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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在于公民人格的生态化塑造。作为大学生获得生态体验的重要途径，旅游

在其生态人格塑造方面的作用情况值得关注，它关系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主体的培育和成长。然而，研究发

现，旅游各因素与受访大学生的生态人格及其各维度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即当前我国旅游活动在促进大

学生人格生态化方面的作用尚未发挥。究其原因，这既与我国以单一的课堂教育为主的教育体制有关，也与

当前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非生态化现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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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为应对资源短缺、环

境污染和生态系统退化等生态问题制定的新型

国家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树立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促进生产

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生态化转型，无

不对国民人格的生态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然而，如果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不是具有生态

化人格的生态人，而是漠视生态环境保护的

“非生态人”或 “反生态人”，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任是无法顺利完成的，美丽中国也将成为一

个遥不可及的梦。在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

国民的人格生态化水平事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的成败。培育公民的生态人格，是生态文明建

设过程的重要任务，培育具有生态人格的公民，

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的。因此，促进公

民的人格生态化既具有过程意义，又具有结果

意义［１］１７３－１７４。

２０１５年，我国旅游人次达到４０亿，人均出
游率接近３次①。旅游已从少数人的奢侈品发展

成为大众化、经常性的消费活动，也将逐渐演变

为居民的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旅游将与国民休闲

生活关系更加紧密，对国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

念产生更大影响。作为公众教育的重要方式和参

与生态体验的重要途径，旅游的环境教育效果与

居民生活方式的绿色化息息相关，并将最终对生

态文明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产生影响。

大学阶段是个体人格形成和塑造的关键时

期。学生在这一阶段接收到的信息和经历的活动

对其人生观、价值观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大学

生即将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

人格生态化水平直接关系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大

业的成败，他们的生态人格塑造意义尤为重大。

走进大自然的生态体验可以让大学生对自然怀持

忏悔之心、敬畏之心、谦卑之心、珍爱之心，是

环境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培养生态人格的

重要方式［２］７０１－７０２。在我国当前的教育体制下，

户外旅游是大多数大学生参与生态实践、获得生

态体验的唯一途径。

综上，旅游是否在大学生生态人格塑造过程

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既关系到生态文明建设主

体的培育，也关系到旅游业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发挥。

二、概念界定

人格的研究是关于人性的学说，生态人格即

是相对于生态文明的主体 “生态人”提出的。它



是个体人格的生态规定性，是生态人所具有的知

识、意识、品格、能力等的综合体现［１］１７２。因

此，最早关于生态人格的研究是暗含在对生态人

规定性的描述中的［３］。随后，又有了 “德性生态

人”“社会生态人” “生态人”等不同表述。由

于从社会、道德等不同角度出发，在生态人应当

妥善处理的各种关系中，学者们的观点不尽相

同。大致从 “人 －地 （人与自然）”关系、 “人

－地、人 －人 （个人与他人、社会）”关系到

“人 －地、人 －人、人 －我 （个人与自身）”关

系，不断丰富。目前的普遍观点认为，生态人最

终应实现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和谐共处，

是达到良好的生命存在状态的人。关于生态人的

研究和阐述其实已经对生态人格做出了解释，表

明了生态人格对人的发展要求［２］６６６。根据班杜拉

的 “交互决定论”（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ｍ），人格
是在外界环境的刺激下，内在动力组织和外在行

