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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

要组成部分。加强生态文明教育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必然要求。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意义重大。高校在推动大学生生态文明

教育中既面临着挑战困难，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探索经验。在梳理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紧迫性和

必要性的基础上，分析了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生态文明课程体系建设和实践探索方面的有益尝试，以

期帮助我们探索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有效途径。面向生态文明教育的新形势，提出了打造生态文明教

育的校园建设理念、构建生态文明教育的课程体系、搭建生态文明教育的学生参与平台、聚合生态文明

教育的社会资源四个基本路径，为各高校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提供借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

展培养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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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established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Strengthening the educ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llege students are the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re-
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College Stu-
dents. Universities are facing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in promot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
cation, and they have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On the basis of sorting out the urgency and 
necessity of strengthen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ana-
lyzes the beneficial attempts of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Nankai Univers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urriculum system and practice exploration, in order to help us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way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Facing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ur basic path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cluding building campus construction of eco-
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concept, construct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build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of th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latform, 
gather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in order to reference for universi-
ties to strengthen college student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
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strengthened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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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并提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努力建设美丽中国。”[1]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2]，要求：把

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21 年 1 月，为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

把建设美丽中国化为全社会自觉行动，生态环境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等六部委发布《“美

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2021-2025 年)》，明确了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

行动的总体安排。大学生作为公众步入社会的最后一环，决定着全国生态文明意识行动提升的效果。因

此，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升生态文明意识的过程中，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愈发被关注和重视。生态

文明教育发挥了普及生态文明知识、启发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等重要作用，其内涵丰富、

意义深远，已经逐渐成为我国学校教育、尤其是大学生素质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高校肩负着培养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关系着一代代青

年人能否牢固树立生态文明思想，关系着美丽中国梦想的实现，因此，探索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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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途径意义重大。 

2. 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形势和必要性分析 

2.1. 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必然要求 

2018 年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他还在多

个场合反复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他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等理念[3]，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出发点，站

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引导大学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必然要学习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思想认识的提升来源于理论的坚定[4]，要

想让大学生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和思想，自觉投身于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要加强生态文明理论的学

习。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可以帮助大学生系统的了解生态文明思想的起源，内涵和外延，而且

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论述结合中国实际，放眼全球，致力于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

的永续发展，语言生动，思想深刻，是进行生态文明教育的生动教材。因此，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

育，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必然要求，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为核心。 

2.2. 生态文明教育是激发大学生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重要支撑 

党的十九大指出，当前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2]。发展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其实也包括经济快速发展中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未来的发

展不能是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发展。因此，建设美丽中国，必须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当代大学生成

长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多数学生没有经历过困苦磨难，他们缺乏社会经验，对社情国情了解不

够深入，部分学生缺乏社会责任感和担负起民族复兴重任的使命感。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被列为我国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是大学生了解社情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生中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可以让当代大

学生充分认识和深刻领会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正确看待我国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理解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环保思想，进而激发大学生建设

美丽中国的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 

2.3. 生态文明教育可以为美丽中国建设凝聚青年力量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一代代青年人的接续奋斗[5]，如果当代大

学生没有树立生态文明思想，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将后继无人。美丽中国建设，既需要懂环境污染治理

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专业人才，更需要全民的参与。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丰富，受众广阔，郭紫怡认为，

生态文明教育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社会和谐为出发点，针对全人类、全社会开展的教育活动[6]。
而青年大学生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的中坚力量，应该首先成为接受生态文明教育的受教育者，进而成为宣

传生态文明思想的教育者。在大学生中加强生态文明教育，不但可以让学习环境和生态专业的大学生坚

定专业信念，投身于环境保护的科学研究，解决我国切实存在的环境问题，还可以让更多大学生树立生

态文明思想，成为宣传生态文明思想的宣讲者，未来每个小家庭的生态文明思想的教育者，带动整个社

会，提升民众的生态文明思想理念，人人参与生态文明建设[7]。因此，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可以为

美丽中国建设凝聚青年力量，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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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内高校开展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实践探索 

3.1. 高校开展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面临的困难 

3.1.1. 高校缺乏系统的生态文明教育课程体系 
国外高校的生态文明教育起源较早，自 1972 年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后，环境保护教育就在国

外高校开始起步和推广。但在 70 年代，国内高校刚开始有环境学科的研究方向，直至 80 年代初期才有

环境科学专业的本科生培养，而面向全体学生开放的科普性环境类课程就更是少之又少[8]。随着经济的

发展和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到 90 年代中后期，各高校才开始重视面向全体学生的环境保护教育，但课

程的名称各高校不尽相同，内容各有特色，让人眼花缭乱，但始终没有形成较为完善的课程体系。党的

十八大召开后，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各高校开始重视生态文明教育，但由于缺乏完善的课程

体系建设，很多高校以讲座的形式面向学生开展生态文明教育，部分高校也在开设生态文明教育的通识

选修课，但课程名称和内容也是百花齐放，虽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生态文明教育在高校的推广，但仍然

