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10 月 社科纵横 Oct，2017
总第 32 卷第 10 期 SOCIAL SCIENCES REVIEW VOL. 32NO. 10

一、当代大学生生态意识的现状

随着我国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的同时，我国生

态环境也面临着亘古未有的窘况。为此必须加快

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步伐，实现人与自然

的和谐发展，这与全社会所有成员都息息相关。当

代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

人更应该树立科学合理的生态文明观，做到知行

合一，形成高度的生态自觉和绿色行为习惯。
生态意识应该包括生态环境道德意识、生态

环境忧患意识以及绿色消费意识等。目前，不仅我

国乃至全球，人们生态意识普遍淡薄，全球生态环

境越演越烈的事实足以说明这一点。工业革命 200

多年以来，人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了极大的

提高。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指出的：

“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

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

还要多，还要大。”[1]然而，事与愿违，人类在只追求

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却罔顾自然意愿，毫无留情

地消费和浪费自然资源，大大超出了大自然的承

载能力，导致了生态系统严重失衡。21 世纪初，随

着《21 世纪议程》以及《里约热内卢宣言》等一系列

国际性环保文件的发布，使得人类的生态意识逐

渐觉醒。与此同时，我国近些年来大力推进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建设，也制定了相关的体制机制以及

相应的奖惩措施，这就促使了大学生的生态意识

普遍提高，但是“就整体而言，大学生对生态保护

的理解和认识仍然达不到时代的要求”[2]，与我国

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仍然相距甚远。主要表现在：大学生生态环保常识

普遍缺乏，生态道德普遍低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

认识不深刻，加之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 + 的视阈

下，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等多元价值观对

我国大学生生态意识的培养产生严重的影响。另

外，大学生生态环保常识的缺乏就会造成社会、校
园中出现随地吐痰、乱扔杂物、随手折花、践踏草

坪等现象多不可数。尽管一些大学生能认识到生

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已经具有

了较基本的生态保护意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对

于生态破坏行为、生态环境污染，很多大学生望而

却步，甚至采取漠视的态度，对公益环保活动毫无

兴趣，生态责任严重缺乏。大学生生态道德水平低

下常常会出现虐待小动物、捕捉国家野生动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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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令人发指的事件。由此可见大学生生态环

保常识、生态道德意识还远远达不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要求，很难想象这样一些缺乏生态责任

