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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观 、道德观和价值观 ,其根本在于保证人类社

会具有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并注重发展的持续性 、整体性和协调性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推

进社会进程的重要力量 ,在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中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把社会可

持续发展观念引入高等学校培养目标 ,特别是德育培养目标 ,是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道德观念

人才的关键 ,也是一个由理念到行动 、由认识到实践 、由理想到现实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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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推进社会进程的重要力量 ,要注重其发展的持续性 、整体性和协调性。从其实践

或操作层面来看 ,力图解决社会发展中的生态 、环境 、资源 、人口等相互协调的问题 ,但从更深的道德观

层面和价值观层面来看 ,则是一种道德观与价值观的转变 ,体现在高等教育上则是人才培养理念或人才

培养目标的转变 。因此 ,探讨我国高等学校培养目标 ,特别是德育培养目标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

对当前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社会可持续发展对高等学校提出了新的培养理念

可持续发展首先是一种关于社会发展的理念 ,并非一种发展模式 。它要求人们“综合运用多方面的

知识协调社会政治 、经济 、自然 、生态等各方面的因素 ,达到全社会的和谐发展”
[ 1]
(第 38 页)。社会可持

续发展道路的选择 ,要求在人(主体)与“他者”(客体)的关系上 ,追求尊重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和谐 ,调整

人的思想观念 ,继而调控人的社会行为 ,寻求人与“他者”的协调发展;在人自己的道德层面 ,自觉地为社

会长远利益而放弃一些当前利益和局部利益 ,认识自己对社会可持续发展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人是社

会发展的主体 ,是可持续发展实践活动的核心 ,只有将发展主体的培育放在首位 ,才能形成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巨大持久推动力。因此 ,它首先要求社会中的人必须具备这样一种发展观念 ,以此为基础 ,可持

续发展才能变为现实。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的三大职能的实现依赖于一个中

心———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 ,高等学校构成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主要机构。在某种意义上 ,社会可持

续发展理念的真正实现有赖于高等教育培养理念也就是高等学校培养目标的转变。事实上 ,早在 20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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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末 ,对于高等教育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关系就有专门论述 。1998年 10月 5 —9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在巴黎召开了首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 ,并发表了《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 ,《宣言》第

一条第一句话便是:“我们重申 ,应保持 、加强和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的基本使命和重要作用 ,特别是促

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的使命 。”这也是 21世纪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共同理念和目标追求。

社会可持续发展理念也就逐渐被引入到高等教育领域 ,特别是逐渐引入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 。

作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机构的高等学校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 ,也可以说是高等

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问题 ,就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与高等教育关系的中心 。高等教育是促进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1995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指

出 ,发展战略应当促进人类的持久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 ,经济增长应促进社会发展和保护环境不受损害。

能否找到解决上述过程中产生问题的办法 ,取决于教育 ,包括高等教育 。“社会已经逐渐变成了知识型

社会 ,高等教育和研究正作为个人 、社区和国家的文化 、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组成部

分发挥着作用。”
[ 2]
(第 158页)而“没有一定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提供最基本的有熟练技术和受过教育

的人才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确保真正的 、依靠自身力量的可持续发展” 。高等教育在社会可持续发展过

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高等教育要在社会可持续发展观念的要求下进行新的人才培养的价值定位 ,

发挥其本身具有的三大社会功能。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高等教育领域的社会可持续发展观最终也就

落脚于具有社会可持续发展观念的人才培养理念和培养目标上 。

具体而言 ,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在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首先体现在高等学

校要真正使知识服务于当代 ,造福于后世 ,要通过教育来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使

他们增强尊重自然 、珍惜资源 、保护环境等可持续发展的信念 、职责和使命感 ,具备一定的将来投身于促

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知识和能力 ,成为未来参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专业人才 、领导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管理人才或有社会责任感的合格公民;其次 ,高等学校应为人们接受高等教育提供各种机会 ,自觉担

负起向社会各界群众普及宣传可持续发展观念 、知识的义务和职责 ,引导他们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 、生

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增强他们支持与维护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和自觉性 ,优化自然生态环境 ,积极参与社

会生活 ,树立良好社会风气;同时 ,高等学校还要利用自身的优势 ,通过知识传播为主的教学过程 、知识

创新为主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为主的产业化等综合载体 ,大力开展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工作 ,主动

