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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如果在野外，你看见了一只鸟，要
如何向别人描述它？又该如何形容每
只鸟不同的叫声？

在成都，一群城市里的孩子参加
了一次生态营活动后，get到了这些
“新技能”。

近日，由四川省环境科学学会、四
川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服务中心和成

都市观鸟协会共同组织了一场生态营
活动。活动以亲子协作、团队合作的方
式，通过“自然观察”+“植物样方”的户
外现场体验，结合“环保议事厅”式的
生物多样性讨论，引导参与者观察并
收集信息，了解学习生物多样性的知识
与意义，培养参与者主动提出环保意
见与建议的意识，让每个家庭真正
成为环境保护的参与者、实践者。

周六清晨，伴着秋日里的绵绵细雨，一辆挂
着熊猫玩偶的汽车驶出城市，穿过乡镇，路过村
庄，满载着城市孩子们对生态营的向往，一路驶
向离成都 45公里外的崇州花果山。

“哇，森林！”当汽车开进山里，年龄最小的
贾正阳小朋友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兴奋地
唱起歌来。

短暂的休息后，天空渐渐放晴。被雨水冲
刷过的空气格外清新，孩子们带着老师发放的
自然课堂笔记本开始了一天的体验。整个自然
课堂上观察到的鸟类和植物的数量、高度、距离
等信息，都需要记录到这个本子上。

据了解，这次生态营活动主要包括自然观
察和生物多样性探索两部分，自然观察主要在
夜间和清晨观察鸟类、昆虫、植物、生态群落等；
生物多样性探索将分组进行林地、草地等生物
多样性样方观察与信息收取。

杨小农是成都观鸟会常务理事、动物学硕
士、《野鸟漫画鉴》的绘画者，也是此次生态营的
老师。为了让课程顺利开展，杨小农首先向孩
子们讲解如何开展自然观察和多样性样方工
作，并对观察到的主要植物进行了说明。

观察之旅正式开始。面对眼前这些有点
“陌生”的植物，孩子们纷纷开启提问模式。

通过初步的观察，大家发现，在住宿酒店门
前草坪上，仅仅 25 平方米的地方，就有蜈蚣草、
海枣、鬼伞、半夏等 20多种植物扎根在此。

那么问题来了，这种人工干预比较多的环
境与人工干预少的环境相比，其中的植物有何
不同？带着这样的疑问，生态营一行人来到酒
店 3公里外的森林里。

同样是25平方米，森林中由于人工干预少，植
物大不一样，多为厥类植物，枝叶相对较大。观察
层也变为了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

“我们通过两组对比的形式，可以清楚直观
地看到人工干预对植物的影响。”杨小农进一步
解释说，一个健康的森林会有乔木和灌木、草
本，而只有草本层的生态系统比较脆弱，容易受
到人为破坏。

“路边到处都是马陆。”聊起此次生态营活
动，这种“马陆”无疑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才 来 到 酒 店 ，不 少 小 朋 友 就 被 它 吓 了 一
跳。“千足虫”马陆是多足纲动物，看着像软体动
物，其实它与螃蟹一样，有着坚硬的外壳。

“可能由于这里的天气较为潮湿，所以看见
的马陆比较多。”黄科是一名职业自然引导师，
他向孩子们介绍说，马陆如果受到攻击，会圈成
一圈，并释放出带有臭味的液体。

夜幕降临，周围渐渐安静下来，但对于夜间
活跃程度更高的夜行性动物和昆虫而言，这是
它们一天的开始。

晚上 8 点，老师和孩子们一起拿起手电，开
始了夜晚的探秘之旅。

没过多久，大家就先后发现了马陆、蟋蟀、
蟾蜍、螳螂、鹊鸲、树蛙等动物的踪影。整个夜
晚，不时会听见孩子们因为惊奇发出的赞叹声。

“看见前面有光亮的地方了吗？”作为博物
爱好者、成都观鸟会资深自然教育引导师，李黎
指着前面的亮光处说道，“这是给大家准备的礼
物。”原来，在夜间活动开始前 1 个小时，老师在
两棵大树间用绳子牵起了一张白布，并用灯光
吸引来往的昆虫。很多飞虫都有趋光性，会向
着光飞来。

“这也是感知、发现生态环境之美的一种方
式。”老师说。

次日一早，此次生态营活动的另一个重
头戏——观鸟体验，正式开始了。

“现在，每人先领一本《成都 150 种常见
鸟类手册》，一会我们通过单筒望远镜观察到
每种鸟类后，要找出它们的名字。”杨小农将
一本本由成都观鸟会绘制的精美蓝色小册子
发到孩子们手中。

