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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自然保护区

环境教育

自然保护区的环境教育



自然保护区开展环保宣传教育工作具有形

象生动的特点，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自然保护区环境教育经典案例

世界上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黄石国家公园
1872 年诞生以后，美国的环境保护运动由此产

生和发展，环境教育也随之发展壮大，产生了
诸如 LNT（不留痕迹项目）、PLT（森林学习
项目）、“自然保护区系统的 K-12 环境教育”等
非常成功的教育项目。通过研究表明，这种在
保护区中体验式的环境教育活动能给孩子们留
下难以忘怀的回忆，即使访问时间不长，也能
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有可能改变孩
子的一生。



（二）研究区概况

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位于北京
市的西北部，是由官厅水库延庆辖
区479米以下环湖淹没区及河流、沼
泽、库塘、滩涂等组成的湿地系
统，是北京市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
湿地自然保护区。

野鸭湖是北京地区面积最大、

最为典型的湿地生态系统，湿
地类型多样，动植物资源丰
富，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
和科研价值。



实地调查法

访 谈 法

问卷调查法 分析数据、提出问题

专家建议

结 论

二、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1、技术路线

文 献



(1) 实地调查法

通过对野鸭湖进行实地调查，了解了野鸭湖自然

保护区在环境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保护区内宣
传教育设施等，为以后的工作做准备。

二、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2、研究方法

野鸭湖湿地博物馆



(2)  问卷调查法

笔者设计一份《野鸭湖宣传教育现状调查》

的调查问卷，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对公众进
行调查，以了解野鸭湖宣传教育现状。本次调
查于2009年11月20日到12月20日进行，共发放
220份，回收207份，回收率达94.1%。

二、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3)  访谈法

二、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经访谈及笔者实地调查，野鸭湖的宣传教育

主要由湿地博物馆为主、园内解说系统及组织
的活动为辅，兼顾网站，向公众进行保护环境
的宣传教育。

3、考察成果



3、考察成果

野鸭湖观鸟活动



3、考察成果

湿地夏令营



百名车友参加11届消夏避暑节

3、考察成果



野鸭湖知名度的调查

16%

32%
52%

听过去过

听过没去过

没听过没去过

4、调查问卷分析



未去野鸭湖原因



参与活动调查

8% 8%
5%

34%

45%

湿地夏令营

大学生观鸟比赛

观鸟活动

集体组织出游

没参加过



游览目的调查

13%

14%

44%

13%

2% 14% 0%
欣赏自然风光

观赏鸟类

科学考察

获得知识

了解异地风土人情 

放松自我，愉悦身心

其他



游览目的调查

16%

52%

24%

8% 放松身心

获得湿地方面的知识

观察并认识到多种鸟类

没感觉



宣传教育硬件设施的调查

1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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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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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引导牌

宣传保护环境标牌 

观鸟台

生态系统解说牌

公园门外交通线路指示

游客中心

宣传手册

警戒忠告牌示牌

服务导引牌示牌



博物馆内宣传教育设施关注度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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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教育内容及手段



三、研究成果及可能创新点

对策一：开辟休闲娱乐区

对策二：设立多条考察路线

对策三：人员专业化

对策四：解说系统健全且良好的运行

对策五：基础设施完善且融于环境

对策六：组织普通公众参与的活动

对策七：与其他组织进行联合宣传



经访谈得知，大部分来野鸭湖休闲度假的游客游览

后，对于游览效果很失望，这是由于野鸭湖为湿地景
观，景观单一，且这部分公众没有专业知识，参观后
没有实际收效。鉴于此，建议野鸭湖开辟宣传教育
区，设立宣传教育小广场和素质拓展营。小广场为环
保活动提供组织场所，素质拓展营包括木桩、秋千、
吊桥等设施，使游客在休闲娱乐的同时强身健体。

对策一：开辟宣传教育区



对策一：开辟宣传教育区



线路一：科研考察线。本线路可以分短线、
长线。短线从野鸭湖停车场出发，向北经海
后实验区，沿马营河畔前进，到与妫水河交
界处返回。长线则继续前进，如图所示。由
于马营河畔植物种类丰富，人类活动影响
小，适合动植物生存，属典型湿地，适合专
业人员进行科研活动。

对策二：设立多条考察路线



对策二：设立多条考察路线



线路二：环保宣传线。本线路即野鸭湖现行线
路，主要为绕湖一周。此线距离野鸭湖入口最
近，动植物丰富，全程2个半小时，适合普通

公众前来参观，设立环境解说系统，作为公众
接受环境教育的重要阵地。

对策二：设立多条考察路线



对策二：设立多条考察路线



线路三：休闲娱乐线。本线路位于新设计的
休闲娱乐区。对于前来休闲旅游的游客单独
设计出了休闲区，并在本区设立环形小广
场，既满足游客前来休闲的目的，又为环境
保护宣传提供活动场地。

对策二：设立多条考察路线



对策二：设立多条考察路线



野鸭湖

公众大学

对策三：人员专业化

建议野鸭湖和开设管理或

旅游专业的大学合作，例如

首都师范大学，为游客提供

免费讲解员，使游客游览过

程科学、有兴趣，同时我们

的学生可以在志愿服务的过

程中可以提高自身能力。三

位一体的模式可以为野鸭湖

的宣传教育工作提供坚实的

保障。



针对不同年龄层次、知识层面的游客，设立

不同的解说设施，中小学生要用卡通、通俗易
懂的语言，并且多设立动手的活动，例如折叠
式、滚动式的设施；专业人士要用专业语言介
绍；一般休闲游客要言简意赅等等。解说系统
设施完善的同时，也要有专业人员对其运行进
行监管，对解说系统进行定期的维护，及时更
换破损的设施。

对策四：解说系统健全且良好的运行



设施要注意宣传教育设施，不能只顾旅游设
施，设施的设计和建设要进行专门的规划，
可以设计成可动手翻看或者典型湿地动物、
植物、鸟类的外观，使基础设施与周围环境
溶于一体。

对策五：基础设施完善且融于环境



对策五：基础设施完善且融于环境

摄于鸟巢

摄于乐山大佛公园

摄于成都百花潭公园



环保答题箱

设置环保答题箱，对答
对者给与适当奖励。

设计出带有野鸭湖logo的便

利贴，设置便利贴交流站。

对策六：组织普通公众参与的活动



对策七：与其他组织进行联合宣传



四、展望

将本次成果整理成专题论文发表

今后组织更多同学到野鸭湖参观

号召大家关注湿地、关注自然保护区、关注环
境保护、关注可持续发展



我是
黄江丽

我是
王素慧

我是
葛真

我是
冯春艳我是

左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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