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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旻: 环境意识核心结构的理论探索

环境意识核心结构的理论探索 
 

吴旻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市   100094) 
 

我国作为后兴起的环境保护发展中国家，对环境意识的研究起步晚，对环境意识核心结构的认识上

更有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因此，要想培养出科学的环境意识，必须从研究环境意识核心结构入手。强

调环境意识无非是为了克服或纠正人们在生活中的不良环境行为，因为意识对行为有指导意义，弄清了

环境意识的核心结构对于科学地指导人们的环境行为养成良好的环境习惯是有重要意义的。另外，在客

观地分析出环境意识核心结构以后，对于环境意识的培养和树立也有理论依据可依，从而促使环境保护

得以真正实现。 
 

1.环境意识核心结构的基本内涵及科学划分： 
 

何谓环境意识？本文中的环境意识是特指的环境保护意识，是关于如何保护环境，使得人类与环境

共同发展，同时也能实现人类的持续繁衍，所需要人类应该拥有的一种思想观念。而环境意识的核心结

构是关于人们树立上述环境思想观时，这种思想观本身所客观存在的有次序和层次的结构，这种结构是

能为人类所了解和掌握的。同时掌握了这种环境意识内在结构，也能为人类更好地培养环境意识打下良

好的理论基础。 
如何科学地划分环境意识内在结构呢？ 
宏观上，是一种静态的划分，也是理论划分最常采取的形式。包括环境意识外围结构与核心结构。

环境意识外围结构不仅包括广泛的社会应用领域也包括了众多的实践技术领域，比如：环境法律意识、

环境教育意识、环境生产意识等等。环境意识核心结构则是从理论角度，将环境意识在研究对象上进行

划分，环境意识的理论对象较为抽象，主要是从学理角度，将环境意识条理化、区域化。微观上，是一

种动态过程，主要按个人意识形成的过程来划分。包括认识阶段、情感阶段、意志阶段、信念阶段、行

为习惯与技能阶段。用微观的方式来理解环境意识核心结构，会使理论更加生动和合乎逻辑。 
本文主要是进行环境意识核心结构的理论探索，因而不会较多涉及到环境意识的外围结构。因此运

用以上科学分析的方法可以将环境意识核心结构划分为五个部分：人类中心主义观、环境价值观、环境

伦理观、环境美学观、可持续发展观。 
人类中心主义观即一切以人为中心，而环境意识内在结构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依旧以人的发展为出发

点，但更兼顾环境的发展；而环境价值观是一种在对环境价值科学评价的基础上应该建立的一种价值

观；环境意识内在结构中伦理观更多应该是一种公平观念的树立；环境美学观则可以是区别于西方的吸

取中国传统美学的美学观；可持续发展则是环境意识内在结构中人们各种观念的最终目的趋向。 
 

2.环境意识核心结构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 
 

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对于环境价值观、环境伦理观、环境美学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具有基础性定位的作

用，只有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摆正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其他处于环境意识核心结构中的部分

才能客观地发挥效应。人类中心主义观其实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人类认识世界的感性结论，也是一种价

值观的体现，在个体意识发展中是处于第一和第二阶段的。      
环境价值观是为环境意识奠定良好的价值观基础。对于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环境伦理观、环境美学

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奠定良好的价值观基础，用有正确的价值观取向。而价值观在个体意识发展中正处于



情感阶段，需要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感性认识作铺垫，经过情感升华才能上升为意志。 
环境伦理观作为环境意识核心结构的道德观支柱，其他环境意识才有科学的道德导向，人们的道德

情感才会理性地体现于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环境伦理观是在个体意识发展的意志和信念阶段，它是最

终将环境意识转变为行为习惯和技能的前提。 
环境美学观是对环境意识核心结构中审美观的重新定位。它对于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环境伦理观、

环境价值观和可持续发展观的建立提供良好的感官效应。美学观是人类一种内在情感的外化体现，它不

足以使个体意识达到意志阶段，但是却是人类对环境感性认识的一次飞跃，它的存在直接将环境意识从

现实带入抽象境界。 
可持续发展观是环境意识核心结构中能促使环境意识茁壮成长的动力部分。它对人类中心主义观

念、环境伦理观、环境美学观和环境价值观的培养提供充足的动力，使得环境意识的培养拥有强大的物

质基础。 
 

3.如何塑造科学的环境意识核心结构 
 

3.1新型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树立 
人类中心主义是人们最初的环境意识的源头，也是环境意识核心结构的组成基础性部分。而现在社

会下产生的新型人类中心主义实质是人类为了子孙后代的发展，而提出的对环境的有计划合理地利用。

在研究环境意识核心结构上之所以一开始就强调更正这种长久以来的观念，是对于环境意识中的基础思

潮的把握。人类在自然界中能取得如此多的资源，并不是单个人和单个国家的功劳，而是全人类智慧的

结晶，要想解决目前自然环境面临的大问题，同样需要全人类共同的努力。环境问题是有连锁效应的，

在任何一个局部处理得不恰当，都可能导致问题的扩大或是使先前的努力前功尽弃。可持续发展也是对

人类中心地位的一种巩固。如果人类的子孙后代没有自然资源可以支配，那就意味着人类这一物种在自

然界的支配地位的动摇或者失去。无论是人类中心还是可持续发展其实都是对于人类在自然界中地位的

保护，而可持续发展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发展的一种合理性延伸。可持续发展让人类看到了其在行使中心

