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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一般的统计方法对广西师院学生开展环境意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大部分学生具有一定的环境基

础知识, 有良好的环境态度和热情, 基本做到简易环境行为, 但是缺乏较系统深入的环境知识与环境感知, 对

环境问题因果关联的认识不足, 复杂环境行为难以做到。提示今后师范院校环境教育要注重环境知识内容和

隐性教育引导, 重视学生对环境的情感, 为社会培养环境意识高强的教师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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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questionnaire, the article analyzes studen ts’aw areness of environm en tal p ro tection

in Guangx i T eachers Education U niversity. T he results show ed that most of the studen ts have

basic know ledge of environm en t p ro tection, a good attitude and en thusiasm for environm en t,

they p ractice som e simp le behavio rs fo r environm en t p ro tection. How ever, the studen ts are lack in

know ledge of system atic environm en tal as w ell as the percep tion of environm en t. T hey show

insufficien t conscious of the causal link s betw een environm en tal p roblem s and have difficulties in

p racticing comp lex behavio rs of environm en t. T he result suggested that, in o rder to nurture

teachers w ith h igh environm en tal aw areness, the education of environm en t m ain ly focus on the

know ledge of environm en ts, guidance of recessive education and stressing studen ts ’

environm en tal sensibility.

Key words: aw areness of environm en tal p ro tection, environm en tal education, teachers’co llege

　　随着我国环境教育不断的深入和加强, 需要越

来越多具有环境科学知识和实际技能的中小学老

师。高等师范院校正是高素质中小学教师的“摇篮”,

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所具有的环境意识和素养, 将会

影响今后环境教育工作的能力和质量。环境意识的

内涵指人们对环境和环境保护的一个认识水平和认

识程度, 还包括人们为保护环境而不断调整自身的

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 协调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相互

关系的实践活动的自觉性[1 ]。我们用一般的统计方

法对广西师院学生进行环境意识调查, 希望能初步

了解高等师院学生的环境意识, 寻找高等师范院校

在环境教育工作方面的欠缺或不足的关键点。

1　调查问卷设计及调查对象

　　调查问卷以封闭式的提问方式进行, 共分为 2

个部分。第 1 部分为环境意识调查, 从环境知识、环

境观察与体会、环境态度与价值观、环境行为 4 个层



次来了解大学生的环境意识, 共 22 个问题; 第 2 部

分主要是对环境教育评价与倾向, 以及学生基本情

况的了解, 共 8 个问题。

　　调查对象选取广西师范学院的学生, 涉及多个

师范专业和部分非师专业, 1～ 4 年级均有分布, 随

机取样, 兼顾平衡, 并以不为记名的方式消除学生的

顾虑。调查问卷共发放 380 份, 收回 379 份, 回收率

为 99. 5% ; 其中有效问卷 313 份, 有效率达 82. 6%。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 1　环境意识调查

2. 1. 1　环境知识

　　从调查问卷统计结果看, 学生们基本了解宣传

较普遍的简单的环境常识, 如 93% 的学生知道酸雨

的形成原因, 89% 的学生能回答出世界环境日的具

体日期。但是, 只有 39% 的学生知道什么是热岛效

应, 能正确回答噪声对人听力损害的最低分贝阈值

只占 42%。说明学生们的知识结构相对片面, 对基

础的、常识的、宣传普遍的环境知识能比较了解; 较

深入的具体环境知识, 由于接触不多, 了解的较少。

2. 1. 2　环境观察与体会

　　从对环境问题及环境质量的观察来看, 有 87%

的学生认为我国环境保护很紧迫, 不仅是国家的事,

也是每个人的责任; 58% 的学生认为身边环境污染

问题严重, 主要是噪声和垃圾污染; 47% 的学生经常

注意身边环境质量变化。可见, 学生们对国家与自身

周围的环境问题观察不大一致, 认为国家环境问题

紧迫的学生占大多数, 但感到自身周围存在严重环

境污染的不多, 能留意身边环境变化的学生就更少

了。这让人担心, 如果缺乏对环境问题迫切的感性体

验, 是否能真正激发他们的环保热情, 是否导致环保

行动不积极, 流于形式。

　　从对他人环境意识的观察看, 83% 学生或多或

少都受到父母或亲朋环境意识的影响, 但不够强烈,

“有很大影响”只占 24% , 说明榜样带动不足, 甚至

有 17% 的学生没有任何影响。73% 的学生认为身边

学生环境意识主要是“还可以, 经常谈到, 但做得并

不多”, 认为“很强, 事事以身作则, 并指导我的言行”

