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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１０５６名在校大学生的调查数据，探究当代中国大学生研修气候变化课程的意愿与需求特征。结果表
明，８０％的学生愿意研修气候变化课程，其研修意愿与对气候变化的关心和感知程度等因素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愿意
研修的学生最期望的学分设置、考核方式和授课形式分别为“１分”“实践报告”和“参观／现场教学”。大学生对气候变
化课程内容的需求优先序为影响与后果＞缓解措施＞原因＞过程与历史＞气候变化政治学＞气候变化经济学。最后，提出
推进课程建设、加强人才培养、优化气候教育机制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气候教育；气候变化；大学生；ＫＡＮＯ模型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２４）０５－００４０－０８

　　为加深公众对气候变化的了解，实现减缓与
适应协同推进应对气候变化，气候教育（ｃｌｉｍ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或气候变化教育（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日益受到广泛关注。气候教育指的是通过
教育手段来增加学习者气候变化方面的知识，它

能够帮助受教育者了解气候变化产生的原因及其

带来的不良影响，促使其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好准

备［１］。部分国家尝试在正规教育中开设气候变

化教育课程并鼓励或强制学生学习［２］。但是，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只有不到

一半的国家的国民教育课程涉及气候变化，而且

即便涉及，程度也非常低［３］。由于低碳、绿色、生

态文明等概念与气候变化息息相关，气候教育实

际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

断推进，我国对气候教育的重视程度也逐渐提高。

２０２１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应对气候
变化的政策与行动》并提出要积极在国民教育体

系中突出包括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在内的生态文

明教育。２０２２年 ６月，由生态环境部等 １７个部
门联合发布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２０３５》提
出“通过学科教育、课外活动、讲座研讨等方式推

动适应气候变化进校园”等具体措施。

大学生群体是国家最重要的人才储备，也是

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人力资本［４］。对中国

而言，实现“双碳”目标离不开大学生这一重要群

体，因为他们不仅是当前政策框架下的行动者，也

可能是未来政策的制定者，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具有持续且深远的影响。在高校课堂上广泛开展

气候变化教育，有助于帮助在校大学生形成正确

价值导向下的气候变化意识，鼓励和推动学生采

取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提升中国应对气

候变化的人力资本水平［５］。因此，加强高校气候

教育是高等教育服务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的客

观要求。目前，已有多所高等院校采取行动。例

如，全球９个国家的１２所顶尖高校在清华大学的
倡议下，于２０１９年联合发起并成立“世界大学气
候变化联盟”，该联盟各高校之间开展联合教育项

目和气候相关课程系统建设。事实上，早在２００７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

家方案》就提出要在高等教育中纳入气候变化普及

与教育的内容，使气候变化教育成为素质教育的一

部分。近年来，在高等教育体系中融入气候教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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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教育部于２０２２年发布《绿
色低碳发展国民教育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并提出要

鼓励高校开设碳达峰碳中和导论课程，引导大学生

围绕绿色低碳发展进行学习研讨。遗憾的是，当前

国内高校气候教育的发展水平仍然偏低，尤其缺少

受众广泛的通识教育课程。

为了更好地在高校开展气候变化教育，一些

基础性问题有必要弄清楚。为此，本文设定了如

下核心研究问题：当代大学生接受气候教育的意

愿强度如何？接受气候教育的意愿受到哪些因素

的影响？学生对气候变化课程形式与内容的需求

如何？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全国９所高校
１０５６名大学生的调查数据，利用 ＫＡＮＯ模型、计
量经济模型等多种研究方法，探究当代中国大学

生研修气候变化课程的意愿及驱动因素，挖掘学

生乐于接受的教学设计，分析大学生对气候变化

课程内容的需求特征，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１　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于在高校内实施气候教育的