他告诉孩子，观鸟曾是贵族活动，但随着
社会的变迁和教育观念的发展，这项活动日
益普及，如今中国一些城市的学校已经把观
鸟纳入了课程学习中。

怎么观鸟？“其实，没那么复杂。”杨小农
说，在野外观鸟，就是看你想看，让心身愉
悦。鸟类的形态丰富多彩，通过参与观鸟活
动可以进一步亲近自然，放松身心，无论大人
还是孩子，可以从观鸟开始培养自然环保的
生态观。

话音刚落，一只鸟就从远处飞来停在屋
檐上。孩子们赶紧把老师新发的书拿出来
对照。

作为成都观鸟界的泰斗，杨小农认为，观
鸟不光是愉悦自己，还得学会向别人描述这
只鸟。首先要说整体，然后是局部，可以分别
从头、颈、胸、背等部位依次形容。

黄科老师还分享了如何描述鸟的叫声这
个“特殊”技能。他说，鸟的叫声分为鸣叫和
鸣唱。鸣唱是求偶时发出的信号，鸣叫则是
日常的“交流聊天”。

黄科用波浪线的起伏来表示叫声的升降
调，并在各个波峰和波谷标上相似读音的汉
字或汉语拼音，如“布谷，布谷”。

在他的带领下，孩子们饶有兴致地观察
了领雀嘴鹎、白颊噪鹛、黄嘴栗啄木鸟、金腰
燕等鸟类的外形，倾听它们不同的叫声。

“生态营是通往自然环境的一扇窗户，一
把钥匙。也许你对身边的环境是模糊的，但
参与了这样的体验活动后，不仅会提升个人
的主动观察能力，也会对我们生活的环境有
更清晰的认识。”黄科说。

“真正的世界不在你的书本或地
图中，而是在门外。”的确，许多看似

“不务正业”的旅行、踏青，哪怕只是
走进一所郊野公园，对孩子产生的积
极影响远比你想象得多。

走出家门，踏入自然，孩子究竟
能获得什么？

要 知 道 ，自 然 中 没 有 课 桌 和 书
本，让儿童回归大自然，他们不再是
间接通过课本学习，而是通过与自然
实物的直接接触得到了全身心、多感
官的体验，孩子们的观察力自然而然
变得敏锐，他们探索和学习的天性也
会被彻底激活。

正如专家学者所言，培养孩子热
爱森林、敬畏自然的精神，会让孩子
的一生充满灵性，自觉抵制物质欲
望，享受单纯质朴的快乐。

我们欣喜地看到，如今，越来越
多的城市家庭开始走进自然，重新建
立与大自然的联系，也有越来越多的
专业机构相继成立，并推出了自然体
验、博物旅行、自然农耕、生态保育、
科普探险等教育项目。据统计，仅
2016 年全国就有 40 多家自然教育机
构成立。

相比国外长久持续的发展体系，
自然教育在中国尚属新兴事物。随
着它逐渐变成了“网红”，变得“有利
可图”，一些非正规机构也打着“自
然”的幌子做培训，他们的水平良莠
不齐，课程设置也不科学不专业，家
长要注意分辨。

自然教育没有“速成班”,不妨把
生命还给自然，把童年还给孩子，把
教育还给生活。在眼下这秋意盎然
的美好时节，你怎么忍心把孩子关在
房间里呢？

不如马上出发，去大自然这个最美
的教室中，给孩子一个崭新的周末。

本报记者刘蔚北京报道“三菱电机中国青年环
保推进活动”——2018 年度环保论坛暨环保资助活
动颁奖仪式近日举行。

本次活动由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和三菱电机
（中国）有限公司主办。活动以“创造低碳社会”“创
造循环性社会”和“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为主题，面
向 18～45 周岁的各界青年和团队征集环保资助项
目及环保创意项目。经过严格评审，最终在 200 多
份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优秀申报材料中选出 18 个
入围项目，包括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5 名
和创意奖 10名。

在此次环保论坛上，三菱电机株式会社环境推
进本部副本部长熊 田 辉 彦 ，美 国 圣 地 亚 哥 州 立 大
学 地 理 系 教 授 、北 京 大 学 城 市 与 环境学院客座教
授安力分别就三菱电机的“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以
及环保问题进行了精彩演讲，并与台下代表展开互
动交流。

获得资助项目一等奖的南开大学学生、中国高
校生态文明教 育 联 盟 实 践 基 地 建 设 项 目 策 划 人
关辽说，通过这样的评选活动，可以让大学生既感
悟生态文明，又积极参与到环保公益事业中，促使大
学生将生态文明转识成智，由知而能，最终实现知行
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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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其实并不遥远
“海洋之美”公益活动开设 1000堂课，引导学生关注海洋

