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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对于中国乃至全世界来讲都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国

在抗疫战役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面对疫情，高校在做好防控宣

传等工作的同时，更应该充分发挥其教育功能，加强大学生生态

文明教育，提高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

1　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主要内容

1.1大学生生态文明思想养成教育

1.1.1充分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

要培养大学生形成生态文明思想，首先要做的就是“从内而

外”使大学生深刻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方可主动接受生

态文明教育。要引导大学生自觉学习党和国家关于生态文明建设

方面的方针政策，清晰认识到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和社

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改善生态环境的迫切需要、保障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需要。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各国人们充分认识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一次全球性的自然灾害，

更是对全世界人民的一次警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

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建设生态文明已经居于国

家发展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国家领导人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

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我

们这代人的努力！这些都体现了我们党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推进生态文明教育刻不容缓。

1.1.2充分掌握生态文明的理论知识

首先要掌握我国古代传统生态文明思想。一是“天人合

一”的自然观。“天人合一”主张将天、地、人作为一个统一的和

谐整体来考虑，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更要尊重自然界的

客观规律，从而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共荣共存、和谐发展的关系。二

是遵循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1]。其次是要掌握马克思

主义生态理论知识。克思的生态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人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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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关系，强调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是自然

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二是对生态危机产生根源的探究，意识

到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科

学技术的资本应用加深了生态危机。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

较早并正确的看待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意识到了人的实践活动

应当遵循自然规律，社会的发展不应当以损害自然为代价。时至今

日，这些思想都有着十分重大的借鉴与启示意义。最后是要充分掌

握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应对环境变化的形势，中国共产

党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为加强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工作积极地出台

了相应的政策。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下，提出了自己的

生态文明理念：“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既要金山银山，也

要保住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此基础上，习近

平指出，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要创新发展思路，

发挥后发优势。因地制宜选择好发展产业，让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经

济社会效益，切实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

实现百姓富、生态美有机统一。

1.2大学生生态文明行为践行教育

引导大学生养成良好习惯。大学生要学会身体力行保护环境，

培养自身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在日常生

活中更加自觉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节约为主，反对浪费行为，为

成为新时代的生态公民而努力奋斗[2]。

学习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方针政策。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理

论是大学生行动的基础与指南，大学生学习和了解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内容。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主要有：《环境保护

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环境保

护政策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它具体包括三大政策八项制

度，即“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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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环境管理”这三项政策和“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

“排污收费”，“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定量考核”，“排污申请登记与许可证”，“限期治理”，

“集中控制”等八项制度。了解掌握相关方针政策，有利于大

学生学习生态文明理论，指导自身生态文明的实践性行动。

深刻掌握环境污染防治的根本之策。尽管本次新冠肺炎病毒

的宿主到底是什么目前还无从而知，但可以明确的是这次疫情的

爆发与近年来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环境的恶化有着不可割裂的关

系。疫情后的国人在反思如何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国家一方面

是要做到迅速解决当前生态环境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找准根源下

手；另一方面也要建立未来长远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作为大

学生，则应当顺应国家的政策，自觉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与义务，倡导绿色的生活方式，树立敬畏自然，尊重自然的生

