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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客教育绿色发展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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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发展理念为创客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视野，实现绿色教育目标应该是创客教育的本真目标，走绿色发

展之路是创客教育理性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应然选择。 本文提议从四个方面推进创客教育的绿色发展：一是以绿色发展

理念为关键引领———遵循绿色教育的基本规律，尤其是尊重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同时要遵照创客教育的内在规律；二

是以绿色教育目标为根本导向———首要目标是支持学生个体的绿色发展，终极目标是促进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三是

以绿色创客项目为基本依托———在设计创客项目时，要有意识地整合利用已有的教育资源、强化创造材料的绿色应用、

重视绿色工艺的适当引入；四是以实施绿色评价为重要助力———基于对绿色评价实质内涵的把握并构建多元绿色评价

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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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创客教育因其注重引领学生回归生活，支

持学生基于体验与动手实践的学习， 指向培养学生的

创新思维与创造能力， 被视作提升国家整体创新能力

水平的重要手段，受到了众多教育研究者、实践者与政

策制定者的关注[1-2]。 如何避免创客教育仅仅成为某一

时期昙花一现的研究热点， 如何扎实推进创客教育有

序、高效、健康、长远发展，让其切实服务于人类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 显然是创客教育未来发展面临的重要挑

战。本文提议要有意识地推进创客教育的绿色发展。绿

色是大自然的颜色，是代表本真的、自然的、和谐的颜

色。绿色发展是回归本真、基于尊重、全面协调、关注长

远的共同发展。 国际期刊上有大量关于绿色教育的研

究， 近些年我国也明确提出将绿色发展理念作为未来

国家发展的方向与思路。 本文认为创客教育应该回归

绿色教育本质，走绿色发展之路，方可支持人、社会与

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也能促进其自身的理性与长

远发展。

一、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创客教育的关键引领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我国具有战略性、
纲领性、引领性的五大发展理念。 其中，绿色发展理念

是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

方面和全过程的全新发展理念[3]。在国家层面，绿色发

展的目标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确保可持续发

展，基本路径是坚持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重点是通

过发展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生活方式发展绿色经济，
并由此不断提升环境容量和质量，形成人与自然相平

衡的内生动力机制[4]。在个体层面，绿色发展理念指引

社会个体形成绿色的价值取向、绿色的思维方式与绿

色的生活方式[5]。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

的需要和意愿，强调在深度剖析事物本质、科学遵循

客观规律以及充分考虑客观条件的基础上，在资源的

有限性与发展的无限性之间寻求平衡， 强化统筹兼

顾、全面协调的发展，追求人、社会与自然的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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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6-7]。绿色发展理念对创客教育绿色发展的引领主要

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遵循绿色教育的基本规律

绿色教育概念的出现源于人们对大自然、 对环境

保护的关注，因此，最初的绿色教育常常被视作“环境

保护教育”。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

意识到， 大自然能够得以绿色发展的重要前提是人类

自身可以绿色发展，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

生的可持续发展既是绿色发展的出发点， 也是绿色发

展的目标。由此，绿色教育的内涵也得到了不断地拓展

与丰富，在“环境保护教育”的基础上衍生出以“尊重生

命、呵护生命、提升学生生命质量、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为主题的绿色教育[8]，以及在更广意义上、更深层次上

激发个体、社会与自然的活力，建立健康生态，促进人

类与地球共同繁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教育[9]。 绿

色教育要回应的不仅仅是大自然绿色发展的问题，更

需要回应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一方面，绿色教

育要培养人类的生态保护意识， 让人类掌握生态保护

与修复的知识与技能，具备生态保护与发展的能力，从

而促进自然的绿色生态发展；另一方面，绿色教育在本

质上也引领教育回归原初———基于对学生自然成长规

律的尊重、 对学生生命的呵护、 对学生生活质量的关

照，致力让每个人都享有平等优质的教育，指向培养全

面发展的人[10]。 可见，绿色教育不但指向引导学生正确

认识并科学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

系，而且在本质上重在激发学生自我认识、自我成长、
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活力与潜力，促进人类有效融入

并支持人类生态环境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绿色教育是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有其自身的

