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ocational Education 职业教育, 2024, 13(1), 155-160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24.131025   

文章引用: 许慧, 刘慧芳, 强光平. 新时代高职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实施路径[J]. 职业教育, 2024, 13(1): 155-160.  
DOI: 10.12677/ve.2024.131025 

 
 

新时代高职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实施路径 

许  慧1，刘慧芳1，强光平2* 
1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衡阳 
2乐山师范大学，四川 乐山 
 
收稿日期：2023年12月4日；录用日期：2024年1月5日；发布日期：2024年1月16日 

 
 

 
摘  要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问题日益突出，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关注。高职学生作

为未来社会主体的一部分，其生态文明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当前高职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存

在一系列困境和挑战。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首先，论述了高职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应然性；其次，

分析了高职学生生态文明教育面临的困境；然后，提出了针对高职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具体实施路径；

最后，给出了研究的综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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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ecological issu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drawing greater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V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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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s part of the future social workforce, hold significant practical signific-
ance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However, there are currently a series of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ex-
plores this topic from four aspects: Firstly, it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
cation fo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secondly, it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ecological civi-
lization education fo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thirdly, it proposes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targeting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nd finally, it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conclusion of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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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化和工业化的加速，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如气候变化、生

物多样性丧失、水污染和土地退化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自然环境，还威胁到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和福

祉。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任务。生态文明不仅仅是生态保护的问题，

更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的复杂系统工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生态文明教育应被视

为一种战略性、基础性和全局性的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1]。 

2. 高职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应然性 

(一) 新时代背景和高职学生的角色 
在我国，随着“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针政策的提出，生态文明教育也逐渐得到了高

度重视。特别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被列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更加凸显了生态文明教育在

整个国家战略中的关键地位。高职学生作为未来社会主体的一部分，他们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首先，高职学生是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的主要来源，他们将直接参与到各行各业的生产和管

理中，包括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等领域。其次，高职学生具有较强的实践和创新能力，能够在解决具体

问题时更加灵活和高效。最后，高职学生也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推动者，他们的观念和行为将对社

会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加强高职学生的生态文明教育，不仅能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念，还

能促进他们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公民[2]。 
(二) 高职学生的特质与需求 
1) 高职学生群体特质 
高职学生是一群具有特殊教育背景和需求的年轻人。相对于普通高校学生，他们更加注重应用技能

和职业素养的培养。这一群体通常具有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对于技术和实务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

由于高职教育更侧重于职业技能训练，高职学生往往在学习期间就与企业和社会有着更多的接触，具有

较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然而，也正因为这些特质，高职学生在传统的教育体系中可能面临一定程度的

忽视，特别是在生态文明教育这一领域。一方面，由于高职教育的职业导向，一些基础性、理论性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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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如环境科学、社会科学等，可能不会成为教育的重点。另一方面，由于高职学生多注重实际操作和

技能获取，他们可能缺乏对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全面认识[3]。 
2) 高职学生对生态文明教育的需求 
首先，高职学生作为即将进入社会的青年一代，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他们将在

各自的职业生涯中遇到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有关的问题。因此，具备一定的生态文明观念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对他们至关重要。其次，高职学生通常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和实践意愿。这为生态文明教育提供了

一个巨大的实践平台。通过各种生态保护项目、社会实践等方式，他们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到环境问题

的严重性，从而提高其生态保护意识。再次，由于高职学生年轻、思维活跃，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

使命感，他们更容易接受和传播新的观念和方法。因此，他们也更有可能成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力量[4]。 

3. 高职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困境 

(一) 教育资源与内容的局限性 
1) 教育资源的不足 
高职教育在我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但在生态文明教育方面的资源配置却相对匮乏。与普通高

等教育机构相比，高职学校在教育预算、师资力量、教材和教学设施方面往往存在明显的短板[5]。这些

不足导致生态文明教育的推广和实施面临着很大的难度。例如，由于缺乏专门针对高职学生设计的生态

文明教材，教师往往不得不依赖通用或者过于专业化的教材，这降低了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6]。 
2) 教育内容的局限 
当前，大多数高职学校的课程体系仍然主要侧重于专业技能和基础知识的培养，而在生态文明教育

