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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安定区位于甘肃省中部,属于典型的生态脆弱型贫困地区。调查显示该区域农民的环境意识存在

着较为明显的偏失,表现在农民的浅层环境意识和深层环境意识不平衡、不同年龄段农民的环境意识不平衡和

农民的环境知识与环保行为脱节等方面。为了提高农民环境意识,为区域环境保护及生态重建提供软件条件,

亟需通过如下农民环境教育措施予以矫正:明确政府自身职责,强化对农民环境教育的战略认识;挖掘本土知

识,实现环境教育内容的本土化;发挥中小学生的作用,积极推进环境“反哺”教育;注重利益需求,推动农民环境

“知识”向环保“行为”有效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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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弱生态环境”是指由于自然与人为活动的影

响造成的环境退化、景观变坏、土地生产力下降、土
地资源丧失的地带”[1]。其特征是“生态环境的稳定

性较差,在同样的影响力下,环境变动远远超过其他

地区;生态环境恢复功能和自我调节能力明显低于

其他地区”[2]。“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

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基本物质和基本服务相对或

绝对缺乏,以及缺少发展机会和手段的状况”,其特

征是“人们的生活水平达不到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

准”[3]。
安定区(原定西县)位于甘肃省中部,该区域生

态脆弱与经济贫困高度耦合,属典型的生态脆弱型

贫困地区。其表层特征是经济贫困,而深层原因则

是环境贫困,为此,我们要寻找问题的根源,并探索

解决问题的途径。

  一、农民环境意识的偏失

环境意识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个人人

文素养的重要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人们对环境的认

识、关注、参与、行为和道德等方面的意识。为了全

面了解安定区农民的环境意识状况,在区内选取了

内官镇的乌龙村和谗口乡大柏林村两个具有代表性

的行政村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内官镇乌龙村是

安定区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水川蔬菜种植区,谗口

乡大柏林村是国家退耕还林封山禁牧区,也是中国

农业银行职工捐建的“万亩退耕还林示范点”)。通

过对有效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综合分析得出,该区

域农民环境意识存在着较明显的偏失,直接影响区

域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1.浅层环境意识和深层环境意识不平衡

依据环境意识水平的高低可将人们的环境意识

分为浅层意识和深层意识。浅层环境意识主要指生

活环境意识,表现为个体对自己周边生活环境等方

面的关注。深层环境意识主要指生存环境意识,是
个体对远离自己生活的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关注。通

过调查,安定区农民的浅层环境意识水平明显高于

深层环境意识。如对于“沙尘暴”、“水土流失”等该

区域现实生产生活中经常出现且与自己生产生活密

切相关的环境问题,有90%以上的农民表示“有所

了解”并能够说出一些相关的知识。但对于“生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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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生物多样性”、“酸雨”等与自身生产生活环境

离的较远的生态知识则只有不到30%的农民表示

“有所了解”。这表明由于生产、生活及居住环境相

对封闭,接受环境知识途径不畅,致使大部分农民所

拥有的环境知识仅局限于自己日常生产生活方面,
而没有对相应更深层的环境知识予以学习和了解。

2.不同年龄阶段农民的环境意识不平衡

为了方便讨论,在调查中根据年龄状况将当地

农民分为青少年、中壮年和老年三个年龄段。通过

对调查和访谈的结果进行总结可以看出,三个不同

年龄阶段农民的环境意识很不平衡。主要表现为:
一是青少年人群的环境意识总体高于中老年人,其
比较丰富的环境知识和较高的环境意识主要来源于

学校的正规环境教育。二是中壮年人群在涉及国家

大政方针以及现代环境知识方面明显高于老年人,
他们的这些知识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时的耳闻目

