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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大学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对大学生开展生态文明行为教育，提高其生态文

明行为意识，是适应我国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诉求。本为以民办高校大学生为研究主体，分析民办高

校大学生生态文明行为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而提出对提升民办高校大学生生态文明行为意识养成教育

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民办高校；大学生；生态文明行为

Research on the Improvement Path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ehavior Awareness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Guan Xiaofang

xi'an peihua university

[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are an important force in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Conduct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ehavior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improving their awarenes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ehavior is a practical demand to adapt to

the current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China. This study focuses on private university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subject，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reas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ehavior among private university students，and proposes effective ways to enhance the cultiv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ehavior awareness among private universit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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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

高，然而美好的生态环境需要人们有意识地进行创设与维护，

所以生态文明意识越来越成为个人美好生活、社会持续发展、

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的必备素质。民办高校大学生作为新时

代的亲历者和建设者的接班人，应自觉承担起生态文明建设

重任，提升生态文明意识，成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中流

砥柱，不断完善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养成教育的各个方面，

旨在培养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青年。这不仅是人类生存和建

设“美丽中国”的呼唤，也是现代人全面发展的要求。

1.民办高校大学生生态文明行为意识的现状分析

目前，关于“生态文明意识”的研究内容较为丰富，因

此对于生态文明意识相关论述较为详细。对生态文明意识养

成教育缺失的原因等都有深入研究，内容涵盖法制、教育、

制度、实践等方面。“生态文明”和“生态文明意识”的概念

都发源于国外，并且在理论著作上都取得了较大成果。民办

高校的生态文明意识现状研究较少且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第

一，在研究民办高校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现状时，没有结合

与大学生具体实践相结合，缺乏系统性考察。第二，民办高

校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方式单一，实践调研不够深入。部

分学者在论述民办高校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现状时，往往缺

乏具体而深入的调查研究。第三，对研究主体“大学生生态

文明意识”的针对性分析较少，可信度和说服力有待提升。

第四，问卷调研法是进行调研常用的研究方法，研究结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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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设计密切相关，对问卷研究要求较高。目前部分学者的

问卷调查研究系统性不强，研究结果可借鉴性较低。许多关

于增强民办高校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措施过于空泛，未与

本校实际情况相结合。第五，因高校及各地实际的教育状况

存在差异，提升民办高校大学生生态文明行为意识的路径往

往难以兼顾各地高校的具体情况。

2.民办高校大学生生态文明行为意识教育存在的问题

2.1 生态文明行为意识薄弱

目前，各高校越来越重视对大学生生态文明行为意识的

养成教育，加之青年群体对国家发展和人类命运的关注，对

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及生态文明知识的掌握程度要求相对较

高。然而，从以往的调研中可发现，大学生对生态文明理论

知识的掌握情况基本都较差，大部分大学生对于具体的生态

文明理论知识都是不清楚，民办高校大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

了解更是知之甚少，同时，这也反映出民办高校生态文明行

为意识养成教育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标准，学生的掌握度普遍

达不到预期，后期还需引起重视和改进。生态文明行为的理

论知识学习是大学生生态文明行为意识养成教育的最基本环

节。在此基础上，我们更应该必须重视民办高校大学生对生

态文明理论知识掌握薄弱现象，分析出现该问题的主要原因，

并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2.2 生态文明教育形式单一

生态文明行为意识养成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作为民

办高校要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大部分高校均设置了生态文明

行为意识养成教育的相关课程，但该类课程仅限于课堂上的

理论教授或学生社团组织的部分生态文明活动，并未达到一

种系统化的大学生生态文明行为养成教育。教育形式单一化

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因此结合现有研究来看，当前民办高校

大学生生态文明行为教育内容主要为环境本体教育和环境危

机教育。环境本体教育指的是传输生态文明理论知识的基础

之上引导学生认知环境现状，但是教育形式过于机械，很难

使学生的生态理性和培养学生的生态文明道德；环境危机教

育是指通过现有的生态危机现状，以此来警示学生可为与不

可为之事。虽然说环境危机教育能够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但仍是一种比较被动的教育手段，环境危机教育初衷是因环