研究比较丰富。根据主题和内容，相关文献可以

分为以下三类：

（１）大学生对气候变化知识的需求研究。现
有研究大多发现大学生对气候变化的了解并不充

分，其相关知识储备及获取渠道欠缺。例如，一项

基于２１０名尼日利亚大学毕业生的研究发现，学
生从大学课堂获取的气候变化信息远远少于互联

网和国际媒体，超过７０％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在本
科和研究生阶段开设关于气候变化的必修课［６］。

Ｗａｃｈｈｏｌｚ等通过对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３７５名学
生进行调查后发现，虽然学生的气候变化知识比

较匮乏，但他们对气候教育的相关课程（例如讲

授如何减少自身的碳排放）表示出强烈兴趣［７］。

对气候变化缺乏了解的现象在中国高校内并不少

见。例如，一项针对 １２８７名中国医学类大学生
进行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只有５８％的受访者能
够正确识别气候变化的原因［８］。

（２）气候教育的形式与内容研究。对于如何
在高校开展气候教育，现有研究也进行了诸多探

讨。ＭｏｌｔｈａｎＨｉｌｌ等构建了大学气候教育的概念
框架，提出附加化、主流化、专业化和连接化４种
教学模式［９］。Ｍｏｎｒｏｅ等对４９篇相关文献进行梳
理总结后认为，气候教育的成功实施主要依赖两

个策略，即不仅要将气候变化与个人及其经历相

关联，还要采用能够激发学生主动性和参与性的

教学方法。此外，该文还提出４个必要的教育主
题：（１）通过协商和讨论的形式，理解气候变化观
点与知识；（２）与科学家互动并增加科学体验；
（３）澄清对气候变化的误解；（４）实施校园和社区
气候变化项目［１０］。对于具体的课堂教学形式，研

究普遍认为生动和多样化的教学形式更有利于气

候教育的开展。例如，ＭｃＣｒｉｇｈｔ等认为气候教育
应与交叉学科相融合。气候变化课程不仅要讲解

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也需要社会科学学者讲授

人类如何在认知和行为上对气候变化作出

回应［１１］。

（３）高校开展气候教育的效果研究。对于已
经开展气候教育的大学，学者们对其所取得的成

效展开了广泛讨论。ＭｃＮｅａｌ等发现在课堂上采
用联合教学法开展气候教育后，大学生的气候知

识水平和对气候变化的感知程度均显著提高。此

外，采用播放电影和对话讨论的形式时，学生的参

与度显著提高［１２］。一项针对美国大学生的跟踪调

查研究发现，在课程结束后，他们在气候变化方面

的信息素养和兴趣均得到提升［１３］。此外，气候教

育还能改变学生对于气候变化的看法与观点。一

项针对美国１１７３名大学毕业生的研究发现，大学
开设气候变化课程能够使个体更加坚定地相信气

候变化的发生，甚至会使原来对气候变化持保守观

念（如怀疑或犹豫）的学生接受气候变化这一科学

事实［１４］。但也有研究得到不同结论，例如 Ｌｉ和
Ｌｉｕ通过对中国台湾１４６名大学生展开研究发现，
经过４个学期的气候和环境教育，虽然学生的气候
变化知识水平和对气候变化的关心程度得到显著

提高，但其对气候变化的看法几乎没有改变［１５］。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如何在高等教育体系内

开展气候教育进行了丰富探讨，但仍有几点亟须加

强。首先，基于国内数据的研究还非常少。其次，

现有研究忽视了受教育主体———大学生对气候变

化教育的需求。实际上，无论针对气候变化课程的

形式还是内容，基于学生需求的研究都很欠缺。最

后，现有研究大多使用描述性统计或方差分析等方

法展开研究，较少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等实证研究

手段展开深度分析。为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本研

究拟利用实证研究方法探究当代中国大学生研修

气候变化课程的意愿及需求特征。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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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２．１　研究方法
２．１．１　研修气候变化课程意愿的回归模型

对于是否研修气候变化课程，大学生存在

“愿意”和“不愿意”两种情形，属于典型的二元选

择情景。为此，利用二元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来分析大学
生研修气候变化课程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表达