为模式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４］。同样

的，生态人格也是在个体受到生态知识、优美环

境等相关信息的刺激下，内在动力组织和外在行

为模式发生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生态化的内在

动力组织就是个人的生态意识，生态化的外在行

为模式即是生态实践。因而，本文所研究的生态

人格是指具有生态意识和践行生态行为的理想人

格，而人格的生态化则是指不断向这一理想人格

趋近的塑造和培养过程。

生态人格的塑造是文明转型期社会发展的必

然，可促进自然的完满到人的完满的实现［５］。其

中，环境文化熏陶、环境教育内化和参与生态实

践是三种重要的塑造路径［６］。而生态化旅游活动

的参与则使旅游者同时实现了获得生态体验、传

承生态文化和在生态化的旅游环境中接受环境教

育的三重目标，包含了以上三种塑造路径。从理

论上讲，生态旅游对促进旅游者的人格生态化发

展具有天然的优势。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一）研究模型及假设

根据人格的三元交互决定论，人格是由个体

因素、行为和环境三种元素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

形成的，且元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在人格的生

态化塑造过程中，我们虽不能对个体内部因素直

接产生作用，却可以通过宣传、教育和改善环境

以影响个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来间接促进人

格的生态化。反向推理，在生态人格的测评中，

虽然不能直接观察出其人格的生态化水平，却可

以通过其生态意识的强弱和生态行为的表现进行

判断。因此，在最初的模型设计中，对大学生生

态人格的测度细分为对个体生态意识和生态实践

两个维度的考量，并将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对其进

行修订。

为探究旅游活动对促进大学生生态人格塑造

的作用情况，本研究基于 “旅游对大学生人格生

态化具有积极影响”的假设确定了初步的研究模

型 （如图１）。研究的自变量是旅游活动，因变
量是大学生的生态人格。对大学生旅游活动的测

量选取旅游次数、旅游方式和旅游内容三个指

标。并假设旅游次数越多、旅游方式自助性越

强、旅游内容越偏向自然资源对生态人格及其两

个维度的积极影响越大。

（二）问卷的设计与调查

１指标开发
通过研究国内外已经开发的生态文明知识、

环保知识、生态文明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

识、环保习惯、生态旅游行为等问卷，并结合对

生态旅游和心理学专家访谈的结果，构建了具体

指标。在生态意识和生态实践两个维度的基础

上，共相应的确定了问题意识、行动意识、伦理

意识、日常习惯、消费习惯、出行习惯６个具体
指标。

２问卷初设
问卷包括被调查者的个人基本情况、旅游情

况和人格生态化水平３个部分。个人基本情况主
要包括性别、年龄、专业类别和年级４个指标；
旅游情况包括旅游总次数、旅行方式、旅游景区

景点类型３个指标；人格的生态化水平则依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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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中生态人格所构建的指标对应设计了３０个问
题分别进行测量。第一、第二部分所设问题均为

单项选择题。人格生态化水平的所有测量题项均

采用５点 Ｌｉｋｅｒｔ量度法，将被调查者的评价结果
分为５个级别并对每个级别赋予其相应的分值，
其中１分代表 “完全不同意”，２分代表 “比较

不同意”，３分代表 “不确定”，４分代表 “比较

同意”，５分代表 “完全同意”。

３问卷评估与确定
问卷的评估邀请了旅游经历丰富、对生态问题

较为了解并有一定问卷设计经验的２０名典型被调查
者对问卷进行评估。典型被调查者包括云南大学和

中国海洋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的研究生、西南林业大

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专业的本科生、河南

农业大学林学专业的本科生各５名。通过问卷的前
测，在被调查者对题项设置、题项表达、问卷编排

提出的意见和问卷预测结果的分析基础上，修改和

完善题项。共删除８个题项，修改１０个题项的表
达，形成最后的问卷。问卷最终版共有量表题２２个
（详见表１），单项选择题７个。

表１　生态人格量表

维度 指标 题项

生态意识

生态实践

问题意识

行动意识

伦理意识

日常习惯

消费习惯

出行习惯

Ｅ１．当代人保护生态环境十分迫切
Ｅ２．生态问题的根源不是科学技术问题而是人的认识问题
Ｅ３．人的身心疾病与环境变差有关
Ｅ４．人际关系疏远与环境变差有关
Ｅ５．看到其他游客对环境的破坏行为，我会感到难过
Ｅ６．为了保护环境，旅游景区景点应当限制游客量
Ｅ７．我愿意参加生态或环境保护团体
Ｅ８．我愿意为当地的环境保护提供经济上的支持
Ｅ９．很多年后才会爆发的环境问题与当代人无关
Ｅ１０．植物的生命比动物的生命价值要低
Ｅ１１．动植物的存在价值是为了满足人类需要
Ｅ１２．人类注定是自然的主宰
Ｅ１３．人类造成自然环境污染不是道德问题
Ｅ１４．我随时注意节约用水
Ｅ１５．我总是尽可能地两面使用纸张
Ｅ１６．我不浪费饭菜
Ｅ１７．我经常关注生态环境问题
Ｅ１８．我尽量避免使用塑料袋
Ｅ１９．我尽量避免使用一次性餐具
Ｅ２０．我尽量购买绿色食品
Ｅ２１．我优先选择低碳的交通工具
Ｅ２２．我优先选择绿色酒店

