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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1 月，学校正式启动绿色校园建设，成立绿色校园建设办公室。学

院通过成立机构、建立网站、创办刊物、开设课程、举办活动和创意设计等方式

营造绿色环境，使学生在这里能够接受一系列与绿色的基础教育和技能教育，培

养具有绿色理念、绿色技能，服务社会的绿色人才。 

绿色、低碳、节能、环保的绿色行为渐渐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有一些学生

在读大学前，在他们生活和学习的社区或学校对绿色行为方式已有所学习，但学

生对绿色理念认识或理解的系统性，以及对我院绿色校园建设的想法和看法究竟

是怎样的？绿色校园建设中，学生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最希望我们学院解

决的问题又是什么？基于这些考虑，绿色校园建设办公室分别于 2012 年 6月和

11月，通过两次问卷的方式（每次为 500 份，共 1000 份，两次问卷回收率均为

83%）对新老同学进行了调查（前者对象为 2009 级、2010 级、2011 级学生，其

中 2009 级仅占 3%，后者对象为 2012 级新生）。通过这两次的调查: 1）了解新

生学习和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了解新生对绿色行动的看法；2）抛砖引玉，投石

问路，了解学生参与绿色校园建设的积极程度；3）了解学生对绿色华厦建设的

认知程度，找寻绿色校园建设中的不足，有的放矢的开展下一步工作。由于对象

的不同，所以在题目设置上也略有差异，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现将有关情况报

告如下： 

一、对绿色华厦的认知 

经过近两年的实践，绿色校园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该工作还需要进一步

加强。通过调查发现， 93%的同学对绿色华厦的认知、建设绿色华厦的理念、目

标等还处于“了解一点”的程度，结果尚不理想。绿色校园建设需要加强宣传力

度，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在校园里，随机找到一位同学，他们都有可能说出绿色

校园是华厦特色的校园文化，但到底什么是绿色华厦？怎样建设绿色华厦，很多

人仍是满头雾水，知之甚少。这些问题的存在，也告诉我们，对绿色校园建设的

具体目标，还需要进一步精炼和明确。 

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从校园绿化，绿色讲座，绿色期刊，到各种知识趣味

竞赛及废物回收等等，这一连串丰富多彩的活动，为绿色校园运动带来了一个好

的开始，从举办这些活动的经验里，我们也意识到，在组织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活动间相互的联系，造成声势，形成整体的凝聚力和方向感”（黎先春先生语）。



我们的努力方向是让绿色华厦建设形成气候，让绿色理念深入人心，使全校师生

深切体悟到建设绿色华厦人人有责。特别是在 “在人力，物力和技术条件的制

约下，一些活动容易夭折，开始时疾风骤雨般的激情，容易在困难的环境下消失”

（黎先春先生语）。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对绿色课程、绿色活动等方面建设统筹管

理，并持之以恒。应该说，绿色华厦建设绝不应是有些人嘴里所说 “雷声大雨

点小”的形象工程，它更应该是科学的系统工程，应具备水滴石穿般掷地有声的

魄力和“润物细无声”般绵长的魅力。 

绿色华厦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全体学生，自绿色校园建设开始，学生参与的热

情不断提高。从鼓励学生养蚕，培养他们的爱心与耐心，到使用茶渣等培养菌菇，

利用过期的食用油、果皮等材料制作手工皂、手工酵素，提高学生作品的科技含

量；从利用废旧一次性的筷子制作简单粗狂的工艺作品，到利用碎蛋壳等材料制

作颇具美感、充满艺术气息的蛋壳黏贴画。期间，学生参与绿色华厦的热情越来

越高涨，学生的手工作品也日渐成熟，愈来愈具美学和科学价值。在 2012 级新

生入学教育周期间，陈曦主任为全体新生做了几次专场讲座，为新生详细介绍了

绿色校园建设的理念、行动规划和近中远期的目标。从回收的问卷中可知，有

14%的同学说是平生第一次听这样的讲座，感觉很新鲜，更有 72%同学对绿色校

园建设有所感悟，期待进一步了解。因此，针对新生的问卷所涉及的全部问题，

比如节约水电、公共场所的手机等通讯设备的铃声关闭等都是与学生学习和生活

相互关联的，目的是让大家在第一时间，上大学的第一课就能感知绿色，感受绿

色华厦建设和每个人的距离如此之近。通过调查，社会上所倡导的绿色、低碳等

理念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已占有一席之地，它与校园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有 72%的

同学认为华厦的绿色校园建设很有意义，期待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二、对绿色意识培养的迫切 

