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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团队服务于六个集群国家:柬埔寨、老挝民主共和国、缅甸、

新加坡、泰国和越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公室还协助设在雅

加达的亚太地区科学办公室。

本手册鼓励社区进行能力建设，并朝着适应气候变化的方向

过渡。它以科学知识为基础，按照“人与生物圈计划”的规

定改善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有关实施的相关技术信息可在以下文

件中查阅：“Nature-based solutions for Water (2018)”、” Better 
Buildings. Enhanced Water, Energy-and  Waste-Management in 
Arab Urban Ecosystems-Globally Applicable”,  作者为Schwarze 
等人 (2010) 和 “Guidelines for UNESCO Green Academies in Africa 
- Globally Applicable”, 作者为Calisesi等人(201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
公室自然科学部简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绿色学院气候适应型学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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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geru Aoyagi1  & Shabaz Khan2   

2019年，全球青年强有力地表达了对保持地球生态系统平衡的努力还远远不
够。那些简明有力的呼声已被人们所听到。 

学校使用理论和实验室课程来教授环境科学，然而理论教育与实际生活之间始
终存在一定差距。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绿色学院里，学生们身体力行，学习如
何为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做出贡献。

2016年，第一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绿色学院在埃塞俄比亚落成。此后，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持续为环境教育付出诸多努力。“绿色学院”专注于实用的和可复制的
模式。“绿色学校”犹如拼图一般，当所有资源合理地汇集之时就会让基于科学和
教育的气候适应弹性有所提升。这一举措受益于乘数效应，通过提供培训并将知
识从学校传播到社区，使大量的人能够学习和应用他们的新技能。我们鼓励所有
学校把校舍改造成“绿色学院”。

前言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域教育局局长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雅加达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科学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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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建立“绿色学院”？

什么是“绿色学院”？

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气候适应能力是
一个需要地方社区参与的全球性问题。

最近，世界各地的青年向各国政府和联合国清
晰地传达出诉求，为保护他们的未来，迫切地需
要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作出更多努力。现在是根据
现有的科学知识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为实现这一
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绿色学院”将提供环
境知识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技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绿色学院鼓励年轻人和社区通过简单简易、经济和可复制性的改
造方式，使如学校等现有建筑具备气候适应性。

绿色学院鼓励青年积极参与，在他们的学校里实现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并回馈到他们
的社区。学生有权确定自身具体需求，重点关注四大支柱领域: 水资源安全，清洁能源，
生物质生产 和 废物管理。学生将和他们的老师一起制定并实施他们自己的

“可持续发展计划”。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绿色学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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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应该参与进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公室自然科学
部促进教科文组织在亚太地区的绿色学
院项目的实施。我们的重点是以下国家的
城市学校以及教科文组织生物圈保护区
的学校:柬埔寨、老挝、缅甸、新加坡、泰国
和越南。我们还建议教科文组织联合学校
网络 (ASPnet) 利用这些准则。

由于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世界
各地的任何教育机构(幼儿园、学校、学
院和大学)和其他建筑都可以按照这些
指导方针进行翻新，以改善其气候、生
物多样性、水和废物足迹。这些准则在
全球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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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学院”的基础

年轻人往往是变革的推动者，他们推动更好的环境绩效、
实现和平、民主、性别平等、人权以及提高气候适应能力。

任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绿色学院的基础都是一个课外青年俱
乐部，青年不断参与改进自己的“绿色学院”，同时系统地促进
环境绩效、民主、性别平等、和平和尊重人权。

基于科学理论的知识将通过实践直接应用，以将言论化为行
动。这样一来，致力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可持续生活
方式的最佳举措将付诸于实践之中。

青年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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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圈

赤道带 热带 亚热带 温带 极地带亚极带

教育计划

水资源安全

清洁能源 

生物质生产

废物管理 (减少使用、 物尽其用、 循环再造)

全球气候区地图简化版

环境科学和可持续发展教育将使得年轻人通过理论和实践活动全面了解气候变化
的因果。

其中，理论内容将包括气候区和气候模态， 理解标准生态气候图， 生态学， 废物和水
资源管理以及生物多样性和园地栽培。 这些科学知识将使青年俱乐部和他们的教师
确定与他们社区相关的变化， 并根据以下四个支柱领域来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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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安全

获得清洁的淡水是一项人权。在一些区域，尤其是干旱沙漠
地区，这一重要资源十分稀缺。

水质差和卫生设施不足威胁着用水安全，同时也会对粮食安
全、健康、教育机会和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改善卫生条件和获得饮用水需要在淡水生态系统管理和卫生
设施方面进行投资，这包括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学校屋顶的雨水收集和水箱的储存
提高了水的利用率。收集的水可用
于淋浴、卫生设施、洗涤和灌溉。水
流可以通过手泵和重力来控制。

水资源可利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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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 净化水

