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保护的心得感悟 环境保护的心得及
感悟(优质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大家想知道怎么
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感悟吗？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
心得感悟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环境保护的心得感悟篇一

从我们呱呱坠地开始，我们就接触这大千世界，对这大千世
界的每件事物我们都满怀好奇心。有人说，父母是孩子的第
一任老师，是的，孩子行为的点点滴滴都与父母的教导有着
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不随便丢弃废纸、瓜皮的等，这些都
是父母教导我们的，家庭教导我们的。

进入学校，我们有了第二任老师，他教会了我们渊博的知识，
更教会了我们做人的道理，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

进入社会，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我们要用父母和老师所教会
的，来建设我们的家园，把我们的家园创造的更美好!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当今时代，环境日趋恶化的形势越来
越严重，人们的环保意识也随之减弱，随地吐痰、乱丢垃圾
随处可见，难道我们的环保意识已降低到如此地步吗?清洁工
们没日没夜地辛勤工作，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清
理这我们随手丢弃的废物。

他们不为别的，职位能够让我们的家园更整洁。

假如我们少丢弃一片垃圾，我们的家园将会更整洁;

假如我们少丢弃一片果皮，我们的家园将会更整洁;假如我们



少吐一口痰，我们的家园将会更整洁。

环境保护的心得感悟篇二

这个暑假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虽然很小，但对我的影响
很深远。

老师给了我们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变废为宝，就是利用一
个旧东西，充分发挥想象力，把它变成有用的东西。我家有
一些旧光盘。我看这些cd，都是圆脸，中间有个洞。我在考虑
怎么处理它们。想着想着我抬头一看，突然发现墙上的钟。
就是这样。手表和光盘有许多相似之处。看看我是怎么把cd
变成钟的。

首先，我准备了工具和材料：剪刀、彩纸、胶棒和彩笔。然
后我把cd放在一张彩纸上，把中间的洞涂上我喜欢的颜色，
然后用剪刀剪出12个小条，一个长三角形，一个短三角形。
把12个小纸条粘起来，根据时钟上的数字找到光盘上对应的
位置。根据时针和分针将两个三角形粘在光盘上。最后，把
光盘贴在原来画的彩纸上，用彩笔写下1到12的数字，这样就
做出了一个漂亮的钟。

经过这次手工制作，我学会了多动脑。我可以用更多的手变
废为宝，这也有环保的意义。这就是我，一个快乐的小环保
专家!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周末，我成了“环保专家”。

早上，阳光明媚，是洗衣服的好时机。我妈把脏衣服扔进洗
衣机，放上凉水和香喷喷的洗衣粉，洗衣机就开始工作了。
我好奇地盯着它。过了一会儿，洗衣机“生气了”，把她肥
硕的腰左右摇晃，不断发出低沉的“叫声”和“嗡嗡——”，
仿佛在生气地说：“衣服太多了!“是不是很有趣!我继续饶
有兴趣地看着。



时间像鸟一样流逝。洗衣机平静下来了。我听到水流的声音。
突然，洗衣机吐了。就像喷泉喷出的水一样，洗衣机里的水
汩汩流出。我们刚刚学了《绿色记事本》。我急着想，我该
怎么办?我们不能让水资源白白流走。突然急中生智想了一个
办法，冲到卫生间，煞费苦心地拿出一个比我大的盆，放在
洗衣机旁边，把水管放进盆里。“哈哈”，我欢呼，“水没
跑!”“哗哗——”当水声如此欢快的时候，“谢谢你!没让
我们浪费!”我仿佛听到了溅水的清晰声音，开心地笑了。

后来我用这个水拖地，擦桌子，浇花……大人夸我是“环保
小能手”!

