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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文献计量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对5种同行评议的国际环境教育期刊在2007-2016年间

发表的1084篇文献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揭示近年来国际上环境教育研究的热点主题和研究前沿。研究表

明:环境教育的成效、可持续发展教育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是近年来国际环境教育研究的热点;环境教

育对个体行为改变的影响、环境教育对教师的作用以及自然体验,是近年来国际环境教育研究领域热度渐增

的前沿议题。研究试图用科学计量的方法审视当前国际环境教育研究的发展动向和联合国对未来教育的规

划,为国内环境教育研究提供客观有效的决策依据和数据支持。

关键词:环境教育;网络图谱;热点主题;研究前沿;CiteSpace

中图分类号:G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29(2019)02-0100-08

“环境教育”一词的产生可追溯到1948年,当时威尔士自然保护协会主席托马斯·普瑞查

(ThomasPritchard)在巴黎提出“我们需要有一种教育方法,可以将自然与社会科学加以综合”,他
同时建议将这种方法称为“环境教育”[1]。1957年,美国的布伦南(Brennan)在文章中首次将“环境

教育”作为专有名词使用[2]。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环境教育”一直被视为“保护教育”的同义词,直
到20世纪70年代,“环境教育”才随着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确立了自己的地位。1977年,第比利

斯会议发表的最后公报中明确了环境教育的目标。目标包括意识、知识、态度、技能和参与5个部

分,并将“环境教育”定义为:“一门属于教育范畴的跨学科课程,其目的直接指向问题的解决和当地

环境现实,它涉及普通、专业和校内外所有形式的教育过程。”[3]环境教育作为20世纪以来日益升

温的议题,已经受到许多国家的关注。环境教育自引入我国教育界以来,就在促进科学教育、素质

教育、道德教育、学科教学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独特的环境视角和倡导的新人道主义与新生

态伦理,为世人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反思现代教育体系的平台。2015年,联合国发布可持续发展

目标(SDGs),环境教育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更是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因此,用科学

计量方法厘清和审视国际环境教育的发展动向,有助于了解当前联合国对未来教育的规划方向,有
助于把握2015年以后人口、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前沿。

1934年,布拉福德(S.C.Bradford)提出了文献离散规律:“一个学科的绝大多数关键文献通常

都会集中发表于少数核心期刊。”[4]可见,对某一领域内核心期刊所刊载的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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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能从一个特定角度反映该领域的发展状况。因此,本研究应用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对

2007年以来国际上权威的环境教育领域学术期刊的文献数据进行信息可视化分析,绘制该领域研

究的科学知识图谱,以清晰地展现国际环境教育研究的热点主题和前沿演进,为国内环境教育研究

提供客观有效的决策依据和数据支持。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国际环境教育领域的5个同行评议学术期刊为研究对象,具体见表1。
表1 本文所研究期刊相关信息

期刊中文名 期刊英文名 创刊时间 期刊类别 影响因子

环境教育研究 EnvironmentalEducationResearch 1997 SSCI期刊 1.374
环境教育期刊 TheJournalofEnvironmentalEducation 1997 SSCI期刊 1.033
澳 大 利 亚 环 境
教育期刊

AustralianJournalofEnvironmentalEducation 2007 普通期刊 0.82

应 用 环 境 教 育
与交流

AppliedEnvironmentalEducationand
Communication

2002 普通期刊 0.593

国 际 地 理 与 环
境教育研究

InternationalResearchinGeographicaland
EnvironmentalEducation

2002 普通期刊 0.56

  这5个期刊的结构相似,包括原创文章、评论文章和书评等,虽然期刊定位各有侧重,但都注重

刊发环境教育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环保案例、理论突破、跨学科进展等,在环境教育研究领域具有

重要影响力。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收集的数据为5种期刊所刊载的研究论文,不包括书评部分。数据来源为美国科学

技术信息情报所(ISI)的 WebofScience(WOS)以及同行评议期刊收录更为广泛的SCOPUS数据

库。WOS数据库收录了《环境教育研究》2008-2016年发表的所有文献,共398篇;SCOPUS收录

了其余4种期刊2007-2016发表的全部文献,共686篇。两者合计1084条文献记录,应用

CiteSpace软件去重后,得到1060条有效可用文献记录。
(三)研究方法与工具

“文献共被引”概念于1973年由苏联情报学家伊林娜·马沙科娃和美国情报学家亨利·斯莫

(HenrySmall)分别提出[5]。“共被引分析”又称为“同被引分析”,作为引文分析的一个重要内容,
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文献的共被引关系反映了文献之间的研究方向或研究主题密切关

