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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指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决策需要以教育为基础，了解影响青少年应对气候变化行为参与意愿的

因素对未来制定有效气候变化政策至关重要。为此，在全国范围内的１２所学校开展了调查，基 于１１６８名

青少年的调查问卷，结合计划行为理论，利用混合线性模型和中介模型探讨了青少年对气候变化的情感感

知对其行动参与意愿的内在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是

影响青少年行为参与意愿显著的直接 因 素，而 对 气 候 变 化 的 怀 疑 度 及 地 方 危 机 感 知 对 其 行 动 意 愿 具 有 间

接作用。今后应注重培养青少年对气 候 变 化 情 感 参 与，进 而 提 高 青 少 年 减 缓 气 候 变 化 的 行 为 参 与。此 研

究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及气候变化教育的开展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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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气候变化已经被看 做 是 当 今 人 类 社 会 面 临 的 共 同

挑战，中国作为拥有１３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也成为了

遭受气候变化不利 影 响 最 为 严 重 的 国 家 之 一。与 此 同

时，中国现已 成 为 世 界 上 年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量 最 大 的 国

家［１］，长期以来中 国 政 府 对 气 候 变 化 问 题 都 高 度 重 视，
并在巴 黎 气 候 大 会 前 向《联 合 国 气 候 变 化 框 架 公 约

（ＵＮＦＣＣＣ）》提交了《中 国 国 家 自 主 贡 献》，总 结 和 规 划

了应对气候变化所实施的政策与行动［２］。然而在中国，
公众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度还很低［３］，但社会意识

及环境态度又能够决定社会行动，如果公众具有强烈的

气候变化意识将能够 极 大 程 度 地 促 进 低 碳 政 策 的 完 善

及低碳社会的发展建设［４］。
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青少年将是受气候

变化影响最大的群体［５］，近年来的一些极端天气事件的

频发及气候的变化趋 势 也 预 示 着 气 候 变 化 将 会 在 未 来

给当今的青少年群体带来更多的威胁及挑战。同时，青

少年也将对未来的气 候 变 化 减 缓 决 策 及 应 对 方 式 有 重

要影响。首 先，青 少 年 仍 处 于 世 界 观 价 值 观 的 形 成 时

期，对青少年气候素养的培养将有助于应对公众的气候

变化关注度降低等问题，也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

各方面挑战。其次，青 少 年 对 采 取 积 极 行 动 富 有 激 情、
想象力及活力，这在当今的社交与媒体时代将对气候变

化问题有更重要的 贡 献，例 如：青 少 年 在 家 庭 中 提 倡 气

候友好型行为；在学校及一些课外群体中扮演重要的信

息交流 者；能 够 通 过 社 交 媒 体 接 触 并 传 递 全 球 性 的

信息［６］。
青少年想要应对气候变化以求未来的发展，不仅需

要具备气候科学知识，还应具有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驱

动，以及在个人及群体层面拥有实施气候友好行为的信

心。然而，中国现有的对青少年气候变化教育方面的研

究多集中于传递气候 变 化 知 识 来 增 加 青 少 年 对 于 气 候

变化的原因及其影响的理解，却缺乏对最终的亲环境行

为的探究及培养。因此，了解中国青少年对减缓气候变

化问题的行动参与意 愿 情 况 及 探 究 其 参 与 意 愿 的 影 响

因素，对今后开展气候变化教育、培养气候素养、建设低

碳社会就显得尤为重要［７］。
国外已有一些研究 基 于 环 境 心 理 学 及 行 为 学 来 探

讨有效的气候变化交 流 机 制 以 及 影 响 个 人 气 候 行 为 的

影响因素。笔者的研 究 就 基 于 计 划 行 为 理 论 来 进 一 步

探究中国青少年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
计 划行为理论（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ＰＢ）是