水是珍贵的。世界上有许多人饮水困难。让我们珍惜每一滴
水。

环境保护的心得感悟篇三

现如今低碳经济正逐渐成为世界引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低碳
生活已经成为当下生活的一种潮流，因此我们青岛科技大学
材料学院响应国家号召，开展了相关的低碳系列活动。

实践活动期间，我们带着低碳环保宣传手册挨家挨户的进行
宣传，刚开始，我们就是以低碳这一概念入手，向当地居民
进行宣传，在第一家宣传完时，那家的人都感到很茫然，那
时我还不以为然，我还以为可能他们不怎么习惯我的语言，
结果一连走了几家，他们的反应都一样，我才恍然大悟，原
来原因不在于他们，而在于我自己。并不是他们不习惯我的
语言，而是我的宣传方式有误。他们日常生活里根本不会接
触低碳这个字眼，因此当我们去直接宣传低碳生活时，他们
根本就不明白我们在说什么，露出茫然的表情纯属正常。因
此，接下来的工作我就从环保手册中的日常生活节能的金点
子入手，对低碳生活进行客观的宣传，结果是村民们纷纷拿
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总结出节能减排的小方法，敞开心扉
的与我们进行交流，就这样在我们双方互相交流过程中，低



碳概念也慢慢被他们所接受和理解。

这几个星期,我们几个生物老师带领学生进行了中学生环保意
识的调查,让我受益匪浅。

环境对生物的影响有利弊之分，但其结果都是使存活下来的
生命更能适应环境，生物的生存也会影响环境，生物与环境
是统一的有机整体，作为在自然中具有特殊地位的人类，我
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身，无休止
地破坏环境必定会使人类自身走向灭亡!

环境保护的心得感悟篇四

现在，社会上形成一种盲目攀比、追求奢华的消费风
气。“物以稀为贵”的思想使人们舍得花高价购买和使用珍
贵木材制成的家具。然而这种畸形的消费观念正对大自然造
成严重的破坏。以红木为例。红木是热带雨林山产的珍贵木
材，价格年年攀升。一双红木筷子上百元，一套红木家具数
万元、数百万元，但仍有人购买。我国严禁砍伐红木，我国
的红木家具都是国外市场流入的。然而地球的生态系统是一
个整体，任何地区热带雨林的砍伐都会破坏动物的栖息环境，
造成整体的生态失衡。另外，珍贵木材取自珍稀树种，而珍
稀树种是不可复生的自然遗产。一万年前，地球上约l/2的陆
地面积覆盖着森林，约62亿公顷，而如今只剩下28亿公顷了。
全球的热带雨林正在以每年l700万公顷的速度减少着，用不
了多少年，世界的热带雨林资源就会被全部破坏。雨林是地
球之肺，失去了肺的地球将会不堪设想。保护雨林、保护珍
稀树种从拒绝消费珍贵木材制品做起。

2.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

一次性筷子又称“卫生筷”、“方便筷”，是人类社会生活
节奏加快和社会服务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曾被视为一种
文明标志。然而，现实表明，其所谓“卫生”和“方便”不



过是人们一种虚幻的心理期望，它的使用与“折枝为筷”本
质相同，与每餐清洗消毒、不需要众多生产基地和繁琐运送
过程的多次性筷子比，既不卫生，也不方便。它的生产，是
一种野蛮的掠夺行为，它的储运中伴随着难以避免的污染，
而其使用，显然是不洁和浪费。一株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
能制成6000—8000双筷子。我国每年生产一次性筷子1000万
箱，其中600万箱出口到日、韩等国。日本人发明了一次性筷
子，却不用自己国土上的森林生产，而且用后回收用于造纸
等。我国森林覆盖率不足日本的1/4，每年为生产一次性筷子
减少森林蓄积200万立方米。因此，我们提倡外出就餐拒绝使
用一次性筷子，平时学习和工作中拒绝使用木杆铅笔。

