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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讨了建筑固废再生利用的环境教育应用。首先，给出了建筑固废再生利用的重要性及其与

环境教育的紧密联系。接着，对建筑固废再生利用的基本知识、现状以及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了深入

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建筑固废再生利用为主题的环境教育方法：案例教学法和实验探究法，

并在课程中进行了实践。通过评估学生对建筑固废再生利用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对环境教育的反思和

建议，发现这些教学方法在提高学生对建筑固废再生利用的认识和应用上具有积极效果。因此，建议将

这种方法推广到更广泛的环境教育实践中，以提高大众对建筑固废再生利用的理解和接受度。 
 

关键词 

建筑固废，再生利用，环境教育，实践应用 

 
 

Study o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Recycling Based 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Yumei Wang1, Hurui Jian1, Yuzhen Mo2, Yao Li2* 
1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Nanning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2Nanning Huarun Liangqing Concrete Co., Ltd., Nanning Guangxi 

 
Received: Jan. 11th, 2024; accepted: Jan. 29th, 2024; published: Feb. 29th, 2024 

 
 

 
Abstract 
This research primarily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recycl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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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irstly, the importance of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recycling 
and its close connection with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re highlighted. Subsequently, a compre-
hensive analysis is conducted on the fundamental knowledge, current status, and challenges asso-
ciated with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recycling. Based on this analysis, two environmen-
tal education methods centered around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recycling, namely case- 
based teaching and experimental inquiry, are proposed and implemented in the curriculum. Through 
assessing students’ grasp of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recycling knowledge, as well as re-
flecting on and providing suggestions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se teaching 
method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enhancing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construc-
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recycling.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o promote the adoption of these 
methods in a wider range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actices to enhance public comprehension 
and acceptance of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recyc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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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建筑固废再生利用的重要性 

建筑固废是指在建筑施工、拆除和改建等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这些废弃物如果未经妥善处理，会

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建筑固废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1] [2]。然而，

建筑固废也含有大量可以再次利用的资源，如砖石、混凝土、木材等[3] [4] [5]。如果能有效利用这些资

源，既可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又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因此，建立健全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对

提高资源循环利用水平、提升资源安全保障能力、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具有

重要意义[6] [7]。固废资源化利用水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标志。如果不进行妥善处理和利用，将对资

源造成极大浪费、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建筑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已成为一个备

受关注的领域，其相关研究和实践正在不断深入展开[8] [9]。 

1.2. 建筑固废再生利用与环境教育的关联性分析 

环境教育是一种通过教育活动来提高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和参与程度的教育形式，是培养公民环

境素养的重要方式。在当前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环境教育显得更为重要[10] [11]。将建筑固废再

生利用纳入环境教育，不仅可以使学生了解建筑固废的产生、分类、处理和再生利用的过程，还可以使

他们认识到资源的宝贵性和环保的重要性，从而培养他们的环保意识和实践能力。因此，以建筑固废再

生利用为主题的环境教育对于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和实践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2. 建筑固废再生利用的基本知识与现状 

2.1. 建筑固废再生利用的基本原理和流程 

建筑固废再生利用的基本原理和流程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建筑垃圾的收集和运输，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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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实施新建、改建、扩建或者是拆除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集中并运到处理场所。其次，进行分

拣和剔除，将其中的有机物、可燃物等进行分离。然后，通过粉碎和筛分等工艺，将废弃砖石、混凝土

等物质加工成粗细骨料。最后，再将这些再生资源重新利用，比如生产相应强度等级的混凝土、砂浆或

制备诸如砌块、墙板、地砖等建筑制品(图 1)。 
 

 
Figure 1. Recycling of abandoned concrete 
图 1. 废弃混凝土再生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处理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到对环境的影响。例如，对多成分混杂的、难以回收利

用的建筑垃圾，可以通过绿色“拆解”的方式进行预处理，提升旧构件整体再利用的可行性，减小施工

过程中的噪声、粉尘、振动等对环境的影响。同时，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利用还可以节约资源，降低能耗，

对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2. 国内外建筑固废再生利用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国外现状：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欧盟等，已经在建筑垃圾资源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12]。
他们通过法律保障、政府支持及先进技术开发与应用，基本实现了建筑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

