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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首叫《梦田》的歌这样唱到，

“每个人心里一亩，每个人心里一个梦；

一颗呀一颗种子，用它来种什么，种桃种

李种春风”。人们都相信希望和幸福是可

以播种的。从2008年至今，北京一个花

园一样的单位里有这么一群人，带领着全

国50多家校外教育机构、300多所学校、

500多名老师，致力于一颗绿色种子的播

种——种下健康与文明——这就是中国儿

童中心发起并在全国推广的少年儿童生态

道德教育项目。

这个项目源起于对环境和人的“双

重”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当人类认识到环

境的危机源于人类心灵的危机时，教育就

成为问题解决的重要策略。儿童是这一策

略的关键，承担着建设未来的重要责任和

使命，然而“自然缺失”症的普遍存在不

仅使得儿童远离自然，漠视环境，也对身

心发展带来不利影响。2009年的一项对

16个国家的2400位母亲进行的调查中，

在中国只有5%的母亲说自己的孩子常常

在大自然中探索。1998年国家环保总局

与教育部共同组织了一次全国公众环境

意识调查，调查显示有1/3的人认为“人

应征服自然来谋求幸福”，近一半的人

对我国环境状况变化趋势表示乐观，仅有

8.3％的人较多地参与环境保护活动。这

意味着仍有很多人包括青少年儿童尚不能

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对我国的环

境状况认识欠缺，对自身的环保责任不明

确。中国儿童中心于2008年在全国抽样

进行的“儿童生态道德及其教育状况调

查”表明：儿童生态道德认知水平整体不

高，并且存在行为与认知脱节的情况。现

代学者杨东平谈到，儿童与自然的脱离有

一些直接的后果。它会造成感官的逐渐退

化，造成例如肥胖率增加、注意力紊乱和

抑郁现象等影响儿童身心健康的病态。间

接地，它则损害着儿童的道德、审美和智

力成长。美国思想家爱默生说，培养好人

的秘诀就是让他在大自然中生活。吹响美

播种绿色健康的种子
——记全国少年儿童生态道德教育项目

文、图 / 霍雨佳
北京常青藤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小木屋”户外生态成长营活动 .2012

德州妇儿中心“寻找春天的色彩”活动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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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环境保护号角的《寂静的春天》一书