式可以写成：

Ｙｉ ＝β０＋∑βｉＸｉ＋εｉ，Ｙｉ＝
１，当Ｙｉ ＞０

０，当Ｙｉ ≤０{
（１）

式中：Ｙｉ 为不可观测的潜在变量；Ｙｉ为实际观测
到的因变量，表示大学生是否愿意研修相关课程，

若“愿意”则取值为１，反之为０；Ｘｉ是解释变量，
包括性别、专业、气候变化知识水平、感知等；εｉ
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

２．１．２　气候变化课程内容需求分析的 ＫＡＮＯ
模型

ＫＡＮＯ模型是以其提出者———日本狩野纪昭
（ＮｏｒｉａｋｉＫａｎｏ）教授的名字命名的，起初用于分析
用户满意度与产品性能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而

了解用户对某种需求的偏好并进行优先排序。本

文采用ＫＡＮＯ模型，分析大学生对气候变化课程

内容的需求。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参考 Ｅｉｌａｍ等人的研究［１６］，在咨询相

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将气候变化课程内容分为

６类，即气候变化的“原因”“过程与历史”“影响
与后果”“缓解措施”“气候变化政治学”和“气候

变化经济学”。

其次，对于表示“愿意”研修气候变化课程的

学生，在问卷中分别从正向（即如果“提供”）和反

向（即如果“不提供”）两个角度设置问题，询问其

对每一类课程内容的满意程度，答案包括５个不
同程度的选项：“很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

意”和“很满意”。

再次，根据正向和反向问题的回答对６类课程
内容的需求属性进行分类（见表１）。其中：魅力型
属性表示若提供该课程内容，学生会满意，若不提

供也并不会表现出明显的不满意；期望型属性表示

若提供该课程内容，学生会满意，若不提供，则会表

示不满意；必备型属性表示若提供该课程内容，学

生不会表现出明显的满意，但若不提供则会明显不

满意；无差异型属性表示无论提供或不提供，态度

都一样；反向型属性又称逆向需求，表示提供该课

程内容反而会招致大学生的反感；可疑结果表示需

求表达的逻辑机理有待进一步确认。

表１　课程内容的ＫＡＮＯ模型属性分类

提供该课程
不提供该课程

很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很不满意

很满意 可疑结果 可疑结果 魅力型 期望型 期望型

满意 可疑结果 无差异型 魅力型 期望型 期望型

一般 反向型 无差异型 无差异型 必备型 必备型

不满意 反向型 反向型 无差异型 无差异型 可疑结果

很不满意 反向型 反向型 反向型 可疑结果 可疑结果

　　最后，针对每类课程，计算每种需求属性的比
例，占比最大的属性为该课程的需求类型属性。

此外，还可以计算每类课程内容的 ＢｅｔｔｅｒＷｏｒｓｅ系
数并进行排序。计算公式如下：

Ｂｅｔｔｅｒ－Ｗｏｒｓｅ系数＝Ｂｅｔｔｅｒ系数－Ｗｏｒｓｅ系数＝
｛Ｐ魅力型＋Ｐ期望型｝／｛Ｐ魅力型＋Ｐ期望型＋Ｐ必备型＋Ｐ无差异型｝－
（－１）×｛Ｐ期望型＋Ｐ必备型｝／｛Ｐ魅力型＋Ｐ期望型＋Ｐ必备型＋Ｐ无差异型｝

（２）
式中：Ｐ为某项需求类型出现的频率；Ｂｅｔｔｅｒ系数
为提供某类课程内容对大学生满意度的影响程

度，一般为正；Ｗｏｒｓｅ系数为不提供某类课程内容

对满意度的影响程度，一般为负；ＢｅｔｔｅｒＷｏｒｓｅ系
数综合反映提供和不提供某类课程对大学生满意

度的影响程度，该数值越大，代表学生对课程内容

的需求程度越高。

２．２　变量选取
２．２．１　被解释变量

对于研修气候变化课程意愿的回归模型，被

解释变量为大学生是否愿意研修气候变化课程。

使用“如果学校开设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课程，您

愿意参加吗？”进行提问，若回答为“愿意”则赋值

１，“不愿意”为０。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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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解释变量
大学生对气候变化课程的需求可能还受到个