学校提倡绿色校园建设目的是培养人才，培养与产业、市场、社会需要的绿

色人才。绿色人才最重要的前提是绿色的意识，它即包括日常生活中的环保意识，

更包括与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的、具有全局意识的、自律而非他律的道德感。这

就要求我们的人才培养应从粗放式的管理转向关注学生的生活点滴。应该说，绿

色行动不是遥不可及的，就在每个人的身边，而且触手可得，在俯仰、伸手之间

即可完成。然而从数据统计来看，62.65%的学生的环保意识尚属一般，57%的同



学偶尔会将图书馆、自习室、教室、餐厅、电梯及其它公共场所的垃圾捡拾起来，

这个结果说明学生的自律和环保意思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通过新生教育周绿色

校园建设的宣讲， 新来的同学读这些方面已有所意识。从 2012 级新生的反馈，

我们欣喜地看到：针对教室书桌里面的废纸垃圾问题，30%的学生已经意识到这

是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现象，51.7%的同学说他们不会将废纸等垃圾留在书桌里。

推而广之，在涉及乱扔垃圾、废电池处理、节约水电等问题上，学生环保的自律

和自觉意识都明显提高，54%的学生会将自己仍在垃圾桶边上的垃圾重新捡拾起

来扔进垃圾箱内， 57%的学生已经认识到废旧电池对环境的影响和危害，并注意

收集身边的废旧电池，52%的同学会在洗手时半开水龙头，83%的学生会把无人使

用的教室或宿舍亮着的灯、风扇等电器及时关闭，也有 51%的学生想了解自己所

在的宿舍楼、教学楼每层的耗水量和耗电量。所有这些都说明学生的自觉性越来

越强，是建设绿色校园的良好开端。 

绿色华厦建设不仅需要在硬件设施上体现绿色理念，更重要的是在以人才培

养为主体的软实力方面，践行绿色理念，培养具有绿色意识且能够服务社会的有

用人才。在此过程中，绿色课程的设置尤为重要。无论是新生（69.23%）还是老

生（59%）对开设绿色课程都显得积极主动，认为有必要开设绿色课程，接受绿

色教育，这也将成为我们建立绿色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依据。我们将加大力度，

开展和完善绿色课程的体系建设，同时我们也将通过一系列的跟踪和反馈方法，

了解绿色课程建设的效果。同时很多学生特别是新生对绿色系列讲座、绿色创意

制作非常感兴趣，58%的学生选择先观摩，后加入，35%的学生选择了很想，很

期待选项，也就是说，有意向的学生和真正想参与的学生达 93%，他们将是绿色

华厦建设的财富和底蕴。 

调查过程中，也存在两难问题，一个是就餐时自带餐具和购物时拒绝使用塑

料袋问题。近 58%的学生因嫌麻烦餐后刷洗，根本不会自带餐具用餐，若食堂不

提供消毒餐具，69.4%的学生将只能别无选择的使用泡沫饭盒和一次性筷子，这

将对学生的身体健康带来极大影响。在倡导环保节能的今天，超市的塑料袋从无

偿提供到有偿供应，从学生群体来看，43%的学生会自带购物袋，尽量避免使用

商家提供的塑料袋，但也有 47%的学生虽知晓塑料袋对环境的危害，为了方便起

见，仍坚持使用。从这些数据看来，越来越多的学生已经开始意识到环保、低碳



之于人类的重要性，但现实生活中很多问题的不确定性、难于掌控性及无法选择

性，会给环保、绿色行动工作带来不大不小的阻力。因此，出现变相纵容他人的

不环保行为亦不足为奇了。如被问及看到别的同学在随地乱扔垃圾时，你是否敢

于制止，多数同学选择了“看情况”选项，约占总人数的 73%，而敢于制止的只

占 11%，另外的 16%则选择了“不关我事”，冷漠视之。视情况而定，渐渐成为学

生逃避这个问题的借口，因此，建立一支由学生组成的绿色校园督查队伍势在必

行（可暂命名为“绿色华厦督察队”，着绿色华厦装），监督学生的行为，正确规

范他们的举止，使学生真正认识到他们才是校园的主体，主要角色，同时也把这

项工作作为长效机制不断完善，不断发展。 

另一个是手机铃声问题。学生是使用手机的集中群体，越来越多的学生已经

变成“手机控”。无论是在宿舍、教室，还是在图书馆，都会看到带着耳塞，端

着手机，目不转睛盯着手机屏幕的学生。关于手机的嗡鸣声，有近 86%的学生偶

尔在课堂能听到，认为对课堂无大影响。因此，只有不到 50%的学生（44.95%）

认为手机铃声令人无法忍受，严重影响课堂，应该杜绝。在问卷中虽没有体现学

生在课堂上手机上网问题，却是实际存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现象。能否在教

室里将网络信号屏蔽，从目前来看，可能是解决问题好办法。从长远来看，任课

教师的个人授课魅力和课程的引人入胜程度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这需要经历

相当长的过程。 

三、对校园建设的关注 

校园建设包括校园的环境建设、校园文化建设和合理的功能分区。2008 年

下半年，学校由曾厝垵校区搬迁至集美新校区，从此，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与

此同时，校园环境较之以前有了很大改观。初入大学的学生，徜徉在校园里，欣

赏着自己即将在此度过人生最美好时光的校园，整体环境无疑成为关注焦点。超

