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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指出了教育是促使小学生保护环境的重要手段。为了探究环境教育对打工子弟小学学生的影响，研

究通过“童享自然”环境教育项目开展质性评估。结合访谈项目分析了自传体记忆的功能框架下的访谈资

料，研究结果表明：该项目不仅增加了 学 生 的 环 境 知 识，培 养 了 学 生 的 环 保 态 度，促 使 他 们 产 生 环 保 行 为，
而且学生将所学分享给他人，提升了自信心，培育了兴趣，树立了环保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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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越来越严重，环境教育日

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环

境教育旨在促进公 众 提 高 环 境 意 识、了 解 环 境 知 识、获

得环保技 能、树 立 环 保 态 度 并 做 出 环 保 行 为。根 据

ＵＮＥＳＣＯ／ＵＮＥＰ（１９７８）和Ｒｕｓｓ（２０１４），环 境 教 育 的 目

标和对应的效果是：①觉 知（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参 与 者 获 得 对

整 体 环 境 与 其 相 关 问 题 的 觉 知 和 敏 感 性；② 知 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参与者获得关于环境、自然以及当前环境

问题的知识；③技 能（ｓｋｉｌｌ），参 与 者 获 得 解 决 环 境 问 题

或做出环境行为所需 的 技 能；④态 度（ａｔｔｉｔｕｄｅ），参 与 者

形成关心环 境 的 价 值 观 与 情 感，获 得 改 善 环 境 的 积 极

性；⑤行为（ｂｅｈａｖｉｏｒ），参与者形成利于环境的行为或减

少自身行为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小学生是环境教育的重要受众之一。然而，对于打

工子弟小学，其获得的教育资源往往相对其他小学有所

缺失。在自 然 课 的 教 学 上，学 校 往 往 缺 乏 相 关 专 业 教

师。学生受到环境教育严重不足，难以通过学校教育树

立良好的环保意识，收获环保知识，锻炼环保技能，形成

环保观念并产生环 保 行 为。为 了 弥 补 打 工 子 弟 小 学 环

境教育资源的不足，珍古道尔（北京）环境文化交流中心

根与芽北京办公室面向北京地区的五所打工子弟小学，
开展了“童享自然”环 境 教 育 项 目。为 了 探 索 该 项 目 是

否给学生带来了实际改变，以及对他们的成长产生哪些

影响，进而帮助环境 教 育 者 监 测 项 目 的 有 效 性，提 升 教

育活动，笔者在项目 中 期 通 过 开 放 式 问 卷，对 学 生 参 与

该项目的自传体记忆（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进行提

取并分析。研究围绕如下２个主要问题。
（１）参与项目的小学生是如何描述“童享自然”环教

课对他们的影响的。

（２）参与项目的小学生是如何使用他们在环教课中

获得的经验的。

２　自传体记忆的功能

在环境教育课中，参与者的个人经历构成了参与者

的自传体记忆，即一个由个人生活中的情境组成的记忆

系统，基于一 个 人 的 情 景 记 忆 和 语 义 记 忆 的 组 合［１～３］。
自传体记忆有３种 功 能［４］。①指 引 功 能。指 引 态 度 和

行为，一个人 利 用 过 去 的 经 历 作 为 解 决 当 前 问 题 的 参

考，或作为对目 前 或 未 来 行 为 的 指 导［１，４，５］。②社 会 功

能。培养相关社会互动，自传体记忆能够为人们的分享

和交流提供素材［１，４］。分 享 个 人 经 历 可 以 增 加 亲 密 感；
回忆共同的往 事 能 够 增 强 已 经 存 在 的 社 会 联 系［１，６，７］。

③自我功能。帮助了解自我，自传体记忆让人能够发展

并维持一 个 连 续 的 自 我 身 份［１，４］。它 允 许 人 们 反 思 过

去和现在的自我，评价个人目标进展，并展望未来［１，７］。
这会提升对自己的洞察力和自我成长［４］。

根据上述自传体记忆的功能，参加“童享自然”环境

教育项目的经历有可 能 指 引 打 工 子 弟 学 校 的 小 学 生 对

环境有更深入的了 解，更 全 面 的 看 法，并 将 所 学 应 用 于

实际生活中；加强相关社会互动，促进同学间、家人间相

互了解并建立联系；并 且 有 助 于 学 生 自 身 成 长，认 识 自

我，培养兴趣，树立 理 想。提 取 并 分 析 学 生 自 传 体 记 忆

可以作为一个评估环境教育效果的开放性方法。

３　研究方法

３．１　“童享自然”项目

由于打工子弟学校 缺 少 环 境 教 育 与 自 然 体 验 相 关

的教师与资源，因此，根与芽北京办公室设计了名为“童

享自然”的环境教育 项 目，希 望 通 过 这 个 项 目 为 学 生 们

提供环境类课程以及自然实地考察活动，以弥补学校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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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欠缺。
项目设计在１学年内，根与芽北京办公室组织专门

