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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生态伦理教育问题及对策探析
———基于辽宁省部分乡村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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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辽宁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１１００３６；２．沈阳建筑大学 学生工作处，辽宁 沈阳１１０１６８；

３．沈阳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１１０８６６）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复

杂态势。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中坚，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

核心力量。在农村开展生态伦理教育，培养农民生态素养，是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现实

需要。通过对辽宁省部分农村开展生态伦理教育活动的调查，审视农民自身、生态伦理教育

内容、教育途径、教育环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调动农民接受生态伦理教育的积极性、充实

和完善农民生态伦理教育内容、创新农民生态伦理教育的手段和载体、改善农民生态伦理教

育环境等方面，提出改进农民生态伦理教育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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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全国涉农高校的书记

校长和专家 代 表 的 回 信 中 写 道：中 国 现 代 化 离 不 开

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

才。在新时代农村是充满希望的田野……要为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亿万农民

生活水平和 思 想 道 德 素 质、促 进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系 统

治理，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做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①。教育是改 变 人 们 意 识 和 行 为

的重要方法，加 强 农 民 生 态 伦 理 教 育 有 助 于 解 决 农

村发展中潜 在 的 各 种 生 态 问 题，提 升 农 民 思 想 道 德

素质和科学 素 质，为 农 村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提 供 理 论 支

撑和精神动力②。因此，促 进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的 实 施、

改善农村的 生 态 面 貌、提 升 农 民 的 生 态 伦 理 意 识 便

成为当务之急。大力加强农民生态伦理教育是提升

农民生态伦 理 意 识 的 重 要 手 段 和 有 效 途 径，在 广 大

农民中间开展生态伦理教育，要立足于农村、农民的

现实状况，不 能 凭 借“想 当 然”开 展 教 育 活 动。本 研

究通过对农 民 生 态 伦 理 教 育 现 状 进 行 调 查，并 结 合

相关理论对 其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加 以 分 析，进 而 提 出 改

进农民生态 伦 理 教 育 的 建 议，为 建 设 生 态 宜 居 美 丽

乡村提供参考。

一、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９年９—１０月，笔 者 基 于 国 家 相 关 政 策 和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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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伦理教育相关理论，设计了调查问卷，对辽宁省１４
个乡村农民群体（主要指专门从事农业劳动的群体）

进行了调查。共发放问卷４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３７４
份。被调查者年龄在４５岁及以下者占４１％，年龄大

于４５岁者占５９％；男性被调查者占６２％，女性被调

查者占３８％；被 调 查 者 的 文 化 程 度 普 遍 集 中 在 小 学

及以下和初中这两个层次，占比分别为２８％和５６％；

高中及以上学历仅占１６％。

二、农民 生 态 伦 理 教 育 的 现 状 及 问

题分析

　　通过调 查，我 们 对 当 前 农 民 生 态 伦 理 教 育 状 况

有了一定的 了 解，并 归 纳 和 总 结 出 目 前 农 民 生 态 伦

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主动接受生态伦理教育的积极性不高

针对“当 代 农 民 生 态 伦 理 教 育 的 目 的 是 什 么？”

