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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进生态文明教育常规化、系统化和长效化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内容,也是落实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快“双一流”建设、推动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高校生态文明教

育区别于大众生态文明教育,其教育具有特殊的内在的多向度影响路径。 文章在总结梳理高校生态文

明教育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建构了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多向度影响逻辑路径模型,分析影响高校

生态文明教育绩效水平的内在机理,并基于天津高校 1
 

239 份问卷进行实证检验。 结论显示:不同主体

对生态文明的重视程度与生态文明教育的系统化呈正相关;教学体系的完整性与生态文明教育的常规

化呈正相关;情境因素会对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长效化产生激励或阻碍作用;生态文明教育常规化、系
统化和长效化的形成与学生生态文明行为实践正相关。 显然,研究为提升高校生态文明教育水平提供

了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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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党和政府相继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一系列战略方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生态文明

体系建设。 构建生态文明体系落实到高等教育实践中,就是要在加强高校生态文明教育上有行动、
敢作为、勇担当,以生态文明教育为突破口,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推进高校综合改革,加快“双

一流”建设,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推动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显然,积极推动高校生态文

明教育改革已成当务之急,而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对象、内容和条件具有自身的属性和内在教育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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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如何提升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能力和水平,是关系到我国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常规化、系统化

和长效化的重大现实问题。 因此,高校生态文明教育需要从理论上提高教育认知,切实把握生态文

明教育行为的内在机理及其路径,以便构建适合我国高校实际的生态文明教育体系。 另一方面,厘
清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分析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驱动因素和发展路径,将有助于

加快推进高校生态文明教育水平的持续提升。 鉴于此,笔者基于对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期待构建

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多向度影响路径逻辑模型,为加快高校生态文明教育体系建设,尤其是在“双

一流”建设背景下进一步完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为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提供决策

依据。

一、文献回顾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国外一些思想家对人类破坏自然的行为开始进行强烈的谴责,提出在应用

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应该保护环境,对科学技术的使用者和研究者进行生态文明素养教育等观点。
一些思想家从技术对环境破坏的角度提出要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对技术掌控者和使用者进

行生态伦理教育。 其中最具代表的是思想家卢梭,其自然教育思想认为,善良的人性存在于纯洁的

自然状态之中,而以复杂的城市文明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会诱导人性扭曲、道德沦丧。 因此,教育环

境越贴近自然,远离城市社会的喧嚣氛围,越有利于人性中善良的回归和保持[1] 。 美国知名作家蕾

切尔·卡逊于 1962 年发表《寂静的春天》 [2] ,全面阐述了人类面临的一系列自然环境问题,警醒人

们重视生态恶化问题,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反响。 各国纷纷开展环境保护运动,美国率先将生态文明

教育引入了校园教育。 此后,日本、苏联等国家也加入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队伍,并逐步开启了对生

态文明教育的研究探索。 1968 年,罗斯将民众对于社会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认知、对生态问题的

重视程度及其环境保护能力等内容归纳为“环境素养” [3] 。 1972 年,丹尼斯·米都斯领导的科学小

组完成了《增长的极限》课题[4] ,再次将世界性的环境保护运动推向了高潮,为世界各国大力发展和

开展生态环境相关教育起到了推动作用。 之后,美国制定了一系列的环境法以缓解生态危机,其他

各国也纷纷组建了生态环境保护机构,人们的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意识日益增强。 但是,由于生态

文明知识的缺乏,各国在环境保护实践中遇到了困境。 因此,在对有效遏制生态危机的重要方法的

探究过程中,各国开始逐渐意识到生态文明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0 世纪后期,随着国外生态文

明教育的发展,美国、俄罗斯等发达国家开始重视生态文明教育专业教师的团队建设。 1992 年,美
国学者大卫·奥尔认为,具备生态素养的人看待自然时常常会自我反思,而伴随着生态文明教育,
民众生态文明素养的提升将有助于形成人与自然间和谐平衡的关系[5] 。 此后,俄罗斯的综合性大

学增设了生态学专业,在专业培养计划必修环节中添加相关领域课程,引导学生将生态文明融入世

界观和方法论的认知中,逐步提升生态文明素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谋求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出发,围绕生

态文明建设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博大精深、纵横捭阖的发展理念和治理举措,包括以“生命共同

体”理论为基础的生态自然观、以“两山”理论为核心的生态价值观、以“像对待眼睛与生命一样”为

理念的生态义利观、以“绿色发展、和谐共生”为目标的生态发展观和以“文明兴衰”理论为要义的生

态社会观等,这一系列丰富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成为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的理论成果

