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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教育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范围广、时间长、频率高的雾霾引起了全社会

的广泛关注。环境教育工作者们也开始了新的探索

与实践。在可借鉴经验较少的情况下，笔者希望通

过一个实践者的视角将一些个人经验予以分享。

一、用积极心态面对
     在不太遥远的过去，英国伦敦充斥着未加监管的

交通工具，它们飞速奔驰，常引发事故；发出噪音

吵得临街的居民无法安稳休息；更严重的是排出污

染成为了这个城市的大问题。这是什么交通工具？

相信大部分读者会脱口而出：汽车！

实际上第一个让伦敦人遭此厄运的是马车，19

世纪末的伦敦，出租车和轿车全部由马匹负责动力

输出。在这个城市的主干道上，每天每英里大约会

产生 4 吨马粪，还有动物排泄的尿液等流入市中心

用硬木铺成的路面中。根据市政厅的估算，这样下

去不出几十年，美丽的泰晤士河

就要被马粪填满了！

泰晤士河却愈发清澈了，因

为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蒸汽车替代

了马车，马儿们被赶出城市回到

农庄。可好景不长，蒸汽车燃煤

排放出大量的炭黑与 SO2，与工厂

一起成为了伦敦烟雾事件的罪魁

祸首。

讲这个故事是想说明我们要

正视雾霾的出现，切勿过于悲观。

虽然有欧美发达国家的前车之鉴，

但重蹈覆辙并不意味着失败与短

视。社会的发展规律既是如此，

对于 19 世纪的伦敦人来说淘汰马

车是更紧要的问题，而对于急速

发展的中国，经济发展与基础建

设被放在了最紧要的位置。发达

国家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如果中国能够绕开固

然是创举，绕不开也要收拾心情积极面对，不要被

头顶的阴霾影响情绪。 

二、将真实知识传播
对于教育活动的设计与实施，首要就是设定目

标，概括来看有：培养公众关注雾霾的意识，普及

雾霾知识以及促进减少雾霾影响的行为。

目标的选择取决于活动受众，建议在设计之初

通过调查来了解情况。以北京城区为例，绝大部分

受众均拥有较强意识，大部分已采取减少雾霾影响

的行为，但由于知识结构与媒体宣传的反作用，使

得受众不能从正确的角度来看待雾霾。所以在北京

城区开展的活动就应该以传播知识破除误区为重点，

并且尽力做到生动直观，紧跟社会热点。下面是一

些具体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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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受人喜爱的马匹却是当时伦敦难以割舍的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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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私家车是霾的吸尘器？

2016 年末某汽车类网站上传视频，内容是测试

私家车尾气的 PM2.5 浓度，实验结果发现数值比重

度污染下的大气背景值还低，得出的结论是私家车可

以净化空气。

“对于燃烧汽油的环保达标车来讲本身产生的颗

粒物就很少，脏空气吸入发动机，大的颗粒附着在空

气滤清器上，小的颗粒进入发动机燃烧，在高温高压

的刚体内，大部分微小的颗粒也会被燃烧掉，排出来

的颗粒更少，您可以理解在城市如果私家车多，差不

多每辆车可以当作一个霾的吸尘器，虽然它们还会产

出一点霾，但每辆车会消灭掉更多产生霾的颗粒物。”

（摘自视频作者对网友的回复）

该视频上传后被多家网络自媒体转发，引起网友

们的热议，使得舆论承压，后央视进行了辟谣但传播

热度不及此视频。

其实对于汽车排放的氮氧化物会形成二次颗粒

物，权威媒体与专家已科普多次，却没有达到预期效

果。除了媒体更喜欢“坏”新闻以外。二次颗粒物看

不见摸不着的特性也令普通民众难以理解。对此，笔

者设计了下面的实验。

实验步骤
1、打开 PM2.5 测试仪，测试环境背景值。

2、玻璃棒沾少许盐酸，接近测试仪，观察是否

有显著变化。实验后冲洗干净，确保无残留。

3、另一根玻璃棒沾少许氨水，重复步骤 2。

4、两根玻璃棒分别沾盐酸与氨水，同时接近测

试仪，进行观察。

通过观察可知，盐酸与氨水都不会直接向空气中

挥发颗粒物，因为其发挥物均为气态，但当两种气态

物质（氯化氢与氨气）在空气中相遇时，生成氯化铵

固体颗粒，造成测试仪读数大幅增加。

2、抬头蓝天说明雾霾不严重？

2016 年冬季北京的雾霾展现了一个与往年不同

的特点：逆温层高度较低，仅有 100—200 米。所以

空气已是重度污染，但抬头仰望蓝天白云依旧可见。

如果仅依靠视觉感官则会对污染状况产生误读。

为了直观说明什么是逆温现象，戳破头顶蓝天的

误区，笔者也设计了实验。

实验用具：色素、杯子 ×4、热水、常温水、垫板。

实验步骤
1、一个杯子放热水，一个杯子放常温水，加入

不同色素。

2、利用垫板将热水倒扣在常温水上，撤开垫板

后观察现象。

3、重复 1，2 步，将热水与常温水上下调换，观

察现象。

经过实验可明显观察到热水在下方会向上扩散，

冷水在下方则不会扩散。模拟了雾霾发生时的逆温现象。

三、教普通民众防护
除了普及知识，民众的相关行动也很重要。雾霾

有两个方向可以采取行动，源头管控（改进油品、燃

煤脱硫等）与末端防护（戴口罩，减少外出）。活动

应倾向于哪方面呢？开始笔者倾向于源头管控，因为

这才是改变环境的根本。

转变来自笔者发现自己并非孤军奋战：环保部与

NGO 在促进环境立法执法，媒体开展社会监督，科

研机构研发技术提供解决方案，政府更是将建设生态

文明提到了绝无仅有的重要地位。我们应将教育难以

提供根本改变的源头管控交给这些绿色伙伴。

大环境的改变需要时间，对于民众最重要的还是

保护自身。关注自身的健康才能关注他人的健康。教

会民众正确选购与使用口罩，教他们自制空气净化器，

都是应该进行的活动。 

今年笔者在北京市西城区的阜成门外第一小学组

织了活动“清风进校园”，环保社团的孩子们亲手制

作空气净化器并送给老师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将关

心环境与关注他人进行联系，因为能够关心他人的人

才能有一颗保护环境的心。

作者单位：北京市西城区青少年科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