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0 Vol. 4 No. 13 2022教学创新

校园垃圾分类现状调研及对策构建研究
——以广州某高校为例

孙静丹　高乔子

（广州航海学院，广东 广州 510725）

摘要：本文以广州市某高校为例对校园垃圾分类情况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深入分析了校园垃圾分布特点情况，大学生垃圾分类

行为调查，校园垃圾分类的硬件、软件实施现状，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校方加强监管力度完善奖励机制；提升硬件设施，对垃圾

桶进行规范化改造；创新教育宣传加强分类意识这些具体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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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可持续发展

战略，建设美丽中国，推进绿色发展势在必行。我们要深入学习

党的十九大精神，将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作为实际行动，树立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

强化国民教育基础性作用，着力提高学生们的生活垃圾分类和环

境意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为建设美丽和谐

的校园生态环境做出积极响应。

高校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俨然已成为小型社会。在

校大学生是社会中有文化、高素质的一类群体，所以高校既担负

着教书育人的重任，同时也承担着环保教育的重要使命。本文通

过以广州某高校为例，以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的方式总结了校园

垃圾分类的现状及问题所在，结合相关后勤老师和学生们的反馈

意见，通过深入分析，提出相对应的对策建议。希望此次研究成

果对日后校园垃圾分类问题的研究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一、校园垃圾分类现状及问题

本次调研以我校为例，实地考察琶洲和黄埔两个校区宿舍和

教学区垃圾分类情况，主要现状及问题总结如下。

（一）校园垃圾分布特点情况

我校有黄埔和琶洲两个校区，琶洲校区毗邻黄埔古港，紧邻

黄埔村；黄埔校区与文冲生活区相邻，学生们校园外这两处地点

活动居多，此次调研重点考查校园里的垃圾分类情况。我校两个

校区均在出入口或校园明显位置设置了“四分类”垃圾投放点，

配置红色有害垃圾、灰色其他垃圾、蓝色可回收物品和绿色厨余

垃圾四色 240 升垃圾收集容器。校园道路旁侧定点设置可回收和

其他垃圾垃圾桶。教学区每楼层卫生间旁也设置两分类可回收和

其他垃圾桶。琶洲校区教室设一个不分类塑料垃圾桶。黄埔校区

教室没有另设垃圾桶。

校园垃圾不同于一般居民区，其特点是以纸张书籍等可回收

垃圾和食堂产生的厨余垃圾为主，同时还有其他垃圾和水笔芯、

电池、化妆品、药物等有害垃圾。调查发现，校园垃圾的产生与

分布与学生们的日常活动行为密不可分。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 8

点到下午5点半除中午休息时间外，该时间段为上课和自修时间，

大多数同学在教学区和运动场活动，中午 12 点至下午 2点及晚饭

时间同学在宿舍区及饭堂活动。从垃圾种类上看，宿舍区主要以

生活垃圾为主，其中主要包括快递包装纸盒、外卖及学校剩余饭

菜及打包盒、日用品包装袋、饮料瓶、零食水果残渣等。饭堂是

以剩余食物及饮料瓶为主。教学区主要以废弃纸张、零食包装袋

为主。操场附近以饮料塑料瓶为主。

根据同学们的日常生活消费习惯调查可得出，宿舍区垃圾分

类中快递包装盒占比很大，其主要原因为两个校区附近没有大型

超市，很多学生线上购物，约一半同学两天有一个包裹，三成同

学每天不少于一个包裹。这类垃圾主要由纸盒和包装袋组成。近

半数同学有吃零食的习惯，女生宿舍更高达 80%，校园超市旁边

的垃圾桶内也大多是零食塑料包装袋，因此宿舍垃圾中塑料制品

比例最高。旧书旧物占比并不高，其原因主要在于将此类物品送人、

捐赠或在二手平台上处理。

（二）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调查

学生是学校的主体人群，也是校园垃圾的主要制造者。学生

对垃圾分类的意识以及行为直接决定校园垃圾分类的好坏情况。

根据调查发现，95%同学认为垃圾分类工作非常重要，校园垃圾

分类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80%同学会在公共区域分类垃圾桶前

思考手中垃圾属于何种垃圾再进行分类投放；约 10%同学将手中

垃圾完全不考虑、不分类随意投放；30%同学不确定自己的垃圾

分类是否正确。学生宿舍中 80%只设一个垃圾桶，由保洁人员再

次进行分类。95%的同学不会将可回收及塑料饮料瓶积累变卖。

学生们因为不了解垃圾分类常识或处于行为习惯做出乱丢垃

圾或不仔细进行分类直接将垃圾扔进垃圾桶中，不能按照垃圾分

类的规定进行垃圾分类储存及分类投放，这导致了垃圾首次分类

效率较低。部分保洁人员将可回收垃圾从中挑选出来，回收变卖

增加个人收入。这从一定层面上提高了垃圾分类的准确性。同学

们不准确将垃圾进行分类的行为增加了二次分类的时间和精力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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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相关部门如青年志愿者协会和学生会生活部也会组织与