之一,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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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并从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

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四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部署,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6] 。
可以认为,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提升公民生态文明素养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切入点,而生态文明

教育也成为理论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在教育理念及价值观研究方面,冯建军从人性的视角反思

生态危机,提出占有性、个人主体性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教育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本在于培养

类主体,增强公共性,从而实现“大我”与“小我”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7] ;胡金木从重构生

态文明教育价值愿景的角度,指出生态文明教育应该建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伦理理念之上,追求人

与自然共生共荣的价值愿景,培育生态公民,从而形成一种绿色生活样态[8] 。 当前,对于生态文明

教育实践研究,既有对中学生生态文明素养教育进行探讨[9] ,也有以高职院校大学生生态文明素养

为研究对象,探讨生态文明素养养成的教育机制[10] 。 而高校作为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阵地,既
是绿色大学建设的时代诉求,更是助推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之举,其教育现状也受到了众多学者的

关注。 从教育机制创新的视角,姜江提出新媒体背景下的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应基于科学性、整体性

与人本性等基本原则对管理机制、参与机制、激励机制与评价机制进行创新,实现我国高校生态文

明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11] ;王程程探索了现代环境伦理观引导下的生态文明教育内涵及发展方

向[12] ;郭永园则进一步指明了绿色大学的时代新解就是推动以绿色校园为空间载体、以绿色教育为

内核根基和以绿色制度为保障体系的“三维一体”的内涵式建设[13] 。 此外,还有一些关于高校就某

一具体区域实施生态教育的研究,比如:李杨通过对吉林省大学生的调研,总结了大学生生态文明

素养知识掌握得不全面、具有忧患意识、行为较为积极及生态文明素养教育层次较低等教育现状,
进一步探索了提升大学生生态文明素养的培育途径[14] ;曹慕源对河南省高校生态文明教育进行了

研究,认为河南省高校生态文明教育领域存在诸如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缺乏顶层设计和制度指导、
学校层面的重视不够、教学体系不完善不系统、学生的生态认识和生态行为脱节等问题[15] ;洪书源

等对福建省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制度进行了分析,针对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

对策建议[16] 。
总体来看,国内外研究都更多聚焦在高校生态文明教育体系本身,分析可能存在的制约因素,

但很少关注高校生态文明教育转化到实际行为的制约瓶颈,忽略了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绩效这一最

为核心的问题。 同时,在研究内容上极少对生态文明素养与生态文明教育整合方面进行探索,缺乏

关于生态文明教育对生态文明素养培育作用的研究,且在研究方法上更偏向于理论阐释,缺乏量化

与实证研究,没有对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绩效的内在机理及影响路径进行系统研究。 为此,笔者通过

田野调查收集整理 1
 

239 份问卷数据,尝试研究从教育到行为的转化过程,即基于教育到行为的高

校生态文明行为视角分析和重构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多向度影响路径逻辑模型,从理论研究和实

证检验两方面揭示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绩效的多向度影响内在路径机理,为高校提升生态文明教育

绩效水平、制定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建议,拓宽和加深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研究的范畴。

二、理论模型与基本假设

(一)生态文明教育水平与教育多向化的关系

生态文明教育是以美丽中国建设为指导,以补齐生态观念短板为出发点,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开

展的教育活动,旨在树立受教育者的生态文明意识,培养生态文明行为,从而科学对待社会发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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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实现人类、社会、自然的和谐共生。 生态文明教育水平既表现于生态文明教

育体系及生态教育活动的开展水平,同时又体现于生态文明教育的成果水平,而后者则主要指受教

育者形成生态文明行为。 生态文明教育水平取决于生态文明教育的多向度,即生态文明教育的常

规化、系统化和长效化。 生态文明教育的常规化是指把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培养从零散状态提升

为由政府职能部门统一组织实施的常规教育;生态文明教育的系统化是指将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学

校的贯彻落实相结合,科学规划生态文明的顶层设计,不断健全和完善有利于生态文明行为形成的

完整教育内容、方法和路径,系统全面提升生态文明教育水平;生态文明教育的长效化是指构建生

态文明教育的保障制度体系,从各个方面确保生态文明教育的正常开展并实现预期功能。
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自觉的生态文明理念与保护自然生态的良好习惯,

