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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电子
产品的普及，青少年近视、肥胖和心理健康
等问题成为社会关切。自然教育鼓励孩子
们走出家门，到自然中去学习和探索，这正
迎合了时代之需。自然教育不仅仅是知识
的传递，更是情感的培养和行动的引导。把
课堂搬进森林、把课堂搬进湿地……倡导
培养孩子们的环保意识与生态责任感，激
发他们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敬畏。

近日，由陕西省关注森林活动执委会
主办的“全国三亿青少年进森林研学教育”
示范活动在西安举办，60余名研学青少年
走进西安植物园，在学习自然和植物科学
知识的同时，树立热爱自然、保护生态的
理念。

本次活动以“植物园里的大自然”为主
题，学生们在自然教育导师的引导下，通过
自然观察、果实微观、自然游戏、亲子手工
等多种教育引导方式，感受自然之美、认知
自然规律、了解植物知识，培养自然兴趣、
增强环保意识，为营造争做生态文明理念
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良好社会氛围
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近年来，我国各地依托国家湿地公园、
各级各类湿地自然保护区等，开展了形式
多样的湿地自然教育。华侨城国家湿地公
园以湿地资源为依托开发了多种自然教育
课程，多元化课程让前来参与自然教育活
动的公众，尤其是中小学生深刻体验到了
湿地的魅力。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重庆
开州汉丰湖国家湿地公园、西昌邛海国家
湿地公园等，多年来在自然教育设施体系
建设、自然教育课程和活动开展、自然教育
队伍培养等方面，不断开拓和创新实践，取
得了良好的综合效益。

今年7月-9月，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
联合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少先队广州市
工作委员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2024广州
市“我身边的绿与美”自然创作大赛，面向
全市6至18岁青少年征集自然日记作品，
在广大校园、少年宫及自然教育基地举办
了40余场自然日记指导活动，共收到全市
40余所中小学1600多份投稿。投稿作品
涵盖各个年级和不同动植物主题，充分展
现了青少年对身边绿与美的观察和热爱，
深刻诠释了他们与大自然细腻紧密而又深
厚的联结。

通过自然教育，孩子们能够在大自然
中学会观察、探索与合作，发展批判性思维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许多学校和社区
也开始纷纷建设自然教育基地，提供户外
课堂和生态体验活动，进一步推动了自然
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兼顾生态保护与可持续性、鼓励社区
与公众参与、重视跨界合作整合资源……
自然教育基地该这么建。

2021年，广东省林业局印发《广东省
自然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为广东省自然教育指明方向，这是
全国首个省级自然教育规划，对广东省全
面铺开自然教育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同
时，广东省印发实施了全国第一个自然教
育径标识系统、省级建设指引、本省首套自
然教育团体标准等，规范了本省自然教育
建设。

8月17日，首批前来参加自然教育科
普课堂的小朋友走进广州云溪植物园，在
自然教育导师的带领和讲解中，漫步园内，
通过近距离观察和聆听，开启一场榕树知
识的科普之旅。

为做好自然教育工作，云溪植物园内
建有3条自然教育径，以3000余个植物标
识牌为载体串联起丰富的植物资源，初步
构建起自导式的科普讲解系统。园中还建
有自然教育馆和花城艺术馆2大科普教育
场馆，系统讲述岭南植物故事。

截至目前，广东累计发布自然教育标
准8项，主要针对全省基地建设、自然教育
径建设、标识设置、课程设计、讲解服务、
志愿服务等提出了推荐性技术指引，成为
广东省自然教育标准化发展重要内容，推
动粤港澳自然教育高质量发展。

无独有偶。近年来，陕西利用自然保护
地、城市公园、科普场馆等形成自然教育场
所，涵盖森林、草原、湿地、沙地等多种类
型，目前自然教育基地数量已达95个，每
年培训导师100余人，现有优质推广教育
课程16个，开展青少年进森林研学、生态

文明教育进课堂、科普教育、文化采风等各
类活动，全年参与人数近10万人次。今后，
陕西省自然教育将持续完善基础建设，打
造特色教育设施，不断优化基地建设质量
和教育功能，定期举办自然教育导师培训
班，开展课程设计大赛，不断提升导师队伍
综合素质和教学能力，全面推动陕西自然
教育规范化、多元化进程迈上新台阶。

