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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可持续发展教育评价是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可持续发展教育规范化的保证。中国

关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教育评价机制并不太完善, 本文通过确定评价指标的科学依据和设置基本原则,构建对

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评价体系,包括环境指标、社会指标和学分指标三类指标, 并对此评价体系进行综合

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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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aluation of education under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 le developm en ,t promoting standardization activities of the

education for sustainab le developmen,t is an mi portan t part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 le developm en.t A students evaluation sys

tem of education under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 en t that is not perfect inChina, w ith th ree types of ind icators includ ing

environmental ind icators, social ind icators, cred it index is constructed by iden tify ing scientific evidence of index system and set

ting bas ic principles. A comp rehensive evaluation for th is studen ts evaluation system is also undert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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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教育是 21世纪人类面临的重要议

题,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举措。通过可持续发

展教育培养可持续发展所需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生

活方式。可持续发展教育已经被视为一个学习如何

在考虑到经济、生态和所有社会平等的前提下作出决

策的过程。可持续发展教育评价可以促进可持续发

展教育工作目标的实现,是可持续发展教育不可缺少

的激励机制体系。因此,建立一个完善的可持续发展

教育评价体系意义重大。然而,在构建可持续发展教

育评价体系的研究成果中,关于学生可持续发展教育

的评价体系还不多,可持续发展性的学生评价可以充

分发挥教育评价的导向、激励、改进等功能, 通过评价

主体的多元参与,评价过程的反馈、调整,评价内容的

全面、多样,评价过程的全程、动态等, 能够有效调动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能帮助学生正确地认识

自己,增强发展信心, 激励学生实现更好的发展。本

文主要研究学生的评价体系, 目的在于建立能够评价

学生接受可持续发展教育程度以及学生综合素质水

平的机制,这对在教育工作中研究学生学习与发展的

过程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 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

随着时代的进步, 环境教育不再适应社会的发

展,环境教育转变到可持续发展教育是必然趋势。

在中国学校,从 20世纪 70年代至今已发展三十多

年的环境教育, 虽然已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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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丰富的教育体系
[ 1]