这是一项伴随人类社会生态文明长期发展的复杂系统工程。 高校生态文明教育水平取决于生态文

明教育的常规化、系统化和长效化。 在高校教育教学活动中,生态教育的常规化、系统化和长效化

主要指生态文明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从理念、办学资源与条件、课程体系、师资及质量保障方面形

成一整套完善的生态文明教育体系,进而系统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活动,不断提升学生的生态文明素

养,形成生态文明行为。
生态文明教育涵盖了生态文明认知教育、生态文明观念教育、生态文明法制教育和生态文明习

惯教育等主要内容。 在已有的研究中,蔡美萍认为提高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效果需要从加快生态

文明教育体制建设、着重提升大学生生态文明认同度、加强生态文明行为实践等路径得到实现[17] ;
廖金香提出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可以通过构建高校生态文明教育体系、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加强生

态文明教育、在生态文明校园建设中渗透生态文明教育和在社会实践中倡导生态文明教育等途径

得到实现[18] ;李文军等提出高校开展生态文明教育要吸收国外生态文明课程改革的经验,提供政策

指导、对教师进行培训,培养全体教师的生态文明意识、举办生态文明教育实践课程、强化生态文明

教育类课程评价方式的多样化[19] ;宫宇强等认为改进高校生态文明教育问题要加强校园生态文化

建设、提升学生对生态文明的认知程度、开展多样的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活动、建立高素质的生态文

明教育教师队伍[20] 。
基于以上分析,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教学体系、重视程度、情境因素都会对生态文明教育的常

规化、系统化和长效化产生影响,而生态文明教育的最终目的及成果主要表现为受教育者形成生态

文明行为。 鉴于此,本研究立足于考察生态文明教育对生态文明行为的影响路径及影响生态文明

行为的因素。 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理论假设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多向化影响路径逻辑模型

(二)基本假设

假设 1:高校生态文明教学体系的完整性影响生态文明教育的常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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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生态文明教学体系的完整性决定了生态文明教育的常规化。 生态文明教学从内容上说,
主要就是教育内容、教育材料或教科书;从形式上说,主要就是教育手段、教育方法、教育组织形式。
已有研究认为,生态文明教育体系的逐步完善将推进生态文明教育,这包括了师资队伍建设、课程

体系规划、融入多学科的教学指导原则、知行合一的学习模式、生态文明教育考核评价机制、高校之

间的联动机制以及推动国家层面出台生态文明教育制度等[21] 。 高校生态文明素养教育中生态教育

类课程缺乏、生态教育师资明显不足以及生态教育体系不完善等也制约着生态文明教育的开展[22] 。
结合已有研究,本研究将生态文明教育的常规化与教学体系的完整性正相关作为研究假设。 其中,
教学体系包括教师数量、教师授课质量、教学课时、教学内容、课程种类、课程形式和课程宣传等内

容。 教学体系会对学生的接受度、认同度、喜爱度和满意度造成影响,从而影响生态文明教育。
假设 2:对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视程度影响生态文明教育的系统化。
高校、高校大学生及社会对生态文明教育重视程度的增加会影响生态文明教学质量。 学校对

生态文明的重视一般体现在开设课程的数量、种类和质量,高校大学生对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视程度

体现在参与课程的积极性和为课程付出的时间与精力,而社会对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视程度则体现

于社会对生态文明教育的支持与包容[23] 。 已有研究表明,对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视程度影响生态文

明教育的系统化,高校的生态化建设重视程度不够、生态文明素养教育手段不够丰富以及生态文明

教育存在功利化倾向等都制约了生态文明教育开展[24] ;高校生态文明素养教育受指导思想等因素

的制约,使得生态文明教育缺乏一定广度和深度[25] 。 所以,本研究提出生态文明教育重视程度影响

生态文明教育系统化的研究假设。
假设 3:情境因素影响生态文明教育的长效化。
情境因素指对事物产生影响的外界因素。 情境因素的组成是多样的,具体包括社会制度、文化

氛围、政策法规、宣传教育等内容[26] 。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概念;十八大将生态文

明建设作为我国“五位一体”总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九大指明“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的千年大计”,从而总结凝炼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之一。
在国家大政方针的指引下,生态文明教育也被提上日程,并纳入常规教育活动中。 已有研究提出国

家及学校层面的生态文明制度对于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具有重要影响[21] 。 因此,本研究从规章制度、
生态文明宣传、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学业压力、生活压力、生态文明学习渠道等内容考察情境因素

对生态文明教育产生的影响效应及其影响路径。
假设 4:生态文明教育影响生态文明行为。
教育的影响即教育活动中教育者作用于学习者的全部信息,既包括了信息的内容,也包括了信

