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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观视域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内涵与价值探析 

卢小莲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广东广州 

【摘要】提到伦理，我们首先会想到道德底线，即人类将善良、良心、正义、义务等一切正能量的元素体现

出来，而生态伦理学就是将这些元素运用到处理与自然、生态关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道德价值和道德意义，

让生态伦理学无形中在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和环保意识中发挥出关键和重要的引领意义。用新时代教育理念铸魂

育人是当前教育的最高境界，如何将生态伦理观体现在新时代的教育过程中，让人类在学生时代就树立用道德和

伦理指导自己的行为意识和思想，主动保护自己的家园，积极改善身边的生态环境，具有十分重要又积极的意义，

而且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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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en it comes to ethics, we first think of the moral bottom line, that is, human beings embody all 
positive energy elements such as kindness, conscience, justice and obligation, and ecological ethics is to apply these 
elements to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and ecolog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as moral value 
and moral significance, so that ecological ethics can play a key and important leading role in arousing people'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It is the highest realm of current education to cast the soul and educate people with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the new era. How to embody the ecological ethics in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of the new era, so that 
human beings can establish their own behavior consciousness and thought guided by morality and ethics in their student age, 
take the initiative to protect their homes and actively improve the surround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very important 
and positive significance, and has a long way t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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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一种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双方互相影响，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存

所必需的物质和生产资源，为人类提供赖以生存的环

境。而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却不注意保护大自然，以至

于自然环境不断恶化。其实，维护和促进生态系统的

完整性和稳定性是人类的义务，也是生态价值和生态

伦理的核心内涵。从宏观角度来看，与人类生存关系

最密切的是生态伦理。现代教育对于生态伦理及生态

环境方面的知识相对比较缺乏，然而在不同阶段的教

育灌输生态伦理观及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知识具有

不同的意义，引导人们用生态伦理道德指导行动，最

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近年来，人类越来越重视生态问题，在与自然相

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矛盾，人类在追求

更高的生活水平发展的过程中从自然界获取了资源与

能源，却不自觉地破坏了生态的平衡，产生了严重的

环境问题，如土壤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威胁，森林退

化，草原退化和空气污染不仅影响人类生活，还威胁

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安全。出现这些问题归根结底

的原因是人类缺乏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意

识，对土地、森林、水和矿产等资源不合理的利用，

虽然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

但也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无法除根。这就需要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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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上改进和提高，加强对生态伦理的研究，让保

护环境上升到伦理道德的高度，因为自觉遵守比强制

执行有效得多，因此，生态伦理观的建立是是解决当

前的生态问题的关键，也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

而教育是最直接有效的手段。 
1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指导并引领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是指人类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

的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

的一种和谐关系。”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核心是正确

的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

统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理念

是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基础的，从本质上来说，二

者的内在要求具有一致性，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具有指

导意义，其所主张倡导的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独到见解，能够为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重要且坚实的导向作用。 
面对资源约束紧张、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遭

到破坏并加速退化的严峻形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人

与自然的关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现实问

题，也是自然生态观的重要内容。自然观是我们认识

这个世界的基础，同时也包含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根

本看法，我们的自然观会一直影响我们如何对待自然，

会决定我们在面对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时如何处

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我们对世界、对自然的观点

和看法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

件下，通过不断的发展实践形成的。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当代有三种形态，分别表现

为系统自然观、人工自然观和生态自然观。这三种发

展形态的自然观，它们的内在都是相互联系、相互统

一的，主要观点都是去分析人和自然的关系，对于人

和自然之中出现的各种不同问题和矛盾进行本质剖析，

寻求正确解决问题、处理二者关系的基本准则，以此

为中心，坚持人与自然、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人与

生态系统的辩证统一，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促

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双赢共生、永续发

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建设的奋斗目标当中，对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生态保护

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与政策举措。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做了高度说明，“建设

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

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说明人与自

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协调好社会发展与生态文

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使生态文明建设事业融入到国家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建设的各个角落和方面，参与到社会发展的全过

程，引起全民的重视并积极响应和实践。因为建设生

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 
综上，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与社会发展的辩证

统一，不能盲目、片面地只顾发展经济，伤害自然系

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环境就是民生”、“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

命共同体”等重要论述，强调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对于

居民生活的重要性，生态文明建设对于国家可持续发

展的重大战略意义。这些论述根植于当代中国社会发

展实践和发展经验，在继承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础

上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自然观，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内涵的补

充。 
2 生态观视域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价值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大学生

作为最具活力、最具创新精神的青年，是生态正义的

维护者和绿色生活的践行者，理应成为弘扬和践行生

态文明的中坚力量。生活于新时代的大学生，一方面

关注现实问题，观念新，行动快，热情高，是生态文

明建设的新生力量；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生态意识淡

薄、生态知识薄弱、生态文明观缺位、生态认知与生

活状况和行为方式相悖等现象，理应引起我国高等教

育特别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注。高校应当实现思

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引导大学生正视人与自然的

关系，转变思想观念，积极回应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

问题，着力解决大学生群体心灵生态失衡的问题，培

养全方面发展的大学生。本课题对大学生心灵生态培

育问题的探索和研究，正是基于以上考虑而设定的。

第一，有利于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传统的

思想政治教育更多地关注于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

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较少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

系。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入心灵生态培育的内容，

分析高校开展心灵生态培育所取得的一些成就以及仍

然存在的问题，研究其有效推进的方法，可以丰富思

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提

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拓宽其研究范围，提升了思想政

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第二，有利于丰富心灵生态的理论体系。目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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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对心灵生态的研究方兴未艾，就总体而言，对于

