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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园林视角下环境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时钟瑜

（商丘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摘要：环境教育使教育工作者形成较强的环境意识，自觉尊

重自然，保护自然。风景园林是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根本使命，

具有环境教育功能的综合科学体系，也是环境教育的重要载体。

根据事前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规划设计：建议将

公园规划与环境教育相结合，制定合理的环境教育方案，设置相

关的环境教育区。步行者满足环境教育功能，根据资源分布开发

合理多样的旅游线路。园林设施设计融合环境保护理念，利用废

品作为环境保护材料，应用新技术创造生态作品。经营管理：提

出多种环境教育活动，依靠当地资源环境，体现当地特色。制定

全民终身环境教育计划，制定面向小学、初中、大学甚至老年学

堂的环境教育活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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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但工业

化的生产以控制和掠夺的方式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利用不合理

的发展理念破坏了全世界的生态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急剧恶化。

环境污染、气候异常、生物多样性破坏、温室效应、资源不足等

一系列环境问题也逐渐受到重视。

一、风景园林视角下环境教育的实践

自 1973 年起，我国大陆才开始环境教育，与西方发达国家相

比，起步不晚，但实质性的活动开展，成立与环境教育有关的组

织，时间是 20 世纪晚期。1981 年，国务院在《关于国民经济调

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等文件中明确指出“中小学要

普及环境科学知识”。但是受国情影响，目前环境问题没有得到

人民群众的重视，教育工作者本身的环境教育知识素养也不高，

相关文件很难在具体实践中得到很好的实施。而且，直到 1991 年

国家教委以“人口、资源、环境”作为大学生教育的一部分，高

校才越来越关注大学生的环境教育。进入 21 世纪后，环境教育的

发展逐渐呈现出旺盛的势头，环境教育基地、自然学校、环境协

会、自然教育机构等不断发展，随着互联网和媒体的宣传，环境

教育的资源和内容也在增加。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

经济水平日益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提高，环境教育开始进入快

速发展时期。

环境教育实践中最重要的是让公众更多地接触自然环境，了

解和学习环境知识，培养高环境意识，因此风景园林场所在环境

教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生态文明教育和环

境教育，我国于 2008 年制定了《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管理办法》。

文件中提到的大部分地方都在风景园林的范围之下，这进一步表

明风景园林是实施环境教育的重要载体，风景园林对环境教育的

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整理相关文件，到 2018 年 3 月为止，

被列为“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的单位共计 66 个。

根据对我国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全国中小学环境教育实

践基地、国家环境保护科普基地类型和数量的统计、分析，这些

基地绝大多数地方都属于风景园林范畴，有森林公园、动物园、

植物园等。其中比较大的是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科普展览馆、

风景名胜区为主的城市公园。部分风景园林场所本身具有环境教

育的作用，环境教育功能由四川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北京鹿生态

实验中心、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秦山植物园等单位的环境教育

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值得学习和借鉴。但是从总体上看，从中

国大陆风景园林的角度来看，环境教育的实践发展相对落后于其

他国家和地区。

风景园林包括风景园林拥有的动植物、地质地形、水体等自

然景观元素，包括道路、建筑设施、景观道具等人工景观元素。

风景园林的规划设计要充分利用场所的环境教育资源，与风景园

林场所的各种园林载体相融合，是环境教育过程中公众欣赏和认

识的对象，是信息的载体，是环境教育的空间和场所，也是环境

教育活动的教材和教区。风景园林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发挥环境教育功能。利用风景园林不同的

场所特点和资源，为不同年龄段的人开展环境教育活动，使儿童、

青少年、中老年人都能参与适合自己的活动。

在风景园林的经营管理中需要运用专业的知识技能使自身丰

富的资源得到有 效的利用和保护，同时也能够组织丰富多彩的环

境教育活动。专业的管理人员是风景园林场所中环境解说、游览

导赏、宣传科普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风景园林场所应该

完善组织构架，培养专业的管理与教育人员，建立环境教育专业

团队 和长效机制，有利于风景园林与环境教育的相辅相成，和谐

有序的发展。

二、城市公园环境教育的实施路径

要充分发挥城市公园环境教育的功能，就要向城市公园展示

环境教育科学的合理内容、积极健康的主题、丰富多样的活动等。

为了满足这些要求，园林工人必须在城市公园的规划设计和经营

管理过程中，将正确的环境教育理念融入城市公园。在规划设计

过程中，可以明确城市公园环境教育的资源和传达环境教育内容

的手段。通过计划确定城市公园的性质和主题，实施环境教育的

方案。通过设计城市公园的风景和设施，展示环境教育的资源和

内容。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可以通过实践环境教育的活动和网络

媒体、印刷品、其他产品宣传和宣传环境教育。

要确定城市公园的性质和主题，必须从整体高度进行规划。

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城市公园类型丰富多样，环境教育内容的全面

性、多样性，还可以在对当地城市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详细了

解的基础上，确定符合城市特色的风景园林主题。在我国，城市

规划工作一般分为两个阶段：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总体规划是

上级政府和相关部门根据当地城市的自然条件、建设条件、历史

情况和现状，从全局出发的综合部署计划。主要任务是确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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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方向、性质和规模，合理安排城市土地功能区和园林绿地