3.使用节能型灯具

在改善照明技术的过程中，白炽灯比蜡烛发光效率高70倍，
寿命长100倍;比油灯效率高20倍，同时提供更高质量的照明。
最新节能照明产品——小型荧光灯比白炽灯效率又高3倍，寿
命长9倍，而且发出的光的`亮度相当。和白炽灯一样，小型
荧光灯降低了照明成本。在美国，小型荧光灯的照明成本仅
为白炽灯的一半，即使减去灯本身的成本(约20美元)，用小
型荧光灯代替白炽灯，也能节省30美元。目前全世界使用着
大约5亿个小型荧光灯。如果同时使用的话，节约的电能相当
于28座大型火力发电厂的发电量——约2.8万兆瓦。除此之外，
使用节能灯还可通过减少耗电量减轻由能源使用导致的环境
副作用。如气候变化、酸雨和煤炭燃烧时产生铅、砷等有毒
金属。同时，使用电能涉及发电、送电、用电以及大型设施
的建设和维护，所有步骤都会产生废物。据估计，在美国，
一支节能型的小型荧光灯最终将少产生90公斤固体废物。我
国素有节电传统，应该发扬光大。

4.多用肥皂，少用洗涤剂

肥皂是由天然原料——脂肪再加上碱制成的。肥皂使用后排
放出去时，很快就可由微生物分解。所以相对来说，肥皂在



生产和使用上，对环境的影响是轻微的。与肥皂相比，洗涤
剂对环境的影响较大。合成洗涤剂的制造过程中产生大量的
废水和废气，它的使用，特别是含磷洗涤剂的使用，又增添
了一系列的环境污染。含磷洗衣粉中的磷酸盐能刺激水藻的
过分增长，水藻在死亡时会因其自身有机物质分解使水生态
系统负荷过重，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等问题。被磷污染的水域
含有供水藻生长的丰富肥料，水藻的过分生长又造成氧耗竭，
以致水域里的鱼虾因为无力与水藻争氧而死亡。被磷污染的
江河湖海中，都会形成“死亡带”。为了尽量减轻对环境的
破坏，我们大家都应该多用肥皂，少用洗涤剂。

5.不焚烧秸秆

日前，在全球范围内，—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土壤的质量
正在退化。尽管农民施用了很多的氮磷钾化肥，它们迅速而
方便地替代了土壤在侵蚀过程中或在种植农作物过程中输出
的许多营养成分，但是在发现增加化肥用量可以提高产量的
几十年后，在许多国家，可种植的作物品种对化肥的接受效
应达到极限，施肥也不再能够掩饰越来越严重的土壤退化。
化学肥料不可能代替真正肥沃的土壤，它们不能给土壤提供
包括有机物，微生物、昆虫、水等在内的一些基本成分。这
些基本成分的相互作用，会为植物创造一种有益的环境。比
较流行和有效的做法是让秸秆还田(秸秆还田的方式有多种，
如翻耕、沤肥、生产沼气后以沼气渣追肥等)，提高土壤中有
机质的含量，防止土壤退化。我国—些地方有焚烧秸秆的坏
习惯，应该敦促其改正。

6.节省纸张，回收废纸

在报纸电视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造纸厂污染环境的报
道。大量的污水把水体变得又黑又臭，鱼虾绝迹，两岸农田
减产或绝收。生产纸张大部分以木材为原料，而木材的来
源——森林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是“地球之肺”，同时
造纸还要污染环境，所以节约纸张就等于保护了我们生存的



空间。在我们每天繁忙的学习和工作中，留心一下准备扔掉
的废纸，也许反面还能用。即使是没有空白的废纸也不要随
便扔进垃圾桶。回收一吨废纸可以少砍17棵大树，生产800公
斤好纸，减少35%的水污染，节省—半以上的造纸能源。我国
的废纸回收率很低，每年都要进口废纸，仅1996年就进口
了137万吨。我们可以把学校和家中的旧报纸、旧课本、废纸
片等集中起来，送往废品收购站。在购买纸张时选择再生纸，
用实际行动支持废纸的循环利用。还可以把废纸回收的好处
告诉同学和父母，大家都来回收废纸。

