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小标语(实用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小标语篇一

〔摘要〕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处理好人与自然
关系关乎人类的前途命运。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的严峻现
实，使我们不得不去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反省人类自
身。启蒙批判给予我们探究人与自然矛盾根源的重要向度。
启蒙开启了近代理性文明的进程，人的主体性地位得以确立。
然而，主客二元对立架构下人类中心主义态度的滋生，工具
理性单向度的扩张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生态文明观
念、***上帝决定论、中国哲学的“道法自然”生态理念、生
态学马克思主义，将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省察引向全面和
深入。最终，在马克思那里，我们发现了如何正确处理人与
自然关系的最为丰富、恰切和深邃的智慧，历史唯物主义立
足于感性活动原则之上来诠释和规范人与自然关系，为我们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理论支撑和重要路径。

〔关键词〕启蒙批判，人与自然，生态智慧，历史唯物主义，
感性活动，存在论

古往今来，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经久不息，这是人类
对自身命运的关注使然，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乎人类的
前途命运。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在全球肆虐，这表明
自然界正在以它的方式警告和惩戒人类，向人类的不当行为
进行报复。这使我们不得不去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反
省人类自身。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批判给予我们探究人
与自然矛盾根源的一个重要向度，而生态文明观念、***上帝



决定论、中国哲学中“道法自然”的生态理念、生态学马克
思主义，提供给我们深刻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多个面向，将
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省察引向全面而深入。最终，在马克
思那里，我们发现了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为深邃
和丰富的智慧，历史唯物主义立足于“感性活动”原则之上
来诠释和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提供了理论支撑和重要路径。

为什么在人类自诩无所不能的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却
愈演愈烈？为什么被启蒙之后觉醒的人类却走向了自然的对
立面？对这一主题的探讨，我们首先要回到開启近代理性文
明的启蒙自身，反观这一问题的缘起。在这一方面，法兰克
福学派早期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批判代表了其
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向度，他们在对启蒙的反思中追根溯源
地探寻了人与自然关系矛盾的根源，为我们思考当下问题提
供了一种积极的应答。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启蒙是一切使人类得到自由发展、
促使人类进步的思想观念，其本意是祛魅。启蒙意图通过知
识的力量来反对和**神话，使人们获得洞察力，能够意识到
自身是可以不受自然摆布的独特个体，亦毋须匍匐于上帝的
脚下，在这种不断地自我觉醒当中可以打破无知和迷信的束
缚，从而确立起人的主体性地位。因而，理性至上、信仰知
识、祛除神话、唤醒世界，成为启蒙的纲领和信条。

启蒙始终贯穿着祛魅化的努力，然而，走出无知和迷信的被
启蒙的人类，为什么最终又重新坠入到一种野蛮状态之中呢？
面对这一问题，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围绕启蒙与神话的辩证关
系进行了彻底的省察。

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人类认知水平的局限
性，人类无法与自然相抗衡，就将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投影
到神话当中去，神话的世界复制了人类的现实世界的等级、
权力关系，成为支配人的一种外在力量。启蒙信奉知识就是



力量，知识足以**人类对神话的恐惧和崇拜，将原本属于人
类自身的世界交还给人类，因而试图借助于知识将人类从神
话的束缚之中解放出来，使得人类获得自由发展的积极力量，
这本是一件幸事。然而，启蒙的发展却逐渐背离了它的初衷，
走向了其反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理性
的被滥用。在人类拿起理性的武器认识和对待自然的过程中，
并没有恰当地运用理性，而是以世界主人的傲慢、一切为我
所用的姿态去对待自然。因为启蒙在发展过程中，启蒙理性
发生了扭曲，单向度为工具理性而丧失了其中所包括的价值
理性的丰富意义。启蒙要求以工具理性控制自然的形式表现
出来，科学技术便是基于工具理性的重要知识形式，体现着
知识的本质力量。人类运用科学技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归结
为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自然被视作是纯粹的被征服
和宰制的客体，它理应为满足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而服务，
自然的价值只是在于它可以为人类提供资源、谋取利益。

