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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文献分析法，对河北省大学生生态文化现状进行分析总结；针对其中出现的各种问

题，从心理学角度找出阻碍因素；依据态度-依从-行为法则，找出改善大学生生态态度和生态行

为的有效办法，以提高大学生的生态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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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学者潘懋元先生指出：“许多严重

破坏生态环境的事例……应负主要责任者很多是我

们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专门人才”。在环境问题急剧

恶化的今天，高校开展生态文化教育对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具有建设性作用。大量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

并提出了许多改善措施
[1-2]

，但很少有从心理学角度

来分析该问题的。为此，本文通过文献分析法，分

析整理了有关河北省大学生生态文化培养中的若干

短板
[3-8]

，利用心理学知识，对短板的出现进行解释，

并对改善大学生生态文化素养提出切实有效的建议。 

一、河北省大学生生态文化素养现状 

文章通过文献分析法，对 2016 年 10 月 1 日之

前，中国知网上所有关于河北省大学生生态文化素

养的文章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如下：绝大部分大

学生能够认识到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和趋势，认识

到加强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愿意参加生

态保护与建设活动，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如大学生

对于生态文化关注度、认知度不高，生态责任感不

强，当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出现时，不能清晰地

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很难做到知行统一，或由于

从众心理的影响，而放弃了正确的生态行为。通过

总结，我们发现目前大学生生态素养方面有许多问

题亟待解决。 

二、心理学原理与大学生生态文化素养 

在行为形成过程中，会引发态度，态度由认知、

情感、行为倾向三个维度构成。当态度拥有良好的

可获得性时（态度客体与一个人对该客体的评价的

联系紧密程度），态度更可能引发行为。态度来自于

直接经验的时候，态度可获得性就比较容易获得，

但从调查中发现，大学生获得生态文化知识的渠道

极少是从亲身体验中来，而多是来自各种媒介的信

息灌输
[5]
，这很难形成态度的可获得性。当遇到有关

生态的问题时，有直接经验的人，态度很容易获得，

他们也最可能按照他们所说的那样去做；而那些没

有直接经验的人，态度可获得性就差，进而也不能

很好地去指导他们的行为，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大

学生生态态度或意识还好，但生态行为却不尽然的

原因。其次，当态度比较经常地反复听到，那么态

度也会比较容易获得。正如人们所期望的，越是经

常地形成对某种事物的态度，人们就越容易获得这

种态度。所以让学生接触大量有关生态的信息，对

他们生态观念的形成很有利。然而，通过第一部分

的现状分析，我们发现我省大学生生态知识相对匮

乏，这说明信息刺激不够，这样态度可获得性也就

很难形成。高校作为教育机构，对于大学生生态素

养培养方面存在教育缺失，有针对性的宣传和指导

工作欠缺；另一方面，大学生对生态信息的关注具

有“狭隘性”和“利益相关性”，或由于对生态问题

的一种无助感或缺乏信心，而没有更多地关注生态

信息。作为行为产生的入口——信息的缺失严重影

响了大学生生态素养的提高。 

三、基于心理学原理的解决对策 

观念、态度等只有转化为实际的生态实践行为，

才会解决生态问题，也就是引发依从。实际上，行

为也是改变态度的首要方式，两者是互相影响关系。

下面我们会在解决对策中融入促使依从发生的技

巧，让生态实践活动易于开展。 

（一）大量开展生态实践活动 

实践更能启迪人的心灵，通过实践和亲身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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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获得直接经验，加深学生对生态环境现状的了

解，提升对生态建设的信心和责任感，促使他们积

极践行生态文明行为，提升生态文明素质。社会实

践教育活动可以与大学生的专业、生活娱乐等相结

合，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为了使一些大

型的生态实践活动易于开展，在此之前，我们可以

先开展一些易于被人接受的小型的活动（如倡导环

保的签名活动），这通常被称之为登门槛技巧。稀缺

策略让你觉得你似乎正在失去一个关键的机会，除

非你立刻行动。所以有些活动不是人数越多越好，

采用稀缺策略，可促使大学生积极加入活动。只要

学生被带动起来，再有合理引导，养成良好的生态

习惯就会很容易。 

（二）多渠道实施生态文明教育 

我们必须加快生态文明教育，而且要多媒体多

平台大量地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大大增加学生与生

态信息的接触机会，促进生态态度可获得性和生态

行为的形成。在这期间，除了形式多样化外，还要

格外注意示范的作用，人们一旦从众，就会采纳参

照群体的行为。因此，让人们依从的方式之一就是

营造一种信息性影响的情形：人们可以通过示范所

期望的行为来促成改变。即使情景中没有看得见的

模特，规范性和信息性语言也能起到示范作用。只

要安排人员科学地给出示范，就可以简单有效地改

善人们的生态行为，某种情况下，这种策略取得的

效果要好于大肆宣传或过多财物投入取得的效果。 

（三）构建校园生态文化 

对于大学生而言，学习和生活主要在学校，所

以构建校园生态文化尤为重要。浙江农林大学是我

国高校生态校园建设的典型，它将校园与植物园“两

园合一”进行建设，通过校园与植物园功能的相互

渗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活动和价值取

向，优美的校园环境、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态文化教

育活动，能使大学生受到美的感染和熏陶，同时，

校园生态文化建设能提供群体凝聚力和塑造生态态

度，提升生态文化素养。每种文化都有各自对于适

当行为的解释——规范，规范对生态行为的影响常

常是不自觉的，某些方面它比进行生态教育和传播

生态知识对生态行为的影响还要大。所以我们要将

各种生态规范制定成相应文件，并大肆宣传，让规

范来指导学生的生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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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hrough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cological 

culture in Hebei province. Based on the problems occurred, this paper searches for the obstacles from the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according to the Attitude-Compliance-Behavior law, it finds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ecological attitude and ecological behavior,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cological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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