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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术研究推动环境教育发展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环境教育研究探索

文 |王西敏

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

长期以来，社会上对环境教育的理解存在不少

偏差，比如，认为环境教育就是带小孩子玩的活动，

不需要太多的专门知识；环境教育就等于邀请专家

给中小学生做讲座，而不考虑听众的接受程度；或

者把环境教育等同于广告宣传等等。对环境教育工

作理解的偏差，使得很多开展环境教育工作的机构，

仅仅把环境教育看成是附带的工作，也不配置或者

配置很少的专职人员。更为普遍的是，我们开展的环

境教育侧重在组织各种活动上，缺乏对活动效果进

行有效评估，更缺乏在此基础上的学术性研究。这

导致了很多环境教育活动方法单一，内容雷同，注

重形式而缺乏内涵。特别是由于对当前环境教育理

论的不了解，很多活动还是侧重在知识的传授方面，

而缺乏从更多的角度关注环境教育的最终目的——

促进行为改变方面的影响上。

为此，在园主任陈进研究员的带领下，中国科

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以下简称版纳植物园）

在开展环境教育活动的同时，注重学术研究，把研

究结果进一步用于指导实践，并通过培训班的形式

在中国植物园界推广，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比如说，很多人对环境教育活动的效果表示疑

虑，觉得到户外玩耍浪费时间，特别是城市里的孩子，

课余时间更多地被各类培训班所占据。那么，到户

外玩耍到底对孩子有什么影响？为此，版纳植物园

以全国 15 所小学四年级学生，共 1119 个学生为对

象进行了调研。研究表明，城市学校的孩子普遍比

农村学校的孩子的自然体验要少。孩子们的自然体

验能显著地增加对自然中常见野生动物的喜爱 ( 亲生

物性 )，并且减弱了对动物的害怕程度 ( 惧生物性 )。

反过来，亲生物性显著地影响孩子们对动物的保护

意愿。没有证据表明自然体验能直接影响孩子们动

物保护的态度和意愿，但是通过培养孩子们的亲生

物性可以间接地增强他们的生物保护意识。这样的

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自然体验活动的必要性和

紧迫性。自然体验活动在孩子童年阶段的消失某种

程度上对生物保护是一种不利因素。植物园、动物

园等科普教育机构应该鼓励培养孩子增加自然体验，

培养孩子对生物的亲近与喜爱，进而提高他们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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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多样性的保护意愿。这份研究在 2014 年发表在学

术刊物《生物保护》（Biological Conservation）上。

在植物园的环境教育活动中，如何根据公众的心

理特点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是环境教育研究需要探

讨的重要命题。自主学习（free-choice learning）

理论的相关研究表明，自主学习可以促进学习者在环

境保护领域的行为改变，而提供一定指导的自主学习

过程，比完全自主的学习更有效。为了激发公众对于

植物的好奇心，促进公众在参观植物园过程中的自

主学习行为，版纳植物园设计了一份基于版纳植物

园的“探索地图”。研究结果表明，该探索地图确

实能够提高游客的专注程度，进而有效提高植物园

的教育功能。该项研究结果 2015 年发表在《环境教

育研究》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上。 

在该研究中，作者手工绘制一个地图，并在上

面标注了 10 种精心挑选的植物在园中的位置，这些

植物分别在根、茎、叶、花上有显著而有趣的特点。

地图同时包含了对这十种植物的介绍，并包含若干

启发性的提问。游客在植物园入口处可免费得到这

份地图，根据地图去寻找、观察这些植物。通过对

969 份有效评估问卷的分析，得出结论：使用了探

索地图游览植物园的游客，在植物园知识（不包含

在地图中，而是可以在植物园其他地方学习到的知

识）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没有使用探索地图的游客。

为了探索导致差异的原因，研究者又对 106 名游客

进行了无干扰的观察实验，观察结果表明：使用探

索地图的游客，会在植物园中花费更多的时间，并

对植物和植物标牌有更多的关注。因此，研究者相

信，探索地图在植物园游览过程中的使用激发了游

客自主学习的行为，游客因此获得了更多的植物园

知识。 

设计印发探索地图，在植物园中是一种简单易

行、节省人力，同时又具有显著教育功能的环境教

育方法，值得在广大植物园中推广。但是要达到教

育功能，需要配合植物园的解说牌、博物馆、展览

等其他环境教育设施，使得游客更加积极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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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植物园所提供的知识和教育信息。 在此研究的

基础上，版纳植物园特别制作了一份《植物园濒危植

物探索地图》用于日常的科普活动。

2013 年 6 月，在中国科学院、国家林业局与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支持下，中国植物园联盟成立，秘书

处设在版纳植物园。正是有了这些建立在实践基础上

的研究成果，版纳植物园在同年 8 月，即面向成员

单位开始了第一届环境教育研究与实践培训班，到

2015 年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来自近 30 家植物园及

其他机构的约 80 名科普工作者参加了培训班。这个

培训班有四个目标：以高质量的专业培训，加深学员

对环境教育理论的理解；分享最佳环境教育案例，加

强学员环境教育项目设计和实践的技巧；特别注重环

境教育研究训练，增强学员对环境教育研究、项目评

估的理解；创造和拓展中国环境教育工作者专业交流

平台，促进经验交流、资源共享。

整个培训过程为期两周。第一周从环境教育理论

最基础的“计划行为理论”说起，涉及到环境教育的

发展历史、环境教育方式方法、环境教育的目标受众、

评估方法、问卷设计、数据分析、公众科学、气候变

化等议题，期间包含大量的环境教育学术论文的研读。

第二周则要求培训班成员以小组的形式开展环境教育

课题研究，把第一周学到的知识用于实践，包括确定

研究题目，设计调查方法、搜集数据并分析，最后形

成报告进行考核答辩。由研究员们组成的评审小组从

报告的科学性（50% 比例）、数据统计分析（20%

比例）、答辩表现（30% 比例）为报告评分，最终

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各一组。获得一等奖的学员，

还获得去英国进行环境教育考察的机会。

《植物园对周边民众环境意识影响的研究》、《中

国植物园科普志愿者可持续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基

于记忆法探讨环境教育研究培训班的影响》、《影响

公众植树意愿的因素分析》等等都是在历届培训上的

成果。培训班的效果也得到了一致的认可，尽管有着

“魔鬼训练营”的称谓，培训班的报名和录取率都保

持在 3:1 的规模。高强度的培训确实锻炼和提升了

一批植物园的一线科普工作者，促进了中国植物园在

环境教育领域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