联,两篇文献共被引的频次越多,说明它们学术研究方向的关联性越强。因此,由多篇文献间的共

被引关系而形成的文献共被引聚类,反映了聚类文献之间共同的研究方向和关注的热点主题。通

过信息可视化的科学知识图谱表现出来的文献共被引聚类,揭示了科学知识领域主流研究的热点

主题及其知识结构。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为CiteSpace5.0软件。该软件由美国德雷赛尔大学陈超美博士开发,是一

种用于分析和可视化共引网络的Java应用程序。由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系统绘制的分时、
多元、动态网络图谱,可以揭示科学知识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并使研究者能够直观地辨识相应

学科领域的经典基础文献及学科前沿的演化路径[6]。本研究将使用此软件进行环境教育领域文献

共被引分析和突现文献分析,以此探究环境教育国际研究的热点主题和前沿演进。

二、结果与分析

(一)热点主题

研究热点是指在某一时间段内,有内在联系的、数量相对较多的一组论文所探讨的研究议题或



专题。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看,可以从文献的共被引网络的聚类结构来分析某研究领域的研究热

点和主要方向[7]。用CiteSpace软件对2007-2016年的文献数据的共被引网络进行图谱绘制,共
包括68个节点、100条连线。

在国际环境教育研究文献共被引网络的聚类分析结果中,共显示了24个聚类,本研究利用软

件提供的TF-IDF算法,选取聚类节点排名前四的聚类进行分析。这些聚类折射出了国际环境教

育领域的知识基础结构及研究热点的动态。在标识词列表中,权值最大的标识词代表了具体聚类

主要的研究热点主题。通过本研究选取的4个聚类中的权值最大的标识词,并结合施引文献分析

发现,当前国际环境教育研究的热点主题词主要包括可持续教育和适应能力、北极熊、社会资本和

提升意识、实践认识论和冲突等,出现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1年、2007年、2010年,具体见

表2。
表2 排名前四的聚类结果

聚类号 节点数 出现年份 热点主题词 研究主题

1 13 2006 可持续教育/适应能力 社会-生态系统的韧性

2 9 2011 北极熊 气候变化

3 7 2007 社会资本/提升意识 正向环境行为

4 7 2010 实践认识论/冲突 定性分析

  从聚类结果来看,排在第1位的聚类1共包含13个节点,标志性的主题词为“可持续教育”
(sustainableeducation)和“适应能力”(adaptivecapacity),通过二次文献并结合施引文献分析,发
现这一聚类的文献全部发表于《环境教育研究》2010年第16卷第4期和第5期上,主要讨论社会生

态系统的韧性(resilience)问题。自“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的概念提出以来,这一话题一直是学界探

讨的热点。2008年,第一届围绕该问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环境教育研究》
借此推出了一期特辑———《社会-生态系统的韧性:学习和教育的角色》[8]。作为本期特辑的文献之

一,伦德霍尔姆(Lundholm)和普卢默(Plummer)为环境学习、生态系统、人类发展三者体系的韧性

进行了理论分析,探讨了如何在多样化的环境教育背景中,将环境学习和社会-生态系统的韧性结

合起来[9]。在另外几篇文献中,普卢默从工程学角度追溯了“社会-生态系统的韧性”的历史根源,
并指出了将生态学背景下发展出的概念运用到社会系统中时可能遇到的挑战[10];洛夫(Löf)强调

环境教育应该注重系统治理而不是个人行为,她首先提出了“韧性”和“变革”两个概念的理论框架,
认为学习虽然能够把个人和系统联系起来,但是治理可以为机构或组织的韧性和变革提供更为深

刻的视角[11]。斯特林(Sterling)则把环境教育的学习者分为反应型和预期型两种,反应型的学习者

试图维持现状,而预期型的学习者则试图影响他人并使其做出改变[12]。此外,另有一些文献为环

境教育和社会-生态系统的韧性方面的讨论提供了教育实践案例。例如卡斯尼和罗斯(Krasnyand
Roth)对 加 拿 大 英 属 哥 伦 比 亚 的 流 域 复 原 计 划 中 环 境 教 育 项 目 的 研 究,斯 里 康 达 拉 加