方面却鲜有涉及。即使有相关的课程或者活动，其内容往往也停留在表面层次，缺乏深度和广度。例如，

生态文明教育常常被简化为环境保护的基础知识传授，而对于如何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落实生态文明观

念，以及如何解决复杂的环境问题，却鲜有教授和讨论。 
3) 教育形式与方法的单一 
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在高职生态文明教育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例如，课堂讲授、书面作业等。

这些方法在传递基础知识方面或许有效，但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方面则

明显不足。此外，由于缺乏教育资源和支持，创新性的教学方法和活动，如实地考察、社会实践、项目

式学习等，在高职学校中的应用也相对有限。 
4) 与社会需求的脱节 
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和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日益重视，高职毕业生在进入职场后很可能会面临到与

环境和可持续性相关的挑战。然而，由于教育内容和形式的局限，他们往往缺乏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知

识和技能。这不仅影响了他们个人的职业发展，也可能对社会和环境造成潜在的负面影响。 
(二) 学生观念与参与度的问题 
1) 学生观念的局限性 
目前，高职学生对于生态文明教育的理解往往停留在非常基础和表面的层次。许多学生认为，环境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与他们的专业和未来职业无关，因此缺乏足够的学习和参与动力。此外，由于社会和

文化因素的影响，一些学生甚至持有消极或者错误的观念，如认为环境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必然代价”，

或者是政府和专家应该解决的“他人问题”[7]。 
2) 参与度的较低 
生态文明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和理念，更重要的是引导和激发学生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

https://doi.org/10.12677/ve.2024.131025


许慧 等 
 

 

DOI: 10.12677/ve.2024.131025 158 职业教育 
 

发展的实践中。然而，由于观念的局限性以及教育内容和方法的不足，高职学生在这方面的参与度普遍

偏低。除了少数学校和学生组织开展的志愿服务或者项目活动，大多数学生很少有机会参与到与生态文

明相关的实践和探索中。 
3) 被动接受与信息过滤 
由于教育资源和方法的局限，以及学生观念和参与度的问题，高职学生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

即使在接受生态文明教育的过程中，他们也可能会对不符合自己观念或者兴趣的信息进行过滤或者忽视。

这不仅降低了教育的有效性，也使得学生失去了对环境问题深入思考和自我成长的机会。 
(三) 制度与政策的不完善 
1) 制度性障碍与繁琐流程 
在现有的高职教育体系中，由于多年的历史沉淀和复杂的管理结构，很多与生态文明教育有关的制

度和流程都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有的高职学校可能由于考核与评价体系的局限，而忽视或者削减生态

文明教育相关课程和活动[8]。另一方面，即使学校和教师有意愿进行相关的教学改革，也可能因为繁琐

的审批和实施流程而受到制约。 
2) 资金分配与优先级问题 
与普通高等教育机构相比，高职学校在资金和资源方面普遍面临较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

合理分配有限的资源，以满足多方面的教育需求，成为一个非常复杂和敏感的问题。由于生态文明教育

通常被认为是“非核心”或“次要”的领域，因此在资金分配和项目优先级方面往往处于较低的地位。 

4. 高职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路径 

(一) 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的改进 
1) 整合与重构课程体系 
要提升高职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首先需要从课程设置入手。当前的高职教育体系往往强调专业技

术培养，而忽视了对生态文明教育的整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教育机构应该尝试整合现有的课程体系，

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其中。例如，可以在现有的专业课程中加入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模块或

案例分析。 
2) 多元化教学方法 
传统的教学方法，如授课和考试，往往难以激发学生对生态文明的深入理解和积极参与。因此，教

育机构和教师应该探索和采用更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例如，可以通过项目式学习、翻转课堂、在线课程

等方式，提供更多实际操作和思考的机会。这样不仅能提高教学效果，还能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团队

合作精神。 
3) 强调实践与体验 
与理论学习相比，实践和体验往往更能深化学生对生态文明的认识和理解。因此，高职学校应该与

企业、社区、非政府组织等多方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和体验机会。这包括但不限于实地考察、

