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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与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融合

陈 根 红
(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5)

摘 要: 高职院校的生态文明建设属于整个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作为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

也是生态行为的践行人和引领者，培育学生的生态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分析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现状，探索生态文明与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融合点，提出具体的融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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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

如今，生态环境恶化受到了高度关注，土地荒漠化、气候变

暖、水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频发。长期以来，我国致

力于参与全球生态文明的建设，积极展现大国担当与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生

态状况有所好转。进入新时代后，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

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力争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

实现碳中和。从教育层面来看，在各个学段的教育中，都提

升了对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视度，大学生作为社会发展的生力

军，也是生态文明教育的重点人群，在倡导保护生态环境的

时代背景下，需高度重视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培育，让生

态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建设相融合，可对大学生产生潜移默化

的影响。

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现状分析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主动承担与自身发展水平相适切的国际责任，体现出大国担

当，为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作出了突出贡献。2015 年 11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详细阐述了

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看法和主张，系统性地提出了“共商

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并在会上明确指出: 中国在“国

家自主贡献”中提出将于 2030 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

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

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60%—65%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

费比重达到 20% 左右，森林蓄积量比 2005 年增加 45 亿立

方米左右［1］。在 2016 年，我国递交了《巴黎协定》批准文

书，设置了 200 亿元的专项资金来扶持“生物多样性”“南南

合作”“土地退化”“有机污染物治理”等多个项目，并且预计

在发展中国家开设 10 个低碳示范区，建立“一带一路”绿色

发展国际联盟。
在长期的实践进程中，我国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出特有

的“中国智慧”，作为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的大国，我国一直在

主动开展生态实践，在“战略设计”“合作理念”“供给能力”
等多方面发力，有效提升了生态文明建设能力［2］。在传统生

态文明的进程中，生态文明教育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高校

作为重要的社会子系统，需主动承担起生态文明教育重任，

促进生态文明与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融合，以发挥出青年大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成为具备良好素质的生态文明复

合型人才。

二、大学生生态文明养成现状

( 一) 生态文化意识不强

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教育群体，其文化素养会直接决定

学生的行为发展，生态文明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个组成部

分，大学生已经成人，有了成熟的思维方式，内部的思想意识

调节能力逐步增强。因此，在教育活动中，需充分发挥大学

生的主体作用。长期以来，生态文明教育都处于次要地位，

多数大学生并未系统化地学习过生态文化内容，生态文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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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认同不深，缺乏情感认同，没有形成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

意识。
( 二) 校园生态文明建设薄弱

在学生生态文明行为的养成教育中，高职院校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要在各项教育中让学生具备独立思考、分析问

