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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1年9月30日，国务院正式发文同意设立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教育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第三者视角分析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教育的基本要素、存在的问题，

提出以丰富的本底自然资源为基础，创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教育体系框架的若干策略，旨在为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开展自然教育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自然教育 

 
 

Analysis on the Nature Education System of 
the Tropical Rain Forest National Park in 
Hainan from the Third Party Perspective 

Xiaocheng Li, Xianglai Sun*, Xiaojiang Hong 
Hainan Administration of Tropical Rainforest National Park, Haikou Hainan 
 
Received: Dec. 7th, 2022; accepted: Jan. 8th, 2023; published: Jan. 16th, 2023 

 
 

 
Abstract 
The tropical rainforest national park of Hainan was agreed to set up by State Department on 
30/9/2021, and the natur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park. This paper ana-
lyzes natural education above the basic elements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tropical rain forest na-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wjf
https://doi.org/10.12677/wjf.2023.121005
https://doi.org/10.12677/wjf.2023.121005
https://www.hanspub.org/


李小成 等 
 

 

DOI: 10.12677/wjf.2023.121005 28 林业世界 
 

tional park of Hainan from the third party perspective, puts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to establish 
the natural education system framework based on the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from the trop-
ical rainforest national park of Hainan. The purpose i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nature education 
in tropical rainforest national park of Ha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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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3 年，国家提出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的重要实践，就目前来说，我们所建立的国家公园，在管理模

式上，它既不是之前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级、省级保护区的扩大或重复，也不是自然文化遗产保护地、国

家森林公园及旅游景区的升级再改造，它是我国建立的一种全新、不别于旧式保护方式的自然空间体系，

是一个中国向国内外公众展示的代表中国特色的“绿色名片和象征”。建立国家公园是中国迈向成熟社

会文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2017 年 9 月 19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立国家公园

体制总体方案》中指出：“国家公园坚持全民共享，着眼于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开展自然环境教育，

为公众提供亲近自然、体验自然、了解自然以及作为国民福利的游憩机会。鼓励公众参与，调动全民积

极性，激发自然保护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1]。 
2019 年 6 月 15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指出：“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自然景观最

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保护范围大，生态过程完整，具有全球价值、国家

象征，国民认同度高”[2]。《意见》还指出“在保护的前提下，在自然保护地控制区内划定适当区域开

展生态教育、自然体验、生态旅游等活动，构建高品质、多样化的生态产品体系。”[2]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国未来预计将建立 60~200

个国家公园。随着国家公园的建设与不断增强的旅游热潮，大量的游客也将更注重在旅游过程中接受教

育和体验，开展国家公园自然教育体系构建研究十分必要。国家公园作为国家人文生态价值的载体，承

载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发展愿景。自然教育是为了培养人们理解并欣赏人与人、人与文化、人与

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能力和态度[3]。国家公园作为天然的户外教育场所，能够通过环境资源的展示，

唤起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从而树立正确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生的价值观。 
自然教育是支持参与者获取直接经验、进行独立思考、主动学习和全面发展的教育场所，是一种具

有职业性的、能够替代有固定教育场地不需要全日志的工作方法、一种课程方式[4]。唤起人们保护环境

的意识，从而树立正确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生的价值观。国外对在国家公园中开展自然环境教育的研

究起步较早。欧洲国家公园自 1909 年成立至今，已拥有了近 110 多年的历史，通过一系列的功能发展转

变，从初期最为单一的保护功能，到后期综合完善的社会服务和重要的环境教育功能，逐渐形成了完善

的国家公园体系，包括制度体系、设施体系、自然教育等。在美国，自然教育被认为是国家公园的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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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二者融为一体、不可分割[5]。欧美等西方国家作为自然教育的先行者，有着比较完善的现代自然

资源管理制度和教育体系，在对国家公园合理利用自然，开发自然教育课程和管理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开展自然教育的主要场地，大多选址在国家公园、岩石海岸、沙丘、盐沼、池塘、湖泊、河流