一个被 广 泛 接 受 的 来 预 测 个 人 亲 环 境 行 为 的 理 论 模

型［８］。该理论指出，对 于 最 终 的 行 为，行 为 意 愿 是 最 具

影响力的预测指标，并且行为意愿又主要由３个因素决

定：行为态度、主 观 规 范 及 知 觉 行 为 控 制，即 态 度 越 积

极、认为周围重要他 人 越 支 持、自 我 感 知 的 行 为 能 力 越

强，行为意 愿 就 越 强。在Ｓｃｈｉｎｄｌｅｒ的 研 究 中 态 度 还 被

定义为针对特 定 环 境 问 题 的 态 度［９］。一 些 调 查 研 究 也

表明，对于特定的环境问题，比如对气候变化而言，关注

度越高，以及地方脆 弱 性 危 机 感 知 越 强，越 能 够 激 发 个

人节约能 源 的 意 愿［１０，１１］，而 对 气 候 变 化 的 怀 疑 也 将 阻

碍对减缓气候变化 的 行 为 参 与。因 此 针 对 气 候 变 化 问

题，态度可再细分为３个 主 要 维 度：①对 气 候 变 化 的 怀

疑度；②对气候变化 的 关 注 度；③基 于 气 候 变 化 的 地 方

脆弱性危机感知。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细分气候变

化态度的复杂性及特殊性，将有助于进一步探究影响青

少年减缓行为参与 意 愿 的 重 要 因 素。同 时 也 希 望 该 研

究结果还能够运用今后的气候变化教育，培养出参与减

缓气候变化及低碳发展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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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２．１　调查地点

研究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０日至２０１５年５月３０日开

展问卷调查。由于非 城 市 地 区 尤 其 是 农 村 地 区 对 自 然

资源的依赖 性 更 高，对 气 候 变 化 敏 感 度 及 脆 弱 性 也 更

高，因此了解这一地区青少年气候变化行动意愿将更有

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在中国，不同地区对气候

变化 的 敏 感 程 度 存 在 差 异，因 此 研 究 参 考 了 中 国１９６０
年以来极端天气的分布及变化情况，如夏季高温天的变

化等，最终选取了１２个省的非城市地区开展问卷调查。
这些调查地点 的 海 拔 跨 度 从５０～３０００ｍ，并 且 包 括 了

内陆地区及沿海地区，以求尽可能代表中国大部分地区

的情况。每个非城市地区选取１所小学进行调查研究，
共１２所学校。
２．２　调查内容

调查问卷基于计划 行 为 理 论 及 细 分 的 气 候 变 化 态

度，测量了对气候变化的怀疑度（如“我认为气候变化是

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等）、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如“我

不会去关注电视或报纸上有关气候变化的报道”等）、基

于气候变化的地方 脆 弱 性 危 机 感 知（如“我 认 为 气 候 变

化不会对我居住的这个地方造成影响”等）、知觉行为控

制（如“我觉得我的 努 力 对 减 缓 气 候 变 化 不 会 有 什 么 帮

助”等）、主观规范（如“我的家人认为减缓气候变化的节

能行为是没 有 必 要 的”等）、减 缓 气 候 变 化 的 行 为 意 愿

（如“接下来的一年里，我愿意为减缓气候变化而捐出自

己部分零花钱”等）和一些社会学变量，测量题目主要基

于国内外相关领域学 者 的 研 究 结 论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而 设

定。为保证调查质量，问 卷 采 用 了 正 向－负 向 题 设 计，
且先由专家进行讨论，修改后又先后进行了两次预实验

（Ｎ１＝１５０，Ｎ２＝８８），最终问卷共包含５１个问题。所

有感知变量及减缓意 愿 都 使 用 了 李 克 特 五 点 量 表 进 行

测量（非常同意－同意－保持中立－不同意－非常不同

意）。社会学变量多采用填空题及选择题，其中性别、年

龄、地区、家庭成员数、家庭私家车及摩托车拥有情况被

用于了之后的分析。
２．３　信度检验

信度检验是测定所 设 计 的 量 表 是 否 具 有 可 靠 性 和

稳定性的有 效 分 析 方 法，根 据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ａｌｐｈａ（α）值 评

