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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职语文教学融入生态道德教育的策略
张哲颖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教育是一项培养人的事业，应关注人的生存、发展。

当前生态环境问题是全人类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语文课程要突

出其人文性，就应当关注生态环境，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引导学

生关注自然、关注人生、关注社会、关注自我。在中高职语文教

学工作中融入生态环境教育，深入挖掘生态道德教育素材，设计

生态教育话题，组织生态教育活动，引导学生对生态展开思考，

养成良好的生态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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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在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人们探讨的热点

话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反映了宏大的生命背景，又体现了对

生活的细微关切。生态文明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学

生的生态道德，一方面要传统文化中挖掘素材，另一方面紧紧围

绕科学发展观。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学校教育和其他一切社

会组织的重要任务。语文课程作为人文课程的重要代表，在生态

道德教育方面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语文课程教师应当主动作为，

将生态环境教育融入语文教育教学实践中，践行生态理念，弘扬

人文精神，传递生态文明。

一、语文教学融入生态道德教育的意义

（一）生态之美熏陶人

在生态文明教育中，生态审美教育是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生态审美素养是当代公民的一项重要文化素质，审美地生存、诗

意地栖居是每个人都向往的一种理想生活。生态美育主要表现为

对自然之美的再现和展示，使学生形成一种生态美学向往之情，

进而建立起一种生态美学的生活理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

们对美的认识都局限于艺术之美，而生态文学却把自然视为一种

审美客体，其目的在于表达其自身之美。生态文学注重表现原始

自然事物之美，并以一种审美的眼光看待自然自身。生态整体性

是生态文学的核心理念，生态美学把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作为衡

量标准，它强调人与万物的联系，与自然的交融，从而体会到一

种美，一种强烈的、不可或缺的、无法被人为的环境所取代的快感。

（二）生态道德教育人

在工业文明里，人们对于自然持着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从

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索取、利用

和征服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几百年来这种错误的观念使得人类受

到了很大的反噬，这种理念将自然从伦理关系中排斥出去，很难

让人们从潜意识里形成对自然的责任感。如俄罗斯诗人伊萨拉耶

夫的《猎人射杀了一只仙鹤》中所写的“人类并非大自然的君王，

并非大自然的主人，只是大自然的儿子”，这一点在他的诗歌中

也得到了体现。将大自然比作“母亲”，既是一种修辞手段，也

是一种对大自然的一种敬畏态度。生态道德教育并不是对生态主

义进行简单阐释，而应通过文学艺术独特的表达方式构建一个丰

富的、典型的、真实的道德环境，让读者能够积极地进行思考。

文学的表达方式将深奥的道理融入到感情的冲突中，使得原本严

肃权威的道德情境变得富有感染力，让人们建立起善待万物的生

态伦理。

二、语文教学融入生态道德教育的策略

（一）挖掘生态教育元素，为阅读教学造境

中高职语文教材采用选文制，整理了古今中外的名家名篇，

文章文质兼美，内涵丰富，教师需要挖掘教材中蕴含的生态道德

元素。

1. 展开想象，身临其境

中高职语文教材选篇既保障了文质兼美的标准，同时又体现

实践互动性，有关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的名篇很多，为生态道德

教育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例如，中职语文教材第三册《荷花淀》

这篇课文描绘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再如翻开散文名篇《荷花淀》，

浓郁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从文中可以想象白洋淀水面泛起的银

白波纹，感受早上轻纱笼罩的雾霭，闻着河面上飘来的阵阵沁人

心脾的荷香和淡淡安神的泥土气息，这一幅淡雅幽静田园画跃然

眼前，给人无尽的美学感受。在这篇文章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

充分想象，感受文字之美，领略大自然带来的无尽享受。在学生

进入佳境之时，顺势引导，让学生明白大自然是脆弱的，呵护自

然是人类的基本职责。

2. 感性体验，理想思考

古代诗歌离不开对大自然的歌颂，在古诗词鉴赏时，引导学

生从对诗歌的语言美、意韵之美的感性认知延伸到对生态道德的

理想思考。对诗歌鉴赏应当从感性到理性延伸。例如中职语文教

材第七册《春江花月夜》这首诗歌中，教师和学生一道寻着诗人

那一行行充满色彩、闪烁着山河之美的文字，去想象“春江潮水

连海平”的壮阔模样和“海上明月共潮生”的自然之物互为映衬

的美妙意境，在学生们沿着春意阑珊的潮水溯流而上，屏息感受

这份醉人的美。之后教师给学生展示被污染的河流，通过强烈的

对比让学生感受生态污染带来的惋惜和遗憾，提问如果大自然被

人类污染成如此模样，那么我们还能写出这样富有意趣的诗歌吗？

人美文明将走向何方？问题一下子击中了学生的环保神经，学生

们深刻认识到：呵护自然，刻不容缓，美化环境人人有责！在鉴

赏诗歌教学中，将感性认知与理性思考结合起来，对生态道德展

开思考，能够丰富课堂内容，进一步凸显语文课程的人文性。

（二）设计生态教育话题，组织写作活动

人类的生产生活都离不开大自然的馈赠，在农业文明时期，

人们捕鱼打猎、耕作收获，与大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今天

工业文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对大自然的改造能力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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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给人一种人似乎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的错误感觉，但实则自