A 阶段 B 阶段

固体过滤阶段 主要生物处理

将黑水和灰水转化为有价值的资源可以显著改善卫生条件。

黑水可以再循环成沼气， 为烹饪提供清洁能源。显著减少释放到环境中
的病原体污染水也有助于人类健康。当需要避免黑水管理时，干堆肥厕

所是一种替代方法。

来自淋浴和厨房的废水可以使用芦苇床技术和化粪池进行处理。虽然芦苇床处理的水
不能用于饮用和粮食作物灌溉，但用于一般灌溉和清洁以及冲水厕所是安全的。

适当安全地将废水作为能源或肥料的来源有利于当地社区和环境。

Reed-bed technology for the treatment of greywater

水卫生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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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供应对许多人类活动都很重要。目前，大部分的能源
消耗来源于化石燃料(约80%)、核能和生物燃料。

化石燃料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60%，因此加剧了人为引起
的气候变化。重大事故表明，核能目前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获得可靠和负担得起的清洁能源以及节约能源和提高效率对建
立可持续和包容性社区至关重要。清洁能源有助于缓解气候变
化和减少空气污染。

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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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技术提供可负担、可靠、高效和可持续的能源。它们
的可获得性通过加强能源安全、人类健康和福祉以及自然保
护对社会、经济和环境产生积极影响。

学习清洁能源以及相关技术实施的知识是一笔强有力的教育
和实践财富。这可以作为一种工具被运用，在提供清洁能源的
同时降低成本和二氧化碳排放。

我们一生中可以自然补充的能源资源包括生物燃料、太阳能、
风能、动能和地热能。

11



食品和燃料是不容易获取的昂贵必需品。根据
世界粮食计划署的2019世界饥饿地图，8.21

亿人没有足够的食物。

此外，12亿人几乎或完全没有电，因此仍然依靠收集
木柴或非法伐木，这也是造成森林砍伐的原因之一。
随着可耕地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一现实
情况，向负责任的生物质生产和消费过渡势在必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绿色学院的生物质生产是一个利用生态服务优化粮食
或燃料生产，同时减少环境足迹的机遇。通过考虑气候、地理位置和土壤
质量来选择相关的作物品种和栽培技术，从而实现成功负责任的作物生
产。应考虑作物多样性和轮作以及可持续的虫害管理战略，以减少病虫害
造成的作物损失。

生物质生产

12



积极种植作物有助于粮食安全并提升对其
价值和所面临的挑战的认识。“绿色学院”
将致力于提高生产可食用产品的专业知识
和技能，包括供人类消费和动物饲料的五
类食品(碳水化合物、水果和蔬菜、脂肪、蛋
白质和奶制品)。青年俱乐部可以根据动物
福利伦理和法规，饲养鱼类、家畜和家禽，
用来生产鸡蛋、牛奶和蛋白质。

此外还可以讨论不同的饮食习惯和它们引
起的环境足迹。例如，由于生产肉类导致温
室气体排放和森林砍伐，因此采用平衡的植
物性饮食，减少肉类和动物来源的食物摄入，
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都是有益的。

从快速生长的物种中获取生物燃料，可用于
生产木炭、木片、芦苇生物燃料和油。生产生
物燃料有助于消除当地的森林砍伐和非法伐
木活动，从而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粮食生产

生物燃料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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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和21世纪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已经造成了全球范
围内的环境退化。已经消失或濒临支离破碎的生态系统在

警告我们地球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

“减少使用、物尽其用、循环再造”是呼吁负责任消费行为和生
产行为的口号。我们都可以通过选择更节约能源的生活方式，在增加健康与福祉同
时减少污染来响应这一号召。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每个人都应
参与其中，通过个体和集体的共同努力改变我们的行为，以实现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和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

有机废物可进行堆肥，并可作为生物质
生产的重要营养来源。这将减少进入垃
圾填埋场的废物量，同时提高当地土壤
的肥力。它还有利于粮食安全和营养。

废物管理(减少使用、物尽其用、循环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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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其他形式的废物的存在对水
生、沿海和陆地生态系统以及人类
健康构成严重威胁。青年俱乐部将
确定其学校制造的不同废物类型，
并实施现有的或创新的废物管理
方法，以积极解决这一问题。

发展和执行切合实际的废物管理
方案将有利于环境、学生健康及其
社区的福祉。

青年俱乐部应努力防止废物在其源
头积聚。教育机构、整个社区以及回
收和废物管理公司的参与将是获得
成功不可或缺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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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活被便利的塑料所包围。从1980年到2015年，全球塑料产量从1亿吨增
加到4亿吨。每年有大量的塑料垃圾通过被塑料污染的河流从城市流入海洋。

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发起的“塑料倡议”旨在支持可持续的塑料管理，以及生产者、
用户和消费者的行为。

塑料倡议旨在动员社区寻找解决办法，并采取行动，通过现有的想法、创新和教育解决
塑料废物管理问题。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theplasticinitiative.org 

改善这种状况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学
校的清洁运动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动员青
年，提高他们对此的认识，加强环境教育，
并付诸行动。为了解决当前的困境，我们需
要协同政府以调整政策和行为，联合私营
机构/部门来响应专业举措。

塑料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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