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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低碳科普教育是实现全民低碳、持续低碳，构建低碳社会的重要途径。本文探究了广西壮族自治

区县域低碳科普教育现状，中小学生日常低碳行为及其对低碳科普教育的期望。结果显示：县域缺乏低碳

科普教育活动，学生很少参与低碳科普教育；中小学生具备一定的低碳知识基础，但低碳词汇认识和理解

程度不高；低碳科普教育途径以学校途径和网络途径为主；低碳科普教育开展方式以课堂授课和教材学习

比例最大，参观科普场馆比例最小；低碳科普教育活动的开展最大的两个阻碍因子是没有相应的科普教育

活动和学习任务重；小学生具备一定基础的低碳知识，低碳行为判断力和履行度不高；初中生低碳行为比

例虽比小学生高，但其低碳素养仍需提升；高中生低碳行为较好，对其开展低碳科普教育仍不可松懈；中

小学生期望低碳科普教育频次高，但对教育作用的期望值不高；中小学生最期望的两种低碳科普教育方式

是科普实验游戏和参观科普场馆。最后提出县域低碳科普教育发展的对策和建议。本研究为开展县域低碳

科普教育提供实证性依据和参考。

[ 关键词 ] 低碳科普教育   县域   中小学生 

[ 中图分类号 ]  N4      [ 文献标识码 ]  A           [ DOI ] 10.19293/j.cnki.1673-8357.2018.03.008

西部县域中小学生低碳科普教育研究

蒋    瑜 1*    许靖敏 1, 3    李潇晓 2

（广西师范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桂林 541004）1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南京 210023）2

（防城港市第一中学，防城港 538001）3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开展创

建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和绿色出行

等行动 [1]。低碳科普教育是构建低碳社会的

重要途径。低碳科普教育是指通过各种教育

渠道、媒介、手段，向受众人群进行传播普及

低碳的科学理念、知识以及行为方式，不断增

强大众的低碳素养 [2-4]。低碳科普教育注重中

小学生的教育，使中小学生树立科学的低碳价

值观和行为准则，从小养成良好的低碳生活习

惯 [5]。习总书记提倡加强中西部和农村教育，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 [1]。因此，本研究选取广西壮族自治区桂

林市的三个县，探究三个西部县中小学生的低

碳科普教育现状及其对低碳科普教育的期望。

旨在为今后的低碳科普教育工作开展，提高

中小学生的低碳素养提供研究参考和依据，

使低碳科普教育工作不断完善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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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的永福

县、阳朔县、全州县为研究区域，中小学生

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方法，于 2015 年

采取随机抽样调查方式，抽取了三县的中小

学校各个年级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

问卷 520 份，回收问卷 512 份，其中有效问

卷 449 份，问卷有效率达 88%。调查结果采

用 SPSS22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

进行了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检验。问卷数据的

可靠性分析 Cronbach’s Alpha 信度系数均在 0.9

以上，问卷信度很好。效度检验采用了结构

效度分析，因子分析显示 Kaiser-Meyer-Olkin

值均大于 0.7，问卷效度良好。

本研究基于“卢卡斯环境教育模式”的

理论基础，提出“关于低碳的教育”“在低碳

中的教育”“为了低碳的教育”三个方面的综

合研究内容 [6-7]。“关于低碳的教育”是教育

内容，注重学校的基础理论教育，向学生教

授低碳的基本知识和理念，从而增加其对低

碳的认知和提升其低碳素养。“在低碳中的教

育”是教育环境，将低碳作为日常生活的环

境要素，如随手关灯的标语、分类别的垃圾

桶、低碳科普场馆、绿色校园环境等。社会

和学校的低碳环境条件有利于促进学生建立

低碳价值观。“为了低碳的教育”是教育目的，

强调学生低碳理念的形成，注重其低碳行为

的培养。从而实现人人低碳生活，形成低碳

社会。围绕这三个方面，本研究调查内容有

三县的低碳科普教育现状，涉及低碳科普教

育频次、途径、方式和阻碍因素，还有中小

学生低碳知识基础、低碳意识理念、日常低

碳行为以及对低碳科普教育的期望等方面。

1三县低碳科普教育现状
1.1 县域缺乏低碳科普教育活动，学生很少参与

低碳科普教育

2015 年永福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显示，全县生产总值为 110.86 亿元。共有中