体特征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参考相关研

究的基础上［１７－１９］，还加入大学生的性别、年级、专

业、政治面貌、父母受教育程度等个体和家庭特

征。同时，模型中还加入时事政治关注程度、气候

变化关心程度、气候变化影响感知和后果感知等

心理变量。此外，大学生既有的气候知识也可能

对其气候变化课程需求产生影响，因此使用客观

题的方式来对气候变化知识水平进行准确测量。

最后，气候变化活动参加经历以及城市虚拟变量

也被加入模型。

各变量的含义与赋值见表２。

表２　变量含义与赋值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含义与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是否愿意参与 如果学校开设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课程，您愿意参加吗？（１＝愿意；０＝不愿意） ０．８０ ０．４０

解释变量

性别 性别（１＝男；０＝女） ０．４０ ０．４９

年级 当前就读年级（１＝大一；２＝大二；３＝大三；４＝大四；５＝大五ａ） ２．３５ １．００

专业 就读专业类型（１＝理工农医类；０＝人文社科类） ０．６４ ０．４８

父母最高学历
父母最高学历（１＝小学及以下；２＝初中；３＝高中／中专／职高及同等学力；４＝

大专／本科及同等学力；５＝硕士及以上学历）
２．８６ ０．９７

党员 是否党员（１＝中共党员，包括预备党员；０＝其他） ０．１３ ０．３３

团员 是否团员（１＝共青团员；０＝其他） ０．８１ ０．３９

广州 是否在广州（１＝广州；０＝其他） ０．３１ ０．４６

武汉 是否在武汉（１＝武汉；０＝其他） ０．３６ ０．４８

时事政治关注程度
您关注时事政治的频率是？（１＝从不关注；２＝很少关注；３＝有时关注；４＝经

常关注；５＝总是关注）
３．２５ ０．７４

气候变化关心程度
您是否关心气候变化？（１＝非常不关心；２＝比较不关心；３＝一般；４＝比较关

心；５＝非常关心）
３．６０ ０．７６

气候变化知识水平
共５道气候变化知识性问题ｂ，回答正确计１分，答错或者不知道计０分。计

算气候变化知识总得分
２．６９ １．１４

气候变化影响感知

您认为地球、国家、家乡以及自己分别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有多大？（１＝影响

非常小；２＝影响较小；３＝影响一般；４＝影响较大；５＝影响非常大。计算４个

问题的平均得分）

３．７５ ０．６３

气候变化后果感知

您认为气候变化带来极端天气（干旱洪涝等）增多、海平面上升淹没低洼地

区、疾病传染威胁加大、粮食安全遭受威胁、水资源矛盾突出的可能性分别如

何？（１＝完全不可能；２＝不太可能；３＝说不清；４＝比较有可能；５＝非常有可

能。计算５个问题的平均得分）

４．２０ ０．６２

气候变化活动

参加经历

您之前参加过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活动（如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吗？（１＝从

没参加；２＝很少参加；３＝有时参加；４＝经常参加；５＝总是参加）
１．８５ ０．８２

　　注：ａ包括医学等专业学生。

ｂ包括３个选择题和２个判断题（所有题目除提供１个正确答案和其他错误答案外，均包括１个“不知道”选项），分别是（括号内

为正确答案）：“双碳”指的是什么（碳达峰、碳中和）；下列哪一个不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气体（二氧化硫）；第２６届联合国气

