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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森林植物园的环境教育功能研究

曾桂梅ꎬ　 曾志新ꎬ　 欧光梅ꎬ　 梁成林ꎬ　 张陈阼ꎬ　 谢　 科

(湖南省森林植物园ꎬ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１６)

摘　 要:结合国内外植物园环境教育的现状ꎬ以湖南省森林植物园为例ꎬ针对环境教育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ꎬ以环

境教育设施设备、人才队伍、教育活动、宣传与推广和环境教育信息化平台建设为评价指标ꎬ进行了具体分析研究ꎬ
并提出了相应对策.表 ５ꎬ参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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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教育(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是一种跨

学科ꎬ以全民为教育对象的终身教育[１]ꎻ是环境教

育者对受教育者实施环境知识、环境问题等方面的

环境教育内容ꎬ以促进受教育者环境意识、环境技

能、环境心理和环境素质形成及发展的各种活动[２] .
环境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具备一定的环

境知识与技能、形成清晰的环境意识、态度与价值

观ꎬ最终形成有益于环境的行为模式[３] .
科普教育是植物园的重要功能之一ꎬ随着全球

环境的日益恶化ꎬ植物园的科普教育功能逐渐将重

心转移到公众的环境教育上ꎬ普及环境知识、培养

环境意识成为植物园新时期的历史使命.环境教育

以其实施主体和途径不同分为正规环境教育和非

正规环境教育.植物园的环境教育属于非正规环境

教育范畴ꎬ通常也称为社会环境教育[４] .相比学校以

传播、灌输知识为主的课堂环境教育ꎬ植物园的环

境教育具有教育手段灵活多样ꎬ参与性、趣味性、知
识性结合紧密ꎬ强调受众的体验与发现等特点[５ꎬ６] .
此外ꎬ植物园的多样性植物资源和自然生态环境使

植物园环境教育同时具备和符合了卢卡斯环境教

育理论的三要素ꎬ即在环境中的教育、关于环境的

教育和为了环境的教育[７] .在大自然中开展社会实

践活动对儿童进行环境教育ꎬ被认为是目前最成功

的一种环境教育方式.随着世界各国植物园环境教

育的兴起与发展ꎬ国际环境教育界普遍认为ꎬ植物

园因为其独特且无可比拟的资源优势在公众的环

境教育中蕴藏着巨大潜力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ꎬ在对公众的环境教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

位ꎬ成为环境教育重要的资源和载体[８ꎬ９] .

１　 国内外植物园环境教育概况

国外一些知名植物园开展环境教育工作较早ꎬ
在对中小学生的环境教育上拥有非常成熟的经验.
环境教育与学校课程紧密联系ꎬ如美国芝加哥植物

园通过开展以植物、生态和自然环境为内容的科学

体验ꎬ将科学的魅力和吸引力融入到孩子们的生命

中ꎻ开展的项目要充分支持国家和伊利诺伊州的科

学课程学习标准ꎬ同时也要支持包括语言、社会和

数学在内的基础学科课程.针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受

众严格开展与之对应的教育项目ꎬ注重参与体验、
自主探索和科学研究.教育方式互动性、参与性强ꎬ
新颖有趣乐于接受[１０] .英国的邱园植物园是伦敦中

小学生认识植物和自然的“第二课堂”ꎬ生物课的实



地观察和实验都是在邱园进行ꎬ在出园处贴有知识

测验题ꎬ孩子答对了就可以得到奖品ꎬ答不出来ꎬ就
得重新回到植物园去仔细观察找出答案[１１] .我国植

物园的环境教育虽然起步较晚ꎬ但从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也得到了较好地发展ꎬ在环境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活动开展、实现途径和方法以及科学研究和人才培

养等方面均有很大突破.

２　 湖南省森林植物园环境教育基础

湖南省森林植物园成立于 １９８５ 年ꎬ隶属湖南省

林业厅ꎬ是集科学研究、物种保护、科普教育和生态

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植物园.其占地面积 １２０ ｈｍ２ꎬ
森林覆盖率 ９０％ 以上ꎬ收集保存植物 ３ ２００ 余

种[１２]ꎬ收容、救治、驯养野生动物 １１２ 种ꎬ包括银杉、
珙桐、黄腹角雉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和动物.单位职