的作者、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

说，那些感受大地之美的人，能从中获得

生命的力量，直至一生。

生态道德教育项目正是源起于这样一

个大背景，是中国儿童中心6年来坚持在

全国推广的教育实践，它是一场以生态教

育为载体促进儿童道德发展与能力提升的

教育行动。

一、倡导人向自然学习的理念
倡导“人向自然学习”，是进行儿

童生态道德教育的前提。人类对于自然的

认识总体上可以分为“人类中心主义”与

“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类。人类中心主义

的基本观点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利益决

定了其它生命和存在物的价值，也就是说

其它生命和存在物是否具有价值，有什么

样的价值，取决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和

目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则认为其它生命和

存在物具有不依赖于人类决定的自身内在

价值。生态项目是在“非人类中心”的旗

帜下，提倡 “人向自然学习”的态度， 

从反思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出发，通

过开展生态主题的教育活动，启发儿童学

习生态知识、涵养生态情感，培养相宜的

态度和行为。

人向自然学习不仅古老也是更为持

久的策略。从人类的起源、繁衍和发展来

看，人是自然之子，离不开自然的恩赐和

教诲。远古时代，人们就通过观察自然、

向自然学习，获取生产生活资料、获知

生老病死规律，获得人与人、人与社会关

系的启迪。比如通过对四季更替、日月星

辰运行规律的观察和学习，懂得气象和农

耕；通过对一片土地或一条河流的争斗，

组建社群，懂得战争与和平；通过观察生

命的衰与荣、物质能量的转换与守衡，懂

得科学与艺术。我们从古希腊神话和艺术

中可以看到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崇拜和神

秘的色彩；也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以及“众生

平等”中读到人们对自然的尊重与敬仰。

在被高科技和信息化簇拥的现代生活中，

人类更加离不开自然的抚慰和启发，人们

纷纷走进自然、保护自然以及营造自然艺

术氛围，治愈身心、启迪灵感、激发生命

活力和创造力。革命导师马克思提出人与

自然和谐的思想，我国提出生态文明建设

的国策。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长河中，

定位了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可持续、协调

发展的价值观。

台湾学者汪静明用七个成语概括了自

然生态的特征和规律：“物物相关、相生

相克、能流物复、时空有宜、承载定额、

协调稳定、环环相扣”。七词成语同样体

现了社会生态的规律。我们认为这也是儿

童生态教育要领悟的生态知识和规律。随

着人们对人与自然依存、协调、稳定、可

持续发展关系的深入认识， “尊重与热

爱”、“珍惜与保护” 生态成为现代人

类选择的一种更为健康、持久的生活态度

和生存智慧。这一点于儿童，也应成为教

育之道，“人向自然学习”——引导儿童

向自然学习，启迪他们对人与自然（生

态）关系的思考，从而获得尊重与平等、

珍惜与保护的生态道德情操，完善做人的

品格，做一个对地球对可持续的社会有责

任和贡献的文明人。 

二、选取和设计源于儿童生活、

促进儿童发展的主题为教育内容
我们知道，传统德育存在的一大滞

障是教育脱离儿童的生活，灌输的方法

过分强调意识形态，而忽略了儿童内在的

成长。生态项目中的教育实践强调“儿童

为本”，从儿童的生活及经验为教育出发

点，选取和设计适宜儿童特点的，促进其

全面成长的生态教育的内容主题。这个理

念在实践中体现为三大主题的教育内容：

“我的绿色伙伴”、“我的绿色生活”、

“我的绿色责任”。 

 “我的绿色伙伴”主题，从“儿童

与自然”的关系角度出发，强调自然教

育——带领儿童走进大自然，在自然中探

索、学习，领略大自然的教谕。这类活动

重视儿童在自然中的观察、体验和发现，

感知人类是自然中的一员，自然是我们相

依相存的伙伴，培养尊重、平等与热爱自

然的情感和行为。

“ 沙 子 和 泥 土 原 来 是 不 一 样 的

中国儿童中心生态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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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四季里为什么是春天排第一

呀？”“冬眠了的动物们只睡觉不吃饭

吗？”一群七八岁的孩子，围在老师的周

围，争先恐后地分享自己的新发现。这

些可爱的问题来自于“小木屋”亲子户

外生态成长营中的一幕。这是中国儿童

中心与北京常青藤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合作

开展的儿童生态道德教育系统活动，主要

以亲子活动的方式带领儿童进行自然体验

和教育。在一年多的实践中，孩子们对于

自然的情感及自身的能力均发生了明显变

化。家长们说得最多的是“孩子们现在喜

欢大自然，喜欢在户外探索，更有观察

力、更有爱心和环保意识”，还有的家长

说，“原来孩子是不愿出门的，喜欢在家

看电视打游戏，现在是拉都拉不回去”在

每年的总结汇报会上，孩子们自己写诗、

做画、讲故事和表演，表达了对自然的热

爱。“小木屋”从最初的5、6个儿童及

家庭发展到现有的100个儿童和家庭的自

愿参与，可见其威力和魅力。家长们谈

到，“孩子在大自然中边学习边玩耍，更

开心更聪明，这是其它课外班所不能给予

的”。

“我的绿色生活”主题，从“儿童

与生活”的关系角度出发，强调生活教

育——引导儿童在自己的生活（家庭、学

校、社区）中去发现和思考“生态环境问

题”，通过观察、调查、探讨以及问题解

决等，在生活中去了解人类对生态资源的

依赖，体验循环、协调、可持续的重要

性，激发儿童去思考和改进自己的生活

方式，从而产生节约、珍惜、低碳等价值

观，养成过绿色生活的行为习惯。

“现在我们在家很注意了，水要循环

使用，人不在家要断电，不能买过度包装

的东西，孩子成了监督员。孩子都有这个

意识，我们不好意思不做呀”；“汽车后

备箱放一箱水既费油喝起来也不健康，这

还是孩子告诉我的”妈妈、爸爸们这样

说。北京西城区科技馆老师谈到，参加生

态教育活动后，孩子们更热爱自然并主动

关注身边的生态问题。一位同学观察到小

区的鸟儿几度在屋檐下穿梭，就动员小伙

伴们一起做了几个木箱鸟巢挂在树上，说

要给鸟儿们一个家。很多老师们谈到不少

有新意的活动方案都来自于孩子们独到的

观察，“孩子们看到的问题，往往我们都

贵州草海夏令营 .2010

生态师资培训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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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公园游玩时忽然拉着爸爸的手说是