价量表的可靠性，一般认为α大于０．７被认为可信度较

高。利用ＳＰＳＳ　２２．０软 件 对 最 终 问 卷 中 所 测 的 感 知 变

量及减缓意愿进行 信 度 检 验，结 果 如 表１所 示，对 气 候

变化的关注度、基于 气 候 变 化 的 地 方 脆 弱 性 危 机 感 知、
知觉行为控制、主观 规 范、减 缓 气 候 变 化 的 行 为 意 愿 的

α值均大于０．７５，对 气 候 变 化 的 怀 疑 度 的α值 接 近 于

０．７，仍在可接受的 范 围。由 此 说 明 本 次 调 查 的 问 卷 具

有较高的可靠性，所有变量所得分值将进一步用于的数

据分析。
２．４　调查参与情况

该调查研究一共邀请到了１２２９名年龄在９～１３岁

的青少年参加。依据问卷正向题和负向题的一致性，以

及对问卷题目的完成度，共有１１６８名 青 少 年 的 问 卷 视

表１　问卷量表的信度检验

测量

内容
题目数

测量

方式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ａｌｐｈａ

均值 标准差

对气候变化的

怀疑度
７ 五点量表 ０．６７　 ２．５２　 ０．５８

对气候变化的

关注度
７ 五点量表 ０．７５　 ４．０９　 ０．５１

基于气候变化的

地方脆弱性感知
７ 五点量表 ０．８１　 ４．０７　 ０．５６

主观规范 ７ 五点量表 ０．７５　 ３．９９　 ０．５１
知觉行为控制 ８ 五点量表 ０．７６　 ４．１３　 ０．５３

减缓气候变化的

行为意愿
７ 五点量表 ０．７８　 ４．０１　 ０．５７

　　注：在气候 变 化 的 怀 疑 度 的 测 量 结 果 中，分 值 越 低 表 示 怀 疑 度

越低

为有 效 问 卷 来 用 于 进 一 步 的 分 析，问 卷 有 效 率 为

９５．０％，青少年的社会学信息情况详见表２。
表２　有效问卷社会学信息基本情况表（Ｎ＝１１６８）

社会特征变量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５８５　 ５０．１
女 ５８３　 ４９．９

年级
四年级 １２８　 １１．０
五年级 ７９８　 ６８．３
六年级 ２４２　 ２０．７

年龄

９岁 １６　 １．４
１０岁 １６３　 １３．９
１１岁 ４４９　 ３８．４
１２岁 ４２５　 ３６．４
１３岁 １０７　 ９．２
１４岁 ８　 ０．７

地区

陕西省汉中市洋县 １４８　 １２．７
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 １１７　 １０
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 １１４　 ９．８
贵州省黔西南安龙县 １０７　 ９．２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 １０２　 ８．７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９８　 ８．４

重庆市沙坪坝区 ９８　 ８．４
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 ８７　 ７．４
广西省桂林市雁山区 ７７　 ６．６

甘肃省甘南夏河县 ７６　 ６．５
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 ７５　 ６．４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６９　 ５．９

家庭人口数

（人）

＜３　 ２３　 ２．０
３　 ２３９　 ２０．５
４　 ３９１　 ３３．５
５　 ２６３　 ２２．５
６　 １５３　 １３．１
７　 ４２　 ３．６
＞７　 ５７　 ４．９

家庭汽车或

摩托拥有情况

有

没有

９６０
２０８

８２．２
１７．８

民族

汉族 １０３９　 ８９．０
布依族 ４２　 ３．６

回族 ３４　 ２．９
藏族 ２２　 １．９
苗族 ７　 ０．６
彝族 ７　 ０．６
壮族 ５　 ０．４
白族 ３　 ０．３
侗族 ２　 ０．２

土家族 ２　 ０．２
瑶族 ２　 ０．２

东乡族 １　 ０．１
仡佬族 １　 ０．１

黎族 １　 ０．１
撒拉族 １　 ０．１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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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数据分析

为探究青少年对气 候 变 化 的 情 感 感 知 对 减 缓 意 愿

的重要影响因素，利 用Ｒ软 件 里 的ｌｍ４程 序 包 用ｌｍｅｒ
（）命令建 立 混 合 线 性 模 型 来 进 行 多 元 线 性 回 归 分 析。
该模型以行为意愿 为 因 变 量，地 区 作 为 随 机 变 量 控 制，
同时加入了社会学变量 进 行 分 析，且 利 用 ＭｕＭＩｎ程 序