工总数 ２０１ 人ꎬ副高职称及以上人员 ５２ 人.园区位

于湖南省省会城市长沙市ꎬ是长沙、株洲、湘潭三市

融城中心ꎬ交通不便是困扰国内众多植物园开展环

境教育工作的难题[１３]ꎬ而湖南省森林植物园由于其

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条件ꎬ就不存在这样的难题.多年

来ꎬ湖南省森林植物园凭借丰富的植物资源和科研

人才积极开展科普教育ꎬ对长沙市乃至湖南省的科

普教育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ꎬ先后被授予“全国中

小学环境教育社会实践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

地”、“全国林业科普基地”、“全国生态文明教育基

地”、“湖南省科普教育基地”ꎬ被评为“湖南省‘十二

五’«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先进集体”.园区每年到访

游客量达 ８０ 万人次ꎬ周边 ５ ｋｍ 内有中小学校 １２ 所

以上ꎬ２０１６ 年成立了专门的环境教育履职部门———
科普中心ꎬ为环境教育的顺利实施提供了较好的基

础条件.

３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科协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中国林学

会对全国林业科普基地的评审和管理考核办法ꎬ以
及湖南省科协对湖南省科普教育基地的评审和管

理考核办法ꎬ选取环境教育设施设备、环境教育人

才队伍、环境教育活动、环境教育宣传与推广和环

境教育信息化平台建设等 ５ 个一级评价指标作为湖

南省森林植物园环境教育功能研究的主要指标ꎬ有

些一级评价指标下面又可细分二级评价指标.以
２０１６ 年湖南省森林植物园科普中心所做的具体工

作如实录入数据ꎬ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研究.

４　 结果与分析

从表 １ 可知ꎬ湖南省森林植物园的环境教育设

施设备基本齐全ꎬ科普展板(橱窗类) 数量较多ꎬ内
容上能及时更新ꎬ较好发挥了环境教育的功能.湖南

省森林植物园的 ３ ２００ 多种植物是对公众进行环境

教育的优质资源ꎬ园区的植物铭牌数量需要在现有

基础上进行大幅度的提升ꎬ才能达到植物园进行植

物展示和公众教育的功能需求.科普展馆是植物园

对公众进行科学知识普及和环境教育的重要场

所[１４]ꎬ湖南省植物园的展馆面积较大ꎬ但展品件数

不多且展品更新缓慢ꎬ工作人员较少ꎬ因此需要在

布展水平和人员配备上进一步提升和加强.

表 １　 环境教育设施设备情况统计表

Ｔａｂ.１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ｔａｂｌｅ

类型 数量

科普展馆

面积 １ ５００ ｍ２

工作人员 ２ 人

展品 １２８ 件

展品年更新次数 无

科普展板(橱窗类)
数量 ５０ 块

面积 １ ２００ ｍ２

更新频率 ４ 次 / ａ

标识标牌
科普解说牌 ８２ 块

植物铭牌 ４０８ 块

从表 ２ 可知ꎬ湖南省森林植物园的环境教育人

才队伍建设总体来讲ꎬ人员结构较为年轻化、知识

化ꎬ３５ 岁以上年轻人占 ７３％ꎬ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

水平人员占 ８７％ꎬ尤其是由园内专家和青年科研人

员组成的兼职人员队伍为植物园的环境教育工作

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专职人员队伍年龄偏大和

文化水平相对较低ꎬ不利于日常环境教育活动的开

展和志愿者队伍的培训工作.志愿者队伍在校学生

比例高达 ７２.５８％ꎬ不利于队伍的稳定和可持续发

展ꎬ需要招纳更多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社会志愿

者来优化专愿者队伍人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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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环境教育人才队伍情况统计表

Ｔａｂ.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ｔａｂｌｅ

专职人员
/ 人

兼职人员
/ 人

志愿者
/ 人

总人数 １０ １８ ６２

３５ 岁以下 ４ １４ ４８

学历( 大学本科及以上) ４ １８ ５６

在校大学生 ０ ０ ４５

在 ２０１６ 年ꎬ湖南省森林植物园针对不同受众人

群(学生、亲子、成人)ꎬ通过多种渠道(进校园、进社

区)ꎬ组织开展了 ４９ 场形式多样的环境教育活动ꎬ
参与人员达 ３１ ６５０ 人ꎬ成绩可观(见表 ３).每场活动

目标清晰ꎬ受众群体明确ꎬ活动效果较强.科普讲座

是传播科学知识的良好载体ꎬ同时又在室内进行ꎬ
具有不受天气影响、安全风险较小等诸多优势而受

到组织者的青睐ꎬ据统计ꎬ７５％的人是以科普讲座的

形式参与到湖南省植物园的环境教育活动中来的ꎬ
而曾桂梅(２０１２)通过调查研究发现ꎬ小学生偏好趣

味性较高ꎬ参与性、互动性较强的环境教育活动[１５]ꎬ
因此ꎬ湖南省植物园在今后的环境教育活动中需要

多举办观察探究、科学实践等互动性、参与性强的

户外活动ꎬ以吸引更多的小学生参与到园区的环境

教育活动中来.

