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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生态视阈下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发展①

李　华，熊春林，成　星
（湖南农业大学 国际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１２８）

摘　要：文化生态是人的存在，人是文化生态的存在者。高校师生与高校校园构成了高校文化生态的存在。人文素

质教育的核心思想就是以人为本，但客观上却并未体现和落实人本。高校人文素质教育被曲解，偏向社本，将教育实践

引入歧途。只有从文化生态视角下研究和推动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才是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坦途。从理清人与自然、历

史、社会、自我的关系出发，改进和加强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引导和促进高校学生感悟生态文化、感受灵动历史、追求和谐

社会、实现自我和谐，高校学生才能真正地人文素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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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是人类的生存智慧［１］。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高校持续开展人文素质教育。其实质是对现实
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反思和批判，探求改善人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道路和方法［２］。高校文化生

态是高校存在的基础。开展高校人文素质教育不能脱离高校文化生态。高校文化生态是开展高校人文

素质教育的历史文化基础。根据文化生态与高校人文素质教育之间的内在关系，从人与自然、人与历

史、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等方面分析高校人文素质教育过程中各种问题，提出高校在实施人文素质教育

中应该践行文化生态观，以文化生态观这种柔性的思维模式指导和推进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发展。

一　人与自然———感悟生态文化
文化生态学中，人与自然环境间的关系是最为基本的关系。人离不开自然。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自

然会反作用于人类。当前，传统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造成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的问题日益凸显，走生态

文明发展的道路已经成为了全人类的共识。中共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建设”的内容

之一。将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对学生进行生态文化教育作为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这有利

于帮助学生健康成长成才和促进生态文化深入人心。

（一）提升学生的生态认知

许多生态问题源于人们对生态危机认知不够，普遍缺乏系统的生态知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

中，由于持有不恰当的生态认知，人类成为了生物圈中第一个能够摧毁生物圈的物种［３］１０２。高校人文素

质教育引导学生正确的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高校可以设置生态环保类选修课程、开展生态主题知识讲

座、进行生态知识画报展等，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和方式广泛宣传生态知识，让学生了解最前沿的生态知

识信息，认识到生态失衡、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等已经变成了全球性的而困扰人类的问题，提升学生对生

态文化最基本的认知：一懂得人类生存与发展必须依存自然。人首先是自然人，人的生存和发展与其它

动物一样离不开自然环境。人类只能在合理改造和利用自然中获得发展，否则会自取灭亡。因此，人类

要维系自身的延续发展，就必须谋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维护好人类与环境的共生共荣关系。二人类

应承担维护自然生态的责任和义务。人类是万物之灵长，应该承担关心自然界动物、植物、微生物等其

他生命生存发展的责任，维护生物多样性和保持生态平衡，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二）培养学生的生态情感

情感教育是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核心的高校校园生态文化

的重要功能就是要激发学生的生态情感。在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等人文教育的具体内容中，有大量体

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思想。这些闪烁着生态智慧的人文知识能够完成人类对自然的

情感连接，激发潜藏人类灵魂深处的生态意识。当然，要将生态智慧转换成人们自觉的生态意识，必须

将个体置身于被生态文化渲染的氛围中，让人们在亲身体验和潜移默化中达到心灵上的共鸣，培养和调

动生态情感。高校应该将生态文化渗透校园环境设计、各种建筑物建设、各项规章制度等等之中，作为

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借助多种有效途径和手段，让学生浸染在生态文化氛围中，感受“绿色校园”

生活，实现由表及里、潜移默化的熏陶，从而培养生态情感，激发生态热情，自觉做一个生态人。

（三）加强学生的生态实践

感悟生态文化和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学生行为问题，因此，高校应该加强社会实

践教育活动，帮助学生养成生态行为习惯。开展生态实践，既要注重校内实践又要注重校外实践。一方

面，高校应该在人文素质教育过程中，充分利用校园各种资源，开展主题鲜明的生态实践项目，帮助学生

逐步养成绿色消费、绿色生活、绿色出行，节约用水、用电，爱护花草树木，维护生态环境等良好习惯。另

一方面，高校动员学生参与“世界水日”、“世界环境日”、“地球日”、“植树节”、“爱鸟周”生态节日活动，

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深入乡村、社区和企业，开展环境保护宣传、生态安全法律法规普及、生态环境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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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社会实践，切实让学生在实践中感知，在感知中反思，在反思中行动［４］。

二　人与历史———感受灵动历史
人是历史的存在，历史造就了人。人文素质教育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在