包里的ｒ．ｓｑｕａｒｅｄＧＬＭＭ（）命令分析模型中固定变量和

总模型的解释度（Ｒ２）。
为了进一步探究细 分 的 气 候 变 化 态 度 与 减 缓 意 愿

之间 的 关 系，利 用 Ａｍｏｓ软 件 建 立 了 多 元 中 介 模 型［１２］

进行分析，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分析次数为１００００次。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信息来源途径

在参与调查的青少年中，绝大多数青少年已经听说

过气候变化（图１）。对 于 气 候 变 化 的 信 息 来 源 呈 现 出

多元化的途径，且可 能 同 时 存 在 多 种 信 息 获 取 途 径，因

此途径累计百分比超过１００％。在这些传播途径中，大
众媒体作为信息来源的比重最大，例如电视（６９．７％）、
网络（４９．７％）。其 次，课 内 外 课 程 教 育 对 气 候 变 化 的

认知也占有很大比重，如课外书籍（４７．３％）、学校课程

（３８．２％）。从家人那里获知气候变化（３５．９％）或者从

报刊杂志上获得此信息（３４．３％）相比其他途径而言比

重相对较少，但仍有超过１／３的参与者提及。大众媒体

作为青少年获取气候变化信息的最主要来源，其对气候

变化的报道将可能影 响 着 青 少 年 的 气 候 变 化 情 感 感 知

与参与（表３）。
３．２　青少年减缓气候变化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 及 细 分 的 气 候 变 化 态 度 探 究 青

少年参与减缓气候变化情的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如表３

图１　青少年关于气候变化信息的获取情况及获取途径

表３　影响青少年减缓气候变化行为参与意愿的因素分析

Ｂ　 Ｓ．Ｅ． ｔ　 ｄｆ　 Ｓｉｇ．
社会学变量

性别（０—女，１—男） －０．０６　 ０．０２ －２．５４　１　 ０．０１１＊

年龄 －０．０３　 ０．０３ －１．０９　１　 ０．２７４
同居家庭成员数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４１　１　 ０．６３１

家庭摩托／汽车拥

有情况（是—否）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２７　１　 ０．７８６

情感感知变量

对气候变化的怀疑度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３　１　 ０．９７３
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 ０．１６　 ０．０３　 ６．１４　 １　 ０．０００＊＊＊

基于气候变化的

地方脆弱性危机感知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３３　１　 ０．７４０

主观规范 ０．３９　 ０．０３　 １４．２４　 １　 ０．０００＊＊＊

知觉行为控制 ０．２５　 ０．０３　 ８．７６　 １　 ０．０００＊＊＊

Ｒ２（固定变量） ０．４６８
Ｒ２（所有变量） ０．４８１

　　注：因变量为减缓气候变化行为意愿，Ｂ为标准化回归系数，双尾

检验，＊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０１

结果表明在社会学变 量 中 只 有 性 别 对 最 终 的 减 缓 意 愿

有显著影响（Ｂ＝－０．０６，ｐ＞０．０５），且表现为女生对气

候变化的减缓意愿 会 强 于 男 生。分 析 所 有 情 感 感 知 变

量对减缓意 愿 的 影 响 时 发 现，对 气 候 变 化 的 怀 疑 度（Ｂ
＝０．００，ｐ＞０．０５）和 基 于 气 候 变 化 的 地 方 危 机 感 知（Ｂ
＝－０．０１，ｐ＞０．０５）这两个气候变化态度对最终的减缓

