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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把生态文明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形成鲜明的教育
特色。日前，记者相继走访桂林、北海、玉林等市获得“国际生态学校”称号的幼
儿园，他们将生态文明教育融入幼儿园教育中，在儿童幼小的心灵中播撒生态文
明的绿色种子。

作为上海市重要的科普教育基地和
公众社会文化交流平台，上海自然博物馆
一度在朋友圈里爆红。其设计精妙的零
距离展品展示、富含高科技元素的沉浸式
动画影片，以及寓教于乐的互动体验环
节，让前来参观的公众仿佛“走进了一部
百科全书”。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和谐关
系展现得淋漓尽致。

日前，记者跟随上海自然博物馆讲解
员的脚步，开启了一场感悟自然之旅。

集聚智慧诠释自然之美

上海自然博物馆是目前国内最大的
自然博物馆之一，拥有超过 3.2 万平方米
的教育展示服务区域，来自世界各地将近
1万多件模型和标本常年在此展出。

与很多博物馆里冷冰
冰的文字、干巴巴的动物
标本不同的是，古今中外
的动植物“明星”，通过错

落有致的布设，形成了一场“跨越
时空的聚会”，令人目不暇接。

这 里 的 展 品 和 文 物 打 破 了
“藩篱”和“围圈”，减少了围栏、玻
璃等阻隔，让动物的模型、标本尽
可能直观地展现在观众身边，以
一种零距离的感觉，让观众与大
自然亲密地交流与亲和。

“自然博物馆的重要使命就
是以直观的展览激发大众的好奇
心和求知欲，弘扬科学精神，倡导
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绿色价值
观念。”上海自然博物馆信息中心
的孙乐琦向记者介绍道，馆内布
设以“自然·人·和谐”为主题，分
为“演化的乐章”“生命的画卷”

“文明的史诗”三大篇章，下设 10 个常设
展区，运用多种方式全面阐述自然界中纵
横交错、相辅相成的种种关系。

“走在展区里，被眼前神圣的自然震
撼，心里满满都是对自然的敬畏感和归属
感。”观众安女士告诉记者，她在参观中感
悟自然、认识自然，收获很大。

先进的多媒体技术也是展览的亮点
之一。在“恐龙盛世”展区，用手机对准模
型扫一扫，它就会跃然呈现在手机屏幕
上，缓缓地走出博物馆的围墙，回到侏罗
纪时代。

孙乐琦介绍，博物馆通过引入采用多
媒体技术制作的“起源之谜”“寒武纪生命
大爆发”“逃出白垩纪”等沉浸式剧场，向
观众再现演化史大事件，部分博物馆原创

展览、电影已输出海外。

享受与自然的轻松对话

在地质勘查场地里，一队小“考古学
家”正探寻深埋在土堆里的远古化石。虽
然他们年纪不大，可依然认真专注地完成
清 扫 、挖 掘 、取 样 、包 装 等 一 系 列 专 业
动作。

这是馆内“探索中心”片区的“化石
挖掘”体验课堂。在这里，孩子们不仅可
以化身“考古学家”，感受从泥土中挖掘出
化石的惊喜，还能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亲
身体验考古作业整套流程。

化石挖掘教室对面是一间敞开式工
作室，一面由地及顶的透明玻璃后，摆放
着 4 只形态各异的动物标本，远处 3 名标
本制作师正在进行处理作业。据介绍，工
作室选择这种开放式的格局，就是为了让
小朋友能够直观地了解动物标本的制作
过程。

“探索中心”还设置了小小博物家、鸟
之巢等专题体验课程和活动，儿童可以通
过预约的方式免费参加。

上海自然博物馆信息中心副主任吴
国瑛向记者介绍，馆内自主开发的教育课
程，紧扣孩子们兴趣特点，涵盖了几乎所
有学科门类。活动课程形式不拘泥于传
统的授课，兼顾观察记录、动手实验、主题
演示、角色扮演、讨论对话等层次丰富、交
叉互动的学习方式，可以培养孩子们科学
探究的方法、自主学习的态度、追根溯源
的探索精神。

除了“探索中心”的课程活动，“亲密
触摸”也是让孩子们流连忘返的体验项
目。在博物馆一楼的蝴蝶体验房内，孩子

们在听讲之余，可以感受舞蝶放飞和“香
妃引蝶”，十分欢快过瘾；在淡水触摸池、
海水触摸池，孩子们可以直接接触中华田
螺、泥鳅，寄居蟹、鳖等，感受水生生物的生
灵之气。