和林地等自然保护地核心区之外。 
近年来我国许多学者在理论上从国家公园科普游憩和生态宣传、管理机制等方面开展了一定的研究，

但是关于“国家公园自然教育”的相关研究较少，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2019 年实施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教育的出现和发展。作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自然环境教育体系成为当前建设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一项重要工作。2021 
年，正式设立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开展海南长臂猿国家研讨会等，让公众更加关注热带雨林生态保护，

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并对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教育的关注度大幅度提长。这也为热带雨

林文化和自然环境兼容的科学、教育、游憩与体验奠定了实践基础，成为了户外游憩者和生态旅游、科

普教育等活动的重要载体[6]。本文将从体验者感知角度探究不同要素禀赋及有效性，评述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自然教育现状，分析研究自然教育范式及其在国家公园中的应用，以期推动和完善国家公园自

然教育的变革和创新。 

2.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概况 

2021 年 9 月 30 日，国务院正式发文同意设立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范围：东经 108˚44′32″~ 
110˚04′43″，北纬 18˚33′16″~19˚14′16″，跨五指山、琼中、白沙、昌江、东方、保亭、陵水、乐东、万宁

9 个市县，总面积 4269 km2，其中核心保护区面积 2331 km2，占 54.6%，一般控制区面积 1938 km2，占

45.4%。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位于海南岛中部共涉及原 20 个自然保护地，包括五指山、鹦哥岭、尖峰岭、

霸王岭、吊罗山 5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黎母山、猴猕岭、佳西、俄贤岭 4 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吊罗山、

尖峰岭、黎母山、霸王岭 4 个国家森林公园，猴猕岭、南高岭、子阳、盘龙、毛瑞、阿陀岭 6 个省级森

林公园和 1 个地质公园。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属于全球 34 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区之一，是全海南岛的生态制高点，是海南岛

森林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也是海南长臂猿在全球的唯一分布地。记录到野生维管束植物 3653 种(国家 I
级重点保护 6 种，海南特有 419 种)，记录到陆栖脊椎动物 540 种(国家 I 级重点保护 14 种，海南特有 23
种)，生物多样性指数最高达 6.28，与巴西亚马逊雨林相当。五指山、鹦哥岭、猴猕岭、尖峰岭、霸王岭、

黎母山、吊罗山等著名山体均在其范围内，被称为“海南屋脊”；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等海南主要河

流均发源于此，被誉为“海南水塔”。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常住人口 2.43 万人，主要是黎族和苗族，民风淳朴、文化独特、风情浓郁，

黎苗歌舞异彩纷呈，黎族纹身古老神秘。有 6 万年前古人类遗址钱铁洞，船形屋营造技艺、黎族民歌、

三月三节庆等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黎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首批急需保护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3.1. 国家公园自然学校 

3.1.1. 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学校的创建原则及功能 
海南热带雨林是我国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孕育多种中国独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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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特有的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类，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热点地区之一，创建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自然教育学校，目的主要通过创建过程和开展自然教育的行为，从而提高师生的环境保护意识，

传授“绿色发展”的科学知识，启迪“绿色创新”思维，培养“绿色保护”思想品德，灌输“绿色效益”

价值观念，养成“绿色生活”行为习惯。通过专业的自然教育，培养青少年对大自然的兴趣，引导他们

热爱大自然、热爱热带雨林、热爱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提高他们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意识等。 

3.1.2. 自然学校概况及特色 
2020 年 8 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海南省教育厅、共青团海南省委依托国家公园周边学

校，联合成立了第一批自然教育学校 10 个并开展了自然教育活动(表 1)。同时还成立了自然教育基地 4
处，分别设在吊罗山、五指山、鹦哥岭、霸王岭等分局。 
 
Table 1. Statistics of Hainan Tropical Rainforest National Park nature education school 
表 1.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学校统计表 