意识的大学生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美丽中国

做出大作为、大贡献。努力加强大学生的生态教

育，培养大学生自觉树立牢固的生态意识已经成

为一个势在必行的课题。
二、当代大学生生态意识培养现实困境

（一）高校生态教育失当

我国生态教育起步晚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生

态教育。另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对资

源能源的开采量也越来越大，漠视了自然生态系

统的“感受”和“意愿”，加之在“发展 = 经济增长

=GDP 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下，使我国生

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凸出。因此，如何使全体社会成

员意识到我国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做到防范于

未然，教育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给其不

可回避的重大课题。因此，在教育领域进行生态意

识教育显得迫在眉睫。近年来，由于我国高度重视

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各高校生态教育也

有了新的发展，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具体表

现在：首先，没有相应的生态教育理念的支撑，同

时生态课程也没有纳入大学生公共课范畴，仅通

过开设相关专业大学生选修课程来普及生态教

育，增强学生的生态意识，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教育

目标。其次，虽然一些高校成立了“装饰”环保组织

机构，但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成为空的摆设，

即使偶尔开展活动也是停留在捡捡垃圾、清理街

道“牛皮癣”等表面上的活动，使大学生们没有真

正理解到生态意识教育的实质内涵。最后，高校在

生态教育师资方面严重不足，同时缺乏对生态意

识教育的深层研究，生态教育相关配套教材明显

无法涵盖基础性的生态相关知识。因此，这严重影

响了我国高校生态意识教育的全面展开，使得生

态教育很难顺利进行。另外，这种情况也难以形成

人才培养理念的主流思想，使得高校大学生态意

识的发展缺乏动力。
（二）社会重视不足

社会给与大学生的生态教育对大学生生态意

识的培养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校大学生在

大学阶段正是其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关

键阶段，容易受到社会各因素的影响。在当代，我

国社会存在着一些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

义等错误的价值观容易使得大学生对社会的认识

产生偏离，很难形成自觉的生态责任意识。随着社

会的不断发展，大学生消费水平也随之不断提高，

同学之间相互攀比浪费之风盛行。另外，据统计：

“全国城镇许多酒楼、饭店、食堂丢弃的剩饭剩菜

成桶成吨。……所有方面的食物损失和浪费，按 5

年平均值计算，每年约损失浪费粮食 6192 万吨，

……就 6000 万多吨粮食而言，生产这些粮食需用

水 600 亿吨、化肥 400 万吨。”[3]在这样庞大的数据

显示下，人们不难发现，社会在生态教育方面做的

工作还不够，在社会中还没有形成勤俭节约，努力

承担生态责任之风。因此，在这样社会不良之风的

影响下，有些大学生很容易将自身良好的生态行

为忽视，而实施非绿色的行为。
（三）当代大学生生态法治意识淡薄

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生态环境好坏与

人们的生态法治意识强弱是紧密相关的。随着我

国法制建设不断完善、法律体系不断健全，依法治

国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因此，高校大学

生的法律意识也不断增强。但是，“由于受到传统

‘人治’思想以及社会司法实践的负面影响，加之

法律教育体系的尚未健全等因素干扰，当前我国

大学生群体的总体法治观呈现弱化迹象。”[4]在现

实生活中，高校大学生生态法治意识普遍较弱，对

于环境保护法、水法、森林法、大气污染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知之甚少，同时高校大学生在自身的生

态权益受到侵害时，更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生

态权益。近年来，随着高校对各个专业的不断细

化，大学生往往只对于自己的专业有着浓厚的学

习热情，而对生态法律等其他专业的学习热情呈

现出明显的减退现象。大学生生态法治意识淡薄，

进而导致了他们行为习惯与生态法律规定相距甚

远。因此，加强大学生生态法治既离不开国家的制

度安排，又离不开高校在生态法制方面的培养教育。
三、当代大学生生态意识培养路径

（一）充分发挥“两课”教学优势，进行生态价

值观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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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生态教育失当对于当代大学生生态意识

淡薄难辞其咎。高校作为传播生态知识、帮助大学

生自觉树立生态意识的重要场所，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为了加强大学生生态责任意识，高校必须

充分发挥学校优势的教育资源，不仅要加强基础

性生态课程，同时也要充分发挥“两课”的教学优

势，对大学生进行生态价值观的灌入。高校可以充

分利用这些课程对大学生生态道德、生态责任意

识进行良好培育，同时也可以通过两课课程向大

学生推荐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生态环境的

相关书籍。如《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
等里面大量涵盖着经典作家对生态环境认识对大

学生生态意识的培育有着良好的启迪作用。另外，

高校要将生态意识培育的思想贯穿办学理念、校
训、学风等方方面面，丰富校园文化中的生态元

素，“将整个生态文明理念纳入学校文化建设规

划，倡导绿色管理、绿色学习和绿色活动方式，切

实将节约理念和节能环保技术应用于学校基本建

设。”[5]这样别具一格的生态教育使得大学生能够

真正理解生态责任意识、生态道德的重要性，自觉

的承担生态责任，遵守生态道德，爱护生态环境。
（二）积极引导大学生开展生态意识培养教育

实践活动

“马克思说过，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

要，我不主张多提口号，提倡行动至上。”[6]因此，积

极引导大学生开展生态意识培养的教育实践活动

也是培养大学生生态意识的一项重要的途径。生

态意识培育是一项具有实践性的特点，这就要求

大学生要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社会必须积极开展

保护生态环境的宣传工作，以竞赛、娱乐等形式积

极引导大学生参加生态意识培育实践活动，使得

大学生能够对人与自然关系更深刻的认识。另外，

社会有关部分可以利用公园、社区、广场、广播、街
道等有利的场所设施来宣讲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特别要发挥新兴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使大学生

更加自觉地树立生态责任意识。只要社会能够制

定有效的实践规划，开展科学的引导教育，大学生

的生态意识才会有所提高。正如美国前副总统阿

尔?戈尔在给《寂寞的春天》写序时深刻指出的，

“环保意识的迅速觉醒是最具根本性的。一个正确

思想的力量远远超过许多政治家的言辞。”[7]

（三）加强生态法治教育，提高大学生生态法

律素养

加强对大学生生态法治教育，提高大学生生

态法律素养就必须为其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态法治

教育氛围。近年来，虽然我国不断制定相关法律法

规，尤其是新环保法的出台更让人民感受到党对

生态环境治理的决心，但是我国生态法律体系仍

然不健全、法治仍然不完备，至今尚未出台过一部

专门的法律来规范大学生的生态行为。另外，高校

也尚未制定过关于大学生生态意识培养的规定。
不虑于微，始成大患；不妨于小，终亏大德。因此，

政府应当加快制定出台大学生生态意识培育相关

法律法规，为其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同时政府可

以利用有关部分加强对社会和高校监督和管理，

使得社会充满生态法治教育环境，高校充分发挥

其自身优越性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法律素质教育，

强化大学生提升自身的生态法律素养，更好的保

护生态环境。其次，高校可以制定大学生生态意识

培育的评价体系，将其与大学生的德育考核和综

合素质测评有机结合在一起，督促大学生形成健

康绿色的行为习惯制。最后，大学生自身应加强对

生态法律相关知识的掌握，多阅读些关于生态法

律相关的书籍、报纸、杂志等，要充分了解国家制

定出台的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同时也

要积极关注国际上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等重要文

献。坚持并且落实以上具体措施，那么提升大学生

生态法律素养就不难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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