的自然课教师与志愿者，通过自然课堂的活动陶冶学生

的情操，培养孩子们 组 织 活 动 的 能 力，提 高 他 们 爱 护 环

境的意识；同时，也通过绘画和摄影等形式的户外活动，
去培养学生感知自然的能力和增加亲近自然的体验。

３．２　数据收集

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利用开放式问卷进行半结

构访谈，让被访者在问题引导下说出自身的感受。调查

的主体是参与“童享 自 然”环 境 教 育 项 目 的５所 北 京 打

工子弟小学，样本选 择 采 用 方 便 取 样，在３所 接 受 访 谈

的学校中，所有参与学生共８５名，每位学生分发１份问

卷，回收问卷８５份。剔 除 回 答 不 完 整 的 问 卷 和 回 答 不

相关的问卷后，最终有效问卷共７７份。
问卷（访谈提纲）中 问 题 的 设 置 以 关 于 ＡＭ 的 文 献

为基础［４，８］。问卷（访 谈 提 纲）整 体 为 半 结 构 式 并 遵 循

漏斗型结构［９］，即随着访谈的进行问题越来越具体。问

题设置如表１。问卷在课堂中发放，利用３０～４５ｍｉｎ进

行填写。问卷填写者的姓名进行了保密处理，并以统一

格式录入电脑，形成转录稿以便后续分析。
表１　访谈提纲

具体内容

１．让我们回忆下根与 芽 童 享 自 然 的 经 历。你 觉 得 你 在 根 与 芽 童

享自然中收获了什么？

２．请你描述一下：在本学 期 的 根 与 芽 童 享 自 然 中，你 觉 得 印 象 深

刻的事情是什么呢？

３．你能否举一些例子吗？经过了本学期的根与芽童享自然，你觉

得对你的学习、生活有哪些影响呢？你有哪些从中学到的东西

用到了平时学习、生活中呢？

４．通过参加根与芽童享自然，这种经历对你的个人有什么影响呢

（比如：你的兴趣爱好、未来理想，个人能力、自尊心、自信心、性

格等等，各种各样你能想到的方面）？

５．请你描述一下：你是如何跟朋友、家人、或其他人分享根与芽童

享自然的经历的？

３．３　数据分析

采用一般归纳法分 析 转 录 稿：准 备 原 始 资 料 档（资

料清理）→细读文本→创建类属→重叠编码和非编码文

本→继续 修 改 提 炼 类 属 系 统［１０］。在 数 据 分 析 过 程 中，
调查人员首先反复通读全部访谈稿，以自传体记忆的功

能为理论框架，识别转录稿中浮现的与３种功能相关的

主题，之后基于这些 主 题 发 展 一 套 编 码 系 统，将 主 题 归

类，最后通过不断比较、提炼编码来形成最终分析结果。
全部访谈稿通读完 毕 后，以 下 主 题 浮 现 出 来：指 引

功能中包括环境意识与知识、环境态度、环境行为；社会

功能体现在与他人分享所学所感中；自我功能涉及到自

信心的获得，以及兴趣的培养、理想的树立。

４　结果

将各主题所被提及人次进行计数并计算百分比，得
到统计结果如图１。其中在记忆的指引功能中，分别有

５８％学习到 环 境 知 识，１００％的 学 生 树 立 了 环 境 态 度，

１４％的学生学到环境行为甚至付诸实践；在记忆的社会

功能中，８１％的学生将所学所感分享给家人、朋友等人；
在自传体记忆的自我功能中，６％的学生提高了自信心，

１９％的学生在项目中培养了兴趣或树立了理想。

图１　各主题所提到的人数占总人数百分比

４．１　指引功能

４．１．１　环境意识和知识

５０％以上学生认为在“童 享 自 然”中 收 获 了 很 多 知

识，让他们“知道了还有他们不知道的东西”（７）。（此类

数字或字母是受访学生的编号，以对其姓名进行保密处

理，后文不 再 赘 述）“学 会 了 平 时 没 学 到 的 知 识”（３１）。
具体来讲，学生们认为自己收获了关于根与芽、地球、动

植物、生 态 系 统、社 区、食 品 和３Ｒ原 则（ｒｅｄｕｃｅ，ｒｅｕｓｅ，

ｒｅｃｙｃｌｅ）的知识。
“我收获了珍·古 道 尔 博 士 是 国 际 知 名 的 科 学 家、

英国女爵士、联合国和平信使，”（４７）。
“知道了大气圈、岩石圈、生物圈（４８）。地球是一个

蓝色的星球，而四大洋的海水互相连（ＳＲ－ＦＪＨ）”。
“通过上自然课，我 知 道 大 自 然 的 植 物 可 以 帮 助 我

们，比如棉花变成了一件件衣服，”（４５）。
“我知道了鳄鱼在 地 球 上 生 活 了 两 亿 年，称 为 活 化

石，有１２０－２００条 左 右，比 熊 猫 少；朱 鹮 为 鸟 中 的 东 方

宝石，它 脸 无 毛，分 布 在 中 国、日 本、俄 罗 斯、朝 鲜，”
（２９）。

“我收获了许多知 识，我 还 懂 得 了 我 们 的 地 球 里 有

许多生态系统，有森林生态系统、有淡水生态系统、还有

海洋生态系统等等，”（４３）。
“社区这一概念 具 有 较 强 的 人 文 性，现 有１４０多 种

定义。村子肯定是社区，而且，由于村民有自己的风俗、
共同参与决策，是功能比较完善的社区，”（２０）。

“我学到垃圾食品是怎么做的，有什么不能吃的、不

健康的、有毒的，”（５９）。
“３Ｒ不是简单的垃圾分类，其意义超出了垃圾的循

环再利用，”（３３）。

４．１．２　环境态度

通过童享自然的自然课，学生们认识到大自然的神

奇，也了解 了 环 境 存 在 的 问 题。在 学 习 了 这 些 知 识 之

后，学生们形成了自 己 对 环 境、动 植 物、食 品、垃 圾 等 的

观点与看法。所有学生都表现出要保护环境的态度。
“我收获了（要）保护要灭绝的动物，不要抓鸟类，要

保护动物，不要破坏 环 境，要 保 护 树 木、爱 护 花 草，不 乱

丢垃圾，不 用 一 次 性 的 东 西，垃 圾 可 以 回 收，”（ＳＲ－
ＣＳＨ）。

“在根与芽收获到 了 要 爱 护 小 动 物，要 爱 护 小 花 小

草爱护大自然的每一个生命。不能喝太多的饮料，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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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吃太多辣条，对身体不好，也不能吃太多油的东西，会

