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岭生态教育结课论文

纵览秦岭美好风物 建设和谐持续生态

作者：经济管理学院 李耀宗 （2019 年学员）

秦岭是一座影响中国的伟大山脉。秦岭在科学上有很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经过本次暑假秦岭生态教育，我系统学习了秦岭的地理环境、多样性的动植

物构成以及分布、深入实地感受了秦岭别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水源涵养功能。

同时在学习过程中，我实地走访了秦岭深处居民的居住地，了解了他们的生活习

惯的同时深入了解和分析了当地居民的生态文明以及环境保护意识。

本文是对暑假开展的课程的一个综合性总结：一是在系统回顾暑假学过的相

关知识，着重强调自己的独特体会。二是结合自己的实际体会以及已有经验，着

重利用调查当地居民生态文明以及环境保护行为的问卷，进行微小样本的分析。

三是结合中外视角，以今年亚马逊森林火灾多发事件为例，客观看待森林大火对

生态的作用，并分析森林中植物的固定二氧化碳作用对地球整个生态的影响。四

是对构建生态文明的一些展望以及建议。

本论文具有知识回顾总结意义

秦岭是秦岭是一座影响中国的伟大山脉。秦岭在科学上有很多方面的研究价

值。

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有幸在暑假学习了秦岭生态教育这门课。在课中不光有

理论知识同时还有一些实践活动。这些知识富有实践意义，它们在书本中、以及

在时间过程中都有着很多方面的展现。能够领会到这种知识并运用到生活中去拓

宽自己的知识面、培养自己的情操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本论文具有练习意义：

不光在秦岭中学习植物保护、水土涵养等的理论知识，亲自找当地村民做好

调查，尝试使用数据分析、正确使用论文排版等等对于初步接触的大学生我来说，

都是很需要自己熟练掌握的知识。同时借助于数据分析，从中发掘出微小变量之

间的联系等都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以及重视。

秦岭生态教育研究具有现实实际意义

首先是身处秦岭之中学习一些水文、植物保护等的知识，这样学习的输入途

径从之前的单一书本输入到多感官多方位输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提高知识输入

的途径。

第二结合前段时间亚马逊雨林发生大火，以一种学有所用的心态，正确看待

森林大火对整个地球生态的作用，并同时结合本年度高发的亚马逊森林火灾，讨



论构建生态文明的一些建议。

第一章 秦岭火地塘·全方位多角度纵览秦岭美好风物

一、教学灵活多样

1.室内授课：

杨乙丹教授、博士生导师为我们讲述了秦岭农业文化遗产以及生态文明这一

课题。我们对大历史角度下的秦岭农业文明有了认识和了解。

而后杨教授对我们列举了种种生动活泼而又形象的范例，说明出工业文明对

我们整个地球生态环境的波坏。“工业文明中的人们过高估计了人们对自然界的

支配能力。这时一些殖民者对于一些资源看到什么就拿走什么，社会范围中资源

的优化配置是对自然界的掠夺。”这是杨乙丹教授对于工业文明弊端的一个十分

鲜明的概括，而后他用一幅中国地图，形象的传达出在构建生态文明中的中国智

慧以及中国方案。

在介绍秦岭的农业生态文明时，杨教授更是从先秦史籍的史料说起，讲到秦

岭地区特有的农业生态系统。但是他的可不仅仅止于此，我们在课上不光听了杨

教授的农业文明史，更是非常荣幸的听到了杨教授对于农业文化遗产以及它的价

值展示。“农业文化遗产是世界级别的遗产，秦岭特有的朱鹮稻田生态系统是我

们全人类所特有的宝藏。”全世界的

农业文化遗产它们不光有生态价值、

还有示范价值以及旅游价值。它们

还具有文化认同价值以及战略价值，

而在科研价值方面这些一系列特色

和谐的生态系统对于我们的美丽乡

村建设、精准扶贫、社会服务等方

面都有着相当程度的体现。

有来自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的樊志民教授系统地向同学展示陕西的历史与文



化；有张磊教授在授课过程中穿插着一些传奇故事，情节扣人心弦，激发了同学

们对道家生态文化的极大兴趣还有当地环保局工作人员为同学们具体讲述秦岭

生态资源保护的具体措施等等一系列生动形象的课程极大地拓展了我们自己的

知识层面让我们纵情领略了秦岭别样的自然地理风光。

第二章 实践出真知·实地采访当地居民了解环保情况

在这次的秦岭生态文明教育通识课接近尾声之际，我们也开始着手准备最后

一个环节——在秦岭当地进行农村居民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调研。经历了一天的

调研之后，我们收获很多。

为了解宁陕县居民生态环境保护的情况，我们调查走访了当地居民，包括老

人、个体户、青少年、在职人员等多种类型的人群共二十余个。主要从个人及家

庭基本情况、环境知识、环境规范、环境行为等多个方面入手，且本次调查采取

问卷调查法与访谈法相结合的方式，问卷回收比例 100%。此次问卷调查对象的

男女比例有一定差异，各个年龄段均有涉及但集中在 21-45 岁的青年人，不过这

与当地的年龄结构以及男性青壮年务工人员外迁有关。所以，结合问卷结果总体

显示，此次调查具有代表性。

从我们的调查结果来看，绝大多数的村民都知道村庄的环境应由每个人负责，

也知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但是一旦落到实际问题，我们

发现，村民还是不能很好地把意识同实践结合起来，比如有人知道使用木柴、煤

炭做饭会污染环境，但是依旧使用；发现有人在山上放羊、乱倒垃圾，大家几乎

不会去责备或者制止。不难发现，大多数村民还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以维护自



己的利益为主，这点无可厚非，也很难改变。因此，我们希望村里可以更多的制

定一些规章制度来规范这些做法，并且给予村民更多的政策支持不失为一种有效

的解决办法，从而更好地加强我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第三章 拓展大视角·以亚马逊火灾深入学习固碳作用

通过在网上浏览一些亚马孙森林大火的新闻以及一些官方媒体、专业人士的

分析。我对森林火灾有了更加进一步的认识。森林大火并不是只有害处同时它也

有益处。它可以迅速将有机物转变为无机物，可以将生病的树木烧毁，控制病虫

害。树木燃烧过后，形成的“林窗”有利于种子发芽等积极作用。

而利用森林的固碳作用可以将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二氧化碳固定。通过生物

能源作物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这些作物作为燃料进行发电等提供能源，最终

实现碳的捕捉及封存。但是也有另外一项研究声称过多的使用生物能源作物固定

二氧化碳会造成使用区域不当，使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增加。此外，这种在一些地

区生物质能碳捕集与封存策略或许可行，但在更多地区通过保护森林和恢复森林

生态的方式更加合理有效。

第四章 与自然和谐·构建生态文明我先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总量不断扩张，国际经济地位与影响力不断提高，

但在经济高速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升的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显现。

进入新时期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问题与矛盾多发的时期。在众多的问题中，人

与自然的矛盾是负面影响突出的重大现实问题。

通过暑假在秦岭进行的一系列学习，我自己切身感受到了“没有绿水青山就

没有金山银山”的概念。现阶段我们国家大力提倡生态文明建设：在经济上讲究

绿色 GDP；在社会上逐步推出垃圾分类规划；各项工作规划也逐渐与绿色环保相

挂钩。而对于我们一个个公民来说，环境保护是我们这一代代义不容辞的责任，

是我们每一个应该尽的义务。在本阶段我们在做好自己本职的同时，也应该积极

从积极从自己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儿做起：积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积极进行垃圾

分类等等。共同呵护我们这颗蔚蓝色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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