7.少吃口香糖

香糖作为一种休闲食品，香糖固然有很多可爱之处，但是近
年来在一些发达国家，香糖的名气却开始臭了。原因很简单：
口香糖入口时爽口，“出口”时却只会让人恶心。更要命的
是，口香糖吐在地上后形成的残迹难以清除、难以降解，给
环卫工作添了很多麻烦。在神圣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口香糖
残迹就像一摊摊鸡屎，搞不好还会粘在游人的鞋上。为了防
止让口香糖残迹败坏形象，国外—些城市近年来开始制定法
规，禁止人们在公共场合吃口香糖。比如在新加坡，胆敢在
公共场合吃口香糖的人将被处以高额罚款。虽然现在中国还
没有对口香糖消费采取什么限制措施，但任何一个关心环保
的人都应该对口香糖说“不”，至少在吃口香糖时不要出口成
“脏”。

环境保护的心得感悟篇五

个国家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就是良好的环保状况。环
境保护是利国利民的大事，现在做好环保工作可以为将来我
们的子孙谋求一个更好的生存空间，因此环境保护问题应该
引起世界人民的广泛关注。我国人民也必须落实好环境保护
工作，发挥“保护环境”这一基本国策的作用，促使人民的
生活质量得到提升。此外，通过环境保护这一国策可以更好
的体现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制度。通过这项国策可以使生



态环境得到改善，人们的身体健康也会得到保障，我国高等
院校对环保工作的重视，可以让大学 生树立环保意识，并用
这一思想理念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

一高校环保工作者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环保意识

环保意识是开展环保工作的前提。环保工作对于建设美好高
等院校意义重大。环保意识指的是高校环保工作者对于人与
环境的辩证关系形成正确的认知，在此基础上处理好人类生
产活动、生活活动与环境的关系，保证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
与生态规律相符。同时生态规律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
的促进作用，人们应该以高度的责任感面对环境与发展的问
题，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点。高校环保工作人员对于自身环
保意识的提高是一种必然要求。根据现阶段我国高校的自身
条件，环境污染导致的环境恶化问题非常严重，这对高校建
设是非常不利的。如果高校环保工作人员的环保意识比较高，
就会积极主动采取有效措施做好环境治理和改造工作，这样
会使高校校园更加干净，优雅。相对于工厂而言，高校主要
从事于科研和教学等工作。虽然高校工作比较“特殊”，但
是高校管理者不能忽视环境污染问题，包括实验室，生活设
施和医疗装置都会产生大量的废气，废水和废物。这些废弃
物会通过大气，水和土壤给人体造成严重的危害，给人们的
身体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高校环保工作者必须坚持预防
和治理相结合的工作方针，通过综合治理的方式不断提高自
身的治理水平。如果环保工作者能够尊重客观规律，就能在
教学工作中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做好生产劳动中的环境保
护工作。环境保护意识对于教师，领导人员和普通工作人员
都是一种必须树立的意识。我国的繁荣和昌盛需要依靠高科
技的专业人才，培养人才需要依靠教育的力量。高等教育的
目标是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专门的高级人才。时代的进步需要
人们站在“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角度思考问题，防止急功
近利对人类生存的环境造成危害。因此高等院校需要设置环
境保护类的课程，同时将环境保护工作作为干部培训的重要
内容之一。对于大学生的环境保护工作需要从大学生这一青



年群体抓起，对于他们的宣传教育可以使他们的环境保护意
识大大增强，这样我国的环保事业也会获得较大的发展。现
阶段，我国高校环境保护类型的专业占据的比重在逐年上升。
随着我国环保事业的不断加强，环保工作需要更多的专业人
才。此外，高等院校不仅需要设置环保专业，而且在全校范
围内应该将环保学科作为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这样就可以
使环保专业和其他专业的学生都能了解环保工作的重要性，
这样大学生也会更加关注环保类社会人文学科。通过这种教
育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才更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这样的人才
更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我国各大院校应该制定科学
的环保工作计划 ，并根据计划严格落实环保工作的各个环节，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环保工作也应该加强重视，从而保证少
数民族地区高校的环境更加宜人。