,但随着时代发展, 环境教育

必将被可持续发展教育所取代, 在环境教育逐渐过

渡到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新形势下,传统的正规教育,

例如教学信息体系、教学方法、教师教育观念等方

面,都将受到冲击和挑战
[ 2]
。

当前,可持续发展教育进入攻坚阶段,尚有广大

的青少年需要进行可持续发展教育, 可持续发展教

育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其相关的各个领域, 是

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课程,但是在教育过程中, 一些问

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可持续发

展教育没有得到各级教育机构的关注,可持续发展

教育地位难以提升,其主要原因是环境教育和可持

续发展教育是插入式教育
[ 3]
, 与传统教学内容的结

合程度有限,学生对可持续发展教育不能完全了解。

另外,传统的评价机制也阻碍了可持续发展教育真

正进入课堂,关于可持续发展教育评价的体系尚不

完善,能够准确评估学生受教育程度的评价体系建

设相对滞后。

目前,中国关于可持续发展教育评价与评估的方

法和体系尚不完善。可见的文献主要有王民主编的

 可持续发展教育评估探索 ![ 4 ]
以及两篇论文

[ 5- 6]
。

三篇文献对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评估都处于探索阶段,

主要针对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目标、过程、内容和效果,

以及学生的反映和教师教育的质量等方面进行评价,

而忽视了将可持续发展教育纳入整个教学评价体系,

凸现可持续发展教育评价的被动和无力。加强可持

续发展教育评价方法的优化、评价体系的完善有利于

真正改善可持续发展教育推广不力的局面, 为真实、

有效地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 (中国 ESD -

EPD教育项目 )的目标打下坚实基础。因此, 本文主

要针对学生进行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评价, 并建立具体

的评价体系。

2 可持续发展教育评价的依据和设计原则

可持续发展教育评价指标的确定, 是一件责任

重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有科学的方法、严谨

的态度、求真务实的精神,更需要有翔实而科学的依

据,包括: ( 1)教育方针、政策、法规; ( 2)教育理论知

识; ( 3)教育规律; ( 4)教育工作实际
[ 7]
。随着可持

续发展教育工作的全面深入的推进, 可持续发展教

育评价活动赖以广泛开展的理论、政策法规和现实

条件已日渐成熟, 从而预示着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

评价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为了建立一个可行的可持续发展教育评价指标

体系,还需要明确设计原则,依据这一设计原则合理

地设计可持续发展教育评价指标体系的框架结构和

指标内容,设计可持续发展教育评价体系一般应遵

循以下基本原则: ( 1)科学性原则。科学、客观、全

面是做好可持续发展教育评价工作的基本保证
[ 8]
。

( 2)系统性原则。可持续发展教育评价体系应相对

比较完备,使其作为一个整体能够综合、全面地反映

一个国家或地区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重要方面或主要

特征
[ 8]
。 ( 3)可操作性原则。制定评价指标不仅要

考虑覆盖面,还要考虑等级稠密度, 力求简单易行,

可操作性较强
[ 9]
。 ( 4)量化性原则。可持续发展教

育评价体系中的指标应具有可测性和可比性, 尽可

能地使用定量指标,有定性指标也应有一定的量化

手段与之相对应
[ 9 ]
。 ( 5)独立性与稳定性原则。可

持续发展教育评价体系中的指标应当互不相关、彼

此独立, 还要求评价体系的指标内容在一定时期内

保持相对稳定
[ 9]
。 ( 6)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对不同

对象的评价, 既有学生本人的主观评价,又重视外界

或其他方法对学生的客观评价, 以此作为综合的评

价结果
[ 5]
。

3 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评价体系构建

在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国际实施计划 ( 2005-

2014) 草案中明确指出: 对可持续发展而言教育是

关键。实际上,教育和可持续性紧密相连; 可持续发

展教育,必须考虑可持续性的 3个领域, 即环境、社

会 (包括文化 ) 和经济。对于可持续发展教育评价

体系的构建, 也要由环境指标、社会指标、经济指标

三个体系组成。确立可持续发展教育评价体系, 是

评价教育系统可持续发展状态的一个核心和关键的

环节。指标体系涵盖得是否全面、层次结构是否清

晰合理,直接关系到评价质量的好坏。本文主要建

立学生的评价体系,其主要由环境指标、社会指标和

学分指标构成。

3. 1 环境指标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 人

与自然的矛盾突出,解决个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

自然的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只有通过教育才

能使人们确立正确的环境伦理, 认识到自己对自然、

对社会及其对未来的责任, 搭建起由知到行、由此及

彼、由理念到实践的桥梁和中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可持续发展中的问题。环境指标是对学生环境素养

的评价,环境教育是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重要内容。

环境素养这一概念被提及和论述是在 20世纪 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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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后,对于环境素养的概念和理论阐述,人们至今也

未取得一致,但在一些基本层面上已达成许多共识,

如 Marc inkow sk i( 1990)综合文献中列出一些学者对

环境素养的研究,并认为它至少包括 9方面含义, 如

对待环境及其问题的感知、价值评价、知识了解与技

能掌握等
[ 10]
。Vo lk等人通过对环境教育的分析, 研

究了环境教育不仅注重知识的培养, 还要培养公民

的环境意识并愿意对重要环境问题采取行动
[ 11]
。

陈德权等人认为
[ 12]

,环境素养主要包括对环境知识

的掌握程度,环境行为能力的大小以及环境意识的

强弱 3个方面。在环境指标体系中,本文主要从环

境知识、环境意识和环境行动三个方面的指标对学

生进行评价 (见表 1)。

环境知识是影响环境意识的重要因素, 环境知

识的缺乏直接影响了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学生在

环境教育过程中要了解环境以及与环境有关的资

源、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知识,环境知识掌

握的多少是学生可持续发展教育评价的基本指标。

2007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 (简本 )中将环

境知识分为环境知识知晓度和环境知识传播渠道两

个方面
[ 13]

