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提高和推广大学生环境活动

本期我们采访了日本全国大学生环境活动竞赛的学生工作人员。

问：	2008 年 12 月举办的第六届环境竞赛，为期两天。共有多少团

体参加了本次竞赛？另外，能否谈谈评选的过程？

启太：	 共有 58个团体参加。第一天，将 58个团体分成 8个小组，

在小组内报告各自的活动情况。然后，由每组选出一个团

体（整体共选出 8个团体），参加第二天的最终评比。每个

团体的活动内容报告时间只有 5 分钟，为了能让大家充分

理解自己的活动内容，参赛团体或以戏剧、或以舞蹈等手

法精心设计了各自的报告形式。环境竞赛中还设有不同主

题的研讨会、环境问题专家演讲等分项，此外，还设有活

动介绍的展区等。

问：对什么类型的活动评价比较高呢？

飞翔：	 今年，由 8 所大学学生组成的名古屋团体获得了最高奖。

他们与当地电影院携手合作搞了一个“再生水杯”活动；

还利用餐馆的废油和间伐竹子制作成蜡烛，搞了“烛光之

夜”（关掉电灯，只用蜡烛来照明）活动。该活动通过与当

地企业以及商店街进行合作，寓教于乐、寓环保于乐的构

思，受到了组委会的高度评价。

启太：	 上届的最高奖获奖者是制作环境智力竞赛题的团体（在手

机能连通的网站上发表）；上上届则是发行善待地球、善待

人类免费杂志的团体（浅显易懂而且萧洒愉快地介绍可在

日常生活中开展的环保活动）获得了最高奖。总的来看，

那些以简明易懂的方式介绍环境活动乐趣的团体获得的评

价较高。此外，我认为那些通过环境活动，为社区带来活

力、促进教育活动开展的团体，以及从事一些没有速效性、

不能立竿见影，或是从数字上较难评估的活动的团体也能

够获得较高评价。

飞翔：	 参加比赛团体的活动内容的确是丰富多彩的。有的致力于

垃圾问题，有的是将重点放在推广环境教育等活动上，还

有的团体则是在海外进行环境调查活动。

问：为什么参与环境竞赛的工作？或者说参与的契机是什么？

启太：	 我想在校外参加一些有益于社会的活动。虽然我自己并没

有直接参与环境活动，但我觉得大学生能够策划和运营以

大学生为对象的竞赛，并且以环境问题作为竞赛的题材很

有趣，所以成了一名学生工作人员，参与了三届环境竞赛。

去年还担任了代表一职。

飞翔：	 环境问题是各家媒体每天必定提到的话题，我想自己能够

为此做些什么呢？于是，我参加了大学校内的环境活动小

组，该小组的口号是“从自己身边开始改变”。我们与大学

生活消费协会合作开展减少购物塑料袋的活动，与大学联

手将文化节中使用的一次性容器改为能够作为资源再循环

的容器。因不想把活动范围不仅仅局限在校内，希望能够

与其它大学的学生以及社会人士联合起来做些事情，于是

我成了一名环境竞赛的学生工作人员，并参与了两届竞赛

活动，今年我担任代表一职。

问：	为什么要采取竞赛的形式呢？对于将环境活动分优劣这一点你

是怎么认为的？

启太：	 刚刚成为工作人员的时候，对为什么要采取竞赛的形式我

也曾烦恼过。但是，后来我开始明白与单纯展示活动内容

的评比会相比，采取竞赛的形式，各个团体才能更加明确

地展现自己的优势，而其他团体可以通过竞赛中的报告会

学到更多的东西。

飞翔：	 参加的团体为了在环境竞赛中宣传自己的活动，需要冷静

客观地回顾整个活动过程，聚在一起对今后的活动发展进

行商讨。我从参加环境竞赛的许多团体那里听到了这样的

感想：通过参加比赛，我们不仅认识到了活动面临的难题，

而且能够重新发现活动中的闪光点，对接下来该走的道路

也有了清醒的认识。虽然我也曾经烦恼过，但听到了这些

感想，才觉得采用竞赛的形式是合乎道理的。

启太：	 竞赛并不是单纯用分数来衡量活动的优劣，而是通过竞赛

激励参加的团体使其能够在下一届竞赛中推出更具有生气

的活动。因此，在环境竞赛中，我们也非常重视评选以外

的环节。例如：2008 年的环境竞赛在评选结束后，还开展

了小组研究活动，针对在今后的活动中可以活用的事例交

换了意见。此外，还积极举办了小组讨论会和交流会。

问：你认为今后的环境竞赛应该如何发展呢？

飞翔：	 现在，可以说是掀起了一股环境热潮，大学里出现了许多

从事环境活动的小组。但是，在周围的朋友看来，加入环

境小组的人	“真了不起呀”。而我认为大家不应当抱着这种

态度来看待环境活动，如果将来能让大家以“哦，是嘛”

的理所当然的眼光来看待此事是最理想的。而且，我希望

通过努力让那些平时没有参加环境活动的人也能够轻松地

来到环境竞赛的会场，分享其中的无限乐趣。

启太：	 对于没有加入环境小组的人来说，很难了解环境活动的内

容。比如：在大学文化节上，看到环境小组在对垃圾进行

分类时，就有很大一部分人会想：“对垃圾进行分类有什么

乐趣可言呀”。其实，我们眼前所看到的垃圾分类活动是与

其它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与在社区等其它场所参与

活动的人们联系在一起的。我认为应当通过环境竞赛使得

更多的人意识到这种联系的存在。“快乐的环境竞赛”是我

们现在的目标，但是，我希望参赛团体获得的不仅仅是快

乐，而是能够在比赛结束时带回去一些收获，同时，能够

向社会传达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问：	参与环境竞赛的工作让你学到了什么？今后打算如何运用这些	

学到的东西呢？

启太：	 每当我看到大家不用一次性筷子，自己带筷子；为了减少

使用购物塑料袋，自己带提包的时候，我就会想这样的努

力不可能立刻阻止全球变暖的趋势，而且自带筷子和自带

提包的做法，是否真对环境有益也尚不明确。但是，我已

经明白像这样的活动并不是一次性的，它会一直发展下去，

将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社区全体将会更加充满生机和

活力。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应当只站在环境的角度来考虑

问题，而是应当站在社会这个大背景下，在与许多事物的

联系中去考虑问题，进而再把它与环境问题联系在一起。

飞翔：	 我经常听到参加环境竞赛的团体以及评选委员们说：“被学

生们的热情感动了”、“我们的想法能被大家理解，太高兴

了”。我认为，人最终是因为心动而动，而不是因为头脑理

解而动。所以，我现在时刻提醒自己要把自己的想法用心

地传给他人。希望能够在为社会带来有益影响的方面尽自

己的绵薄之力。

★采访当时（2009 年 2 月）的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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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环境竞赛大学生代表

飞翔，大二学生★，居住在埼玉县，
2009 环境竞赛大学生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