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践行垃圾分类新时尚，打造立德树人新课堂 

--上海师范大学垃圾分类工作分享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大家上午好！ 

在推动垃圾分类这一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亲自部署、着力推

动的“关键小事”中，上海师范大学党委高度重视，各学院、各单位

狠抓落实。在工作定位上，我们坚持站高一步，把推动垃圾分类与“育

人”工作紧密结合，以行为养成推动道德养成，打造育人“新教材”，

丰富“立德树人”时代内涵；在工作机制上，我们坚持压实一步，夯

实全员参与理念，覆盖专业教师、辅导员、后勤人员，打通一二课堂，

构建育人“新讲台”；在工作成效上，我们坚持想深一步，注重长效

机制的建立，以精细地“管”推动精准地“分”，用“绣花针”织密

环境育人网络，回答好育人“新答卷”。下面，我就“新教材”“新

讲台”“新答卷”三个方面与各位进行分享。 

连接点与面，用活垃圾分类“新教材” 

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也是高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我们

将垃圾分类融入高校育人体系，由点及面，以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联动

劳动教育、生态文明教育、思政教育，紧密结合青年学生的行为养成

与道德养成，使垃圾分类工作成为新时代高校育人的“新教材”。 

以垃圾分类推动劳动教育更富朝气。垃圾分类具有“知行合一”

的天然属性，是做好当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的有力抓手。我们以教育部

《劳动教育指导纲要》为指导，结合当代青年热爱公益、热衷创新的

群体特点，创新开展校园垃圾分类工作。在学生生活园区组建专项志

愿者团队，两校区每天有 100余人担任志愿者，以自我教育、朋辈引

领开展分类宣传；以垃圾分类为平台，统筹协调社会资源，添置智能

湿垃圾源头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机，建立“上海市生态环保教育微实践

基地”，实现劳动教育资源在垃圾分类平台下的多样化供给。 

以垃圾分类促进生态文明教育更具活力。在垃圾分类“新教材”

的使用过程中，学校始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

以垃圾分类为抓手，充分利用世界地球日、国际湿地日等生态节日，

开展全校师生生活垃圾分类主题活动；结合“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等主题宣传，在全校营造“节粮爱粮”的浓厚氛围。通过上述持续的

垃圾分类“主题引领”，推动了学生保护环境、爱护自然等生态



文明意识的持续提升和生态文明教育效果的持续放大。 

以垃圾分类引领思想政治教育更接地气。思政教育的性质、地位

和作用，决定了它的开展必须既要“有生气”，又要“接地气”。垃

圾分类作为社会“热搜”和“刷屏”话题，为思政教育的开展提供了

难得的课程素材。校党委书记林在勇走进思政课堂，将垃圾分类作为

重要授课内容，为学生上了一堂别开生面、深富内涵的“开学第一课”。

校长朱自强在全校教工大会上多次宣传垃圾分类工作，促进了教职员

工分类意识的显著提升；在思政教师培训体系中，将垃圾分类“潜移

默化”融入思政课程体系，突破了“垃圾分类如何进入思政课”这一

融入难题；在具体授课过程中，学校鼓励采用垃圾分类案例介入教学

法，如部分“两课”老师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介绍上海

垃圾分类立法的实施，实现了垃圾分类和思政教育的良性互动。 

贯通管与教，站稳垃圾分类“新讲台” 

如何打破垃圾分类“一家包办”的境况，形成垃圾分类与学校其

他工作的同向而行，协同发力，这是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提升育人效

果的关键所在。 

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成立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建立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目标责任制，党委书记和校长亲自担任组长，成员单位由宣传、

人事、学工、教学、财务等多部门组成，真正使“有人管”、“管什

么”、“怎样管”的多元共治管理体制得以落实。通过工作的齐抓共

管，促使垃圾分类“同向同行种好责任田，多彩绘就育人同心圆”有

序运行局面的加快形成。 

强化专业教师全程参与：通过专题会议等形式，加强专业教师的

培训，提高教师的环保意识和环保素养；通过集体备课等各种形式，

积极推动以垃圾分类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教育内容“进课堂、进教案、

进课件”，以此带动专业教师垃圾分类教学意识的提高。 

深化辅导员过程管理：辅导员是引领学生参与垃圾分类的关键力

量。我们通过开展“三养”主题教育，将生活垃圾分类教育融入学生

宿舍、食堂、教室等方方面面的管理过程中，强化辅导员以精细地“管”

推动精准地“分”；创造条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环保类学生社团，

带动学生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细化后勤科学培训体系：不断建立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的讲师培

训体系，全面提升后勤员工的“讲台授课能力”；后勤服务中心全员

参与学校“桶长制”管理，定时定点循环开展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深



入学生课堂开展垃圾分类知识宣讲，不但让学生学会“如何分类”，

还让学生清楚“为何分类”，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同频共振。 

立足知与行，做好垃圾分类“新答卷” 

垃圾分类“新课堂”的建设成果，最终要看“答卷”结果。 

经过全校上下的持续努力，校园生活垃圾分类实效显著提升，师

生生活垃圾分类习惯日益养成，垃圾分类育人成效不断显现，真正实

现了“新时尚”与“新课堂”的同向聚合。 

垃圾分类的环境效应持续“美化”。学校按照“点、线、面”相

结合的原则，对四分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按需规划、合理布局；结合

智能社区建设，对老旧垃圾房进行现代化改造升级，提高了垃圾投放

的整体舒适度。“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成为了校园新时尚。 

垃圾分类的育人自觉不断“内化”。目前，全校三万余名学生都

熟知垃圾分类基本知识，并自觉开展分类。特别是大规模返校之后，

返校学生均能够在短时间内转变观念，严格践行垃圾分类相关规定。 

垃圾分类的育人成效日益“外化”。伴随行为习惯养成的，还有

学生主动参与、创新参与垃圾分类自发意识的唤醒。由我校信机学院

学生自主研发的智能分类垃圾桶获得第十四届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

全国一等奖；由我校师范类学生团队全程参与的原创情景剧《垃圾分

类我先行》，在“2020 年上海生态环保节”面向全市公演，向全体

中小学生充分展示了“未来教师”的良好风采。同时，大学生通过爱

心暑托班等形式，走进社区、中小学进行自觉宣讲，营造良好社会风

尚。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各位领导，垃圾分类是社会文明的

标志，高校在引领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方面肩负重任而且责无旁贷。

我们也深知，全面推行垃圾分类，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因此，

我们在继续做好规定动作的同时，将继续探索垃圾分类与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有机融合的新路径，把垃圾分类这个“新课堂”建设好，把垃

圾分类新时尚实践好，努力实现 “教育一个学生、文明整个社会” 的

育人目标。 

谢谢各位领导、各位同仁，也欢迎大家多来上海师大实地走访、

共同切磋！再次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