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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环保意识的问题与对策 ①

———基于建筑学专业学生的调查

胡凯雯ａ，彭月丹ｂ

（湖南科技大学 ａ．建筑学院；ｂ．潇湘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时代际遇下，建筑学专业的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和未
来的建筑设计师，肩负着环境保护的特殊使命。通过问卷调查，归纳总结了当前建筑学专业部分学生环保意识中存在的

四个主要问题，分析了问题存在的四个主要原因，并相应地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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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２年瑞典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通过《联合国
人类环境宣言》，明确提出必须对年青一代进行关于环境

问题的教育。随后逐渐形成全球性的环境教育行动。党

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环境”问题重点提出，强调要进

行“生态文明建设”，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建筑学专业的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身为

未来的建筑设计师，肩负着环境保护的特殊使命［１］。然

而，在这样一个全新的时代际遇下，建筑学学生的环保意

识究竟如何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课题组于２０１３年９
月对湖南某大学建筑学专业大一至大四的５６１名学生进
行了一次初步的调查，收回有效问卷５２６份，有效回收率
为９３．７％。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具有良好的环保
意识，但部分学生的环保意识还令人堪忧。

１　建筑学专业学生环保意识问题
为了较全面地了解建筑学专业学生环保意识的现

状，课题组主要从环保基础知识掌握情况、环保意识水

平、环保行为习惯、环保活动参与度和设计中环保因素的

考量等方面设计了调查问卷，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发

现建筑学专业大学生环保意识中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

的问题［２］。

１．１　环保基础知识掌握不牢
掌握相应的环保基础知识，是建筑学专业大学生形

成良好环保意识的前提条件。课题组在环保知识方面设

计了环境举报热线、大气、固体废弃物、居室污染等一些

常识性问题。如“居室中什么地方污染最重”，面对这样

一个如此简单的问题，却只有５１．４％的学生答对；“塑料
可在自然界停留多少年”，只有４５．６％的学生选择了正确
答案“１００～２００年”；对“全国统一环境举报热线是多少”
这个问题，答案正确率仅为２９％。总之，通过对有关环保
知识的 ５个问题的统计，结果显示：平均正确率为
６８２％。这说明大学生具有一定的环保基础知识，但离
一个未来设计者的职业要求还明显不足。

１．２　环保意识水平偏低
从理论上看，作为一个建筑学专业的大学生，对身边

的环境与建筑物等是否环保应特别关注。但实际情况是

怎样的呢？调查问卷中设计了这样几个问题：“如果身边

的建筑大楼的修建影响了当地环境，你会如何处理”，只

有４２．４％的学生表示坚决抗议，５６％的学生表示“反感但
不作为”，１．６％的学生选择“漠不关心”。当问到“对长
沙、株洲、湘潭的 ＰＭ２．５你是否关注”时，回答“经常关
注”的仅占３８．８％，回答“偶尔关注”为５３．７％，回答“从
不关注”的占５．２％，还有２．３％的学生选择“没听说过”。
这显然反映出部分建筑学专业大学生环保意识水平

偏低。

１．３　环保行为规范尚未形成
是否具有良好的环保行为，是大学生环保意识强弱

的一种外化。在回答“你在游玩时产生的生活垃圾一般

如何处理”时，２１．６％的学生选择“随手丢掉，偶尔带回去
处理”，６４．１％的学生选择“随手丢掉”，１０．２％的学生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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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偶尔会丢掉，不过大部分会带回去处理”，４．１％的学
生选择“一定会带回去处理”。可见，大学生随手扔垃圾

的非环保行为还较为普遍。此外，在学校的教学楼、操

场、草地等学习、生活、休闲场所，我们稍加观察亦不难发

现，大学生乱丢果皮、纸屑、烟蒂等不环保现象亦不少。

这一方面反映出部分学生面对生活中环境污染行为时，

态度冷漠，事不关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自身的环保行

为规范尚未形成，“保护环境从我做起”的路还很漫长。

１．４　设计中环保考量度不够
作为建筑学专业大学生，在专业学习中的环保考量

又如何呢？回答“在小区的整体建筑设计中，你会优先考

虑哪些因素”时，排在首位的是交通，其次是经济效益，然

后才是居住环境和形体塑造。回答“目前在居住方面困

扰您的问题主要是什么”时，排在首位的是交通不便、面

积太小，其次房龄过长、房间热舒适度差，然后才是建筑

耗能问题。可见，尽管建筑学专业的大学生掌握了一定

的关于建筑节能的理论知识，但在专业实践中，建筑节能

观却远未进入大学生的头脑。

２　建筑学专业学生环保意识存在问题的原因
２．１　社会整体环保意识不强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征程中，我国着力

发展经济和增强国力的同时，却忽视了对自然环境的保

护。首先，由于缺乏政府的主导，社会上整体的低碳环保

环境没有建立起来，这是造成建筑学专业学生环保意识

不高的一个社会因素。其次，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较低，

大学生缺少社会整体生态环保理念的熏陶，导致其无法

形成良好的环保意识。可持续发展理念还没有真正地深

入人心，这是一个重要的阻碍。再次，由于没有完备的环

保设施，无法促进大学生从生活、学习中积累点滴低碳环

保经验，促进其环保意识的形成。

２．２　高校环保教育投入不足
高等院校是培养大学生环保意识的重要基地，然而

不少高校因办学理念未及时更新、办学规模盲目扩大等

原因，忽视了对大学生环保意识的培养。另外，在严峻的

就业形势面前，许多高校的建筑学专业将工作重点置于

学生的专业教学方面，很少有高校专门设置了环保方面

的课程。即便是在少量的有关环保教育的相关课程中，

教师往往只强调其专业性，很难将重点放在激发学生的

环保积极性与主动性上，致使学生只将所学内容作为单

一的知识点记忆，难以真正将所学的环保相关知识转化

为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调查结果显示：教师在指导学

生设计时，环保问题也很少成为重要的关注点；建筑学专

业学生获得环保知识的主要途径中６０％的学生是通过电
视、网络等媒体，１６．ｌ％的学生是通过阅读图书、杂志，仅
有２３．９％的学生认为是通过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来了解
环保相关知识，可见学校环保教育功能发挥得还远远不

