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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试验区视域下的高校绿色教育探析 

──以三明学院为例 

邱冬梅 

（三明学院  资源与化工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 

[摘  要]绿色教育是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文章从福建创建全国首个生态文明试验区的视角出发，

探讨绿色教育对于丰富生态建设内涵、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双重作用，同时以三明学院地处福建

最绿城市，通过差异化发展战略在应用型大学中找准定位、转型发展、创出特色为例，诠释绿色

高校的建设模式及其创新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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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提出“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发展各领

域各环节，构建促进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普及

培育生态文化，提高生态文明意识”。高等院校作为

弘扬生态文化的主阵地，理应率先承担生态文明试

验区制度建设框架下的绿色教育使命。绿色教育强

调改变高校教育传统的价值观、自然观和思维方式，

将绿色理念渗透于生态伦理、环境哲学、资源保护、

生态文化等学科的教学过程和校园文化建设，重塑

大学生的环境意识、环境技能和环境素质。作为高

等教育适应时代发展的全新理念和核心价值观，绿

色教育正成为适合可持续发展要求下素质教育和创

新教育的重要突破口。 

一、绿色教育是福建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重

要内容 

（一）绿色教育有助于开辟生态文明建设新模式 

生态文明模式的创新，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的双

重创新要求。而高校作为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其使命就包括了科学

研究与文化传承创新，在打造学科建设、人才培养、

教学科研为一体的思想库、人才库和资源库方面独

有优势。高校将绿色教育引入生态文明改革试点的

领域，就是要遵循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

展规律，从外延拓展回到内涵建设上来，全面实施

素质教育，培养师生绿色理念，让教育成为守望社

会的一方净土，涵养生态文明的精神“湿地”，实现

教育和经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福建作为全国首

个生态文明试验区，承担着引领生态文明建设和体

制改革的重任。三明是福建省的重要工业基地，集

聚了全省最大的钢铁、化肥、化纤、人造板、造纸

等生产企业。是全国唯一的集体林区改革试验区、

海峡两岸现代林业合作实验区。永安洪田村被誉为

林权改革的“小岗村”。三明作为我国南方重点集体

林区、重点革命老区、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生态

建设优势日益凸显。三明学院作为地方本科高校，

发挥旅游管理、应用经济、风景园林、环境科学、

人文地理等多学科的优势，构建清洁生产与循环经

济、低碳经济、国家公园以及生态文化等特色教育

体系，针对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可持续发展与城镇

化领域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政策问题和管理问题，

广泛开展学术研究、政策咨询、国际交流和社会服

务。发挥生态文明示范区“试验田”的作用，体现

先行先试、试错纠偏和探索新途径的功效，形成全

社会推进绿色教育的合力。 

（二）绿色教育有助于培育高校加快发展新引擎 

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是当今社会最为关注的

问题，大学的绿色教育水平关系到国家生态发展战

略，绿色教育正汇聚成高等院校教育改革的全新动

能。高等院校作为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基地，应

着力完善绿色教育的运行机制、保障措施和评价体

系，加强绿色校园的基础设施、景观营造、功能布

局以及校园文化等软硬件建设。三明学院将绿色教

育理念融入学校转型发展的各个环节，努力打造具

有绿色视野、环保意识和生态知识的师资队伍，构

建具有宽泛性、交叉性、区域性的教学课程和科研

课题。与福建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

科研院所合作，推进碳通量、政策体系研究等方面

的攻关；推进竹林碳汇和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认定。

研究推进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探索林业碳

汇交易模式、走生态旅游发展道路。开展低碳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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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技术、碳减排和固碳实现路低径、低碳化的生产

和生活模式培育研究，推进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

赠款 CDM 项目“三明生态新城低碳化实现路径与策

略研究”，努力将福建省的生态优势进一步转化为

发展优势，助力经济社会的绿色崛起。 

（三）绿色教育有助于丰富高校素质教育新内涵 

我国传统文化早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通

过营造自然和人文的和谐共生、传统与现代的交融

并进的绿色校园，潜移默化地普及绿色知识、生态

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教育的全过程中体现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本身就是一种跨学院、跨学