息选择、传递和反馈的形式。 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分,而教育施加在行为

上的影响为外部影响。 1992 年,美国学者 Orr 在总结 Roth 环境素养概念的基础上于《生态素养:教
育与后现代社会的过渡》一书中,提出了“生态素养”这一概念。 他强调生态素养是以内省的心态与

自然相处的能力,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及可持续性,一个具备生态素养的人应该具备关心生态环境

的态度,生态环境相关的知识及良好的生态行为[27] 。 生态文明教育的核心在于生态文明素养的提

升,而生态文明素养的提升最终反映在人们生态文明行为的形成。 形成良好而持久的生态文明行

为习惯,从而构建生态社会,是进行生态文明教育的最终目的。 因此,本研究以生态文明教育对生

态文明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作为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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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5:生态文明态度影响生态文明行为。
态度是对物体、人物或事件的评价性陈述,这种评述可以是赞同或反对。 态度反映了个体对某

个对象的感觉,态度是影响行为的内在因素。 本研究的生态文明态度包含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

社会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态度,美国学者 Rosalyn 于 1999 年提出生态素养是社会中每个人所应具

有的基本素养,一个有生态素养的人能够掌握生态系统的相关知识,理解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

相互作用,在日常实践中对环境负责[28] 。 也有学者认为生态文明素养是人们在学习和生活中逐渐

学习和积累的生态文明知识、生态文明意识及生态文明行为的综合素养,并且生态文明意识和知识

影响着生态文明行为[29] 。 而态度作为意识的重要部分,对生态文明行为具有一定影响。 因此,本研

究将生态文明态度影响生态文明行为作为研究假设。
假设 6:生态文明知识影响生态文明行为。
知识是人类对物质世界以及精神世界探索结果的总和,也是人类在实践中认识客观世界所收

获的成果。 知识可以分为描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 有研究者认为生态文明

知识与生态伦理、生态审美和生态行为共同构成一个人的生态文明素养[30] 。 其中,生态文明知识是

生态文明行为的知识基础,或者说生态文明知识掌握程度对生态文明行为的影响属于影响行为的

内在因素。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生态文明知识影响生态文明行为的研究假设,将生态文明知识概括

为对生态文明的内涵、如何践行生态文明和生态文明重要性的认识。
假设 7:生态文明价值观影响生态文明行为。
价值观超越具体事物,引导个体对行为与事件进行选择与评价,价值观反映了一个人或社会对

周围事物善恶、是非和重要性的评价与看法。 生态文明价值观作为生态文明素养的重要内容,对于

生态文明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本研究选择生态文明价值观作为塑造生态文明行为的内在动力和内

在影响因素,包括个人价值、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价值观,由此提出生态文明价值观会对生态文明

行为产生正向影响的研究假设。

三、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

本文针对高校大学生设计调查问卷,以针对性地分析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影响因素。 本研究除

征询受访者的性别、年龄、专业等基本信息外,共设置 35 个问题(变量)(表 1)。 从学生评价(SX1)、
效果检验(SX2)、人文环境(SX3)和生态文明教育体系( SX4)四个问题(变量)衡量生态文明教育;
从自然、人类和社会三个角度设计 AX1、AX2 和 AX3 三个问题(变量)体现受访者的生态文明态度;
从考察受访者对生态文明内涵(BX1)、实践(BX2)和重要性(BX3)的理解反映受访者对生态文明知

识的掌握程度;从生物中心生态观(CX1)、人类中心生态观(CX2)和自我价值(CX3)三方面考察受

访者的生态文明价值观;从个体习惯、消费偏好和公共活动三个方面设计 DX1、DX2、DX3 和 DX4 共

4 个问题(变量)考察受访者的生态文明行为;从 EX1、EX2 和 EX3 三个问题(变量)反映个体、学校

和社会对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视程度;从教师数量(FX1)、教师素质(FX2)、教学课时(FX3)、教学内

容(FX4)、课程种类(FX5)、课程形式(FX6)、课程支持(FX7)和课程宣传(FX8)共 8 个方面对生态

文明教育教学进行考察。 此外,本文还考虑了生态文明教育的情境因素(SF1~ S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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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问卷的问题(变量)设置

研究变量 测量指标 操作变量 变量描述

生态文明

教育

(EDU)