小学校 81 所，其中 13 所普通中学。永福县拥

有“福寿之乡”的美称 [8]。阳朔县 2015 年全县

生产总值 108.20 亿元。2015 年全县中小学校有

103 所，普通中学有 12 所。阳朔县是广西壮族

自治区的旅游大县，2015 年共接待旅游人数

1 304.9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100.2 亿元 [9]。

全州县 2014 年生产总值 152.46 亿元。全县中

小学校有 286 所，普通中学 30 所 [10]。全州县

是广西桂林市行政区划面积最大、人口也最多

的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生产大县。

调查结果显示，93.75% 的高中生表示在

他们的小学和初中阶段很少参与低碳科普教

育活动。上了高中之后，高达 97.5% 的同学

极少参与低碳科普活动。

1.2 中小学生具备一定的低碳知识基础，但低碳

词汇认识和理解程度不高

调查应答结果赋值，经常听说、非常了

解 =3，听说过、基本了解 =2，没听说过、不

了解 =1[11]。小学生和初中生对低碳词汇的认

识和理解基本一致，均值分别为 1.81 和 1.92。

都没有达到 2 这个基本了解的程度值。高中生

低碳词汇的认知度最高，均值为 2.16，认识和

理解程度是最高的，看法更加趋同，标准差

0.391，是三个阶段中最小的。符合随着年龄

的增长学识不断累积的规律，对世界的价值

观也更加清晰，低碳意识越来越高。

三个县相比较，均值相差不大。虽然 2014

年全州县在校学生人数是 78 843 人，学生数量

比 2015 年永福县中小学生 25 530 人和 2015 年

阳朔县在校学生 30 042 人要多很多 [8-10]，但

全州县更加重视对中小学生的教育工作。对

低碳词汇的认识和了解程度，全州县学生的

均值稍高，为 2.13。其他两县的均值分别为

均值
标准差

小学
1.81
0.568

初中
1.92
0.588

高中
2.16
0.391

男
2.09
0.552

女
2.02
0.445

永福县
2.02
0.497

阳朔县
2.03
0.504

全州县
2.13
0.459

表 1  对低碳词汇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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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和 2.03。男生和女生的理解程度基本一