题的能力。落实到生态文明教育上，高职院校的职责不仅是

为学生传授生态文化知识，更主要的是增强学生的生态文明

认同感，但在目前高职院校教育体系中，并未充分发挥出“生

态文化传承”的育人作用。校园生态文明的建设也相对薄

弱，学生无法在校园中接受熏陶，生态制度文化的建设也不

够完善，导致学生出现了知行脱节的问题。

三、生态文明与高职校园文化建设融合的问题及

路径

生态文明教育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视

角。长期以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存在失衡问题，影响了学

生的发展，这是高职院校文化建设中必须要关注的问题。在

这一背景下，生态文明教育倡导的思想观念刚好从全新的视

角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方法，作为文化传承的前沿阵

地，高职院校也是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着

自身独有的生态特点，用生态理论来指导文化建设为高职院

校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另外，生态理念也为高职院

校更好、更快地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生态文化、生态

理念是基于生态学原理产生的一种文化存在方式，是当今人

类文化发展的主流方向。如今，人类的生态意识已经逐步觉

醒，涵盖人类、自然、社会环境和谐共生的生态系统建设受到

了全球各个国家的重视。同时，指导这个生态系统发展的生

态理念、生态文化建设也备受关注。在传统文化朝着生态文

化转型的进程中，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新问题，这类问题涉

及社会意识、人类精神、社会制度等各个方面，高职院校本身

处于社会变革的前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类文化的冲击，

以生态文明、生态文化作为基础的校园文化建设，能够构建

一个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不仅对高职院校自身的发展有

益，而且也为学生的成长和进步提供了新的生命力。关于生

态文明与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融合，还存在几个突出问题。

首先，生态文明的理念落实不到位。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在

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生态文明教育理念，要有正确的行动先

导，长期以来，落后、陈旧、保守的文化建设理念影响了生态

文明理念在高职校园中的贯彻落实; 其次，精神文化缺失。

良好的校园文化建设需以精神文化建设作为核心，在目前高

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过度关注物质文化，忽视了精神文

化内容，物质资源的浪费也十分常见，各类资源的循环利用

率不高; 再次，生态文明教育方式单一。大学生生态文明理

念并非与生俱来，需借助恒久的宣传教育才能逐步认同，从

当前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情况来看，部分高职院校的教

育方式依然单一，宣传教育力度不够，影响了学生生态文明

意识的养成; 最后，未能融入制度文化。在高职院校制度生

态链的建设中，“失态”的问题十分普遍，没有建立其科学的

生态学术制度与生态评价制度。实践证明，如果高职院校形

成绿色、生态的制度“生态链”，那么就会极大方便后续的活

动，由于目前的制度体系不够完善，也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开

展形成了种种制约。

鉴于目前的问题，在生态文明与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融

合上，需选择以下具体路径。
( 一) 物质文化: 发挥生态文明载体作用

第一，科学分区。每一所高职院校，都应当有科学、合理

的校园功能分区，通过合理分区，可提升师生的学习、工作质

量。在功能分区上，需要充分考虑到学校的实际定位，一般

情况下，可划分为教学区、学生生活区、体育活动区、科研区、

行政办公区和教工生活区，区域划分也是校园物质文化建设

的重要表现，为了为学生的实际生活、学习提供便利，可将行

政办公区域单独分离出来，尽可能设置在教学区域中间; 在

体育活动区的设计上，要把握好距离，设置在教学区和生活

区的中间位置，为学生的体育活动提供便利; 在学生生活区

附近，还可设计一些小型的体育活动场地，便于学生的日常

锻炼; 在科研区的设计上，需要靠近教学区，也要方便企业导

师的出入。

第二，优化校园环境。校园环境与每一个学生的生活息

息相关，良好的校园环境能够潜移默化地产生生态文明教育

作用。在校园环境的设计上，需巧妙利用森林、植被、水源

等，提升校园环境的亲和力，呈现出人与自然、建筑之间的和

谐共生状态。在建筑物的屋顶和墙面可种植一些绿植，尽可

能提高绿化覆盖率，植被的选择要突出多元性，通过高低错

落的植物来展现出绿化的立体感，在植物的绿化配置上，尽

可能选择本土树种，不仅成活率高，且维护和管理成本也相

对较低。在校园道路设计上，也要彰显出生态原则，除了要

设置专门的步行街道和车行街道之外，还要在道路上增加绿

化，在具体设计时，需根据不同道路的功能来配备绿化景观。

在教学区，可设计一些层次丰富的“廊道式景观”，在行车

区，可搭配一些有层次感的植物造景，以突出道路的绿化景

观作用，在停车场设计上，要科学规划，安排好私家车、共享

单车、自行车停放区域，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方便学生生活。

