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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

在学校生态文明教育实践中落实的
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未来进路
Theoretical logic, realistic dilemma and future approach in the 
practi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on campus

■文 / 韩翌旸1  王晓燕2  蔡美玉3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生态

是我们的资源和财富，生态文明建设是

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生

态文明教育具有关涉国计民生的重要

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生态

文明宣传教育，把珍惜生态、保护资源、

爱护环境等内容纳入国民教育和培训

体系，纳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形成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风尚。”2018年，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被定为六五环

境日主题。自“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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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活动启动以来，各地各部门积极参与，每年开展

丰富多样的主题实践活动，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工作大

格局初步形成。2021年1月，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发

布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

行动计划（2021—2025年）》，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

国民教育体系。2024年5月，生态环境部等九部门联

合编制了 《关于深入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

列活动工作方案》，对园区、企业、社区、学校、家庭、个

人等六类主体设计了六大专项活动，为组织动员全社

会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汇聚强大力量，

为“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在学校生态文明

教育实践中的落实指明了方向。

一、“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在学校

生态文明教育实践中落实的理论逻辑
（一）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

生态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是新时代推进美丽中国

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

思想武器，也是“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在

学校生态文明教育实践中落实见效的指导思想。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

精深。在2023年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对过去一个时期党和国家

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取得的一系列历史性成就作了

全面总结，对接下来一个时期接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需要处理的重大关系作了深刻阐述，对全面推进美丽

中国建设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作了系统部署，对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出了新阐释、新发展，立意深远，

意义重大。新时代新征程，推进“美丽中国，我是行动

者”系列活动在学校生态文明教育实践中落实见效，

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推动学生形成简约

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促

进学生主动投入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的自觉进一步增

强，营造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

氛围。

（二）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继承发展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科学揭示了人与自然的

辩证统一关系，是确保“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

活动在学校生态文明教育实践中落实见效的科学立

场和方法论。

马克思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

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

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人类与其所处的

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一方面，自然相对于人类而

言具有本体地位和环境制约作用。自然先于人类存

在，具有不依赖于人类的内在创造力，它创造了地球

上适合生命生存的环境和条件，创造了各种生物物种

以及整个生态系统。作为自然存在物，人依赖于自然，

自然为人类提供赖以生存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另一方

面，人类作为社会主体对于自然具有能动认知与实践

改变能力。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劳动把人从自然物

种关系方面“提升”出来，使人摆脱了动物式的对待自

然的态度和行为。从世界观的角度来看，“美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

继承发展，具有让学生在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活动中正

确认识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教育意义。

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

“人靠自然界生活；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

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

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

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恩格斯也说：“我们不要过分陶

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

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毛泽东指出：“人

类不会停止发展，自然界也在不断地发展；如果没有

正确地认识自然界，或是认识不清楚，那么就会碰钉

子，自然界就会抵抗，会处罚我们。”习近平总书记也

强调，“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

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

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这是无法抗拒的客

观规律。从方法论角度来看，“美丽中国，我是行动

者”系列活动具有让学生在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活动

中懂得尊重自然、主动保护自然，并学会科学处理人

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教育意义。

（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生态观的守正创新

纵观历史，中华文明具有深厚的农耕文化底蕴，

天文、地理、物候等诸多自然因素都深刻影响着农业

生产，因此中华民族历来对自然存有敬畏之心，这为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在学校生态文明

教育实践中落实见效奠定了朴素的自然保护思想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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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孔子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庄子》中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

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

与我为一。”《荀子》讲到：“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

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董仲舒在《春秋

繁露》中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绵延五千多年的

中华文明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道

法自然”“民胞物与”“参赞化育”“万物并生”等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观，都是“美丽中国，我是行

动者”系列活动在学校生态文明教育实践中落实见效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们不仅不断加强对维系

生态平衡、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重要性的认识，更将其

观念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夏朝 《禹禁》中有关于

夏季休渔、春季禁伐的规定，周朝颁布《伐崇令》《野

禁》和《四时之禁》以保护自然资源， 《秦律十八种》之

《田律》中有关于禁苑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规定，《唐

律疏议》 和《唐六典》制定了保护水资源的政策， 《宋

刑统》 和《大清律例》中有对顺天理讼的规定……

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生发，其

中“顺天时，量地利”、取之有度的治理观念，通过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

列活动中得以传承。

二、“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在学校

生态文明教育实践中落实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部分学校重视程度不高，活动价值效度不足

当前，部分学校在生态文明教育实践的顶层设计

和价值引导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在顶层设计方

面，部分学校尚未将生态文明教育提升到落实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育人目标高度上来探讨和谋划。

