生态文明生活

教育质量和效果的必要手段。

（二）开发幼儿园自然生产劳动教育园本

课程

幼儿园是对幼儿进行系统教育的体系教育

承担者，从幼儿阶段设置适合幼儿发展的生态文

明教育课程可以为公民生态文明素养的培育奠

定良好的基础。生态文明素养的提高从本质上

来说还是要体现在教育个体与自然生态的和谐

共处上，生态文明教育应该着眼于人类生存赖以

为继的自然生产劳动的生活实践。因此，幼儿园

开展的自然生产劳动教育课程应该是一种回归

人与自然紧密联系的课程，它的开展应该从人类

衣食住行入手，开展真实的生活产品最原始的生

产劳动教育，还原人和自然最亲密的关系。

首先，幼儿园开展自然生产劳动教育应该源

于生活并回归生活。幼儿教育要注意教育内容

与幼儿学习经验的贴合。从幼儿熟悉的生活内

容中开发生态文明教育下的自然生产劳动教育

课程，对于发展幼儿生态文明生活实践能力可以

发挥更直接的导向作用，有利于幼儿在认知教育

的基础上形成幼儿生态文明的规则性和敏感性。

其次，幼儿园开展自然生产劳动教育课程应

该注重课程的体验性和实践性。幼儿园自然生

产劳动课程的开展，从体验式教育和实践性教育

的角度切入，才能更切合生态文明教育的教育目

的。理解自然生态作为人类生存家园的重要性，

在人类生产生活与大自然的互动中进行体验式

的生态人教育，更能催生幼儿的生态文明情感和

使命感，在培养幼儿正确的生态文明价值观上更

具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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