人类由于过度地迷信科学技术的力量，信奉它可以使自身利
益最大化，就进一步运用技术的方式对待自然，贪婪地无限
制地使用自然资源，由此，知识最终演变成剥削自然的工具
性存在，人类也沦为工具理性的附属品。所以，启蒙洗礼之
后，人类在面对自然时，“从自然中想学到的就是如何利用
自然，以便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这就是其唯一目的”〔1〕
2。

启蒙之后，在工具理性几乎驱除了全部传统的神话和外在权
威时，人类却没有真正实现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人类支配和
统治自然的同时，自身更深深地陷入到自然的束缚当中。因
而，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源就在于人类对自然的工具主义的态
度，即全部症结要归因于启蒙理性单向度为工具理性。霍克
海默和阿多诺这样说道：“造成社会理性化过程之吊诡的理
性，或者说造成启蒙辩证法的理性，不是价值理性，而是工
具理性。”〔3〕可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贯穿霍克海默和
阿多诺启蒙批判的一条主线，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人与自然关
系矛盾的根源在其中得到了积极的应答。那么，究竟应当如



何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问题呢？我们进一步借助更多视域的
分析，试图发掘出可供借鉴的有效资源。

除了启蒙批判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古今中外众多的思想
家都曾对这个自文明诞生以来就始终存在的重要问题进行过
深刻的探究和阐发，汲取他们的宝贵生态智慧，为我们继续
去深入反思这一问题，寻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路径提供了
重要的启迪。

生态文明观念的提出，是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一
大突破性进步。“生态文明”一词，据相关研究表明，在西
方可以从伊林·费切尔那里找到源头，1978年他在英文期刊
《宇宙》中发表了一篇名为《人类生存的条件：论进步的辩
证法》的文章，其间他提出了“生态文明”观念，基本观点
有如下四个方面：其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因其生物
本性和生活于其间的自然环境两个方面而依附于自然，但自
然并不是人类可以肆意利用的存在物，人也不是凌驾于自然
之上的主人。人类如若获取自然资源就必须爱护自然，人有
着照料自然的道德责任和义务。面对自然，人类应该遵循自
然规律，顺从自然，尊重自然。其二，人类取得的进步并不
必然推动了人类的文明进程，借助于科学技术对自然的攫取、
控制所取得的进步会带来一系列的新问题，人们或许会为此
付出更多的代价。真正的进步乃是以创造和保护人类生活条
件，达到人与自然和谐为宗旨的质量进步。其三，要想解决
人与自然的矛盾，根本路径就是人类应摒弃历史线性进步论，
树立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哲学思维方式，把文明看成一个地球
上的子系统，以此纠正人与自然二分的错误观念，将文明与
自然融为一体〔4〕。其四，任由人类征服支配自然的时代终
将结束，人类必将开启新的生态文明时代。资本主义社会承
袭了启蒙以来的科学技术进步主义，利用科学技术征服、剥
削、破坏自然，而科学技术的真正作用在于帮助我们更好地
理解自然律令，而不是去加强对自然的征服。生态文明或将
在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下最终实现。



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西方的***有其独特的阐释。
究其实质而言，它是一种上帝决定论，其主要的观点有：其
一，在***的教义中，上帝是理解上帝—人—自然三维关系的
核心角色。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由上帝定义的一种统治与被统
治的关系。上帝指示人类可以统治自然，因为人与自然都可
以通过物质交换延续生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人
的“统治”角色却不是任意的，统治是“有限的”统治，更
恰当地说，是一种“管理”。人首先应当履行维护、看管自
然的责任，方才享有对一切动植物利用与控制的权利。换言
之，人类相对于自然的权利和地位，是由于对自然的责任或
义务而确立的。其二，人类是地球上的独特存在，地球上的
所有物种，只有人类是既具有创造力又具有破坏性的矛盾统
一体。恰恰是人类的这种独特性，使得人类更应该担负起保
护自然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在上帝面前，人类是一种有缺陷
的有限性存在，正是由于人类有时无法认清这一点，无知或
狂妄地把上帝赋予的守护自然的职责理解为可以肆意妄为地
支配和主宰自然的权利。事实上，人类之外的一切不仅不是
可以为人类支配的，而且还具有不依赖于人的独立性。人类
世代都在掠夺破坏自然、与自然对抗中来获取自身的价值，
终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其三，人类对自然应有的态度是，
在上帝面前保持谦卑。只有在上帝的恩宠和启示中，人类才
能拥有智慧。只有在谦卑中，人类才能领会到上帝赋予自身
的权利与义务究竟是什么，用谦卑去弥补自身的缺陷，才能
最终获得与自然正确相处的智慧〔5〕。