地位的权力时，自身的贪婪带来的恶果。人类内部存在着不和谐，而一个种群内部的不和谐意味着种群

力量的削减。 
 

3.2科学的环境价值观的培养 
科学的环境价值观对于环境意识核心结构中引领人们价值观的重新构建是有重要意义的。在社会主

义制度下，坚持可持续发展和和谐发展，实质上就是保护环境，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从而实现整个人

类社会的持续发展。仅仅只认识到了环境的价值是不够的，更要树立一种科学的环境价值观，人们长期

以来对于环境问题的治理一直只是停留在技术上，这就决定了只是从外部去的环境控制取消除人们不良

的环境行为后果，而树立科学的环境价值观更多深入到人们的精神世界内部去规范人们的环境行为，使

得人们的不良环境行为不可能发生。培养科学的环境价值观是比技术治理环境更为主动更有效也是更加

经济的方法。在环境问题上，与其被动地治理人们不良行为带来的环境后果，不如主动出击，在人们可

能实施不良环境行为之前就杜绝这种行为的发生，从人们的内心世界入手，消除不良环境行为的价值根

源、认识根源和行为习惯。 
 

3.3科学的环境伦理观的培养 
培养科学的环境意识核心结构中必须要重视的关于环境伦理观的重新整合。人与环境的关系除了人

来自于自然，离不开自然，相融于自然，最关键的是人与自然环境是要维持一种公平的关系。公平原则

对于人与人关系的处理也有解释，即代内公平、代际公平。而代内公平根据利益主体大小又有国际和国

内之分，处理好人与人的公平关系是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首要条件。人地公平，是指人与自然之间应

该保持一种公正关系，从而达到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与和谐。代际公平，是从时间特性和人类认识

能动性出发提出的一种现世人类应有的道德责任感和对未来人类利益的道德义务感。代内公平，是指同

一时间不同空间的利益主体，在环境问题上要公平分配资源和环境，合理承担责任和义务，做到权利平

等、公正补偿、合作互助。 
 

3.4科学的环境美学观念的培养 
审美观的培养也是环境意识核心结构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自然审美欣赏模式不仅需要相关的美学

知识，生态知识，还需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心态。要以结合的方式来完善自然审美的模式；

传统美学上的观点基本上是把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分离开来研究的，自然的美其实



仅仅是以不掺杂人为因素的大自然原始之美。重视知识为自然审美欣赏带来的动力；循序渐进地完善环

境美学观念。 
 

3.5可持续的发展观的树立 
可持续发展是环境意识核心结构中的动力部分，对于可持续的社会发展观的实现，要做到三点：第

一，坚持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的社会发展观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之上，它

要求我们保护整个生命支撑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保证以持续的方式使用不可再生资源，预防和控

制污染，积极治理和恢复已遭污染破坏的环境；第二，坚持平等性原则。在发展问题上要公正地对待下

一代人，当代的社会发展不能以损害下一代的社会发展为代价。可持续发展要求当代人为后代人提供至

少和自己从前人那里继承的一样多甚至更多的财富；第三，坚持协调性发展原则。1994年联合国的世界

人口与发展大会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必须强调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的协调性。从系统科学的角度

看，发展是一个巨系统，且具有一定的功能结构，对于组成该巨系统的子系统在运行时必须重视协同的

程度。只有协同度较高时，可持续发展才能进行，也就是说作为极大子系统的资源、环境、经济、人

口，必须相互协调才能共同发展，其中任何一环的发展都会影响其余几环的发展，使社会的持续发展受

阻。 
掌握环境意识核心结构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就能对于环境教育的意识教育领域提供系统的结构切入

点和丰富的理论依据，从而更好把握意识形成的阶段，有针对性地开展环境意识培养，认清科学的环境

意识核心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掌握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和改善环境意识的整体作用的发挥具有

重要作用。 
 

4.遵循环境意识核心结构培养出的环境意识作用显著 
 

遵循环境意识核心结构培养出的环境意识是有很明显的作用的，综合起来有以下三点：综合的社会

效益。在人们渐渐掌握环境意识核心结构后，行动势必会受到意识的影响。从而人们自觉爱护环境，节

约、有效利用稀少的自然资源，并大力开发新的可替代性能源，这样，生产效率提高，而逐渐减少对自

然的需求压力，使得人类的发展能够持续下去，经济的发展也更加迅速、健康。可观的人文效益。人们

树立了科学的环境意识，对于人类自身的内部平衡性和发展性也是有促进作用的。人们会在公平的基础

上，形成一种意识，不自觉地控制自己不合理的环境行为，从而减少对他人和对自己后代的伤害，在人

与人的发展不再局限于地区和国家界限的时候，人类的发展会更加迅速，发展会更加和谐，人类会相亲

相爱，寻求共同发展的道路。持续的环境效益。了解了环境意识核心结构后，环境保护将会更加有效地

开展，最直接的收益对象肯定是环境了。自从工业社会的大机器出现，环境的压力逐渐增大，环境的发

展甚至生存都受到威胁。由于人类的环境意识并不健全，环境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而人类对于环

境有了理性认识后，环境的负担会逐渐减小，逐渐恢复到可以持续发展的态势，那么，在环境恢复和发

展的过程中，相对于先前的病态，定会更有利于自然资源的生长和繁殖，并且会大大改善恶化的生态环

境，为人类的发展提供更健康的氛围和更丰富的物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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