系统化

长效化

常规化

评价 SX1 对生态文明教育课程开展的整体评价

效果 SX2 大学生参加生态文明教育效果显著

环境 SX3 所在高校的生态人文环境

体系 SX4 所在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体系

生态文明

态度

(ATT)

自然 AX1 人类应遵循自然规律,尊重自然法则

人类 AX2 人类应与他人互相尊重、和谐相处

社会 AX3 人类遵守社会公序良俗,与社会共处共融

生态文明

知识

(KNO)

内涵 BX1 生态文明的内涵

实践 BX2 践行生态文明

重要性 BX3 生态文明的重要性

生态文明

价值观

(VAL)

生物中心生态观 CX1 关注地球的生态资源环境状况

人类中心生态观 CX2 关注人类的生存发展状况

自我价值 CX3 采取生态文明行动会觉得自己很棒

生态文明

行为

(BEH)

生态文明实践 DX1 践行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

生态文明消费 DX2 购买环保产品

参加活动 DX3 参加生态文明活动

影响他人 DX4 向身边的人宣传生态环保知识

重视程度

( IMP)

个人 EX1 生态文明教育与大学生成长

学校 EX2 学校对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视

社会 EX3 生态文明教育与社会和谐发展

教学体系

(TEA)

教师数量 FX1 教师数量

教师质量 FX2 教师质量

教学课时 FX3 教学课时

教学内容 FX4 教学内容

课程种类 FX5 课程种类

课程形式 FX6 课程形式

课程支持 FX7 课程支持

课程宣传 FX8 课程宣传

情境因素

(SF)

制度

宣传

家庭

学校

学习

生活

渠道

SF1 规章制度

SF2 生态文明宣传

SF3 家庭环境

SF4 学校环境

SF5 学习压力

SF6 生活压力

SF7 生态文明学习的渠道

　 　 　 　 注:表 1 由作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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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的回答选项采用李克特的五级量表(Likert
 

scale),从 1 到 5 代表程度的递进。 例如在调查

受访者对高效生态文明教育课程的满意度评价时,1 代表非常不满意,2 代表比较不满意,3 代表一

般,4 代表比较满意,5 代表非常满意。 在调查受访者是否同意参加生态文明活动时,1 代表非常不

同意,2 代表比较不同意,3 代表一般,4 代表比较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于 2018 年 5 月和 7 月分别开展 2 次调查,2018 年 5 月开展了预调查,预调查结果对问卷

各问项设计经检验后表明质量良好,进而在预调查的基础上,2018 年 7 月进行了正式调查。 调查对

象是天津财经大学、天津城建大学、天津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天津理工大学、天津商业大学、天津市

职业大学、天津体育学院、天津医科大学、天津音乐学院等 16 所高校的在校学生,通过对受访者的随

机抽样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 1
 

239 份。 可以认为,本研究样本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和科学性,其
数据来源真实可信。 研究问卷的基本信息详见表 2。

表 2　 样本基本信息类型分布

指标 类别 数量 比例

性别
男 464 25. 71%
女 1

 

341 74. 29%

年龄

18 岁以下 38 2. 11%
18~ 25 岁 1

 

647 91. 25%
26~ 30 岁 110 6. 09%

年级

大一 311 17. 23%
大二 327 18. 12%
大三 100 5. 54%
大四 346 19. 17%

研究生 711 39. 39%

专业

经济学 290 16. 07%
法学 36 1. 99%

教育学 107 5. 93%
理学 38 2. 11%
工学 252 13. 96%

管理学 769 42. 6%
艺术学 302 16. 73%

　 　 　 　 注:表 2—表 6 均为调研数据分析。

四、数据检验和模型拟合

(一)数据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度和效度是数据测量不可缺少的条件。 信度指的是测量结果一致性或稳定性的程度。 稳定

性是指用一种测量工具对同一群受试者进行不同时间上的重复测量结果间的可靠系数。 如果问卷

设计合理,重复测量的结果间应该高度相关。 效度指的是有效性,是测量工具或手段能够准确测出

考察内容的程度,说明了测量工具或手段能够测量出研究所需要测量的变量,测量结果与要考察的

内容越吻合,则效度越高;反之,则效度越低。
本文以 1

 

239 份有效问卷为基础,用 SPSS
 

18. 0 软件对所有 35 个观察变量进行信度检验。 信度

的大小用信度系数来表示,信度系数越大,表示测量的可信程度越大,信度系数在 0. 8 至 0. 9 之间则

表示信度非常好。 本次数据的信度检验指标 Cronbach
 

α 值为 0. 957,达到了高信度值,表明问卷的

信度较高。 问卷各项维度问题(变量)的 Cronbach
 

α 值详见表 3,其中九个潜在变量的信度检验值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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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0. 7,属于高信度值。
表 3　 信度系数表