(Sriskandarajah)等人对美国的城市公民生态课、欧盟的流域管理课、荷兰的消费实践课和英国的

系统思考课等4门大学课程的研究[13]。
排名第2位的聚类2包含9个节点,标志性的主题词为“北极熊”(ursusmaritimus),研究主题

是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其中,本特松(Bengtsson)对越南政治和教育历史的个案研究讨论

了可持 续 发 展 教 育 政 策 制 定 过 程 中 存 在 的 霸 权 问 题[14]。受 其 影 响,汤 姆·百 里 曼(Tom
Berryman)等人提出,经济学视角可以作为研究人与环境关系的新视角[15]。另一些学者则对本特

松的观点表示质疑,如鲍勃(Bob)认为,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教育并不是全球性和霸权语境下

的概念[16];科布妮娜·海伦(KopninaHelen)认为,本特松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全球主义的讨

论没有提及如何战胜主导性的西方世界观与人类中心主义,并指出,大多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

抉择和教育都是在既有框架内实现的,环境保护程度取决于各国的国民福利,只有用生态中心哲学

和生态正义替换人类中心主义,才能产生真正有助于环境保护的政策[17]。在这一聚类中,学者分

布广泛,包括澳大利亚、美国、伊朗、科索沃、土耳其及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主题涉及如何提高教



师可持续发展教育专业能力、测量学生对气候变化影响的理解程度、地理学科的发展以及生态女性

主义在环境教育中的影响等。
排名第3位的聚类3包含7个节点,标志性的主题词为“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和“意识提

升”(raisingawareness),研究主题是环境知识、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聚类中,
一批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力图为环境教育的效果找寻理论根据。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都发现积极的

环境态度能够影响环境友好行为的发生。例如:加布里尔·弗洛里奇(GabrieleFrohlich)等人的研

究表明,环境教育项目对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健康水平,促进学生对于环境的友好行为具有积极

影响[18];哈利·哈内斯(HallieHarness)和霍华德·德罗斯曼(HowardDrossman)发现,在环境教

育项目中加入影像摄制的环节,能够增强学生对环境问题的意识和环境素养,促使其承担环境责

任[19];欧拉那(Orana)从系统理论出发讨论可持续发展教育问题,认为内化“系统”的概念对于理解

可持续学习会有帮助[20]。此外,如何提升生态旅游者环境友好行为的持久性、家庭和社区作为社

会资本对青年人环境管理行为的影响、线上社交网络对环境行为的影响、高等教育中可持续发展教

育教学法、创新特质的培养、社区合作等主题也在这一聚类中得到呈现。
排名第4位的聚类4包含7个节点,标志性的主题词是“实践认识论”(practicalepistemology)

和“冲突”(contradictions),时间集中在2015年和2016年,结合二次文献,可以发现该聚类的主题

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认识论视角下的环境教育研究和政策研究。环境教育学者试图在新

自由主义框架内讨论自然与人类、社区的关系,并指出新自由主义是如何以多种形式影响全球环境

教育的。例如:麦肯奇(McKenzie)等人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环境政策是如何考虑企业、竞争市场、个
人主义和科技因素的;弗莱彻(Fletcher)、威丝曼(Weissman)和李特尔(Little)等人则从不同的角

度提出,生态旅游就是将“回归自然”视为都市公民逃离现实的一种方式或为地方(社区)带来经济

效益的一种产业,认为自然是服务的提供者[21]。德比(Derby)、皮尔松(Piersol)、迪米克(Dimick)
等人指出,在商品化社会中,重塑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困难重重。现有的固有观点既让成年人的思想

固化,也不利于培养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中学生。罗斯(Ross)、贝桑特(Bessant)等人指出,正式教育