这一题目，有２９．４３％的被调查者认为其主要目的是

提 高 农 民 的 知 识 水 平；分 别 有２１．５２％、２０．４４％和

１９．３５％的被调查者认为生态伦理教育有利于促进生

态农业发展、推 动 农 村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以 及 培 养 具 有

科学理 性 和 生 态 伦 理 意 识 的 农 民；仅 有９．２６％的 被

调查者选择“其他”。这说明农民对生态伦理教育具

有一定的认识，并且持积极肯定的态度。

针对农民 的 主 观 需 要 与 参 与 意 愿，在 问 卷 中 我

们设计了关于农民对接受生态伦理教育认同度与参

与度方面 的 问 题。在“您 认 为 是 否 需 要 接 受 先 进 生

态农业知识方面的教育”这一问题中，６１．０２％的被调

查者认为“很有必要”，３８．９８％的被调查者认为“可有

可无”或“没 有 必 要”；在“您 是 否 愿 意 参 加 乡 村 政 府

部门或者学 校 组 织 的 生 态 知 识 方 面 的 培 训 学 习”这

一 问 题 中，５７．２６％的 被 调 查 者 选 择“偶 尔 参 与”，

２２．５８％的被调查者 选 择“积 极 参 与 并 带 动 周 围 的 人

一起参与”，２０．１６％的被调查者选择“不愿意参与”。

绿色发展 是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题 中 应 有 之 义，广 大

农民在对美 好 生 活 的 追 求 过 程 中，对 生 态 宜 居 的 需

要更加强 烈。农 民 是 农 村 的 最 主 要 建 设 者，虽 然 其

对生态文明 建 设 具 有 一 定 的 认 识，但 他 们 相 较 于 其

他社会群体，科学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对生态文明建

设的认识还 比 较 感 性，达 到 自 觉 的 理 性 认 识 程 度 尚

待时日。因此，虽 然 他 们 认 为 应 该 接 受 生 态 伦 理 教

育，偶尔也能 参 加 学 习 活 动，但 系 统 地 进 行 学 习，并

将所学的生 态 伦 理 知 识、理 念 应 用 于 日 常 生 活 生 产

实践却很难做到。

（二）农民 生 态 伦 理 教 育 内 容 不 丰 富、教 育 效 果

欠佳

为了解农 民 生 态 伦 理 教 育 的 内 容 和 效 果，我 们

对农民生态 知 识、理 念 和 生 态 道 德 准 则 的 认 知 进 行

了调查。在 关 于 农 民 生 态 知 识 积 累 的 调 查 中，有

５５％的被 调 查 者 认 为 自 己 对 生 态 相 关 知 识 了 解 不

多；２６％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的生态知识比较丰富；

１９％的被 调 查 者 认 为 自 己 基 本 不 了 解 生 态 相 关 知

识。对于“是否了 解‘生 态 文 明’与‘可 持 续 发 展’的

内涵”这 一 问 题，有３６％的 被 调 查 者 选 择“了 解”；

５１％的被调查者选择“听说过，但对具体内涵不是很

清楚”；１３％的 被 调 查 者 选 择“从 未 听 说 过”。对 于

“您是否认 同‘人 应 该 尊 重 自 然，对 自 然 讲 道 德’”这

一问题，４１％的被调查者选择“认同”；３２％的被调查

者选择“有 一 定 道 理”；１９％的 被 调 查 者 选 择“不 认

同”；８％的被调查者选择“不清楚”。

上述调查 表 明，以 往 农 民 接 受 过 一 定 的 生 态 伦

理教育，大部分农民对生态伦理知识有所了解，但仍

有一定比例的农民对生态伦理知识一无所知。通过

调查和访谈 我 们 了 解 到，以 往 有 组 织 的 系 统 的 生 态

伦理教育活 动 还 比 较 少，而 且 这 些 教 育 活 动 的 效 果

不佳，不能有效提升农民的生态伦理素养，无法满足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

（三）农民生态伦理教育手段现代化和专业化程

度不高

教育手段是教育者为达到一定教育目的所采用

的活动方式和方法的总称。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推进和发展，互联网、新兴媒体等现代教育手段

开始在农村和农民之中被逐渐应用。由于本研究的

被调查者主要集中在老年、少年两个年龄段，因而他

们的平均受 教 育 程 度 不 高，对 手 机 等 互 联 网 和 新 兴

媒体的使用大多局限于通讯、娱乐等基本功能，对新

兴媒体教育和宣传等方面的功能利用得较少。针对

“您村里通 过 什 么 方 式 经 常 性 开 展 生 态 环 保 教 育 活

动？”这一问题，２６％的被调查者选择“通过生产培训

等方式系统学习农药化肥安全使用知识”；１９％的被

调查者 选 择“观 看 生 态 环 保 类 影 片、展 览 或 墙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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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的被调 查 者 选 择“收 听 生 态 环 保 类 广 播 节 目”；