中国哲学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上，老子提出的“道”最接
近于我们这里所涉及的“自然”，道并不是指社会历史意义
上的人伦、常理之道，而是自然之道。他倡导对待人与自然
关系上应遵循的根本原则是“道法自然”，其中包含着“物
无贵贱”“知足知止”“效天法地”三个向度的内容。具体
而言：其一，关于明确人在世间地位的“物无贵贱”。老子
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同源，平等共生于天地间，无高低贵贱
之差别，不仅如此，人与自然万物彼此之间有着相互依存、
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而不是相互对立。其二，关于人类利



用自然资源的“知足知止”。老子批判贪图享乐的消极生活，
告诫人们须摒弃不必要的過度消费，理应合理有度地开发和
利用自然资源，讲究适可而止，以知足的心态善为而不去妄
为，方可成就大为〔6〕。其三，关于人对待自然方式的“效
天法地”。老子提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7〕63，人理应与天地万物一起遵循和守护自然而然的
法则，不可背离，不可妄加干涉，应努力将自然之法通过人
类的智慧转为生存之法，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回归人与自
然的和谐状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思潮之一，它是
马克思主义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为
解决生态危机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在此我们列举几位代表人
物来深入阐释这一问题。高兹将生态危机的发生归结于资本
主义对利润无限追求的经济理性，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危
机从本质上就是生态危机，不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矛盾问题，
就会危及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在他看来，当下的出路就
在于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用遵循生态规
则的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8〕249。奥康纳则指出资本主
义制度本身就有着反生态的本性，因而，资本主义的生态体
系不具备可持续性。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当中，就势必造成
自然资源的浪费和自然界的污染，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生
态危机日愈严重。福斯特强调科学技术是资本家谋取利润的
手段，如若将生态危机的解决寄托于科学技术之上定是徒劳
的。当前全球生态的破坏归根结底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
诱发的，只有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
机。

上述古今中外思想家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诸多观点，
关于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源，认识和理解大致有三种角度：一
是有的将之归结为工具理性的扩张、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不
合理的运用;二是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或者说是资本逻
辑导致;三是人类过度掠夺和消费自然资源、破坏自然而造成
的。就解决路径与方案而言，他们相应地提出了三种观点：



一是要合理运用科学技术，遵循万物法则，担负守护自然的
职责，达到文明的发展与自然有机的融合;二是要变革资本主
义制度本身，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三是要认识到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和自然的独特价值，合理有
度地使用自然资源。以上这些观点，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给
予我们更好地把握人与自然关系以深刻启示。另外，我们也
从中认识到，人与自然的这个主题是贯穿人类文明进程的根
本的重要问题，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对峙、失衡，并不是
由某一种单一的原因引起的，而是有着复杂的背景和诸多的
因素所导致。那么，如何才能全面而恰当地分析和解决这一
问题呢？笔者认为，我们理应回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存在
论境域之中，这里蕴藏着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为丰富、
恰切和深邃的智慧。马克思在他的感性活动原则中提供了人
与自然达成辩证统一的重要规范和标准，为我们科学地解答
了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那么，何谓“感性活
动”呢？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境域中，它指的是
在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关系中建构出人类社会关系的劳动，对
象性、社会性、历史性是它的主要特点。正是感性活动的这
些特点规约着人与自然关系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人与自
然”，二是“人与人”和“人与自然”。马克思认为，正是
基于感性活动，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人类史与自
然史的相统一。