EDU ATT KNO VAL BEH IMP TEA SF
Cronbachα 值 0. 901 0. 940 0. 850 0. 902 0. 906 0. 863 0. 984 0. 855

　 　 使用 SPSS
 

18. 0 软件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效度检验。 在因子分析之前,先用

KMO(Kaiser
 

Meyer
 

Olkin)值对抽样适合性进行衡量。 KMO 是做主成分分析的效度检验指标之一,
KMO 值越接近 1,表示量表题目间的相关情形良好,越适合做因子分析。 本文的 KMO 值为 0. 946,
说明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 将因素负荷量大于 0. 5 者集合成一个成分,表 4 列出了对数据进行验证

性因子分析后的因子载荷情况,可见问卷维度的设计基本合理,但仍需进行一定的调整,按照因子

分析结果,情境因素被划分为两个维度,按照实际情况,本研究分别将其命名为促进因素与阻碍因

素。 最后对其累计方差进行计算,发现其累计方差为 85. 32%,通过效度检验。
表 4　 模型探索性因子分析

成分

1 2 3 4 5 6 7 8
FX4 0. 947 0. 090 0. 032 0. 075 0. 094 0. 051 0. 079 0. 043
FX6 0. 940 0. 089 0. 040 0. 086 0. 111 0. 034 0. 095 0. 048
FX3 0. 940 0. 099 0. 039 0. 082 0. 111 0. 042 0. 091 0. 032
FX5 0. 939 0. 100 0. 037 0. 085 0. 104 0. 052 0. 097 0. 037
FX2 0. 929 0. 111 0. 051 0. 074 0. 072 0. 074 0. 082 0. 046
FX1 0. 915 0. 114 0. 043 0. 053 0. 108 0. 054 0. 107 0. 031
FX7 0. 909 0. 093 0. 058 0. 100 0. 046 0. 101 0. 115 0. 054
FX8 0. 880 0. 078 0. 055 0. 094 0. 025 0. 148 0. 136 0. 084
DX3 0. 215 0. 799 0. 172 0. 209 0. 015 0. 121 0. 252 0. 109
DX2 0. 139 0. 766 0. 276 0. 267 0. 001 0. 177 0. 159 0. 049
DX4 0. 169 0. 760 0. 177 0. 276 0. 022 0. 151 0. 269 0. 153
DX1 0. 116 0. 569 0. 428 0. 251 -0. 011 0. 389 -0. 023 0. 244
BX3 0. 080 0. 531 0. 389 0. 266 -0. 002 0. 400 -0. 033 0. 364
AX2 0. 035 0. 196 0. 906 0. 110 -0. 030 0. 165 0. 068 0. 064
AX3 0. 061 0. 207 0. 903 0. 138 -0. 006 0. 151 0. 079 0. 074
AX1 0. 041 0. 166 0. 868 0. 137 -0. 006 0. 162 0. 097 0. 103
CX2 0. 176 0. 312 0. 163 0. 793 0. 052 0. 130 0. 222 0. 199
CX1 0. 178 0. 320 0. 170 0. 787 0. 058 0. 152 0. 234 0. 197
CX3 0. 130 0. 413 0. 274 0. 615 0. 044 0. 379 0. 086 -0. 065
SF1 0. 130 0. 418 0. 245 0. 538 0. 031 0. 404 0. 126 0. 039
SF6 0. 138 -0. 005 0. 007 0. 023 0. 941 0. 009 0. 054 0. 010
SF7 0. 123 0. 012 -0. 015 0. 034 0. 919 0. 022 -0. 020 -0. 036
SF5 0. 170 0. 021 -0. 025 0. 039 0. 912 -0. 028 0. 098 0. 066
EX2 0. 107 0. 253 0. 327 0. 230 -0. 032 0. 778 0. 182 0. 100
EX1 0. 172 0. 277 0. 282 0. 240 0. 026 0. 737 0. 257 0. 086
SF2 0. 398 0. 254 0. 067 0. 231 0. 209 0. 087 0. 635 0. 171
SF4 0. 297 0. 311 0. 195 0. 237 -0. 010 0. 353 0. 611 0. 020
SF3 0. 255 0. 349 0. 146 0. 369 0. 091 0. 214 0. 603 0. 082
EX3 0. 447 0. 202 0. 128 0. 108 0. 019 0. 472 0. 505 0. 131
BX1 0. 185 0. 292 0. 450 0. 230 0. 051 0. 095 0. 196 0. 637
BX2 0. 214 0. 492 0. 167 0. 275 0. 025 0. 226 0. 170 0.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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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模型拟合与假设检验