境问题给人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了问题，是不得已而为之

的，很难使教育的对象产生情感共鸣，因此一旦脱离危机教

育的外力作用，对受教育者的生态文明行为就很难产生影响，

难以真正培养出民办高校大学生良好的生态文明行为素养。

2.3 生态文明教育缺乏实践

近年来，可以看出民办高校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明显缺

乏实践环节。马克思提到：“实践是认识的目的，是检验认识

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实践教育是保障生态文明行为教育质量

好坏的关键所在，生态文明行为教育需要学生在地化的自然

体验，而目前的现代化教育是一种以城市为导向的教育，在

根本上是一种离地的教育，是一种远离自然的教育。生态文

明行为的实践教育中同样缺乏实践教育体系构建。第一，实

践地点不清楚。民办高校大学生生态文明实践教育缺乏的主

要原因是没有相应的实践基地，从而导致生态文明教育必须

在学校开展，然而高校校园内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是相当有限

的。如此便导致生态实践教育难以契合理论教育。第二，生

态文明行为实践方式不明确，在有实践基地的前提下，实践

教育内容同样非常重要，由于缺乏民办高校的代表性案例，

同类高校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全面的实践教育标准。第三，

生态文明行为实践成果评价体系不完善。实践教育成果不同

于卷面考试的评价，只停留在纸质上很难在实践教育成果评

价中起到作用，因此如何制定相应的考核评价机制，是生态

文明行为实践教育面临的重要问题。

2.4 校园生态文明氛围不足

校园生态环境及生态环保文化氛围对民办高校大学生生

态文明行为意识的养成具有正向的熏陶感染作用。我国民办

高校众多，但高校校园的生态文化建设显然不够，生态文明

建设的宣传仅停留在贴标语、喊口号等任务性的工作上，缺

乏理念贯彻、整体规划和长期坚持[5]。第一是生态文明载体

的缺乏是高校生态文化氛围淡化的重要原因。部分民办高校

对于校园的生态建设缺乏足够的关注度，生态文明活动缺乏

专门的培育和激励机制，学生自发的生态文明行为活动缺乏

专业引导、组织及管理，从而导致影响力不足、教育效果不

佳。第二是民办高校生态文明环保组织宣传带动作用不强。

目前民办高校环保社团活动存在质量不高、活动开展频率较

低等问题，活动开展未能紧密结合生态建设和大学生生活学

习的需求，从而导致生态文化宣传效果不明显、不持久。第

三是校园生态文明环境建设的管理不善导致大学生生态文明

行为意识薄弱。第四是生态文明行为活动缺乏持续性，从而

导致民办高校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无法达到有效提升。校园

文化活动是大学课堂教育的重要补充，“第二课堂”具有生态

文明行为教育的重要地位。但民办高校开展生态文明类文化

活动较少，大学生参与度不高，而且组织开展零散、时间短。

3.提升民办高校大学生生态文明行为意识教育的路径

3.1 坚持正确生态思想指导，强化学生生态文明观念

人类中心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观念对大学

生生态文明意识的提升形成了较大冲击，只有坚持科学思想

理论的指引，才能保证正确的发展航向。民办高校大学生生

态文明意识的提升需要科学的思想引领，要坚定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指导地位、弘扬中国传统生态文明思想精髓。首

先要明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地位，要对民办高校大学

生进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教育，强化价值引导，加大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传力度，广泛动员各类媒体创新传播方

式方法，拓宽宣传平台。其次要弘扬中国传统生态文明思想

精髓，中国传统生态文明思想对于民办高校大学生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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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养成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新时代条件下，必须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批判传统文化糟粕与继承传统文化精

华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发扬民族文化与汲取人类共同文化相

结合的原则，中国传统生态文明思想才能在生态文明意识培

育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成为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提升的