表 ３　 环境教育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

Ｔａｂ.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活动类型及对象 活动形式 活动次数 / 次 参与人数 / 人

园区活动(亲子)

科普讲座 １５ ２２ ０００

观察探究 １２ ４００

科学实践 ５ １５０

主题活动 ２ ７ ０００

进校园活动(小学生)
科普讲座 ６ １ ２００

观察探究 ６ ３００

进社区活动(成人) 科普讲座 ３ ６００

总计 ４９ ３１ ６５０

从表 ４ 可以看出ꎬ湖南省森林植物园的环境教

育宣传推广方式主要以传统的媒体宣传、工作报道

和宣传单页为主ꎬ在科普作品(包括科普图书和科

普微电影、视频)的创作上还有待突破.

表 ４　 环境教育宣传推广情况统计表

Ｔａｂ.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推广类型 数量 / 次

媒体宣传 ２５
工作报道 ５６

印刷出版物 宣传单页 ３ ０００
影像制品 无

作为一个城市植物园ꎬ湖南省森林植物园非常

重视环境教育的信息化建设ꎬ建有官方网站、官方

微博(见表 ５)ꎬ但随着微信的使用ꎬ官方微博开始尘

封.园区有两个官方微信公众号ꎬ其中一个是 ２０１６
年底新启用的环境教育专用微信公众号ꎬ同时还新

开发了一款基于植物导赏和科学知识传播的导览

ＡＰＰꎬ但目前新增的环境教育专用微信公众号和

ＡＰＰ 需要加大宣传和推广力度ꎬ以使其能够充分发

挥作用.

表 ５　 环境教育信息化建设情况统计表

Ｔａｂ.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媒体 发稿 / 篇 访问 / 人次 下载 / 次 使用 / 人

官方网站 １ ６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官方微博 无

官方微信 １ ４２０ １３ ０００
官方微信 ２ ２０ ３００

ＡＰＰ <１００

５　 讨　 论

通过中国科协、中国林学会等机构对科普基地

的评审和考核管理办法ꎬ应用环境教育设施设备、
人才队伍、活动开展、宣传推广和信息化建设等 ５ 个

评价指标ꎬ以湖南省森林植物园 ２０１６ 年的环境教育

工作结果为基础ꎬ分析其环境教育功能ꎬ研究结果

显示ꎬ湖南省森林植物园环境教育功能履职机构健

全ꎬ人员配备到位ꎬ环境教育设施设备较为齐全ꎬ在
此基础上开展了以小学生为主要目标群体的多项

科普活动ꎬ良好履行了其对公众进行科学知识传播

和教育的功能.作为一个城市植物园ꎬ湖南省森林植

物园利用互联网技术ꎬ积极进行信息化建设ꎬ以此

应对公众日益增长的环境教育需求ꎬ为提高公众科

４６ 湖南生态科学学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学素养做出了应有贡献.同时ꎬ湖南省森林植物园还

需在以下方面进行完善:一是加大环境教育的资金

投入ꎬ对已建设施设备(如科普展馆、标识标牌)进

行更新和维护ꎬ并增加植物铭牌的数量ꎻ二是加强

环境教育专业人才队伍的培训ꎬ在环境教育活动形

式创新和科普读物创作及科普研究等方面有待

突破.
基于环境教育设施设备等 ５ 个评价指标的环境

教育功能研究ꎬ主要是以环境教育实施者为主体ꎬ
围绕有什么? 做什么? 怎么做? 三个方面来研究.
其不足之处是没有把受教者的反馈即受教者得到

了什么考虑进来ꎬ如对环境教育的展板、解说牌的

内容、形式是否喜欢ꎬ是否有再次参加植物园活动

的意愿等.因此对湖南省森林植物园以及其他科普

基地的功能评估和研究ꎬ如果能把环境教育受众的

满意度作为一个评价指标纳入进来ꎬ结果将更为科

学和完善ꎬ这也是日后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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