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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现状调查报告 ①

唐柳荷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２０５）

摘　要：运用调查问卷的统计数据，以长沙属地高校的大学生为例，对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现状开展了调查工作，
并针对调查统计数据进行了分析，对如何提升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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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地球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人类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考验，目前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的

问题。归根结底，人类是环境的主体，人类要在地球上生存，其受意识支配的行为必然影响他赖以生存

的周边环境。当代大学生的生态意识直接关系到未来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也关系着我们民族和

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１］。为了解当代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现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

项目“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研究”课题组成员以长沙高校在校大学生为样本，进行了抽样调查工作。开

展本调查工作的目的在于加强大学生生态意识的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态环保意识，增强大学

生生态保护意识，促进生态建设事业的发展。

１　基本情况
《当代大学生生态意识调查问卷》共２５道客观题，其中２１道单选题，４道多选题，涉及被调查者基

本信息、大学生对生态基本知识的了解、大学生的生态环保意识、大学生的生态环保法律意识、大学生对

本土生态状况的态度及生态文明行为、高校对大学生生态意识教育状况等方面。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３２０份，采取网络调查的形式。回收问卷３００份，回收率９３．８％；有效问卷３００份，有效率１００％。调查
的对象有湖南商务职院、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长沙民政职院、长沙师范学院、湖南财政经

济学院、湖南工业职院、长沙商贸旅游职院、湖南信息科技学院、湖南女子大学等１０余所在长高校的大
学生，其中大一学生占６９．６７％，大二占２１％，大三占８％，大四占１．３３％；男生为３４．６７％，女生为６５．
３３％；７１％的被调查者来自农村，２９％来自城市。

２　当代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现状分析
２．１　当代大学生对生态基本知识的了解状况

当问到“您知道‘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时，只有２３％的大学生的选择是正确的，７７％的大学生回
答是错误的；对于“您对温室效应了解多少”的回答，只有２３％的大学生表示“很了解”，６３％的大学生
表示“一般”，１３．３３％的大学生回答“不太了解”，０．６７％的大学生回答“完全不了解”。上述数据表明，
当代大学生群体对于生态基本知识的掌握与了解现状不容乐观，如“６月５日为世界环境日”，作为一个
大学生应该是很了解的，但受访者中绝大部分不知道，这说明大学生对生态环境基本知识的关注远远不

够。被调查者对温室效应了解状况的回答也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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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大学生对当前生态环境现状的态度与认识
为考察当代大学生对当前生态环境状态的态度与认识，调查组设计了４道单选题和１道多选题，统

计结果如下：对于“您是否关心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表示“非常关心”和“比较关心”的分别为９０
人和１３５人，分别占比３０％和４５％，选择“一般”的为２２．３３％，表示“不关心”的仅为２．６７％，无人选择
“很不关心”；对于“您觉得您所处的环境中哪种生态环境破坏对您的生活影响最大”，认为“大气污染

影响最大”的占４２．６７％，跟随其后的是“噪声污染、水污染、固体垃圾污染、其他污染”，分别占比２３％、
２０％、１１％、３．３３％；当问到“您对当前地球的生态环境状况态度如何”时，７２．３３％的大学生表示“十分
担忧”，１６．６７％的大学生表示“没什么可担忧”，１１％的大学生认为“我不受害则与我无关”；关于“您
怎么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一问，绝大部分（２５７人，８５．６７％）认可“人类在保护自然的情况下，有制度、
有规划地利用自然”，１２％的人赞成“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使自然完全为人类服务”，２．３３％的人赞成
“人类与自然毫不相干，我们人类不要去利用它，也不要去伤害它”；对于多选题“您目前关注的生态问

题有哪些”的回答，依次排序为“大气污染、严重水资源破坏、全球气候变暖、野生动植物遭受灭绝、土地

沙漠化、其他”，分别占比８５．３３％、７３％、７１％、４２．６７％、４０．３３％、５．３３％。
以上调查数据表明，当代大学生普遍关心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对当前越来越遭受破坏的地球生态环

境的现状表示担忧，具有较强的忧患意识，尤其对当前大气污染的生态问题最关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

有正确的认识，认为人类应与自然和谐相处，不能无节制地利用自然和破坏自然。

２．３　当代大学生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现状
当问到“您使用一次性筷子的时候，你会意识到制造它需要砍伐很多树木吗”，回答“会”和“有时

会”的分别占４０．３３％和４２．６７％，１７％的被调查者回答“不会”；当问到“您使用塑料袋时，是否意识到
塑料袋对环境的危害很严重”时，回答“会”和“有时会”的分别占４９％和３７．３３％，１３．６７％的被调查者
回答“不会”；对于“您对平时的生活垃圾有分类吗”表示“有”和“偶尔有”的分别为 ２４．６７％和
６１６７％，１３．６７％的被调查者表示“从来没有”；对于“您使用一次性餐具或塑料袋吗”３１．６７％的大学
生表示“经常用”，６３．６７％的大学生表示“偶尔用”，４．６７％的大学生表示“从来不用”；对于“当您需要
扔垃圾，但周围没有垃圾桶时会如何做”８８．６７％的被调查者选择“先拿着，看到垃圾桶再扔”，只有
１１３３％的被调查者选择“随便扔掉”。

上述统计数据表明，当代大学生普遍具有较强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能够认识到使用一次性筷子与