,陈德权等
[ 12]
将环境知识的掌握情况分

为知识了解程度和了解知识途径, 本文将环境知识

指标分为环境知识了解程度和环境知识获取途径。

再划分下一具体指标中,本文参考陈德权等
[ 12]
的评

价体系,将环境知识了解程度分为了解古今中外环

境哲学知识量、对当前环境事件知晓量、对环境专业

性术语概念理解水平、对环境相关专业学科知识了

解程度、环境对人类的意义理解程度以及对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知晓量 6个具体指标;将环境知识获取

途径分为正规教育与职业培训所学知识的比例、媒

体资讯等方式各占比率、亲身观察接触所占比率 3

个具体指标。

可持续发展教育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环境意识。

环境意识指的是人们对于环境本身、人与环境的相

互关系和环境保护的认识等各种认识的总和, 它主

要包括思想、观点、理论等环境的理性认识层次和心

理、态度等环境的感性认识层次两个层面
[ 14]
。环境

意识的提高决定着环境保护的认识和进步, 环境意

识是学生可持续发展教育评价体系的重要指标。王

民
[ 15]
将环境意识分为环境认识观、环境价值观、环

境伦理观、环境法制观和环境保护自觉参与观 5个

组成部分。角媛梅等
[ 16]
认为环境意识包括环境保

护意识、环境资源意识、环境道德意识、环境参与意

识、环境法制意识、绿色消费意识和环境关注意识。

王金亮等
[ 17]
将环境意识分为认识意识、关注意识、

行为意识和道德意识。本文将环境意识指标分为环

境关注意识、环境评价意识、环境道德意识、环境法

制意识和环境参与意识 5个指标。角媛梅等
[ 16]
将

环境关注意识分为关注程度和环保意识; 环境道德

分为对废弃物的处理方式和对践踏草坪者的处理方

式。王金亮
[ 17 ]
等把环境关注意识分为关注环境污

染、关注生态破坏和关注环境教育;环境道德意识分

为环境道德观念和环境道德准则。王民
[ 15]
认为环

境伦理观包括树立新的环境伦理道德观念、自觉遵

守环境伦理道德原则和建立普遍的环境伦理道德规

范;环境法制观包括尊重每个人的环境权、承担保护

环境的义务和责任和正确理解和自觉遵守国家环境

保护的方针政策。本文将环境关注意识分为是否关

注周围生活环境变化、是否关注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等环境问题和是否关注环境教育;将环境评价意识

分为是否对环境价值有正确的评价和是否能正确分

析环境与人类、经济、发展的关系; 将环境道德意识

分为是否有环境道德观念和是否自觉遵守环境道德

规范;将环境保护法制意识分为是否尊重每个人的

环境权、是否愿意学习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是否自

觉遵循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将环境参与意识分为是

否愿意自觉保护环境和是否愿意参加与环境保护有

关的社会公益活动。

环境行为是环境意识的最终表现和衡量标准。

环境行为指的是人们基于个人的情感、认识、责任感

和价值观,为了环境保护和影响生态环境问题的解

决而采取的有意识行为
[ 18]
。环境行为包括环境管

理行为和环境说服行为,环境管理行为指的是了解、

关心环保问题,自觉参与环保活动,是人们在环保方

面的外在表现
[ 19]
。马艳

[ 14]
认为环境管理行为方面

可以从生活环保习惯和社会环保参与状况两个指标

进行评价。环境说服行为指的是对他人破坏环境的

行为干预,包括劝说,制止他人破坏环境的行为。本

文将环境行为分为环境管理行为和环境说服行为 2

个指标, 又将环境管理行为分为是否有良好的生活

环保习惯、是否经常参加社会环保公益活动和宣传,

是否为解决身边环境污染问题做出的努力; 环境说

服行为分为是否劝说他人破坏环境的行为和是否制

止破坏环境的行为。

3. 2 社会指标

在应试教育中,对学生学习结果的评价注重的是

智力因素的发展,而对非智力因素的发展予以轻视。

科学的教育评价不仅要评学生在知识、能力等认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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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发展,还要评价其情感、意志和人格等非智力因