２４％的被调查 者 选 择“其 他 方 式”；１３％的 被 调 查 者

选择“从未参加这类活动”。

在对农民获取生态伦理知识主要途径的调查中

发现，２８％的被调查者选择“通过电视和广播”；２２％
的被调查者选择“参加乡镇政府、村委会组织的学习

培训活动”；１２％的 被 调 查 者 选 择“通 过 亲 朋 好 友 的

介绍”；７％的被调查者选择“通过图书及报纸”；１０％
的被调查者 选 择“通 过 参 加 社 会 有 关 生 态 道 德 宣 传

活动”；４％的 被 调 查 者 选 择“参 加 专 业 机 构 培 训 活

动”；３％的被调查者（主要是学生群体）选择“通过参

加当地学校组织的教学活动”；还有１４％的被调查者

选择“没有获取生态伦理知识的途径”。

调查还发现，与城市相比，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

后，文化 教 育 传 播 的 途 径 传 统 与 现 代 杂 陈，通 过 电

视、电影、广播、墙报、展览等传统方式进行宣传仍是

生态伦理教育的主要方式；农业生产培训，以及农业

生产过程中农民相互之间的交流学习也是生态伦理

教育的重 要 方 式。随 着 改 革 的 不 断 深 入，农 村 生 产

方式发生了 重 大 改 变，地 方 政 府 和 农 村 基 层 组 织 对

农民进 行 经 常 性 的 有 组 织 的 文 化 教 育 活 动 很 难 实

施，专业性 的 学 习 培 训 活 动 很 难 开 展。在 有 限 的 农

民教育活动 中，无 论 是 政 府 还 是 高 校、科 研 院 所、企

业以及其他社会机构组织的专家到农村进行培训和

讲座等，其内容主要是生产劳动知识，涉及生态伦理

教育的内容 不 多，专 题 性 的 生 态 伦 理 教 育 活 动 更 是

少见。

（四）农民生态伦理教育环境不理想

农民生态 伦 理 教 育 是 一 个 系 统 性 工 程，影 响 其

效果的原 因 较 多。针 对“您 认 为 当 前 农 民 生 态 伦 理

教育效果不 佳 的 原 因 是 什 么？”这 一 问 题，４４％的 被

调查者认为是由于“政府重视不够、缺乏明确的教育

目标”；２４％的 被 调 查 者 认 为 是 由 于“缺 乏 固 定 的 培

训机构”；１２％的 被 调 查 者 认 为 是 由 于“教 育 方 式 较

为单一”；２０％的 被 调 查 者 认 为 是 由 于“农 民 自 身 对

接受这方面教育不感兴趣”。

其实，影响 农 民 生 态 伦 理 教 育 的 因 素 一 方 面 存

在于教育 的 内 部 系 统，包 括 教 育 的 主 体，即 地 方 政

府、农 村 基 层 组 织、社 会 机 构 等，以 及 教 育 的 客

体———农民、教育 内 容、教 育 途 径 和 方 式 等，另 一 方

面存在于教育的外部系统———教育的环境中。在 调

查中，被调查 者 普 遍 认 为 当 前 农 民 生 态 伦 理 教 育 的

外部环 境 有 待 进 一 步 改 善，集 中 体 现 在 以 下 三 个

方面。

１．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教育力度需进一步加强

党的十八 大 以 来，我 国 的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治 理 体

系逐步完善，各 项 制 度 日 益 健 全。一 方 面，随 着《关

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总体方案》的出台，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梁八柱”已

经设计搭 建。另 一 方 面，随 着 一 系 列 制 度 法 规 的 出

台，生态环保法制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陆续出台，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

法在打击环境违法犯罪方面力度空前①。２０１８年辽

宁省在《关 于 全 面 加 强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坚 决 打 好 污 染

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中提出，坚持用最严格的制

度最严密的 法 治 保 护 生 态 环 境，打 好 农 业 农 村 污 染

治理攻坚战②。法治的内涵既包括要科学立法，建立

完善的 法 制 体 系，做 到“有 法 可 依”，还 包 括 严 格 执

法、公正 司 法 和 全 民 守 法。守 法 的 前 提 是 知 法、懂

法，进而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农民和农村的生态权益，

这也是农 民 生 态 伦 理 教 育 的 重 要 方 面。但 是，在 针

对“是否清 楚 我 国 和 地 方 有 关 生 态 和 环 境 保 护 方 面

的政策法规”这 一 问 题 中，４０％的 被 调 查 者 选 择“不

清楚”，５４％的 被 调 查 者 对 政 策 法 规 有 大 概 了 解，仅

有６％的被调查者基本清楚有关的环境保护政策法

规。对于导 致 上 述 问 题 的 原 因，２７％的 被 调 查 者 认

为是生态环 保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宣 传 教 育 不 到 位；４２％
的被调查者 认 为 是 政 府 执 法 力 度 不 够，对 于 破 坏 生

