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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山”理念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径研究 

温心茹 

（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101） 

 

摘要：“两山”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和发展，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神土壤和行动指南，深刻揭示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思想政治

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性课程，承担着启智润心、培根铸魂的责任和使命。“两山”理念

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育人目标、育人价值和与育人实践上具有一致性，因此将“两山”理念融入高校思政

课教学，对于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培养具有生态责任感和绿色发展理念的时代新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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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人类社会发

展面临的永恒课题。”
[1]
2005年 8月 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安吉余村考察期间，

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这一理念深刻揭示了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

相辅相成、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今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 20周年，

15年来，“两山”理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全

党全国人民的共识，为新时代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树立大学生的生态价值观提供了根本遵循。

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核心使命的关键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肩负着培育学生价值观的重任。其

中，生态文明教育是思政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塑造学生的生态理念意义深远。因

此，将“两山”理念融入思政课教学，对于培养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具有重要意义。 

一、“两山”理念的科学内涵 

“两山”理念不仅仅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句话，而是三句话的完整表述：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宁要绿山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由此可见，“两山”理念的科学内涵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剖析： 

一是兼顾论，即辩证统一的发展观。传统发展路径往往过分关注经济增长，为追求经济

效益而忽视生态保护，与之不同的是，“两山”理念则强调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辩证统一，

打破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对立认知。“两山”理念主张，唯有坚持生态环境保护政策，

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秉持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态度，方能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共进。

浙江安吉余村的转型实践即为典型例证，该村摒弃以矿石开采为主的粗放发展模式，转而依

托自然景观资源发展休闲旅游业，成功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如今的余村，已发展为宜居、

宜业、宜游的现代化村落。这一实践充分印证，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并非不可调和，通过科

学合理的发展路径，二者完全能够形成协同共生的良性循环。  

二是前提论，即生态优先的底线思维。将生态保护置于优先地位的核心逻辑，深刻揭示

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内在统一关系。其核心在于把生态环境保护置于经济发展的基

础性、突出性地位，通过一系列制度约束和科学管理，明确各方主体监管责任，严密守护生

态安全底线，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倘若绿水青山遭到严重破坏，其损伤往往会无法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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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展开博弈的情况下，必须坚持生态环境优先这一基本准则。这

意味着，当发展条件受限且难以兼顾时，要理性选择，秉持“生态优先”原则。 

三是转化论，即价值转化的实践逻辑。“两山”理念中的“转化论”构成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核心实践逻辑，强调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向转化，促进“绿水青山”与“金山

银山”的价值共生。这一实践逻辑具体体现两个方面：一是生态经济化，就是将生态和资源

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动能。例如浙江安吉余村从矿山开采到发展生态旅游实现经济转型，生

动地印证了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的可能性。二是经济生态化，它包括产业生态化和消

费绿色化两个部分，产业生态化就是产业经济活动逐渐转向环境友好型的产业经济过程。消

费绿色化就是改变传统的奢侈消费、铺张浪费、破坏消费等消费恶习，转向推动节约消费、

环保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形式。可见，“两山”理念不仅强调生态资源向经济价值的

转化，还强调经济活动的绿色生态转型，从而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向赋能。 

二、“两山”理念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意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虽取得历史性成就，但是整体形势依然比较严峻。随

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自然资源的开发力度不断加大，生态环境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因

此，将“两山”理念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中，这对强化生态文明教育、塑造大学生生态价值

理念，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 

“两山”理念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对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培养大

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教育意义。一是理论认知层面，“两山”理念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中，通过融入“两山”理念，能够帮助学生从马克思主义哲学

角度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结合辩证唯物主义深刻理解“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的辩

证统一关系，引导学生从理论根源上树立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正确价值观念，改变以往存在的

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片面观点。二是日常行为层面，将“两山”理念融入思政课后，

让学生潜移默化地接受生态文化的熏陶，可以帮助大学生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比

如生活中，主动选择步行、骑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绿色出行，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

自觉节约用电等等；在校园里，积极主动参加各种垃圾分类宣传、环保公益等志愿服务活动，

以及踊跃参加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创新创业比赛，真正做到将“两山”理念内化为行动，从

