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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霄翔

青少年是未来的社会中坚力量，
因而在中小学生群体中开展环境教
育尤为重要。对于公众的环境教育
常借助于 NGO 的环保公益活动，而
在校园内的开展则多局限于各学科
的微量渗透，总体效果并不明显。

中小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课作为
一项国家课程，是让学生走出教室的
绝佳机会，因而可以作为环境教育进
入国家课程的突破口。综合实践活
动本身作为一项实操性强的学科，在
一线教学中开展难度较大。目前，综
合实践活动主要以主题式、模块化形
式展开，包罗了安全教育、乡土教育
等多方面。而环境教育主题的综合
实践活动既符合社会环保大背景，又
契合学生德育的需要，很适合在中小
学校开展。

考虑到环境教育的特殊性，笔者
认为，应当由环保部 门 和 教 育 部 门
共 同 合 作 ，从 硬 件 及 软 件 两 方 面 着
手 ，突 出 本 土 环 境 教 育 资 源 的 亮
点，才能真正推动其在全国中小学校
的开展，并最终将环境教育融入国家
课程。

开发环境教育综合实践活动基
地，培训环境教育专职教师

目前，各地已有不少规模不同的
综合实践活动基地，但专门用于开展
环境教育的基地并不多。在仅有的
环境教育场所中，甚至还有一些其实

并不完全适合的，例如动物园、海洋
馆等。这些场所常常陷入伦理争议，
诸如是否保护了动物福利，是否以牺
牲野生动物自由为代价换取观赏效
果等。学生处在这种非自然环境中，
也很难真正理解如何爱护自然状态
下的生物。

真正的环境教育综合实践活动
基地，应基于对自然状态下生物的观
察，如湿地观鸟、植物园观蝶、保护区
外围观察野生动植物等，配合相应的
指导和课程达标设计，方能起到良好
的教育效果。我们迫切需要更多、更
合适的环境教育基地，让学生走进自
然、了解自然。

在教师方面，各地学校鲜有专职
的综合实践活动教师，多由其它学科
教师兼任，这使得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的开展相对松散。环保部门或可考
虑在各地培训专业、专职教师团队，
跨校开展环境教育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的教授，亦同时弥补了当前教育系
统在此课程上的师资空白。

开发适合当地中小学生的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设计适合四季的主题
活动

倡导学生爱护的“环境”多在室
外。环境教育应当在环境中进行，在
教室内的环保课至多能够给学生以
抽象认识而无直观印象。

在建设环境教育基地的同时，如
果能从全国层面建立完善相关指导
性教材或课程指引，那么，各地环保

部门就能在此基础上依托当地的环
境教育资源，开发相关课程。

地方环保部门不妨与基地的宣
教科室进一步联合开展课程开发，切
实利用好基地内的环境教育资源，设
计符合不同年龄学生的环境教育课
程。这些课程应有完整的教学目标、
流程和反馈，并融入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的各个要素，让学生的知识、技能
及环境素养得到真正提升。

除了循序渐进的日常环境教育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建议每周一节），
还可设计适合四季的环境教育主题
活动，让学生应用和展示课上学到的
知识技能。例如，游云生态教育工作
室面向深圳市中小学生推出了“春种
树、夏赏蝶、秋收获、冬观鸟”主题活
动。其中，“秋收获”环节是指中小学
生以环保志愿者的身份，在社区、公
园等公共场所，对市民进行环境知识
宣讲，并配合互动游戏，更加有效地
传播环保理念。有了日常的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和每个季度的总结性主
题活动，便构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
学年规划。

突出特色亮点，打造各地“生态
名片”，并将其作为环境教育的核心
内容

各地还应找到本地的特色亮点，
打造成当地的生态名片，并在学生和
公众中不断推广强化这张名片，以达
成环境宣教目的。例如，深圳市的两
大特色是红树林与黑脸琵鹭，其中红

树已被政府认定为第二市树。深圳
市中小学环保志愿者围绕红树开展
了“认养红树苗-参与生态修复”系列
活动，以“人人家里种红树”的环境教
育 渗 透 模 式 ，通 过 记 录 自 然 观 察 笔
记，深入了解红树的生长过程。对于
全球濒危鸟种黑脸琵鹭，志愿者团队
也曾多次举办活动向市民征集签名，
支持其成为深圳市市鸟，同时让更多
人了解这一物种。