心灵生态的研究还只是处于萌芽时期，研究的还不够

系统和深入，对于某些问题尚未达成共识。因此，这

就需要进一步厘清核心概念、拓宽理论视域、挖掘思

想精华、探索实践路径，以期深化对心灵生态的理解、

讨论和思考，并使之转化为大众的行动指南。进行大

学生心灵生态培育的研究，能为心灵生态研究的发展

锦上添花，为心灵生态培育的有效开展提供认识论和

方法论的指导，丰富了心灵生态的理论体系 
第三，有利于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虽然我国

当前教育推崇的是全面发展教育，但是目前高校对大

学生心灵生态培育的重视力度明显不够。该选题的确

立，有利于促进高校重视心灵生态的培育，使大学生

在高校开展的心灵生态培育课堂和实践中，丰富自身

的生态知识、提高自身的生态意识，形成科学的、可

持续的思维形式，进而规范自身的生态行为，以纠正

高校以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所存在的一些缺失和不

足，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生态品质，实现其自身的全面

发展，成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第四，有利于美丽中国建设。大学生是社会行为

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人

才保障，其生态品质直接关系着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

开展，关系着“美丽中国”的建设。因此，加强和改

善大学生的心灵生态培育，培养其生态意识，引导其

生态行为，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美丽中国，有效应对生态环境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3 生态观视域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 
大学生作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后备力量，

高校大学生的生态伦理教育具有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尤其是在新时代的中国，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建设生

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急需加强大学生的生态法治教育，

使大学生树立生态危机意识和生态责任意识，将受教

育阶段受到的所有生态伦理知识结构建筑起来，让培

养的生态情感、提高的生态伦理观念上升到解决生态

环境问题的能力。公众环保素质的高低是一个国家环

境状况保护和保持的基础，是人的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大学生是国家发展建设的重要人才，是推进社会进步

的重要力量，他们的环保素质将直接影响我国环保事

业的成效。在当前形势下加强大学生的环境教育，传

授环保知识、增强环境意识、提高大学生的环保素质，

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真正做到生态伦理观的升华，需要攻克基础知识

匮乏、参与性低、教学体系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 
一是让大学生利用假期开展关于生态保护等社会

实践活动，通过到社会上去走访调查并填写问卷等形

式，调查现在我国面临的生态问题及环境问题，并且

组织学生撰写实践报告，通过实践报告的撰写，提高

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并使学生通过生态活动，发

现自然之美，主动解决生态问题；构建和谐社会需要

全面发展的人才，大学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力军。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需要高素质的人才。它要求大

学生不仅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又要具有良好的素质。

只有让大学生学会了环保知识，掌握了环保技能，才

能正确分析和处理各种环境问题，才能使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才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是完善生态伦理及生态保护知识的课堂教学，

加强大学生生态安全教育、生态道德观教育及和谐生

态人际关系教育内容。而且不能只为教学而教育，而

是要将课堂上的知识以实际运用为目的的现代教育，

提高生态伦理及生态环境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和实用性，

理论联系实际，强化环保意识。环保意识是提高环保

素质的基础，来源于对现实危机的正视、反省、反思

和对城市生态系统的再认识。 
三是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大学阶段不同于其他

阶段，不是以知识灌输为主，而是以引导研究为主，

教师要多学习不断积累，才能跟得上当代大学生跳跃

思维的节奏，准确解答学生关于生态伦理及生态问题

相关知识的疑问，引导学生发散思维，用生态伦理观

指导学生解决现实的生态问题。 
四是学校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学校环境对学生

生态伦理的提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学校要多组织

生态活动，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注重培养大学生解

决问题能力，培育大学生正确的生态文明观，为今后

人生路上自己生态意识、环保观念的提高，为发展生

态文明建设增添新的血液，在今后的人生路上教育后

人的思想内涵及知识储备的丰富奠定坚实基础。 
五是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环保活动，服务社会大

众。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可配合

环保部门在环境日、地球日、植树节等纪念日开展一

些公益性宣传活动。还组织学生参加公益劳动，如到

公共场所打扫卫生等。积极响应团委的号召，参加青

年志愿者活动，利用课余时间回收废纸、废旧电池。

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教学形式，既增强了教育效果，

提高了学生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保护的责任感，也激

发了学生参与环境保护的愿望，使其能主动参与到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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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活动之中去，树立公德意识。实践是认识的源

泉、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4 小结 
俗话说“亡羊补牢，犹未晚矣。”虽然我国现在

存在着很多环境问题，但是近几年我国在环境保护方

面的确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我国有效控制了

人口增长过快的态势，不断加强资源保护与开发的管

理，全面推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取

得新成效。在退耕还林、植树造林等方面都已摸索出

了一些经验和路子。新时代教育能很好地培育小到幼

儿，大到成人的生态文明意识，对不断强化全民生态

文明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抓好学校生态伦理教育及生态环境保护等

环节，通过教育方式，引导社会主体特别是注重青少

年生态道德意识的培育，提高生态保护的意识，树立

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和道德观，才能在人们的心灵深处

构筑起牢固的生态屏障，才能养成良好的生态道德行

为，切实防止破坏生态的悲剧重演。通过开展环境教

育，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和资源意识，而且

还能使他们更深刻地理解我国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真

正意义，使学生对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有更加深切的

体会和认识。“德育的‘绿化’既是德育满足人的包

括重视生活和环境质量在内等新愿望的需要，也是德

育在新时期焕发新面貌的需要”。因此，环境教育可

以拓宽学校德育内容。 
教育带来的辐射效应是巨大的，教育意义是长远

的，可以影响一代人甚至是三代人，从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角度看，通过教育加强生态伦理道德建设，是

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方法，让受教育者充分享受经济社

会发展带来便利和舒适的同时，积极投身资源保护的

行动，履行自己保护生态的义务，为实现人与自然之

间的良性互动构建扎实的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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