要找管理公园的领导，他要建议公园采用

垃圾分类收集箱。从孩子们的言、行中，

我们看到那一颗颗关注生态、参与保护的

心愿。

这三个方面的主题，以儿童生活为原

点，层层展开，涉及儿童生活的各个“生

态系统”，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促进

儿童从认知、情感、责任、品格和能力的

全面发展。 

三、采取复合型的工作方式，推动

项目的体系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经验中的儿童品德教育活动，包括一

些环境教育活动，不仅缺乏对儿童主体的

本位关怀，往往还流于形式和片段，只重

表面不重内涵、只重当下规模不重可持续

影响。这种浅表的、碎片的及片段化的状

况，尽管大家付出了时间和力气，却达不

到好的效果。实际上这是一种教育上的浪

费。

生态项目于启动之际，就设计了一

套集研究、培训、活动、基地建设及宣传

五维工作为一体的、复合型的项目运作方

式。五维工作相互关联和支撑，促进项目

的体系化建设和取得可持续发展的效应。

五维工作的重点及相互关系可以做这样

一个比喻：“研究”好比是我们的大脑，

通过它产生思想、智慧和意识，去指导和

协调我们的行动；“培训”好比是我们的

血脉，通过它运输和反馈大脑的思想和智

慧；“活动”好比是我们的手脚，通过它

的行动去实现思想获得健康；“基地”好

比是加油站，在每一个加油站中补充和获

得能量和动力；“宣传”好比是净化和营

造四周清新健康的空气，获得理念的推广

及为别人获取经验。

通过持续的努力，研究上，生态项目

组开展了“儿童生态道德教育的理论与实

践”的系列研究，调查了儿童生态道德教

育的状况、概括了儿童生态道德教育的理

论和实践模式、开展了教育实践中的教师

行动研究、梳理和分析了儿童生态道德教

育的实践案例，开发了儿童生态道德教育

项目的评估体系等等。这些研究和探索，

给了项目持续发展的智能支持。

培训上，生态项目组设计了团体培训

和个案指导的模式。每年举办两次团体培

训及开展跟踪型“种子教师指导计划”，

对教师进行普及性的意识开发、能力培养

及针对性的个案指导。每年共有60多名

来自全国各省市、地区的儿童中心或少年

宫等校外教育机构的教师参与到培训中，

他们主要是校外机构负责组织学生开展各

种主题教育活动的老师（其中专项做环境

教育的教师比率很小）。其中约30名教师

进入 “种子教师计划”，接受个体指导

及对其活动的督导、评估。团体培训中，

以参与式培训及体验式教学为主。参与式

的培训方式强调以教师知识与能力为出发

点，最大程度地唤起和联接他们已有的知

识与经验，并架构出通向更高知识与能力

需求的道路；体验式教学重视学习中教师

的思行合一，以案例分析及实地的情景教

学演练开展，指导和协助老师在教育实践

中反思、学习和总结。种子教师指导中，

以其组织开展的教育活动为主线，从方案

的设计、实施、效果等进行系统和针对性

的指导。这个过程中激励老师形成学习型

小组，开展教育中的行动研究，将教育活

动中的难点、疑点问题做为主要思考和改

进的地方。生态项目的培训，不仅保障了

项目深入、有效的开展，还锻炼和培养了

看不到。”比如，一位孩子观察到自家汽

车轮胎上有“水迹”，持续观察后发现是

宠物撒的尿，后来提出了“小区宠物生活

的调查”选题。

“我的绿色责任”主题，从“儿童

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出发，强调公民素质

教育——指导儿童用“生态”的眼睛去看

自己的城市和国家，鼓励孩子们关注和发

现社会生活中的“生态环境问题”。通过

调查、探究、宣传、建议等方式参与到社

会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培养保护（生态环

境）、承担（公民责任）的情感态度及行

为。

北京的一位同学参加生态活动后对原

来从没有在意的“自来水”发生了兴趣，

提出要调查城市水质及考查家长水系的想

法，得到老师的支持和指导。四川的一个

生态项目在北京启动.2008

儿童生态道德教育实践基地授牌.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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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教师的教育能力及其生态道德情操。