首先，我们来分析“感性活动”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首次提出联结人与自然之间的这个
纽带不是思辨的理性意识的活动，而是感性意识的活动。在
马克思这里，感性、感性意识、感性活动是同义词。论及感
性意识，它与我们通常的认知并不一致，“不再从人的先验
的认识能力或者感官功能以及意识主观活动的意义上来理解，
它不再是个体的属性”〔9〕125。换言之，它虽然表现为人
们的欲望、激情和需要，但这并不属于个体独特的情感范围，
而是一种类的属性，它应被理解为“领悟并造就人类社会性
的交往意识，同时也是建构着人类社会的感性活动”〔10〕。
这种感性活动即是发生于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对象性活动，这



种关系呈现的是“对象性”关系，也就是人与自然之间互为
对象的一种平等关系。

其一，这一“对象性”体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
互制约。自然于人类而言，它是人类劳动和生活的前提，为
人类提供了劳动和生活所必需的资源，同时也是人类为了表
现和确证自己的对象性本质力量所需要的世界，人类必须依
赖自然而生存;而人对于自然来说，一方面，人是自然的有机
组成部分，马克思这样说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
活与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与自身相联系，因为人
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1〕56-57另一方面，自然是“在人
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
现实的自然界”〔11〕89。脱离人的感性活动的自然，在马
克思看来，毋宁说是一种“无”。所以，人与自然是一个密
不可分的有机整体，亦即“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
然的本质”〔11〕89。这种自然界的属人的性质和人的自然
界的属性，指明了人与自然应然的和谐关系，突破和超越了
近代形而上学框架下主客二元对立的模式。

其二，人的主体性是在人与自然“互为对象”关系中的主体
性。马克思认为，人具有感性意识，这当然彰显了人与自然
关系中的人的主体性。但是，它只能是一种独特的“主体
性”，他这样说道：“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
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
的现实、对象性的本质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
体，它是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
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11〕105这段论述中的“设
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是至关重要
的内容，这里的“主体性”指的即是感性，正是由于人具
有“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11〕105，这种主体性才
会成立。“一方面，展现这种对象性本质力量的活动证明了
自然对人的先在制约性;另一方面，自然界的对象是表征着人
的这一本质力量的存在，这两方面共同印证了人与自然界之
间存在着对象性的关系。”〔9〕121-122因此，马克思认为，



在人与自然之间，人的感性意识是一种主体性，然而它绝不
是在近代形而上学框架下的主客二元對立的主体意识。这是
马克思在告诫人们，不能脱离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去谈论
人的主体性，换言之，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决不能凌驾
在自然遭受控制、掠夺和破坏的痛苦之上，这就有力地回击
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批判了人类对自然的工具理性的态
度。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上文提及的工具理性的扩张，科
学技术的进步及其不合理的运用，人类过度掠夺和消费自然
资源、破坏自然等是造成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原因以及对应
的解决办法在马克思这里也已经全部涉及到了。

其次，我们再来分析“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的“感性”的另一个特点是社会性。他认为，人的感
性活动的产物不只是作为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呈现出来的生
产力的提高，同时还有建构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因为，感性意识本身就是一种与他人、他物相联结的交往意
识，感性活动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感性交往。这种社会关系
在马克思这里，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境域中的生产关系。
他是从全部社会关系的意义上来表达生产关系的涵义，当生
产关系被理性所确认和固定下来就是社会制度。这样，“人
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前者决定了后者，
而后者对前者亦有所影响。因此，倘若要恰当处理人与自然
的关系，必须要考量“人与人”对“人与自然”的影响。我
们看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解决人与自然矛盾关系
的方案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在马克思这里亦有所呈现。

因此，我们认为，马克思在感性活动中提供了对待人与自然
关系应遵循的所有应然准则。至于实然状况中，例如：人类
中心主义观念的形成、工具理性的扩张、科学技术的被滥用
等问题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当然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认
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感性活动的异化。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人与自然是基于人的感性活动的
历史的统一，人类史与自然史是同一部历史。在这其中，还