态的相关事件 处 理 的 威 慑 力 不 够；另 有３１％的 被 调

查者认为是个人主动接受教育的意识不强。

２．生态伦理教育的社会文化氛围需进一步营造

调查发现，当 前 人 们 对 资 源 的 利 用 程 度 总 是 超

①
②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综述［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３－０８］．ｈｔｔ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１７／０８１２／ｃ１００１－２９４６６６０９．ｈｔｍｌ．
中共辽宁省委 辽宁省人 民 政 府 关 于 全 面 加 强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坚 决 打 好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 的 实 施 意 见［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３－０８］．ｈｔｔｐ：∥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ｎｅｎ．ｃｏｍ．ｃｎ／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１８／０８／１１／０２０６０６９０１．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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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它的保护程度，虽然我们一直都在强调“生态文

明”“绿色发展”等理念的重要性，但是当生态环境真

正与经济发 展 发 生 冲 突 的 时 候，前 者 往 往 会 被 下 意

识地忽视。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已 成 为

高质量发展 的 题 中 应 有 之 义，但 在 全 社 会 营 造 浓 厚

的生态文明文化氛围仍任重道远。特别是广大农民

平均受教育 程 度 不 高，对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理 解 认 识

并不深刻，农 村 地 区 对 单 纯 经 济 指 标 的 追 求 程 度 远

远高于生态 治 理 的 力 度，这 对 开 展 农 民 生 态 伦 理 教

育显然是不利的。调查中，在回答“您如何看待农村

生态环 境 保 护 与 经 济 发 展 的 关 系？”这 一 问 题 时，

５９％的被 调 查 者 认 为 发 展 经 济 与 保 护 环 境 同 等 重

要；１２％的被 调 查 者 认 为 发 展 经 济 比 保 护 环 境 更 重

要；１１％的被 调 查 者 认 为 保 护 环 境 比 发 展 经 济 更 重

要；８％的被调查者认为保护环境是“有钱”以后才考

虑的事；１０％的被调查者认为无所谓（其 中５％的 被

调查者认为一味发展经济一定会造成环境污染）。

３．生态伦理教育保障能力需进一步提升

农民生态 伦 理 教 育 的 开 展 需 要 有 良 好 的 师 资、

场所等的 充 分 保 障。在 农 村 开 展 生 态 伦 理 教 育，其

中的一个重 要 方 面 是 针 对 在 校 学 生 的 教 育，他 们 是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未来的希望。但在调查中我们发

现，相较于城市，农村中小学校的教学基础设施建设

长期投入不足，而且城乡、区域的差异也比较大。

近年来，中 央 和 省 级 教 育 财 政 支 出 向 相 对 贫 困

的农村地区 倾 斜，但 中 等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地 区 的 农 村

由于地方政 府 投 入 有 限，其 教 育 基 础 设 施 反 而 更 加

落后了。政府 对 农 村 整 体 的 教 育 投 入 捉 襟 见 肘，更

遑论对广大农民的生态伦理教育投入了。这就导致

了农民生态 伦 理 教 育 的 师 资，以 及 材 料、设 备、场 所

等基础设施 严 重 缺 乏，很 难 保 证 生 态 伦 理 教 育 活 动

的组织和开展。

三、对 农 民 进 行 生 态 伦 理 教 育 的

建议

　　（一）调动农民接受生态伦理教育的积极性

农民是农 村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主 体，是 农 村 生 产

和创新中最 活 跃 的 因 素，开 展 农 民 生 态 伦 理 教 育 离

不开农民的自我教育。要引导农民紧密围绕农村生

产生活实际，弘 扬 正 气，摒 弃 陋 习，牢 固 树 立 社 会 主

义生态文明观，自觉遵守生态伦理规范，促使其自我

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完善，提高其乡村生

态建设主人翁意识。要发挥农民中先进群体的示范

引领作用，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发挥回乡创新创

业人员、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主等农民群体中先进分

子在文化素质、眼界视野等方面的优势，引导和促进

这部分先进 群 体 将 个 人、小 家 的 前 途 命 运 与 农 村 的

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强化其生态文明意识，提升其生

态伦理素养，使其积极参与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

助力乡村振兴发展。要通过农民中这部分先进群体

的实际行动 营 造 农 村 生 态 伦 理 教 育 氛 围，以 榜 样 的

力量带动广 大 农 民 生 态 伦 理 意 识 的 整 体 提 升，提 高

农民主动接 受 生 态 伦 理 教 育 的 积 极 性，在 自 我 素 质

提高的过程中推动乡村振兴发展①。

（二）不断充实和完善农民生态伦理教育内容

对农民进 行 生 态 伦 理 教 育，一 方 面 要 考 虑 到 农

民的接受程 度，紧 密 结 合 农 民 生 产 和 生 活 实 际 选 择

教育内容；另 一 方 面 还 要 适 应 我 国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以及现代 化 建 设 的 需 要，紧 密 结 合 我 国 生 态 文 明

