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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双语绿色学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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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西昌 6 15 0 13 )

【摘 要】 本文以全国生态环境最敏感和脆弱的四川民族地 区为研究重点
,

积极探索民族地

区绿色教育
,

创建民族地 区双语绿色学校
。

本文首次提 出了
“
一类模式双语绿色学校

”

和
“
二 类模式

双语绿色学校
”

的概念
,

并对这二 类模式学校 的评价体 系作了研 究
。

只有创建双语绿色 学校
,

才能

构建 民族地 区绿色教育体系
,

才能真正建设好长江 上游的生态屏障
,

实现 民族地 区山川秀美和可

持续发展
。

【关键词】 民族地 区 ; 双语绿色学校 ; 双语绿色教育 ; 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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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绿色学校产生背景

近半个世纪以来
,

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

现了一系列工业化初期未 曾出现 的诸多环境问题
。

如
:

生态环境遭受破坏
,

自然资源被过度消耗和利

用
,

大面积的疾病传播
,

自然灾害频繁
,

环境 日益恶

化
。

人们越发深刻地认识到
,

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

长
,

只会造成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及人与自然关系失

衡的严重后果
。

为此
,

国际社会已达成一个共识
:

通

过宣传和教育
,

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
,

是保护和改善

环境的一条必由之路
。

即环境保护
、

教育为本
。

党的

十六届三中全会 以来
,

新一届 中央领导集体提 出了
“

科学发展观
” ,

它不仅是借鉴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

的经验教训
,

而且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华民族如何吸

收人类文明成果
,

与时俱进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更

高更全面的需求
。

科学发展观立足从工业文明向生

态文明过渡的特殊历史 背景
,

并以为人本
,

持续加快

发展经济
,

以全面
、

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等观点来认识

与解决发展问题
。

“

环境教育
”

一词在 国际上首次被正式提出是在

19 4 8年世界自然保护的一次会议上
。

此后
,

这一术语

被众多国际组织或研究者在不同时期广泛认同并引

用
。

可持续发展教育是由环境教育延伸而来的
,

它不

仅要求教育要面向环境
,

要在教育中培养人们的环

境意识
、

环境道德
,

环境伦理
、

环境行为
、

环境价值观

等
,

而且要求教育要关心人 的需求
,

人的全面发展
,

培养未来
“

合格而负责的公民
” ,

从而实现社会
、

经

济
、

生态协调进步
。

这是一种全新的教育形态
。

随着

几十年的发展
,

环境教育逐步从单一环境知识灌输

扩展到知识
、

意识
、

技能
、

态度
、

参与五个方面的 目

标
,

继而发展到融人学校改革
、

管理
、

教学
、

生活为一

体的全校性
、

综合化的
“

绿色学校
”

模式
。

199 4年欧洲环境教育基金会 ( FE E E )首次提出

一项全欧
“

生态学校计划
”

也称
“

绿色学校
” 。

到 200 1

年初
,

该计划已扩展到 21 个国家的近 6以】)多所学校
。

这个计划在爱尔兰被称
“

绿色学校
” ,

在德国称
“

环境

学校
” ,

在英国和葡萄牙等称之为
“

生态学校
”

等
,

虽

然有所不同
,

但基本内涵是一致的
。

那就是用环境保

护和环境教育的基本理念和标准来评定学校的各项

工作
,

包括课程设置
、

课堂和课外教学
、

师生教育
、

学

校管理
、

校园设施和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
,

也包括学

校的计划
、

实施
、

评价等各个环节
。 “

生态学校计划
”

通过召开
“

生态学校年会
” ,

发行 《生态学校通讯》
,

建

立生态学校网站
,

加强各国生态学校之间的联系
,

推

动欧洲各国学校的环境教育的发展
。

实践证明创建

绿色学校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
。

此后不久
,

绿色学校

的概念和实践方式被广泛在世界各地传播
,

绿色学

校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学校开展可持续发展

教育的有效模式
。

中国的环境教育发展至今
,

已有 30

年历史
,

在 3 0年中
,

中国环境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都

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

绿色学校的创建是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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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我国环境教育的又一个里程碑
。

1 99 6年国家环保总局
、

教育部
、

中宣部联合颁布

了 《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
,

该纲要提出
:

到

200 0年
,

在全国逐步开展创建
“

绿色学校
”

活动
。

自

此
,

各地教育部门为主导
,

环保部门积极配合
,

学校

积极参与创建绿色学校的活动
。

2 绿色学校的概念及意义

2
.