致，均值分别为 2.09 和 2.02。

1.3 低碳科普教育途径以学校途径和网络途径

为主

从图 1 可知，低碳科普教育主要是以学

校的基础教育和方便快捷的网络科普教育为

主，这两项占据的比例最大，分别是 35.95%

和 29.05%，累积比例为 65%。其次是社区、

街道、广场科普教育途径。科普场馆途径仅

为 5.12%，所占比例最小。对学生开放并适合

他们的科普基地或科普教育场馆甚少。具体

为永福县除了学校外，有永福县博物馆、永

福县图书馆两个科普教育场所，全州县除了

学校外，有全州思源民俗博物馆、全州县图

书馆两个科普教育场所。

不同县域获取低碳知识的途径比较，结

果基本一致。阳朔县学生从科普场馆途径获

取知识相对较多，为 7.81%。阳朔县除了学校

和阳朔县图书馆外，建设好的低碳旅游景点

也在一定程度上传播普及了低碳知识，如大

榕树、世外桃源、蝴蝶泉、十里画廊等低碳

旅游景点。阳朔县学生从社区、街道、广场

获取低碳知识相对较少。永福县选择互联网

的比例在三县中最高，高达 31.62%。

对不同阶段进行分析可知，小学生和高

中生通过学校的基础教育途径了解低碳知识

图 1 三县低碳科普教育途径

的比例比较大，而初中生通过网络途径了解

低碳知识的比例最大。由于高中生平时课业

繁重，从科普场馆教育途径了解低碳知识最

少，比例仅为 3.65%。

1.4 低碳科普教育开展方式以课堂授课和教材学

习比例最大，参观科普场馆比例最小

三县低碳科普教育方式以上课听老师的

讲授和教材学习两种常规的学校学习方式比

例最大，分别为 19.87% 和 18.32%。活动开展

的方式很大一方面取决于其开展的途径，而

中小学生主要通过学校这一途径来获取低碳

科普知识，听课堂讲座、教材学习和在教室

观看视频等方式是学校开展教育活动经常采

取的几种方式。参观科普场馆这种方式最少，

比例仅为 2.47%。值得一提的是，三县学生

通过网络学习来获取低碳知识的比例都不大，

为 11.46%。2015 年末永福县互联网上网人数

达到 2.44 万，互联网普及率仅达到 64.17%[8]。

符合三县当地的实际情况。硬件条件限制了

低碳科普教育的网络开展方式。

对不同阶段学生的低碳科普教育方式进行

分析，结果见图 2。小学阶段，听老师讲课或

讲座、知识问答是吸取低碳知识的主要方式；

初中阶段，增加了教学实验，科普实验游戏比

例也较大；高中阶段，学生已经形成自己的学

习方式和习惯，主动学习教材的比例最大。所

有阶段里，参观科普场馆的比例

都是最小的。不同阶段学生相比

较，初中生比其他两个阶段的学

生更倾向于上课听课堂讲授或讲

座，初中生还没有形成完善或独

立的学习方法和习惯，不太喜欢

枯燥的教材学习。小学生更倾向

于有竞争性和趣味性的知识问答。

高中生基本上都有手机这一通讯

工具，所以倾向于在网络上搜索

学习。总的来说，低碳科普教育

西部县域中小学生低碳科普教育研究 <<< 蒋    瑜    许靖敏    李潇晓 实践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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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针对性不强，小学生、初中生、高中

生理解能力和学习方法都存在明显差异，目

前对他们采取的低碳科普教育内容和方式都

较为传统和笼统，所以小学生对低碳科普教

育的内容理解起来较难。

如图 3 所示，不同县的低碳科普教育方式

基本一致。阳朔县学生更多地通过教

材学习来获取低碳知识，上课听讲

座的方式比其他两个县的比例要小，

选择科普实验游戏比例是最小的。

1.5 低碳科普教育活动开展最大的两

个阻碍因素是没有相应的科普教育活

动和学习任务重

低碳科普教育开展过程中会受

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深入了解

这些阻碍因素，才能够明确低碳科

图 2  不同阶段学生低碳科普教育方式

图 3  不同县的低碳科普教育方式

普教育的发展方向，为低碳科普教育模式找

准定位，不断完善低碳科普教育体系。

从图 4 可知，在实际条件的限制下，最

大的阻碍因素是当地没有相应的科普教育活

动。这一方面是由于当地开展的低碳科普教

育硬件场馆少，提供参与活动的机

会和场所少；另一方面是由于当地

学校等教育机构对低碳科普教育活

动的重视程度不足，宣传力度小，

活动开展规模不大，参加的人数有

限。这体现了当前低碳科普教育普

遍存在的问题，对低碳科普教育重

视程度低。另一阻碍因素是学生们

的学习任务繁重以至于没有多余时

间来参与活动。当地没有相应的低

碳科普教育活动和学习任务繁重这

两者的累积比例高达 58.84%。这两

个因素主要是来自外部。从学生角

度来说，不感兴趣、不关心的选择

最少，来自自我本身的内部因素比

例较小。

分析不同阶段的学生，得到不

同阶段学生的看法基本一致的结果。

都认识到阻碍的最大两个因素是当

地没有相应的科普活动以及学习任

务繁重。同样的选择也出现在不同

县域的对比上，三县学生均认为最大的阻碍因

图 4  低碳科普活动阻碍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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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是当地没有相应的低碳科普活动，其次是学