第三，配备生态基础设施。在学校内设置生态基础设

施，既能够彰显出学校的科研能力，也能够打造出生态、绿

色、智慧的现代化高职校园。具体来看，高职院校在选购各

类设备和材料时，要选择经久耐用、性能较好的产品，此类产

品的使用寿命更长，维护次数也相对较少，能够节约后续的

维护和管理成本。在装修材料的选择上，需使用环保材料。

在水源规划上，要根据学校的城市管网来对校内的消防水

池、生活水池等进行合理规划，对污水、雨水进行分流，将雨

水收集起来用于校园内部的绿化灌溉。在电力资源的设置

上，要对宿舍用电进行限制，明确教学区各类设备的使用规

范，并大力推广垃圾分类，严格实施垃圾分类制度，这不仅可

让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而且也能够减少垃圾的排放，提高

废物利用率。除此之外，还可将视频监控、二维码、视频识别

等技术用于校园管理，提高校园管理能力，将生态环保理念

落实到每一个细节之中。
( 二) 制度文化: 彰显生态文明教育

—27—



高职院校的制度文化包括校园内部的各项规范，制约着

学校的日常管理、教学和学习活动。在制度的建设上，也要

凸显出生态文明教育内容，以此来规范学生的生态文明行

为，提高其综合素养。

一方面，制度文化的建设要做到“以人为本”。高职师

生是高素质群体，僵化的制度很难起到理想的制约作用，只

有做到“以人为本”，才能督促高校师生自觉来执行。在制

度制定完毕后，就要严格将其落到实处，不能频繁改动。在

制度制定的全程中，都要在其中渗透生态文明理念，利用生

态文明来规范高职院校各个成员的日常行为，使之能够在日

常工作、生活、学习中主动践行生态行为习惯［3］。
另一方面，制定科学的生态文明教育制度。基于当代大

学生的特点来制定完善的生态文明教育制度，其内容需要涵

盖管理、评估、激励、反馈等各个方面，让大学生的生态文明

教育活动能够有章可循。在制度的制定上，还要充分考虑到

我国的生态环境实际情况与学生的实际诉求，真正从大学生

的实际情况出发，建立具有本区域特色的生态文明教育制

度。制度建立完毕后，要及时督促教师将制度落实到教学、

管理、实践等各个环节中。

另外，还要制定科学的生态文明教育评价制度。评价制

度能够充分展现生态文明教育的成果，从而规范生态文明教

育活动。在制度的制定上，需要将各类理论知识、实践内容

纳入其中，评价要求多主体参与，评价指标的建设也要凸显

出立体化特征，在对学生的评价过程中，强化对学生生态文

明行为的评价，以此提升学生对生态文明知识的重视度，从

制度上产生约束作用。
( 三) 精神文化: 让生态文明教育“全渗透”
高职院校的精神文化代表本校的精神面貌与个性，也凸

显着学校的办学宗旨。因此，在生态文明融入校园文化的建

设进程中，也需要高度关注精神文化的建设。

首先，在高职院校管理、教育各个环节中，要彰显生态文

明教育内容。好的校风能够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给

学生正确的启迪。每所高职院校都有自身独特的精神文化，

是学校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是隐性存在的。在校园文化的

建设上，要重视教风、学风、政风建设。其中，教风是教师在

实施教学行为时表现的态度、应用的方法; 学风是学生学习

方法与态度的集合; 政风是管理者在从事学校管理时的作

风、方法和态度，这均属于校园精神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教

风的建设上，需提升教师的育人能力，发挥出科研活动、线上

教学等载体作用，对广大教师进行科学的思政教育，使之对

生态文明有更多的了解，主动肩负起自身的生态责任意识，

发挥出模范带头作用，以身作则影响学生; 在学风建设上，从

学生刚刚入学开始，就要引导其养成正确的学习态度，通过

学校管理者、教师、辅导员等群体的共同努力，让学生具备良

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能够在充满学习氛围的学校中度过珍

贵的大学时光; 在政风建设上，要求管理者树立服务意识，具

备无私奉献、爱岗敬业的精神，将管理重心下移，充分了解学

生在学习、生活中的实际诉求，形成“全员育人”的工作理

念，为校风的建设贡献力量。

其次，发挥思政课主渠道作用。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思

政课是主渠道，高职院校需高度重视思政教育，在课堂上向

学生宣传生态文明理念。要达到理想的教育目标，思政课教

师需要了解生态文明的精髓，创新教育手法，用深入浅出、趣
味生动的教学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针对不同的思

政课内容，生态文明教育的侧重点也各有差异，在“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可为学生开展专门的生态法治、生
态道德和生态文明观教育; 在“中国近代史纲要”课中，为学

生介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进程与取得的重要成果; 在

“形式与政策”课教学中，为学生宣传生态价值观内容，让学

生意识到自身需要肩负的重要责任，增强学生的生态责任

感［4］。

再次，挖掘专业课生态文明教育内容。“三全育人”是

目前高职院校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在生态文明教育上，也

要彰显出“三全育人”的作用。其实，生态文明教育绝不仅

仅是思政课内容，其他专业课、选修课也要承担起育人重任。
长期以来，在高职院校的生态文明教育中，“两张皮”的现象

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了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养成。对此，在