素的发展。乾达门
[ 20]
在构建学生素质评价办法时,

把学生素质评价指标体系分为:思想品德素质、学业

素质、身体素质和日常表现四个指标。潘玉驹等

人
[ 21]
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指标体系中将非学业因

素分为思想道德状况、能力状况和体能状况。对学生

要进行综合全面的评价,所以在可持续发展教育评价

体系的社会评价中,主要是非智力因素的评价。本文

结合以上文献和胡中锋的 教育评价学![ 22]
从德育指

标、行为表现、交流与合作能力、实践创新、身心健康 5

个方面的指标进行评价 (见表 2)。

德育是中国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德育评价就是根据一定的德育目标和科学的

评价标准,运用现代科学评价技术手段,对学生的政

治品质、道德品质、思想品质 (包括知、情、意、行 )的

测试和评定
[ 23]
。本文主要参照胡中锋主编的  教育

评价学 ![ 23]
将德育指标分为政治立场、思想道德品

质和文明习惯 3个指标进行评价。依据首都经贸大

学 2008届毕业生 ∀德智体综合考评与创新学分 #评
定指标体系中基础项的指标将政治立场的具体指标

确定为是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否热爱祖国、

是否关心国家大事和是否了解祖国历史文化; 思想

道德品质的具体指标包括是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友谊观和审美观、是否树立集体主义精神、劳动观和

