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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专非环境专业学生环保意识调查
胡 　敏 　范支柬

(芜湖师范大学化学生物系 , 安徽 芜湖 , 241008)

【摘要】师专学生是未来的中学教师 , 师专学生环保意识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中学环境教育的开展

程度和师资水平 , 从而影响到未来中学生及国民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本文通过对芜湖师专非环境

专业学生环保意识的调查 , 分析了学生环保意识水平 , 提出进一步加强环境教育和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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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的今天 , 环境教育显得越

来越重要。从中小学生开始培养良好的环境素质是教

师的职责之一。教师本人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将直

接影响到教师是否能将环境教育贯穿到整个课程和日

常行为之中 , 从而影响到环保教育的效果。师范专科

学校毕业生是未来的教师 , 毕业后分布面广 , 工作时

间长 , 其环保意识将影响到未来中小学生以及国民的

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为更好地对师专学生进行环境

教育提供依据 , 我们选择了芜湖师范专科学校非环境

专业学生进行了环保意识调查。

1 　调查的内容和方法

(1) 调查的内容包括“知”和“行”两方面。即

对环境问题认知程度和对环境保护的行为取向。共分

环保知识、环保态度和环保行为三个方面 , 共计 34

题 , 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了解学生环保意识水平。

(2) 调查方法主要采取不记名问卷调查。既有班

级全体问卷 , 也有校园随机问卷。不记名的目的是为

了消除学生顾虑 , 便于反映真实思想 , 增大问卷结果

的可信度。

(3) 为避免环境专业学生对环境问题比较熟悉 ,

答对率较高从而影响到整体调查的可信度 , 我们仅选

取了非环境专业学生。调查对象涉及到外语、体育、

政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专业 , 文科生占

3519 % , 理科生占 6411 %。共发放问卷 460 份 , 收回

451 份。虽然发放问卷不是很多 , 但文理科兼有 , 涉及

到多个专业 , 而且是随机调查 , 具有一定代表性 , 所

得数据能反映出师专非环境专业学生环保意识水平。

2 　调查结果分析

211 　环保知识方面提出了 10 道题

大部分是常识性问题 , 有个别专业知识题目。同

学们答对率较高。比如 : 引起温室效应的气体是哪种 ?

答对率 9511 % ; 生活污水中导致水质富营养化的元素

是哪种 ? 答对率 9212 % ; 绿色食品是指下列哪种食品 ?

答对率 9617 % ; p H 值低于多少的降雨是酸雨 ? 答对率

7218 % ; 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 ? 答对率 4117 % , 说明

日常的环境教育有一定的成效 , 同学们平常对环境问

题也有一些了解。但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竟有超过一

半人答错了世界环境日 , 有近三分之一的同学选择了 4

月 22 日。世界环境日是 6 月 5 日 , 4 月 22 日是地球

日 , 这些同学可能对二者都有耳闻 , 但不求甚解或是

混为一谈。还有选了 3 月 12 日的。反映出环境常识宣

传还不够 , 不能只到 6 月 5 日才宣传。

212 　环保态度方面提出了 12 道题

(1) 同学们整体态度是积极的 , 认识是正确的 ,

是愿意为环保作贡献的。如 : “你怎么看禁食濒危野生

动物”, 9417 %非常赞成 , 不赞成的仅占 0167 % ; “你

认为环保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吗 ?”选择非常紧迫的占

9412 %。“你是否愿意参加与环保有关的活动 ?”不愿

意的仅有 3133 %。

(2) 然而当环保与切身利益冲突时 , 却要看受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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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利益大小而决定态度。如果仅是牺牲一些时间或

