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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绿色生活方式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李佳昕１　李金辉２　宋　烨１△

（１济宁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济宁 ２７２０１３；２金乡县人民医院，金乡 ２７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　探讨医学生的日常绿色生活方式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以在校医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问
卷调查，探索医学生不同人口学特征与绿色生活方式的关系，相关影响因素分析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４１．１１％的医学生对绿色生活方式总体认知良好。不同月支出、年级间、学院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７７．００％的医学生对绿色生活态度表现良好，性别和所在学院是影响医学生绿色生活态度的因素（Ｐ＜０．０５）。践
行情况良好学生占比５８．５６％，多因素分析显示所在学院对医学生绿色生活方式践行情况有影响（Ｐ＜０．０５）。结
论　医学生对绿色生活相关知识认知状况一般，总体对绿色生活态度良好，但践行情况不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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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生活方式是一种简约适度、环保、健康文
明的生活方式，通过倡导居民使用绿色产品、参与

绿色志愿服务，引导公众树立绿色生活理念，使绿

色消费、绿色出行、低碳环保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满足人的美好生活需要、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生存方式［１］。当前我们正面临

严峻的环境问题，世界各国开始深刻反思传统发展

理念与模式的弊端，全球生态保护意识逐渐觉醒，

人类的发展模式由“传统”向“绿色”转型［２］。近年

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政策，都在倡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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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绿色生活［３］。当代大学生作为环境保护的一

股重要力量，应拥有健全的绿色生活观念意识，并

将这种观念意识践行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在社会

公众面前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从而更好地建设环

境美好型社会。本研究对医学生的绿色生活知识

掌握情况、节约环保的绿色消费观念、践行绿色低

碳的日常生活进行调查，旨在探讨医学生绿色生活

方式的认知、态度、行为情况以及影响其绿色生活

方式的相关因素进行了调查分析，以便为学校和社

会采取针对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以某医学院校在校生为研究对象，对６２８名在

校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６１３份，有
效率为９７．６％。６１３名研究对象的年龄为１７岁～
２７岁，平均年龄为（２２．６９±１．８１）岁。其中男生
３０８人（５０．２％），女生 ３０５人（４９．８％）。年级方
面，大一７５人（１２．２％），大二８７人（１４．２％），大三
１０４人（１７．０％），大四 １３５人（２２．０％），大五 ２１２
人（３４．６％）。所在专业包括基础医学院 ６７人
（１０．９％），临床医学院１１０人（１７．９％），口腔医学
院７４人（１２．１％），公共卫生学院１７２人（２８．１％），
其他学院 １９０人（３１．０％）。每月支出方面，１０００
元以下 ５８人（９．５％），１０００元～１５００元 ２８２人
（４６．０％），１５００～２０００元有１９６人（３２．０％），２０００
元以上有７７人（１２．６％）。
１．２　研究方法

查询文献后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通过便利抽样

方法，采用网络问卷形式进行调查。问卷内容包括

人口学特征、绿色生活方式的认知情况、绿色生活

方式的态度情况、绿色生活方式的践行情况 ４部
分。其中，绿色生活方式的认知包括绿色生活方式

的内涵、目标、内容、意义、相关法律法规；绿色生活

方式的态度情况包括衣食住行绿色化的观念，理性

消费、适度消费的态度，使用绿色产品、参与绿色志

愿服务的意愿。绿色生活方式的践行情况包括选

择高效、环保的产品和服务，降低消费过程中的资

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节约、环保、健康、文明的生活

行为习惯。

赋分及综合分高低界值的确定方法［４］：１）认
知方面。每选项赋值 １分，答对计 １分，答错计 ０
分，总分２３分，以８０％为分组依据，≤１８分为认知

较差，＞１８分为认知良好。２）态度方面。按程度赋
值１～４分，总分２０分，以６０％和８０％为分组依据，
≤１２分以下态度较差，１３～１６分态度一般，≥１７分
态度良好。３）行为方面。按程度赋值 １～３分，总
分是１５分，以为 ８０％为分类依据，＜１２为表现一
般，≥１２分表现较好。分值越高表明认知情况越
好，态度正向明确，日常践行绿色生活情况越好。

本研究中知识、行为、态度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分别
为０．９０２、０．６１２和０．８０８。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软件建立数据库，并对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不同人口学特征比较采用χ２检
验，绿色生活相关影响因素分析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分析。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认知情况
６１３名医学生对绿色生活方式认知状况总体

得分在６～２３分，均值为（１５．５５±６．０８）分。总体认
知较差占５８．８９％，认知良好占 ４１．１１％。医学生
所在不同学院、年级和支出情况对认知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公共卫生专业认知良好的学生
为５１．１６％；每月支出在１５００～元认知状况良好的
学生为４４．９０％；性别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医学生对绿色生活方式认知状况分析（ｎ／％）

特征
认知较差
（ｎ／％）

认知良好
（ｎ／％） χ２ Ｐ

性别

　　男
　　女

１７５／５６．８２
１８６／６０．９８

１３３／４３．１８
１１９／３９．０２

１．０９８ ０．２９５

所在年级

　　大一 ５３／７０．６７２２／２９．３３
　　大二 ６１／７０．１１２６／２９．８９
　　大三 ６０／５７．６９４４／４２．３１ ２５．６９０ ＜０．００１
　　大四 ８９／６５．９３４６／３４．０７
　　大五 ９８／４６．２３１１４／５３．７７
所在学院