部分学校可能缺乏相关的实践基地和多样化的教学

资源，也可能存在“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等教育观

念上的顽瘴痼疾，顺应时代要求、符合教育强国和美

丽中国建设需求的系统全面而有组织的实践活动尚

未在学校生态文明教育实践中占据关键席位。在价值

引导方面，部分学校存在实践活动有余而价值引导不

足的问题，这直接导致部分学生在投身美丽中国建设

的行动自觉不足，学生在参与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并未

培养出生态保护的主观能动性，自我价值感和社会责

任感也有待强化。 

（二）不同学段教育衔接不足，部分实践活动流

于形式

当前，学校生态文明教育实践存在大、中、小学各

学段衔接不足、实践活动趋同的问题。在理论教学方

面，学校生态文明教育课程缺乏系统性，教学内容分

散在语文、政治、小学科学、中学化学、生物等科目的

教材之中，各学段生态文明教育存在跨度大、衔接不

足的情况，缺少学段间过渡的衔接课程以及配套的实

践活动等环节。在实践活动方面，大、中、小学生态文

明教育实践活动范式和内容均有待丰富，部分实践活

动浮于表面、流于形式，缺乏对生态文明教育内涵的

深入挖掘，相关工作也存在雷同化、碎片化、程式化等

问题，缺乏常态化、生活化的深远可持续影响，未能结

合不同学段学生的特点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参与

热情及实践活动的育人效能。

（三）部分学生存在“5＋2＝0”现象，导致生态文

明教育成效不足现象

“5＋2＝0”指学校5天生态文明教育的正向作用

会被校外2天生活的反向影响所削弱和抵消。由此可

见，家庭和社会对学校生态文明教育成效的影响不容

小觑。在家庭方面，家长自己生态文明素养的高低、对

生态文明教育重视与否、对孩子的教育方式科学与

否，都会直接或间接对学校生态文明教育成效起到正

面或负面的影响。在社会方面，社会风气的优劣、网络

生态环境清朗与否也对生态文明教育成效具有至关

2023年8月11日，泰州市苏陈实验小学学生走进江苏省泰州环境监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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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作用。

三、“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在学

校生态文明教育实践中落实的未来进路
（一）强化学校在生态文明教育实践中的主体

性作用

学校作为教育的主阵地，应积极发挥生态文明

教育实践的主体性作用。一方面，学校应提高对生态

文明教育的重视程度，这是“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系列活动在学校生态文明教育实践中能否落实见效

的关键因素。学校生态文明教育工作者应着力完善

相关实践活动的顶层设计，强化落实和执行，把生态

文明教育理念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通过开展丰富

多元的“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创新生态

文明教育内容和方式。另一方面，学校应完善生态文

明教育运行机制，这是发挥学校生态文明教育实践

育人主体性作用的必要保障。其一，要完善相关制度

建设，强化组织领导和部门联动。其二，要提升师资

素质，系统开展师资培训，深化生态文明教育校际交

流，提升学校生态文明教育实践的整体效能。其三，

要完善评价机制，确保学校生态文明教育实践的考

核评价标准具备科学性和规范性，推动“美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在学校生态文明教育实践中

走深走远走实。

（二）打造大、中、小学一体化的生态文明教育

实践路径

学校应遵循学生认知发展规律，根据不同年龄、

不同学段的特点统筹规划生态文明教育课程、协同

制定相关教材及其配套影像资料和辅导读物，同时

注重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活动的系统性、整体性、连续

性、渐进性，打造大、中、小学一体化的生态文明教育

实践路径，使各学段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有机衔接。

大、中、小学作为不同的学习阶段，关于生态文

明教育实践的侧重点也是不同的。小学生多持感性

思维，对事物的认识易受感官影响，判断事物易带有

主观色彩，是进行生态文明教育启蒙的重要阶段，应

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引导学生认识自然、了解自

然，培养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从小养成简约适度、绿

色低碳的生活习惯。中学生的认知和情感日益丰富，

思维的进步性、独立性、逻辑性同时提高，应更注重

基础知识的传递和思辨能力的培养，可以通过案例

分析等方式，引导学生深化对生态系统、环境污染、

资源管理等概念的理解，并通过参与包括《公民生态

环境行为规范十条》 假期实践活动在内的“美丽中

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在实践中亲身感受生态

环境变化，培养独立思考和实际应对生态环境问题

的能力。大学生身心发展渐趋成熟，思维更具多元

性、包容性、辩证性，是不断从丰富知识走向学以致

用和践行使命担当的阶段，应鼓励其广泛参与生态

文明社会调查、绿色科技创新、生态环保科考等社会

实践和研究，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多领域、多学科

交融等方式，培养具有深厚专业知识、较高实践能力

的创新型人才。

（三）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生态文

明教育实践机制

学校虽是生态文明教育的主阵地，但生态文明教

育实践活动绝不应忽视家庭和社会的作用。学校应调

动家庭、社会力量，形成多方合力，健全学校、家庭、社

会协同育人的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机制。一方面，家庭

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是天然的教育场所，在

生态文明教育实践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家长作为教

育主体，应基于家庭环境和家庭风貌，把生态文明教

育同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相结合。学校也应通过“家

长课堂”“校园开放日”等活动，有针对性地向家长宣

传生态环境保护观念，引导家长以言传身教润物细无

声地培养孩子正确的生态环境观，指导和支持孩子参

加符合各年龄、各阶段的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活动。另

一方面，“社会是大课堂，生活是教科书。”学校生态

文明教育应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注重社会对生态文明

教育实践的支持性作用。学校应加强同园区、企业、社

区等不同生态文明教育实践主体的联络与合作，丰富

生态文明教育实践资源，共同打造研学实践基地、生

态环境宣传教育基地、生态环境科普基地；同时，应积

极利用新媒体平台、深化数智融合应用，及时总结推

广生态文明教育实践范例经验，提升生态文明育人整

体成效，营造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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