习任务重。

总 而 言 之， 三 县 低 碳 科 普 教 育 现 状 堪

忧，县城里缺乏固定的科普教育

场馆或科普教育基地，桂林市县

级城市对中小学生的低碳科普教

育重视程度不足，学生们很少参

与低碳科普教育，他们主要通过

听老师讲课或讲座、教材学习和

网络学习来掌握一定的低碳知识。

总体上没有制定各自具体的不同

阶段的科普教育方案和计划，不

能区别对待不同阶段的科普教育

对象。再加上学生本身学业科目

的任务繁重，整体上学生们的低

碳基础知识水平不高。

2中小学生日常低碳行为
除了生活行为判断题，对其他

调查题应答结果赋值：非常感兴趣、都会、非

常注意、都理解等 =4，感兴趣、大部分会、有

注意到、大部分理解等 =3，一般、小部分会、

没怎么留意、小部分理解等 =2，不感兴趣、不

会、不知道、都不理解等 =1[11]。

2.1 小学生具备一定基础的低碳知识，低碳行为

判断力和履行度不高

从图 5 可知，小学生具备一定的低碳环境

保护意识，均值为 3.03。52% 的小学生知道火

力发电不属于低碳发电的方式，太阳能、风

力、水力发电均属于低碳发电方式。56.12%

的小学生清楚地认识到纸张两面用、多喝水

少喝饮料、节约用水这些行为都是低碳行为，

使用一次性筷子不是低碳环保行为。低碳行

为知识基础认知率仅过半数，低碳行为判断

力不强。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区别度均值

为 2.87，低碳教育后的低碳行为履行度均值仅

为 2.35，履行度不高。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小学生低碳素养和低

碳行为变量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两两变

量之间均表现出显著相关性。相关性最高的

是低碳词汇认识和了解与低碳教育后的低碳

行为履行度，相关系数是 0.917。对于小学生

的低碳科普教育重点是要加强普及低碳基础

科普知识，增加对低碳词汇的理解和提高低

碳意识。

2.2 初中生低碳行为比例虽比小学生高，但其低

碳素养仍需提升

大 部 分 初 中 生 的 低 碳 行 为 表 现 较 好，

93.26% 的初中生认识到使用完的塑料袋可以备

好等到有用时取出，或直接储存物品，或装垃

圾做二次利用，而不是随便扔掉。对于废旧不

用的书，初中生的低碳做法是：51.69% 选择

捐赠给图书馆或他人，21.35% 选择卖掉，以

增加书籍的二次利用。64% 的初中生知道火力

发电不属于低碳发电的方式，比小学生的 52%

比例要高。初中生随着年龄增加，学识也随之

积累。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愿意履行低碳行

为，其低碳行为比例较小学生高。

图 5  小学生低碳行为分析

Pearson
相关系数

可回收和不可回
收垃圾区别度
低碳教育后的低
碳行为履行度

低碳词汇
认识和了解

0.882**

0.917**

注意保护环境
的低碳意识

0.864**

0.854**

对低碳科普教
育活动兴趣度

0.843**

0.871**

低碳科普教育
期望帮助度

0.859**

0.876**

表 2  小学生低碳素养和低碳行为两两变量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注：** 在置信度（双测）为 0.01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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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6 所示，进入初中阶段，课业学习比

小学繁重，因此学校开展低碳科普

教育活动频度较低，均值为 1.98，

不到 2，即很少开展活动。与之相

反的是植树活动学生意愿参与性和

开设低碳课程需求性都较高，均值

高于 3。初中生低碳科普教育有待

加强，以增强其低碳素养。

表 3 显示初中生低碳素养和低

碳行为两两变量之间均显著相关，

为提升其低碳行为，需开设低碳

科普课程和增加学校低碳科普教

育活动。

2.3 高中生低碳行为表现较好，开展

低碳科普教育不可松懈

从图 7 可知，高中生的整体低碳行为表现

较好，高达 94% 的高中生知道火力发电不属

于低碳发电的方式，远远高于初中生和小学

生。符合年龄越增长，学识累积越高的规律。

高中生随手关灯行为均值为 3.16，高于 3。生

活水二次利用行为均值为 2.70，垃圾分类行

图 6  初中生低碳行为分析

Pearson
相关系数

植树活动参与性
学校低碳科普教
育开展的频度

低碳词汇
认识和了解

0.723**

0.876**

周末参加低碳科普
教育意愿度

0.864**

0.854**

低碳科普教育期望
帮助度
0.885**

0.730**

表 3  初中生低碳素养和低碳行为两两变量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注：** 在置信度（双测）为 0.01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随手关灯行为
垃圾分类行为
生活水二次利用行为

