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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was added into “five-in-one” overall layout in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as applied as one of the 
basic strategies for upholding and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n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was raised to the 
national strategic height unprecedentedly. Thus, studies on ecological awareness have gained 
considerable focuses from academic circles nowadays. According to the study results on the eco-
logical awareness of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search status, re-
search dimensions, research objects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the ecological awareness in China 
and compares it with that of foreign countries, and the shortcomings of domestic research are also 
analyzed. On this basi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study of the ecological awareness in China needs 
further extension and deepening in the aspects of research dimension, research methods and in-
vestigated 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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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五位一体”总布局；党的十九大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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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如今，有关生态文明

素养的研究成为了学术界的关注重点。根据国内学术界对生态文明素养的研究结果，对其在态势、研究

维度、调查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并与国外生态文明素养的研究现状进行相关对比研究，

分析国内研究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我国生态文明素养研究在研究维度、研究方法和调查

对象等方面需要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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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人类对自然界的索取和破坏越来越严重，生态环境问题随之出现，

并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生态文明正成为全球公众的关注焦点。我国在党的十七大上首次提出“生

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中，构成

了“五位一体”总布局，这是总揽国内外大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部署；党的十九大将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党和政府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

了国家战略高度。生态文明建设关键在于人，只有全民提高生态文明素养才能又快又好的进行生态文明

建设。 

2. 生态文明及生态文明素养的概念 

“生态文明”最早是由前苏联学者于 1984 年在《莫斯科大学学报·科学社会主义》所刊载的文章“在

成熟社会主义条件下培养个人生态文明的途径”中提出的，文章提出培养生态文明是共产主义教育的内容

和结果之一，是生态文化和生态学修养的提升。在 1987 年 6 月召开的全国生态农业研讨会上，叶谦吉教授

针对我国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态势，呼吁要“大力提倡生态文明建设”，这是我国在学术界首次明确使用

“生态文明”概念。他认为，“所谓生态文明，就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

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关系”[1]。他认为，21 世纪应该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纪。

1995 年美国著名作家罗伊·莫里森在其出版的《生态民主》一书中明确指出生态文明是继原始文明、农业

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一种更高形态的文明形式。生态文明是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人类文明形态，

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

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2]。 
“素养”是指通过后天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个人的道德修养，强调的是人后来习得的关于某

些事物的精神、观念和态度。生态文明素养是“生态文明”与“素养”的有机结合，生态文明素养是指

对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

态所保持的敬畏之心和平素养成的良好习惯。生态文明素养是一个综合性指标，王辉[3]将其描述为“了

解生态系统中的环环相扣、物物相联，产生积极关心的态度，然后以行动在生活中表现出来，成为生态

文明素养的三部曲”。 

Open Access

 

DOI: 10.12677/aep.2018.81005 37 环境保护前沿 
 

https://doi.org/10.12677/aep.2018.8100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张瑞云，马淼 
 

3. 我国生态文明素养的研究现状 

3.1. 我国生态文明素养研究的文献分析 

我国关于生态文明素养的研究起步较晚，其发展经历了从最初的“环境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

到现在的“生态文明素养教育”，对生态文明素养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以中国知网 CNKI
和万方数据库为信息来源，以“主题”为检索项，以“生态文明素养”为检索词；以“关键词”为检索项，

“生态文明意识”“环境素养”“生态素养”为检索词，从 2002 年到 2016 年间共获得有关“生态文明素

养”的文章 1748 篇。文章数量的年际分布见图 1。文献来源，从学术期刊到报纸，数据分布见表 1。 
 

 
Figure 1. Inter-annual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papers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teracy in China 
图 1. 我国生态文明素养研究论文的年际分布 

 
Table 1. Sources of literature on the research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teracy in China 
表 1. 我国生态文明素养研究的文献来源 

年份 学术期刊 博士论文 硕士论文 会议论文 报纸 

2002 8     

2003 13   1 1 

2004 4 1   2 

2005 8  1  4 

2006 8   1 15 

2007 15  2 1 20 

2008 50  5 6 48 

2009 58 1 8 14 44 

2010 78  8 1 44 

2011 65 1 19 8 33 

2012 72  27 4 27 

2013 134 1 19 11 40 

2014 188  37 2 46 

2015 186  55 2 41 

2016 167  39 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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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 1 和表 1 分析得出，我国关于生态文明素养的文献在 2002~2006 年间数量非常少，且主要发

