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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青少年生态文明素养的核心内涵与特征
分析

吴岩

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辽宁 沈阳 110122

摘要：生态文明素养是生态文明时代每个人都应具备的基本素养，青少年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生

力军，其生态文明素养培育尤为重要。本文在明晰素养与生态文明素养内涵的基础上，从知识、

价值观与行为习惯、社会参与度、制度认知等五个维度阐释青少年生态文明素养的核心内涵，认

为其具有个体差异性、个知行尚未完全统一、参与高度与深度不匹配、认知度低有待提升等特征。

基于研究结果有助于推动生态文明教育的有效开展，促进辽宁省青少年生态文明素养的全面提

升，使其更好地担当起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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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的千年大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

位一体” 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

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推动我

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

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要牢固树

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保护生态环境作

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

青少年作为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是

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力军。他们的生态文明素养

水平，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全面发展，更关系到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以及中华民族的永

续发展。提升青少年生态文明素养，是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具体体现，也是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强调，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要从娃娃

抓起[1]。

辽宁作为东北重要的省份，在经济快速发

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如大气污染、水资源保

护、城市生态空间维护等生态环境挑战。提升

辽宁青少年的生态文明素养，不仅有助于培养

具有生态责任感的未来公民，促使他们在日常

生活中践行绿色理念，还能通过 “小手拉大

手” 的效应，带动家庭和社会形成良好的生

态文明风尚，对推动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的生态

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本文通过问

卷调查，深入分析研究青少年生态文明素养的

核心内涵与特征，对于科学、有效地开展青少

年生态文明教育，提升青少年生态文明素养具

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为辽宁的生态文明

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3]
。

1 生态文明素养概念界定

1.1 素养的内涵

素养是个体在先天遗传基础上，通过后天

教育、环境影响和自身实践，逐步形成的相对

稳定且能够长期发挥作用的知识、能力、品德、

观念、态度等方面的综合品质。它不仅涵盖了

个体所掌握的知识与技能，更强调个体在面对

复杂情境时，能够综合运用这些知识和技能，

以恰当的价值观和态度解决问题的能力。素养

不是孤立的、单一的能力或品质，而是一个有

机的整体，各个要素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例

如，在解决一个实际问题时，既需要个体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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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知识储备，又需要有运用这些知识进行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还需要秉持正确

的价值观和积极的态度。

1.2 生态文明素养的内涵

生态文明素养是在生态文明理念下，个体

所具备的对生态环境相关知识的掌握、对生态

文明价值观的认同以及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生

态文明行为的综合素养。它体现了个体对人与

自然关系的深刻理解，以及在这种理解基础上

形成的对生态环境的尊重、保护和积极建设的

意识与行动
[4]
。

2 研究方法与结果

2.1 文献研究法

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等学术数据库，

检索国内外关于青少年生态文明素养、生态文

明核心内涵等方面的文献资料，包括学术期刊

论文、学位论文、研究报告等。对这些文献进

行梳理和分析，了解已有研究的现状、成果和

不足，为本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研究思路。

2.2 问卷调查法

根据研究目的和内容，设计《辽宁省青少

年生态文明素养调查问卷》。问卷内容涵盖生

态知识、生态意识、生态行为倾向等方面，选

取辽宁省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学校（中学、高

中）的青少年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 28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658 份，有效回收率为

94.93%。运用 SPSS 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了解辽宁省青少年生态文明素养的核心

内涵和特征。

2.2.1 调查问卷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 2800 份问卷，其中中学

2所，高校 3所。调查对象中，男生占 29.83%，

女生占 70.17%；中学学生占 39.66%，高校学

生占 60.34%。调查问卷个人基本情况见表 1

所示。

表 1 调查问卷构成情况

2.2.2 调查问卷设计情况

本次调查问卷将生态文明素养分为生态

文明知识维度、生态文明意识与价值观维度、

生态文明行为习惯维度、生态文明社会参与维

度、生态文明制度认知维度五个部分。问卷共

两个部分：一是个人基本情况；二是生态文明

项目 类别 比例

学段
中学 39.66%

大学 60.34%

性别
男 29.83%

女 70.17%

家庭情况

双亲 88.37%

单亲 11.06%

依亲 0.56%

父母受教育程度

研究生以上 2.07%

本科或大专 22.05%

高中、中专及高职 29.04%

初中 36.98%

小学及以下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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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调查。生态文明素养维度划分如表 2 所 示。

表 2 问卷维度划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题项

知识维度 测试生态与环境知识掌握程度 11-15

意识与价值观维度 评估生态伦理与责任感 16-20

行为习惯维度 考察日常环保行为践行度 21-25

社会参与维度 考察日常环保行为践行度 26-30

制度认知维度 检验环保倡导与公共行动 31-35

2.3 青少年生态文明素养研究维度分析

国内学者完芳对生态文明素养概念进行

了比较全面的定义，认为生态素养是人们在学

习和生活中逐渐学习积累而形成的关于生态

知识、生态意识、生态行为能力的综合素养。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法，分析辽宁省沈阳青少年