塑料袋对环境的破坏与严重后果，大部分大学生能做到对垃圾进行分类，不乱扔垃圾，自觉维护公共环

境卫生。

２．４　当代大学生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意识现状
为考察大学生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意识，本问卷设计了２道题。对于多选题“面临人们对环境越

来越严重的破坏，您怎么看待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法制建设的意义”，９５％赞成“应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
护生态环境”，９０．６７％的大学生支持“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在于法制建设”，１００％认可“执法必严，对
破坏生态的行为应依法严加惩罚”，９６．３３％认为“关键是提高公民的文明与道德素质，增强公民生态保
护的意识”，２５％认为“作用不大，执行难度大”。

可见，大学生普遍赞成运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认可加强生态环保法制建设是建设生态

文明的根本保障；认为应该提高国民的素质，增强国民的生态环保意识，对待破坏生态的行为，应当依法

严惩不贷。虽然统计数据表明大学生普遍具备较强生态环保的法律意识，但当落实到行动上时，他们却

并未表现意识与行动的一致性，当看到身边有破坏生态的行为而对方又不听劝阻时，绝大部分大学生选

择保持沉默，并不是勇敢地运用法律武器保护环境。

２．５　大学生对待本土生态环境满意状况及生态文明行为表现状况
为考察长沙高校对待本土生态环境满意状况及生态文明行为表现状况，本问卷设计了４道题。当

问到“您对我们的母亲河湘江的水质满意吗”时，未有１人表示“满意”，表示“比较满意”的为２９．６７％，
表示“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分别为６６％和４．３３％；当问到“您是否乐意参加到保护母亲河的活动
中，为生态保护事业尽一份责任”时，７０．３３％的大学生表示“很愿意”，４．３３％的大学生表示“不愿意”，
２５．３４％的大学生表示“无所谓，有安排参加也可以”；对于“您参加过保护母亲河湘江或岳麓山环境的
公益活动吗”的问题，４５人（占比１５％）给予肯定的答案，２５５人（占比８５％）给予否定的答案；对于“您
在湘江河边或岳麓山游玩时，是否曾经有过随手丢弃垃圾等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的问题，６６％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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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表示“从来没有过”，２３．３３％的大学生表示“偶尔”，表示“不记得”的为６．３４％，１３人（占比４．３３％）
表示“经常”。

以上统计数据表明，大学生表现出对本土生态环境现状的不满意态度，他们乐意参与到保护母亲河

等有益的生态环境保护的公益活动中来，但遗憾的是，大学生并没有表现出与他们较强的对待本土生态

环保意识相一致的行动力来，大部分并未身体力行地践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少部分甚至有过在湘江河

边或岳麓山名胜风景区乱扔垃圾等破坏生态的不文明行为。

２．６　高校对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与培养现状
关于“您所在的学校开设有生态或环境保护教育的课程吗”３６％的被调查者表示“有”，６４％的被调

查者表示“没有”；对于“您觉得学校有必要开设生态与环境保护教育的课程吗”的问题，７８．６７％的大
学生认为“有必要”，８．３３％的大学生认为“没有必要”，１３％的大学生认为“无所谓”。上述数据表明，
大多数大学生认为有必要开设生态与环境保护教育课程。但现状是高校对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意识的培

养与教育工作存在缺失，并非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课程，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不

够，学生管理机构组织的生态环境保护的公益活动过少，大学生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自觉性与积极性亟

待培养与提高。

３　提升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几点建议
提升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是值得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需要社会、高校以及大学生主体共同

努力。其一，政府和社会应广泛宣扬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宣传生态环保基本知识，在全社会努力

营造生态环保的良好氛围；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对于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依法严加惩

罚，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其二，高校在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工作中应发挥重要作

用，可通过生态环保教育专业课程或公共选修课程的课堂教育培养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要充分发挥宣

传部门、校园文化的作用，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和宣传方式（如校园广播、报纸报刊、课堂、网络等）普及环

境知识，强化大学生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学生管理部门应充分利用学生

的积极性举办各种与环境有关的活动，如世界环境日等，组织学生开展环境问题研讨会，使越来越多的

学生积极融入了解、服务生态环境的活动中，树立保护环境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２］。其三，作为主体

的大学生应加强生态文明意识的自我教育与培养，树立“地球是我家 环保靠你我他”的观念，培养对自

然生态的情感，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积极参与环保公益活动，在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实践活动中

提升生态文明素质，并以自己的行动感染更多人参与到生态环保事业中，进而带动提升整个社会生态文

明意识。

４　结语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对当代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现状得出几点简单结论：大学生对生态基本知

识的了解程度偏低，他们普遍关心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具有较强的环保意识和生态保护法律意识，对

当前生态环境的现状表示担忧，在调查中积极为“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及提升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献计

献策。不过，大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的不太理想的生态文明行为与较强的生态文明环保意识有一

定的矛盾性，他们一方面能够认识到生态建设的重要性，乐意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尽一份力量，但他们

缺乏行动，较少参与生态环保公益活动；他们对生态环境有较高的要求与美好的愿望，但同时，部分大学

生却做出了一些破坏生态环保的不文明行为。综上述，亟待通过多条途径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

培养和教育，使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逐步得到提高，自觉地参与生态环保实践活动，促进生态建设事

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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