长胖的，”（ＱＨＬ－ＺＹ）。
“收获到了，要保护自然，爱护树木，少制造垃圾，不

在草地上走路，不摘花，不污染环境。（要）节约用水，节

约用电，不发出噪音，”（ＧＡ－ＱＣＲ）。
４．１．３　环境行为

教育的最终目的 是 改 变 人 的 行 为。经 历 了 一 学 期

童享自然的教育后，有一小部分学生在环保意愿与实际

行动上出现了积极的改变，并间接影响到家人。体现在

以下３个方面。
（１）在关心环境保护的问题上，不再浪费资源，减少

一次性餐具消费，不再乱扔垃圾。
“自然课，给了我很大影响。平时学习，我不那样用

（浪费）笔；在 家 里，我 不 让 我 妈 妈 用 一 次 性 的 筷 子，”
（２４）。

“以前我吃完了零食，随便把袋子一扔，通过上自然

课，我以后都把垃圾扔垃圾桶里；我以前经常浪费水，用

四分钟的水洗手，现在只用两分钟就行了，”（３２）。
（２）在关爱动物上，对动物进行保护和帮助，不再伤

害动物，并制止家人的不良行为。
“我知道身边的小动物，也要保护它们，所以我不捉

蝉，也不吓它，不伤害它，不把蚂蚁踩死，”（１３）。
“我用在自然课上 学 到 的 保 护 生 物（的 知 识），有 一

次一只小鸟的羽毛 掉 了 一 点，我 就 把 它 养 了 几 天，等 它

的羽毛好了，我就把它放飞了，”（２８）。
“自从我学习了保 护 濒 危 野 生 动 物 之 后，我 没 有 伤

害过一只小动物，上 次 我 看 见 一 只 小 狗 受 伤 了，我 把 它

送到兽医院治疗，”（３０）。
“在老家，我家房子上有个燕窝，爷爷想把它打给我

做好吃的，我看见了 把 棍 子 夺 走 了，我 说 我 们 应 该 保 护

小动物。”（３８）
（３）此外，在饮食上，学生们对零食的制作过程有深

刻的印象，不再吃垃圾食品。
“有一次ＸＢ姐姐给我们找电脑放了零食的 制 作 过

程，我们也觉得好恶心，因为制作过程好不卫生，苍蝇都

落进去了，所以以后再也不吃垃圾食品了，”（６４）。
４．２　社会功能

学生表示在童享自然中的所作所学所想，都会和父

母、祖父母、朋友、兄弟姐妹进行分享。有时候是说出自

己快乐的经历，有时 候 是 想 把 知 识 教 给 别 人，有 的 时 候

是想让家人也注重环保。
“我会对家里人说：根与芽是我最喜欢的自然课，自

然课让我认识自然的东西，许多 我 不 知 道 的 东 西，”（ＲＳ
－ＷＪＲ）。

“我和我的朋友说 我 在 根 与 芽 上 课，我 学 到 了 世 界

上有很多很多的鸟，有很多的生态系统，”（ＲＳ－ＸＺ）。
“我跟妹妹说过一 些，告 诉 她 有 许 多 动 物 都 要 灭 绝

了，要保护自然，保护 动 物，保 护 那 些 快 要 灭 绝 的 动 物，
她 听 了 这 些 话 说，我 一 定 会 保 护 动 物 的，”（ＱＨＬ－
ＬＸＮ）。