科、跨专业的综合素质教育。三明学院加强环境学

科的实验室和实践基地的建设、科研与教学条件的

改善，多方争取资源建设清洁生产、低碳经济、生

态文化、林业资源利用等多个科研和教研平台，普

及源头控制、过程阻断、末端循环的生态环保知识，

打造集技术研发、工艺推广、知识培训、工程咨询

为一体的清洁生产技术应用和环境管理技术平台。

发挥高校的辐射作用，将生态环保的素质教育课程

吸纳到学生的教学培养方案，形成绿色开放的系统

化课程平台，带领大学生开展大气水质的环境监测、

固体废物处理的现场调查、绿色校园的整体解决方

案等课程实践、专业设计和科研实习，参与调研排

污权交易、生态环境监管、污染责任保险、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以及资源环境量化监测等推进工作，配

合环保部门编制地方环境标准、技术规范、环境预

案，实施重点钢铁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开展典型循

环经济生态工业园区研究课题，建立开放创新的第

二课堂体系。 

二、绿色教育是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必经途径 

（一）绿色教育是地方高校接地气的重要举措 

立足地方、融入地方，是高校服务社会、形成

比较优势的必然选择。三明学院将绿色教育纳入

“有特色高水平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建设规划，紧

紧围绕福建省和三明市“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

战略需求，聚焦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进行高层次的应用对策研究和战略咨询，采用“科

研 +教学 +学科”三轮驱动模式的办学理念，不是

将众多的学院科研平台、教学机构进行简单叠加，

而是注重排列组合，追求集成创新，通过搭建 “数

据采集分析”、“整理统计研判”、“考核评价增

值”的三阶功能平台，从而实现“石墨变金刚石”

的质变效应。出台《推进人文学科和基础教育发展

提升方案》，充分体现“生态、环保、可持续”的学

科建设特色。通过高端引领、优势集成、特色发展，

努力解决影响人文社会科学和基础教育长远发展的

核心问题，人文艺术、风景园林、动漫文传、环境

科学、旅游管理等学科专业主动服务于三明市开展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创建进程，实

现“局部创优势，整体上水平”。  

（二）绿色教育是地方高校重应用的具体体现 

首先专业设置要与绿色产业相结合，通过学术

研究、学科重构的理论和接地气的项目合作相结合，

积极探索“1 个专业+X 个合作企业+科研院所+行业

协会”的专业一体化发展联盟，以三层架构深化学

校专业特色，形成“以工为重、以师为精，理学、

文学、管理学、艺术学、教育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

的学科专业体系。其次课程体系与职业能力结合，

发挥环境科学与工程、化学与化工应用、生物学等

多学科整合的优势，以“立地”为主攻方向，培养

学生的生态环保职业技能，激发人才创新潜能，在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接地气、求作为、谋发展，

以项目带动实现人才的订单培养需求；再次是学习

过程与绿色实践结合，整合利用全校优质资源，为

各县、市的环境污染治理建言献策，为生态文化交

流疏经通络，为生态文明发展提供智力。结合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如组织生物学学科专

家，瞄准山区经济特点，提出一系列的实践咨询报

告和对策建议，取得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教研成

果，有力地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三）绿色教育是地方高校谋特色的必由之路 

地方高校的发展，关键是要办出自己的特色。

三明学院地处全国最绿省份、最绿城市，努力将生

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本着开放交流、绿色发展

的理念，通过福建与三明生态文化资源及其建构模

式的挖掘与分析，倡导新型生态价值观，尤其在生

态人类学、城乡生态文化、生态旅游、客家文化、

地方戏曲等教学和科研方面显示出优势与特色。通

过加强专业建设和学科布局，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的

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政策建言、舆论引导、公共

外交等系统功能，实施生态环保研究基地建设的可

持续发展路径设计，建立适应市场需求、区域经济和

学校自身发展的学科专业结构。采取多学科、跨专业

交流合作方式，树立“多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思维方

式，坚守发展与生态“两条底线”，实践生态文明引

领新常态，为区域经济的绿色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三、努力探索地方应用型高校的绿色教育新模式 