够。这也是导致大学生环保意识欠缺的主要因素之一。

２．３　家庭环保意识教育缺失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学校里的一切问题都会

在家庭里折射地反映出来，而学校的复杂的教育过程中

产生的一切困难的根源也都可以追溯到家庭。”可见，家

庭环境的低碳环保行为与建筑学大学生环保意识培养紧

密相连。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多数家庭没有形成良好

的低碳环保生活理念，导致子女对环保态度淡漠，缺乏环

保责任意识。部分家长并没有认识到环保意识培养的重

要作用，在家长眼里，孩子成绩好了就什么都好了，甚至

还认为其子女参与环保活动是浪费时间。因此，家庭环

保教育的缺失也是导致建筑学专业大学生环保意识不强

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２．４　建筑行业环保意识淡薄
建筑行业与环境保护息息相关。众所周知，建筑垃

圾不仅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而且在堆放的过程中会

产生许多有毒、有害的二次污染物，造成大气污染和水污

染。同时，建筑物建成投入使用后，又要不断消耗大量的

能源、资源，并且要产生大量的废弃物、污染物。因此，建

筑行业应当充当环境保护的排头兵。但近年来，随着建

筑耗能逐年大幅度上升，建筑行业的环保意识并未随之

提升，相反，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甚至有下降趋势，这无

形之中阻碍着建筑学专业大学生环保意识的形成。

３　提升建筑学专业学生环保意识的建议
３．１　提升社会整体环保意识

首先，政府应督促国家级的建筑协会依据我国国情

研究出各地各类建筑修建的节能环保的标准和规定，通

过制订法律条款，使全国建筑单位的设计必须满足法定

条款的规定，才能获得审批与施工。施工中和竣工后，相

关部门必须按期到工地实地检验是否合格。其次，各地

建筑协会、设计院、设计公司作为建筑行业的领路人，不

仅应积极履行设计绿色建筑的义务，而且应主动承担协

助培养建筑学大学生的责任感，扩大节能环保、绿色建筑

的知识宣传力度，编写节能环保建筑的书籍，举办多项绿

色建筑的竞赛，充分激发大学生的绿色环保意识［３］。

３．２　加大环保教育投入
一是开设建筑环保的必修课，加强大学生环保意识

的培养。据调查，建筑学专业课程中，未开设专门的环保

知识课程，已经开设的课程与环保相关的内容亦很少。

例如，我们调查的某某大学的建筑学专业只开设了建筑

节能这门专业选修课，这给大学生的暗示是，建筑环保并

不重要。二是在相关课程中加入建筑环保内容。由于建

筑业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在建筑专业的相关课程中应

加入一些与环保相关的内容。还可组织学生通过观看环

保内容的电影、录相或开展相关知识辩论与竞赛等活动，

来提升学生的环保意识。三是举办建筑环保专题讲座。

定期邀请环保专家、学者介绍环境科学最新动态和研究

成果，让学生了解新型绿色建筑材料的发展动态、绿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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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的特点、国家出台的一些新的建筑节能和环保标准等，

开阔学生的眼界。四是通过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进行建

筑环保教育。可以在每年的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纪念

日举行各种宣传活动，还可进行当地污水处理情况调查

等，这样学生不仅对课堂所学有感性认识，同时也有意识

地运用了相关的环境理论与专业知识进行分析研究，提

高了环境教育课程的实践性。

３．３　加强家庭环保意识教育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环境在子女的成长

过程中十分重要。一个具有环保理念的家庭同样能够使

孩子在耳濡目染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在成长过程中

逐步培养起环保意识。那么，家长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一是亲近自然，激发孩子的环保意识。二是以身作则，树

立环保榜样。作为家长，应与孩子一起学习环境保护的

知识，关心自已周围的环保现状，同时也注意自己的环保

行为，为孩子树立榜样。三是变废为宝，培养孩子环保习

惯。如将废弃的电池收回废品回收箱、积极参与公共卫

生打扫等，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提升环保意识。

３．４　增强环保自觉性
一是积极修读建筑节能环保知识。每位建筑学专业

大学生都可很轻松地找到有关建筑节能环保的书籍，也

不缺乏这方面的影视、讲座等。通过主动学习，不仅可以

加强自身的理论修养，还可开阔眼界，为以后的建筑设计

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积极参与假期社会实践及科

研活动。大学生假期可利用空余时间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或老师的科研项目，可通过走访建筑工地、访问设计施工

人员等了解节能建筑的真实情况，积累相关知识、拓宽专

业视野。三是积极参与大学生建筑节能环保比赛。学生

们通过参与比赛这个平台，一方面可得到老师的帮助和

指导，另一方面可感触到同龄人的绿色建筑理念；这既可

深化书本学习的内容，又可提升自己的建筑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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