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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生态环境道德是指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于自然生态与利益关系的言行的规范�
其核心是人类应该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生态环境道德教育是教育人们形成一种新的
道德价值观�正确处理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搞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实现人口、经济、环境相互
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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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态环境道德概念的内涵
生态环境道德的内涵很丰富�通常是指调节人

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于自然生态环境与利益关系
的言行的规范。生态环境道德规范的核心是人类应
该学会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生态
环境道德是把道德行为的领域从人与人、人与社会
扩展到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将善恶、正义、义
务等道德观念应用到处理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关系

中�倡导人类主动承担起对自然界的道德责任和义
务。这是新形势下人类道德的进步和完善。

道德的对象从人与人扩大到人与自然�形成了
新的道德价值观念�特别是把生态环境保护从可持
续发展理念的高度提出�极大地拓展了传统价值观
的内涵�向公众揭示大自然的内在价值�使人们能
够将大自然视为人类生存的基地�并产生尊重自然
的意识；在道德观念、道德规范基础上�教育当代
人自觉维护下一代的发展权利和空间�正确处理当
代人之间、当代人与子孙后代之间、人与大自然之
间的利益关系；在平等、理智、道德规范的基础
上�合理地开发、利用、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

二、生态环境道德教育的内容

生态环境道德教育主要是教育人热爱自然�尊
重自然�了解自然�与自然为友。一是教育公众�
特别是教育领导干部要克服对自然生态环境方面的

实用主义态度和惟利是图思想及行为�坚决反对在
资源开发中那种 “杀鸡取卵” 式的野蛮做法。保护
自然生态环境的形成过程和尊重自然界的多样性�
节俭和有效地利用各种自然资源�禁止污染环境和
破环自然生态环境平衡的行为。二是教育公众、特
别是要教育那些有决策权力的领导干部、企业承包
者和生产者�一定要克服对待人类生存环境上的各
行其是、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错误态度�自觉
地把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的行为纳入到有利于保护

生态环境、有利于自然生态平衡的范围之中�保护
环境不受污染。三是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要提高自身
素质�调节自身的行为�以科学研究成果为手段�
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达到
既有利于人类的共同生活�又能促进自然生态环境
正常发展的目的。四是教育公众要树立适度消费和
绿色消费的理念。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必须考
虑它们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有些生态即使可以
再生�也必须给它一个喘息的机会�让其能够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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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息�否则�我们就是在吃子孙后代的饭�断自己
和子孙后代的生路。我们应该大力宣传和引导人们
生产和使用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符合环保
要求的一切绿色产品。五是在道德规范基础上�教
育公众树立正确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生态环境意
识是一种现代文明意识�它的产生是建立在人类实
践活动追求真理的基础上�是指人与自然生态环境
正确关系所反映的社会、思想、理论、感情、意志
等方面的总和�也反映着自然生态环境价值与文化
价值结合的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正确认识人与自然
生态环境的关系以及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自觉做到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和睦相处�最终使受教
育者树立起正确的生态环境观和道德观。六是要建
立一整套有利于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干部考核

制度和政绩评估制度。在企业干部选拔和政绩评价
中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考核作为干部道德和政绩

考核内容的一部分。把生态环境道德意识和环境保
护业务知识及水平纳入领导素质、领导水平考评体
系中。对那些能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
协调发展关系�并做出突出贡献的领导干部要大力
表彰和奖励�给予晋升和重用。凡是在生态环境保
护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的领导干部�一律不能提拔和
使用�对造成严重后果的�不仅要追究当事人责
任�而且还应追究上级主管部门领导的责任。

三、生态环境道德教育的实践与启示
生态环境道德教育正在全国普遍展开�生态环

境道德教育作为生态环境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引
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很多地区和学校都在逐步开展
生态环境道德教育。通过生态环境道德教育�提高
民众的生态环境道德和环境保护意识�使民众、特
别是有决策权力的领导干部能够充分认识到� “保
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
力”。在我国沿海及东部发达城市�率先开展 “创
建国家环保模范城” 活动�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
优化了城市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提升了经济运行
质量。有些城市还淘汰、关闭了一批污染严重的企
业�同时加强了企业生产工艺和产品结构的调整�
使经济结构更加走向合理�经济效益不断增强。优
美的城市生态环境和良好的城市形象�无论是珠
海、厦门、海口、天津�还是大连、张家港、苏
州、上海�都备受外商和创业者的青睐�外商投资
和外资企业数量和规模逐年上升�旅游业更加兴
旺�房地产业持续升温。生态环境道德教育�营造

了优美的生态环境�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投资�起
到了当地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作用�促使当地经济快
速发展。兰州市应向其他生态环境道德教育先进城
市学习�一方面�大力宣传和积极开展生态环境道
德教育；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战略与现
阶段城市污染的问题�在积极建设和保护自然生态
环境的同时�还应根据本市的地形和自然条件�尽
快出台兰州市冬季环境污染监测与治理的有关政

策。一是严格控制有烟煤进入区市�取缔有烟煤煤
炉�取消用煤炭燃料的饮食摊点的经营�反对在市
区使用手提取暖煤炭炉�有效控制煤烟污染。二是
定期检测各种类型机动车辆尾气排放标准�尽快推
行以天然气为动力的公交、出租、部门用车的改造
与运用。严格管理�禁止违规机动车辆进入兰州市
区。三是对某些冬季采暖煤炭锅炉烟尘排放超标的
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限期改造�对污染严重的单位
坚决实行关、停、并、转或者搬迁。

生态环境道德教育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目
前�我国生态环境教育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但对
大学生的教育只限于环境科学专业的学生�对非环
境专业的学生还没有生态环境教育的内容安排。因
此�许多专家积极呼吁�围绕教育人这一核心�应
将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道德教育渗透到大

学生的各项活动之中�融入到大学教育的全过程。
生态环境道德教育必须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

建设和保护相结合�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生态环
境为条件�促进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
续发展。生态环境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统一的和谐社会�促进经济、
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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