没有形成较为统一和完善的生态文明教学课程体系。 

3.1.2. 高校缺乏生态文明教育的实践平台 
良好的教育效果离不开课堂教学和课下实践的有机统一。生态文明教育与其他课程教育一样具有科

学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但其还具有更高的社会实践性，没有亲身体验和调研，没有参与到生态文明

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学生们很难从心灵深处引起共鸣，充分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其实践意义。

目前多数高校因为生态文明课程建设的滞后，亦没有建立起课程实践基地。部分高校鼓励同学们利用寒

暑期参与社会实践调研，这是进行生态文明教育的良好途径，但是社会实践的主题和内容非常丰富，同

学们在自由选题的情况下参与生态文明实践调研的仍然是少数。还有一些高校通过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

鼓励同学们参与生态文明实践，但这类活动通常以学生自发参与为主，缺乏连续性和覆盖面，受益面较

窄。综上，目前高校仍然没有形成较为固定和有规模的生态文明实践平台。 

3.1.3. 高校缺乏生态文明教育的环境营造 
环境的影响对于受教育者是非常重要的。虽然生态文明教育越来越被高校重视，但如果没有与其课

程和实践相互配合的校园环境营造，这种教育的效果将大打折扣。例如，我们教育学生要节约能源，但

是很多高校的教学楼没有灯光和空调系统的智能控制，对于同学们浪费公共空间能源的行为没有管理和

制约。我们讲授垃圾分类的意义和好处，可是校园中的垃圾回收箱没有分类，无法给同学们提供垃圾分

类实践的设施。我们教育同学们要参与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但是校园建设理念中没有体现生态

环保理念。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而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高地，

理应首先营造出良好的生态文明教育环境，为大学生创造生态文明实践的良好环境，并带动和影响一个

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 

3.2. 部分高校开展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有益尝试 

3.2.1. 清华大学生态文明教育的“三位一体”模式 
清华大学是国内较早系统开展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高校，教育成果显著，具有借鉴意义。清华大

学的生态文明教育“三位一体”模式，包含了课程教育、实践教育和文化教育三个方面。在课程教育方

面，自 1998 年提出建设绿色大学起，清华大学就开始积极开展绿色课程的建设工作，全校的绿色课程曾

达到二百多门，自 2005 年起，清华大学开设了《生态文明十五讲》[9]，该课包括大班理论课和小班实践

课两个环节。课程由“清华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的十余名专家学者为学生分析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4172


马丽娇 
 

 

DOI: 10.12677/ae.2021.114172 1113 教育进展 
 

途径和创新方向。课程涵盖了生态文明的基础理论，历史发展脉络，工业领域的生态文明实践等内容。

实践教育方面，清华大学以绿色校园为载体，充分发挥校园的育人功能，开发打造了生态文明实践项目。

如引入“校园实验室”项目，围绕学校节能减排和实验教学，开展创新设计大赛，通过参与校园实践引

导学生领悟绿色校园建设的含义，进而推进生态文明教育。文化教育方面，清华大学将生态文明概念融

入到学生入学教育、校园文化活动和毕业主题教育的各个环节，营造良好的绿色校园文化。如“绿色嘉

年华”、“绿色生活校园游”等活动，吸引广大学生的积极参与，润物无声的浸润学生心灵。 

3.2.2. 南开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统筹生态文明教育 
南开大学 2015 年成立了“生态文明研究院”，该研究院有多学科交叉群，它的一项重要目标定位就

是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与当代生态文明社会宣教，对于统筹和实施生态文明宣讲教育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在课程和讲座方面，举办了“生态文明大家谈”系列讲座并建立了生态文明慕课；在推动学生参与生态

文明实践方面，举办了首届全国青年环保风云会和第四届东亚环境史学大会，发起成立了京津冀大学生

生态文明联盟，为各高校关注生态环保的学生搭建了交流学习的平台，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聚合青年力

量。在首届全国青年环保风云会上，提出了“生态文明与青年责任”这个议题，就是为了号召更多青年

大学生认识到，建设美丽中国离不开青年学生的参与，不仅是相关专业的学生们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创新

研究，也包括发动更多青年学生参与到生态文明的宣教、环保公益活动的推广和带动更多民众自觉参与

生态环境保护中。该研究院还发起建立了生态文明教育联盟，其目标就是实现全国高校师生在生态文明

科研教育方面的深度交流，资源共享，创造更多供师生交流、合作、互动的平台。 

4. 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有效途径分析 

深入分析目前高校开展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面临的困难，合理借鉴相关高校好的经验做法，可以探

索出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有效途径。 

4.1. 打造生态文明教育的校园建设理念 

从清华大学的“绿色校园”建设理念中我们可以看出，打造生态文明教育的校园建设理念，可以为

生态文明教育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良好的环境营造不仅本身可以对学生起到润物无声的教育作用，还