建筑融入绿色理念

上海自然博物馆其实还是一座“可持
续发展”的绿色建筑。吴国瑛向记者介绍
道，上海自然博物馆主体建筑按照“以人
为本、自然和谐”理念设计，致力于将建
筑 本 身 打 造 成 自 然 历 史 可 叙 性 故 事 的
载体。

其建筑外形动静相容，布满绿植的屋
面从地面盘旋而上，形似一只“绿螺”。环
绕馆体的三面墙体，东立面是由绿色植物
构筑起的一道“生命之墙”，象征着森林；
北立面是富有质感的“岩石墙”，象征着活
动的地壳板块及被河水侵蚀冲刷的峡谷
岩壁；南立面呈网状，形似人类细胞结构
图案构成的“细胞墙”，象征着人体骨骼结
构、组织和肌肉。

“玻璃墙面是按照人类细胞结构图案
设计，水池寓意 71%的地球表面以水覆
盖，墙面设计以及水波的波纹、质感、动
感、声音和反射等，都是博物馆体验的一
部分。”吴国瑛说。

除此之外，馆体建筑融入了丰富的生
态元素和节能理念，如利用屋顶花园对雨
水进行收集再利用，运用水景为室外的花
园庭院提供蒸发制冷，采用地热系统对建
筑进行采暖制冷。

“世界眼光，中国特色，上海特点”，这
或许正是上海自然博物馆打造世界一流
自然博物馆的气魄和底气。

上海自然博物馆：

在这里与自然惬意交流
◆本报见习记者丁波 记者蔡新华

本报见习记者刘敬奇北京
报道 4 月的最后一个周六，北
京市槐房再生水厂迎来了一批
不一样的访问者——凉水河科
考队成员及其家长、志愿者团
队。来访者无不冲着“亚洲最
大地埋式再生水厂”的名头而
来，以科考视角，走进这座巨大
的再生水厂。

据介绍，科考队员们都是
凉 水 河 项 目 招 募 来 的 中 小 学
生，这是他们科考的第 3 站，科
考主题为探访污水处理的“诗
与远方”，探寻凉水河为何能够

“流水不腐”。从他们人手一册
的《凉水河科考指引》可知，科
考队员们是有备而来。

此 次 探 访 的 槐 房 再 生 水
厂，是北京排水集团生态化再
生水厂的代表性项目，也是国
家水情教育基地。科考活动适
逢槐房再生水厂 2021 年度公
众开放活动启动，水厂工作人
员带领科考队员参观这个亚洲
最大地下再生水厂及其“屋顶”
湿地公园，期待为再生水的公
众开放与节水宣传带来全新的
体验。

“凉水河是怎样变美的？”
“什么是再生水？”“再生水对缺
水的北京贡献有多大？”就连槐
房再生水厂的专职科普老师也
说，河湖科考探索的问题可真
不简单！

整个科考活动持续了 3 小
时，由地下工厂参观、地面“屋
顶”湿地科考、科考采访及科考
发布 4 部分组成。25 名科考队
员被分成 5 个科考分队，分别
命名是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
水土保持、环保科普及水质监
测，这也是各分队在此季科考
中的小课题研究方向。

“带着问题去科考”，一直
是青少年北京河湖科考系列环
境教育公益活动（以下简称“河
湖 科 考 ”）的 主 旨 之 一 。 2018
年北京环境科学学会发起了河
湖科考项目，为中小学生设计
实施体验式、开放性的社会与
科学实践活动，意在将青少年
带到身边的河湖课堂，将生态
环境科普教育从课堂里转换到
自然中。

近 4 年来，项目科考了 8 段
河道及 5 个湖泊，组织开展了
50 余场次活动，招募到中小学
生、大学生及志愿者 300 人，活
动受众近 3000 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河湖科考
拥有一流的科普志愿团队，同
时 也 拥 有 一 流 的 专 业 支 持 团
队，包括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
研究院、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
中心、北京市环境保护宣传中
心等单位。他们将助力科学普
及在河湖科考的实践中走得扎
实、深入，并将创新贯穿始终。

