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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公民生态素养培育研究 
章新风 

（温州城市大学  浙江省温州市  325038） 

摘要：新时代公民个人生态素养的高低决定生态文明建设的质量与成败。由于生态教育匮乏、生态价值观导向错误、生态法制

建设不够完善等原因，我国公民生态素养不足表现为知识匮乏、生态意识薄弱、缺乏维权意识、生态行为践行度低。提升公民生态

素养必须汲取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智慧,树立新时代生态发展观；打造融生态教育于终身教育体系的“大生态”教育观；推进生态文

明教育的法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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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物种濒危加剧，生态危

机逐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保护生

态环境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已逐渐成为一种共识，探索一条经济发

展和生态文明并重的发展模式也成了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发展的

必经之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党的十八

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这一宏伟目标，并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加快生态文明改革，建

设美丽中国”，明确到 21 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国家。[1] 在这样的背景下，创设良好

的生态文化氛围，培育公民的生态素养既是我国高效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关键和根本保障，也是实现社会公民终身教育和全面发展的

需要。 

二、生态素养的起源和发展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为了生存的需要

必须掌握环境和周围动植物的相关知识。到了古希腊时期，包括亚

里士多德在内的诸多哲学家著作中都包含明确的生态学内容。[2]二

十世纪以后，生态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研究生物及其环境之间相互

联系的独立学科。自从 1968 年美国学者 Roth 首次提出通过环境教

育培育具有环境素养的公民后，“环境素养”这一全新的概念就逐

渐引发了社会各界和学者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还将 1990 年定为“环境素养年”，并提出环境素养应该成为

全人类基本的功能性教育。[3]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们

开始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1992 年，美国学者大卫·奥尔（David 

Orr）最早使用了“生态素养”一词，他指出生态素养的人应具备生

态环境的相关知识和关注生态环境的态度，良好的生态文明行为，

并能用生态系统的概念来思考这个世界。[4]换言之，生态素养是关

于生态文化和生态道德的修养或品质，是公民素质和现代文明素养

的重要内容。 

三、中国公民生态素养的现状和原因 

（一）中国生态环境现状 

2021 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虽然较之前几年明显改善，但生态问

题依然严峻。根据 2022 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 2021 年度环境状况

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近三分之一城市的 PM2.5 平均

浓度超标，并伴随区域性重污染天气；影响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的

主要污染物是重金属；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1.2%，水生态系统失

衡等问题突出，辽东湾、渤海湾、长江口等近岸海域污染较为严重。
[5]近年来水环境中广泛存在的微塑料污染引发了世界关注，而我国

每年进入海洋的塑料垃圾占总量的 27.7%。[6]难以降解的微塑料不

仅对海洋和淡水生态系统的水生生物产生危害,也影响着人类的健

康安全。 

（二）中国公民生态素养现状 

第一，公民生态知识匮乏。掌握一定的生态知识和生态保护知

识是培育公民生态意识的基础，也是公民展开生态保护行为的前

提。根据 2014 査年的《全国生态文明意识调 研究报告》，只有不到

一半受访者能够准确说出世界环境日、环境问题举报电话等内容，

能准确说出 PM2.5 的受访者不到 16%。而民众对于包括生物多样性、

土壤流失、森林砍伐、沙漠化、气候变化、资源枯竭和人类生活关

系等的系统生态知识鲜有深入了解。而近几年冰川加速融化、极端

气候频现、细菌病毒肆虐，无一不给无知又贪婪的人类敲响了警钟。  

第二，公民生态意识薄弱，缺乏维权意识。生态意识的高低反

映了公民素质的高低，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7]由于

民众生态意识和法制意识的薄弱，超过半数的受访人群对身边的污

染环境行为置之不理，而且在农村等落后地区这点尤为突出。由于

工农业污染、城市污染、产业转移和企业搬迁、民众生态意识和环

境维权意识的缺乏，中国乡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呈现恶化趋势。[8]  

第三，公民生态行为践行度低。我国公众生态文明意识的特点

为“高认同、低认知、践行度不够”。有些人即使掌握了一定的生

态知识，也并不意味着生态践行度就高。相反，不少人在生态行为

方面表现为“知行不一”，在节约资源、理性消费、举报环境违法

行为及主动宣传生态文明方面依然不尽如人意。 

（三）造成中国公民生态素养不足的原因 

其一，生态教育匮乏。大卫·奥尔指出:未能培育人们的生态素

养这是教育不负责任的罪过。[9]长期以来，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工

作者缺乏 “大生态”的理念，并未意识到普及生态知识、实施生

态教育在保护地球生态系统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性，这就

导致学校的生态文明教育呈现零散和碎片化的特点、且缺乏知识的

整体性和体系化。各种科目的讲授中普遍缺少生态视角的反思和教

育，因而造就人们与大自然的隔阂和疏离，生态知识匮乏，生态意

识淡薄，变成生态糊涂虫甚至是生态文盲。 

其二，生态价值观导向错误。由于我国在较长时期内片面追求

经济高速发展，导致生态保护让位于经济利益的需要，加上西方媒

体和广告商大肆宣扬“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这无疑

对民众价值导向的偏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导致人们以牺牲环境

为代价换来感官享受和自身利益，无视环境的保护和恢复，对生态

恶化熟视无睹，听之任之。 

其三，生态法制建设有待完善。我国虽然近年来相继出台环境

保护法、生态补偿法等法律。然而，一方面，生态立法的速度仍远

远跟不上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的实践活动和需求，无法平衡生态保

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对环境的惩治以环境行政处

罚、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的刑事案件为主，体现出“重治理，轻预防”

