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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体系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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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作为特殊的消费群体，引领未来社会消费的发展趋势。加强当代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引导大学生

树立科学的绿色消费理念，形成绿色低碳的消费行为，是新时代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举措。文章诠释了绿色消费教育

的基本内涵及其构成要素模型，重点论述了新时期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的必要性，并从内容体系、培养模式等诸方面具体

论述了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体系的实施构想，为新时期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的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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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special consumer group, college students lea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ocial consumption in the future. 
Strengthening the green consumption education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guiding college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 c 
green consumption concept, and forming green and low-carbon consumption behaviors are important measures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implement virtue and cultivate people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green consumption 
education and its constituent element model, focuses on the necessity of green consumption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and specifi cally discusses the implementation concept of green consumption education system for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aspects of content system and training mode,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ce of green consumption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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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成果。

2021年3月，“十四五”规划纲要中进一步提出“构建

绿色消费体系，引领供给体系加快重塑，倡导绿色消费全

民共同行动。” 2022年11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

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费，

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高校作为培

养“四有”人才的摇篮，认真落实“十四五”规划纲要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导思想是当前高校教育工作者的着力

点。针对当前大学生非理性消费行为的时有发生，加强当

代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绿色消费

理念，形成绿色低碳的消费行为，促进新时代大学生的身

心全面发展，已成为新时代高校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和时

代任务。基于此，本文对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体系的建构

进行分析和探讨，从而为新时期大学生的绿色消费教育实

践提供参考。

1　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的诠释

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中对

于绿色消费的诠释是以绿色低碳理念为指引，以简约适

度、文明健康为特征的消费行为。高校大学生作为特殊的

消费群体，消费潜力巨大，目前又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重

要时期，对社会消费观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大学生绿色

消费教育是高校大学生德育教育的组成部分，也是当前高

校“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元素。何为大学生绿色消费教

育？“1990年‘亚太地区消费者保护研讨会’曾指出：消

费教育旨在发展消费者的生存技能和批判意识。”顾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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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就是以大学生为教育对象，以“绿色低碳消费”为核心

的理念等多方面进行教育影响，塑造科学的消费观念，培

养学生的绿色消费认知，增强大学生的绿色消费态度，并

外化为有利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消费行为。从教育功能

的角度来看，高校教育工作者用社会所要求的绿色消费理

念，通过绿色教育活动去影响大学生，使大学生在日常消

费行为中自觉遵守绿色低碳理念，并使这一行为成为绿色

消费行为准则的内在动力。

通过绿色宣传与教育来强化大学生的绿色消费认知、培

养绿色消费态度、养成绿色消费行为[1]。也就是说，大学生

绿色消费教育就是在一定的绿色消费认知基础上，通过一

定的实践锻炼，发展为内部意志控制下的自制行为，逐步

形成不受外来因素而产生理性的行为习惯（如图1.1所示）

。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过程中可分为两个阶段：内化和

外化。内化阶段是将绿色消费认知转化为大学生个体绿色

消费态度，由客体向主体转化；外化阶段是将大学生绿色

消费态度转化为绿色消费行为，由主体到客体的转化。两

个基本阶段形成了新时期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合力，即“

主—客—主”的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结构。（见图1.1）

2　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的功能

当代大学生是新时代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和践行者，他

们的消费理念及方式作为当前甚至将来整个社会消费发

展的“指向标”。以绿色消费教育提升大学生绿色消费认

知，推动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培育大学生绿色消费观，助

推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及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践

行绿色消费行为，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2.1  提升大学生绿色消费认知，推动大学生的成长成才

绿色消费认知是大学生绿色消费观的基本点。通过绿

色消费教育来引导大学生绿色消费认知的培育，可以积极

指导大学生的健康消费心理和行为，塑造科学消费观的形

成。绿色消费是全新的消费理念，也是符合新时代大学生

的价值观念。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通过对绿色消费认知基

本知识的传授与内化，可以规范大学生的日常消费行为，

抵御非理性消费因素，助力新时代大学生形成积极负责

任的消费行为，使高校大学生走上和谐健康的绿色消费之

路，从而推动新时代大学生的成长成才。

2.2  培育大学生绿色消费观，助推实现碳中和的“双

碳”目标及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

大学生开展绿色消费教育的价值取向是实现碳中和的“双

碳”目标，积极开展低碳行为是新时代大学生消费的新场景
[2]。培育新时代大学生绿色消费观，有利于增强大学生适度消

费意识，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消耗，促进全社会消费绿色化、

低碳化，对于碳中和的“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开展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能够提升大学生对绿色低碳

产品的关注度，推动绿色产业创新优化，助推绿色低碳产品

的研发和推广，为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2.3  践行绿色消费行为，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当前社会非理性消费的现象时有发生，绿色消费模式尚

未形成，这些不利因素阻碍了和谐社会的建构。随着高等

教育的快速发展，接受高等教育程度的人数越来越多，大

学生的绿色消费素养将凸显其重要。高校培养社会所需的

各项人才是未来社会消费的主体，直接关系到社会绿色发

展程度。因此，对高校大学生开展绿色消费教育，以践行

绿色低碳消费行为切入点，充分发挥新时代示范作用，从

而带动全社会形成新的绿色消费行为。一方面大学生充分

发挥表率效应，积极践行绿色消费行为（坚持理性适度、

绿色低碳的消费观；在消费过程中做到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另一方面大学生应从绿色消费的参与者转变为绿色