怎么让孩子们在参观大熊猫时不只是
看？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片区研究布局大
熊猫国家公园青木川自然教育基地、生态
体验小区、入口社区及主要节点，推动建立
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片区科普宣教基础设
施建设，依托科普宣教馆，吸引周边游客及
社区周边中小学生前来参观。同时，推进课
程体系建设，编写了“秦岭生态小卫士
（4—6年级）”自然教育课程等；以“祖脉秦
岭 中央公园”“大美秦岭 熊猫陕西”为主
题，利用“野生动植物日”“爱鸟周”等契
机，开展国家公园科普“3+4”系列进校园
进社区、科普知识竞赛等活动；秦岭大熊猫
研究中心结合世界野生动植物保护日、妇
女节、植树节等，开展互动体验活动、故事
化教学、多媒体展示、现场教学等。

四川平武县着力打造“中国自然教育
第一县”，建立岷山（平武）自然教育总校
和5所分校，发布全国首个县域自然教育
总规。宝兴县以“大熊猫文化溯源”引领自
然教育与生态体验。荥经县以“全域自然教
育先行者”为目标，实施“自然教育与大熊
猫国家公园南大门片区同步建设”等两大
策略，推动自然教育迈向纵深。眉山区域立
足四川1号界碑等独有 IP，打造“杜鹃课
堂”“问道珙桐”等精品课程，成立瓦屋山
自然学校，编写相关教材。

我国丰富的生态资源为开展自然教育提供了生

态基础，自然教育通过生态科普等增强公众的生态

保护意识，进一步促进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中

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自然教

育可以成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自

然教育可以培养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的生态保护意

识，鼓励人人都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

自然教育应立足我国的优势生态资源。开展自

然教育除了传递生态保护相关的科学知识外，还

应注重对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等的培

养，培育生态道德，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生态系统是开放的，彼此之间互相作用。山水

林田湖草沙所对应的各种生态系统，通过物质循

环和能量循环进行关联和互动。以青海省为例，作

为中国西部生态大省，青海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

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发源地，拥有“三江之源”

和“中华水塔”的美誉，是中国乃至亚洲的生态安

全屏障。特殊的自然条件孕育了青海独特的生态

系统和丰富的生物资源，这使得青海成为高寒生

物种质资源库和高寒生物资源基因库。这是青海

进行自然教育的生态基础。

自然教育引导人们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重要理念。在生态学上，绿水青山指的是健

康的生态系统。比如，银装素裹的雪域高原虽然颜

色并非青绿，但作为当地的生态系统，同样有着重

要生态价值和服务功能，生态系统所发挥的服务

功能正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生态系统的稳定

离不开人类的保护，开展自然教育就要提高公众

对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的理解和

践行，促进整个社会生态文明素养的提高。这是建

设生态文明的群众基础。

自然教育需要传递保护物种多样性的理念，提

高公众的物种保护意识。生物多样性是人类文明

的物质基础之一。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

正成为物种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为适应

气候变化，很多物种改变了原有生物形态与分布。

当然，让人们痛心的是，有些无法适应气候变化的

类群由于栖息地萎缩、生存资源紧张等，出现种群

局部灭绝、濒临灭绝甚至灭绝。这些改变会通过种

间关系影响到生态系统的改变，终究影响到人类

的健康与生活。只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

能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自然教育应从知识传递

向思维引导转变，特别是积极引导青少年形成保

护生态的自觉意识和思维。自然教育应在弥补青

少年课堂教育不足的环节中发挥更大作用，积极

引导青少年培养创新思维，给青少年种下一颗自

然的种子，让生态文明理念生根发芽。这批接受自

然教育熏陶的青少年长大成人后，会成为生态文

明意识和生物保护意识较高的社会人群，在他们

当中还有可能诞生一批生态学家。

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

享有的事业。开展自然教育应积极服务于生态文明

建设，立足实际，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创新形式、

多措并举、久久为功，努力增强人民群众生态保护

意识和青少年对自然的探索热情，让人人成为保护

环境的践行者、推动者，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11月19日，在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科研教育
处指导下，成都市植物园联合智然小房子开展了
主题为“四川省自然教育公益课程行动：‘自然’涟
漪起波澜——与奥运冠军共探自然奥秘”的活动。
2024年巴黎奥运会花样游泳集体项目冠军肖雁
宁，与来自德阳的幼儿园小朋友们共同开启了一
场自然探索之旅。