为决策及职能机构提供社会可持续发展咨询 ,以解决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 。

可以看出 ,高等教育要成为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并在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

角色 ,最后落脚于依据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原则和特征 ,构建具有社会可持续发展观念的高等学校

人才培养目标。在这个人才培养目标体系中 ,社会可持续发展观念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 、自然观 、道德

观和价值观 ,是人类主体即“人”与自然客体“他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深刻认识和正确判断 ,应该成为一种

当代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一种基本的道德素养。这种观念要成为高等学校所培养人才应该具备的一种

基本的道德素养 ,纳入高等学校的德育培养目标体系中 。

二 、社会可持续发展观是高等学校德育系统的新要素

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的道德 、品行 、自觉自律对社会发展的支撑 ,即社会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关

系越来越依赖人的全面素质的提高。人的道德规范的提升与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依

托。一种新的发展价值观 ,不可能自发产生并起作用 ,只有通过系统的教育和灌输 ,才能被受教育者经

过怀疑 、认同 、接受等过程内化为其内心信念 。高等学校一直以来都是新价值观的发源地和辐射源 ,是

新价值观最积极的倡导者和宣传者 ,向学生灌输 、传授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 ,进而向社会宣传 、推广

可持续发展价值观 ,应是高等学校德育的使命 。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解程度 、接受程度 、体现程度 ,

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高校在德育教育过程中对可持续发展观的重视程度及普及程度。因此 ,社会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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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应该引入 、完善高校德育系统 ,纳入高等学校的德育培养目标 。

高校德育系统是高等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也可以称之为德育体系 。高等学校德育体系是指为

了实现人才培养目标而形成的互相联系 、互相作用的由若干德育要素按一定方式组成的有机整体 。社

会可持续发展观纳入到高等学校的德育培养目标就是要把社会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一种新的道德观和价

值取向标准 ,作为高等学校德育要素纳入德育内容 ,建立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德育目标体系 。

社会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一种新的道德观和价值取向标准 ,应作为高等学校德育要素纳入高校德育

内容 ,建立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德育目标体系 。目前首要问题是如何在高等学校德育培养目标

中导入社会可持续发展观 。(1)作为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引入高等学校的德育体系:社会可持续发展观解

决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当前发展与未来发展的关系问题 ,也就是说社会可持续发展理论考察的是当代

与后代的关系 ,主张当代社会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将来的利益为前提 ,用现代人的正确的发展观念来表达

未来人类的发展诉求 ,体现出现代人对未来社会发展的一种责任 ,体现了现代人类的一种道德层次 。这

种现代人表达的未来社会的发展诉求的方式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现代人中心主义”
[ 3]
(第 78 页),上升到

一种道德理想 ,把这种观念引入高等学校德育体系是现代高等学校德育培养目标的提升;(2)作为一种

新的价值判断引入高等学校的德育体系:社会可持续发展观是一种新的价值判断 ,它反映的是人类整体

的历史的价值尺度 ,人类作为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 ,应该成为人与“他者”之间关系的协调者而不是破坏

者。人类在对“他者”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 ,应该抨弃以现代人类自身为中心的主体观念 ,而以整个人类

的现在与将来作为价值主体来对“他者”作出合理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观符合整个人类以及人类发展

的根本利益 ,可以引入高等学校的德育体系;(3)作为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引入高等学校的德

育体系:人本身是属于自然界的 ,但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又成为改造自然的主体 。长期以来 ,人类一直

在思索如何更好地利用和改造自然的问题。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进程中逐渐发展出来的“人类中心主义”

在 20世纪成为人与“他者”关系的真实写照 ,人类也在这种观念的驱动下 ,受到了自然的惩罚 。然而 ,人

类的能动思考发现 ,人类始终生活在一个自然系统当中 ,不可能超越 ,对自然的破坏也就是对人类自身

的破坏。社会可持续发展观是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个深刻认识 ,这种认识已经超越了原有的认识局

限 ,成为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诠释 ,应该让之更广泛地深入到人们的心中 ,并作为人们行为规范 ,应

该把它引入高等学校的德育体系;(4)作为一种道德认知问题的方式引入高等学校的德育体系:道德认

知就是对道德以及相关问题的认识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德认知方式为我们认识或看待问题提供了一