（一）将绿色教育融入学校办学定位和发展规划 

绿色教育是办学定位、办学理念的重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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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地方本科高校求变革、转型发展，克服同质

化倾向。三明学院在高等教育重构过程中，找准有

利于自身生存发展的办学定位和生态空间。实施“学

程分段、学业分流、分类培养”的精细化、差异化

发展战略。用绿色教育理念培养人，将绿色教育覆

盖课程体系、师资配备、教研基地、人才培养等所

有教学过程，打造集科学研究、应用教学和人才培

训“三位一体”的跨学科组织；用绿色示范校园熏

陶人，按照节能环保、开放有序、系统和谐的要求

实现校园内的物质和能量循环；用绿色科技成就塑

造人，以高水平的生态环保问题为导向，开展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朱子文化、客家文化、林业文化

等生态文化资源发掘与研究。尤其是三明的生态文

化现象最具兼容性和独特性，先有三明土堡，后有

福建土楼。作为富于地域特色的生态文明建筑体系，

是中国乃至世界独有的，弥足珍贵。通过开展土堡

申请世遗的技术论证和数字化保护工程，致力推广、

创建一批生态文化教育基地，全面提升生态文化的

引导融合能力和公共服务功能，形成具有区域特征

的办学特色。 

（二）将绿色教育导入专业群建设对接区域产业发展 

由于历史原因，三明市产业结构层次不高，工

业以传统的资源开发型产业为主，传统产业改造提

升和产业科技创新的任务艰巨。三明学院将生态文

明建设和学校转型发展结合起来，把环境资源作为

高校内涵建设的重要元素，研究推进人才培养的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预测分析区域经济特点、生态发

展战略，实施院系调整和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

增强学科结构与产业构成、人才配给与社会需求的

关联度，努力为生态文明试验区试点过程的疑难杂

症提供解决方案。成立三明市清洁生产中心、商务

培训中心、文化创意与设计公共服务平台等一批

“科研开发、校企合作”的有效载体，对接地方经

济和生态建设的需求，着重推进绿色原材料的生产、

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等适用性技术研究和成果转

化，开展多元化的生态补偿与生态修复投入、绿色

发展绩效评价、流域污染治理等教学科研项目，为

全国同类型老工业基地“绿色转身”提供“三明经

验”。真正做到以质为本，彰显绿色教育的品质和品

牌；以量为基，即矢量和数量的结合，服务地方发

展体现绿色教育的方向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三）将绿色教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评价体系 

三明学院围绕节能环保、生态文化、区域经济

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培养、聚集高层次人才。注重

将绿色理念融入素质教育、教学方法、实践实习、

考评模式等人才培养方案，在专业教育中渗透生态

环保知识和生态伦理道德，提高师生的生态人文素

养和责任意识。例如师生制作《穿越历史时空的眼

光》纪录片，再现习近平总书记在任福建省长时保

护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的动人事迹，起到很

好的文史留存和资政育人的作用。三明是福建省拥

有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数量最多的设区市，具

备推进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优越条件。率先成立“福

建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国家公园研究中

心”，快速聚集一批在生态环保领域有影响力的学科

领军人才。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开启环境

教育与公众参与、环境友好技术、低碳城市建设、

林业资源利用等领域的国际环保合作，构建不同学

科和专业背景下绿色教育的评价指标体系，提升生

态文明与绿色教育相互交融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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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green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view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ilot site  

——Take Sanming University for example  

QIU Dong-mei 

(Resource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College, Sanming University, Sanming 365004, China) 

Abstract: Green education is a new educational idea.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establishing the fir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perimental area in Fujian provi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ual role of green education in enriching 

the connotation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Sanming College is located in the greenest city of Fujian. Through different strategi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universities we can find the correct positioning,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we will create characteristics 

like explaining the green university construction model and offering innovative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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