意愿没有直接影响，而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Ｂ＝０．１６，

ｐ＜０．００１）、主观规 范（Ｂ＝０．４０，ｐ＜０．００１）和 知 觉 行 为

控制（Ｂ＝０．２５，ｐ＜０．００１）对减缓意愿具有极显著的 影

响，即便是在控制了 社 会 学 基 本 信 息 变 量 之 后，这 种 影

响效果仍然极其显著。且对青少年而言，主观规范的影

响力最强。此回归模型分析的能够解释４８．１％的变异

（Ｒ２＝０．４８１）。
３．３　气候变化态度与行为意愿的关系

由于对气候变化的 怀 疑 度 和 基 于 气 候 变 化 的 地 方

危机感知这两个变量 在 回 归 分 析 中 对 最 终 的 减 缓 意 愿

没有直接显著的影响，而同属于态度的对气候变化的关

注度对减缓意愿却是极显著的影响，因此研究建立了中

介模型来进一步探究 这３个 感 知 变 量 与 减 缓 意 愿 之 间

的关系（图２）。
结果显示：对气候变化的怀疑度可以通过对气候变

化的关注度 作 为 中 介 变 量 来 影 响 减 缓 意 愿（直 接 效 应

ｃ’＝－０．１２，ｐ＜０．００１；总 效 应ｃ＝－０．２７，ｐ＜０．００１），
在加入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后，怀疑度对减缓意愿的负

向影响力增加，且此模 型 的 解 释 度 达２６．４％。同 时，基

于气候变化的地方危 机 感 知 也 可 以 通 过 对 气 候 变 化 的

关注度作为中介变 量 来 间 接 影 响 减 缓 意 愿。地 方 危 机

感知对减缓意愿没有直接效应（ｃ’＝０．０２，ｐ＞０．０５），而

在加入了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之后，地方危机感知对减

缓意愿的总效应具有 了 显 著 性（ｃ＝０．０６，ｐ＜０．０５），此

模型的解释度为２５．２％。社会 学 变 量 中 仍 然 只 有 性 别

在这两个中介模型中对减缓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分别为

Ｂ＝－０．０９，ｐ＜０．００１；Ｂ＝－０．０７，ｐ＜０．０１）。

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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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气候变化态度与减缓气候变化行为意愿的关系

４　讨论与建议

（１）从理论上 基 础 来 分 析，在 Ａｊｚｅｎ提 出 的 计 划 行

为理论中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及知觉行为控制能够影响

个人的行为意愿。通过实证研究，基于理论进行的回归

模型分析也发现，青 少 年 对 气 候 变 化 的 关 注 度、行 为 主

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 制 等 情 感 感 知 变 量 能 够 有 效 地 影

