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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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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D要!面临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要求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指

导#冲破思想政治教育原有的价值局限#通过生态文明的意识教育#生态文明的政治观$道德

观$法制观教育#使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思想#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

(中图分类号)U!ID(文献标志码)&D(文章编号)#IL! P"NH%"!"###"! P"#$# P"G

DD

一$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理论依据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

观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出发点!深

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为我们正确处理

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开发思

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

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

起来的")

/#0

(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是

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

/!0因此!自

然界是人类的母体!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

的组成部分!自然是人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 同

时!马克思主义还认为!人(和动植物一样!是受

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

/G0要受到独

立于人而存在的外部自然的限制!这就是(人的

自然的本质)"

/$0因此!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服

从自然规律!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去征服自然!不能

离开自然环境去统治自然!否则就会遭到自然界

对人类的惩罚!影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强调自然界对人&人类活动的

前提性&制约性的基础上!又充分肯定了人的活动

对自然的能动性" 人和动物不同!作为能动的主

体可以借助自己的意识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促

进自身的发展" 因此!通过制造工具创造财富!就

是人的本质表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与自然发生关系

的中介!只有在劳动实践中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

统一" 因为劳动实践(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

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

程)!劳动实践不仅是人类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方

式!也是人类调整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方式" 在劳

动实践中!人与自然界交换物质!人从自然界获得

自己生存所必需的各种材料!同时也了解自然界

的运行规律!维持生态平衡!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当前人类面临着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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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资源三大生态危机!这三个方面密切联系!

形成了相互反馈并促使彼此更加恶化的循环" 人

口数量过大和人口增长速度过快!迫使人类不断地

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由此必然导致更多的资源损

耗&更大的环境污染和更多的能源消耗" 当这种状

况超过自然界自身的承受能力时!就会出现生态危

机!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人的行为总是受其背后思想文化的支配和影

响!因此要摆脱生态危机!校正人类的经济活动方

式!就必须建立新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并在此

基础上建立新的行为模式" 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下!通过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帮

助人们建立新的生态价值观!促进生态文明的高

度发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内涵

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生态环境日益遭受破坏的

严峻现实!要求它必须冲破原有的经济&政治&文

化价值体系!将生态价值纳入其中!切实担负起培

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公民

素质的重要使命!真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

值功能"

所谓生态价值 !就其字面上看 !有两层意

思'一是生态的价值 !即指生态所具有的价值"

就主客体关系而言!是指在人与生态的关系中!生

态对于人的生存发展需要所具有的意义#二是生

态性价值或对于生态的价值!即人从事对于生态

有价值的活动来满足生态的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

生态价值!就是建立在生态的价值之上!通过改变

人的思想和行为!调节人与生态的关系而体现出

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于生态的意义关系" 其内

涵可以从四方面理解'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来源于价值客

体---生态环境" 在生态环境和人类这一对关系

中!人类是主体!生态环境是客体!生态环境的属

性和功能能够满足人类生存&发展和享受的需要"

因此!对人类来说!生态环境是有价值的!其价值

表现为生态的资源价值&认识价值&审美价值&经

济价值&生命维持价值&社会政治价值等!这是思

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形成的基础" 其次!思想政

治教育生态价值取决于价值主体---$人%的需

要" 当前!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人们

的生态忧患意识越来越强烈!意识到生态环保的

重要性!呼吁全球联合起来!保护人类的家园!思

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活动!就可以

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增强人们的生态忧患意识!

树立正确的道德责任感和生态责任感!满足价值

主体生存&发展和享受的需要" 这是思想政治教

育生态价值形成的前提"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生

态价值实现于价值中介---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

动"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创造是教育者和受

教育者双向互动的过程!双方都参与了思想政治

教育生态价值的创造" 在这一实践活动中!教育

者处于主导地位!通过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

所蕴含的思想政治道德的接受!内化为他们稳定

的心理结构!外化为一种与生态平衡相一致的行

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才能得到显现" 这

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由 (潜)价值变为

(显)价值的纽带和桥梁"

三$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实现

途径

"一#进行生态文明的意识教育%树立科学的

生态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生态意识是人们对自然界的一个基本认识和

态度!它既反映人们对环境问题及其危害的认识

程度!又体现在人们保护环境的自觉行为上" 强

烈的生态忧患意识和生态责任感的培养!不仅需

要一定的生态意识和情感为基础!更需要通过思

想政治教育使人们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

层次上形成信念甚至信仰!为规范公民良好的生

态行为奠定基础"

"二#进行生态文明的政治观教育%达成生态

文明的思想认同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生态文

明观念在全社会要牢固树立)!这是我党首次将

生态文明观融入党的行动纲领!将生态环境问题

提高到关系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

的新高度"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我党政治&经济和

文化路线政策宣传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必然要承

担起服务于党的事业的光荣使命" 必须进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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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政治观教育!通过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解决人们在实践中遇到的思想问题!培养人们

形成符合特定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

思想政治观念和道德品质!达成生态文明的思想

认同" 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及与

此相关的(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

重大战略决策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

盾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长

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也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指

明了方向" 科学发展观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

意义!思想政治教育要通过宣传和推动落实科学发

展观!引导人们树立新的发展观念!转变旧有文明

模式!在全社会达成对生态文明的思想认同"

"三#进行生态文明的道德观教育%促进生态

责任感的生成

道德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道德教育

的任务是进行行为规范的教育!内化道德规范!形

成道德观念!进行道德判断!培养道德情感!养成

道德行为!提高道德素质" 生态道德教育包括知&

情&信&意&行五个环节" 晓之以理'通过向受教育

者传播&灌输道德知识和一定的生态知识!启发引

导他们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动之以情'

受教育者在获取生态道德知识的基础上培养&产

生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和对生命的敬畏之情#坚

之以信'人们发自内心地对履行生态道德义务所

具有的强烈责任感和坚定信心#练之以意'生态道

德意志来自于人们的生态道德信念!意志坚定才

能克服阻力!将生态道德行为贯彻到底#导之以

行'即引导人们的生态道德行为!生态道德教育的

效果只有落实到行为上!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才

不会落空" 总之!进行生态文明道德观教育是培

养人们具备社会公德心和利他心!为生态和谐提

供道义支撑的保障"

"四#进行生态文明的法治观教育%增强维护

生态环境的能力

道德作为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行

为规范的心理意识!主要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来

实现" 然而当今社会!人们在金钱和利益的诱惑

下变得冷漠自私&丧失人格!做着损人利己&危害

社会甚至践踏人类生存环境的缺德事情" 道德的

约束显得无力和被动!思想政治教育要担负增强

维护生态环境能力的法制教育!包括环境权利教

育&环境义务教育和环境责任教育" 其中!环境权

利教育是起点!环境义务教育是中介!环境责任教

育是落脚点" 通过开设法制教育课程&进行法律

咨询和法制宣传等显性教育方式和利用人们社会

实践活动等隐性教育方式!提高全社会的生态保

护法律意识!使人人懂法&守法&护法!特别是不要

因个人&单位和地区的短期利益&局部利益而破坏

生态环境!坚决推动打击各种破坏生态环境的违

法犯罪行为!杜绝各种破坏生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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