生态名片，可以是当地最著名的
生 态 景 观 ，也 可 以 是 最 独 特 的 动 植
物，只要抓住一两个亮点，倡导学生
群体及社会公众的关注和爱护，便能
由点及面，拓展到保护环境的生态文
明终极目标。毕竟，生物多样性因环
境的多样性而生，环境又因其中生存
的生物而持续，爱护以“生态名片”为
代表的生物，才能爱护生物赖以生存
的环境。

综上所述，环境教育主题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包含了研究性学习、劳动
与通用技术、信息技术、社区实践与
服务等多个要素，同时涉及基础教育
的多学科知识，是一门真正的“综合”
实践，对学校的生态特色文化建设更
有着巨大的推进作用。环保部门如
能制定相关政策，助力这一课程在全
国的推广，将成为环境宣教工作的又
一突破口。

作者单位：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
学校

本报记者王小玲 通讯员魏旭
东成都报道 2015 年千名青年环境
友好使者夏令营近日在四川省成都
市举行。来自近百所高校的 246 名
优秀青年环境友好使者代表参加活
动，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环
境保护宣传部门代表也作为观察员
参加。

夏令营旨在提升青年环境友好
使者开展环保宣传的能力，加强青年
使者之间的交流与学习，同时在活动
中共同讨论、充分听取青年使者的建
议，集思广益，助推“千名青年环境友
好使者行动”项目升级。

为期 4 天的夏令营设置了七大
环境知识专题讲座及活动方案策划、
摄影摄像、辩论技巧等能力培训课
程。学习之余营员们还参与“绿色健
步走 美景随手拍”、环保主题辩论赛
及文艺联欢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他
们走进社区、公园进行环保宣传实
践，来到农田、湿地、工厂体验生态之
美。青年使者交流会还为心怀绿色

梦想的营员们搭建了与社会各界交
流的平台。

同时，夏令营特别设置了“绿色
招聘”环节，花王、欧莱雅等企业现场
向青年环境友好使者伸出橄榄枝，共
同为环保事业贡献力量。

四川省环保厅副厅长彭勇表示，
青年人朝气蓬勃，是环保事业中不可
或缺的力量。千名青年环境友好使
者行动正是以青年为切入点，鼓励和
支持他们积极投入到环境保护的实
际行动中来。

据了解，千 名 青 年 环 境 友 好 使
者 项 目 自 2009 年 6 月 5 日 启 动 以
来 ，全 国 已 有 6173 名 环 保 志 愿 者
被 授 予 青 年 环 境 友 好 使 者 称 号 。
他们广泛开展环保宣传活动，向公众
传播环境知识，带动百万 公 众 参 与
环 境 保 护 ，用 行 动 实 现 他 们“ 以 一
传千，以千传百万”的承诺。目前，
项目已逐步成为大学生环保活动中
的品牌项目，成为环境保护工作的生
力军。

山东省寿光市日前组织 40 余名“绿色小记者”开展环保参观活动。小记者通
过参观世纪学校空气自动监测站点、水质土壤监测室、大气物理监测室以及环境信
息中心，观看工作人员的演示，了解空气自动监测的流程和原理，多角度学习环境
知识。 郑光涛 王文硕供图

搭建交流平台 唱响绿色青春
千名青年环境友好使者夏令营在蓉举行

爱环境始于自然笔记
上海复旦科技园小学创新教学培养学生关爱自然

新 鲜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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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环境教育融入基础教育

小创造解决村民大问题
陕西山阳中学环保实践服务生活，发明节水利器赢得称赞

◆本报记者冯永强通讯员王泽琳

每天放学后，对于陕西省山阳中学
陶沛林等 4 名学生来说，他们的“发明创
造时间”才刚刚开始。在老师指导下，
他们利用废旧塑料瓶、闲置的铜线等材
料，设计村民家用的水塔控制器模型，
搭 线 圈 、剪 橡 皮 管 、连 接 电 源 ，反 复 试
验、讨论，到村民家中实地考察。历时
一年，他们终于发明出节能环保的农村
水塔自动控制器。

活动中，学生们既向当地居民传播
水环境保护知识，也通过科技小发明帮
助居民节水节电，实现水资源保护。这
项“农村小型水塔自动抽水控制器的研
究与应用社会实践活动”还获得了 2015
年第十三届“赛莱默杯”全国中学生水
科技发明比赛暨斯德哥尔摩青少年水
奖水环境知识普及宣传类特等奖。

