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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可持续发展研究
董　晶　 张思宇　 孙夺旭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1）

摘要：目前环境问题严峻，解决环境问题迫在眉睫。二氧化

碳浓度创新高，据诺贝尔奖得主推测，全球面暖将不再受人类控制，

这足以说明环境污染相当恶劣。面临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严重的

情况下，我们要节约能源，减轻自然和地球的负担，共同建设我

们美丽富饶、和谐美好的家园。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贯彻下，绿

色建筑应运而生，同时也必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建筑行业的“弄

潮儿”。在我国，绿色建筑目前属于发展初期，发展前景不可估量，

但也存在些问题，在本文中将这些问题一一列举并提出相关解决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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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发展现状

（一）绿色建筑及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绿色建筑并非是字面意义所理解的“绿色的建筑”这是众所

周知的，绿色建筑是指能够达到节能减排目的的建筑物，即在全

寿命周期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

适用、高效的使用空间，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

质量建筑。

绿色建筑完美地响应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绿色建筑大概可

以从三个角度进行具体分析：首先，从建设项目的前期准备阶

段开始，确定施工地点，并且整个设计要与周围的生态环境相

结合，最大限度地在不改变、不破坏原本的生态环境下动工；

其次，就是建设项目的实施阶段，从采购材料、加工运输、进

场施工等各个环节必须严格以“绿色”为基准把控；最后，同

时也是最长的一个阶段即使用阶段，使用以及更新改造直到最

后的拆除仍要坚持以“绿色”贯穿到底。这自然也是可持续发

展的一部分。

（二）国内外绿色建筑的对比

中国的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分为“绿色建筑设计评价标识”和“绿

色建筑评价标识”。LEED 是美国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同时也是国

际公认的第三方绿色建筑评级体系，融入绿色建筑或生态社区的

设计元素和倡导可持续战略，旨在提高建筑性能，减少施工浪费，

并改善环境质量，促进建筑、环境、人三者之间的和谐发展。

目前在中国大陆，超过 99% 的高品质绿色建筑都是由美国

LEED 进行认证的，中国已经成为 LEED 认证的全球第二大国，

仅次于美国。而中国的绿色建筑三星认证则“因为相关立法的缺

位和可操作性缺乏，尚未广泛推行”。近年来 LEED 在我国房地

产市场掀起了一股认证热潮，并对 2006 年开始实施的本土化标

准——绿标的推广形成冲击。

二、绿色建筑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我国绿色建筑还是一项比较新的事物，而我国目前从

建筑规划设计到施工、运营等阶段都存在诸多的问题：

（一）绿色规划设计方面的问题

我国目前的建筑基本属于能量耗费过高、浪费现象严重、质

量不好并且舒适度较差导致投诉较多，尽管运营阶段投资较大仍

没有改善。总结一句话，就是绿色规划设计不完善。

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发展迫切要求城市规划具有整体性和

前瞻性，但是我国大多数建筑不具备这样的要求从而导致使用寿

命较短。

（二）实施过程中绿色施工问题

目前工程项目的各参与建设的单位缺乏绿色施工的理念，建

筑施工过程中不拘小节，造成浪费现象严重，基本上无可再生可

回收的建筑材料。施工现场多数是知识匮乏的农民工，导致工人

们缺乏系统的相关技能的培训，施工质量有待提高，现场出现各

种各样的状况，工作反复操作造成不必要的人员和材料的浪费。

还有一些保温防水以及隔热设施施工不满足要求，增加了多次反

复修缮次数。

（三）使用阶段的绿色运营问题

大型公共建筑能源消耗过高，浪费严重。建筑的使用主要依

靠水、电以及天然气等能源，相比普通建筑大型公共建筑能源消

耗更高，大型公共建筑人均密度也大大提高，四季则完全依靠空

调调节温度。不断增加的绿化面积，取得的成效甚微。绿化草坪

增加，但储水量大需水量小，导致雨水白白流失，没有需水量大

的树木拦截雨水能汇集成流流入城市道路，造成城市排水压力。

三、相应的解决措施和应对策略

（一）因地制宜，采取绿色规划设计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区气候条件差异较大，即使同一地区也