基础和精神依托。

3.2 完善生态文明教育机制，提升学生文明行为养成

高校教育作为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养成教育的最主要途

径，其教育方式、师资力量和文化氛围，都会直接影响到养

成教育的发展程度。首先要改进生态文明行为教育方式，加

强生态文明行为理论知识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体现；营造

生态文明行为情景，提升课堂质量；生态文明行为教育可以

实现跨学科之间的相互联动。生态文明相关学科的相互联动，

可以使各个学科在互通有无之间得到一定的发展。教育方式

的改进要远比单纯依靠教师的口头讲解更能让大学生深入对

生态文明知识的理论探究，从而真正地促进其生态文明行为

意识的养成。生态问题复杂多样，生态情景的设立、生态实

践活动的开展以及多学科之间的联动，能够促进大学生产生

更为直观的感受，同时提高大学生参与其中的积极性，拓宽

其生态文明知识的储存面积。

其次要提升师资队伍建设，加强民办高校层面对于提升

生态文明行为教师队伍建设水平的重视程度，同时教师自身

自主学习同样有助于教师队伍水平的提升。教师队伍建设水

平的提高，需要民办高校和教师双层面努力。良好的师资力

量，也是大学生生态文明行为意识养成教育能够顺利进行的

基础条件。

3.3 开发生态文明体验教育，加强文明意识教学实践

生态体验教育是指让学生走出课堂，置身于生态自然环

境之中，通过直接现实的生态实践获得直观生态体验的教育

过程，当民办高校大学生经过生态体验课程，便能够形成较

为正确的生态认知，构筑科学的生态理念，规范合理的生态

行为，最终达到优化生态文明教育的效果。

首先，生态体验教育实行室外教育。生态体验教育最重

要的就是走出传统课堂教学，将现实生态自然环境作为教育

教学的场景和教具。其次，需组建专业的生态体验教师队伍。

生态体验课程区别于传统的课堂授课方式，对于教师队伍的

要求更为严格，同时，民办高校党团组织和学生社团要承担

起开展生态文明行为实践活动的重要任务，在其组织下发挥

出榜样示范作用，鼓励大学生积极参加生态文明行为志愿者

服务活动。除此之外，还应加强生态文明行为实践基地建设，

生态文明行为主题实践活动不能仅停留在校园内，民办高校

应当联动其他社会力量，寻求综合化的生态文明行为实践基

地。形式多样的生态文明行为实践活动开展，有助于大学生

加深对生态文明行为知识掌握的同时，更可以锻炼其生态文

明行为的实践能力，更利于生态文明行为意识的养成。

3.4 推动校园生态文化建设，丰富学生生态文明环境

提升民办高校大学生生态文明行为意识需从身边的环境

着手，而校园生态文化氛围的塑造便是必要路径。首先，建

设生态文明行为环境氛围。抓好校园规划、管理和建设，维

护校园卫生环境，进行校园绿化设计，使学生在日常生活中

感受优美环境带来的身心愉悦。要用好小警示牌、展示栏、

广告牌、电子屏幕等，以创新设计打造幽默的生态文明行为

口号，加强校园生态文化宣传。其次是校园生态文明奖惩制

度的建立。有关部门要积极完善校园生态文明奖惩制度明细，

将对生态文明行为的考评列入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树立个人

榜样进行奖励和表彰，同时对违背生态文明的行为给出一定

的惩罚。最后是校园生态文明网络文化建设。民办高校可以

在学校官网、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等公众平台开设生态文

明行为主体专栏，积极宣传生态文明行为知识理论。

大学是大学生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随时代的要求高校

随之要进行更新，从而完善完善大学生生态文明行为教育，

构建系统的生态文明行为教育体系。作为民办高校大学生，

更应该明确自己的使命，主动承担时代赋予的责任，提高自

觉性和主动性，做好自我教育和管理工作，促进自身生态文

明行为意识的养成教育。同时，民办高校大学生生态文明行

为意识养成教育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配合，整合相关社会资源，

形成民办高校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行为养成教育的新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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