中对员工的评估也是基于新自由主义下的公共管理模型,注重效率和产出。而米克(Meek)等人试

图反抗新自由主义,提出新自由主义在环境教育中的自相矛盾之处。
(二)前沿演进

“研究前沿”的概念最早由普赖斯(PriceD.)于1965年引入,他认为某个领域的研究前沿体现

在那些被科学家们普遍引用的文章中。根据普赖斯所说,一个研究前沿大概由40~50篇最新发表

的文章组成[22]。因此,“研究前沿”可以看作是在某一时段内,以突现文献(burstarticle)为知识基

础的一组文献所探讨的科学问题或专题。研究前沿必须在分析突现文献和突现词(burstterms)的
基础上,结合对施引文献的分析,进行综合判断和探测。本研究根据突现文献被引的时间和趋势,
将研究前沿划分为渐强型研究前沿、渐弱型研究前沿和最新研究前沿3类。表3是国际环境教育

研究的文献共被引网络图谱中形成的若干突现节点,即被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的代表性文献。
表3 国际环境教育研究的突现节点文献

文献① 发表年份
突现节点

强度
突现时间
(年)

DUNLAPRE,2000,JOURNALOFSOCIALISSUES,V56,P425-
442

2000 4.4601 2007-2008

ERNSTJ,2004,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V10,P507-522

2004 3.1654 2007-2008

SCOTTW,2003,SUSTAINABLEDEVLEAR 2003 4.0712 2008-2009

① 系统显示出的文献格式,均为简略格式。



  续表:

文献 发表年份
突现节点

强度
突现时间
(年)

WALKERB,2006,RESILIENCETHINKING 2006 3.8038 2009-2010
HEIMLICHJE,2008,ENVIRONEDUCRES,V134P215 2008 8.1765 2011-2013

CHAWLAL,2007,ENVIRONEDUCRES,V13,P437 2007 4.7936 2011-2014

LUNDEGARDI,2007,ENVIRONEDUCRES,V13,P1 2007 2.9318 2011-2012

SHEPARDSONDP,2009,ENVIRONEDUCRES,V15,P549 2009 2.9318 2011-2012

BAMBERGS,2007,JENVIRONPSYCHOL,V27,P14 2007 6.5758 2011-2012

ESAN,2010,INTERNATIONALRESEARCHINGEOGRAPHICAL
ANDENVIRONMENTALEDUCATION,V19,P39

2010 4.6822 2013-2014

NISBETEK,2009,ENVIRONBEHAV,V41,P715 2009 4.0838 2013-2014

LAESSOEJ,2010,ENVIRONEDUCRES,V16,P39 2010 2.8984 2013-2014

  1.渐强型研究前沿

本研究中的渐强型节点文献主要是指在高突现文献中,被引频次从整体上看处于上升趋势的

节点文献,具体包括黑姆里奇(HeimlichJE,2008)、查拉(ChawlaL,2007)、艾萨(EsaN,2010)、奈
斯拜特(NisbetEK,2009)和拉索(LaessoeJ,2010)等人的文献(详见表3)。

渐强型节点文献中突现率最高(8.1765)的,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黑姆里奇(JoeE.Heimlich)
和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的尼可(NicoleM.Ardoin)于2008年发表在《环境教育研究》第3期上的

《理解行为到理解行为改变:一篇述评》(Understandingbehaviortounderstandbehaviorchange:a
literaturereview),它也是共被引频次最高(27次)的节点文献。在该文献中,作者希望找到指向行

为改变的环境教育教学的基础,讨论了一系列与行为有关的理论、概念以及行为改变模型[23]。这

篇文献从2011年开始被引频次出现突增,并延续至2013年。另一篇突现率位列第3(4.7936)的
文献,讨论的也是环境行为问题,为路易斯·查拉(LouiseChawla)等发表在2007年《环境教育研

究》第4期上的《战略性环境行为教育》(Educationforstrategicenvironmentalbehavior)。作者发

现,如果一个人有信心通过合作完成目标,则更容易产生环境友好行为[24]。这篇文献从2011年开

始被引频次出现突增,并延续至2014年。显然,两者的趋势反映出国际环境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前

沿就是环境行为的产生机制问题。
另一篇渐强型节点文献是突现率位于第4(4.6822)、由艾萨(NorizanEsa)于2010年发表在《国

际地理与环境教育》第19期上的《教师环境知识、态度和实践》(Environmentalknowledge,atti-
tudeandpracticesofstudentteachers)。作者通过对一组参加生物教学法职前培训的教师的调查,
建议教师教育应注重培养教师的可持续发展教育能力,因为教师是年轻人最重要的环保榜样[25]。
同样在2013-2014年突现(4.0838)的一篇文献,是由奈斯拜特(Nisbet)等人于2009年发表在《环
境与行为》(EnvironmentandBehavior)第5期上的《自然关联性》(TheNatureRelatedness)。作