候变化大会是在哪一年召开的（２０２１年）；生产１千克牛肉比生产１千克小麦排放的温室气体更多（正确）；关于气候变化的预测

只能被认为大概率是对的，不能做到１００％准确（正确）。

２．３　数据来源
数据收集采用的是多阶段抽样方法。首先，

在中国的东、中、西部各选取１个代表性城市作为
调研地区。其次，在每个城市选取３所大学作为
样本学校。最后，在每所大学随机抽取 １００～１５０
名本科生进行调查。考虑到各地区环境和经济发

展水平的差异，分别选取广州、武汉和西安作为开

展调研的城市。根据２０２１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可知，无论是拥有的普通高等学校数量，还是

在校普通本专科人数，这３所城市在全国主要城
市（包括直辖市和地级市）中均排名前５，在中国
高等教育办学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外，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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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高校时，综合考虑多样化的办学水平和办学特

色。最终选取的９所大学分别是：广州的华南理
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和广东工业大学；武汉的华

中师范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和湖北工业大学；西安

的西安交通大学、长安大学和西安财经大学行知

学院。

本次调查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９日至２７日通过
分发网络问卷的方式进行。为提高答卷质量，答

题者一开始就被告知：问卷一旦被认定有效，将会

奖励５元人民币。最后，共有 １５０３名参与者提
交问卷。为确保数据的有效性，问卷设置了两个

反向问题用于排除具有矛盾答案的样本。在剔除

信息不完整和不准确的无效问卷后，共有 １０５６
份有效问卷的数据可用于分析。

表２也展示了样本整体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从性别来看，样本中的女性占比 ５９．７５％，男性占
比４０．２５％；从年级来看，大二年级学生占比最高，

达到３８．７３％；从专业来看，理工农医类专业占比
达到６３．６４％，人文社科类专业占比为 ３６．３６％。
此外，在所有的调查对象中，愿意研修气候变化相

关课程的学生占比 ８０．４９％，不愿意的仅占
１９．５１％，表明大部分受访学生对气候变化课程持
开放和欢迎的态度。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父母受教育水平与个体主观特征影响大学

生对气候变化课程的需求

表３展示了研修气候变化课程意愿Ｐｒｏｂｉｔ模
型的系数估计结果及边际效应。同时，为了消除

异方差的影响，估计模型时使用异方差稳健标准

误。模型卡方检验的统计量数值为 １３１．４３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整体上拟合效果
较好。

表３　研修气候变化课程意愿的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结果

变量 估计系数 稳健标准误 ｔ值 边际效应

性别 －０．０３４ ０．１０３ －０．３３ －０．００８

年级 ０．０１０ ０．０５１ ０．１９ ０．００２

专业 －０．１６７ ０．１０５ －１．５９ －０．０４０

父母最高学历 －０．１７４ ０．０５０ －３．４８ －０．４０１

政治面貌（以“群众”为基准组）

党员 －０．４３０ ０．２４５ －１．７５ －０．１０２

团员 －０．２２９ ０．２０４ －１．１２ －０．０５４

学校所在城市（以“西安”为基准组）

广州 －０．１３１ ０．１２０ －１．０９ －０．０３１

武汉 ０．０２１ ０．１１９ ０．１８ ０．００５

时事政治关注程度 －０．０３４ ０．０７１ －０．４７ －０．００８

气候变化关心程度 ０．４２３ ０．０６８ ６．２５ ０．１００

气候变化知识水平 ０．１７４ ０．０４４ ４．０１ ０．０４１

气候变化影响感知 ０．１６８ ０．０８３ ２．０２ ０．０４０

气候变化后果感知 ０．０９６ ０．０８６ １．１２ ０．０２５

气候变化活动参加经历 ０．２８１ ０．０６８ ４．１５ ０．０６６

常数项 －１．５７３ ０．４８６ －３．２４

卡方值 ＬＲｃｈｉ２（１４）＝１３１．４３

显著性水平 Ｐ＜０．０００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从系数估计结果来看，父母最高学历的系数
显著为负，说明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子女研修