使用 Amos
 

23. 0 软件将调查获得的 1
 

239 份问卷数据和假设模型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结

构方程模型的拟合。 本研究的卡方值自由度比过大,这主要是由本研究较大的卡方值引起的。 结

构方程模型适配度的卡方检验最适用的样本数为 100 至 200,当样本数较大时,往往造成卡方值偏

大。 而本研究中的样本数量远远大于最适用的样本数量,不能仅根据卡方值自由度比偏大而判断

模型适配不好,因此要考察本文中模型的适配度还需同时参考其他指标。 RMSEA 也是一项重要的

适配度评价指标,本研究的 RMSEA 值为 0. 050,属于良好范围。 此外,本研究的其他重要适配度检

验指标 GFI、NFI、CFI、RFI、IFI、TLI、PNFI、PCFI 的值都大于 0. 9,属于非常好的适配检验结果,拟合

的主要适配度检验指标如表 5 所示。 上述主要适配度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的假设模型和调查数

据的拟合效果良好。
表 5　 模型拟合检验主要指标

指标 RMESA GFI NFI CFI RFI IFI TLI PNFI PCFI

评价标准 <0. 08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5 >0. 5

模型结果 0. 050 0. 908 0. 961 0. 970 0. 954 0. 970 0. 965 0. 817 0. 825

拟合情况 理想 理想 理想 理想 理想 理想 理想 理想 理想

　 　 本文根据文献分析和实际情况提出了 8 个假设,分别对这 8 个假设进行假设检验。 表 6 为测量

模型的检验指标和结果,可以对假设进行检验。 表中 Estimate 为未标准化系数,可以用来比较相对

影响力。 从表 6 可以看出:对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视程度和促进因素也会对生态文明教育产生正面

影响;阻碍因素对生态文明教育产生负面影响。 生态文明态度、生态文明知识、生态文明价值观均

对生态文明行为有正向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假设五“生态文明教育与生态文明行为正相关”路径

的 P 值非常接近 0. 05,属于边缘显著,造成边缘显著的原因可能是样本数量或是样本中极端值的存

在所致,因此基本可以认定假设五也成立。
表 6　 测量模型的检验指标

假设路径 Estimate S. E. C. R. P 假设

生态文明教育 ← 重视程度 0. 123 0. 016 7. 471 ∗∗∗ 成立

生态文明教育 ← 教学体系 0. 595 0. 016 37. 980 ∗∗∗ 成立

生态文明教育 ← 情境因素(促进) 0. 367 0. 018 20. 495 ∗∗∗

生态文明教育 ← 情境因素(阻碍) -0. 021 0. 010 -2. 254 ∗
成立

生态文明行为 ← 生态文明态度 0. 156 0. 012 12. 989 ∗∗∗ 成立

生态文明行为 ← 生态文明知识 0. 589 0. 022 27. 334 ∗∗∗ 成立

生态文明行为 ← 生态文明价值观 0. 306 0. 018 17. 397 ∗∗∗ 成立

生态文明行为 ← 生态文明教育 0. 024 0. 013 1. 935 0. 053 成立

　 　 注:S. E. 为标准化误差;C. R. 为临界比率值;P 为概率;∗表示 p<0. 05,∗∗表示 p<0. 01,∗∗∗表示 p<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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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构建

通过以上适配度检验,假设理论模型基本与调查数据相拟合,表示本研究指标体系的构建基本

符合既有理论和实际情况。 由此,可进一步绘制出经过拟合修正后的影响路径图(图 2)。

图 2　 生态文明教育影响路径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根据模型构建和假设检验,本研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促进因素与阻碍因素都与生态文明

教育相关,其中促进因素与生态文明教育呈正相关,阻碍因素与生态文明教育呈负相关。 在有限的

学习时间内,学生学业压力、生活压力会对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挤占”,从而影响

高校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教育活动。 (2)不同主体对生态文明的重视程度与生态文明教育呈正相关。

个人、社会以及学校对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视与生态文明教育的正相关说明了不同主体的重视对于