的总体布局，合理开发和保护当地资源，进一步发挥环境教育价值，

确保环境教育方案顺利实施。

要确定城市公园的性质和主题，必须从整体高度进行规划。

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城市公园类型丰富多样，环境教育内容的全面

性、多样性，还可以在对当地城市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详细了

解的基础上，确定符合城市特色的风景园林主题。在我国，城市

规划工作一般分为两个阶段：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总体规划是

上级政府和相关部门根据当地城市的自然条件、建设条件、历史

情况和现状，从全局出发的综合部署计划。主要任务是确定城市

的发展方向、性质和规模，合理安排城市土地功能区和园林绿地

的总体布局，合理开发和保护当地资源，进一步发挥环境教育价值，

确保环境教育方案顺利实施。

三、城市公园环境教育分析

根据我国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全国中小学环境教育实践

基地、国家环境保护科普基地的类型和数量进行统计和分析显示，

风景园林场所以植物园、湿地公园、主题公园为主的城市公园，

根据该场所的可及性、环境教育向公众普及的范围、环境教育综

合资源状况等优势因素，在环境教育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北京园林为例，北京植物园位于北京西交香山公园和玉泉

山之间，是 1956 年经国务院批准，集科普教育、综合性植物园，

包括科研，资源保护，旅游观光和旅游。公园面积 400 公顷，现

已开放开放面积 200 公顷，是我国最大的北方植物园之一。在公

园总体规划布局上，特别强调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强调植物收

集的景观效果和科学性，重视植物的收集和展示。北京植物园已

建成展示区和展示室，共 10 多个，包括植物展示区、名胜古迹区、

自然保护区和科研区。其中植物展览分为观赏植物区、树木园和

温室区三个部分。观赏植物区由专业园区组成，其中包括月溪园、

桃花园、牡丹园、丁香园、海棠资源、木兰园、集水区、宿根花园、

梅园。北京植物园环境资源丰富，各种教育基地称号也是国家重

点公园。

北京植物园庭院现有种植和展示各种植物的约 150 万株植

物，涵盖包括品种在内的 1 万多种植物。笔者通过北京植物园、

官网资料及现场调查，整理了北京植物园各专业园区的主要植

物种类和植物数量如下表。此外，各专业园区的植物配餐各有

特色，观赏植物区由植物群组成，通过植物品种、颜色、季节

变化等表现植物的美丽。树木园主要是收集和展示各种温带木

本植物。温室地区主要展示热带、亚热带和各种珍奇植物。名

胜古迹中腊梅、银行、菜菜、海柏等古树名木是主要植物观赏点。

樱桃沟的植物比较茂盛，野生愉快，古树、稀有濒危植物主要

种植在这里。利用这些植物资源，可以为北京植物园更好地进

行环境教育奠定基础。

四、风景园林的现状问题分析及对策

在我国近现代城市公园的规划设计中，对城市公园绿地功能

的关注大部分集中在美化、休闲、生态功能上，很少强调教育功

能，环境教育只有部分专业公园利用该公园的特色。大部分城市

公园的规划设计忽视了社会功能的重要性，没有随着社会发展的

变化将环境教育相关项目纳入公园绿地，城市公园作为环境教育

和科普教育的重要载体的功能尚未发挥。城市公园作为重要的环

境教育场所，在游客享受休闲的同时，可以自然地接近环境教育，

学习环境知识，增强环境意识。城市公园的各种景观设施、景观

节点等都可以作为实施环境教育的园林载体。但是据调查，目前

我国城市公园中生态环境友好的作品很少，景观设计中环境知识、

生态理念、环境科学工程技术等不能很好地整合。特别是景观结构、

景观道具、植物构成、现场包装、其他服务设施等游客容易接触

的方面。例如，风景园林场所的一些游客中心由于规划和设计不当，

位置不明确，功能不被重视，因此没能为游客提供更好的帮助。

在环境教育活动方面，风景园林部近年来开展的活动丰富多

彩，根据四季树木和花卉季节举办各种文化节、摄影节、花节等，

但这些活动的内容往往与环境教育的学习相去甚远。而且，环境

教育活动工作的形式比较简单，没有反映人性和多样性。环境教

育的实践中存在一些误解。例如，将环境教育等同于环境科学知

识的传播，并将环境教育活动简单地理解为环境活动。在环境教

育的宣传方面，一些风景园林场所的宣传内容枯燥的科普知识太

多，缺乏生动易懂的环境教育内容。在宣传形式上，大部分是简

单的解说板和说明册，多功能革新型吸引观众，仔细欣赏的留言

板很少。在宣传手段上，除了建立自己的网站外，还有不充分利

用现代新媒体技术，宣传多渠道、多层次、及时更新、互动沟通

等。总的来说，我国城市公园在环境教育方面的经营管理工作形

式比较单一，经营管理模式不成熟，缺乏系统性和长期性，城市

公园在环境教育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相结合的过程中仍处于探

索阶段。

五、结语

环境问题是人类对待自然不良行为的客观结果。因此，解决

环境问题的前提之一是改变人类持续破坏环境的行为。教育是改

变一个人的知识、意识、态度和行为的最有效手段。风景园林本

身具有丰富的自然教育资源，是实施环境教育的好地方，发挥好

风景园林的环境教育功能也是体现风景园林社会功能的重要方面。

风景园林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休闲空间，还提供了精神空间，风景

园林的环境教育可以利用柳永的教学方式，起到润物无声、潜移

默化的教育作用，激发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热爱。它对提高人们的

环境知识和增强环境意识有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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