只占 10% , 其余是“不强, 基本都做不到”, 说明相互

评价一般, 确实符合事实。

　　在对环境污染的体会 (图 1) 中, 大多数学生

(88% ) 家乡遭受过环境污染的危害, 但是还有 32%

学生很少或没体会过环境污染给家里带来的损失。

说明存在环境污染危害与环境污染后果的因果关联

的认识不足的现象, 这可能容易让学生们存在侥幸

心理, 导致出现“事不关已, 高高挂起”的行为。

图 1　环境污染体会

□环境污危害体会; ■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体会。

2. 1. 3　环境态度与价值观

　　大部分的学生对保护环境颇具热情, 态度良好。

有 96% 的学生基本认同环境意识对环境行为的重

要性, 93% 的学生愿为此限制自己的某些行为; 83%

的学生认同环境破坏的“破窗效应”, 说明环境保护

有从众心态。但是也有部分学生们对环境问题的社

会根源认识不够深刻, 如 41% 的学生对环境污染问

题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实质的认识还比

较模糊; 56% 的学生基本承认环保与贫穷的对立不

统一的关系。

2. 1. 4　环境行为实践和取向

　　在环境行为实践方面, 学生们做得最好的是不

随地吐痰 (90% )、不乱丢垃圾 (83% )、不浪费粮食

(65% ) ; 其次是不摘花草、不破坏草地 (54% )、节约

水和电 (48% ) ; 做得最不好的是多用可循环利用的

物品 (13% )、把垃圾分类处理 (4% )、与破坏环境的

现象做斗争 (3% )。说明简易环境行为总体做得还不

错, 但是复杂的环境行为就难以做到了。

　　对于学生的环境行为取向, 当不与个人利益直

接发生矛盾冲突时, 大多学生还是愿意采取良好的

行为取向, 比如有 96% 的学生愿意为保护环境支付

一定的费用。但是, 当面临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抉择

时, 学生们出现立场不坚、摇摆不定和从众的行为取

向, 比如在今后使用何种交通工具的问题上, 有

63% 的学生流露出心中的内隐观念: 社会利益不如

个人利益, 长远利益不如近期利益。这可能是当前急

功近利的社会心态影响下形成的。如何有效内化这

种内隐观念的教育, 正是环境教育的难点和需要继

续深入的方面。

2. 2　对环境教育的评价与及倾向

　　学生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社会宣传活

动等以媒体为主来获得环境知识的学生占 80% , 其

次是学校教育和课堂教育 (16% ) , 另外从父母亲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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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获得 (5% )。96% 的学生经常或偶尔浏览有关环境

保护内容的书籍或杂志, 说明学生们有着学习环保

的主动性和学习内容上的不排斥性。

　　大中小学 3 个学习阶段对学生环保意识的影响

基本相同, 分别为小学 36%、大学 34%、中学 31%。

基础教育中, 对学生环境意识影响的课程排列顺序

是: 自然 (74% ) > 地理 (73% ) > 生物 (44% ) > 思想

品德 (42% ) > 历史 (14% ) > 语文 (7% ) , 自然、地理、

生物、思想品德课程教育对学生环境教育发挥了较

大的渗透作用。

　　在大学阶段里, 如果学校开设环境教育课程, 学

生们最愿意以公选课的形式开设 (60% ) , 其次以必

修课程的形式 ( 29% ) , 最后才是以自学的形式

(11% )。67% 的学生认为环境教育最重要的目标是

提高环保责任心, 远远超过了其他的目标, 如学习环

保知识 (17% )、了解环境污染情况 (14% )、掌握环保

技能 (11% )、懂得掌握自然规律 (4% )。说明大学生

们希望通过教育提高环保责任心, 另一侧面也反应

出目前责任心的缺失, 大学里有必要加强环境教育

与学习引导。

3　调查结果对环境教育的启示

3. 1　重视环境教育的内容

　　问卷调查显示学生虽然已经具备一些环境知

识, 但是知识结构片面、零散, 内容含量不足, 学生对

于环境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环境教

育需要整合环境知识内容, 丰富学生的知识内涵。此

外, 重视挖掘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和因果联系, 培养

学生新的观察力, 超越以往单纯的以自然资源保护

价值为中心, 除强调某些看得见的环境问题的教育

外, 还让学生全面理解问题的社会联系, 如正确理解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与对立统一, 学习反思

人类社会以往的各种观念和行为的误区, 思考这些

司空见惯现象背后问题, 形成批判性的思维[2 ]。

3. 2　重视对环境的情感体验

　　环境感知对于环境教育的收效至关重要, 而环

境观察与体会可以帮助促进学生收集信息资料, 进

而形成环境感知[3 ]。因此, 环境教育要以学生为本,

重视参与性、互动性和实践性, 引导学生学习观察留

意环境, 感受环境问题及后果, 理解环境保护与人类

发展的因果关系。如在系列的专题讲座和公共选修

课程等理论教育中, 构建生动活泼的形式, 给学生提

供价值观探讨的机会, 树立环境价值观; 如建设环境

教育资源中心, 给学生提供获取丰富的资源信息渠

道; 如发展环保社团, 建设实践基地, 提供学生参与

实践活动的场所。增加学生感受环境问题及后果的

因果教育, 从而加强学生的环境意识和关心热爱环

境的情感。

3. 3　注重隐性教育的引导

　　良好环境行为的实现, 还需要良好的环境铺垫。

因此, 学校对学生的环境教育不仅仅进行课程的显

性教育, 还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进行细致入微的

引导, 两者合作配合, 不断强化和刺激, 以少数带动

多数, 形成连锁反应, 才能由美好变得更美好。比如:

干净整洁的校容校貌, 各种温馨提示和警示, 建设橱

窗, 布置宣传画册, 增设相关的报刊书籍, 以人为本

的细微设计设施, 弘扬高尚的道德舆论, 营造和谐的

气氛, 鼓励校园中的环保行为, 注意班级文化和校风

建设等等。在有意或无意中, 实现环境行为的梯度引

导, 为学生们由浅绿环境行为发展到深绿环境行为

提供过渡帮助和平台, 用手牵手的种种活动, 在潜移

默化中暗示或帮助学生不知不觉地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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