推进生态文明教育具有积极的作用。 (3)教学体系与生态文明教育呈正相关。 教学体系包括教师

数量、教师质量、教学课时、教学内容、课程种类、课程形式、课程支持以及支撑宣传等诸多内容。 研

究表明,教学体系与生态文明教育呈正相关,这说明优化高校生态文明教学体系将有助于提高生态

文明教育水平。 (4)生态文明教育与学生生态文明行为呈正相关。 同时,生态文明知识、生态文明

态度、生态文明价值观都与生态文明行为呈正相关。 生态文明教育的优化和完善对于促成学生生

态文明行为具有正向作用。 学生的生态文明知识、态度以及价值观等都与学生生态文明行为具有

正向相关关系。

(二)政策建议

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提升高校生态文明教育水平的政策建议,其目的是加快“双一流”建设,更

好地推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 提高全社会对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视程度

现有的高校教育教学体系中,更多的是以专业教育为核心,而部分地忽略了生态文明教育。 然

而,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从研究结论中可以看出,提高对生态文明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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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程度可以正向促进生态文明教育。 所以,政府、社会及高校要加强对生态文明素养的教育与培

养。 一方面,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学校发展的顶层设计,融入高校综合改革中,纳入高校的育人培

养体系。 从办学资源配置、生态制度规范等方面不断完善生态文明教育,推进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

常规化和系统化;另一方面,要厘清生态文明教育与专业教育、思政教育等各类教育的区别和联系,

把生态文明教育作为其他教育的补充和提高,注重和提高与其他教育的整合性,更好地推进“三全

育人”“五育并举”。

2. 完善生态文明教学体系

教学体系包括教师数量、教师质量、教学课时、教学内容、课程种类、课程形式、课程支持以及支

撑宣传等诸多内容。 研究表明,教学体系与生态文明教育呈正相关。 所以,高校要构建完善的生态

文明教学体系来支撑生态文明教育的开展,以生态文明教学体系的完善性保证生态文明教育的常

规化、系统化及效果的长效化。 首先,拓展高校德育中的生态文明价值内容,在现有高校思政教学

中强化生态文明态度、知识和价值观的教育,使大学生了解这三者对生态文明行为的影响与约束关

系;树立优良的自律意识,以此实现生态文明知识、态度向生态文明行为的转化。 其次,增加生态文

明教育方面课程内容,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通识讲解。 最后,加强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有序改进高

校课堂教育教学的方式与方法。 通过组织生态文明教育的学习与培训,使高校教师熟悉生态文明

教育的重要性、教学情况和情境因素,建设一支生态认知教育理论素养高的高校教师队伍。 同时,

融入思政教学创新教学方法,推动生态文明教育的专题探究式教育教学模式,从而引导大学生形成

良好的生态文明行为。

3. 发挥情境因素对生态文明教育的正向影响

诸多情境因素,有的与生态文明教育正相关,有的与生态文明素养教育负相关。 生态文明教育

的推进,要着眼于一流育人环境的打造和培育,既要注重刚性规章制度的建设,又要注重柔性文化

环境的培育。 在规章制度建设的同时,要加强对生态文明的宣传,在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营造良好

的氛围,从而促进生态文明教育的开展。 丰富高校校园生态文明文化教育活动,增加沉浸式的教育

教学体验。 积极探索丰富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实现载体,拓展第二课堂,开展形式多样、主题鲜明、

互动性强的生态文明活动,以增加学生的主观参与度与生态文明教育的实效性。 通过参与社区环

保知识宣传,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生态调查,公益植树活动等生态建设实践活动,提升高校大学生

的生态道德素养,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保护意识,强化其生态文明行为意识。 同时,要注重学

生学业压力、生活压力与生态文明教育的负相关,注意学生学业压力的适度性,同时通过学校的奖

助体系等减轻学生的生活压力,推进生态文明教育体系的完善,提升生态文明教育水平,促进大学

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4. 通过提升大学生生态文明的整体水平以优化生态文明行为

生态文明教育的最终落脚点在于“知行合一”,生态文明教育水平体现于大学生良好生态文明

行为习惯的养成。 研究表明,生态知识、生态文明态度、生态文明价值观对大学生生态文明行为产

生正向影响,其中生态文明知识的影响最大。 因此,在推进生态文明教育过程中,要从生态文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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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生态文明态度、生态文明价值观及行为等方面确定教育目标,以生态文明知识、生态文明态度及

生态文明价值观提升优化大学生生态文明行为,从而更好地实现生态文明教育的有效性和长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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