低碳词汇
认识和了解

0.634**
0.681**
0.729**

低碳科普
教育重要性

0.896**
0.844**
0.783**

低碳科普教育
期望帮助度

0.873**
0.862**
0.779**

表 4  高中生低碳素养和低碳行为两两变量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注：** 在置信度（双测）为 0.01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为稍低，均值为 2.64。从表 4 中高

中生低碳素养和低碳行为变量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可以看出，低碳

行为和低碳素养的两两变量显著相

关。大部分高中生清楚地认识到低

碳科普教育的重要性，均值为 3.11。

高中生重视对自身的低碳科普教

育，开展高中生低碳科普教育仍不

可松懈。

分析中小学生的低碳行为可

知，大部分中小学生在日常生活和

学习中具备一定的低碳行为表现。

在对低碳知识具有一定认识的基

础上，能在实际行动中履行低碳行

为。中小学生低碳行为的表现与低

碳科普教育显现出紧密的关联性，

开展低碳科普教育亟不可待。

3中小学生对低碳科普教育的期望
3.1 中小学生期望低碳科普教育频次高但对教育

作用期望值不高

中小学生期望低碳科普教育活动频次高。

60.31% 的高中生期望两个月内至少有一次低

图 7  高中生低碳行为分析



061

碳科普教育活动，高达 90.62% 的高中生期望

三个月里至少有一次低碳教育活动，以建立

和完善他们自身的低碳素养。

从表 5 可知，对于低碳科普教育的期望

作用调查，不同阶段里期望值最低的是小学

生，均值是 2.89。小学生认为低碳科普教育

对提高低碳素养帮助作用较低。高中生的期

望 帮 助 值 不 如 初 中 生， 均 值 分 别 是 3.09 和

3.16。高中生表现出一定的认真审慎态度。男

生和女生的期望值基本一致，均值为 3.08 和

3.06，均认为有一定的帮助作用。不同县的中

小学生期望值相比较，阳朔县比较低，均值

为 2.87，显示对低碳科普教育的开展较低的驱

动效果。

3.2 低碳科普教育最期望的两种方式是科普实验

游戏和参观科普场馆

在缺乏低碳科普场馆的硬件条件下，从

现实角度以及方便获取知识的方式出发，学

生最期望的低碳科普教育方式是从科普实验

和游戏中，带着新奇和参与的心态来获取低

碳知识。其次是参观科普场馆，比例最小的

是演讲征文比赛。这可能是由于演讲征文比

赛较为枯燥，难以引起中小学生的兴趣。

对不同阶段学生的低碳科普教育方式进

行期望分析，结果见图 8。小学阶段，最希望

的是科普实验游戏和参观科普场馆，比例最

小的是演讲征文比赛。初中阶段，相对均衡，

最大的期望方式是知识问答，然后依次是教

材学习、科普实验游戏、网络学习、参观科

普场馆。高中阶段，知识体系已经建立，最

大期望方式是科普实验游戏，提出参观科普

场馆的比例在三个阶段中最高，比例最小的

是演讲征文比赛。小学生比初中生、高中生

更希望通过教材学习来获取知识，初中生选

表 5  中小学生低碳科普教育活动的期望帮助性

均值
标准差

小学
2.89
0.823

初中
3.16
0.796

高中
3.09
0.610

男
3.08
0.738

女
3.06
0.666

永福县
3.07
0.725

阳朔县
2.87
0.733

全州县
3.18
0.550

择演讲征文比赛的比例最大，高中生更加热

衷于观看视频和科普实验游戏。低碳科普教

育现状中的中小学生低碳科普教育开展方式

中的演讲征文比赛和教材学习方式所占比例

较大，但这两种方式并不受到中小学生的欢

迎，可见当前低碳科普教育的开展方式和中

小学生所希望的开展方式存在一定的差距。

从前文图 3 还可以看出，不同县域的低碳

科普教育方式期望对比，三个县学生期望的

教育方式基本一致，依次为：科普实验游戏、

参观科普场馆、观看视频、网络学习、知识

问答、上课听讲座、教材学习、演讲征文比

赛和其他。

总之，中小学生期望开展科普教育活动

的频次在现有的基础上有所提高，且在一定

的场所比如学校里多开展科普实验、科普游

戏，以增加对低碳的认识和理解，加强低碳

意识，提高低碳素养。

4县域低碳科普教育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加强落实低碳科普教育的硬件场馆设施

建设，不断完善低碳科普教育体系。县级低

碳科普教育发展的对策和建议是以政府为主

导建设低碳科普场馆或低碳科普教育基地，

学校、网络和社会三大途径紧密结合，积极

推进县域低碳科普教育。通过“在低碳中的

教育”推进“关于低碳的教育”来达到“为

了低碳的教育”的目的 [6]。

图 8  各阶段学生期望的低碳科普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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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促进县域低碳科普场馆或科普教育基地的