水资源问题唤起学生节水创新

山阳县地处秦岭南麓，水资源问题
困扰着这里的人们。

因技术问题导致的生活中用水浪
费现象普遍存在。近年来，村民纷纷盖
起了小楼房。由于地理环境等因素制
约，居民无法依靠自来水厂供水，只能
在自家院子挖水井、在楼顶修建水塔，
利用水泵将井里的水抽到水塔。但是，
水塔满后，这些电动抽水装置必须手动
断电才能停止抽水，使用中经常出现居
民未及时断电而导致水塔水满溢出的
现象，浪费水资源。

同时，这里的地下水位不断下降。
据山阳县周边村镇群众反映，地下水位
比 1976 年前后下降了 2.5 米以上。一些
居民的打井深度从 3~5 米，到如今有时
打到十几米都没有水，无奈只得重新换
地方再打。

“每次放学回家的路上，看见村民
们房顶上的水塔漏水、溢水，觉得很心
疼。”陶沛林说。

身边的水资源状况牵动着山阳中
学师生的心。一方面，他们积极向当地
人普及节水知识，树立节水意识。他们
以水资源保护为主题办板报 80 多期，走
进乡镇实地宣传，还自发组建团队，实
地调研。另一方面，学校把设计新型水
塔控制器作为学生节水创新社会实践
研究的主要任务，鼓励学生通过发明创
造，解决农村自动上水装置的弊端。

活学活用变废为宝

“这个探头浸入水中，过一段时间

就产生水垢，灵敏度下降了，怎么办？”
一位学生问。在发明过程中，学生们遇
到了不少类似的技术难题。他们利用
寒暑假，多次前往附近乡镇农村实地调
研考察，深入了解居民家庭用水情况，
并向老师请求技术指导。

最终，陶沛林和同学们制作出水塔
自动控制器，元件少、性能稳定、使用方
便。它利用水的导电性，结合了电子元
件三极管的放大和开关性能，一旦水塔
溢 水 就 会 自 动 断 电 ，停 止 抽 水 。 实 验
中，学生还注意对身边废旧物品的二次
利用，实验器材包括废弃塑料瓶、闲置
应急灯外壳、茶叶盒等等。

在老师的辅导下，学校科技活动小
组的学生共制作了数十种不同类型的
水塔抽水自动控制器，获得国家发明专
利 8项。

效果好不好用户说了算

学生们从生活中找寻发明创造的
灵感，又以科技创新服务实际生活。 为
了在农户家中推广使用自己发明的装
置，学生们没少花心思。由于装置是学
生 自 己 制 作 的 ，使 用 的 材 料 也 比 较 简
单，居民一开始对它的实际效果半信半
疑，不肯使用。

几名学生便一次次上门拜访，面对
面向居民介绍。恰逢两户居民新建了
楼房，还未安装抽水装置，学生们自告
奋勇，亲自给农户安上自己的小发明。
真金不怕火炼，学生们的产品得到实践
检验，既省水又省电。尝到甜头的农户
还主动当起推广员，向邻居朋友推荐，
十几户人家因此主动找到学校，希望学
生帮助上门安装。

村民葛先生家中自打用了这个装
置，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自家水塔哗啦啦
地往外溢水了。“水塔装满水自己就关
电源了，省心省事，用起来也方便，这个
月我家就省了 7度电。”

学生们根据计算，装置可使平均每
户每月节电 7~8 度，少抽取地下水 10 多
吨。目前，陶沛林小组发明的水塔自动
控制器，已在近 30 户家庭推广使用，获
得村民好评不断。

让环境教育关注生活、服务社会

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研究、在
研究中体验、在体验中领悟，这是山阳
中学坚持的理念。学校科技活动室内
陈列着各种小发明，如听障老人使用的
电话机、地震纵波记录仪、压力电能自
动烘干鞋等，无一不是利用废旧物品、

结合自己所学知识、在科技老师的指导
下发明出来的。

山阳中学自 2007 成立科技小组至
今，大大小小的科技发明上百件，荣获
多项国家级、省级的荣誉，拥有科技发
明专利 88项。

指导老师雷建设发现，在发明研究
过程中，学生的合作意识、团队精神得
到培养，对电子元件的了解也远远超出
课本内容。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研究
问题的方法，懂得了如何把所学知识应
用到社会实践。“真正的学校教育不仅
在于教会学生课本知识，更重要的是与
社会实际联系，关注社会、服务社会。”