“这种分享在无形 中 扩 大 了 根 与 芽 的 影 响 力，也 使

童享自然被跟多的 家 长、老 师、同 学 所 了 解 并 获 得 潜 在

支持。而他们的正面反馈能够给予孩子更多的鼓励。”
“我先和家人和 朋 友 观 察 动 物。然 后，了 解 它 的 爱

好、优点、缺点、长处、短处，”（ＳＲ－ＺＳＱ）。
“我经常和爸爸妈 妈 说 大 自 然 和 大 自 然 里 的 动 物，

爸爸看 我 这 么 喜 欢 大 自 然 还 带 我 去 森 林 玩 了 一 天，”
（ＳＲ－ＹＰ）。

“我给她 们 讲 我 们 上 了 几 次 自 然 课 她 们 都 非 常 开

心，比以前好 多 了，比 以 前 更 加 爱 护 自 然 了，”（ＱＨＬ－
ＲＤＸ）。
４．３　自我功能

４．３．１　塑造自信心

在“童享自然”中的第一节课，讲到了国际环保人士

与科学家珍古道尔博士的个人经历，有学生被她坚持梦

想的精神所感染，受 到 鼓 励，变 得 更 勇 于 面 对 生 活 中 的

困难，获得了曾经缺失的自信心。
“第一课放学时，回 到 家，我 就 感 觉 自 己 有 信 心 了，

以前都还不敢面对那些问题。上完根与芽自然课以后，
我什么事情都敢面对了，”（ＱＨＬ－ＬＸＮ）。

“我回到家，我感 觉 自 己 有 信 心，好 像 变 了 一 个 人，
一个人面对那些困难，”（ＱＨＬ－ＳＸＨ）。
４．３．２　激发兴趣爱好与未来理想

有几位同学也认为“童 享 自 然”影 响 了 他 们 的 兴 趣

爱好和未来理想。通过环境教育，学生形成了对探索环

境和保护环境的兴 趣。环 境 教 育 老 师 和 志 愿 者 在 他 们

心中树立了榜样，让 他 们 产 生 了“加 入 根 与 芽”“成 为 探

索家”等理想与愿望。
“我的 爱 好 现 在 是 观 察 动 物，未 来 的 理 想 是 探 索

家，”（ＳＲ－ＺＳＱ）。
“我的兴趣是画画，现在有两个画画，保护所有面临

死亡的动物，我希望，每 个 人 都 有 一 颗 善 良 有 爱 动 物 的

心，我喜欢小动物，”（ＳＲ－ＬＭ）。
“自然课，我很 喜 欢。但 是 自 然 课 对 我 未 来 的 理 想

影响很大，我的理想 不 是 从 前 的 理 想 了，现 在 我 决 定 长

大也跟她们（老师）一样，”（ＳＲ－ＹＢＬ）。
“我 的 未 来 理 想 是 当 根 与 芽 的 一 份 子，”（ＳＲ－

ＲＤＸ）。

５　环境教育的效果评估分析

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分析３所打工子弟小

学学生对“童享自然”环境教育课程的自传体记忆，来衡

量环境教育的效果。通过评估发现：该项目增加了学生

对环境的认识与了 解，树 立 了 学 生 保 护 环 境 的 态 度，促

使学生应用所学所得来保护环境，在有趣的学习中扩大

了他们的眼界；学生 课 后 将 所 学 分 享 给 周 围 的 人，扩 大

项目影响力，通过学 生 影 响 到 父 母 与 祖 父 母；环 境 教 育

课程中的故事感染 了 学 生，培 养 了 他 们 的 自 信 心，并 且

环境教师与志愿者的榜样作用，使有些学生树立了保护

环境与探索自然的理想。
在环境教育的目标上，该项目对学生的环境意识与

知识、环境态度、环 境 行 为 有 所 提 升。最 为 显 著 的 改 变

体现在学生的环境态度上，全部学生表现出保护环境的