建设

三县低碳科普教育阻碍主要来自外部因

素，其中当地没有相应的低碳科普活动成为

最大的阻碍因素。开展低碳科普教育的途径

是多样的，不同地区可以根据自身发展的情

况有所侧重地采取不同的低碳科普教育方式。

所以不同县域的低碳科普教育途径和方式存

在一定的差别。除了通过学校、网络和社会

场所等主要途径进行低碳科普教育外，可结

合当地的特色积极探寻适合的途径和方式。

政府为主导促进建设低碳科普场馆或低碳科

普基地，如海边城市可利用沿海条件建设低

碳水族馆，亚热带区域可根据其亚热带气候

建设当地的低碳特有植物园等低碳公共建筑

场所。积极推进全国科技月、科技周的低碳

科普教育工作开展。

4.2 增加学校低碳科普教育活动

学校低碳科普教育是中小学生学习低碳

科普知识的重要途径。据本研究调查，学校

低碳科普教育是当前县域最主要的低碳科普

教育实施途径。当前县域中小学生的学校低

碳科普教育活动开展较少，其主要原因是学

校重视学生的专业学科教育而忽视学生的低

碳科普教育。因此，学校需加强对低碳科普

教育的重视，积极探寻学校低碳科普教育活

动的方式，协调其与主要学业学科之间的关

系，努力推进低碳校园的建设。

4.2.1 加强低碳科普教育与学科教育紧密结合

通过将低碳科普知识和学校的各项课程

科目知识相结合，使学生达到学习学科知识、

低碳知识两不误的效果，如小学生的科学科

目、中学生的地理科目中进述的自然环境、

全球气候都与低碳知识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4.2.2 增加校内外低碳科普教育活动的趣味性

学校在积极开展各项校内外低碳科普教

育活动的同时，注意增加活动的趣味性。调

查显示，学校通过授课和讲座、教材学习、

演讲征文比赛等方式开展活动，学生的参与

热情并不高。学生所期望的低碳科普教育方

式排前三的依次是科普实验游戏、参观科普

场馆、观看视频，学校可以多采用学生所喜

爱的方式开展低碳科普教育，如低碳科普小

实验、低碳手工制作比拼、低碳游园活动、

参观低碳科普场馆、低碳夏令营等活动，充

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4.3 建设多样的公益的低碳科普知识网络平台

随着县级网络硬件建设和发展，积极建

设多样的公益的低碳科普知识网络平台，推

进低碳科普教育，这一措施是可行的。网络

学习也是一种低碳科普教育的重要途径。低

碳网络平台有低碳科普类的 APP、微信公众

号、电子报纸、电子杂志、电子书、数字科

技馆、科学博客、微博、QQ 空间等，尽可能

大范围参与性地推广低碳知识，促使大家积

极投身到低碳科普教育行列中。

4.4 鼓励社会力量推进中小学生低碳科普教育

鼓励各种企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以及

广大媒体等社会各界力量寻求低碳科普教育资

源，积极宣传推广低碳科普教育。促进各大企

事业单位通过各种形式支持低碳科普教育的开

展，并以此为自身机构进行宣传，树立良好的

社会形象。非政府组织包括各种基金会、公益

团体、协会，鼓励和引导低碳非政府组织在学

校、社区、街道、广场等场所积极开展低碳

科普教育活动。借助环保低碳非政府团体组

织的人力和物力，推进低碳科普教育。低碳

科普教育的开展离不开广大媒体的宣传力量。

除了借助网络媒体的力量之外，还可通过如

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定期播放低

碳科普教育节目、设置低碳科普教育报纸专

栏等，加大低碳科普教育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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