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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是垃圾的制造者，也是垃圾的受害者，更应该是垃圾的治理者。人人都应该参与垃

圾分类，在一俯一拾一投之间赋予纸、瓶、罐伟大的转变，“垃圾可以变资源、变财富、变风景、

变健康、变助学……”。这是我们进行垃圾分类的理念创新、实践创新。 

 

一、垃圾分类的创意 

在教室一角我们将垃圾分成废纸、塑料瓶、易拉罐、废旧电池和不可回收垃圾等类别，组

成“环保角”。在实践过程中，同学们有许多创意付诸实施。 

1、用一次性塑料袋回收垃圾本身就不环保，而用多次循环使用的编织袋或者塑料框分类就

破解了这个问题。 

2、变可乐箱为废纸回收箱，这是受邮筒启发想到的一个环保小创意。在回收箱上贴上一些

具有环保知识的图画、名言、标语，更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真是废物重闪光，方便又管用。 

3、收集废旧电池最好打一个密封的容器，桶装的薯片盒很适用，既结实整洁，又不影响班

级的占地和美观，还废物利用。 

通过垃圾分类回收利用，使垃圾减量化、资源化、资本化、循环化，从而实现“零垃圾校

园”。 

 

二、垃圾分类的流程 

下图是垃圾分类回收流程图： 

 

 

 

 

 

 

 

 

三、“零垃圾校园”的管理机制 

由学生环保协会出面自主管理，形成一系列环境管理机制，独具特色，也是我校环境教育

的最大特色。 

1、标准化建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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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使人知理，标准防人摇摆。学生环保协会通过制订《汇龙中学环保手册》确立“零垃

圾”的标准和实施操作、评价奖励等办法。 

2、环境管理机制体系：层级管理机制、循环管理机制和督察机制，专项回收评比机制，“绿

色班级”评比机制。 

2.1层级管理机制。“环保角”一侧的两位同学第一责任人，生活委员为第二责任人，班长

为为第三责任人。就近原则，责任到人，环环相扣，责任明晰。 

2.2循环管理机制。“检查――通报――复查――整改――再通报”循环管理办法。最大优

点在于使被管理者不能存侥幸心理，使管理长效持久。避免说教，务实有效。管理者与被管理

者地位平等，容易沟通，容易认同。 

2.3环保督察机制。完善层级管理机制和加强循环管理机制的基础上，成立“零垃圾校园”

特别督察队，实施环保督察，对班级和学校各个角落进行督察检查等。 

2.4“绿色班级”评比机制。将垃圾分类回收金额、环境清单行动、督察评比情况等折合成

一定分值，组成“绿色班级评比要素表”进行评比。此举完全客观公正，信息透明，行之有效。 

2.5专项回收评比机制。把废旧电池、废纸回收等列入专项评比，废旧电池以人均一节1分、

废纸为每千克10分计入“绿色班级评比要素表”，立杆见应，效果很好。 

2.6百分考核机制。把学校百分考核与“绿色班级”评比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将学生自主管

理与班主任管理统一起来，形成合力。 

3、“环保积分制”。每个同学每投一张纸、一只易拉罐、塑料瓶、一节废旧电池都有相应的

积分记录，根据积分进行奖励。 

4、经费筹集机制。垃圾分类回收的钱款组建“汇中环保基金”，从 2000 年开始到 2005 年

5 月期间共回收资金二万五千余元。用于购买盆景，美化环境；购买吸尘黑板擦，消除粉尘污

染；购买树苗，建“黄河读者林”；环保助学，资助学习勤勉、家境困难的学生；构建“绿缘”、

“百杏园”、“玉梅园”、“湖边绿色”、“绿色宣言屏风墙”等绿色景观，化腐朽为神奇，实现“垃

圾可以变资源、变财富、变风景、变健康、变助学……”；解决了“学校搞分类，社会不分类，

结果白分类”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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