垃圾分类相关的活动，倡导大家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建设美丽校

园等活动，学校开设的劳动课有时也会让同学们进行校园某区域

的卫生打扫，这些活动从一定程度上对校园垃圾分类起到宣传推

广作用，增强同学们的垃圾分类意识。

（三）校园垃圾分类的硬件、软件实施现状

硬件方面是指校园垃圾桶的设置。具体表现为校园中分类垃

圾箱的投放数量及位置分布。软件方面是指对于学生们垃圾分类

思想意识的教育、宣传与推广。

校园内教学区及宿舍区垃圾箱的合理分布和分类标识是校园

垃圾正确分类的重要前提。目前存在垃圾桶数量少且分散的情况，

这就从客观上造成同学们对垃圾不精准分类的行为。黄埔校区教

学楼的垃圾桶多设于卫生间旁边，所以近半数同学的包装袋和废

弃纸张随手留在教室座位上，保洁人员往往在打扫过程中因为工

作量大且时间有限的情况下统一装在随手提的垃圾桶内。在部分

宿舍区和教学楼中用一个大白塑料桶进行统一投放，没有分类标

记，造成各类垃圾混杂其中。

软件方面的建设情况，因为大学生在校进行专业学习，各任

课老师在课堂上多讲授专业知识，垃圾分类在课堂中出现是偶然

现象，个别老师会与自己课程的所讲内容有关系时，才会提到几句。

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在课堂宣传垃圾分类方面则会更积极、活动也

更多。而大学的定期班会辅导员老师会强调和同学紧密相关的“大

事件”，而垃圾分类偶尔会提到。此事大多是凭借同学们的主观

意识去正确分类。再者，大学校园中的垃圾分类是后勤部门的管

理职责，但后勤部门没有直接对学校师生约束管理的权利，所以

从一定层面上造成了监管的真空。校园中的宣传栏和学校广播中

偶尔有宣传，所以给同学们造成的感觉是虽然社会非常重视垃圾

分类，但是自己即使分错类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二、校园垃圾分类对策建议

虽然垃圾分类理念已宣传多年，但是高校的垃圾分类工作仍

然不理想，存在一些问题。通过调查可知，目前针对校园垃圾分

类工作效果不佳主要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改进。

（一）校方加强监管力度，完善奖惩机制

学校监管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和强化垃

圾分类的意识。大学生对于垃圾分类的行动力不足，单纯依靠学

生的自觉性很难开展这一工作，所以要利用校内制度充分调动全

校师生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因此在学校层面应当制定相关的规章

制度，保障垃圾分类工作的顺利开展。比如，可实行四级管理体

系即“学校——学院——专业——班级”。学校层面统筹规划制

定政策，将各二级学院的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学期的工作考核中；

学院层面制定自身的垃圾分类管理方法，二级学院应该充分发挥

学生会、班委会作用对宿舍、教室内的垃圾分类工作进行监督和

指导，例如可在评比优秀宿舍和文明宿舍中增设一项正确垃圾分

类的指标，对不能正确垃圾分类的宿舍和同学可在综合测评中扣

去相应的分数，做得好的予以表彰和奖励。各专业和班级具体落

实学校的相关政策。

（二）提升硬件设施，对垃圾桶进行规范化改造

校园内垃圾桶数量及标识清晰与否对正确垃圾分类及精准投

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后勤部门需要对现有垃圾桶分类标识贴

进行重制升级，将不同类别的垃圾图标标识得更详细清晰，使人

一目了然，方便日常生活垃圾得精准投放。

在学校饭堂严格执行干、湿垃圾分类。在宿舍区可配置旧衣

物收纳箱，由专业公司定期进行回收、分拣、资源再利用。在校

园内和宿舍区增设几处有害垃圾，红色桶身，辨识度高，专业收

集后可采用高温处理，化学分解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置。另外，近

几年受特殊环境的影响，口罩已成为全校师生的生活必需品，且

经常更换，废弃口罩也应与其他垃圾分开投放。宿舍区和教学区

应设几处专门投放废弃口罩的垃圾桶。

（三）创新教育宣传，加强分类意识

学校应当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阵地的作用，各专业学生每学

期都有劳动实习课，在劳动课上后勤老师及带队老师都应当对学

生进行宣传教育和引导。垃圾的正确分类是资源回收利用的重要

途径，但是想从源头上解决环境资源的问题，则是要培养学生勤

俭节约、循环利用的环保思想，这样既节约资源避免浪费，又培

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另外，学校应该开展丰富多样的与垃圾分类相关的各类活动。

在学校宣传栏粘贴横幅、海报。学生会或后勤部门举办与垃圾分

类有关的知识竞赛和互动游戏，让师生参加有奖竞猜，抽取不同

的垃圾名片的提卡投入对应的垃圾桶中，精准投放 5题者可获得

实用奖品垃圾袋一份等。在校园文化节当中也可以加入与垃圾分

类相关的创意活动，比如“变废为宝”环节，生活中使用的一些

物品经过巧妙的设计变为工艺品或有一些收纳功能等实用价值的

物品。也可利用短视频、慢直播等年轻人喜欢的形式，既符合大

学生的喜好，又可以将垃圾分类的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结语

高校大学生是祖国的栋梁之材。学校要积极开展垃圾分类、

循环回收，做好绿色生态文明教育。此次调研中发现大多数同学

主观上是积极配合并支持垃圾分类工作的，学校加强监管力度完

善奖惩机制，提升硬件设施对垃圾桶进行升级改造，并且创新垃

圾分类的教育宣传加强分类意识，大家从自我做起，积极主动正

确垃圾分类，为美化校园和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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