1 绿色学校的概念

绿色学校是指学校在实现基本教育功能的基础

上
,

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
,

在学校全面的 日常管

理工作中
,

纳人有益于环境管理措施
,

充分利用学校

内外的一切资源和机会
,

全面提高学生环境素养的

学校
。

这一概念 以环境素养为核心
,

以绿色课程
、

绿

色管理
、

绿色生活
、

绿色校 园四个方面为基本领域
。

绿色学校的创 建是素质教育的一种 必要手段和途

径
,

同时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标志
。

.2 2 创建绿色学校的意义

创建绿色学校不仅能使教师和学生的环境素质

得以提高
,

学校环境品质得到改善
,

而且还通过学生

带动了家庭
,

通过家庭带动了社区 ;通过社 区又带动

了公民要广泛地参与保护环境的行动
,

影响了社会
,

产生了明显的社会效益
。

创建绿色学校活动
,

不仅成

为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主要载体
,

而且也渐成为新

形势下环境教育的一种有效方式
。

创建绿色学校也

是民族地 区大
、

中
、

小学
、

幼儿园参与环保 与可持续

发展行动的起点和标志
。

有助于加强师生对环境问

题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

提高师生环境

素养
,

使其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更加重视环境保护
。

进而影响其所在社区
,

乃至全社会对环保的重视
。

高
,

局部地区环境污染严重
,

主要流域河段
、

湖泊水

体污染
。

环境问题 已成为制约局部地区乃至全州社

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

四川是一个多民族省份
,

全省少数民族共有 36 0

多万人 口
,

占全省人 口 的 3 .6 7%
,

聚居和杂居在 7 6个

县市
,

甘孜
、

阿坝
、

凉山三个 自治洲面积达 30 万平方

公里
,

占全省总面积的 5 3%
,

2 0《X)年国家
“

八七
”

扶贫

攻坚战计划
,

虽然结束了
,

民族地区贫困人 口大幅度

下降
。

但三州仍然有近 80 万人未能解决温饱
,

仍然存

在严重的返贫现象
,

至今还有 13 个县未普及小学教

育
,

4 2个县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 2 0个县未能实现基

本扫除青少年文盲
,

小学人学率不到 6 0%的还有4个

县
,

在 6 0%至 80 %之间有 5个县
。

县的初中入学率仅

为百分之几
。

已普及小学
、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扫除

青壮年文盲的地方
,

也低层次的
。

可见
,

民族地区的

教育是四川省教育最薄弱的环节和最大的难点
。

因

此
,

在民族地区开展绿色教育更没有起步
,

要达到西

部大开发的要求
,

加强西部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

达

到山川秀美
,

实现可持续发展
,

民族地区的绿色教育

势在必行
。

绿色教育是开展绿色文明教育
,

21 世纪人

类社会发展进人了一个绿色文明的新时代
,

这个时

代要求
“

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
” ;绿色教育就是要实现

人的可持续发展
,

绿色教育包括创建
“

绿色学校
”

和

“

绿色环境教育
” 。

前者是硬件
,

后者是软件
。

后者包

括生态教育
、

环境保护教育
、

生物多样性教育
,

人 口

控制与资源合理利用与保护等几个方面的教育
。

在

民族地区
,

温饱都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
,

对民族

青少年的绿色环境教育是非常困难的
,

为此
,

我们要

结合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
,

结合实施 《四川民族地

区教育发展十年行的计划》的历史机遇
。

积极探索民

族地区绿色教育发展
,

创建双语绿色学校
,

实现民族

地区山川秀美和可持续发展
。

3 民族地区环境形势严峻
,

绿色环境

教育巫待加强

四川民族地区 (甘孜
、

阿坝
、

凉 山 )地处长江上

游
,

是全国生态环境的敏感区和生态环境的脆弱区
,

也是长江上游建立生态屏障的主战场
。

这里由于历

史
、

自然
、

经济等诸多原因
,

土地贫痔
、

刀耕火种
、

毁

林造田
、

森林锐减
、

水土流失
、

泥石流
、

洪灾不断
,

形

成了
“

越穷越砍
,

越砍越穷
”

的怪圈
,

使 民族地区绿色

教育任务更加沉重
。

如凉山彝族 自治州近年来环境

形势 日趋严峻
,

主要表现在
:

公众环保意识普遍不

4 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及双语绿色学校

4
.