生态文明核心素养的现状，并大胆尝试对生态

文明素养的核心内涵进行探究，包含五个核心

维度：生态知识维度、生态意识与价值观维度、

生态行为习惯维度、生态社会参与维度、生态

制度认知维度
[5]
。

2.3.1 生态知识素养

生态知识素养是青少年生态文明素养的

基础。它包括对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运作

机制的了解，对自然资源的种类、分布和利用

方式的认识，以及对环境问题的成因、危害和

解决措施的掌握。此外，青少年还需熟知环境

保护法律知识，了解气候变化的原因，掌握生

态平衡的原理，认识到生态系统中的各种生物

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

互制约的关系。

2.3.2 生态意识与价值观维度

生态意识与价值观评估青少年的生态伦

理与责任感。生态意识宛如个体环保行为的

“发动机”，驱动着人们采取行动。生态伦理

观是其中关键，认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青少

年，会将自然视为伙伴而非征服对象，尊重每

一个物种的生存权利。责任感关乎青少年是否

意识到个人行为对环境有着或大或小的影响，

明白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这些小事，汇聚起

来就能为环保事业添砖加瓦。

2.3.3 生态行为习惯维度

日常环保行为习惯作为生态文明素养最

直观的外在体现，贯穿于青少年生活的方方面

面。资源节约行为中，节水可从随手关闭水龙

头、用洗菜水浇花等小事做起；节电表现为离

开房间随手关灯、合理设置空调温度等；绿色

出行也是青少年践行环保的重要方式。在短距

离出行时，优先选择步行或骑自行车，这样不

仅能够减少碳排放，还能锻炼身体。如果需要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应选择地铁、公交车等，

减少私家车的使用。

2.3.4 生态社会参与维度

社会参与是青少年将环保理念转化为实

际行动力的重要途径。环保宣传活动是青少年

参与生态实践的重要方式。利用课余时间，走

进社区、学校、公园等地，向公众宣传环保知

识和生态文明理念。例如，制作环保宣传海报，

发放环保宣传手册，举办环保知识讲座等。通

过这些活动，能够提高公众对生态环境问题的

认识，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引导更多的人参

与到生态保护行动中来。

2.3.5 生态制度认知维度

制度的认知如同航海中的灯塔，指引着个

体的合规行为了解与生态文明相关的政策法

规和管理制度，有助于青少年更好地理解生态

文明建设的要求和规范，增强他们参与生态文

明建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此外，青少年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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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关注国家和地方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

导向和发展规划，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目

标和重点任务。通过了解这些政策导向和发展

规划，青少年能够明确自己在生态文明建设中

的责任和使命，积极投身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实

践中，为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贡献自己的力

量。

3 辽宁省青少年生态文明素养的特征

分析

3.1 个体差异性特征

青少年由于家庭环境、教育背景、个人兴

趣和学习能力等因素的不同，其生态文明素养

水平也有所不同。一些来自环保意识较强家庭

的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更容易接触到环保理

念和行为方式，可能更早地养成良好的生态习

惯；而一些缺乏相关教育的青少年，则可能对

生态环境问题认识不足。此外，不同年龄段的

青少年在生态文明素养方面也存在差异，一般

来说，年龄较大的青少年在生态知识和价值观

方面的表现相对较好。

3.2 知行尚未完全统一

在青少年群体中，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是

知行尚未完全统一。绝大多数青少年对环保理

念持有认同态度，他们在课堂学习、社会宣传

以及日常接触的信息中，深刻认识到环境保护

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无论是全球气

候变暖带来的威胁，还是生物多样性减少引发

的生态危机，他们都能清晰阐述。但在实际生

活场景中，却存在着“知道但做不到”的困

境。

3.3 参与高度与深度不匹配

青少年在环保社会参与方面表现出较高

的积极性。他们热衷于参与各类环保活动，然

而，对于长期、系统性的环保行动，需要持续

投入时间和精力，不仅考验青少年的耐心和责

任心，还需要他们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

专业知识。由于长期行动的复杂性和难度，青

少年往往因时间安排紧张、自身能力不足等原

因，对这类活动望而却步，导致在环保社会参

与方面呈现出积极性高但深度不足的特征。

3.4 认知度低有待提升

青少年对环保法规的了解明显不足。在日

常学习和生活中，生态知识的传播渠道较为多

样，学校课程、科普读物、电视节目等都会涉

及相关内容。但环保法规的宣传普及力度相对

较弱，青少年很少有机会深入学习环保法规的

具体条款和要求。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每个

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都与环境保护息息相

关，并且环保法律法规明确了公民在环境保护

中的权利和义务。这种对政策认知的缺失和法

律意识的淡薄，不利于青少年形成全面的生态

文明素养，也阻碍了他们在环保行动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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