表在学术期刊上。在 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主题以后，不仅年均研究论文篇数开

始突破一百篇，而且硕士研究生论文也由 2017 年的 2 篇增加到了 2012 年的 27 篇，约占当年论文总数的

21%，研究生成为了我国生态文明素养研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王续琨[4]认为出现一批以“生态文明”

作为篇名关键词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其重要意义在于标志着生态文明研究已经进入高等学校高端人

才的培养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生态文明研究后继有人，同样的以“生态文明素养”为篇名关键

词的硕博学位论文，也标志着生态文明素养的研究进入到了高等学校高端教育研究领域，得到了学术研

究领域的重视。在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

设中，构成“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并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将生态文明建设提

到了国家战略的位置。自此掀起了生态文明素养的研究热潮，2013 年的相关研究论文就突破了 200 篇，

并呈现日益增长的趋势，到 2015 年的研究论文达到了 284 篇。从表 1 中可以发现，学术期刊一直是生态

文明素养研究的重要载体，并且报纸也成为了宣传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载体。从总体上看，虽然近十几

年以来学术界对生态文明素养关注度有所提高，但是相关文献数量还是偏少。 

3.2. 我国生态文明素养的研究维度 

随着学术界对生态文明素养研究的逐步深入，对生态文明素养维度的研究也不断细化。目前我国有

关生态文明素养的研究主要围绕生态文明知识、生态文明情感、生态文明意识和生态文明行为等四个维

度[5]。生态文明知识是个体生态文明素养的重要基础，是人们对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的认识水平和程度，

主要包括专业性和通识性生态学知识；生态文明情感是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敬畏，是生态文明素养的驱动

力；生态文明意识是人类对生态危机的能动反映，包括内化和外化两个基本过程。生态文明意识的内化

是指社会所需要的生态文明思想转化为个体的认知；外化是指个体所产生的生态文明认知转化为生态文

明行为，并养成相应的行为习惯[6]，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生态文明行为是生态文明素养的外显，

是个体保护环境行为取向和具体行动，具有独特的时代价值。生态文明素养是多维度的内隐和外显的心

理素质，内隐即生态文明情感和生态文明意识；外显即生态文明知识和生态文明行为。 

3.3. 生态文明素养的研究方法 

目前我国生态文明素养的研究主要有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种形式。如熊希瑶[7]运用理论研究的方

法，通过分析文献将中国传统的生态文明思想与青少年的生态价值观进行了有效结合。实证研究主要是

以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如安彦彦等人[8]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大学生的生态文明素养进行了调查研究，

对高校大学生生态文明素养的培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4. 生态文明素养的调查对象 

2002~2016 年的文献调查显示，目前我国生态文明素养的调查对象主要涉及学生、农民、城市居民、

公务员等，所占比例分别为 95%、2.7%、2%和 0.3%。如刘建伟[9]以陕西部分高校的学生为调查对象进

行取样调查；林敏[10]以中小学生为调查对象，对其生态文明教育进行相关研究。王丽曼[11]以“农民生

态文明素养研究”为题，通过认知、情感、行为和道德素质等方面对农民生态文明素养进行调查研究。

舒岳[12]以浙江省丽水市市民为调查对象进行了生态文明素养的调查研究。方然[13]以北京市公务员为调

查对象进行生态文明素养的测量。学生群体按不同受教育阶段分为学龄前儿童、小学生、中学生、大学

生，所占比例为 1.1%、6.3%、26%和 66.6%。可见，关于生态文明素养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大学生群体，

而针对其他群体的研究明显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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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生态文明素养培育途径 

从相关文献看，生态文明素养的培育途径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3.5.1. 社会教育层面 
周怡波认为通过社会舆论引导、宣传教育、行为示范、机制创新等多种途径，使生态文明理念入心

入脑，成为时尚和普世追求；专业者带动与社会普及同行，从而达到全社会生态文明素养普遍提升的目

标[14]。 

3.5.2. 学校教育层面 
学校被认为是进行生态文明素养培育和提升的重要阵地，学校可以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课程建

设、学科渗透、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学校管理制度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实践活动的开展等手段对在校学生

进行生态文明素养教育。 
1) 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学校是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传播的主要基地，所以要正确树立教育系统的思想

政治教育生态观；开设思想政治道德教育方面的课程；加强教育者的生态道德意识；校园的生态文化建

设渗透生态道德；在评估制度上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加强学生的生态道德主题实践活动[15]。 
2) 课程建设手段。主要涉及课程设置、课程内容、课程教学、课程运行、教材及资源配置、实践与