辩证主义唯物观、是否讲诚信有社会责任感和是否

遵守社会公德,努力提高道德素养;文明习惯的具体

指标为是否品行端正为人正直、是否孝敬父母、尊重

师长、关心同学、团结互助以及是否言行文明, 礼貌

恭谦、不骄不躁, 吃苦耐劳。

行为表现是最容易反映一个人的行为举止的一

个指标。从行为表现中可以简单地判别人与人的个

体差异。首都经贸大学 2008届毕业生 ∀德智体综合

考评与创新学分 #评定指标体系中基础项包括行为规
范、治学表现和校园生活。本文主要将行为表现分为

行为规范、学习行为态度和日常生活习惯 3个指标进

行评价,并对这三个指标的具体指标进行确定。行为

规范包括是否遵纪守法、是否自觉遵守校规校纪并认

真执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是否自觉主动维护学校良

好秩序和树立学校良好形象以及是否正确行使学生

权力并依法履行学生义务;学习行为态度包括是否崇

尚科学精神、端正学习态度、是否有明确的学习目的

和严谨的学习作风、是否刻苦努力, 勤奋好学,按时上

课,认真听讲、是否积极参与学术研究,努力提升学术

水平以及是否具有较强钻研精神,坚持提高学习能

力;日常生活表现包括是否生活俭朴,有序礼让, 注重

礼仪、是否具有安全意识,积极防止意外事故发生以

及是否认真遵守宿舍管理规定。

交流与合作能力是评价学生适应社会能力的基

本指标。在胡中锋的  教育评价学!中将交流与合

作能力分为表达能力、倾听能力和合作能力,本文将

交流与合作能力只分为交流能力和合作能力, 并将

交流能力的具体指标确定为是否能明确表达自己的

思想并准确回答他人的问题、是否善于运用各种方

法与人沟通、是否尊重他人,耐心倾听他人的观点意

见以及是否虚心接受他人的忠告和建议; 合作能力

的具体指标为是否能不限于个人关系,公平办事、是

否具有较强集体荣誉感,树立团队合作精神,不断提

高合作沟通能力以及是否积极协助各项活动并遵守

纪律,态度端正。

实践创新是学生提升自身能力必须的素质, 是

学生适应社会的必要条件。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

出: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 是国家

发展战略的核心, 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增强实

践创新能力势必成为当代学生的核心竞争力。本文

参考胡中锋的 教育评价学 ![ 22]
把实践创新指标分

为创新行为与实践行为两个指标,创新行为包括是

否积极参加研究性学习、在学习过程中是否有好奇

心,能大胆质疑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以及是否经常

寻找多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实践行为包括是否树立

志愿服务意识、传播志愿服务精神,提高志愿服务热

情、掌握志愿服务知识技能、是否积极参加学校、院

系、班级组织的各项实践活动,积极参加各种志愿服

务公益事业以及是否积极协助各项活动并遵守纪

律,态度端正。

健康状况指标是评价学生素养必不可少的内

容。21世纪是竞争的时代, 国家要发展强大必须要

有高素质的人才,而高素质人才作用发挥的前提是

必须有健康的体魄。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后备力

量,少年强则国家强,因而提高学生的身心素质是国

家发展的根源。本文根据胡中锋的  教育评价

学 ![ 22]
和首都经贸大学 2008届毕业生 ∀德智体综合

考评与创新学分#评定指标体系将健康状况分为身

体健康状况和心理健康状况两个指标,并确定具体

指标。身体健康包括是否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和是否有健康意识, 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心理健

康包括是否热爱生活, 有积极的人生观、是否能正确

评价自己,遇事不偏激、是否能很好地表达并控制自

己的情绪以及遇到挫折是否能有忍耐力与战胜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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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心和勇气。