增加了一些小麻烦 , 大家可以接受这些损失来保护环

境。对“是否愿意自己麻烦一点而分类丢垃圾”, 有

9314 %的同学表示愿意。虽然自己麻烦一点 , 但有利

于回收利用 , 节约资源。但对“购物时是否会买价格

较高的环保产品”时 , 只有 33 %的同学表示会。而且

事后与这些同学交流时得知 , 他们之所以会 , 相当一

部分人不全是因为环保 , 而是因为时尚 , 能炫耀。可

见当侵害到自己经济利益时 , 大多数同学仍会不顾环

境而维护自己利益。这固然与大学生无固定收入有关 ,

但这也是当前社会上的某些价值观在学生中的反映 ,

因为很多同学在穿着、吃饭馆方面可一点不节约。这

是环境教育要面对的新问题。

(3) 从调查来看近年来环境教育一是有很大进展 ,

二是主动性不够。有 9716 %的同学是在中小学就认识

到环保的重要性。可见我们在中小学阶段环境教育开

展得较好、较普及 , 环境问题从娃娃抓起的思想已得

到贯彻。不过普及教育仍有死角 , 还有 214 %的同学是

到大学以后才认识到环保重要性的。因此 , 环境教育

普及工作还要坚持并不断加强。

对于“是否看环保书籍”, 只有 2117 %的同学看 ,

55 %的同学偶尔看 , 其余不看 ; 认识环保重要性有

47 %同学是通过电视 ; 有 70 %同学认为环保宣传力度

不够。说明同学们学习和接受环保知识不够主动 , 不

去找书看。在电视电脑普及的今天 , 看书热情也不高 ,

电视播什么就被动地看什么。由于电视中环保节目不

多 , 校园内环保活动也少 , 因而显得宣传力度不够。

这给环境教育提出了一个问题 , 如何充分利用电视渠

道 , 播出一些寓教于乐的环保节目 , 使大家在欢乐中

接受环境教育。

213 　环保行为方面提出了 12 道题

包括个人环保行为和公益性环保行为。

(1) 学生在环保方面的个人行为总体来看是积极

的。比如“在贴有节水标志的水龙头前你会节约用水

吗 ?”有 96 %的同学表示会。“走在路上欲吐痰 , 附近

又无垃圾箱 , 怎么办 ?”有 8017 %同学表示不会随口吐

痰 , 暂时不吐或吐在纸上 , 遇到垃圾箱再扔进去。不

过对这样一些耳熟能详的环保问题 , 作为受教育程度

较高的大学生 , 居然仍有 4 %的同学选择不节约用水。

有 1913 %的同学选择随地吐痰 , 不能不令人感到不安、

感到环境教育不可掉以轻心。

(2) 公益性环保行为回答不令人满意。“看到大街

上有人乱扔垃圾 , 你会怎么做 ?”当场出来劝阻的只占

9198 % , 其他人觉得自己不扔就行了或虽觉得不好 ,

但也不好出来劝阻。对“运动会期间 , 能把自己和别

人留下的垃圾带走吗 ?”将近一半的人选择“带走自己

的 , 别人的不管。”有明显的独善其身的思想。同学们

虽然知道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 但只是在有可能的情况

下自己去做 , 尚未提高到积极投身环保运动的高度。

这种行为与前面认为“环保是一件十分紧迫的事”是

矛盾的。这种矛盾与我们的教育方式有关 , 我们的环

保教育注重书本教育和说教教育 , 缺少团体活动和公

益行动教育。因此 , 学生们也不善于参与环保活动 ,

不善于将环保意识变为公益行动。

从调查结果来看 , 大部分同学有一定的环保意识 ,

也能注意到自己的环保行为。但在某些方面 , 意识和

行为有矛盾 , 表现为了解环保知识多一些 , 付诸环保

行动少一些 , 特别是在环保与个人经济利益发生冲突

时。另外仍有部分同学环保意识欠缺。我们的环境教

育方式方法也有需改进之处。

3 　几点建议

(1) 师专学生是未来的中小学教师 , 他们的环保

意识决定着中小学环境教育的师资水平。因此在师范

专科学校应开设环境教育课程 , 课时不必太多 , 但应

作为一门必修课 , 要有一定强制性 , 以普及提高全体

学生环保意识水平 , 不留死角。

(2) 环境教育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 不是一门课就

能完成的任务 , 而是长期的工作。首先对全体教职员

工要进行环境教育 , 从机关、后勤到每一个教师都应

成为环境教育的教师 , 在整个学校形成浓郁的环保氛

围 , 潜移默化 , 学生就会在无形中学到环保 , 养成环

保的良好习惯。

(3) 环境教育的手段要丰富多彩。比如举办展览、

问卷调查、演讲比赛、知识竞赛以及走出校门的环保

行为等等。青年学生的心理特点决定了他们不喜欢一

味的说教 , 喜欢活动 , 喜欢新鲜 , 丰富多彩的活动更

能吸引他们参加 , 在参加中就能学到很多知识 , 同时

也为社会环保工作做出了贡献。

(4) 将环境教育贯穿到各门课程中和教学各个环

节中。各任课教师可以有意识地联系环保知识授课 ;

在中小学教育实习备课授课中注意环境教育 , 给中小

学生传授环保知识 ; 课外活动可开展一些有关环保的

活动 ; 毕业论文也可选一些环保课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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