教育规律 [11]：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与价值取向；指

向处理包括环境、社会、文化与经济在内的各个维度的

可持续发展问题，以谋求人类共同的幸福生活；利用各

种教育技巧以推进参与式学习， 发展学生的高阶思维

技巧；能有效促进终身学习；有地域与文化适应性；基

于当地的需求、条件，同时能够认识到其推广价值与意

义；有效地整合了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以及非正式

学习；能适应“可持续”这一概念本身的内涵发展；能

综合考虑不同的实践情境、全球视野、地域优势等设

计教育活动；发展支持基于社区的决策、社会包容、环

境管理、就业发展、高品质生活的公民权益，等等。
（二）尊重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

尊重学生是绿色教育理念的核心。 在绿色教育理

念下，“尊重”学生意味着教育者能够注意、遵从、积极

评价学生“生命”的独特性、生长与发展“规律”性以及

必然的“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采用适当行为对学生

的学习给予有效的支持[12]。 只有尊重学生的身心发展

规律，才能有效激发学生内生的学习动力，为学生提供

适当的学习支持，促进学生实现主动学习、提升学生学

习满意度、维持学生的学习动机，从而让学生的学习进

入良性的迁移与循环， 支持学生实现不断超越自我的

可持续发展。创造活动常常是开放的、有一定挑战性的

综合性活动， 其中内含的挑战并不仅仅是智力上的挑

战，而是包括了意志力、合作意识与技能等多方面的挑

战。如果创客教育活动远远超出学生的心智发展水平，
那么无论设计得多么精妙的活动， 对学生而言也只是

可望而不可即的空中楼阁，对学生的发展并无益处。只

有学生自己对创造活动有兴趣、有准备、有信心时，才

可能坚持完成并真正体验到创造与学习的乐趣。 只有

了解并尊重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与准备状态， 才可能

设计、实施优质高效的绿色创客教育活动。
（三）遵照创客教育的内在规律

虽然创客教育的实施形式多种多样， 并且有相当

一部分创客教育实践是基于学生兴趣小组、 以相对松

散的拓展项目方式开展的， 但这并不代表创客教育不

需要专业的设计。 促进创客教育的绿色发展需要深入

把握创客教育的本质并遵照其内在的实践规律。 例

如：美国索诺马州立大学提供的创客教师培训项目[13]，
认为创客教育的核心价值（Core Values）是“平等、社

会联通、全身心参与、资源计划与管理责任和可持续

发 展 ”； 创 客 教 育 活 动 中 的 学 习 原 则 （Learning
Principle）是“同伴支持、兴趣驱动、深度参与、跨学科

学 习 以 及 终 身 学 习 ”； 创 客 教 育 活 动 的 设 计 原 则

（Design Principles）是“以产品为中心、开放的连通、共

享的目的、发展 21 世纪学习技巧（包括反思风险、实

验、重复实践、寻找关联性等）”。

二、以绿色教育目标为创客教育的根本导向

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创客教育的目标应该是绿

色的———通过支持学生基于创造的学习，激发学生的

生命活力，发挥学生的潜力，提升学生创造生活的实

力，同时兼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
（一）首要目标是支持学生个体的绿色发展

按照绿色教育理念，学生个体的绿色发展主要表

现为[12]：焕发并保持生命活力、能够自由生长、有信心

且有能力不断超越自我。 创客教育促进学生个体的绿

色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创客教育

可以支持学生自由学习，促进学生自由成长。 自由学

习是自由成长的基础。 卡尔·罗杰斯认为[14]：真正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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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是由外界提供了多样选择所提供的，而是存在于