再生水厂里的科学考察

科考小队员探究水环境变迁

“三江源的生态保护关乎
全球气候变化，三江源水源地
的保护更是关系到数亿人民的
饮水健康。”中华环境保护基金
会 理 事 长 徐 光 在 日 前 召 开 的

“‘沁园·致净健康水源 2030’
三江源·沁源行动”启动仪式上
如是说。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三江
源，生态环境特殊而脆弱。这
里生活着雪豹、藏羚羊等诸多
国家珍稀濒危保护动物，也是
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
是 中 国 淡 水 资 源 的 重 要 补 给
地。如何更好保护三江源，社
会各界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次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与联合利华旗下净水品牌沁园
发起的“三江源·沁源行动”给
出了 10 年承诺：将从环境、社
区和家庭等维度持续在三江源
地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带动
区域绿色经济发展，保障家庭
和社区的饮水健康。

建设“零废弃”社
区，探索村级生态保护
协会制度

联合利华水和空气健康要
素品类中国区总经理潘诗阳告
诉记者，行动以三江源国家公
园范围内的 53 个行政村及周
边乡村为目标，以“守护净土、
焕新传统、净美家乡”为主题持
续开展行动。

在三江源地区，建设“零废
弃”社区成为环境保护的重要
一环。“鼓励当地居民减少塑料
制品的使用，能降低资源浪费，
也减少对环境的负担。”潘诗阳
介绍，“零废弃”社区计划的推
行，可以向当地居民宣传低碳
理念，减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对环境有害或不可降解、不能
循环利用的产品。

潘诗阳表示，三江源地区
虽然地处水源地，但这里的居
民也面临缺乏健康饮用水的困
境。“我们在当地建设了 3 个水
站，分布在学校、保护站和当地
比较大的寺院内。一方面通过
先进净水技术，为当地居民提
供清洁健康的饮用水，另一方
面也能减少因使用塑料瓶装水
而产生的塑料垃圾。”

除了“零废弃”社区，三江
源地区还探索建立村级生态保
护协会制度。

“2020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
管理局和三江源生态保护基金
会 在 三 江 源 国 家 公 园 范 围 内
53 个行政村指导成立了村级
生态保护协会，通过社区参与
生态保护和社会环境治理，探
索当地牧民参与三江源国家公
园建设，发挥生态保护主体作
用的实践经验。”三江源生态环
境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官却介
绍道。

开展科普推动公
众参与，守护洁净水源

“水源地的清洁与保护既
离不开当地牧民，也离不开每
一个来到这里的游客的行动。”
官却指出，守护洁净水源，提升
公众的环境意识尤为重要。

比如在三江源地区开展垃
圾分类，由于海拔高，群众居住
分散，使得垃圾集中运输成本
高，面临资金紧张、处理方法不
多、设备不适应等问题。

针对高原地区分散式的生
活垃圾处理难题，清华大学环
境学院教授刘锐平表示，可以
从垃圾产生的源头想办法，在
当地推广可降解的塑料，让白
色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秘书长东周群培则分享了在澜
沧江源头所开展的零废弃社区
项目。他认为，结合当地牧民
的传统文化中对自然、水源和
生命的敬畏之心，倡导居民不
使用、不购买、不产生一次性塑
料制品，能更好地推动意识的
改变。

潘诗阳表示，通过开展水
域巡护、垃圾拾捡，设立游客垃
圾置换点以及开展垃圾分类宣
传等工作，同样能提升公众环
境意识，保护水源地环境。“我
们还将在当地两所学校设立‘水
环境科普基地’，帮助学生了解
保护水源的重要性，让孩子们
从小建立保护水环境的意识。”

为壮大基层环保力量，三
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基金会还开
办了生态环境培训班，为三江
源保护培养储备人才。

“村级生态保护协会的 70
多位负责人都曾被集中到西宁
进行培训，他们在三江源国家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中发挥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后还将做出
更多贡献。”官却介绍道。

动员社区力量参与三江源保护

守护“中华水塔”十年计划启动
◆本报记者 肖琪

力 N 次方

◆本报通讯员蓝皓璟

◎主题活动渗透生态环境教育

小树林、小山坡、农家乐、拓展大本营、开心农
场、绿色驿站……走在玉林市幼儿园，树木成荫、
花团锦簇、满目青葱，绿意盎然扑面而来，仿佛置
身于大自然之间。

玉林市幼儿园致力打造自然、灵动的绿色校
园，把生态环境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载体和有机
组成部分，融入到幼儿美育课程中。