气候变化课程的意愿越低。这可能是因为，受过

较高程度教育的父母更具有自我强化的特征，尤

其注重孩子在专业领域的发展［２０］，导致学生对本

专业外知识的兴趣和需求不大，研修气候变化课

程的意愿不强。气候变化知识水平的估计系数显

著为正，表明现有知识水平越高的学生越愿意通

过参与课堂来进一步补充气候变化知识。此外，

气候变化关心程度和气候变化影响感知变量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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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对气候变化影响感知越强、关

心程度越高的学生更有可能表现出对气候变化的

知识性需求。最后，气候变化活动参加经历的估

计系数显著为正，可能是因为参加过相关活动的

学生更加相信自己的行为能对气候变化产生影

响［２１］，从而更愿意研修气候变化相关课程来进行

自我提升。

３．２　大学生倾向于实践类考核方式与开放式教
学形式

随后，对愿意研修气候变化相关课程的大学

生所希望的教学设计展开调查。教学设计的具体

内容包括学分设置、开展形式和考核方式３个方
面。图１～３分别展示了教学设计 ３个方面的调
查结果。

从学分设置来看，选择１分的学生占比最多，
达到了 ４４％，其次是选择 ２分的学生，占比为
３１％，说明该类课程所占学分不宜过高。实际上，
这与大部分高校通识类课程学分为 １～２分的情
况较为符合，表明气候教育以公选课的形式开展