然之力不可撼动，人类在自然面前如此渺小，破坏生态环境如同

于自寻死路。在生态道德教育中，教师应当引导学生走进自然，

接近生命的原点，与大自然保持经常的联系，感受到自然的生气

壮丽与威严。

1. 亲近自然，激发写作动力

现在的学生们经常待在室内，与大自然的联系越来越少，但

与大自然的接触是学生思考世界、发展情感必不可少的内容，学

生只有接触大自然，才能感受到自然赋予文学的灵感，将自己在

大自然中的体验流露在弊端，形成文字。在高职写作教学中，教

师就可让学生亲近大自然，

观察自然及生活，思考大自然中事物之间千丝万缕的相互联

系，从“触景”到“模仿”再到“反思”，形成一套系统的写作

教学方法。例如，在雨过天晴的周末约学生去爬山，在学生融入

自然、阅览美景的基础上，联系已学的诗歌，如《山居秋暝》《终

南山》等，这两篇都选自语文教材“基础模块”，是职教高考语

文的必考篇目，从中我们可以感受诗歌中描绘的清泉、月照、秋凉、

归舟的美，感受清新秀丽的山水画，欣赏恬静优美的抒情乐曲，

遐想田园牧歌的生活图，写作的冲动就此激发，行文的路径就此

找到。

2. 理性思考，深化写作内涵

写作是基于体验，思考生活、思考生命，最终呈现一种理想

之美。写作教学中，教师应当引导学生思考，经常将现实的生态

问题作为写作话题，以此引导学生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思

考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如何行使权利，担当责任；思考作为大自

然中的一个生命，如何守护大自然。例如，针对雾霾等空气污染

问题，以“保卫蓝天”为主题展开的写作活动，并不断扩展写作

的边际效应，将思考引向更深层次，让学生在对蓝天白云的向往

与热爱之中，思考人类文明发展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关系，在残酷

的现实的刺激下，学生思如泉涌，对理想环境的向往与现实状况

的不满形成鲜明对比，生态道德感也再次得到了强化。

（三）搭建实践舞台，在实践中思考提升

语文学习离不开丰富的实践活动，搭建实践舞台，激发学生

的动机，在实践中强化学生的情感，使之加深对大自然的热爱与

向往，教师用情感染，使之由情绪上升到情感的水平。由于在参

与策划过程中强化了学生的环保意识。

1. 走进自然，拓展实践空间

实践是学生感悟文化、体验文化的重要方式，语文课程如果

仅仅局限于教室内，将学生束缚在有限的空间中，学生只能通过

想象来感悟，无法真正感受文学的魅力。而将教学环境扩展，让

学生走进更为广阔的大自然中，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实践活动，使

学生将课本知识与实践充分结合，在理实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探讨

和设法解决问题，既能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又能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培养学生对知识的渴求之感。例如，学习“拓展模块”

《滕王阁序》后，让学生们拍摄“特写镜头”，通过拍照、录像

的形式记录“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秋景之美，

给图片配诗，感受古诗词的文学魅力。

2. 丰富课堂活动，辩论中思考

教师还可以设计丰富的课堂活动来渗透生态文明意识，引导

学生思考生态道德。例如，组织课堂辩论赛，在系统性的训练中

强化环保意识，提高高职学生语言表达能力：1）结合生态热点和

环境焦点选择辩题，组织学生展开调查研究，调研生态环境的基

本情况；2）围绕议论文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组织学生撰写辩

论稿、梳理辩论逻辑；3）根据双方优势、强项确定正反方；4）

学生代表点评，教师总结深化。辩论活动以其深刻的思想价值将

学生对生态道德的认识上升到理性的高度，通过严格系统的辩论

训练，学生可以养成良好的环保意识，认识到“环境是人类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是造就人才的土壤，而人又能动地作用于环境，

有人用自己的愚昧和野蛮让环境雪上加霜，有人以自己的责任和

付出为环境锦上添花。我们一定要自觉维护环境，自觉努力学习，

让学校更加美好。”

3. 组织研究性学习，深化思考

以问题为中心的活动课程，是当前语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语文活动课程是在与语文学科课程的共存共荣相辅相成中发展

起来的。”语文教学“生活化”，学生生活“语文化”。“为了

使学生深刻认识并体验到知识的价值和作用，教师应有计划地开

展生态教育研究性学习。

传统的课堂教学，教师独霸话语权，形成教师说学生记的一

维模式，课堂教学如一潭死水。新课程改革倡导研究性学习，让

学生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在新

课改背景下教师没有现成的教学经验、模式，也缺乏得心应手的

教材与参考资源，因此只有具备自主意识，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

的自觉性、积极性和自控性，积极探索课程与教学改革，实现自

我超越。”语文课程中蕴含着丰富厚重的文化底蕴，又有无与伦

比的山水资源，这本身就为语文研究性学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组织学生开展语文研究性学习活动，通过查阅典籍、搜寻资料、

比对印证、得出结论，让学生强化生态道德。

三、结语

语文教育教学实践经验指导我们，语文教学在必要时应当跳

出语文的范畴，引导学生思考课堂与社会、理论与实践、人与自

然之间的结合点。在今天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环保

话题成为讨论热点。作为高职语文教师，充分挖掘教材中的生态

环境元素，时刻关注现实中的环境问题，积极实践教学中的有效

方法，既是应有之意，更是必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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