　　基础医学院 ４３／６４．１７２４／３５．８３
　　临床医学院 ６７／６０．９１４３／３９．０９
　　口腔医学院 ５３／７１．６２２１／２８．３８ １３．１９１ ０．０１０
　　公共卫生学院 ８４／４８．８４８８／５１．１６
　　其他学院 １１４／６０．００７６／４０．００
每月支出／元
　　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７／６３．７９
１５９／５６．３８
１０８／５５．１０
５７／７４．０３

２１／３６．２１
１２３／４３．６２
８８／４４．９０
２０／２５．９７

９．７５６ ０．０２１

·０２１·



济宁医学院学报２０２２年４月第４５卷第２期　Ｊ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Ｕｎｉｖ，Ａｐｒｉｌ２０２２，Ｖｏｌ４５，Ｎｏ．２

２．２　态度情况
６１３名医学生态度总体得分为５～２０分，均值

为（１８．００±３．４６）分。总体态度良好占比７７．００％，
态度一般占比１５．００％，态度较差占比８．００％。医
学生性别和所在学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医学生对绿色生活方式态度状况分析（ｎ／％）

特征
态度较差
（ｎ／％）

态度一般
（ｎ／％）

态度良好
（ｎ／％） χ２ Ｐ

性别

　　男
　　女

３２／１０．３９
１７／５．５７

５６／１８．１８
３６／１１．８０

２２０／７１．４３
２５２／８２．６３ １１．０９５ ０．００４

年级

　　大一 ６／８．００ ９／１２．００ ６０／８０．００
　　大二 ６／６．９０ １６／１８．３９ ６５／７４．７１
　　大三 ７／６．７３ １４／１３．４６ ８３／７９．８１ ７．５６３ ０．４７７
　　大四 ７／５．１９ １７／１２．５９ １１１／８２．２２
　　大五 ２３／１０．８５３６（１６．９８）１５３／７２．１７
所在学院

　　基础医学院 ７／１０．４５ ４／５．９７ ５６／８３．５８
　　临床医学院 ４／３．６４ １４／１２．７３ ９２／８３．６３
　　口腔医学院 １５／２０．２７ １４／１８．９２ ４５／６０．８１ ３１．４８２ ＜０．００１
　　公共卫生学院 ６／３．４９ ３２／１８．６０ １３４／７７．９１
　　其他 １７／８．９５ ２８／１４．７４ １４５／７６．３１
每月支出／元
　　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８／１３．７９
１９／６．７４
１６／８．１６
６／７．７９

６／１０．３４
５２／１８．４４
２４／１２．２４
１０／１２．９９

４４／７５．８７
２１１／７４．８２
１５６／７９．６０
６１／７９．２２

７．６７１ ０．２６３

２．３　践行情况
６１３名医学生行为情况总体得分在５～１５分，

均值为（１１．６２±２．０９）分，被调查医学生践行情况
总体表现良好，践行较好占比 ５８．５６％，践行一般
占比４１．４４％。医学生所在学院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其中临床医学院践行状况较好占
比最高，为６９．１０％。见表３。

表３　医学生对绿色生活方式践行状况分析（ｎ／％）

特征
行为一般
（ｎ／％）

行为较好
（ｎ／％） χ２ Ｐ

性别

　　男
　　女

１３７／４４．４８
１１７／３８．３６

１７１／５５．５２
１８８／６１．６４ ２．３６５ ０．１２４

年级

　　大一 ３０／４０．００４５／６０．００
　　大二 ４２／４８．２７４５／５１．７３
　　大三 ４３／４１．３４６１／５８．６６ ２．７８２ ０．５９５
　　大四 ５８／４２．９６７７／５７．０４
　　大五 ８１／３８．２０１３１／６１．８０
所在学院

　　公共卫生学院 ８５／４９．４１８７／５０．５９
　　临床医学院 ３４／３０．９０７６／６９．１０
　　口腔医学院 ３５／４７．２９３９／５２．７１ １２．０４７ ０．０１７
　　基础医学院 ２３／３４．３２４４／６５．６８
　　其他 ７７／４０．５２１１３／５９．４８

每月支出／元
　　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７／４６．５５
１１９／４２．１９
７９／４０．３０
２９／３７．６６