个人内在的自由， 是一种有勇气活出自身潜力的自

由；正是内在的自由让人能够保持自主性并对身边的

事物充满好奇心与学习的激情；如果能为学生提供安

全、支持性的环境，那么每个学生都能够踏上自我发

现、自我尊重和自我指导的学习之路。 创客教育所强

调的“基于真实体验与动手创造的学习”，则是人类最

为本真的学习方式。 经由系统设计的创客教育一定是

基于对学生动手体验与创造实践的愿望与准备状态

的尊重，通过为学生提供适当的创造工具、材料与协

作支持，引领学生回归生活、基于生活又创造生活，引

导学生对创造过程与成果进行自我评估、 反思与改

进，为学生搭建自由学习的平台，从而促进学生的自

由成长。 另一方面，创客教育可以支持学生探究世界、
发现自我、超越自我。 创造实践是一种需要实践者积

极投入时间与精力、有效利用创造工具与材料、持续

专注于过程、主动寻求帮助与协作、不断自我反思与

改进的生存性实践。 有效的创客教育能够激发学生基

于创造的学习激情，让学生在创造实践的过程中探究

世界、发现自我、超越自我。
（二）终极目标是促进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

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发展的基础之上。 联合国 2015 年发布的《变革我们

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提出了 17 个可持

续发展目标和 169 个具体目标， 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在

尊重自然的多样性与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基础上， 人类

以可持续的方式开发、消费与利用自然资源，有意识地

有效维护自然界的复原力，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人

类与大自然之间和谐共处，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实现人类与地球的共同繁荣[9]。而人类的

可持续发展并不是单纯地依赖技术方案、政治调控或

经济工具等，而是通过接受高质量的教育，不断学习，
改变自身的思维和行动方式， 从而能够建设性地、创

造性地去应对与解决当前与未来的全球性挑战，以建

设可持续发展的、有自我恢复能力的人类社会[11]。
创客教育的绿色发展可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可持

续发展。 一方面，创客教育的空间不再拘囿于教室或

学校的围墙之内，而是让学生回归生活、回归自然，有

利于培养学生的绿色素养。 绿色素养是“关于人与自

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绿色知识、生态伦理

情怀、绿色意识和绿色行为的总和”[15]，是直接关涉包

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在人类生态环境发展的核心

素养。 另一方面，创客教育融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全面发展的人才能关照他人、

关照环境，将自己作为共生环境的一分子并致力于共

生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建设。 杨叔子院士认为 [16]：绿色

教育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交融，只有绿色教育才

能培育出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备强大

工作能力（善于学习、深于思考、能于实践）、品德高

洁、富有灵性、求实创新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三、以绿色创客项目为创客教育的基本依托

创客教育情境下的学习常常是基于项目的学习，
优质创客项目是创客教育实施的基本载体。 要推进创

客教育的绿色发展， 精心设计绿色创客项目是关键。
在绿色发展理念下，绿色创客项目除了具有教育学意

义上的优质特征之外 [17]，还可以从整合利用已有的教

育资源、强化创造材料的绿色应用、重视绿色工艺的

适当引入三个方面加强设计，提升其绿色化程度。
（一）整合利用已有的教育资源

在设计创客项目时要特别注意避免不计成本地

刻意求新立异，要主动利用已有的教育资源，注重与已

有的学科教学、课程活动、学习项目等进行有效整合。
这样不但可以起到开源节流的作用， 也有利于不同学

科教育实施的统合性、延续性与可持续发展，节省学生

的时间与精力， 实现在继承优秀教育传统基础上的未

来教育创新，而这正是创客教育绿色发展的要义之一。
创客教育虽然近几年才作为一个特定概念受到研究者

关注， 但创客教育的实践及其背后的教育理念实际上

在以往的众多课程教学与不同类型的教学活动中都有

所体现。例如：国外已经推行多年的 STEM 教育是一种

典型的创客教育活动，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综合实践

课程以及高中阶段的技术课程已经融合了创客教育的

元素。 以我国 2003 年颁布的《普通高中技术课程标准

（实验）》为例，其中明确提出技术课程是立足实践、高

度综合、注重创造、科学与人文融合的课程，强调技术

课程是“以创造为核心的课程”“立足于学生的直接经

验和亲身经历，立足于‘做中学’和‘学中做’……以学

生的亲手操作、亲历情境、亲身体验为基础，强调学生

的全员参与和全程参与。 每个学生通过观察、调查、设

计、制作、试验等活动获得丰富的‘操作’体验，进而获

得情感态度、价值观以及技术能力的发展”。 正在修订

的《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拟安排“开源硬件项

目设计”等创客教育内容，旨在“通过开源硬件项目的

设计、实施与作品创作，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发展学生

动手实践能力与可持续学习能力”[18]。 设计创客教育

项目时，要有意识地利用包括技术课程在内的相关课

程资源，这样不但可以让创客教育的实施融入更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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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的情境，得到更多平台的支持，也有望创新相关课