感受历史文化中重塑人文精神［５］。文化生态是人发展的历史文化基础，它所具有的引导功能，能够引

导高校学生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培根说：“史益人知，诗益人慧”。高校应该重视对学生历史知识的教

育、强化对学生历史实践的教育，以文化生态引导学生感受灵动历史，重塑人文精神，促进高校人文素质

教育的良性发展。

（一）重视对学生历史知识的教育

人是生活在历史文化之中，历史文化构成了人生活的场域，人在历史文化中不断实现自我超越。这

也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重要标识。我们绝不能脱离历史文化而存在，历史文化造就了特殊的我们。

历史对人的造就与自然对人的造就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如果说自然将人造就成了“自然人”，那么历

史将人造就成了“文化人”。然而，现行的高校教育却不重视历史文化教育，忽视了历史对我们的造就，

导致学生人文精神失落和精神家园荒芜。因此，高校在人文素质教育中，应该加强历史文化教育，提升

学生的历史文化素养，使学生能够有效融入历史之中，深刻感受历史的灵动，成为历史文化的传承

人［６］。一方面，高校除了思想政治课方面的历史知识教学外，还应该设置一些历史文化选修课，让学生

深入了解人类历史文化知识。另一方面高校可以举行历史文化讲座、各种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等，让学生

享受历史文化大餐，掌握基本的历史知识。通过历史文化知识的教育，帮助学生在潜移默化感受灵动历

史，唤醒潜藏学生心底的人文精神。

（二）强化对学生历史实践的教育

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对学生精神品格的培养以及气质、修养的形成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虽然在

前期教育体系中的课程设置有安排历史方面的课程，如“近代史纲要”。但是在后期（大三、大四）由于

高校教学目标的核心是对专业课程的学习而忽视了对历史知识的教授，历史知识的教育出现断层、不均

衡。均衡高校历史课程的设置是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的基础，也是引导学生构建人与传统和谐相处，遵循

历史的关键。学校可以以历史实践的方式让学生了解历史、理解历史、遵循历史。也就是在对历史的基

础课程结束后，学校可以将理论的历史知识的教授转化为历史实践的方式。比如可以通过让学生自主

游览历史景点写一篇实践报告，或者通过阅读红色经典小说写一篇读后感，通过报告和读后感的完成给

予学生学分，以此升华对历史知识的学习。

三　人与社会———追求和谐社会
人是社会人，社会和谐是人的永恒追求。高校不是象牙塔中的高校，高校是社会的高校。高校所处

的教育生态系统是社会的一个缩影。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就是要打破专业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隔阂，

促进高校与社会良性互动，培养和谐社会人。

（一）培养学生关心社会的意识

人与社会和谐是文化生态的重要内容与要求。关心社会与社会意识也是人文素质教育的最基本要

求。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没有人就没有人类社会。反之，人是社会人，人脱离了社会就

不能够成为人。人与社会互为依存。希林指出：“千万年来，人的身体一直处在进化之中，为社会关系

构筑了真真切切的基础。有必要认识到，与社会建构论截然不同，身体并不只是受到社会关系的约束，

或是被注入了社会关系，而是实实在在地构筑了这些关系。”［７］１３社会对人的教育和素质有基本的要求，

人必须在社会关系中，学会与社会和谐相处。然而，当前高校教育侧重从狭隘的个人竞争价值及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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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忽视了人与社会的和谐。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必须对学生“注入了社会关系”，培养学生反思人与

社会的关系，帮助学生学会关心社会，笃信人间温情的社会柔性法则，抛弃你死我亡的动物生存法则。

（二）促进学校与社会良性互动

文化生态的核心理念就是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他要求不论是微观层面的还是宏观层面的都需要

走向和谐［８］。高校对人才的培养最终是把人才送入社会，这就需要高校在人才培养上应该与社会良性

互动。一方面，高校以“校企合作”等形式与社会开展互动。高校与企业展开合作，企业为高校提供实

习实践基地，高校为企业培养培训专业对口人才，以此解决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另一

方面，高校在教育教学中通过社会服务、社会调查等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学会主动的关注到他们的人

生，同时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此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进一步的提

高和培养自身的人文素质。

（三）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

文化生态的基点是“以人为本”，而人文素质教育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两者都重视人的主体性以

及人发展的完整性［９］。它们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以“文化”作为调节剂，将人从社会的“工具人”中“解