蕴含了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终极路径〔12〕。马克
思将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最终落脚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
之上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变革上。人与自然矛盾的解
决，以达到和谐共生的一种新局面，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新
的关系的产生，而对这种新关系的需要，是在生产力的变革
中产生的。那么，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境域里，生
产力的变革又到底意味着什么？生产力是人的对象性的本质
力量，因而，生产力的变革并不是从工具理性角度理解的工
艺学意义上的突破，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包括物质条件的发展，
还包含了人与人对社会关系需要的感性的交往意识的变革。
因此，其真正的变革意义在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对人的
感性存在的生产，由此引发了人的感性需要的增长和感性意
识的变革。感性需要的增长不能等同于物质欲求的增长，这
种需要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需要，它的不断增长是感性意识
变革的原因，意味着人与自然的感性联系中对新的社会性的
发现以及实现，人与人之间通过自然而发展起来的社会关系
的变革，意味着新的社会属性的降临〔9〕126-127。换言之，
当生产力的变革带来了人与自然之间新关系的需求和渴望时，
新的社会关系变革的发生也就来临了。这也就意味着，在感
性活动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中，实现了共产主义这个新的
社会关系的诞生，就迎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真正和谐共生。
马克思这样说道：“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
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1〕81在未
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能够实现真正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只有当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结束了
人类史前史的阶段，感性活动的异化得到扬弃，人不再被异
己的规律所支配，能够运用自然生存法则进行合乎规律的自
由活动，开始了自由人的创造而进入到真正的人类史，人与
自然才真正达成和解，实现和谐共生。

总之，马克思的感性活动原则诠释和规范了人与自然的应然
关系，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根本重要的理论
支撑，也为我们努力达成这一新局面指明了方向。这就是，



我们首先应对联接人与自然的感性活动的“对象性”有充分
的体认。人与自然是互为对象的平等关系，彼此之间相互影
响与制约。人类是有限性的存在，自然亦有其独特价值。人
的主体性是在互为对象的关系中的主体性，因而，绝不能继
续抱持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工具理性进一步蔓延扩张、
科学技术被不当地运用。当然，解决问题的根本，不能只是
认识态度上的转变，在这种意识的背后是作为根据和基础的
社会存在，它就是近代理性文明以来的异化了的感性活动的
存在。我们认为，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要正确处理好“人与
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坚持马克思的人类史与自然史
相统一的理念，落实在个体的实实在在的感性活动上。我们
在感性活动中应遵循万物生存法则，担负起守护自然的职责，
在逐步带来的存在论意义上的生产力进步中，增进个体的对
象性本质力量，从而逐步朝向自由人的创造的理想境界，推
进共产主义这个“人与人”之间崭新社会关系的诞生，最终
彻底扬弃感性活动的异化，从而真正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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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小标语篇二

自然，等待着我们添加绿色。

——题记

一

那年，我第一次爬山，第一次感受了自然。

远远望去，山上一片绿色，真美。“就爬那座吧！”父亲提
议。“好啊！”“我准备好了！”大家应和着。

就这样，我们开始攀爬了。山不陡，没有器具，没有食物，
徒步爬行，这才是自然的味道。我们看着眼前的一片绿色，
心理愉悦极了。

不一会儿，到了一路黄沙碎石。在下面看，那里似乎最好走，
可实际最难走。我一步一步艰难的爬着，时不时往脚下望望，
看看是否有大一点的石头踩，好让我快些爬上去。“你应该
不止看脚下啊！往上看！”母亲告诉我。对啊！只是一味地
注视脚下有什么用？岂不是更慢吗？是的，我要望望前面的
路。于是，我一边爬一边向上看，发现脚下的路已并不难走，
我仔细地爬着，因为那一句话，那一个启示，我爬得更快了。