这些实践活动中通过“做中学”来强化自身的生态行为自觉。三是未来发展层面，随着“两

山”理念的系统学习，也让学生认识到当今生态文明建设在不同行业领域的重要性，从而在

职业规划中主动将个人职业发展目标与绿色发展需求相结合，使他们更多地会考虑新材料新

能源开发、发展休闲旅游、生态农业等当今倡导的新型绿色领域，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注入生

态元素，从职业发展上助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二）有利于提升思政课教学的时代性和实效性 

将“两山”理念融入思政课教学，让思政课鲜活起来，是思政课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

伐的重要体现，这对增强思政课教学的时代性和实效性，具有突出价值。一方面，“两山”

理念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思想，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这一规律的科学把握，高校思政课作为传播党创新理论的主阵地，将这

一理念融入思政课教学，能够为学生带来先进的、与实际紧密相连的理论知识，让学生感受

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先进理念和丰富经验，同时也能够引导学生关注全球气候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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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生态安全等当下的前沿领域，改变以往思政课单纯说教的授课方式，增强课程的

时代性和吸引力。另一方面，通过创新思政课的教学手段也有助于将“两山”理念更富有实

效的融入思政课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实践教学法、数字技术赋能等多样化的

教学方式，具体来说，在“两山”理念中融入鲜活案例，结合浙江“千万工程”、塞罕坝精

神等实践案例，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功经验为思政课提供丰富的教学素材，提升

其对学生思想引领与价值培育的作用；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到当地的生态保护区、乡间地头等

地方开展实际调研，打破传统课堂的时空限制，将课堂延伸至与实际相关的真实场景，让学

生亲身直观地感受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更能

提升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还可以利用 VR/AR等数字技术模拟真实的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

冰川融化等生态破坏带来的后果，通过这种沉浸式教学，让学生直观感知生态环境破坏给社

会和人民带来的伤害，进而提升思政课堂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三）有利于增强大学生建设美丽中国的内生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2]
美丽中

国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任务，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的必然要求。由此将“两山”理念融入高校思政课，对于激发大学生建设美丽中国的热情意

义重大。在思政课中通过对“两山”理念的深入学习，能够让大学生深刻感受到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从而激发他们对祖国大美山河的热爱之情以及

对生态破坏的痛心之感，这种情感上的触动会倒逼大学生去思考如何将个人理想更好地融入

到美丽中国建设，从内心深处迸发出为守护美好家园而不懈奋斗的决心和毅力，进而凝聚奋

斗力量，积极投身于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和各项环保实践活动中。当“两山”理念从思政课堂

的理论知识讲解，逐步转化为大学生内心的价值信仰和情感认同时，就会催生出源源不断的

内生动力，这种由内而发的动力，不仅体现在学生对生态知识的自主学习、对生态环保实践

活动的自觉参与上，更体现在未来的职业选择中 ，能积极主动地以“两山”理念作为指导，

在各个领域行业中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青年

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
[3]

高校通过将“两山”理念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有利于培养一批批具有生态智慧和

责任担当的“绿色先锋”，这些新时代的生态接班人正以奋斗之力、实干精神，为美丽中国

的宏伟蓝图注入磅礴的青春力量。 

三、“两山”理念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实践路径 

在高校思政课中融入“两山”理念，探索其实践路径，有助于推进生态文明教育进教材、

进课堂、进头脑，帮助大学生厚植生态文明价值观，更好的赋能美丽中国建设。 

（一）构建思政课教学中“两山”理念的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强调构建完整知识体系的重要性，“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4]
。这一讲话原理同样也适用于生态文明

建设内容。当前，高校五门思政课程关于国内国际生态文明建设内容凌乱分散、不成体系。

因此，“两山”理念在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过程中，必须要构建一个全面完整的生态文明建

设知识链条，让知识系统化、体系化。要挖掘思政课程中的“两山”理念元素，具体来说，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强调在当代社会如何更好地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中，应将

“两山”理念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中，更深入理解“五位一体”中的“生



                                     http://www.sinoss.net 

 - 4 - 

态文明建设”专题，使学生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战略地位。在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历

史对比，让学生理解“两山”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总结出的宝贵经验。

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可以将“两山”理念融入生态道德教育方面，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生态道德观念，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提升学生的生态文明素养。在形势与