3. 3 学分指标

在学生的评价体系中, 学分是重要的评价指标。

在可持续发展教育中,不仅注重学生的期末成绩, 还

注重学生的平时成绩,中国教育改革后,为了学生的

综合全面发展,实行了必修课与选修课,来适应学生

兴趣发展的需要,学生必须要修够一定的学分,达到

学校的标准。首都经贸大学 2008届毕业生 ∀德智体
综合考评与创新学分 #评定指标体系中设置了加分
项和减分项,加分项有学习成绩、社会工作、获奖情

况、校园活动志愿服务、学术创新等项目,减分项主

要是处分。依据  荆门石化中学素质学分实验方
案 !制定的荆门石化中学初中素质学分评价细则中
将学分分为基础学分和特长学分。本文将学分指标

分为基础学分和课外学分两个指标 (见表 3)。

基础学分即学生所修课程的成绩。学生所学课

程的成绩是平时成绩与期终成绩的综合,平时成绩

与期终成绩所占比例依照学校要求而不同。基础学

分指标又分为必修学分和选修学分两个指标。

课外学分即学生在学习学校设定的课程之外所

得的学分。可持续发展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 注

重学生的综合发展,因此在评价学生时,既要注意评

价知识掌握情况, 还要评价其他能力的发展情况。

本文参考首都经贸大学 2008届毕业生 ∀德智体综合
考评与创新学分#评定指标体系中的加分项和减分
项将课外学分指标分为获奖得分、学术创新得分、社

会实践得分以及处分 4个指标。评价学生不只是加

分还要考虑扣分项,才能全面评价一个学生的素质

和能力。获奖得分的具体指标为学生参加国家、省

市级比赛获奖得分以及学生获得个人荣誉奖项得

分;学术创新得分的具体指标为学生学术能力突出

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得分以及学生在某一学习领域

有显著创新成果得分; 社会实践得分的具体指标为

在社会实践、公益服务中贡献突出所得分; 处分包括

是否受过警告处分、是否受严重警告处分、是否受记

过处分以及是否受留校察看处分。

根据上述分析以及可持续发展教育评价指标体

系的设计原则和理论依据, 结合可持续发展教育的

具体表现,本文确定了构建学生可持续发展教育评

价体系。该指标体系由 3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

标、27个三级指标和 79个具体指标构成,见表 1、表

2、表 3。

表 1 可持续发展教育评价体系 -环境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 级 指 标

环境指标

环境知识

知识了解程度

了解古今中外环境哲学知识量

对当前环境事件知晓量

对环境专业性术语概念理解水平

对环境相关专业学科知识了解程度

环境对人类的意义理解程度

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知晓量

知识获取途径

正规教育与职业培训所学知识的比例

亲身观察接触所占比率

媒体资讯等方式各占比率

环境意识

环境关注意识

是否关注周围生活环境问题

是否关注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环境问题

是否关注环境教育

环境评价意识
是否对环境价值有正确的评价

是否能正确分析环境与人类、经济、发展的关系

环境道德意识
是否有环境道德观念

是否自觉遵守环境道德规范

环境保护法制意识

是否尊重每个人的环境权

是否愿意学习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是否自觉遵循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环境参与意识
是否愿意自觉保护环境

是否愿意参加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社会公益活动

环境行为

环境管理行为

是否有良好的生活环保习惯

是否经常参加社会环保公益活动和宣传

是否为解决身边环境污染问题做出的努力

环境说服行为
是否劝说他人破坏环境的行为

是否制止破坏环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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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可持续发展教育评价体系 -社会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 级 指 标

社会指标

德育指标

政治立场

是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是否热爱祖国

是否了解祖国历史文化

是否关心国家大事

思想道德品质

是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友谊观和审美观

是否树立了集体主义精神、劳动观和辩证主义唯物观

是否讲诚信,有社会责任感

是否遵守社会公德,努力提高道德素养

文明习惯

是否品行端正、为人正直

是否孝敬父母、尊重师长、关心同学、团结互助

是否言行文明,礼貌恭谦、不骄不躁,吃苦耐劳

行为表现

行为规范

是否遵纪守法,具有较强法纪观念和意识

是否自觉遵守校规校纪、认真执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是否自觉主动维护学校良好秩序、树立学校良好形象

是否正确行使学生权力,依法履行学生义务

学习行为态度

是否崇尚科学精神、端正学习态度

是否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和严谨的学习作风

是否刻苦努力,勤奋好学,按时上课,认真听讲

是否积极参与学术研究、努力提升学术水平

是否具有较强钻研精神、坚持提高学习能力

日常生活习惯

是否生活俭朴、有序礼让、注重礼仪

是否具有安全意识、积极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是否认真遵守宿舍管理规定

交流与合作能力

交流能力

是否能明确表达自己的思想并准确回答他人的问题

是否善于运用各种方法与人沟通

是否尊重他人,耐心倾听他人的观点意见

是否虚心接受他人的忠告和建议

合作能力

是否能不限于个人关系,公平办事

是否具有较强集体荣誉感,树立团队合作精神,不断提高合作沟通能力

是否能与他人一起确定目标并努力实现目标

实践创新能力

创新行为

是否积极参加研究性学习

在学习过程中能大胆质疑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

是否喜欢寻找多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实践行为

是否树立志愿服务意识、传播志愿服务精神,提高志愿服务热情、掌握

志愿服务知识技能

是否积极参加学校、院系、班级组织的各项实践活动,积极参加各种志

愿服务公益事业

是否积极协助各项活动并遵守纪律,态度端正

健康状况

身体健康状况
是否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是否有健康意识,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

心理健康状况

是否热爱生活,有积极的人生观

是否能正确评价自己,遇事不偏激

是否能很好地表达并控制自己的情绪

遇到挫折是否能有忍耐力与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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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可持续发展教育评价体系 -学分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学分指标

基础学分
必修课学分 学生必修各科的所得学分

选修课学分 学生选学的各科所得学分

课外学分

获奖得分
学生参加国家、省市级比赛获奖得分

学生获得个人荣誉奖项得分

学术创新得分
学生学术能力突出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得分

学生在某一学习领域有显著创新成果得分

社会实践得分 在社会实践、公益服务中贡献突出所得分

处分

是否受过警告处分

是否受严重警告处分

是否受记过处分

是否受留校察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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