者开发了名为“自然关联性”(NR)的量表,用来测试人与自然建立联系的影响、认知和体验,并讨论

了量表的信效度,以帮助其他环境教育研究者测量环境教育的效果。此外,《环境教育研究》2010
年的一期特辑也在2013-2014年突现出来,突现率为2.8984。这是该刊2010年的第3个专题,主
题为丹麦和瑞典的环境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历史与现状。由此可见,近年来关于“教师培养”
“自然关联性评估”“北欧模式”等主题,是国际环境教育研究领域具有增长之势的重要前沿。

2.渐弱型研究前沿

本研究中渐弱型研究前沿主要是指从整体上看,被引频次处于逐年下降趋势的节点文献所反

映的研究主题。
第一篇属于渐弱型研究前沿的被引文献是华盛顿州立大学邓拉普(RileyE.Dunlap)和肯特

(KentD.VanLiere)等人于2000年发表的《测量你对新生态范式的认同程度:修订的NEP量表》



(MeasuringEndorsementoftheNewEcologicalParadigm:ARevisedNEPScale)。邓拉普和

肯特1978年开发过一套测量环境友好倾向的量表———新环境模型量表(NewEnvironmentalPara-
digm,NEP),该量表已被学术界广泛应用。2000年,他们对之前的量表进行了3个方面的改进,包
括采用更为广泛的生态世界观、环境友好与反环境题目更加平衡、废弃过时术语。量表被开发出来

后,他们对华盛顿州的1990个样本进行了测量,结果显示其中的15个构面具有良好的内在效

度[26]。另一篇列入渐弱型研究前沿的被引文献为朱莉(JulieErnst)和玛莎(MarthaMonroe)于

2004年发表在《环境教育研究》上的一篇论文。作者对佛罗里达州11所高中的400名九年级和十

二年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水平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在前测成绩、平均绩点、性别、种族不变的情况

下,基于环境的教育项目能够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水平[27]。另一篇于2008-2009年突现,此后

被引呈下降趋势的文献,是威廉姆·斯考特(WilliamScott)和斯蒂芬·哥夫(StevenGough)于

2003年出版的《可持续发展与学习:一个框架》(SustainableDevelopmentandLearning:Framing
theissues)一书[28]。这是一本为研究环境或可持续发展的硕士生和 MBA学生著成的教科书,它广

泛探讨了人类如何理解环境和如何行动等一系列议题,内容涉及政策、可持续发展与学习的关系、
人与自然之间的经济和道德依赖、管理评估学习、全球化等,解释了如何通过基础教育、高等教育、
专业培训和发展提高人们为环境做出改变的意识。该书出现在可持续发展概念被人们广为讨论的

时期,但随着该领域的研究日趋成熟,人们对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宽泛的概念讨论,
而是逐渐聚焦,因此对该书的引用呈下降趋势。另一本于2006年出版的著作《弹性思维:在变化的

世界中让生态系统和人类可持续》(ResilienceThinking:SustainingEcosystemsandPeopleinA
ChangingWorld)也属于渐弱型被引文献,作者是布莱恩·沃克(BrianWalker)和大卫·索特(Da-
vidSalt)。他们提出了“弹性思维”的概念,并将其视为看待世界和管理资源的新方法,将人类与自

然系统看作是循环改变的复杂整体,解释了为什么高效的自然本身并不能解决自身的问题,并构建

了弹性模型[29]。本书并没有囿于复杂的理论,而是通过5个案例研究对弹性思维的概念进行了

解释。

三、结论和讨论

以上对国际环境教育领域的热点主题和前沿演进的分析,为我国环境教育研究提供了一个比

较全面的视野。通过对2007-2016年的5种同行评议国际环境教育期刊文献共被引网络图谱的

分析发现,近10年来,国际环境教育研究的热点主题集中在环境教育和社会-生态系统的韧性、气
候变化教育、正向环境行为的养成、定性分析方法等方面,包括可持续发展教育、适应能力、气候变