二通过设立环保机构和人员素质的提高做好环保工作

建立环境管理机构是做好环保工作的前提，可以让高校环保
工作更加科学。我国很多理工类高校设立了校办工厂，实验
室和生活锅炉房等设施。这些设施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较多
的污染源，而文科院校的污染物质和污染源比较少。由于不
同高校的性质和规模不同，他们会面临不同的污染问题。因
此不同类型的高校需要设置的环保机构也不同。如果高校的
污染源比较多，那么就会有更大的环保工作任务量，对于这
些院校来说，专业环保机构的建立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对于污染程度较低的高校，由于环保工作量比较小，这一类
高校可以根据本院校的具体情况建立兼职环保管理机构。也
就是说不论何种性质和何种规模的院校，环保机构的设立都
是必不可少的。高校设立环保机构必须坚持讲究效率，短小
精干和实事求是科学定编的原则。我国高校环保机构必须履
行自己的职责，根据我国各项环保政策和法规落实好环境保
护中的各项环节，再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制定规章制度，和
有关机构的配合制定环保工作计划，并有效监督执行这项工
作。高校环保机构和其他相关机构可以做好环保科研，环境
监测和环保宣传教育工作，制定系统的污染物治理和调查方



案，加强对环保设施的管理，使其能够有效运行。同时环保
先进经验的推广也是一项重要工作。高校环保工作的内容决
定了环保工作的范围比较广。高校要重视环保工作，通过环
境保护可以为高校创造美好的生活空间。这就需要高校环保
工作人员有较高的环保素质，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做
好环保工作，在此基础上会推动整个国家和社会也会更加健
康的发展。

三高校各个部门协调配合完成环保工作

由于环保工作的系统性比较强，高校的各个部门都需要配合
环保部门做好环保工作。环境保护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多，主
要包括学校各个角落的污染源，对这些方方面面的污染源都
要关注和处理。因此高校环保工作人员在掌握环保工作的内
在规律后，才能将环保管理职能充分发挥出来。高校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环境保护工作。环保工作和行政，生
产和卫生等职能部门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对污染源的综合
治理需要各业务部门的分工协作，解决水质污染，噪音污染，
土壤污染等问题。由于不同的污染治理需要不同的技术，因
此环境污染治理技术比较复杂。通过相互配合和协作可以更
好的完成治理工作，这种统筹管理的方式是非常有效的。为
了达到统筹管理的目标，高校管理者应该树立环保意识，投
入较大的环保管理经费。环保部门可以通过对环境规则的部
署解决跨部门和跨行业的环境污染问题，避免出现脱节问题。
在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只有保证每个工作环节都能落实到
位，才能保证竣工后不会对环境造成破坏，而且要树立一切
从实际出发的理念，从而提高环境治理工作的科学性。高校
的污染源比较多，因此相关职能部门加强综合业务管理非常
必要。工作人员在实行各项业务管理工作时，可以将环境管
理内容渗透其中，从而使环保工作更加全面和系统。我国环
保法的颁布为环境保护工作开创了新局面，虽然环保工作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有些高校
虽然花费了大量的物力和人力，但是处理设施建好后无法实
现处理目标，在这种背景下，废气，废水和废弃物的排放无



法达到国家的控制标准。出现这一问题主要是由于高校有关
部门不能调查摸底污水排放情况，无法了解污染物的性质和
排放机理，采用的处理方法和流程也达不到标准要求，加上
有些管理人员工作责任心不强，导致环保工作一直处于被动
应付的状态。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各个部门需要发挥自身作
用，在充分调查污染情况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实验和分析，
再采用可行性较强的方式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环保问题是当今社会的一项重要问题。尤其在高
校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背景下，高校环境治理工作显得尤为
重要。高校环保工作者应该探究科学有效的环保措施，从而
不断提高环保工作质量。文章主要从“高校环保工作者需要
不断提高自身的环保意识，通过设立环保机构和人员素质的
提高做好环保工作、高校各个部门协调配合完成环保工作”
等方面提出高校环境保护工作的几点思考。希望通过本文的
研究对高校环保工作水平的提高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