放”出来，成为真正的社会“自由人”［１０］。因此，高校教育必须鄙弃“技术至上”的思想观念，把人作为

“主体”，而不是“附庸”或“木偶”。一切都要从人出发，真正确立起“人”在高校人文素质教育中的核心

地位，注意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有机结合，帮助学生从单一的知识体系中走出，

成为多维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人。

四　人与自我———实现自我和谐
人与自我的关系既是文化生态最为基本的关系。在高校教育过程中，学生的自由被禁锢了，使得越

来越多的学生成了单向度的人，严重影响自我和谐。因此，高校要着重帮助学生构建精神家园、引导学

生认识自我和培养学生创新素质，从而促进学生实现自我和谐。

（一）构建和谐的精神家园

文化生态是一种生态智慧，精神家园的建构需要生态智慧的支撑［１０］。文化生态能够为和谐社会的

构建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慧支撑。精神作为人之为人所必需的支柱，是我们生

活的源点和灵魂。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应是积极的健康向上的，应是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性的，应是有

理想有道德讲诚信的。这些都应是大学生精神的实质与本来面貌。可是在当下的大学校园里，这种精

神在很大程度上却失落了。大学生精神的失落主要体现在发生在大学生身上的情感行为失范，心理失

衡轻生，（学术与日常生活上的）道德诚信缺乏，甚至犯罪等等问题上［１１］。基于这些问题，高校可以通

过强化“组织实践”来引导学生积极向上、有目标的生活。比如可以积极建设班级文化，学生从懵懂无

知的顽童到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离不开班级这个环境。班级文化具有无形的教育功能、激励功能和制

约功能，良好的班级文化就是全班同学的精神家园。在这个精神家园中，学生更加充满激情地投入到学

习和生活当中，不仅取得学业进步，而且能获得精神慰藉。

（二）帮助学生认识自我

“认识自我”是人一直不断追问的古老的哲学命题，也是人在成长和成熟过程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高校学生虽然已经成年，但在心理还不成熟，面对多元价值观和复杂的社会问题，常常感到迷惘或者无

法有效把控自我，进而影响他们的成长、成人和成才，甚至是整个人生的发展。高校作为培养高级人才

的场所，应该怎样引导和帮助学生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正确认识自我，处理好情感、意志、理性等方面的

问题呢？文化生态是一种生存智慧，而这种生存智慧就是认识自我。认识自我也是高校人文素质教育

的核心目标。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就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帮助学生感悟生存智慧与正确认识自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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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和谐的人。因此，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应该以文化生态智慧为指引，引导学生认识自我，评价自我，

化解内心的迷惘和冲突，在和谐自我中张扬个性，超越自我，成就自我，成为高素质的高级人才。

（三）培养良好的道德素养

道德滑坡已经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的领域。他带给人们只有一个个混乱的印象。这对中国社会的

发展无疑是极具致命的。文化生态作为一种柔性法则。柔性法则体现出“和谐性”特征。它所强调的

是采用非强制措施，促进教师教的意愿与学生学的自觉有机融合，达到“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学生亲

其师乐其道”和谐教学氛围，有利于学生将教师倡导的道德规范转化为道德实践。因此，在倡导建设精

神文明的今天，提高学生的道德文化修养已成了当务之急。而在高校中道德滑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学

生缺乏“社会实践”来践行正能量，强化其道德规范［１２］。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多参与敬老院、孤儿院等活

动，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帮助这些弱势群体，一方面可以宣传一种正能量和精神，另一方面更加强

化了学生自身的道德规范，通过社会实践的作用，将书本上学的“乐于助人”、“尊老爱幼”等品质给予

强化。

（四）培养学生创新素质

创新能力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是一个人全面发展潜质的必然结晶。人的创新能力的培

养不仅是智力活动，而且需要以创新情感为动力。在传统的“模式”化教育下，禁锢了学生自身的创新。

使学生逐渐成为“单向度”的人。没有自己的想法，有想法也不被重视。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就是要破除

传统的“模式”化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促使学生成为有思想、有自我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学生创

新素质，首先，要增强学生自学能力。自学能力是衡量学生能否适应社会，有无发展潜力的重要因素。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能够更好地让学生自主学习和自主创新［１３］。其次，要加强实践教学环节。让学

生在实践教学中运用所学理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是培养学生创新素质的有效途径。再

次，教学模式应该要灵活多变，增加学生拓展的能力。总之，在智力提升和创新情感的双重因素作用下，

高校学生的创新素质才能也才可能获得综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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