　　４调查方法与过程
由于本研究的调研对象是具有较高文化水

平的大学生，能够理解问卷中所设问题及答案

的真实含义和填答问卷的准确方式，故研究中

资料的收集均采用自填问卷法。问卷调查采用

个别发送法、网络调查法和现场填答法相结合。

网络调查法和个别发送法都借助了专业的问卷

调查网站———问卷星，通过微博、微信、ＱＱ等
社交媒体进行扩散。为使抽样调查具有代表性，

在样本的区域选择上尽量覆盖全国东部、西部、

南部、北部和中部的大学生群体，在群体的选

择上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群体。被抽样院

校包括：东部的浙江工商大学、吉林大学珠海

学院、阳江职业技术学院，西部的云南大学、

云南师范大学、贵州财经大学、贵州师范学院，

南部的海南大学，北部的吉林大学和中部的河

南农业大学。问卷调查从 ２０１５年 ３月 ７日开
始，到２０１５年４月７日结束，共收到有效问卷
４３５份。并将所回收的问卷数据录入 ＳＰＳＳ１９０
后，进行下述分析。

四、生态人格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一）调查样本描述

对问卷的基本情况进行频率分析的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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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样本的男女比例接近１∶１，由性别造成的总
体误差可以忽略；样本的年龄结构以１８～２５岁
为主体，符合我国大学生年龄分布的整体情况，

这也是本研究中生态人格测评的目标年龄阶段；

样本的年级分布涵盖了大一至研三；样本的专业

涉及目前大学设置的１１个专业门类，具有一定
代表性。

（二）问卷信度和效度检验

结合问卷内容，对问卷主体进行内容一致性

分析，得出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系数为 ０８６７，绝对值大
于０８，信度较高。为了检验是否适合做因子分
析，首先进行巴特利特球度检验和 ＫＭＯ检验，
检验结果ＫＭＯ值达到０９１５，巴特利球形检验统
计量为 ５６１１７６２，相应的概率 Ｓｉｇ为 ００００，说
明各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

（三）生态人格的因子分析结果

在进行主成分分析时，原则上应保证样本数

量是题项的５倍，本次有效问卷共有４３５份，题
项２９个，达到１５∶１，因此样本量是十分理想的。
本研究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分析，通过最

大方差法进行正交旋转，以特征值大于１作为公
因子选择的标准。经过３次正交旋转，先后删除
２个不符合条件的题项４和８，最终得到结构清
晰的三个公因子，结合各因子包含的具体成分进

行命名，得到生态意识、生态伦理和生态实践三

个公因子。（见表 ２）
根据ＥＣ、ＥＥ、ＥＰ三个公因子涵盖的意义，

对其含义进行解释：生态意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
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主要指个体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
和自我参与环境保护的意愿；生态伦理 （Ｅｃ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Ｅｔｈｉｃ），是指将伦理对象扩展到自然，个体
对自然的道德认知；生态实践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指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关注环境问题、节约
资源、保护环境的实际行为。

根据公因子的权重，得出生态人格 （Ｅ）的
综合得分，即Ｅ＝ （ＥＣＥＣ的解释方差比例 ＋
ＥＥＥＥ的解释方差比例＋ＥＰＥＰ的解释方差比
例）／三个公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

（四）基于主成分分析的研究模型修改

通过主成分分析，生态人格的测量维度更加清

晰的分为生态意识、生态伦理和生态实践三个维度。

因子分析结果说明，生态伦理是反映人格生态化水

平的重要维度，而不是生态意识下的一个指标。故

根据分析结果对模型进行修正，结果如图２。

表２　生态人格因子上的负荷值及信度检验结果

因子 因子命名题项 （简写）负荷值
解释方差

比例／％
α系数

ＥＣ 生态意识 Ｅ１ ０６４７ １３２０１ ０７０２
Ｅ２ ０６１５
Ｅ３ ０６９２
Ｅ５ ０５７１
Ｅ６ ０５９５
Ｅ７ ０５３４

ＥＥ 生态伦理 Ｅ９ ０６６６ １４２０４ ０７９７
Ｅ１０ ０７７１
Ｅ１１ ０７８３
Ｅ１２ ０８２７
Ｅ１３ ０５８５

ＥＰ 生态实践 Ｅ１４ ０６４０ ２５４８４ ０８９９
Ｅ１５ ０６２６
Ｅ１６ ０７４１
Ｅ１７ ０７２９
Ｅ１８ ０７９９
Ｅ１９ ０７７５
Ｅ２０ ０７０９
Ｅ２１ ０７５６
Ｅ２２ ０７４７