可以为进一步深入开展生态文明的课程教育做好铺垫，为生态文明实践提供基础支持。第一，高校应集

思广益，拓宽思路，结合自身的校园环境特点、传统优势和文化底蕴，找到推广生态文明教育的校园建

设切入点，打造出具有高校特色的生态文明教育校园理念。如部分高校自然环境优美；部分高校楼宇设

施节能环保；部分高校具有绿色校园建设的传统[10]；部分高校有相关学科的优势，这些都可以成为推广

生态文明教育的校园建设理念。第二，要将生态文明的理念融入到校园建设的各个环节。校园建设的硬

件和软件都要融入生态环保元素，楼宇节能设计、宿舍环保规划、垃圾分类处理、废水循环利用、清洁

能源使用，在校园建设的每个环节体现生态环保理念。要加强校园文化渲染，在宿舍文化建设，教学楼

文化建设和食堂文化建设中融入生态环保理念。第三，要加强校园生态环保理念的宣传推广。要加强环

境的营造和宣传，充分利用宣传栏，电子屏等校园宣传设施加强校园生态理念的宣传。要像开展校史教

育一样，自学生入学起就加强校园生态环保理念的宣传教育，伴随学生的成长发展逐渐将这种理念内化

为学生的主观意识和自觉行动。 

4.2. 构建生态文明教育的课程体系 

课堂主渠道仍然是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第一，要积极构建生态

文明教育的课程体系。无论是清华大学的《生态文明十五讲》还是南开大学的《生态文明大家谈》，都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4172


马丽娇 
 

 

DOI: 10.12677/ae.2021.114172 1114 教育进展 
 

是融合了多学科内容的课程体系，可以从理论基础，历史脉络，生态伦理，科学创新等多个领域更加系

统的做好课程传授，通过系列课程让学生更加系统的学习生态文明思想。尤其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为指导思想，基于高校相关学科优势，科学合理的设计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组建师资队伍，研讨

课程内容，形成课程体系[11]。第二，合理设计课程模式。多数高校的生态文明教育课程以选修课为主，

也有一些是系列讲座，在班级设置上大班教学和小班教学结合，这些都值得借鉴。为了更好的取得教育

效果，科普和概论性课程建议采取大班教学，拓宽学生的受众面，在课程讨论实践环节建议采取小班教

学，让学生得到充分的实践锻炼，在互动中提升对生态文明的理解认识。第三，加强课程的研讨和交流。

定期做好课程调研，了解学生对生态文明相关课程的学习情况和授课效果，对授课方式和讲授内容做及

时调整，同时要加强课程内容研讨，紧跟生态文明发展的最新动态对授课内容进行调整。校际间加强生

态文明课程的交流研讨[12]，聘任在相关课程教学中经验丰富的教师来校为学生授课，也可通过课程的交

流研讨会实现优质课程资源共享。 

4.3. 搭建生态文明教育的学生参与平台 

生态文明教育需要学生的实践，无论是课程实践、服务实践、社会公益实践还是科学研究实践，都

需要高校主动为学生搭建平台[13]。第一，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开展生态环保类课外活动。一方面高校要主

动设计开展围绕生态环保相关的课外活动，如以“世界地球日”等特殊环保纪念日为切入点开展相应的

节能宣传活动，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发挥环保社团等学生组织的作用，安排专门的指导教师做好社团指

导工作，开展主题鲜明，内容活泼，积极向上的课外活动引导更多学生参与环保实践。第二，开展各类

生态环保相关的创新创业大赛。一方面可以在各高校已有的课外学术创新大赛和创业大赛中单独设计生

态环保选题，另一方面可以积极筹划开展生态环保类的创新创业大赛，在促进学生专业学习，提升创新

创业能力的同时引导更多学生关注生态文明建设，自觉将所学应用于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第三，

为学生提供参与绿色校园建设的平台。清华大学的“绿色实验室”，南开大学环科学院参与校园废水处

理系统建设，这些都主动为学生搭建了参与绿色校园建设的平台。学生们在参与过程中了解绿色校园建

设理念，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应用，不但可以提升学生的专业学习能力，更将生态文明思想根植于学

生内心，在服务校园建设中树立生态文明发展观。 

4.4. 聚合生态文明教育的社会资源 

生态文明教育需要家庭、学校、企业、社会的协同，进而形成教育的合力。第一，加强与生态环保

相关企业的合作，建立生态文明教育实践基地。一方面可以带领学生到相关企业实习参观，了解环境污

染治理的过程，帮助学生客观认识企业需求，了解环保领域的最新动态，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强高校与企

业的产学研合作，为学生提供参与解决实际环保问题的实践机会，自觉投身于生态文明建设中。第二，

加强各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资源共享[14]。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推动生态文明教育中都积极推进各高校

的资源共享，一方面高校可以聘请生态文明教育的校外导师，既包括兄弟高校的专家学者，也包括企业

中具有丰富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另一方面，可以经常性的举办交流研讨会来促进生态文明教育的资源

共享。第三，争取当地政府和企业等对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支持[15]。通过企业捐赠等形式设立生态环保

类奖学金，有针对性的奖励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中，在学术科研，创新创业和公益服务方面有积极贡献的

学生，吸引更多学生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总之，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关系着美丽中国建设和强国梦的实现，是一项系统的长期工程，既

要在理论研究上下功夫，也要在实践中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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