３１／５３．４５
１６３／５７．８１
１１７／５９．７０
４８／６２．３４

１．２４８ ０．７４１

２．４　绿色生活方式行为的多因素分析
以医学生践行情况得分良好或一般作为因变

量，以性别、所在年级、所在学院、每月支出作为自

变量进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所在
学院对医学生绿色生活方式践行情况有影响（Ｐ＜
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影响医学生绿色生活方式行为得分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特征 β 标准误 χ２ Ｐ ＯＲ（９５％ＣＩ）
截距 －０．９５ ０．４５６ ４．３５１ ０．０３７ ０．３８７
性别 ０．２３５ ０．１６９ １．９２９ ０．１６５ １．２６５（０．９０８～１．７６２）
年级 ０．０９４ ０．０６２ ２．２８９ ０．１３０ １．０９８（０．９７３～１．２４０）
每月支出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２ ０．９６９ ０．３２５ １．１０６（０．９０５～１．３５０）
公共卫生学院 １２．８９３ ０．０１２
　临床医学院 ０．７８２ ０．２６１ ８．９６７ ０．００３ ２．１８７（１．３１０～３．６５０）
　口腔医学院 ０．１１８ ０．２８６ ０．１７０ ０．６８０ １．１２５（０．６４３～１．９６９）
　基础医学院 ０．７６３ ０．３１１ ６．０２２ ０．０１４ ２．１４５（１．１６６～３．９４５）
　其他学院 ０．４４５ ０．２２３ ３．９６４ ０．０４６ １．５６０（１．００７～２．４１７）

　　注：赋值情况，性别（男＝１，女＝２）；年级（大一＝１，大二＝２，大

三＝３，大四＝４，大五＝５）；所在学院（公共卫生学院＝１，临床医学

院＝２，口腔医学院＝３，基础医学院＝４，其他学院＝５）

３　讨论

构建绿色生活方式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重要内容，也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

求［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

建设实施纲要》指出：“绿色发展、生态道德是现代

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美好生活的基础、人民群众的

期盼”［５］。大学生担当着全社会的先锋角色，应有

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感和担当，所以充分了解大学生

绿色生活方式相关知识、积极践行绿色生活态度及

行为是十分必要的。

通过对医学生绿色生活认知的调查，结果显示

医学生认知状况良好的只有４１．１１％，而且对于某
些深奥知识不够了解。说明医学生整体认知水平

不高，了解的相关知识表浅且不全面。这与殷宁充

子［６］的研究结论是相似的。医学生的绿色生活认

知状况在不同性别间无统计学差异，其原因可能是

男、女生平时主要通过手机浏览相关知识，了解的

内容较少且相近。以往研究大学生对绿色生活认

知影响因素主要从性别、年级等角度分析［７］，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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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医学院学报２０２２年４月第４５卷第２期　Ｊ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Ｕｎｉｖ，Ａｐｒｉｌ２０２２，Ｖｏｌ４５，Ｎｏ．２

究增加了所在学院和每月支出情况，结果显示所在

学院、年级和每月支出情况是影响绿色生活认知状

况的因素。充分的认知是良好态度和行为的基础，

建议学校通过开设相关课程，提高医学生对绿色生

活方式的认知。

通过对医学生相关态度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

数医学生态度较好，总体态度正向明确。医学生不

同性别和所在学院间对绿色生活方式所持态度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女生对绿色生活态度表现比男

生好，这可能与女生在日常生活中更细心、更节俭

有关；临床医学院学生对于绿色生活态度较其他学

院学生表现更好。大多数学生具有良好的环境保

护意识，并能注意到自身环境保护行为，这与宋烨

等［８］对济宁市大学生环保知识认知调查中的研究

结论是一致的。在其他相关研究中［９］，关于大学

生绿色生活相关态度调查结果同样表现为积极正

向，本研究的态度均值相对更高，其中数据差异可

能与样本选取范围有关。良好的态度有利于绿色

生活的践行，学校需进一步普及有关绿色生活的法

律法规，提高医学生绿色生活的社会责任意识，培

养学生良好的态度，使绿色生活深入医学生内心。

通过对医学生绿色生活践行情况调查，结果显

示，被调查医学生总体践行情况一般，践行较好的

学生占５８．５６％。其原因可能是在生活实践中，当
代大学生的生态价值观正由于过度功利化价值观

和物质化消费观的冲击而日益扭曲［１０］。本调查中

半数左右医学生经常进行垃圾分类，大多数医学生

会经常节约循环利用水资源和进行光盘行动，而其

他相关研究中［１１］，仅少数大学生会经常进行垃圾

分类，半数左右经常节约循环利用水资源、进行光

盘行动。此差异可能与样本选取范围有关，且问卷

中关于践行情况的问题会产生回忆性偏倚。经多

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所在学院对医学生绿色生活方

式践行情况有影响（Ｐ＜０．０５），相对于公共卫生学
院来说，临床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及其他学院学生

对绿色生活方式践行情况更好，这可能与其开设的

课程或社团活动有关。根据研究结果建议学校多

开展绿色实践活动，让更多医学生能够自发加入，

从而在生活中养成良好的绿色生活习惯，提高积极

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时效性。

通过对医学生绿色生活行为的多因素分析，结

果显示，所在学院对医学生绿色生活方式践行情况

有影响。践行情况较好的学院可能与其开设课程

有关，日常更注重绿色生活的宣教。

综上，医学生对绿色生活方式有一定的认知，

但整体认知程度不高，了解的相关知识不全面，绝

大多数医学生对绿色生活态度表现较好，但绿色生

活践行情况不够理想。建议学校开设相关课程及

组织相关活动，提高医学生绿色生活认知水平，增

强社会意识责任感，并将此转化到实际行动中，为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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