政策课程中，及时向学生解读国家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新政策以及对比国内外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之间做出的不同举措，使学生认识到“两山”理

念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先进性和突出地位。每一门思政课程侧重点虽然有所不同，但却

能构建起一个完整的生态文明建设体系，使学生能够形成对生态文明建设专题清晰完整全面

的认识，增强思政课教学的说服力和实效性。 

（二）持续开展以“两山”理念为主题的实践活动 

将“两山”理论深度融入高校思政课程体系，并常态化开展主题实践活动，推动理论认

知与实践体验有机融合，这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培养高素质人

才的关键举措，高校需要开展多样化的校园实践活动与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亲身体验里

深刻理解并践行“两山”理念，提高大学生的生态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首先是开展多元

绿色校园活动，涵养生态文化氛围，培育绿色发展理念，校园作为学生学习和生活的重要场

所，其校园文化是塑造大学生价值观、提升育人效果的核心载体，高校可围绕“两山”理念，

打造多种形式的校园文化活动，营造良好的生态文化氛围，可以组织学生举办以“两山”理

念为主题的知识竞赛、演讲比赛，或者鼓励学生创作以“两山”理念为主题的文艺作品，像

书法、绘画、电影等，借助这些多样的形式能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两山”理念

的熏陶，提高践行“两山”理念的自觉性与主动性。另外还可组织学生参与校园绿化美化活

动，比如种植花草树木、养护校园绿地、修剪花草等，让学生亲身感受大自然的神奇魅力以

及保护生态环境的必要性。其次是组织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强化责任担当，组织学

生深入周边社区，开展生态环境调查，了解当地居民的生态环保意识、垃圾处理方式、用水

用电等情况，同时借助举办社区环保知识讲座和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提升当地居民对“两山”

理念的认识，并普及垃圾分类、节约能源、绿色发展等内容。另外还可动员学生深入基层，

开展以“两山”理念为主题的实践调研活动，选取当地的生态保护区、绿色产业园区、美丽

乡村等比较典型的地方作为调研地点，让学生实地考察当地在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乡村振

兴等方面取得的实践成果与丰富经验，能够使学生在身体力行中加深对“两山”理念的理解，

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数字化赋能“两山”理念融入高校思政课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

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
[5]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互

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正全面重塑整个教育生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顺应时代发展、

紧跟时代步伐，运用数字化技术给“两山”理念融入高校思政课带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数字化赋能不仅是教学手段的革新，更是推动生态文明教育模式的重构，数字化赋能“两山”

理念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建设，是推动生态文明教育与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

对于培养具有数字素养和绿色发展理念的新时代生力军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一是开发

和利用数字化课程资源。制作精美的“两山”理念为主题的 PPT课件，例如在大屏幕上以动

画形式向学生展示生态环境从破坏到修复的过程，生动形象地说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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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涵，让学生更为直观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拍摄“两山”理念相关的视频，如

生态乡村建设的纪录片、建设幸福家园的宣传片等，将生态文明建设的具象化场景融入课堂

教学，丰富教学素材，增加课堂的趣味性。二是推进教学方法的数字化创新。利用虚拟现实

VR 和增强现实 AR 进行沉浸式教学，比如运用 VR 技术模拟物种入侵、森林火灾等生态破坏

的场景，让学生直观感知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深化对生态问题的认知；同时运用

AR 技术将教材中的图片或文字转化为形象直观的动画、3D 模型和视频讲解，增强学习的吸

引力和趣味性，推动“两山”理念入脑入心。此外，还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学生在“两

山”理念课程中的学习情况，如打卡签到率、课堂参与度、作业完成情况、学习成绩等，根

据大数据反馈的学习结果，动态优化教学方案，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教育指导，提

升教学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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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cept of "Two Mountains" inherits and develops the Marxist ecological view, is the core 

content of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and is the spiritual soil and action guide for 

achieving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It profoundly reveals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s a crucial course for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virtue and 

nurturing people, and it bears the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of enlightening and nurturing the mind, and 

cultivating the soul. The concept of "Two Mountain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are 

consistent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goals, values, and practices. Therefore, integrating the concept of 

"Two Mountains" into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and cultivating new generations with 

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 and green development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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