“在幼儿园里，游戏的每个场所都是经过精心
设置，源于自然又超于自然的野趣，孩子们可以尽
情享受。”玉林市幼儿园园长苏蔚告诉记者，“户外
环境相对于室内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其自然性，在
小树林间穿梭、在草坪上翻滚，或者找蚂蚁、逮蚂
蚱，观察蝴蝶纷飞、蜜蜂采蜜……这些与自然的接
触，能引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也让他们
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早在 2015 年，玉林市幼儿园就开始重点创设
幼儿户外活动环境，并把户外游戏作为教学课程
开展，使户外活动成为课程的渗透和补充。此外，
幼儿园还充分结合课程，在主题活动中渗透环境
教育内容，每学期制定环保计划，每周固定开展教
育活动，通过听、讲、演、画、行等形式，引导孩子们
提升环境意识。

针对幼儿的年龄特点，依托园所环境，引导幼
儿开展一系列与自然环境的对话活动，充分激发
幼儿对生物自然的探究兴趣，使他们在学习玩耍
间，潜移默化地感受生态文化浸润。同时，唤醒教
师的游戏精神，促进教师将生态环境意识和教育
教学有效融合，与孩子们一起共同树立正确的生
态观。

苏蔚表示，创建“国际生态学校”后，进一步提
高了全园师幼乃至家长们热爱自然、保护环境、节

约能源的意识，并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
庭、辐射一片社区，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一份
力量。

◎多彩课程传递保护海洋理念

作为广西第一所获得“国际生态学校”称号的
幼儿园，北海市第二幼儿园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
海洋环境保护教育活动，助力孩子树立海洋保护
意识。

“海洋是每一个幼儿都很感兴趣的话题，海里
的鱼、神奇的海洋世界，都让孩子们充满了探索的
欲望。”北海市第二幼儿园园长陈骥说道，“借助本
地的海洋资源，我们积极探索海洋环境教育，在活
动中引导孩子们关心、关注海洋环境。”

为加深对海洋生物的了解，老师和家长们经
常带孩子来到海族世界进行观察，通过聆听讲解，
观看视频，观察生物标本，让孩子们熟知海洋生物。

在后续的延伸活动中，幼儿园还组织孩子和
家长前往沙滩上捡垃圾，通过脚踏实地的实践活
动，让幼小的儿童真真切切感受到保护海洋环境
的重要性。

北海市第二幼儿园注重创新，充分利用现有
资源开展多彩课程，不仅讲授海洋生态环境的多
样性，也让孩子们看到了科学家治理和控制海洋
污染的成果，进一步加深对蓝色海洋的热爱之情。

幼儿园还将环境教育和生活习惯的培养紧密
结合，将孩子们收集到的贝壳、螃蟹壳、小海螺等
制作成手工材料，布置教室环境，极大激发了孩子
的兴趣。

此外，充分利用六五环境日、世界水日、植树
节等节日，开展小手牵大手等特色实践活动，通过
环保清洁宣传队进社区、保护金海湾红树林生态
等志愿者活动，身体力行地向公众传递绿色环保

观念，带动更多人参与带动更多人参与。。

◎寓教于乐体验绿色环保生活

“旧纸箱，废纸片，扔扔掉,变废料。收收拢，叠
叠好，再生利用都是宝……”

在桂林市象山区安夏新艺幼儿园，老师正在
用图片、儿歌、游戏等形式，与孩子们进行着一次
生动的垃圾分类活动。

新艺幼儿园是一所民办幼儿园，也是桂林市
第一所获得“国际生态学校”称号的幼儿园。徐玉
珍是这所幼儿园的园长，多年前她选择开办民办
幼儿园，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将生态文明理念
渗透于课堂、延伸到家庭及社区，让绿色的种子在
老师、孩子及家长的心中生根开花。

“如何让幼小的孩子们理解环保，逐步养成环
保好习惯，进而带动家庭乃至整个社区都共同关
注，积极参与到环境创建和保护中来，是建设绿色
幼儿园一大难点。”如今已经 77 岁高龄的徐玉珍，
在谈及创建绿色幼儿园时依旧深有感触，“幼儿良
好的环境意识和行为不是依靠几次主题活动、几
节教育活动就能养成的，而是要把环境教育渗透
到日常生活中，让幼儿在生活中形成良好的环保
习惯。”

因此，新艺幼儿园积极鼓励全园孩子行动起
来，开设了幼儿种植园地、作品展示园地等，通过
寓教于乐的教育手段，把环境教育以游戏活动的
形式渗透到幼儿日常生活中。同时，借助绘画、手
工、舞蹈、歌唱等多种幼儿喜爱的艺术形式，把体
验感知到的绿色理念展现出来，在学习中获得愉
快体验，也逐步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

“通过亲子活动的辐射作用，也带动家长参
与，从而唤起更多人共同创建一个绿色的家园。”
徐玉珍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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