◆哈娜

感悟生态 知行合一

三菱电机助力
青年环保行动

人人争做绿色出行宣传者

北京房山区开展
低碳健步行活动

本报记者王琳琳北京报道 为践行绿色低碳生
活方式和生态环保理念，北京市房山区环保局联合
长沟镇政府近日在长沟湿地公园开展“小手拉大手
低碳健步行”活动，150余名市民参与了此次活动。

房山区环保局机关党委书记李静表示，活动以
学生带动家庭，以家庭影响社会，营造了“教育一个
学生，带动一个家庭，文明整个社会”的良好氛围。
同时号召公众树立“文明生活，共同保护生态环境”
的社会责任感，并向社会发出倡议，人人争做绿色出
行的宣传者、倡导者和推广者，从自身做起，小手拉
大手，带动身边更多人树立环保理念，践行绿色低碳
生活。

此次健步走活动以龙泉湖为起点，沿环湖路步
行 1.5 公里。行走过程中，大家一边感受长沟镇得天
独厚的生态优势和智慧科技、宜居宜业的特色基金
小镇，一边用夹子等工具随手捡拾路边垃圾。房山
区长沟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李娜葳表示，通过这次
活动了解到要多乘坐公交车和地铁出行，以后见到
垃圾也要随手捡起来，为优美环境出一份力。

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安利公益
基金会和埃森克 中 国 大 陆 区 联 合 主 办

的 青 年 献 力 可 持 续 发 展 目标 大 会 暨 海
洋 之 美 二 期 项 目 启 动 仪式，近日在天津

开幕。
此次大会以“拒绝塑料，保护海洋”为

主题，聚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号议
题 —— 水 下 生 物 ，旨 在 向 青 年 一 代 普 及 海
洋 生物的生存环境现状及塑料制品的危害，激
发青年人对这一议题的思考与行动。

入场环节感受海洋危机
号召青年一代行动起来

记者在现场看到，为了此次活动，主办方精
心准备了特别的“入场”环节。

活动开始前，入口就有工作人员为参会者
的面部绘制由一荇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提供
的 海 洋 生 物 图 案 ，邀 请 大 家 感 受“ 做 一 条
鱼 ”。 在 会 场 门 前 ，设 有“ 海 洋 垃 圾 障 碍 过
关 游 戏 ”，这 里 模 拟 了 海 洋 生 物 的 栖 息 环
境 ，摆 满 了 塑 料 、泡 沫 、外 卖 盒 、废 弃 瓶 子
和渔网，每一位入场者都要在遭受污染的
“ 海 洋 ”中 爬 行 ，以体验参与的方式感受海

洋垃圾对海洋生物生存的威胁，并进一步了
解海洋生态的严峻与紧迫形势。

同时，会场布置的物件皆以可回收、
可降解材料为主，甚至 LOGO 的宣传展
板也都是用可回收纸箱制作而成。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项目协调员刘
怡在大会上表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我们需要变革，而青年是未来
改变世界的力量。面对紧迫的海洋
环境问题，青年一代能够以创新思
维和行动力找到解决方案。

VR课件走入课堂
引导学生关注海洋问题

活动现场，“海洋之美”二期项目也正式拉开
序幕。

记者了解到，“海洋之美”是由李天峻博士发
起的倡导性公益项目，旨在通过海洋教育课件走
进社区和学校，让青少 年 了 解 海 洋 ，加 深 对 于
海 洋 环 境 的 认 识 ，从 小 培 养 海 洋 保 护 意 识 。
这 一 项 目 由 中 华 环 境 保 护 基 金 会“ 海 洋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项 目 ”具 体 资 助 开 发 、制 作 、拍 摄
系列海洋教育课程，由 10 多名专业潜水员与摄
影师历经 3 个月、超过 100 次的水下拍摄、测试，
最终制作完成。

2018 年，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携手安利公
益基金会与埃森克中国大陆区延续“海洋之美”
项目，并发起“海洋之美·幸福微梦想”公益活动，
致力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第 14 项议题——
水下生物。截至目前，这一项目已获得 10 家社
会组织支持，来自不同国家的项目成员走进 4 所
学校进行支教，校园里的孩子们不仅了解到了各
国海洋保护的现状，也更深入地了解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背后的意义。

据介绍，未来 3 年，“海洋之美·幸福微梦想”
将在中国沿海的中小学开设 1000 堂 课 ，通 过 视
频与 VR 体验互动、教师与资深潜水员共同授
课的开放教学方式，更有效地引导学生关注海洋
问题。