志愿服务、项目研发等，以实际行动促进生态文明观念的传播和实施。 
4) 跨学科与跨领域的整合 
生态文明是一个复杂和多维度的问题，需要多学科和多领域的整合和合作。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

的改进中，教育机构和教师应该尽量打破传统的学科和领域界限，进行跨学科与跨领域的整合。这不仅

能丰富教学内容和视角，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全局观念。 
(二) 校园文化与社会环境的构建 
1) 校园文化的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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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施有效的生态文明教育，仅依赖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是不够的。校园文化作为一种潜在的、非

正式的教育方式，其在塑造学生价值观和行为习惯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高职学校应该重新

定位校园文化，将生态文明观念融入其中，比如通过公共艺术、标语、校园传媒等方式，来强化生态文

明的社会价值。 
2) 创造“绿色校园” 
“绿色校园”不仅是一种环境建设，也是一种教育策略。通过在校园内部署各种可持续性和环境友

好的设施(如太阳能板、风力发电、雨水回收系统等)，高职学校不仅能减少自身的碳足迹，还能让学生在

日常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这种“学以致用”的教育方式，能够极大地提高学生的环

境意识[9]。 
3) 引入社会合作与资源共享 
高职学校应该积极与社会各界合作，特别是那些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有丰富经验的企业和

组织。通过各种合作项目、研讨会、讲座、实地考察等方式，学校可以引入更多外部资源和专业知识，

从而丰富和拓宽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和视角。除此之外，高职学校应该鼓励和支持学生参与各种与环境

和社会相关的公益活动，如环境清洁、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这些活动不仅能提供实践经验，还能增

强学生与社会的互动，进一步促进他们对生态文明观念的认同和内化。 
(三) 评估与反馈机制的建立 
1) 连续性评估模型 
一项教育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其教学方法和内容，还在于是否存在有效的评估与反馈机制。针对

高职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建议采用连续性评估模型。这一模型不仅可以实时收集学生、教师以及其他利

益相关方的反馈，还可以持续跟踪学生的学习进展和行为变化，以便及时进行教学调整。 
2) 鼓励多方参与和开放反馈 
评估与反馈不应仅限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单向传递，而应鼓励多方参与和开放反馈。家长、企业、

社区以及政府等多个利益相关方都应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他们不仅能提供更多元和全面的评估视角，

还能为教育改进提供更为丰富和具体的建议。创建一套全面且灵活的评估与反馈机制不仅能提高教学质

量，还能为教育改革和创新提供有力的支持。它能使教育机构更为敏感地捕捉到社会变化和学生需求，

从而持续优化和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长远来看，这将有助于高职生态文明教育逐步形成一个自我完善、

持续进化的良性循环，进而实现其在培养学生全面素质方面的根本目标。 
(四) 与社会需求和全球趋势的对接 
1) 对接社会发展需求 
在生态文明教育的实施过程中，与社会需求的对接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这不仅体现在教学内容上的

更新与创新，还体现在为学生提供与社会实际需求相符的实践机会。通过将当地、甚至全球的环境问题

和生态挑战纳入教学范畴，教育机构能够提供更具应用价值和前瞻性的教育体验。 
2) 引入全球视角 
在全球化的今天，生态问题已经不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局部问题，而是全球范围内需要共同面

对的挑战。因此，生态文明教育也需要具有全球视野，与国际最新的环保政策、技术和观念保持同步。

通过引入全球视角，不仅能丰富教学内容，还能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 

5. 结语 

高职生态文明教育不是孤立的，而是需要与社会需求和全球趋势进行紧密的整合。通过这种整合，

不仅可以提升教育质量和效果，还能更好地满足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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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高职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路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本文对

高职生态文明教育的应然性、存在的困境以及可能的实施路径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虽然高职生态

文明教育在实施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和挑战，但通过科学的教育理念、合理的教学方法和有效的评估机

制，这些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从长远来看，高职生态文明教育对个体学生以及整个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它不仅有助于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还能促进社会文明水平的提升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因此，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

和支持，为其持续和健康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我们期待与更多的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员和社会各界人

士进行深入合作和交流，以共同推动高职生态文明教育的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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