响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因此，要鼓励青少年更多

亲环境亲气候的行为以应对气候变化，就必须关注影响

青少年行为参与意愿的重要情感因素，从而更有效地开

展气候变化教育。
根据研究中分析总 结 的 影 响 青 少 年 参 与 意 愿 的 直

接因素，气候变化教育对情感感知变量的关注应注意以

下几点：①气候变化教育的重点应该是提高青少年对气

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度。通过有效地信息传递，建立青少

年自身与气候变化的相关性，并真正意识到气候变化与

个人生活及行为的息息相关，从而激发参与减缓气候变

化的行动意愿。②气 候 变 化 教 育 应 当 注 重 主 观 规 范 对

行为意愿的重要作 用。主 观 规 范 对 于 行 为 意 愿 具 有 极

强的影响力，这就需要今后的教育注重创建良好的群体

认同感，让青少年个 人 接 受 到 来 自 他 人 的 积 极 性 期 望，
从而触发他们行为 意 愿 的 增 强。③今 后 的 气 候 变 化 教

育也可以通过提高知 觉 行 为 控 制 来 鼓 励 更 多 的 行 为 参

与，即提高青少年个人的行动能力以及对自我行为作用

力的信心。Ｍｏｓｅｒ等的研究表明在气候变化教育中，直

接教授青少年适应和 减 缓 气 候 变 化 的 解 决 措 施 比 只 传

递气候变化的形成原 因 及 影 响 更 能 有 效 地 提 高 个 人 的

行动能力感知以及对自我行为作用力的信心，从而付出

行动参与其中［１３，１４］。
（２）根据研究的中 介 模 型 分 析，虽 然 对 气 候 变 化 的

怀疑度和地方脆弱性 危 机 感 知 并 没 有 直 接 对 行 为 意 愿

有显著影响，但它们 却 是 有 效 的 间 接 影 响 因 素，能 够 通

过影响关注度来间接地影响行为意愿。这说明，这种负

向的气候变化态度与行为意愿间还存在某种距离，但这

种间隙一定程度上可 以 通 过 积 极 的 气 候 变 化 态 度 来 调

节，因而深入理解了这３个态度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将

更有助于全面地分析 影 响 青 少 年 参 与 减 缓 气 候 变 化 行

为意愿的因素。根据模型结果，可以通过克服青少年对

气候变化问题在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的距离，降低青少

年对气候变化的怀疑 度 或 者 增 加 青 少 年 对 当 地 来 自 气

候变化的危机感知，来 吸 引 青 少 年 对 气 候 变 化 的 关 注，
从而获得最终的减缓行为的参与。

（３）研究还发现性别在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参与意

愿上存在显著差异。针对青少年而言已有研究表明，当

面对气候变化问题时 女 性 比 男 性 具 有 更 强 的 气 候 变 化

危机感知，甚 至 对 于 其 他 环 境 问 题 也 如 此［１５］。而 研 究

的结果也进一步证明，女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更强烈

的行为意愿来参与 到 减 缓 气 候 变 化 的 行 动 中。而 这 种

性别差异导致的行为 意 愿 差 异 可 能 由 社 会 经 历 的 不 同

而引起，同时这种差 异 还 有 可 能 和 价 值 观 有 关，如 利 己

主义或共享 主 义，而 这 种 价 值 观 的 形 成 也 会 与 家 庭 背

景、同龄人的影响有关。
随着极端气候事件的频发，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生态

危机、经济危机及社 会 危 机 也 日 益 显 著，国 际 社 会 也 在

加强各方面 的 合 作 以 控 制 温 室 气 体 排 放，应 对 气 候 变

化。政府提出了低碳社会的发展策略，制定了一系列阻

止碳排放高速增长的低碳减排政策，但低碳社会的发展

不能仅仅依靠政府，还需要鼓励更多居民的日常行动参

与，以及培养青少年 的 低 碳 意 愿 及 行 为，才 能 真 正 实 现

低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对长期的气候变化问题。为

鼓励公众参与，激励 青 少 年 的 行 为 响 应，政 府 及 社 会 可

以通过气候变化教育入手，做出以下努力。
第一，针对不同的地区细化气候变化教育活动。研

究建立模型及提出的行为意愿影响因素能够反映出，心

理认知过程在对于理 解 和 实 施 减 缓 气 候 变 化 教 育 行 为

的重要性。已有研究 证 实 了 当 地 的 气 候 变 化 信 息 将 更

有助于激发个人的参与［１６］，同 时，强 调 个 人 经 历 和 当 地

影响的信息交流更可 能 触 发 对 气 候 变 化 问 题 的 关 注 及

减缓行为的发生［１０，１７］。因 此，基 于 地 方 信 息 的、结 合 地

方气候特点的气候变 化 教 育 活 动 更 能 有 效 地 克 服 个 人

对气候变化的心理 距 离，改 善 对 气 候 变 化 的 情 感 感 知，
进而影响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参与［１８］。

第二，鼓励开展多形式的气候变化教育来增强公众

及青少年的气候变 化 行 为 参 与。气 候 变 化 信 息 来 源 途

径的多样化体现出 了 对 多 形 式 教 育 模 式 的 需 求。气 候

变化教育的类型主要可分为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及非

正式教育。正规教育主要依托于学校，以传授气候变化

基本知识为主；非正规教育一般指在非正规的教育场所

开展气候变化教育 活 动，如 植 物 园、动 物 园、博 物 馆 等；
非正式教育主要依靠 大 众 媒 体 作 为 信 息 渠 道 开 展 气 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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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宣传教育。多 形 式 的 教 育 模 式 能 够 提 高 气 候 变

化教育的有效性，但教育活动应该不仅仅传播气候变化

知识，还要注重对气 候 变 化 情 感 感 知 的 培 养，强 化 个 人

与气候变化的联系，激发个人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及自我

责任意识，最终引导和鼓励行动的参与。

５　结语

基于对全国多地区的青少年调查研究，结果具有广

泛性，对未来开展气 候 变 化 教 育、提 高 青 少 年 对 气 候 变

化问题的参与具有理论参考价值及实践指导意义，也对

政府应对气候变化、进 行 公 众 的 宣 教 工 作、加 强 公 众 的

参与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研究仅针对青少年开展，结

果又具有一定局限 性，针 对 不 同 年 龄 段、不 同 社 会 特 征

人群的气候变化教育建议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及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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