化、社会资本、环境意识、环境批评等多样主题。
通过对突现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近10年来,国际环境教育研究的渐强型研究前沿有“行为改

变”“教师培养”“自然关联评估”和“北欧模式”等,渐弱型研究前沿主要有“新环境模型量表”“可持

续发展的概念”“弹性思维”等。可见,环境教育对个体行为改变的影响、环境教育教师的培养、自然

体验学习和北欧环境教育的模式等,是渐次增强的前沿议题,而对环境教育效果的测量和社会-生
态系统相互作用理论概念的讨论成为渐次减弱的议题。

197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SCO-UNEP)在贝尔格莱德提出,环境

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有环境知识、技能,有环境意识和责任,能够单独或合作解决并预防环境问题的

人。由此,培养这样的人也成为全世界环境教育工作者的目标。然而如何促进受教育者的行为改

变,形成《第比利斯宣言》中提到的“新的行为模式”,则一直是没有得到充分解决的问题。可以看

到,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仍然是近10年间国际环境教育的重要研究领域,但是研究的重点已逐渐从

运用量表测量环境教育的结果,转移到综合不同学科的成果讨论环境正向行为的形成机制上来。
教师和自然体验在养成正向环境行为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在这方面具有较多经验的北欧模式,近年

来受到了研究者的特别关注。



关于可持续发展教育和环境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界争论颇多,从本研究中也可见出这方面

的研究在近10年间热度不减。可持续发展教育源自环境教育,经过多年的讨论,两者之间的密切

关系和相互影响已经得到确证。可以看到,在这一方面,概念辨析、理论建构方面的研究渐次减弱,
逐渐强化的研究领域是社会-生态系统框架内环境教育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气候

变化等可持续发展热点问题的回应。这也意味着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理论框架已经基本

确立,未来的研究将更倾向于具体的、深入的、具有紧迫性的专门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来以来,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伴随着资本全球

化的进程,迅速在世界各国蔓延,也渗透到了环境教育研究领域。新自由主义源自20世纪60年代

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哈耶克(Hayek)、弗里德曼(Friedman)等人主导的经济改革,并在美国总统里根

和英国总理撒切尔的支持下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主张个人应负责满足个人的需求,同
时应努力工作以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通过具有竞争性的市场而非政府提供公共利益。在过去的

几十年里,许多国家的基础教育改革和高等教育改革都遵循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主张跨学科

学习、基于问题的教学以及学生与教师为合作者关系的环境教育,则因违反了新自由主义强调标准

化测试、强调商业模型的原则,而很难得到教育改革者的重视。更为糟糕的是,强调市场化的新自

由主义试图对每项事物都赋予商业价值,包括环境,它 将 自 然 视 为“生 态 系 统 服 务 提 供 者”
(ecosystemserviceprovider)为人类创造利益,且人们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就被新自由主义价值观

塑造了。为此,环境教育研究者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多持批判的态度,反对新自由主义思潮把自然视

为“商品服务提供者”的倾向。长期来看,环境教育研究领域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审思恐怕还将持

续一段时间。

参考文献:
[1] PALMERAJ,NEALP.Thehandbookofenvironmentaleducation[M].London:Routledge,1994:21.
[2] 王燕津.“环境教育”概念演进的探寻与透析[J].比较教育研究,2003(1):18-22.
[3] 徐辉,祝怀新.国际环境教育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33.
[4] 张斌贤,陈瑶,祝贺,等.近三十年我国教育知识来源的变迁———基于《教育研究》杂志论文引文的研究[J].教育研究,2009(4):17-25.
[5] SMALLH.Co-citationinscientificliterature:anewmeasureoftherelationshipbetweenpublications[J].JournaloftheAmerica

SocietyofInformationScience,1973(4):265-269.
[6] CHENCM,FIDELIAIS,HOUJ.ThestructureanddynamicsofCo-Citationclusters:aMultiple-PerspectiveCo-Citationanalysis

[J].JournaloftheAmericanSocietyforInformationScienceandTechnology,2010,61(7):1386-1409.
[7] 侯剑华.工商管理学科演进与研究前沿和热点的可视化分析[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8] MARIANNEEK,CECILIAL,RYANP.Resilienceinsocial-ecologicalsystems:therolesoflearningandeducation[J].Environ-

mentalEducationResearch,2010,16(5-6):463-474.
[9] LUNDHOLMC,PLUMMERR.Resilienceandlearning:aconspectusforenvironmentaleducation.[J].EnviornmentalEducation

