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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自我》

内容概要

《生态自我:人与环境的心理学探索》主要内容简介：环境问题不仅是环境本身的问题，也与人的认知
、情感、行为、价值观等存在内在关系。《生态自我:人与环境的心理学探索》从心理学视角，围绕自
我与生态的关系，在人类自我认知与人的行为层面探讨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分析自我认知发展的不
同阶段对生态环境的不同影响，《生态自我:人与环境的心理学探索》还对生态自我进行了理论建构和
实证研究，重点论述了自我与自然的对立，社会自我与环境问题，生态自我的亲环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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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自我》

作者简介

吴建平，1966年生，内蒙古乌兰察布人，管理学博士。现就职于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心理学系，硕
士生导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人选。任主编或副主编的学术著作有：《内蒙古的社会现
代化之路》、《生态环境心理研究》、《环境与人类心理--首届中国环境与生态心理学大会论文集》
、《绿色家园生命畅想》、《青年心理健康教育概论》、《社会心理学》、《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环境与生态心理学》等。译著有《环境心理学》。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心理、环境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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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自我》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一、关注生态是21世纪的主题
二、环境问题与生态危机
（一）环境问题的主要表现
（二）生态危机的根源
（三）生态危机的实质
三、环境与人类行为的相关理论
（一）生态学
（二）行为学
（三）环境心理学
（四）环境哲学
（五）可持续发展
第二章 人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冲突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人类中心主义
（二）非人类中心主义
二、人在生态系统中的双重角色（一）人是生态系统的消费者
（二）人是生态系统的操纵者
三、人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冲突
（一）依附于自然与控制自然
（二）操纵者角色对消费者角色的毁灭
第三章 人类自我认知发展的过程
一、自我
二、社会自我
（一）社会自我产生于社会互动
（二）自我向社会自我的延伸
（三）社会自我的主客二分
三、生态自我
（一）自我的系统观
（二）生态自我的提出
（三）自我的扩展与自我边界的重建
第四章 自我与生态困境的关系
一、自我与自然的对立
二、自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一）人类早期环境意识的建立
（二）不真实自我与炫耀消费
（三）人类的自恋与过度消费行为
第五章 社会自我与环境问题
一、社会自我的环境观
（一）自然是工具
（二）所有物是自我的延伸
⋯⋯
第六章 生态自我与亲环境行为
第七章 有利于生态的自我行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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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自我》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本书附录中对生态自我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生态自我是建立在一定价值观基
础之上的，环境关心价值观的三个维度与生态自我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回归分析显示，利他关心对生
态自我有预测作用。生态自我用自我中涵盖自然量表表示，其原型是自我中涵盖他人量表。利他关心
对生态自我的预测作用与利他对象的扩展有关。利他对象包括家人、朋友、社区的人、国民甚至是整
个人类。利他动机的激活，进一步扩展利他对象，从人类到非人类，有利于社会公众建立生态自我意
识，关心人类以外的非人类世界，表现生态实践行为。环境关心价值观的利他关心、生物圈关心两个
维度与环境友好行为存在相关，即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之间存在一致性。回归分析显示，生物圈关心
与利他关心对环境友好行为有预测作用。利他关心是建立在利他动机基础上的，生物圈关心是建立在
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激活利他动机，鼓励社会成员的利他行为，就会进一步使社会成员从
利他行为导向亲环境行为。（三）对能源消耗的及时反馈对能源消耗的反馈，可以有效地降低能源的
消耗。能源消费反馈越频繁，节省就越多。当人们的能源消费支出相对于其收入来说很高的时候，当
人们认为反馈精确反映了他们的能源消费行为时，反馈在降低能源消耗使用上更为有效。从行为主义
的强化理论出发，反馈即知道行为的结果，及时知道行为结果可以有效地控制一个行为。而延迟反馈
会消弱对一个行为的控制。及时反馈消费的支出，可以有效地节约能源和消费支出。如果只号召大家
尽量减少对家用电器的使用，节约能源的效果不会很显著。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对能源浪费情况没
有进行及时反馈，比如，你总是不关灯就离开，而电费的帐单到月底才能看到。

Page 5



《生态自我》

编辑推荐

《生态自我:人与环境的心理学探索》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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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自我》

精彩短评

1、书本质量稍差
2、小的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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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自我》

精彩书评

1、　除了人们所知的地球七个大陆，在太平洋最人迹罕至的地方又有一个“新大陆”正在生成。这
个“新大陆”完全是由垃圾堆起来的，人们把它称为“第八大陆”。这个巨大的垃圾岛，面积是英国
的六倍。这个巨大的垃圾岛也被称为“大太平洋垃圾带”，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夏威夷之间。在
过去60年间，这个垃圾带的面积一直在逐渐扩大。这里的垃圾多达1千万吨。这里的垃圾种类繁多，有
塑料袋、装沐浴露的塑料瓶、拖鞋、儿童玩具、轮胎、饮料罐甚至塑料泳池⋯⋯垃圾带所在海域的海
水都充斥着有毒的化学物和细小的塑料碎片，而这些又被鱼类吃到肚子里。现在每条海鱼的肚子里最
多能发现26块塑料碎片。科学家在大西洋发现巨型漂浮垃圾堆，其规模只比“大太平洋垃圾带”整体
规模稍小。大西洋的这一垃圾带距离北美海岸约有数百英里，由数万小块塑料构成。研究发现，在有
些海域，海洋最大塑料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20万个塑料碎片，并且绝大多数碎片都来自于人们日常生
活中用到的消费品，诸如包装袋、塑料制品等等。　　人类对稀有资源的追求造成对地球稀有资源的
毁灭性破坏。越稀有越昂贵，越稀有越追求。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造成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过度消
费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对地球生命支持系统构成严重威胁。　　3.消
费者的行为障碍对生态环境的危害　　消费者的饮食障碍本身也是一种对环境的直接危害，贪食、抽
烟及酗酒等行为障碍是对自然资源的浪费，这种行为障碍造成对环境的危害。　　⋯⋯ 

Page 8



《生态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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