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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意识定义
环保意识是指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认识、态度以及行为

倾向，是现代社会公民必备的素质之一。

环保意识的重要性
环保意识是推动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基础，它有助于

人们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从而采取积

极措施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环保意识的定义与重要性



03

社会宣传

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加强环保宣传，普及环保知识，提高公众的

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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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家长应引导孩子从小养成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的良好习惯，树立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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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

学校应将环保教育纳入课程体系，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活动等

多种形式，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

环保意识的培养途径



通过参与环保实践活动，人们能够亲身体验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从而增强环保意识。

增强环保意识

环保实践活动不仅能让人们了解环保知识，还能培养人们解决环境
问题的能力，提高环保技能。

培养环保技能

环保实践活动能够激发人们保护环境的热情和积极性，促使人们将环
保意识转化为实际的环保行动，共同推动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推动环保行动

环保实践活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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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是指按一定规定或标准将垃圾分类储存、分类投放和分类搬运，从而转变成公共资源的一

系列活动的总称。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物质消费水平大幅提高，我国垃圾产生量迅速增长，环境隐患日益突出，已经

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垃圾分类关系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有利于我

国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定义

背景

垃圾分类的定义及背景



垃圾分类的原则与方法

分类管理责任人应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日常管理制度，公示生活垃圾的投放时间、地点、

方式等，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

原则

一般包括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大类。可回收物主要包括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和

布料五大类；厨余垃圾包括剩菜剩饭、骨头、菜根菜叶等食品类废物；有害垃圾包括废电池、废日光灯管、

废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等；其他垃圾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的砖瓦陶瓷、渣土、卫生间废纸等难以回收

的废弃物。

方法



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全国垃圾分类工作由点到面、逐步启动，46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分类投

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生活垃圾处理系统正在逐步建立。

国内现状

很多发达国家在垃圾分类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成效。例如，日本通过细致入微的垃圾分类教育和管理，实现了

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德国通过建立完善的循环经济法规体系，推动垃圾分类和回收再利用产业的发展；瑞

典更是通过先进的垃圾处理技术和高效的资源回收系统，将垃圾分类处理做到了极致。

国外现状

国内外垃圾分类现状对比



校园垃圾分类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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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通过垃圾分类活动，让学生认识到垃圾处理的重

要性，从而培养他们的环保意识，增强社会责任

感。

培养学生环保意识

合理的垃圾分类能够大幅度减少垃圾的处理成本，

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可持续发展。

减少垃圾处理成本

实施垃圾分类有助于保持校园的整洁与美观，为

师生创造更加宜人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营造整洁校园环境

校园垃圾分类的意义与目标



分类垃圾桶设置

在校园内设置明显的垃圾分类投放点，配备相应数量的分类垃圾
桶，标识清晰，方便学生投放。

垃圾中转站建设

设立专门的垃圾中转站，用于暂时存放各类垃圾，并定期进行分
类运输处理。

宣传设施建设

在校园显眼位置设置垃圾分类宣传栏，展示垃圾分类知识和学校
垃圾分类成果，提高师生参与度。

校园垃圾分类设施配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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