态文明思想，主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活动，形成良好的

价值观与理想信念，成为新时代的新型人才。

2　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途径

2.1发挥国家在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中的引领作用

特殊时期增强学生的生态文明教育工作是十分迫切的任

务，国家政府应该发挥在加强生态文明教育中的引领作用，及

时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整合社会资源以促进高校大学生生态文

明教育[3]。第一，国家可以通过把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是否合

格作为毕业的参考标准之一来提高加强其生态文明素质，促使高

校设置生态文明教育的必修课程，使得生态文明知识的学习成为

大学生的必须环节，而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环节。这样以来，高校

的人才培养标准将不再是以往单一的标准而转向更加多元的参考

模式，由此培养出的人才将更加贴个时代发展的需求。第二，国

家可以为生态方面的人才提供更多的岗位并予以物质支持。国家

可以优化就业岗位的设置，增添适合生态方面的就业岗位，并设

立相关的部门进行宣传，选择优秀的毕业生予以岗位分配，以此

鼓励大学生填报生态环境相关的专业，并努力使其发展成为我国

的热门专业以保证相关事业能够涌进源源不断的人才。同时，国

家要给予那些能够应用于生活的生态科技产品物质奖励，吸引大

学生们积极投入到生态科技创新之中，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培养

大量的生态人才。对于已经学习生态文明理论的大学生或具备较

高水平的人才，国家要予以特殊的物质支持，如为其在就业、买

房等等各项方面给予一定的津贴补助。

2.2坚持家庭教育在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中的基础作用

2.2.1正视生态文明教育在家庭教育当中的地位

家庭教育作为每个人成长中所接触的第一种教育方式与走向

社会的基础性教育，它对一个人的成长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国家、学校要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离不家庭的支持。所以一定要

发挥家庭教育中生态文明教育的作用，让学生从小就产生生态文

明的概念。家长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不应该一味强调子女的

学习成绩，要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同

时兼顾孩子的生态文明素质的培养与提升，如多鼓励孩子阅读有

关生态文明方面的书籍，多观看生态文明教育的相关宣传教育节

目，多关注国家相关的方针政策。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要时刻强调保护生态的重要性，让孩子意识到生态环境对社会的

重要性，把生态文明教育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这样才能有效

提升生态文明教育的效果。

2.2.2营造良好的家庭生态文明教育氛围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主要场所，也是最为基础的教育环境。

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其言行举止对孩子有着极强的示范

作用，因此家长应当把生态文明教育作为家庭教育的一个环节，

努力渲染家庭教育中生态文明教育的良好氛围，让孩子在浓厚的氛

围中接受熏陶。具体来讲，良好氛围的营造需要从小抓起且落到事

事之中。家长要有意识的将绿色发展意识融入日常生活之中，把生

态文明理念日常化、常态化、具体化，才能使子女接受并且树立低

碳理念，自觉保护生态环境。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家长可以带孩

子去生态保护区旅行，旅行的意义不仅是身心的方式，更应该是潜

移默化教育的实施，在游览大好河山的同时，引导孩子关注生态环

境的保护；再者，日常的小事如鼓励孩子低碳出行、不随意吐痰随

手扔垃圾、不适用塑料袋不制造白色垃圾等，都可以为家庭营造良

好的教育氛围，时刻对孩子进行教育。

2.2.3发挥父母在生态文明教育当中的榜样作用

正如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曾告诫父母的那样，父母是孩子德

育的第一位老师。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之一，对于个人的

成长有着深刻地影响。而作为家庭单位中的主心骨的父母，只

有在家庭生态文明教育中应该躬示范，发挥其在教育中的权威

性，为子女树立良好的榜样，才能对孩子的生态文明教育产生

积极的影响。由此，父母应该自身树立起正确的生态文明观

念，在生活中对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例如：节约用水用电、

低碳出行、在家里随手关灯、做好垃圾分类等，为孩子做好示

范。总而言之，家长应该时刻铭记环保意识，倡导绿色的生活

理念为子女树立榜样并使其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将理念外化为实际

行动，养成绿色的生活习惯与方式。

2.3践行高校在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中的主导作用

2.3.1加强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

高校作为培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的主要阵地，要培养出高

素质的生态文明人才的首要前提就是培养一支高素质、强能力的

师资队伍[4]。首先，高校应该对教师队伍给予丰厚的财政支持，

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加快建设一批专业的生态文明教育教师团

队。其次，高校应该生态教师队伍的生态文明培训工作。加大

教师的生态文明知识和理论研究水平的培训上，使其具备深厚的

生态知识功底和较高的理论研究水平，才能更好地担任授业解惑

的职能。最后，各个高校的生态文明教师应该彼此之间的交流

与互动，交换经验以调整自己的授课方式，以便更好的进行宣

传教育。同时，要加大对生态教师的考核，杜绝懈怠工作的教

师，形成良性的竞争，促进教师队伍向前发展。

2.3.2 促进高校生态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校园的外在环境是一个学校精神风貌的体现，也是一种无形

的教育资源。一方面，通过校园建筑的设计形态与布局，结合生态

发展要求将生态文明理念与历史传统呈现在学校的各个建筑上，使

得身处校园的大学生能够生活在良好的校园环境之中，让大学生深

刻理解到生态文明教育已经成为了生活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发挥

生态校园环境对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教育潜移默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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