考核。课程建设的方式则主要体现在传授与互动并重、多媒体运用与展示、学生课程实践创新与成果及

网络平台建设。课程建设的效果评估应有学生创新与行为表现、学生参与规模和成绩、校园生态文化建

设等；针对非专业的学生开设的相关文化素质公选课和与之相关交叉学科融合的选修课[16]。 
3) 学科渗透手段。韩路[17]认为在课程教学中渗透生态文明教育要遵循以下原则：提高对生态文明

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整合多方力量，为生态文明教育在学科教学中的实施提供充分保障；提升教师的教

学设计能力以及改革传统教学方法，切实提高教师生态文明素养教育的能力。 
4) 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手段。刘甜甜[18]认为建设校园生态文化要从三个方向进行，即校园生态环境

的建设；校园生态人文环境建设和校园生态规范制度建设。 
5) 学校管理制度建设手段。赵业丽等人[19]认为应加强建设监督制度和奖惩制度。 
6) 生态文明实践活动手段。要达到“知情意行”四者的融合，生态文明实践是必不可少的。通过社

会生态文明考察、生态环保政策宣讲服务、生态文明专题调研、生态教育基地建设、社区生态文明建设

活动等，把学得的理论知识与生态环保实践相结合[20]。 

3.5.3. 家庭教育层面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成长和价值观养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

家长生态文明素养的提升对于个人生态文明素养的提升尤为重要。王逸凡[21]认为家长要树立正确的生态

文明观念、规范自己生态文明行为；仔细观察和充分了解子女的日常生态文明状况，针对子女的生活习

惯和行为方式的特点，有的放矢地进行生态文明素养教育；培养子女的生态文明意识，帮助子女养成良

好的生态文明习惯。在家庭实践教育中，家长要引导和鼓励子女把生态文明知识和生态文明行为习惯有

机融合。 

4. 我国生态文明素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 

4.1. 我国生态文明素养的研究维度还有待完善 

我国关于生态文明素养的研究维度主要涉及生态文明知识、生态文明意识、生态文明情感和生态文

明行为四个维度。对比研究发现，国外在生态文明素养的研究维度上还涉及到生态行为技能[22]。生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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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技能是指在实践中运用方法、手段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技巧和能力。这不仅使受教育者知道应该做什

么，而且还能使其懂得该怎么样，对提高受教育者生态文明素养具有重大作用。这在我国生态文明素养

研究维度上却未曾被关注。因此，未来我国在生态文明素养的研究维度上应该进一步的深化和完善。 

4.2. 我国生态文明素养研究方法还有待丰富 

目前我国学者对生态文明素养研究采用的方法并不多，主要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理论研究主

要是历史分析法、资料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等；实证研究主要是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侧重于对调查对

象的生态文明素养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提出合理化的建议。但是在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分析上存在明显不足，大部分实证研究中都缺少了对问卷信度和效度的分析，从而影响了调查研究的质

量，使研究结果缺乏可靠性和说服力。而且我国缺乏统一的生态文明素养测评量表，使生态文明素养的

研究局限于各个地域，而没有全国性调查研究，使资源不能有效共享。然而，早在 1978 年由美国学者

Dulap 和 VanLiere 就已开发了“新环境典范”这一最为经典的生态文明素养量表，在美国的生态文明素

养测评中至今仍占有重要的位置。因此，我国生态文明素养研究在未来急需完善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测评，

编制统一的生态文明测评量表并积极采用数学建模[23]等多种研究方法，使生态文明素养的研究更加科学

准确。 

4.3. 我国生态文明素养的调查对象太过单一 

我国生态文明素养调查对象主要涉及学生，农民，城市居民和公务员。然而在学生的生态文明素养

研究上，主要集中在大学生，关于中小学生生态文明素养的研究偏少。我国中小学生基数大，且可塑性

强。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因此加强我国中小学生生态文明素养研究将有助于全民生态文明素养的提高，

对于加快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重大作用。与国外对比研究发现，在不同民族[24]、不同文化背景和不

同语言[25]等群体的生态文明素养上我国还处于空白。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生活方式、文

化习俗等方面存在差异。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民族参与，只有全民族生态文明素养的提高，才能又快又

好的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因此，我国生态文明素养的调查涉及更多不同的群体是未来又一发展趋势。 

5. 结语 

总之，开展生态文明素养的研究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及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不可少的部分。对

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和提高全民生态文明素养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是实施素质教育，实现学生全面发展

的客观要求。所以开展生态文明素养的研究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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