等爬到山顶，我们喊了几声，待到在山里留下印迹，我们便
原路返回。

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禁回头望望。啊，那座山，真美。

二

自然给了我们多少美丽的幻想和珍贵的启示，人们啊，却不
懂得珍惜！

森林里，又多了几个砍树的坏人。树妈妈悲痛欲绝：“我为
你们可恨的人类做的工作还不够多吗？制造氧气，制造食物，
改变环境，让你们玩耍……任凭你们折断，没日没夜地工作，
为什么？为什么还要砍掉我啊？！”“是啊！”“是啊！”
树妈妈的话引起了树的共鸣。

人们啊！你们得到的还不够么？

三

终于，人们的报应来到了。

人们用大树造大批大批的纸张，烟筒里冒着黢黑的烟……一
切都被大自然看在眼里，它看不下去了，开始报复人类。

“用一切方式干扰人类！”自然这样咆哮着，“这都是他们
的杰作！”

四

它的怒吼可算引起了人类的重视。

人类开始减少工业生产，注重多种植树等。采取了一系列方
法试图改变现在的环境。自然看到了，气消了些，它要看看
人们的表现会如何。



人们啊，请记住，自然需要我们添加绿色！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小标语篇三

我们班很荣幸拿到了那一块小田地，从此我们就在那里种出
了一番辛勤劳动的成果。

第一天，我们先到学校里的一个土坡上去刨土。同学们拿着
工具兴高采烈地去刨土。我们把刨好的土倒入箱内，运到小
田地里去。我在土刨上刨呀刨，突然我发现了一个类似于陶
瓷品的破瓦片，心里不知怎么来了一股劲，我大声地
说：“快来看啦，我这儿有出土文物！”大家都好奇地跑了
过来说：“在哪了！在哪了？”我说：“瞧，在这边呢！这
就是我的出土文物。"我高兴的说着。

第2天，虽然飘着毛毛细雨，但我们还是坚持去种。同学们带
来很多种子就要下土了，有：紫罗兰。仙人球。玫瑰等。我
们把种子种下土，期待他们快快长大。

三天以后，我们种的水植物死了。大家都说水太多了。于是，
我们把水植物的盆里放土，再留了一些水。几天以后，又有
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的植物被人踩坏了，我们大家都很怨
恨，但我让我那个同学一定不是故意的，我们应该原谅他，
而不能去责怪。我们种的植物真是饱经风霜，现在，美人蕉
的叶子又断了，大家的心情可真是雪上加霜呀！

今天，我们的心情就像晴朗的阳光一样，因为我们种的那些
生根发芽了。特别是美人蕉，前几天，叶子还是摇摇玉坠，
如今却长了好多片全新的叶子。茭白也不错，长大越来越高
了。几天后的一个晴天的天，我们给植物浇了水，植物们似
乎听到了我们的心声，长的越来越高了，芦荟也越来越绿了。

6月13日，我们去拔草，所以田地干净了许多，经过我们的一
番培育之后，植物园的植物长的越来越好。大家也情不自禁



的笑了，植物们看到我们的心血之后，似乎也笑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小标语篇四

作者：彭佳灏

一个坚硬的深色的外壳，两长两短又可以自由伸缩的触角，
再配上佣有粘液的腹足，凑成了蜗牛的样子。

雨过天晴的春天，大树都长出了嫩嫩的绿芽，各种各样的花
儿也争花斗艳。这时我想：这不就是蜗牛冬眠结束，从泥土
里出来的季节吗？我想仔细观察一下，看看蜗牛的特点。

于是我走进花园的草丛里，草丛积满了深棕色的落叶。我深
入的翻开落叶去寻找蜗牛。蜗牛可真不少，不一会儿就找到
一只小蜗牛，不一会儿又找到一只大蜗牛……30分钟还没到，
就已经找到五只蜗牛啦！

我把蜗牛带回家，再仔细观察它的样子和运动。它的外壳是
陀螺型，要么就顺时针，要么就逆时针，它的外壳就是他的
房子，它永远都背着自己的房子走南闯北。它的触角非常灵
活，摸一下它，就会缩回房子里去，观察周围安全了再伸出
来。它靠腹足的肌肉和身体的粘液来爬行，它爬过地方还留
下一条亮晶晶的线。