不一定气候相同，所以，绿色建筑应根据不同气候融合建造适合

的建筑。许多国外适用的自然、文化和经济条件，在我国不一定

就适用，我们要根据我国的地域特点建造属于本国特色的绿色建

筑，不盲从。目前我国的经济水平还比较低，要特别注意节约能

源消耗，做到既节能又经济实惠。

（二）绿色施工，提高人员技术水平

实施阶段做关键的就是施工阶段，绿色施工即为绿色建筑发

展最为关键的一环，绿色施工要求做到节能、节水、节地、节材

和环境保护。

节约能源，减少浪费，做到水即用即开，离开休息处时熄灯

关闭一切电子耗电设备，减少煤的燃烧使用从而减少环境污染，

禁止施工场地一切机械设备在无人使用时运转。尽可能采用绿色

建筑材料，减少对环境造成污染，减少材料中对环境有害成分的

外加剂以及木材的使用，尽量使用可拆除二次使用的绿色材料。

加强管理提高人员的技术水平，完善安全、质量控制体系，开展

人员针对性的培训课程，提高多方面素养。

（三）加大节能低耗和收集雨水利用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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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生产节能型新产品，大力推广节能灯具等照明设施。利

用坡度和管道收集雨水浇灌农田等需要灌溉的城市用地，让雨水

流到它该去的地方，避免多余雨水淹没草坪增加道路压力。

（四）宣传绿色文化，普及节能知识

大力宣传绿色文化，提高绿色建筑的认识普及节能知识，倡

导人们关注绿色建筑，绿色建筑是建筑全寿命周期的运动，相比

前期会有较高的投入，但也是必有高回报的，建成后是有益身心

健康的“长寿”型建筑，可放心购买居住。

四、绿色建筑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未来，绿色是一个众人追赶的“时尚”，而绿色建筑必然成

为建筑行业的重点发展对象。“绿色”材料将成为绿色建筑的发

展关键，可持续性建筑材料作为一种“绿色”材料将在绿色建筑

发展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可持续建筑材料是一种可降解、回收、

无害的、可有效缓解生态环境压力、节约资源的新型材料。在绿

色建筑设计方面，将朝着系统化方向发展。未来城市建筑群不再

是由一个个相对孤立的建筑物所构成，这些建筑物将相互关联，

且不同建筑之间能够实现功能互补，形成一个完整的建筑系统。

五、结语

目前，我国绿色建筑仍处于初始发展阶段，在一些方面还有

不足，同时也表明我国绿色建筑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得以施展。

通过开发新型绿色材料、新型节能材料提高绿色建筑的设计和绿

色建筑功能，从而实现建筑经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效益的

统一。

我国是人口大国，并且人均占地面积较少，仅有 0.45 公顷 / 人，

虽然经济迅速发展但总资产并不高，不论是从大的角度社会可持

续发展还是从小的角度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需要出发，我们每一

个中国人都要建立科学的绿色建筑发展观，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

绿色建筑的行业特色，大力宣传推广绿色建筑，倡导人们使用绿

色建筑，只有这样才能显示绿色建筑的使用价值，实现绿色建筑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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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高校学生美育工作开展现状及路径探析
周芷如

（同济大学，上海 200092）

摘要：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

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要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任务，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校美育全过程，

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土壤，汲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引领

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育深厚的民

族情感、激发想象力和创新意识、拥有开阔的眼光和宽广的胸怀，

培养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由此可

见，“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是时代赋予美育

的历史使命，激发丰富的想象力、培养全面发展的能力、引导正

确的价值取向、塑造健康的人格、陶冶美好的人性是美育的责任

与目标。

关键词：美育工作；全面发展；责任与目标

美育是审美教育，也是情操教育和心灵教育，不仅能提升人

的审美素养，还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情感、趣味、气质、胸襟，

激励人的精神，温润人的心灵。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

一、高校学生美育工作的重要性

美育不仅是给学生传授美学知识，更是培养学生的审美观念

和感知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具有美的理想、

美的情操、美的品格和美的素养，造就正确的审美观、健康的审

美情趣、良好的审美文化修养、高尚的人生态度，是培养他们的

高尚情操和文明素质的教育。美育不仅是个体提升核心素养的工

具，更是核心价值确立、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美育以关心

和发展人的感性作为使命，以“培养我们感性和精神力量的整体

达到尽可能和谐”作为目的。它在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方面意义重大。

二、高校学生美育工作开展现状

为响应《意见》的精神，近年来，各高校高度重视学生美育

工作的开展，围绕美育改革工作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也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正如《意见》指出的，高校美育建设工作

仍是整个教育事业中相对薄弱的环节，主要表现在一些地方和高

校对美育育人功能认识不到位、美育工作开展模式较为单一、美

育体系和师资队伍尚未搭建完全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美育

工作开展的成效。

（一）美育育人功能认识不到位

美育不等同于艺术教育、也不等同于素质教育，高校美育工

作旨在培养的是具有高尚的价值追求，具备审美感受能力、审美

鉴赏能力、审美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全面发展的人才，是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