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情况，不断丰富和发展农

民生态伦理教育内容。当前农民生态伦理教育既要

包含社会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新 发 展 理 念 等 方 面 的 教

育；也要包含 可 持 续 发 展、农 业 绿 色 发 展、绿 色 消 费

等方面的教育②；还应包含生态伦理知识、原则、规范

的教育，敬 畏 生 命 等 思 想 观 念 的 教 育，以 及 生 态 危

机、环境保护③、生态道德能力的培养等方面的教育。

（三）创新农民生态伦理教育的手段和载体

农民生态伦理教育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针对

农民的特点创新教育手段和教育载体。在农村各类

精神文明 创 建 活 动 中，如 创 建 文 明 村 庄、文 明 家 庭

等，应当加入生态文明建设、家庭成员生态伦理素养

等方面的 内 容。在 农 民 生 态 伦 理 教 育 活 动 中，传 统

的教育载 体 如 报 刊、广 播、电 视 等 仍 然 占 有 重 要 地

①
②
③

贺新春，黄梅珍．农民生态伦理教育的特点、目标和实践路径［Ｊ］．教育学术月刊，２００９（１２）：５９－６１．
范虹．论我国农民生态伦理意识的培养［Ｊ］．云梦学刊，２０１０，３１（６）：７０－７３．
张永斌．农民生态道德教育问题研究［Ｄ］．贵阳：贵州大学，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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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随着网络、移动电视、手机Ａｐｐ（应用程序）等新

兴媒体的出现，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进一步拓展，并

逐渐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要利用新兴媒体的优

势，创新教育手段，促进农民生态伦理教育内容与新

媒体的有 机 融 合，增 强 教 育 的 实 效 性。要 注 重 发 挥

各种媒体的 协 同 效 应，综 合 利 用 会 议、宣 传 栏、横 幅

标语、报纸、电视，以及网络媒体、微博、微信、抖音等

传统教育载 体 和 新 兴 媒 体，将 生 态 伦 理 教 育 同 家 风

家训、民俗等具有乡土特色的文化内容相融合，既要

做到雅俗共赏，又要富有教育意义。

（四）逐步改善农民生态伦理教育环境

首先，要 打 造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法 治 环 境。全 面 依

法治国是我 国“四 个 全 面”战 略 布 局 的 重 要 内 容，只

有建立德治、法治、自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方能

形成乡村有效治理的合力。向广大农民宣传生态文

明建设相关 法 律 法 规，使 他 们 在 生 产 生 活 实 践 中 身

体力行，这将为农村的生态伦理建设提供法律保障，

为开展 农 民 生 态 伦 理 教 育 活 动 营 造 良 好 的 法 律 氛

围。其次，要创 造 生 态 伦 理 教 育 社 会 文 化 环 境。农

民的文化水平一定程度上决定其自身对生态伦理教

育的接受能力，要利用好各种社会教育资源，引导和

支持农民学 习 农 业 生 产 和 生 活 知 识，将 学 习 型 社 会

建设延伸到农村，为农民营造浓厚的文化学习氛围；

要将农民生态伦理教育有机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之中，将“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的 价 值 理

念融入农民生产、生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再次，要

加大农村生态伦理教育经费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农

村生态伦理教育是一项长期、系统而复杂的工程，需

要组织、资金、人才等方面的保障。要将生态伦理教

育作为农村基层组织的重要任务，要立足长远，加强

生态伦理教 育 的 资 金 投 入 和 基 础 设 施 建 设，调 动 各

方面的积极因素，推动生态伦理教育活动的开展，促

进农民生态 伦 理 素 养 的 不 断 提 升，为 乡 村 战 略 的 顺

利实施培育数以亿计的建设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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