Research,2010,16(5-6):475-491.
[10] PLUMMERR .Social-ecologicalresilienceandenvironmentaleducation:synopsis,application,implications[J].Environmental

EducationResearch,2010,16(5-6):493-509.
[11] ANNETTEL.Exploringadaptabilitythroughlearninglayersandlearningloops[J].EnvironmentalEducationResearch,2010,16

(5-6):529-543.
[12] STEPHENS.Learningforresilience,ortheresilientlearner?Towardsanecessaryreconciliationinaparadigmofsustainableedu-

cation[J].EnvironmentalEducationResearch,2010,16(5-6):511-528.
[13] NADARAJAHS,RICHARDB,CHRISB,etal.Resilienceinlearningsystems:casestudiesinuniversityeducation[J].Environ-

mentalEducationResearch,16(5-6):559-573.
[14] BENGTSSONSL.Hegemonyandthepoliticsofpolicymakingforeducation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acasestudyofViet-

nam[J].TheJournalofEnvironmentalEducation,2016,47(2):77-90,2.
[15] TOMB,LUCIES.Rulingrelationshipsinsustainabledevelopmentandeducation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J].TheJournalof

EnvironmentalEducation,2016,47(2):104-117.
[16] BOBJ.Losingtractionandtheartofslip-slidingaway:or,gettingovereducation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J].TheJournalof

EnvironmentalEducation,2016,47(2):128-138.



[17] HELENK.Ofbighegemoniesandlittletigers:ecocentrismandenvironmentaljustice[J].TheJournalofEnvironmentalEduca-

tion,2016,47(2):139-150,2.
[18] GABRIELEF,DANIELAS,BOGNERFX.Theinfluenceofsituationalemotionsontheintentionforsustainableconsumerbe-

haviourinastudent-centredintervention[J].EnvironmentalEducationResearch,2013,19(6):747-764.
[19] HARNESSH,DROSSMAN H.Theenvironmentaleducationthroughfilmmakingproject[J].EnvironmentalEducationRe-

search,2011,17(6):829-849.
[20] SANDRIOJ.Thresholdconcepts,systemsandlearningforsustainability[J].EnvironmentalEducationResearch,2013,19(6):

810-822.
[21] FLETCHERR.NatureisaniceplacetosavebutIwouldntwanttolivethere:environmentaleducationandtheecotouristgaze

[J].EnvironmentalEducationResearch,2015,21(3):338-350.
[22] PRICEDJ.Networksofscientificpapers[J].Science,1965,149(3683):510-515.
[23] HEIMLICHJE,ARDOINNM .Understandingbehaviortounderstandbehaviorchange:aliteraturereview[J].Environmental

EducationResearch,2008,14(3):215-237.
[24] CHAWLAL,DEBRAFC.Educationforstrategicenvironmentalbehavior[J].EnvironmentalEducationResearch,2007,13(4):

437-452.
[25] ESAN.Environmentalknowledge,attitudeandpracticesofstudentteachers[J].InternationalResearchinGeographicalandEn-

vironmentalEducation,2010,19(1):39-50.
[26] DUNLAPRE,VANLIEREKD,MERTIGAGetal..Measuringendorsementofthenewecologicalparadigm:arevisedNEP

scale[J].JournalofSocialIssue,2000,56(3):425-442.
[27] ERNSTJ,MONROEM.Theeffectsofenvironment-basededucationonstudents'criticalthinkingskillsanddispositiontoward

criticalthinking[J].EnvironmentalEducationResearch,2004,10(4):507-522.
[28] SCOTTW ,GOUGHS.SustainabledevelopmentandLearning:framingtheissues[M].London:Routledge,2003.
[29] WALKERB,SALTD.Resiliencethinking:sustainingecosystemsandpeopleinachangingworld[M].Washington,D.C.:Island

Press,2006.

HotTopicsandLatestTrendsofInternationalEnvironmentalEducationResearchinthePastDecade

XIEYanni1,HUANGYu2
(1.CapitalNormalUniversityHighSchool,Beijing100048,China;

2.InstituteofInternationalandComparativeEducation,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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