过一半的学生(新老生比例大抵持平，占 51%)对学校现有的整体环境状况表示满

意。当被问及最待改善的校园环境时，其中与生活和学习密切相连的食堂设施、

宿舍设施及教学楼设施则是焦点中的重点。数据显示，学生越来越关心校园建设，

关心他们周遭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了，有近 50%的学生认为校园环境对其性格、心

情及成长会有较大的影响。结合学校实际情况，59%的学生有些担心校园卫生环

境会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更有 67.2%的人认为食堂设施状况是急待解决的问



题，在平时的走访和课间交流时，改进食堂的就餐环境和保证食品卫生安全始终

是他们的基本诉求。 

在校园建设中，文化建设尤为重要。校园文化建设包括学术氛围、人文气息、

健全的管理制度、教风学风建设、历史传承等方面。数据显示，我校学生对学术

氛围和人文气息更为关注。在谈及校园文化类型时，51%学生认为我们的校园文

化属沉闷类型，其他 49%的学生认为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缺乏系统规划，校园文

化档次不够，封闭型的活动较多，对外吸收或辐射较少。校园文化建设要加强校

风、学风建设，要注重办学理念、学科建设、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传承，更要关注

学生的道德教育，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

“教育本身就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

另一个灵魂。”因此，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校园文化要有自身的品味

风格，应多一些人文气息，人文关怀，真正成为培育人才的强有力推动者。 

在校园布局和功能分区方面，58%的同学认为学校的功能分区比较合理，但

也存在一些问题。学校现有的功能分区主要包括教学区、图书阅览区、体育运动

区、生活区等几大类。争论的焦点则是功能区的种类、数量和分布上，22%的学

生认为功能区无论从数量、种类还是分布上都存在欠缺；29%的学生认为功能区

的种类不够，不能满足现有人员的基本需求；24%的学生认为功能区在种类和数

量上较为适宜，但分布不均不甚合理；25%的学生认为功能区种类较为完整，但

数量不够，校园显得较为拥挤。从百分比结构来看，几种观点不相上下，而从实

际情况来看，因为学校的生活区和教学区处在不同区域内，学生最初用跋山涉水

来形容这段路程，虽然现在道路有所改观，交通便利不少，但两个区域尚不能很

好融合，这也是学生回到宿舍后，宁可呆在里面遨游在网络世界中也不愿劳力伤

神到教学区走这一遭的原因。这就造成一个现象：生活区虽然人多，但毫无生机；

教学区虽然设施完备，但人烟稀少，少人问津。学校人气不旺，略显沉闷。因此

学校在功能区的划分上应有全局意识，应基于生活区和教学区分立的现状，充分

考量功能区的种类、数量及分布，形成较为优化的契合点，实现点、线、面的完

美结合，使学生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白昼、黑夜能够心甘情愿、乐此不疲的往

返于两区之间。 

或许数据是冰冷的，但也是极具说服力的，透过它们可知，绿色华厦建设面



临着机遇和挑战。机遇是有一支热衷于建设绿色校园建设的学生团队，而且队伍

在不断壮大，他们是校园文化建设的生力军；挑战是如何将这些生力军变成一支

强大的拳头力量，如何深入挖掘学生建设绿色校园的潜能，如何建立健全绿色校

园建设的常态化监督机制，如何使用现有的资源，创造出华厦自己的特色校园文

化。这些是我们急待解决的问题。绿色理念已渐入人心，绿色教育势在必行，从

2012 级新生入手，将他们培养成具有绿色理念、绿色意识、服务社会，并经得

起推敲的绿色人才，这就要求全体教师不断充实完善自己，真正将绿色教育落在

实处。 

绿色校园是一个能将绿色价值观融入到学校的日常行政与教学中，让同学能

在和谐自由的校园氛围里，孕育绿色理念，提高绿色素养，培养绿色技能和增加

绿色知识的绿色场所（黎先春先生语）。因此，绿色校园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

必将经过春华秋实的漫长过程；也不是仅凭二三人就能瞬间完成的，所谓众人拾

柴火焰高，它需要全体师生共同努力。 

 

 

 

 

 

 

 

 

 

 

 

 

 

 

 

 

 

 

 



附件 1. 绿色校园建设问卷调查Ⅰ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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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绿色校园建设问卷调查Ⅱ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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