程的教学方式，优化相关学科的教学效果。
（二）强化创造材料的绿色应用

第一，要尽量选择利用绿色环保的材料。 创造材

料的绿色选择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所选择的材

料在使用过程中不会有损学生的身心健康；二是使用

材料所创造的产品以及未用完的材料不会给生活环

境带来新的污染；三是提倡学生尽可能选用低成本绿

色环保材料。 例如：不必为了一个新的创客项目而拆

分原本完整可用的产品获取创造材料，也不一定购买

高成本材料，要善于利用身边可用的材料，尤其是那

些平时被浪费的废旧材料以及常常被忽视的来自自

然界的水能、风能等。
第二，要注意对材料的循环再利用。 绿色发展离

不开循环发展，在创客项目的创造材料应用过程中可

以参照循环发展的 3R 原则 [4]：减量化（Reduce）、再利

用（Reuse）与再循环（Recycle）。 “减量化”意味着在创

造过程中采用尽可能少的消耗性创造材料；“再利用”
强调选用经久耐用的创造材料，不管是材料本身还是

基于材料创造的产品，通过维修和再制造后还可以反

复使用；“再循环”则强调可以对失去功能或不具备再

制造价值的材料进行分离处理后，可以作为原料资源

重新加工使用。
（三）重视绿色工艺的适当引入

利用现代技术改造与优化、创造与发展人类生活

本身是人类进步的一部分，而绿色技术的发展本身是

人类绿色发展的一部分。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创客

项目重视绿色工艺的引入对创客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有着重要意义。 绿色工艺充分考虑资源的再生能力，
尽可能让资源利用最佳化，将生产过程对环境、对生

产者的污染与伤害降到最低， 同时提高产品质量，生

产规模化、自动化水平也有较大提高，制作流程简化，
生产周期缩短，生产成本有效下降[4]。绿色工艺并不是

只强调技术工具本身， 而是包含了技术本身的属性、
人文精神和伦理关怀， 而且绿色技术不是一成不变

的、静态的，而是随着社会发展与人的创新发展不断

动态发展、有机改善的技术，因此绿色工艺是在本质

上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技术[6]。绿色工艺是绿色发展

的重点，正是绿色工艺资源利用的“减量化”、产品价

值的“最大化”以及废物利用的“循环化”，将对人类生

产活动、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减到最小化。 在绿色工艺

的支持下， 学生不但可以参与更高品质的创造活动，
形成更高品质的创造产品，而且也能了解、学习绿色

工艺本身，为未来的绿色工作与生活做好相关准备。

四、以实施绿色评价为创客教育重要助力

教育质量评价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是教育改革的

综合环节[19-20]。教育评价的设计基于对教育目标的深度把

握，教育评价的实施指向促进教育目标的达成，教育参

与者正是通过教育评价检视、反思教育过程、资源、成果

的有效度并以此为依据对教育给予科学优化。创客教育

的绿色发展离不开绿色教育评价的引导与助力。 为此，
需要把握绿色评价的内涵并建立科学多元的评价指标。

（一）把握绿色评价实质内涵

首先，绿色评价应该具有促进性。 绿色评价是在

全面正确的教育质量观指导下，基于对学生个体特性

的尊重与个体生命的关照， 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

康成长而实施的科学评价[21]。 绿色评价不是为了在学

生之间做出人为的分等评级，而是重在检测每个学生

相对于自身取得的进步，指向促进每个学生得到全面

的、健康的可持续成长。
第二，绿色评价应该是全面的评价。全面的评价意

味着要评价与学生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所有方面，而不是

只评价那些容易评价的或教育者自身想关注的有限方

面。 教育部 2013 年印发的《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

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把学生的品德发

展水平、学业发展水平、身心发展水平、兴趣特长养成、
学业负担状况等方面作为评价学校教育质量的主要内

容，着力构建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20]。
第三，绿色评价应该是全方位的评价。 不但关注

学习结果评价，也重视学习过程评价，同时还重视学

习生活品质评价 [22]：在关注学习结果方面，注重多维

的增量评价，如知识能力是否是得到了增长、学习动

机是不是更强、 学习方法是不是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学习价值是否得到了有效提升等；在关注学习过程方