“海洋之美”项目负责 人 丁 乙 表 示 ，这 样 的
一 场 公 益 行 动 联 结 了 各 个 年 龄 段 的“ 六 代
人”，这种全民参与形式正是“公”和“益”内涵
的体现。希望青少年通过独创的 VR 课件，真
实 地 感 受 到 海 洋 的 魅 力 ，从 内 心 激 发 他 们 对
海洋的热爱。

“我走得很慢很慢，并不是因
为我懒散，而是 我 天 生 一 副 柔 弱
微 小 的 身 体 ，只 能 背 着 壳 缓 缓
地 爬 行 。”看 着 郭 家 屯 中 心小学
的孩子们做的蜗牛手工画，前来
支教的杨老师想起了《蜗牛慢吞吞》
里的这句诗。

杨老师是生态环境部直属机
关工会联合中国儿童中心组成的
支教队的一员。在生态环境部直
属机关党委的指导下，近日这支
十余人的队伍走进河北隆化县郭
家屯中心小学开展支教活动。

“孩子们质朴勤奋，就像小蜗牛
一样，希望我们能成为小蜗牛成长
的助推剂。”杨老师动情地说。

扶贫必扶智
支教补短板

生态环境部坚决贯彻中央精
准扶贫工作精神，高度重视扶贫
支教工作，党组书记、部长李干杰
亲自签批支教方案，多位部领导
也对此作出指示。

本次支教地隆化县是国务院
确定的新 10 年国家燕山——太行
山片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也
是河北省 10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
全县目前仍有贫困村 150 个，贫困
人口 4.2万余人。

曾几何时，这里的孩子们坐
在 破 旧 的 教 室 里 学 习 。 而 近 年
来，学校的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
新校舍拔地而起，各类设施齐全。

如今的支教活动更是使得孩
子们的德智体美劳得到了全面发
展。他们在乒乓球台边聆听老师
十几岁获得世界冠军的故事，暗
自立下志向；科学技术课上，尝试
动手剪辑视频短片；音乐欣赏课
上，聆听用一根葫芦丝吹出皎白
月光和凤尾竹林的自然之美；环
保绘画课上，在老师的带领下制
作分类垃圾桶。

生态环境部直属机关工会主
席李培表示，扶贫支教这座桥梁
不仅加强生态环境部和定点扶贫
县的联系，还助力国家级教育机
构与基层乡镇小学的直通交流。
生态环境部和中国儿童中心深度
合作、优势互补，着眼学前教育和
小学课外教育，为当地提供了切
实帮助。

埋下绿色种子
培育环保思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隆
化县森林覆盖率达 59.3%，是北方
林业大县，这里还有茅荆坝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漫山苍翠，气爽风

清，生态资源丰富。
生 态 环 保 理 念 要 从 娃 娃 抓

起，这方水土养育的孩子们对蓝
天 白 云 、绿 树 青 山 也 十 分 珍 视 。
在支教老师的帮助下，孩子们发
挥创造力，不仅学习制作动画视
频，还给“光头强”改了行当。为光
头强配音的孩子说道：“我要保护
环境，不砍树了，改行当导游啦。”

科技手工老师则设计了垃圾
分类小游戏。在学习垃圾分类知
识后，孩子们用不同颜色分类标
注各种生活垃圾，并利用废纸箱
制作分类垃圾箱带回家使用。临
下课时，孩子们还自发想出了口
号：“垃圾分一分，环保加十分。”

绘画老师特意从北京带来 10
米长卷，让孩子们自由想象，在长
卷上描绘出心目中美丽的绿色世
界 。 一 个 孩 子 骄 傲 地 向 老 师 介
绍：“我画的有大树、星星、小鱼，还
有我自己，我是环保小卫士。”

看着孩子们的作品，中国儿
童 中 心 党 委 书 记 丛 中 笑 连 连 称
赞，“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
特别强调了要坚持以美育人。什
么是美，孩子们画笔下的绿色世
界就是美。”

“这里的孩子们从小喝山泉，
在山上玩耍，对绿水青山有深厚
的感情。在他们眼里，山水不仅
是美景，更是家园。”支教老师深
情地说，“我们希望在孩子们心里
埋下绿色的种子，培养出生态环
保的思维模式，这才是更深远的
影响。”

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临别
之际，孩子们拉着支教老师的手，
红着眼圈，一路相送。

离别不是再见，而是新的开
始。生态环境部和中国儿童中心
将持续关注定点扶贫县的发展，
深入开展扶贫工作，让每个“小蜗
牛”都能接受优质教育，汲取养分
茁壮成长，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植物观察：
对比人工干预对植物的影响

夜晚探秘：
感受夜幕下动物和昆虫之美

观鸟体验：
了解鸟的形态分辨鸟的叫声

绿野仙踪绿野仙踪公益有约

了解并学习生物多样性的知识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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