我给蜗牛们做了个小花园。但是，大蜗牛背着小蜗牛要爬出
来了。有办法了！我找来几片菜叶把它们吸引回来。它们终
于集中在自己的小花园里开心地吃起了菜叶。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小标语篇五

作者：邓皓

一声哗哗的阵雨，一阵狮子吼声似的的大风，已经把还在做



美梦的人们吵醒，好像是人们的闹钟，又像一场热闹非凡的
音乐会，在灰蒙蒙的天空中回荡。

已被吵醒的人们急急忙忙的开始收衣服，生怕震雨把衣服打
湿，真的是“路上行人欲断魂”啊！

到了下午，我到沙嘴社区公园里寻找蜗牛，一开始我还挺兴
奋的，可找了半天，把草丛翻了个底儿朝天，都没有看见蜗
牛。就在我失望的走着时，一只蜗牛从我身边慢慢的慢慢的
爬过，我不禁大喜，走近一看，他有一个海螺似的外壳，上
面有棕黄色的整齐的花纹，非常好看。我仔细的观察它，它
的头部有两对触角，后面较长的一对触角顶端长有眼睛。

它依靠腹部扁平宽大的腹足爬行，腹足会分泌出粘液，降低
与接触地面的摩擦力以辅导行走。

蜗牛喜欢阴暗潮湿的环境。在寒冷地区生活的蜗牛会冬眠，
在热带生活的蜗牛干旱也会休眠。

书上说，蜗牛的外壳能够保护柔软的身体，另外它们分泌的
粘液还可以防止一般昆虫的侵害。休眠时，蜗牛还有分泌黏
液形成一层干膜封闭壳口。

蜗牛虽然跑的速度慢、吃嫩叶，但我希望蜗牛以后改掉这些
毛病，做个吃害虫的蜗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小标语篇六

当动物们憧憬着美好的明天时，一只魔爪正伸向它们，当白
云正享受蓝天时，黑色的“杀手”近在其眼前，当大自然正
悠闲地睡着，做着美梦时，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梦断人间。

人类------这一切恐怖的制造者，正在摧残着自然界的一切，
他们击碎的是大自然的梦，也是自己的梦。



美梦已断送人间，而恶梦仍在继续。

为了研究出为什么唱歌，人类杀死了2000多只小鸟，“它低
着头唱歌，脑袋就掉下来了！”鸟儿的梦也断在人间。

……

人类是大自然的，但大自然不是人类的。

人，应该是最理智的动物，而现在，人，是最可怕的动物。

不仅仅是动物的梦在破灭，资源也在被人类无情地摧毁。

本来就不算充足的水资源正在大幅度地减少，留给我们子孙
后代的水越来越少，当一种可再生资源在不断减少时，不知
道留给人们的会是多大的创伤。

罗布泊------消逝的仙湖，它的消失留给人类的是一个巨大
的感叹号，它警告着所有的人。

它的美丽无可比拟，碧波荡漾，林木茁壮，胡杨曾是一个个
整装待发的士兵，保卫着罗布泊，给罗布泊增添一份生气，
一丝魅力，野鸭三五成群在水中嬉戏。

可是，当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肆意“改变”和“吸食”罗布
泊，在罗布泊上大举破坏时，罗布泊，成了流干了眼泪的戈
壁。

黄沙满天，飞沙走石，“大荒孤烟直”的悲凉毫无掩饰地暴
露在所有人眼里，胡杨几乎全部消失，留下的也只是歪斜的
老弱残兵，罗布泊的上空，一只鸟也没有，显得阴森恐怖，
格外沉寂------这，就是现在的罗布泊。

自然界中一切的一切都被人类无情剥削。



当人们真正提高警惕，自然界将重新定义；当人们保护自然，
恶梦永远成为过去；当人们与动物和谐相处，一切都会美妙
至极。

()我们不为自己挖掘坟墓；

我们不让一切梦断人间。

不要让最后一滴水变成我们的眼泪；

不要让我们也梦断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