具有良好的前景。

图１　学生最期望的课程学分

从最期望的课程考核方式来看，选择实践报

告和开卷考试的学生比例最高，分别达到了４９％
和４２％，这表明大部分学生都不倾向于传统的知
识检测方式（如闭卷考试），说明学生虽然愿意接

受气候变化教育，但不想增加额外的学习负担。

图２　学生最期望的课程考核方式

从学生最期望的授课形式来看，选择现场教

学和参观教学的学生比例最大，均达到了 ３０％，
选择网络教学、小组展示与讨论的学生占比分别

为１９％和１６％。这表明采取丰富多样、生动活泼
的教学形式对实现气候教育目标至关重要。在保

留一定程度传统现场教学的基础上，通过网络教

学、现场参观等多种形式串联课堂内容、提高学生

兴趣和效率的教学方式值得进一步推广，尤其要

注重通过“参与式”与“体验式”教学来加深学生

的理解。

图３　学生最期望的课程开展形式

３．３　气候变化的影响与后果、缓解措施和原因是
需求优先的课程内容

表４展示了 ６类气候变化课程内容的需求
属性分布情况和识别结果。除了“气候变化经

济学”属于魅力型需求，其余 ５种气候变化课程
内容均属于期望型需求。可见，学生对学校提

供的这些气候变化课程内容普遍表示满意，说

明当代大学生对气候变化相关知识的需求比较

旺盛。与此同时，对于“气候变化经济学”，学生

并不会对“不提供”表现出明显的不满意，但对

于其他５种课程内容，若不提供，学生会表现出
明显的不满。

此外，表 ４还计算了各类课程内容的 Ｂｅｔｔｅｒ
系数、Ｗｏｒｓｅ系数以及 ＢｅｔｔｅｒＷｏｒｓｅ综合系数，并
根据综合系数按照需求优先程度从高到低进行了

排序。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气候变化的“影响与

后果”“缓解措施”和“原因”，三者的 ＢｅｔｔｅｒＷｏｒｓｅ
综合系数非常接近。排在最后两位的是“气候变

化政治学”和“气候变化经济学”，ＢｅｔｔｅｒＷｏｒｓｅ综
合系数仅为１．１１和０．９４，这可能是因为这２类课
程内容涉及具有深度的社会科学知识，学生不愿

为此增加学习负担。

５４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２４年第５期

表４　气候变化课程内容的ＫＡＮＯ模型属性分布情况与需求优先序

课程内容
不同属性占比／％

必备型 期望型 魅力型 无差异型 反向型

Ｋａｎｏ属性

分类

Ｂｅｔｔｅｒ

系数

Ｗｏｒｓｅ

系数

ＢｅｔｔｅｒＷｏｒｓｅ

综合系数

影响与后果 ２．４７ ７４．３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１２ ０．５９ 期望型 ０．８５ －０．７７ １．６２
缓解措施 ２．７１ ７２．５９ １１．６５ ９．６５ ０．５９ 期望型 ０．８５ －０．７６ １．６１
原因 ３．８８ ６６．１２ １３．１８ １４．４７ ０．１２ 期望型 ０．８１ －０．７９ １．６０

过程与历史 ４．１２ ５２．００ １６．２４ ２０．９４ ４．５９ 期望型 ０．７３ －０．５９ １．３２
气候变化政治学 ３．７６ ４０．９４ ２２．４７ ２８．００ ２．９４ 期望型 ０．６５ －０．４６ １．１１
气候变化经济学 ２．３５ ２１．４１ ４７．１８ ２４．４７ ２．５９ 魅力型 ０．７０ －０．２４ ０．９４

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全国９所高校１０５６名大学生的

调查数据，分析了当代中国大学生研修气候变化

课程的意愿与需求特征。研究发现：①从整体样
本来看，有８０％的学生表示愿意研修气候变化课
程，此外，父母受教育程度对研修意愿的影响为

负，而对气候变化的关心程度、影响感知以及参加

相关活动的经历均显著提高了研修意愿。②愿意
研修气候变化课程的学生对学分设置的接受度为

１分＞２分＞１．５分＞０．５分＞其他，对考核方式的接
受度为实践报告＞开卷考试＞闭卷考试＞其他，最
希望的授课形式依次为参观教学＝现场教学＞网
络教学＞小组展示与讨论＞课后练习。③从气候
变化课程内容需求属性分类来看，除了“气候变

化经济学”是魅力型外，其余 ５种课程内容都属
于期望型。按照 ＢｅｔｔｅｒＷｏｒｓｅ综合系数得到的需
求优先序为影响与后果＞缓解措施＞原因＞过程与
历史＞气候变化政治学＞气候变化经济学。

本研究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具

体如下：

（１）为满足气候教育的数量需求，应全力推
进气候教育进高校，完善气候教育课程体系。应

在现有水平上不断提高气候变化课程供给数量，

不仅在核心课、选修课等专业类课程中普及气候

变化相关知识，还要增设更多的公选课、通识课等

多种类型的课程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此外，

细化和完善气候变化相关课程分类，建立涵盖气

候自然科学基础、社会科学解决方案、低碳生活与

个人行动等多个方面的课程内容体系，尤其是重

点加强绿色生态价值观的建设与培育。

（２）为满足气候教育的质量需求，应加强授
课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提升气候教育质量。基

于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应鼓励老师将碎片化的气

候变化知识穿插在日常教学和指导中，大力推广

体验式、参与式、主动式教学形式（例如参观教

学），结合丰富生动的教学手段，活跃气候教育的

课堂氛围。此外，可将气候教育与课外实践（如

“低碳校园”建设）相结合，实现融教于学、融学于

做，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夯实人力资本。

（３）为满足气候教育的结构需求，高校气候
教育应注重因材施教，优化气候教育实施机制。

开展气候教育前应该充分调研学生的需求，针对

不同的专业、年级和兴趣等制定个性化的气候教

育课程方案，减少气候教育供需错位。例如：针对

高年级学生开设气候变化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

内容；对于比较关心气候变化的同学，则向他们介

绍更多气候变化原因、后果和缓解措施等方面的

知识。此外，在学分设置和考核方式上充分尊重

学生的意见，运用更加开放、不过多增加学习压力

和负担的教学设计（如提交实践报告），提高学生

对气候变化课程的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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