消费的自律者，主动成为社会绿色消费的领跑者，带动全

社会践行绿色消费行为，引导全民绿色消费的潮流，从而

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通过强化学生绿色消费认知和行为

的要求，努力将两者真正做到知行统一，提升自身绿色消

费素养，成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创新型人才。

3　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体系的构建初探

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因素。

本节尝试从绿色消费教育的基本内容、培养模式等两个维

度，简单地探讨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体系的构成要素。

3.1  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的内容体系

通过文献检索，本文从消费伦理、绿色低碳、生态文

图1.1  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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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金融财经知识、网络消费、消费法律法规等六个方面建

构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内容体系。一是消费伦理教育：树立

科学的消费观，明确消费的意义，正确处理好消费与利益、

消费与责任的关系。二是绿色低碳教育：充分了解绿色消费

政策，倡导绿色思维方式和态度，养成绿色消费行为，增强

大学生绿色消费意识。三是生态文明教育：了解生态环境现

状，培育生态文明素养，履行大学生生态责任意识。四是金

融财经知识教育：大学生全员普及金融基本知识，提升个人

理财能力，树立良好的信用意识。五是网络消费教育：坚持

理性网络购物消费，抵御不良网络借贷消费行为。六是消费

法律法规教育：加强大学生消费法律法规知识教育，增强消

费风险防范意识和消费维权意识。

3.2  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的培养模式

3.2.1  绿色消费认知的培养

大学生绿色消费观的高低取决于绿色消费认知的培养。

通过对绿色消费认知的理解，使其形成正确的绿色消费意

识。首先要对大学生进行绿色消费基本知识的教育，将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业课、选修课等教育课程作为绿色消费

教育的主要载体，利用当前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契机，

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创设绿色消费教育课程体

系。一是整合各类课程资源，将绿色消费教育的内容融合到

大学生各类课程的教学内容中，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专

业课程”的绿色消费教育课程体系，用当前学生流行的语言

来进行讲解和表述；二是高校以绿色消费为指导，编撰符合

本校实际的校本绿色消费教育教材，力求反映绿色消费教育

的本质和规律。三是创新绿色消费教育的教学方式，采用形

式多样的方式进行大学生绿色消费认知的培养。其次，依据

上述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的基本内容体系，按层次进行讲

解。即依据大学生认知的梯度，按年级合理划分每个阶段

的绿色消费认知要求和目标，让其充分了解绿色消费的基

本内涵。最后，通过多种知识媒介培养绿色消费意识。绿

色消费意识的培养不仅依靠知识的灌输，同时还需要其它

德育内容的结合，让其深刻理解绿色消费知识的认知。可

以借助责任教育、诚信教育、劳动教育等多种知识媒介，

培养大学生的绿色消费意识，提高绿色消费认知能力。

3.2.2  绿色消费态度的培养

大学生在绿色消费知识的“灌输”后，高校应重视文化

育人的理念的建设。通过营造全方位绿色消费教育的氛围

环境，将绿色消费认知内化为绿色消费态度，对培养大学

生的绿色消费素养有着深刻的影响。

首先，构建育人的学校绿色消费文化。第一，创建良

好的绿色文化环境，一方面要重视校园物质文化建设，在

显现物质方面坚持低碳、节能、环保的理念，加强校园软

硬件环境的建设，营造校园绿色消费教育的情境环境，在

校园内渗透绿色消费教育的主题；二是重视校园精神文化

建设，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到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

在培育高绩效的校园精神文化的过程中，从加强学生社团

建设、树立示范榜样、营造正能量的校园舆论、优化教风

等几方面来提高文化项目的建设效度。第二，创建宿舍绿

色消费环境。宿舍是育人的重要阵地，是学生日常学习和

生活的重要场所，把绿色消费教育延伸到学生宿舍中去，

以宿舍为网格地，激发学生践行绿色消费行为的热情。其

次，改善家庭绿色消费教育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

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

应针对大学生的特性，利用合适的机会，将绿色消费的种

子播撒在学生的心田。一是家长要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

注重培养子女的自立品质，及时纠正子女的不良消费观

念，形成节俭、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二是家长要树立正

确的榜样，要言传身教，将父母在生活、工作过程中合理

的消费行为作为示范，使其学生在生活中去感悟。

3.2.3  绿色消费行为的培养

大学生绿色消费认知的深入和增强，内化为绿色消费态

度，形成坚定的绿色消费行为。需要结合相应的途径，才

能持续强化，并最终驱动为绿色消费行为。锻炼坚定的绿

色消费行为，有以下几种途径：

首先，建立绿色消费奖惩机制。大学生绿色消费意愿的锻

炼与学生日常守则教育相结合，坚持学校、二级学院、班级齐

抓共管，将大学生的消费行为纳入学生的综合素质测评、评奖

评优的环节中，营造从生活到学习、教育到教学、管理到服务

三位一体的绿色消费教育及赏罚分明的氛围，使其校园环境中

不良消费行为因素得到有效控制，从而促进大学生绿色消费行

为的养成。其次，积极开展绿色社会劳动实践。社会劳动实践

活动是大学生承担绿色消费行为责任的落脚点。通过充分发挥

第二实践课堂的作用，让大学生参与到社区（企业）的劳动实

践、勤工俭学、志愿服务活动，使其充分认识到劳动的意义，

体验社会生活的艰辛，感受获得收入的不易，为抵制不良消费

行为，树立绿色的消费行为奠定了基础。最后，加强自我教

育，培养自我绿色消费行为修养。加强自我教育是绿色消费意

志培养的关键因素。充分提高大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从自我

认识、评价、激励、体验、调控等几方面的培养为大学生绿色

消费行为的养成奠定良好的基础。

总而言之，对于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的研究是当前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的时重要内容。通过从内容体系、培养模式

等几方面对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体系的构建进行初探，为

大学生绿色消费观教育的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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