态度。说明课程对 学 生 环 保 态 度 的 塑 造 最 为 成 功。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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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知识的提高出于中等水平，课程使一般以上学生收获

了知识。在环境行为上，只有少数学生表现先出保护环

境的具体行为，说明 在 态 度 像 向 行 为 的 转 化 上，依 旧 存

在着非对等关系。如 何 更 有 效 地 促 使 学 生 产 生 环 保 行

为，可能需要课程后 续 支 持。并 且，行 为 的 产 生 需 要 一

段时间，而研究实施 于 课 程 结 束 那 一 刻，可 能 有 很 多 学

生没有足够的时间表现出环境行为。
环境教育项目不仅 在 知 识、态 度、行 为 上 影 响 了 学

生，而且学生有意识 地 将 所 学 传 播 给 其 他 人，从 侧 面 也

表现出“童享自然”项目对学生的意义。参加课程后，有

一小部分学生在认 识 自 我 方 面 得 到 了 提 高。学 生 获 得

了自信心，树 立 了 环 境 相 关 理 想。这 些 影 响 都 较 为 深

远，说明课程在达到 环 境 教 育 经 典 目 标 的 同 时，拓 深 了

项目效果。校外环境 教 师 和 志 愿 者 的 引 入，作 为 榜 样，
让他们看到了自身道路的其他可能性。在学习的同时，
对自我进行思考。自 信 心 的 提 高 让 他 们 勇 于 面 对 生 活

困难，而兴趣的培育 及 理 想 的 树 立，能 让 他 们 坚 持 不 懈

努力学习。同样，这些 影 响 的 产 生，从 另 一 个 角 度 说 明

了学生对保护环境的认同，体现出该项目在环境教育方

面的积极效果，进一步论证了项目的有效性。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使用自传体记忆的功能作为探

究与分析的 理 论 框 架，采 取 质 性 研 究 的 方 式 将 学 生 对

“童享自然”项目的 记 忆 加 以 分 析、提 取、归 类。这 种 方

法也能够用于其它环境教育项目的评估当中，从而为环

境教育效果评估以及 教 育 效 果 的 实 证 研 究 提 供 了 一 个

新型的 角 度。该 方 法 能 够 得 到 环 境 教 育 的 经 典 效 果

（如，知识、态度、行为），也能够体现出教育的附带效果，
即，分享所学影响他人、收获信心树立理想。

６　结语

参与环境教育的经 历 组 成 了 学 生 的 一 段 自 传 体 记

忆，学生如何使用这种记忆反映出环境教育对他们的影

响，即教育效果。从自 传 体 记 忆 的 指 引 功 能、社 会 功 能

和自我功能三个维 度，环 境 教 育 影 响 了 学 生 的 知 识、态

度、行为，促使学生分享所学，帮助学生理解自我。面向

打工子弟小学学生 的“童 享 自 然”环 境 教 育 项 目 在 这 三

个方面都有所成功。
对于打工子弟小学，他们不仅是需要学习相关的环

境知识，树立环境态度，表现环境行为，从而在生活中成

为负责的环境保护者，而且他们也需要通过社会各界的

帮助，克服自身学习 生 活 条 件 的 不 足，来 健 康 积 极 地 成

长，建立信心，培养兴趣，树立理想。因此环境教育如何

在教育的同时帮助他们成长，值得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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