源化”与“产业化”。例如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的数据，美国的建筑固废再生利用产业规模超过

2400 亿美元；德国建筑固废再生利用产业发达，据德国环保部门统计，德国目前有约 200 家专门从事建

筑垃圾处理的企业，年营业额达到 20 亿欧元[13]。多数发达国家环保意识较强，政府和公众对建筑固废

再生利用的重要性有着较高的认识和关注，这种环保意识的提升也推动了建筑固废再生利用产业的发展。 
国内现状：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建筑废物的资源化利用，制定了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废物研究和利用。

2021 年 3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九部门印发的《关于“十四五”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

明确规定到 2025 年新增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 60%，并在工程建设领域推行绿色施工。此外，根据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统计，我国城市建筑垃圾年产生量超过 20 亿吨，约占城市固体废物总量的 40%，东部

沿海地区的建筑垃圾产生密度普遍较高(图 2，数据来源：中环协建筑垃圾管理与资源化工作委员会)。为

加强建筑垃圾治理工作，部分城市已探索形成一批好的经验做法，在其他地方得到复制推广。 
总体来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建筑固废再生利用都在不断取得进步。未来的发展需要更加注重

技术创新、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方式，以实现更加高效和环保的建筑固废资源化利用。 

https://doi.org/10.12677/aep.2024.141022


王玉梅 等 
 

 

DOI: 10.12677/aep.2024.141022 163 环境保护前沿 
 

 
Figure 2. Building wast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图 2. 建筑垃圾产量及分布 

2.3. 建筑固废再生利用的问题与挑战 

建筑固废作为城市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主要废弃物之一，其处理和再利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然而，

在建筑固废再生利用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和挑战： 
① 技术挑战：建筑固废的分类、破碎、筛分和再利用等环节需要先进的技术支持。目前，很多国家

和地区在这方面的技术水平还有待提高，尤其是在建筑固废资源化利用方面的技术创新和应用。 
② 经济成本：建筑固废再生利用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设备投资、运营成本、技术研发等方面的费用。

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资金和技术投入可能是一个重要限制因素。 
③ 环境监管：在建筑固废的收集、运输、处理和再利用过程中，可能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

风险。因此，建立有效的环境监管体系和实施严格的环保标准是必要的。 
④ 市场发展：建筑固废再生利用的市场尚未完全成熟，需求和供应之间的不平衡可能会影响到该行

业的发展。此外，消费者对于建筑固废再生材料的认知度和接受程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⑤ 政策法规：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法律法规的制定对于推动建筑固废再生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在一些

地区，相关政策和法规还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和监管工作。 
⑥ 公众意识：提高公众对建筑固废再生利用的认识和参与度是推动这一行业发展的关键。通过教育

和宣传等方式，增强公众对建筑固废再生利用的理解和认同感。 

3. 以建筑固废再生利用为主题的环境教育方法 

3.1. 案例教学法在建筑固废再生利用课程中的应用 

建筑固废再生利用是一个涉及多个学科和实践环节的综合性课程，案例教学法则是一种非常适合该

课程的教学方法。通过具体的实际案例分析，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并将其应用于实际

工作中。 
在建筑固废再生利用课程中，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案例教学方法： 
① 现场参观与案例分析：组织学生到建筑工地或固废处理厂进行实地参观和调研(图 3)，了解建筑

固废的来源、种类、处理方法等。然后，根据所观察的实际情况，让学生分析和讨论相关的案例问题，

如如何处理不同类型的建筑垃圾、如何提高资源回收利用率等。 
② 历史案例研究：选取一些成功的建筑固废再生利用项目作为案例，让学生深入研究这些项目的规

划、设计、施工和运营过程。通过对历史案例的学习，学生可以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为今后的实际工

作做好准备。 
③ 模拟演练与案例讨论：设计一些模拟的建筑固废处理场景，让学生在课堂上进行角色扮演和团队

协作。例如，可以设定一个建筑工地发生了一起固废泄露事故，要求学生分组讨论应对措施和解决方案。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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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On-site visit and research 
图 3. 现场参观调研 
 