1 凉山民族教育的双语双文化特征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
,

四川凉山由于地理环境的

天然屏障
,

彝族社会仍是一个单语 (彝语 )社会
,

尽管

历史统治者办了许多
“

化夷学校
” ,

教授汉语
、

汉文化

课程
,

但都是昙花一现
。

19 4 9年以后的5 0多年来
,

由

于凉山实施了民主改革
,

废除 厂奴隶制
,

在政府的重

点扶持政策的帮助下
,

凉山对外开放
,

接受现代文明

的速度不断加快
,

大批汉族干部赴凉山工作
,

大批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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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干部赴汉区学习
,

修建了公路
,

高速路
、

铁路
、

发展

了航空业
,

现代通讯
,

从总体上说
,

凉山逐渐从一个

封闭的单语
、

单文化的社会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双语
、

双文化 (彝语
、

汉语
、

彝文化
、

汉文化 )的社会
。

为适应

双语
、

双文化社会
,

民族教育也逐步发展为具有双语

双文化特征的
,

侧重使用两种不同教学语言 (彝语
、

汉语 )的两类不同模式的学校教育体制
。

这两类不同

模式即根据社会语言环境
,

群众意愿和师资条件等

因素
,

以学校采用何种教学用语为标语划分的两类

不同的学校教育模式
,

在 四川凉 山称为
“

一类模式
”

和
“

二类模式
” 。 “

一类模式
”

是指学校 的各种教学用

语为彝语
,

并采用彝文教材
,

同时加授一门汉语文

课 ; “

二类模式
”

是指学校的各种教学用语为汉语
,

并

采用全国统编汉语文教材
,

同时加授一门彝语文课
。

四力}省在少数 民族教育体系中实行两种模式的双语

教学计划是在充分认识民族语言和汉语言的社会功

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

该计划的功能是第一种类型

旨在既能继承发展本民族传统语言和文字
,

又能掌

握主流民族语言文学
,

从而更有利于直接吸取人类

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
,

接受国内外先进科学技

术和经济信息
。

第二种类型 旨在保存 民族语言和文

化
,

使本民族学生不致因为学习 主流民族语言文字

而失去或降低本民族语言的使用能力
。 “

二类模式
”

是 197 8年秋开始
,

在凉山彝族地区部分 中小学试行

的
。 “

一类模式
”

是从 1 984 年在凉山彝族地区部分小

学开始试行
,

后逐渐扩大到初 中
、

高中
,

经 12 年的发

展
,

现已开通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直通车
。

目前
,

凉山彝族社会语言使用状况大致分为三

类
。

第一类
,

以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市附近的

安宁河谷地区基本上是一个以汉语为主
,

彝语为辅

的双语单文 (汉文 )的社会
。

第二类
,

地处凉山腹心地带的昭觉县
、

美姑县
、

布拖县
、

喜德县等彝族聚居区的县城
,

乡镇和交通线

附近基本 已成为彝汉双语相对平衡的社会环境
,

具

体来讲
,

地处这些腹心地带的彝族群众家庭成员之

间交流一般使用彝语
,

社区活动与集市贸易时
,

彝族

成员之间也基本上使用彝语
,

但遇到汉族则使用汉

语
,

彝族个体成员根据语言场所的不同
,

语言转换频

率较高
,

这就是所说的彝汉双语相对平衡的语言社

会环境
。

第三类
,

仍处在彝族聚居区
,

但远离县城
,

乡镇

和交通沿线的偏远地区和二半山以上的农村
,

广大

群众一般使用彝语
,

很少使用汉语
,

基本上是一个彝

语言为主
,

汉语为辅或单纯彝语言社会
。

随凉山社会
日益开放与文化变迁

,

加上 90 年代以来的扶贫开发
,

这些社区也正逐步朝着彝汉双语社会过渡
。

估计在

21 世纪初的几十年
,

这些地区势必也将成为彝汉双

语环境
。

.4 2 民族地区双语绿色学校

创建民族地区双语绿色学校
,

首先判定创建的

学校地处凉山什么样的社会环境
,

是以汉语为主
、

彝

语为辅的双语单文社会环境
,

还是彝汉双语相对平

衡的语言社会环境
,

或者是单纯使用彝语的社会环

境
。

其次
,

在此基础上确定我们的双语绿色教育是采

用
“

一类模式双语教育学校
”

还是
“

二类模式双语教

育学校
” ,

单一的汉语教学或单一的彝语教学在彝族

聚居 区和杂居区要实施
,

其效果 皆不如
“

一类模式
”

和
“

二类模式
”