五、旅游与大学生人格生态化水平的

相关分析

（一）方差分析

在相关分析之前，应对样本的性别、年龄、

专业和年级进行方差分析 （性别因素使用独立样

本Ｔ检验进行方差分析），以了解这些样本的基
本因素对样本的生态人格因子的影响情况，以便

在旅游影响研究中进行剥离。

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样本的年级、专业对生

态实践、生态意识和生态伦理三个因子以及综合

因子生态人格均无显著影响；样本的性别因素对

生态意识因子无显著影响，对生态伦理、生态实

践因子和综合因子生态人格有显著影响；样本的

年龄因素对生态实践、生态伦理两个因子和生态

人格这一综合因子无显著影响，对生态意识因子

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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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分析

为剥离性别和年龄因素对相关分析结果的影

响，以性别作为控制变量进行旅游因素与生态人

格、生态伦理和生态实践三个变量的偏相关分

析，以年龄因素为控制变量进行旅游因素与生态

意识的偏相关分析 （表３）。分析结果表明，旅

游内容的自然性与生态实践因子的偏相关分析显

著性小于００５，但由于相关系数仅为０１０３，远
小于０３，故可认为二者不相关；而其他旅游各
因素与生态实践、生态伦理、生态意识和生态人

格相关性分析的Ｐ值均远大于００５，故两两之间
没有线性相关关系。

表３　旅游因素与生态人格及其各维度的偏相关分析

ＥＰ ＥＥ Ｅ ＥＣ

旅游次数
相关系数 ００８９ －００５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０
显著性 ００６８ ０２４７ ０４０６ ０６８９

旅游方式
相关系数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４
显著性 ０９４９ ０５４２ ０７５９ ０９３３

旅游内容
相关系数 ０１０３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８
显著性 ００３６ ０２５７ ０２４５ ０８７７

（三）研究结果分析

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旅游各因素与受访大

学生的生态人格及其各维度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

系，即旅游次数的多少、旅游方式或内容选择对

大学生的人格生态化水平都没有显著影响。也就

是说，当前我国旅游活动在促进大学生人格生态

化方面的作用尚未发挥，研究假设不成立。

探究其原因，这既与我国以单一的课堂教育

为主的教育体制有关，也与当前我国旅游业发展

的非生态化现状有关。具体原因如下。

第一，大学生旅游次数过少。对大四 （含大

四）以上的样本进行旅行次数统计分析发现：大

学期间旅游次数在４次以下的样本达到５４３％，
即一半以上的大学生年出游次数不到１次；旅游
次数在８次以下的样本达到８２９％，即年旅游次
数在２次以下者占绝大多数。我国２０１５年人均出
游率近３次，发达国家人均出游率约５～７次。可
见，不管是与国内还是国外的出游率比较，我国

大学生的出游频率都很低。旅游次数少、年均出

游率低，旅游对大学生的影响极其微弱，这是旅

游活动与大学生人格生态化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

不显著的最重要原因。在整体极低出游次数的前

提下，旅游次数的多少自然也就都不能产生差异。

第二，生态化的旅游供给不足。我国的生态

旅游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生态景区、绿色酒店、

低碳交通发展都处在探索阶段。虽然，我国已经

制定 《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与运营规范》国

家标准，并已经有７６处知名景区列入国家生态旅
游示范区名录。但这些生态景区多数尚不能提供

真正的绿色旅游产品和绿色服务。景区内外可供

选择的低碳交通工具很少，多处旅游目的地没有。

鲜有的生态旅馆、绿色酒店更已经成为奢华和高

端的象征，大学生的消费能力更是无法企及。因

此，不管是团队出游还是自助行，大学生购买到

生态化的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可能性都极小。

第三，景区的环境教育功能未发挥。大自然

与人类是亲密的朋友，这种关系是生活在钢筋水

泥中的人无法理解的。生态伦理观的形成需要人

与自然的亲密接触，需要自然导师的引导。而进

行环境教育的最佳地点就是各类生态环境良好的

保护地。没有完善的环境教育体系，为防止对生

态的破坏，大批旅游者只能止步于观光这一和大

自然的最浅层接触。各类自然景区本应是普及生

态知识、增进人与自然之间感情的天然乐园，却

成为旅游者观光、购物的游乐场。这也正是旅游

景区类型的选择与大学生的生态伦理观没有显著

相关关系之原因所在。

六、研究启发

（一）对我国教育的启发

长期以来，唯高考的升学模式给学生的生活

和成长带来很多问题。片面追求高分的课程教

育，忽视了孩子的道德教育和体能教育，导致孩

子出现了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２０１４年对河南省
在校大学生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按照百分制，