④ 企业实地考察与项目合作：邀请建筑固废处理企业来校进行讲座或展示，让学生与企业代表面对

面交流，了解行业现状和发展趋势。此外，鼓励学生参与到企业的实际项目中(图 4)，将所学知识应用于

实践，培养实际操作能力。 
 

   
Figure 4. Field research of projects 
图 4. 实际项目调研 

3.2. 实验探究法在建筑固废再生利用课程中的应用 

实验探究法在建筑固废再生利用课程中的应用非常广泛。例如，学生可以通过对施工现场建筑固体

废弃物类型的分析和研究，了解从源头减少建筑垃圾的措施，并对已经产生的各种不同种类的建筑固体

废弃物运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循环利用，以期实现建筑固体废弃物的资源化和再利用。 
此外，实验探究法还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建筑垃圾资源化的现有技术和设备。例如，学生可以学

习和比较国内外建筑垃圾处理的不同工艺，比如预分选、破碎、筛分和再利用等环节的操作过程和效果。 
同时，教师可以根据课程的教学内容设计相关的实验项目，比如建筑垃圾的分类和回收率的测算、

再生建材的性能测试等。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学生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并掌握理论知识，还可以增强

自己的实际操作能力，培养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 

4. 建筑固废再生利用环境教育的效果评估与反馈 

4.1. 学生对建筑固废再生利用知识的掌握情况评估 

为了评估学生对建筑固废再生利用知识的掌握情况，首先，我们设计了一个针对建筑固废再生利用

知识的问卷调查。问卷包括了与建筑固废的产生、分类、处理和再生利用相关的知识点。通过问卷调查，

我们了解到学生对这些知识点的掌握程度以及存在的知识盲点。 
其次，为了进一步评估学生对建筑固废再生利用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我们进行了一项小组讨论

活动。在小组讨论中，学生根据给定的案例，讨论如何合理处理和再利用建筑固废，并提出相应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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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议。通过观察学生的参与情况和讨论内容，我们可以评估他们在实际情境中运用建筑固废再生利用

知识的能力。 
最后，我们还进行了一次知识测试，测试学生对建筑固废再生利用知识的记忆和理解水平。测试内

容包括选择题、填空题和简答题，涵盖了建筑固废再生利用的基本概念、技术和相关政策。通过测试结

果，我们可以获得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和理解深度。通过评估结果，我们可以识别学生在该领域的

弱点和需进一步加强的内容，为后续的环境教育活动提供指导和改进建议。 

4.2. 教师对建筑固废再生利用环境教育的反思与建议 

教师在进行建筑固废再生利用环境教育时，需要反思和总结自己的教学实践，不断探索改进教学方

式和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① 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在建筑固废再生利用环境教育中，教师可能过于强调理论知识，而忽视了实

践应用的部分。学生可能无法理解和应用这些理论到实际生活中。通过实地考察、实验等形式，让学生

亲自参与建筑固废的收集、分类、处理和再利用过程，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② 教学方法的创新性：传统的教学方法如讲授、讨论等可能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需

要寻找更富有创新性和互动性的教学方法。可以采用角色扮演、项目式学习等方法，增加课堂的互动性

和趣味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 
③ 教学资源的丰富性：如果教学资源有限，学生可能无法全面了解建筑固废再生利用的重要性和方

法。需要提供更多的教学资源和案例。可以利用网络资源，如视频、动画、模拟软件等，为学生展示建

筑固废再生利用的过程和技术；同时也可以邀请行业的专家和学者来给学生做讲座，分享他们的实践经

验和研究成果。 

5. 研究结论 

(1) 研究发现，通过以建筑固废再生利用为主题的环境教育方法进行教学，可以提高学生对建筑固废

再生利用的认识水平和应用能力，进而促进其在实践中的积极参与和行动。 
(2) 基于案例教学法和实验探究法的环境教育方法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针对性，可以根据不同的教学

目标、受众群体和课程内容进行调整，为环境教育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未来的环境教育应更加

注重多元化的教育策略和方法，也应加强对建筑固废再生利用相关政策和技术的研究，以便提供更科学、

更具操作性的教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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