种视角 ,可以理解为看待问题的时候要把发展作为进行道德价值判断的一个基本标准 ,使认识问题的眼

光不局限于事物当前或自身需要 ,而是要考虑到事物发展演变对主体的意义以及对未来主体的意义。

这应该成为道德认知的一个基本方法 ,成为高等学校德育体系的一个部分 。

三 、推进高校可持续发展德育目标的实现

社会可持续发展观为高等学校德育增添了新的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德育要素 ,高校可持续发展德

育丰富了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内容。高等学校可持续发展德育体系的建立以及德育目标的实现有赖于进

一步推进高等学校可持续发展德育目标的实现。

1.利用可持续发展理论来研究高等学校德育 ,转变德育观念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德育体系 ,最终建

立一种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等学校德育目标体系 。可持续发展的高等学校德育体系应该基于高等

学校的基本特征和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建立 。提出高等学校德育可持续发展可以转变高校德育观念 ,

并不是对以往高校德育的否定 ,而是着眼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和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观念的

转变 ,一方面表明观念本身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 ,并对社会的持续发展

产生消极影响甚至是阻碍作用;另一方面 ,观念的转变也可以理解为新观念的导入。

2.建立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观的高等学校校园文化 ,为高校可持续发展德育目标的实现提供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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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德育环境。校园文化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存在形式 ,是一个有机复合体 ,它包括物质文化 、行为文化 、

制度文化 、精神文化等四个层面 ,体现在一个学校的精神面貌 、生活和工作作风 、价值取向等方面。符合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校园文化建设反映和体现可持续德育目标的内容 ,对高等学校可持续发展德育行为

的养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3.加强高等学校可持续发展德育课程建设 ,为高等学校可持续发展德育教学提供新的内容 。可持

续发展观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 、自然观 、道德观和价值观”[ 4](第 26-28 页)纳入高等学校德育目标体系 ,

应该成为作为高等学校德育教学基础的德育教材的内容 ,为可持续发展德育教学提供素材。高等学校

可以在可持续发展观研究的基础上 ,利用高校多学科的智力资源 ,组织编写可持续发展德育教材 ,为可

持续发展德育教学提供理论支持。

4.建设具有可持续发展德育要素的高校道德评价体系 ,把可持续发展观作为建立可持续发展德育

的评价标准或评价指标体系。高校道德评价是一种德育价值判断活动 ,具有鉴定 、诊断 、反馈 、沟通以及

促进被评价者改进的作用 。把以可持续发展观为基础建立的评价标准或评价指标纳入高校的德育评价

体系 ,可以深化可持续发展德育的教育教学水平 ,又可以调动被评价人接受可持续发展观念的积极性。

社会可持续发展观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发展方式的描述 ,它逐渐发展成一种关于人自我和“他

者”关系的一种哲学思考 。在这种对人自我和“他者”关系的正确判断中 ,隐含着深刻道德理想和价值判

断。把社会可持续发展观念引入高等学校培养目标特别是德育培养目标 ,是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道德

观念人才的关键 ,也是一个由理念到行动 、由认识到实践 、由理想到现实的过程 。

[参　考　文　献]

[ 1] 　孙志东 , 谢林平 ,詹颂生.可持续发展战略导论[ 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 1997.

[ 2] 　赵中建.教育的使命———面向 21 世纪的教育宣言和行动纲领[ 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 1996.

[ 3] 　陈昌曙.学术视野中的可持续发展[ M] .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0.

[ 4] 　杨胜才.促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高校德育的基本使命[ J] .云南高教研究 , 2001 ,(1).

(责任编辑　涂文迁)

College Moral Education Target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I Zhao-hai1 , WANGNing
2

(1.Zhongnan Unive rsity for Na tionalities , W uhan 430074 , Hubei , China;

2.School of Politics &Public M anagement , H ainan Univ ersity , Haikou 570228 , Hainan , China)

　 　 Biographies:LEI Zhao-hai (1951-), male , Vice president , Central-south University fo r

Nationalities , majoring in higher educat ion ;WANG Ning (1978-), male ,

Lecturer , Schoo l o f Politics &Public M anagement , H ainan U niversi ty , majoring

in higher education.

Abstract:A s new development view , moral and value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 akes our society

furthe r abilit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Higher educat ion burdens g reat task to push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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