的双语教学
,

这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
。

因此
,

在凉山彝族地区创建双语绿色学校一定要根

据当地社会语言使用状况来确定
,

创建什么样的双

语绿色学校
。

这样使凉山彝族既继承了凉山彝族社

会传统的绿色教育资源
,

生态文化教育资源
,

又接受

了现代主流社会的生态文化
,

绿色教育
、

绿色文化
、

绿色文明的新观点
、

新思想
,

使民族地区的彝族群

众
,

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科学发展观
,

树立保护环境意

识
,

形成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的伦理道德观
、

价值观
。

为此
,

笔者认为民族地区双语绿色学校应分为二类

形式
,

即
“

一类模式双语绿色学校
”

和
“

二类模式双语

绿色学校
” 。

5 民族地区双语绿色学校评价体系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宣教中心提出的绿色学校评

估原则
,

要创建的绿色学校应具备客观性原则
,

本地

化原则
,

在绿色学校具体操作过程中
,

主要依据国家

绿色学校评估核心标准所制定出的本省
、

市
、

县绿色

学校评估标准
。

并极积鼓励添加一些具有当地特色

的评估项 目
。

为此
,

笔者经过几年来在凉山彝族 自治

洲安宁河流域的西 昌市五星村创建绿色学校的成功

经验
,

经过在彝族聚居区美姑县九 口乡中心小学创

建绿色学校的经验
,

以及笔者这几年来
,

与中 日技术

合作 四川示范林营造项 目在彝族聚居区的昭觉县碗

厂乡
,

喜德县的红莫乡
,

开展高寒山区植树造林
,

并

推广普及造林活动的成功经验
,

我们认为
,

民族地区

创建双语绿色学校是可行的
,

其评价体系如下图表

所示
。



·

74 西 昌学比学报 一有然科学版 第 19春

确定一类
、

二类双语

绿色学校 {
1
、

一类模式双语绿 色学校一学校各种教学用语为弃语
,

并

采用弃文教材
,

加授一 门汉语课
。

2
、

二类模式双语绿 色学校一学校各种教学用语为汉语
,

并采用全国统编汉语教材
、

加授一 门弃语文课
。

一{
· ·

……
{

1
、

校园外部大环境一是否是风景名胜 区
、

保护区
、

文化 区
2

、

校园 内部建筑环境一示范景点建设 (中式
、

西式 )
3

、

校园绿化
、

美化
、

香化一经费保障
、

动
、

植的园
、

生 态园
4

、

校园卫生
5

、

校园绿 色教育科普环境一绿 色教育科普馆 (动
、

植物标本馆 )

1
、

建立绿 色教育领导小组
2

、

绿色列入工作计划
3

、

日常管理工作落实状况
4

、

绿 色教育建档工作
5

、

绿 色教育与师资培训及 宣传工作
6

、

校园节水节能
,

校园资源利 用状况

绿色课程设置课内教育 }三
t `

、

各学科渗透绿色环境教育情况
、

绿 色教育专业课 (大学 )选修课 (中小 学)主题式绿 色课 (幼儿 园 )

绿 色教育实践活动

1
、

绿 色教育实践活动设计一植树造林
、

节水节电
、

垃圾分类
因校因地制宜

、

师生环境意识调查
2

、

绿 色环保 实验技能培养一 (如育苗
、

植树
、

技能 )
3

、

利 用主要环境节 日的绿 色教育活动一 (如植树节
、

爱鸟周
、

环境 日等 )
4

、

绿 色环境科普实戏一 (利 用动
、

植物园
,

造林地
,

科普馆等 )
5

、

绿 色环保主题团队活动一 (如环保绘画
、

作文
,

时装表演
、

环保演讲
、

环保小品等 )

民族地区双语绿色学校评体价系

1
、

教师绿色环保科研成果 (绿色环境教育论文
,

教案发表等情况 )
2

、

学生绿色环保科研成果 (绿色环境教育论文
,

意识情况 )

3
、

学生绿色环保主题团队汇报成果 (如绘画
,

作文等 )
4

、

师生参与校园环境建设情况
5

、

师生环保意识水平

r|性l祖J、I
苦

|
L

果效育教色绿

总之
,

开展民族地区绿色教育研究
,

创建双语绿

色学校
,

仅仅是民族地区学校师生参与环境保护与

可持续发展行动的起点
。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

本 国策
,

是实现民族地区社会进步
、

经济发展的基

础
,

是实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健所在
,

只有创

建双语绿色学校
,

构建民族地 区绿色教育体系
,

才能

真正达到
“

整治生态环境
,

再造秀美山川
”

的目标
,

才

能切实建设好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
,

实现民族地区

的繁荣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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