青岛妇女儿童中心“理工型”杨老师在经

过几年的“生态”磨合后，我们常能看到

活动时孩子们围着他热烈分享的情景。杨

老师说，“生态项目教了我许多，过去比

较擅长做科考，讲理论和做调查，现在我

用更多的方法和手段让孩子们来体验和参

与，激发他们的主动性和好奇心，这样的

效果好，也让我更尊重和喜爱孩子。”北

京市资深的环境教育高级教师周老师说，

“开展生态项目后，我们注重了用联系

的、系统的生态眼光看环境问题；也更注

重学生主体的参与及表达。生态项目使得

我们对过去的环境教育活动多了一分关怀

的情感、系统的方法，我们很受益”。

活动上，以参与生态项目的校外教育

机构、学校和社团等为平台，倡导大家在

项目的理念下，发挥本地的优势与资源，

创造性地开展儿童的教育实践活动。为体

现教育中的“儿童为本”，实现儿童主动

的发展。项目组提出“儿童参与”的教育

指导策略、“体验和探究式为主”的教育

方法以及“开放型”的教育目标设计。

“儿童参与”原指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

儿童四项基本权利之一，即“儿童享有对

涉及自身利益的事件表达观点、进行决策

或实施行动以确保自身或其他儿童的利益

得到实现和保护”。生态项目中的“儿童

参与”进行了教育化的应用，经典的“儿

童参与”要求从活动主题的产生、活动的

组织安排、活动的实施、活动成果的表达

及应用，都要听取和最大限度地采纳儿童

的意见，并根据他们的身心年龄特点，最

大限度地给予他们自主学习、探讨和创造

的机会，教师成为协助者、陪伴者和指导

者。这个策略保证了儿童主体地位及教育

过程中儿童的兴趣和能力的表现，避免过

多的教师“特权”阻碍了儿童能动性及创

造性的发挥。另外，教育方法上强调以学

生的体验探究为主要方式。教师要把活动

的重点放在如何引发儿童好奇和求知欲，

及主动体验、探索和发现上。方法上更多

地使用提问、讨论、实验、表演等手法，

使得教育按儿童喜欢的、生动的方式进

行。第三是教育目标上提倡更为开放和多

元的设计。不强调要传递给儿童多少知

识、懂得多少道理，学会多少技能，而是

关注儿童做为学习主体的亲身体验、学习

融合及转化应用，关注是否能做到知识、

能力、情感态度及审美等目标的多元性、

相互联系性和后期启发性。我们相信基于

以上三个要点的教育活动，做起来成效更

深刻更持久。例如贵州省儿童中心，在对

儿童进行生态意识培训及活动动员后，确

定了“草海夏令营”活动主题。在老师指

导下，这群小学中高年级的孩子通过查阅

资料、讨论、访问等前期准备，提出了

“低碳交通”、“草海自然朋友（草海的

动植物及生态多样性）”、“草海人的自

然生活”、“草海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等

一系统活动方案，并自行进行了任务分组

和分工。活动中，孩子们进行自然观察、

采访当地人、体验生活、以及讨论、创作

等方式，最后大家共同设计制作了 “我

的草海生态行”手册。手册内容包含从贵

阳低碳出行到草海的交通方式、草海的动

植物状况、草海守护人的生活以及对未来

草海保护的畅想与建议等，体现了儿童独

特的视角和感受。我们相信，儿童参与这

样的教育实践所得到的收获，是在学校教

室里不能企及的。

项目开展以来，以校外教育机构为主

要平台，先后在全国建立了20多家儿童

生态道德教育基地。在生态项目的理念与

要求下，各基地不仅要按计划开展各项工

作，还要起到示范和宣传的作用，成为生

态项目的实验田和播种机。6年来，各基

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纷纷提出自己的工

作理念、培养队伍、开发特色活动模式、

进行社会整合资源、加大宣传和推广，为

生态项目的持久和深入开展做出了贡献。

以湖北省武汉市妇女儿童中心基地为例，

他们提出绿色与健康相行、项目促进工作

发展的理念，将生态项目与儿童身心健康

发展结合、项目工作与单位工作结合；组

建了专门的项目工作团队，从项目管理、

教育活动及宣传、教师培养方面进行了规

划和部署，保证了项目工作的稳定持续性

也锻炼培养了团队；主动对接学校和社区

儿童，并进行社会资源的整合，将当地植

物园、环境教育基地整合到生态项目的教

育资源中；因项目定位好、特色突出，他

们还在当地成功地申报立项，获得当地财

政的支持；另外，通过适时的和持续的宣

传报道，扩大了项目的影响与社会效益。

相关的案例不胜枚举。儿童生态道德教

育的基地及相关宣传工作，像蒲公英的种

子，推动儿童生态道德教育向更广泛更深

入发展。

我们倡导的儿童生态道德教育，是一

场有起始但没有终点的教育行动：6年的

时间，全国20多个省、市、区，上万名

儿童，上百个社区，上千场儿童生态教育

活动……希望我们的实践和思考能为关注

环境和关注儿童健康发展的人们提供一套

策略或方案。这个策略或方案或许不尽完

美，但我们相信它的方向代表了希望和未

来。  作者单位：中国儿童中心科研与

信息部

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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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开展的工作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