见、与工友的交流和大众传媒的宣传,由于相当部分

来源于道听途说和口耳相传,难免存在着以讹传讹

现象。三是老年人群在保护动植物及节约利用资源

等方面意识明显高于中壮年和青少年,这主要是由

于他们受传统的环境伦理及长期贫困生活中形成的

节俭意识影响较深。

3.环境知识与行为脱节

调查也显示出农民所具有的环境“知识”与开展

环境保护的“行为”之间没有形成正向关系,特别是

当受经济利益干扰时,“知”“行”相悖现象非常明显。
例如在内官镇乌龙村的调查及访谈中,对“种植蔬菜

时是否大量使用农药”时,100%的被调查者的回答

是肯定的;对“在选用农药品种和确定施用量时对农

药残毒有无考虑时”,96%的被调查者认为“没有考

虑”;对“是否知道大量使用农药造成的农药残毒会

对蔬菜食用者造成身体危害”时,79%的被调查者表

示“知道”,21%的被调查者表示“不知道”;对“自己

种植的大量施用了农药的蔬菜自己是否食用”时,

77%的被调查者回答“不食用”,15%的被调查者回

答“偶尔食用”,8%的被调查者回答“照常食用”。又

如,在区内的谗口乡大柏林村属退耕还林还草区,政
府为了保护植被,推行牲畜圈养措施。在对区域内

养羊农户进行调查时,对“是否知道放羊会造成植被

破坏,导致水土流失”,90%的的被调查者回答“知
道”,10%的被调查者回答“不知道”;对“是否有过在

禁牧区偷偷放羊的行为”,84%的被调查者回答“有
过”,16%的被调查者回答“没有”;当对回答有过在

禁牧区偷偷放羊的农户进一步提问“为什么会在禁牧

区放羊”时,77%的被调查者表示“主要在于为了节约

草料”,18%的被调查者表示“放牧比圈养打草轻松”,

5%的被调查者表示“说不清原因(或其他原因)”。

  二、农民环境意识的矫正

1.明确政府自身职责,强化对农民环境教育的

战略认识

安定区生态问题非常严峻,对农民造成除可计

算的直接经济损失外,还有无法计算的生产基础条

件、生活根基以及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损害。但“造
成生态环境劣变的主要原因是人为破坏,是经济发

展对生态环境的建设性破坏”,“大规模基本建设、焚
山开荒及锄草为田等粗放式开发方式无疑是生态恶

化的主因”[4],这其中农民的环境意识偏失则是其重

要因素之一。因此,地方政府应明确自身责任,将农

民环境教育提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和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要将农民环境

教育等环保指标纳入地方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推
行目标责任制,实行量化指标考核。通过开展农民

环境教育,提高农民环境意识水平,进而引导人们自

觉开展生态重建和修复,促进区域生态与经济社会

协调配发展。

2.挖掘本土生态知识,实现环境教育内容的本

土化

“目前的农村环境教育都是从城市角度出发的,
虽然开展了许多活动,但效果不是很好,不能与农村

的实际环境联系起来”[5]。作为生态脆弱型贫困区,
人们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生产和生活习俗习惯有其独

特性,国家统编的教材难以反映这些具有地域特色

的内容。因此,应通过组织编写本土化教材等措施,
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在农民环境教育过程中,挖掘本土知识中的生

态思想,把传统环境文化传承与农民环境教育结合

起来显得非常必要。“本土知识是指由特定民族针

对特定地区的自然与社会背景,通过世代积累而建

构起来的知识体系,这样的知识体系服务于特定的

民族和地区,具有明显的民族归属性和地缘性”[6]。
各地本土知识中都有其独特的生态文化传统,表现

为“神话与传说、饮食禁忌、风俗习惯、宗教及民间信

仰”[6],这些生态文化传统常常为人们良好的环境

行为习惯提供了诱导框架,促使人们形成适合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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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特点的生产生活方式。安定区农村同样具有源

远流长且又丰富多彩的生态文化,渗透着生态智慧,
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态行为,如老人劝诫孩子的“掏
了燕,死一院”等生态禁忌,其真正目的在于保护将

筑巢于农户屋檐下的燕子,正是这些代代相传的禁

忌保证了燕子能够安全地在农户屋檐下筑巢繁衍。
这些生态文化资源与现代环保知识一样都是人类环

保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应根据时代特

点,通过扬弃和创新,把其中优秀的成份整合到农民

环境教育之中。

3.发挥中小学生的作用,积极推进环境“反哺”
教育

“生态脆弱的西部,应加强学生保护环境的意识

教育,通过学校教育让学生也给家长灌输环境意

识”[7]。通过加强中小学校环境教育,进而由中小学

生向家长开展环境“反哺”教育既有其必要性,又具

有其现实可能性。
一方面,加强中小学环境教育,培养学生的环境

意识。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生环境教育专题教育

大纲》规定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二年级,按平均每学

年4课时安排环境教育教学内容。作为中小学校,
既要通过课堂教学途径对学生进行环境知识“渗
透”,同时,还要利用第二课堂及综合实践活动等形

式,提高中小学生的环境意识、环境知识、环境文明

素养及环保参与积极性。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开展

“小手拉大手”活动,由中小学生向家长进行环境知

识及意识的“反哺”。美国人类学家 M·米德把“长
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的现象称为后喻文化”[8],国内