专业课、选修课的教学中，要充分挖掘教材内容中的生态文

明元素，让学生在各类课堂中都能够接受生态文明教育熏

陶，使之掌握全面而丰富的生态文明理论知识。
最后，强化人文精神教育。校园文化属于人文精神、科

学精神的重要载体，在建设校园文化的实践中，要大力实施

“大学生全面素质教育工程”，将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置于学

习专业知识同等重要的地位，将其落实到专业教学的各个环

节，让人文精神教育能够进入课堂教学、课外活动以及社会

实践。尤其是要打造立体化的实践教学体系，坚持“全面育

人”方针，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让学生保持思想上

的与时俱进，挖掘区域红色文化资源的教育力量，让高职院

校能够成为弘扬人文精神的重点场所。同时，开设一系列高

品位、高层次的校园文化活动，用积极、健康的文化来抵制恶

俗、庸俗文化的侵入，引导学生养成生态文明行为，正确引导

学校中出现的“墙壁文化”与“课桌文化”，组织“图书馆文

化”“寝室文化”等各类文化活动。例如，借助“让座卡”来塑

造图书馆文化，让师生都可均等地利用教学资源来获取生态

文明知识内容，提高师生的文化素养。
( 四) 行为文化: 提高学生生态文明践行力

首先，发挥榜样的力量。在校园内部，宣传生态文明的

榜样人物和事迹，这能够对大学生群体产生重要影响，让这

种影响逐步转化为他们主动实践的动力。在榜样的选择上，

需要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避免传统意义上的“高、大、全”，

可从班级、宿舍、社团等小环境着手，如可通过班级投票的方

式来选择“班级生态文明榜样”，学生在选拔时，会主动观察

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态文明行为，主动来审视自我。在学校内

部，也可定期举行各类型的生态文明校园活动，如“生态知识

读书会”“生态文明事迹报告”等，由全体学生在其中选拔出

优秀者。通过这类榜样的树立，能够更好地感化学生，让学

生自觉将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优秀的生态品质。另外，社会

实践也是高职院校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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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上，可以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切入点，组织社会实践精品

活动，在每一次的活动中，由各方公平选拔出表现优异的“生

态文明先进个人”，对于此类优秀者，在评优、评先上予以加

分奖励，这不仅可以提高学生自觉践行生态文明行为的积极

性，也能够丰富学生的内心体验，使之对生态文明行为有更

深的理解。
其次，开展生态文明消费观教育。当代“零零后”大学

生在优渥的环境中成长，一些学生养成了超前消费的习惯，

尽管他们知晓绿色消费的重要性，但落实到实践中，很少有

学生会主动践行绿色消费。生态文明理念要求学生不仅要

掌握理论知识，而且更要从自身的行为着手。对此，在高职

院校内部，需要推行生态文明消费观教育，引导学生适度消

费、绿色消费，多参加精神消费，这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客观要

求。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

的生活 方 式，拒 绝 奢 华 和 浪 费，形 成 文 明 健 康 的 生 活 风

尚。”［5］在实际教育中，要鼓励学生从身边的小事着手，比如

选购绿色环保产品、少用一次性制品、积极探索废物利用新

方式、随手关灯、节约用水等。并辅以精神消费，引导学生摒

弃享乐主义，追求精神上的幸福感，提高学生的精神境界。
再次，成立环保志愿者社团。社团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学

生的课外活动，基于生态文明教育诉求，可成立环保志愿者

社团，定期组织各类环保实践活动，引导参与者树立保护自

然、尊重自然的生态意识，提高其生态环保实践能力。当学

生具备了这些能力之后，不仅可主动约束自身行为，而且还

能够辐射到周围的同学、亲朋好友中，提高学校生态文明教

育的影响力［6］。在社团活动的组织上，高职院校要设置专人

进行管理，组织学生开展互助型的社团实践活动，并引导学

生参与系列文化主题活动，在其中筛选一批具备人文情怀的

“生态文明代言人”，通过相应的激励来激发他们的荣誉感，

共同带领其他大学生参与生态环保实践活动。

四、结束语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

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关乎中华民族

发展的千年大计，让生态文明教育进入高职校园，是建设“美

丽中国”的有益路径。其中，发挥出校园文化的载体作用，能

够让学生成为生态文明的传播者、践行者。在具体实践中，

高职院校需要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探索生态文明教育与校

园文化的结合路径，充分发挥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

化、行为文化的作用，让学生成为具备良好生态文明素养的

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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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ultur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HEN Gen-hong
( Hunan Polytechnic of Environment and Biology，Hengyang 421005，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hol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llege students，as the mainstay of social development，are also the practitioners and leaders of ecological be-
havior． Cultivating students＇ ecological behavior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
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explores the integration poi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ultur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integration 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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