面，注重评价过程是否是探究式的、有意义的；在关注

学习生活方面，关注学习生活品质方面，注重评价学

习是否是愉悦的、是否有丰富的学习资源等。
第四，绿色评价本身也应该是发展性的。 在绿色

发展理念下的教育评价本身也应该是具有可持续发

展潜力的。 因此，在构建绿色评价指标体系时，应聚焦

于主体评价内容确定核心评价指标，同时又为不同教

育情境下具体评价指标的丰富与完善、评价方式与策

略的采用提供灵活选择的机会与自主发展的空间。 在

评价实施过程中，不断检视评价对教育目标达成的促

成度，反思评价的有效性，对评价体系进行持续优化。
（二）构建多元绿色评价指标

一方面，要有意识地以国家与地方相关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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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件为指导。 在设计创客教育的目标、内容、过程与

评价时有意识地与国家、地方的教育发展规划、政策

等保持一致性，对于促进创客教育绿色发展有着重要

意义。 例如：在设计创客教育绿色评价指标时，可以重

点关注各个学科的课程标准、 教育部 2013 年印发的

《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教

育部 2014 年印发的 《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等文件。 另外，也要重点关注本

地的创客教育实施计划。 例如：温州市教育局印发了

《关于加快推进中小学创客教育发展指导意见》，提出

如何通过建设创客空间、开设创客课程、设计创客活

动、 培育创客师资以及创客文化等大力推进创客教

育。 温州市教育局规划了具体的建设目标： 到 2020
年，让温州中小学校实现创客教育“五个一”工程，即

每个学校都要至少开出一门创客课程、建设一个创客

空间、聘任一位创客指导师、每年组织一次创客教育

活动和每生每年完成一个创客作品。 郑州市教育局

2015 年 印 发 了 《关 于 开 展 创 客 教 育 的 实 施 意 见 》，
2016 年印发了 《关于切实推进中小学创客教育健康

发展的指导意见》，并提出了创客教育评价标准。
另一方面， 可以借鉴其他领域的绿色评价指标，

推进创客教育绿色评价指标的设计与应用。 我国从

2010 年开始每年发布 《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其

中一级指标包括经济增长绿化度、 资源环境承载潜

力、政府政策支持度三个方面，并针对国家、省际、城

市层面提出了不同的具体评价指标，这些指标考虑维

度全面，同时又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23]。 在我国绿色

发展的大背景下，创客教育评价指标的设计也可以参

考这些绿色评价指标的设计思路。 例如：可以设计更

为多维的评价指标， 而不是仅仅评价学生的成长情

况， 可以综合评价学校或地域对创客教育的支持情

况，提升评价指标的可操作性，给不同学校、地区创客

教育的发展基础、 发展现状与发展方向做出体检表，
适当地评出一些示范校或示范区，利用其榜样与辐射

作用引导其他学校与地区的创客教育发展，这样也可

以发挥评价自身的引领与变革作用。

五、结 束 语

绿色发展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绿

色发展并不是被动的顺从或顺应，而是回归本真、基于

相互尊重、寻求和谐共生的共同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绿

色发展为创客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视野， 实现绿色教

育目标应该是创客教育的本真目标， 走绿色发展之路

是创客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本文提议从四个

方面推进创客教育的绿色发展： 一是以绿色发展理念

为关键引领———遵循绿色教育的基本规律， 尤其是尊

重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 同时要遵照创客教育的内在

规律；二是以绿色教育目标为根本导向———首要目标

是支持学生个体的绿色发展， 终极目标是促进人与自

然可持续发展； 三是以绿色创客项目为基本依托———
在设计创客项目时， 要有意识整合利用已有的教育资

源、强化创造材料的绿色应用、重视绿色工艺的适当引

入； 四是以实施绿色评价为重要助力———基于对绿色

评价实质内涵的把握并构建多元绿色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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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Choice for Green Development of Maker Education

LI Luyi1, ZHENG Yanlin2

(1.Faculty of Educ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2.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117)

[Abstract] The idea of green development provides a new vision for the growth of maker education.
The essential goals of maker education should be green, and the green development path should be a
necessary choice for ration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ker educ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four
aspects to promote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maker education. The first is to take the idea of green
development as the key guide, to follow the basic law of green education, especially the law of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nd to follow the inherent law of maker education. That the objectives
of green educa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fundamental orientation is the second aspect, in which the
primary objective is to support students' green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the ultimate objective is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and nature. The third one is to take green maker project as a
basic support, and the design of maker project should deliberately focus on existing educational resources,
green application of materials, and appropriate introduction of green technologies. The fourth is to promote
a green evaluation based on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green evalu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a multi-
index system of green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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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