总体健康素养平均分为６８分，健康生活方式平
均得分仅为２９分［７］。学者对某高校大学生的心

理健康进行普查，发现近４０％的学生存在不同程
度的心理问题［８］。自幼缺乏大自然的滋养是大学

生身心健康欠佳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生态人格塑

造的制约因素。还孩子自然的天性，还他们自由

全面成长的权利，就要让他们回归自然，经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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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与他人为

伴，与自然为友。

首先，在现有的学校教育内容中融入环境教

育，不局限于教室这一教学场所，也不拘泥于课

堂讲授这一教学方式，将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和兴趣，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其次，家

庭教育要注重孩子的全面成长，为孩子创造与他

人交往、与自然接触的机会。在现有的条件下，

尽可能地让孩子参加自然教育学校、带孩子参与

研学旅游等。包含生态体验活动的环境教育对于

青少年的成长不可或缺，在旅游中融入环境教

育，在玩中学，在游中成长，助推青少年的健康

成长和全面发展。最后，社会各界应当为青少年

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为青少年与自然近

距离接触提供场所和机会，为环境教育发展提供

政策、资金和人力资源条件。

（二）对旅游发展的启示

欲发挥旅游在生态人格塑造方面的积极作用，

体现旅游业发展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需要改

变旅游发展生态性不足、公共性被遗忘的局面，

要在生态旅游产品的设计中融入环境教育的内容。

第一，保证生态旅游产品的公共性。与生态

和环境相关的物品多是典型的公共产品。 “公地

悲剧”等前车之鉴告诉我们，忽视环境物品的公

共性将要导致的不仅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问

题，更有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政府也正是考虑

到环境物品的公共性问题，才提出把良好生态环

境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真正实现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最终实现生态文明建

设大业。我国的各类自然景区，森林公园、湿地

公园、地质公园等都属于公共产品，应当用来满

足促进全民人格生态化转型的公共需要。大学生

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坚力量，是生态文明

建设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保证其对生态旅游产

品使用的基本权利，事关生态文明建设大局。

第二，加强旅游环境的生态化建设。旅游环

境包括旅游硬环境和旅游软环境。旅游硬环境是

指为旅游活动开展提供交通、住宿、餐饮、游览

等基础条件的车辆、道路、宾馆、酒店、景区等

物质实体。旅游软环境是指为旅游活动提供更加

便利的服务和为旅游活动顺利开展提供保障的相

关体制机制和规章制度。生态景区、绿色酒店的

建设和低碳交通的发展是为旅游者生态人格的培

养营造外在环境，也是为旅游者参与生态实践提

供基础和条件。生态旅游的标准和规范既是为旅

游业生态化发展提供参考和约束，也是为旅游者

约束自己的非生态化或反生态化行为提供引导。

生态旅游行为规范在一定的时间后就会成为旅游

者的习惯，并最终内化为根深蒂固的观念和认

识。为旅游者打造生态化的旅游环境，人格的生

态化也就在生态环境、生态实践和生态意识的交

互作用下实现了。

第三，将环境教育融入生态旅游活动。生态

旅游与环境教育内在的耦合性已经获得国内外生

态旅游学术界和业界的认可，生态旅游环境教育

也已经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取得

成功的经验［９］。国内学者在鄱阳湖自然保护区所

做的研究成果表明，生态旅游环境教育在提高旅

游者生态知识、生态意识和增强其生态行为方面

有显著作用［１０］。我国生态旅游起步较晚，但在

日益升温的近几年间逐渐走向异化，保护环境和

环境教育的功能被架空。一方面，将环境教育融

入旅游活动，可以解决我国生态旅游的异化发展

问题，让生态旅游业真正走向 “生态化”；另一

方面，也实现了在培育生态文明建设主体的生态

人格方面的教育主体多样化、教育场地多样化和

教育方式多样化，让人们在轻松愉悦的旅途中实

现人格生态化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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