学者将这种“长辈向晚辈进行广泛文化吸收、晚辈反

过来教育长辈”的现象称为“文化反哺”现象[9]。在

生态脆弱型贫困地区农民环境教育过程中,应该通

过“小手牵大手”活动,采用邀请家长与学生一道参

与环保专题活动以及由学生带动家长培养绿色生活

习惯等措施实现中小学生对家长环境知识和意识的

“反哺”,进而带动一个家庭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和热

爱,实现“教育一代人(青少年),带动两代人(指祖

辈、父辈)”的目标。

4.关注重农民利益需求,促使由“知”到“行”的
有效转变

目前,“国际环境教育由注重‘知识与技能’的培

养向关注‘态度、行为和参与习惯’的培养过渡,要求

农村环境教育目标要体现‘知情意行’的协调发

展”[10]。对于安定区农民环境教育,“知情意行”每
个目标的培养都十分必要,但从“知行脱节”的现实

出发,促使由“知”向“行”的转变,最终实现“知行合

一”则显得尤为重要。要实现“知行合一”,就要遵循

农民从“认知一情感一意志一行动”的身心发展规

律,对知情意行进行有效整合。具体而言,需要通过

创新“知”的内容、重视“情”的桥梁作用、增强“意”的
自律性和强化“行”的实践性来实现。由于农户的理

性有限和追求自我利益的内在驱动,在现实经济活

动中他们力图以最小的成本支出获取最大的收益,
而在缺乏强有力约束时,便很容易萌发规避外部成

本的动机并付诸实施。因此,在促使知行转化过程

中,最为关键的是要时刻关注经济利益的重要作用,
今后应该在环境保护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展环境

教育,让农民在从工程项目中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

增长环保知识,提高环境意识。

  三、结 语

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关键是要解决农民环境意

识问题。而要让农民有较强的环境意识,
政府就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既要对农民的环

境意识进行多种形式的教育,又要考虑到农民的利

益诉求,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并且常抓不懈,只有

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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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dingDistrictofDingxiCity(County,previously),locatedinthemiddleofGansu,isone
ofthenationalimpoverishedareasaswellasamajorareaofrenovationinwaterandsoilpreservation.
Thisarea’sfragileecologyiscloselyconnectedwithitspooreconomy,soitisatypicalecologicallyfrag-
ileandimpoverishedarea.Throughathoroughsurvey,itisfoundthataphenomenonexistsinthearea,

whichistheevidentderivationinpeasants’environmentalawareness.Thisisreflectedintheimbalance
betweenthesuperficialanddeepenvironmentalawarenessofthepeasants,theimbalanceinenvironmen-
talawarenessbetweenpeasantsofdifferentagesandthedisconnectionbetweenthepeasants’environ-
mentalprotectionknowledgeandtheiraction.Toimprovethepeasants’environmentalawarenessand
provideabetterconditionforregional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ecologicalreconstruction,theenvi-
ronmentaleducationmethodstothepeasantsshouldbeimprovedasfollows:First,thegovernment’s
roleshouldbeemphasizedanditshouldunderstandbetterthestrategicimportanceofthepeasants’envi-
ronmentaleducation;second,localtraditionalideasonecologyshouldbeusedtoachievethelocalization
ofthecontentofenvironmentaleducation;third,primaryandmiddle-schoolstudentsshouldplayanim-
portantroleinenvironmentaleducationsincetheycanpasstheknowledgeobtainedfromtheirteachers
totheirparents;fourth,moreattentionshouldbepaidtothedemandsandbenefitsofthepeasantssoas
topromotethepeasantstoturntheirenvironmentalprotectionknowledgeintoaction.

Keywords impoverishedareawhichisecologicallyfragile;peasants’environmentalawareness;

deviation;cor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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