大自然里的一切都充满灵性。活动现场，肖雁
宁取自然名“桃花”，小朋友们则取名各种动植物，
在进行简单的互动游戏之后，肖雁宁与小朋友们
共同踏上“自然盲径”，从大草坪漫步至树林“捡
秋”，通过捡拾不同形状、大小、颜色的落叶和果实
等，来亲近自然，感受生物多样性之美。随后，小朋
友们以捡拾来的落叶为“笔”，在大地上挥洒创意，
用一幅“大地艺术”诠释自然之美。

科学普及是成都市植物园的重要职能之一。成
都市植物园园林工程师向可表示，今年成都市植
物园举办了各类科普教育活动讲解导赏类70余
场，科普课堂类71余场，结合重要节点的展览体验
市集活动10场，植物手工艺术类40余场，自然科
学探索类36场。 （据封面新闻）

11月5日，江苏省海安市南莫镇中心小学组织学生走出校园，来到农村的广袤稻田间绘画写生，描绘家乡丰收美景。 翟慧勇摄

把课把课堂安置堂安置自然间自然间
——多地自然教多地自然教育火热开展育火热开展

随着社会各界对生态保护的重视日益
提高，我国自然教育市场也越来越壮大，但
随之而来的是从业者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课
程设计缺乏标准规范、自然教育师资力量薄
弱等困境。

上海市林学会理事长钱伯金介绍，上海
是我国开展自然教育较早的地区之一。近年
来，全市涌现了各类热心自然教育的企事业
单位、相关机构及个人。但从总体看，工作开
展还不够平衡，缺乏统筹规划，教育机构与
自然保护地、公园绿地、林地湿地的衔接不
够，自然教育形式较为单调。

2012年，江苏省苏州市湿地保护管理
站在太湖国家湿地公园创办“湿地自然学
校”，这是苏州第一处面向大众进行科普教

育的场所。
“开办湿地自然学校的想法，最早是陪

女儿玩的时候想到的。”江苏省苏州市湿地
保护管理站站长冯育青回忆道，“孩子小的
时候，我们经常带孩子去公园玩，但感觉公
园里的自然活动很单一。要知道，自然教育
不仅能让幼儿在自然环境中释放天性，还
能培养他们的多种能力和素养，实现均衡
发展。”

湿地自然学校成立之初，没有专业的老
师，冯育青就带领管理站工作人员先学习后
培训志愿者。随着自然教育活动场次增加，
冯育青萌发了请专业人士做专业事的想法。

管理站积极发挥行业监督优势，为湿地
自然学校搭建对外合作平台和网络。他们与

世界自然基金会等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借助苏州市林学会环境教育顾问制度，从社
会招募专家，持续为湿地自然学校提供技术
支撑。此外，通过在苏州昆山天福国家湿地
公园成立实训基地，为全国近400家湿地公
园提供专业人才培训。如今，苏州的湿地自
然学校讲师已有20余人获批林业专业技术
职称，19人获得星级讲师称号，成为全市湿
地自然教育的中坚力量。近3年，他们开展
1109次的自然教育活动和347次的主题宣
传、研学等活动，受益群众16.3万余人次。

荷叶和莲藕里，藏着什么奥秘？芦苇与
生态，会有哪些关联？小小的蘑菇，除了能吃
还有什么生态价值？……在今年 8月上海

“自然教育师”培训现场，10份特色鲜明的

自然教育课程设计，凝结着有志于从事自然
教育者对行业的思考。

据悉，这已是上海第三次开展“自然教
育师”培训，旨在培养多元自然教育人才，打
造更加精彩的都市自然教育品牌。目前，全
市持证自然教育“正规军”已达150人。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推进上海自
然教育学校（基地）创建力度，建立森林保护
类、公园绿地类、实地观察类和野生动植物
园四大类型的上海自然教育体系，打造30
多个具有显著都市特色的自然教育品牌和
团队，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上海市林学会
理事长钱伯金表示。

（综合《光明日报》《中国绿色时报》《广
州日报》等）

发挥自然教育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 赵序茅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疏远，生

态环境的恶化、资源的浪费以

及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促使我

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生。自然教育，作为一种强

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教育形式，

正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越来越

多的关注和推崇。自然教育强

调在自然环境中进行学习，旨

在培养孩子的环保意识、科学

素养和社会责任感。

自然教育基地怎么建？

自然教育人才怎么培养？

自然教育“火”起来

成都市植物园举行
青少年科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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