的特点，这既不利于公民生态素养的提升，也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

护。 

四、培育中国公民生态素养的途径 

（一）汲取中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智慧，树立新时代生态发展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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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体

现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价值追求和人文关怀，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

化。”［10］中国自古以来一向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儒、释、道为

主干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蕴含着大量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智慧和

生态伦理。 

儒家文化主张“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对待自然资源要“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从孔子《论语》提出

“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到《淮南子》提出“不涸泽而渔，不焚林

而猎”, 不仅充分体现出深切的人文关怀，还揭示了儒家提倡合理

开发、利用自然和野生动物资源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哲学观。

道家代表作《道德经》规劝人们顺应自然而非背离自然。道家以“道”

为核心，认为一切生命都源于“道”，“道”是生命的本源，万物都

具有相等的价值，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少私寡欲”、“万

物平等”。佛教信奉“因果报应”和“众生平等”的生态观，反对

人类中心主义。这些提倡遵循自然规律，保护自然和万物的生态思

想蕴含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和当下倡导的和谐共生的生态观相

吻合，对于打破甚嚣尘上的“人类优越论”的思想提供了哲学基础。          

（二）打造“大生态”教育观，融生态教育于终身教育体系 

1.开展环境户外教育，培养热爱自然的生态情感 

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绿党议员 Lucas 提出了环境教育著名的“卢

卡斯模式”，生态环境户外教育开始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美国儿

童权益宣导人 Richard Louv 提出“大自然缺失症” (nature－deficit 

disorder)概念，这促成了“让儿童走向户外”法案的出台，户外“生

态素养”运动自此在世界各地蓬勃开展。而环境户外教育正是通过

让学生观察大自然的生物群落和群落内的生物多样性、动植物栖息

地，去近距离欣赏、接触和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尊重生命和自然规

律。只有具备了亲近生命和大自然的生态情感，才能为开展生态环

境知识教育和培养生态素养奠定情感基础。 

2. 渗透到各科教学，普及生态教育知识 

人类、文化和社会都起源于自然世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

此，无论是自然学科、还是社会和人文学科都和生态有着密不可分

的联系和融合，这不仅促进了国外不同学科的“生态转向”以及和

生态学相关的交叉学科的兴起，也为生态知识和不同科目相结合提

供了理论基础。基于此，1965 年德国率先提出发展环境教育，英国

环境教育根据“卢卡斯模式”也采取了在各门学科中融入环境教育

目标的策略，均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效果。 

我国除了结合当地生态特点，建设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态教育通

识课程体系外，还应将生态教育纳入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各科的课

程思政教学内容中。首先，各门学科应明确将弘扬中国传统生态文

化融入教学大纲和教学目标。其次，教师要深入挖掘和提炼教学内

容中的生态知识和生态文化，如地理课上普及环境科学知识、生命

的相互关联性以及生态国情教育；语言教学课上可利用自然文学的

语篇鼓励学生关注自然、热爱自然和保护自然；历史课从国家和文

明的衰亡深入剖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培养学生正确的生态观；艺术

课堂上穿插生态艺术和生态美学，提高学生的生态审美意识和审美

情趣。再次，教学方式上寓生态教育于生态实践活动，达到隐性育

人的目的。最后，教育活动场所上，从课堂教育拓展到户外教育，

实施顺应自然的人性教育。  

3. 建立多维生态教育体系，实施全民终生生态教育 

大卫·奥尔认为生态素养的教育是应当贯穿所有的教育过程的

核心要求。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和挪威政府都实施终生环境

教育战略，规定环境教育应面向所有受教育者的一生教育中。首先，

教育部门建立一套涵盖各个年龄层次、各个教育层面的职业培训体

系的生态文明终身教育体系，灌输以地球为中心的教育。其次，政

府、学校、企业、社区、社会团体等生态教育行动主体承担起生态

责任，分方式、级别和层次对公民进行生态情感、生态知识和生态

行为潜移默化的渗透和教育，通过学习培训、环保公益活动、科普

宣传、讲座、展览等方式让全体公民接受终身生态教育。 

（三）推进生态文明教育的法制建设，做到有法可依 

健全的法律法规是有效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前提和保障。生态

文明教育发达的国家普遍有《环境教育法》保障，1970 年美国颁布

《环境教育法案》并设置相关部门来主管环境教育工作，专门为各

地包括高校在内的教育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随后英国、

法国、日本等国家也纷纷效仿。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生态文明教

育法律法规，这就导致“大生态”的教育理念并未获得法律层面的

认可，生态文明终身教育体系和框架无法构建，各级各层的育人目

标和实施细则没有明确规定，无法获得相应的财政配套支持，在生

态教育方面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力和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并不明晰

等，这就严重阻碍了生态教育的全面实施。 

因此，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当务

之急便是出台《生态文明教育法》以及相关的政策法规和文件引导

生态文明的风向，为生态文明教育的实施提供法律保障和行为规

范，赋予公民环境知情权、环境事务参与权、管理和监督等权益，

做到以 “预防”和“教育”为主，“治理”和“惩戒”为辅的生态

系统整体性保护法案，这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走上法制化道路，塑

造公民的生态人格和提高公民生态文明素养的先决条件。 

五、结语   

公民的生态素养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公民拥

有良好的生态素养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素质和根本途径，需要政

府、学校、企业、社会团体和媒体等机构的协同联动,通过生态教育

使每个公民提高生态意识，自觉维护与其自身生存和发展休戚与共

的生态环境，全社会形成一种新的生态伦理观、生态价值观、可持

续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实现人类、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才能

打好捍卫“蓝天、碧水、净土”的生态保卫战，创建“美丽中国”

和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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