陶沛林也表示，参与发明课题既加
深了自己对课堂所学理论知识的认识，
又锻炼了动手能力，还能为村民提供服
务，“感觉特别自豪。”

“现在，家里电灯开关坏了、水龙头
漏水了，孩子都能自己动手解决，成了
家里的‘小能人’。”一位学生家长感慨。

“ 如 果 我 们 的 作 品 能 够 进 一 步 完
善，得到定型产品，希望能够联系到厂
家批量生产。”雷建设认为，学生们设计
的水塔自动控制器成本低，效果好，会
在农村中广泛推广使用。

下一步，学校还计划开展针对水质
净化的科技发明，争取能够为应对当地
的水污染状况提供
有价值的小创造和
解决方案。

本报记者蔡新华 通讯员杨
斌上海报道 年 轻 老 师 站 在 一 棵
大树前侃侃而谈，向小学生讲解
周 围 的 各 种 植 物 和 昆 虫 特 性 。
十几名小学生听得入神，听到有趣
处不时哈哈大笑，拍手称快。这是
上海市杨浦区复旦科技园小学以
自然笔记的形式开展的环境教育
课程。

两座教学大楼间，有一片绿茵
茵的草地。这里既有挺拔的大树，
又有壮实的灌木丛，只见溪水清
澈，只闻鸟鸣悦耳。虽是夏日炎
炎，小花园内却清新爽快，令人流
连忘返。

学 校 总 占 地 面 积 2700 平 方
米，为供学生们观察自然，作自然
笔记，学校特意辟出 570 平方米建
成了这座袖珍植物园。

一只蝴蝶停在草丛中歇脚，一
名小学生迅速抓起相机，“咔嚓”一
声，蝴蝶定格在照片里，随后被她
依样画了下来。孩子拿着本子，向
老师请教。老师告诉她这是中华
彩凤蝶，并鼓励她自己去搜集相关
资料，加深了解。

另 一 边 ，一 位 小 男 孩 趴 在 地
上，透过放大镜认真观察蚂蚁的一
举一动，不时在本子上写下蚂蚁的
形态与行为。他颇为专注，连记者
走近都不曾发觉。其他学生有的
在本子上描绘秋海棠的形状；有的
画下了大叶吴冈草，并上网查询它
的基本情况；还有的则在小溪旁观
察小鱼慢慢游动的形态……

半小时的户外观察结束后，同
学们回到教室，一一上台展示观察

成果。那位观察中华彩凤碟的小
女孩已经能就中华彩凤蝶的特征、
生长周期侃侃而谈了。记录秋海
棠的小男孩说，他要一直观察下
去，写成厚厚的一本自然笔记。他
还表示，回家以后要告诉大人，热
爱自然的一草一木，保护美丽的大
自然。他们娓娓道来充满童趣，又
朴素实在，引得一片掌声。

为了让环境教育可亲近、易接
受，上海市杨浦区复旦科技园小学
在杨浦区环保局和区少科站的指
导和帮助下，探索出了这种培养小
学 生 兴 趣 爱 好 的 环 境 教 育 方 式
——爱生态环境，始于记自然笔
记。学校组织不同年级的学生，通
过观察学校小植物园的动植物生
长变化，以记自然笔记的方式，认
识到自然可以一笔一划地静心来
描绘。他们自主查阅相关资料，认
识自然界各种生命体的演绎方式
及相互关联，培养起对生态自然的
爱，提高环境意识。

杨浦区环保局工作人员认为，
学校采用的笔记自然教学形式，很
好地利用了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学校位于杨浦区新江湾城街
道，街道由废弃的军用机场发展而
来，由于过去一直处在封闭状态，
自然生态保持得很好。杨浦区在
开发过程中，也刻意保留这一原生
态，整条街道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一名授课老师反映，“热爱自
然环境，始于记自然笔记”的教学
效果很好，既培养了小学生对自然
生态的爱，也提高了他们的情趣，
他们可能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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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环境宣教“十三五”规划

投稿邮箱：zhengwenhjxc@sina.com

▲陶沛林和同学在制作
农村水塔自动控制器。

图 为 山 阳
中学学生设计的
一款水塔抽水自
动控制模拟装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