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教育范围 

1 江边中心学校 东方市江边乡 小学初中 

2 水满中心学校 五指山市水满乡 小学初中 

3 尖峰岭学校 乐东县尖峰镇 小学初中 

4 毛岸学校 保亭县响水镇 小学初中 

5 元门中心小学 白沙县元门乡 小学 

6 青松中心学校 白沙县青松乡 小学初中 

7 什运中心小学 琼中县什运乡 小学 

8 吊罗山学校 陵水县吊罗山 小学初中 

9 霸王岭学校 昌江县七叉镇 小学初中 

10 王下中心学校 昌江县王下乡 小学初中 

3.2.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范围内自然教育现状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辖区内包含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省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森林公园、省级

森林公园和地质公园等不同类型的保护地，保存着相对完整的热带森林，造就了独木成林、“空中花园”

等丰富多样、独特典型的热带雨林景观。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后，相同区域不再保留其他自然保

护地，统一划分为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 2 个管控区，其中：科普教育、生态游憩、生物多样性展示

等功能主要集在一般控制区，也是广大群众接受自然教育、了解海南热带雨林的主要区域。在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内，自然教育相关本底资源和基础设施设备相对丰富，并已有一定规模的自然教育

基础，因此，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在自然教育方面虽有不足但积累了一些经验(表 2)，并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3.3. 第三者视角下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教育设施状况 

笔者尝试从第三者游客感知角度，通过对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体验个案，采用现场调查，随机问

卷的方法，对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七个分局的自然教育资源相关变量进行统计，描述性统计分析和主成分

分析。就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基础设施构成要素设计了 10 个调查变量，全面覆盖海南招雨林国家

公园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民族文化等各个方面，分别为：自然景观的种类、游客信息服务中心的质量、

提供解说服务、餐饮情况、住宿情况、观景台情况、国家公园森林步道、生态栈道、鲜明的民族文化定

位、自然遗产，并根据感知重要程度设置优、良、中、一般、差、无 6 个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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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ituation of nature education in Hainan Tropical Rainforest National Park 
表 2.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教育现状 

项目 教育资源现状 优势 不足 

教育基

础本底

资源情

况 

生物

多样

性资

源 

根据实地调查、标本考证及现有的研究资料，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初步统计有野生维管植物

3653 种，隶属 220 科 1142 属，包括蕨类植物 43
科 125 属 482 种；裸子植物 6 科 10 属 24 种；被

子植物 17 科 1007 属 3071 种，其中双子叶植物有

142 科 753 属 2384 种，单子叶植物有 29 科 254
属 687 种。海南岛特有植物 419 种，国家 I 级保护

植物 6 种，国家 II 级保护植物 34 种，海南省级重

点保护植物 202 种；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共记录脊椎动物资源 5
纲 38 目 145 科 414 属 627 种，包括哺乳动物 9 目

25 科 58 属 88 种、鸟类 19 目 69 科 190 属 296 种、

爬行类 2 目 20 科 64 属 101 种、两栖类 2 目 9 科

30 属 47 种和鱼类 6 目 22 科 72 属 95 种。海南特

有动物就有 23 种，国家 I 级保护野生动物 14 种，

国家 II 级保护野生动物 67 种，海南省重点保护物

种 137 种，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极危物种 13
种、濒危物种 39 种、易危物种 50 种。 

自然资源基础好，

热带雨林生态多

样性类型丰富，优

势特征明显，在我

国第一批所设立

的 5 个国家公园

中，具有明显的热

带雨林代表性。 

目前还比较缺乏与自

然教育相对口的的有

效载体、做法和宣传

等，尚不能较好地发

挥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自然教育的功效。 

自然

文化

遗产

资源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所处的中部山区是黎族、

苗族等少数民族在海南的集中居住区，以黎族、

苗族等“雨林民族”为主的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

史发展中不仅创造了独特、灿烂的黎苗文化，更

是在琼崖革命斗争过程中形成了以琼崖精神为核

心的红色文化。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区域黎母

文化底蕴深厚，不仅保存了众多历史悠久的古迹

遗址，还形成了以黎、苗族为代表瑰丽多元的民

族风情。黎族织锦、制陶、树皮衣以及苗族蜡染

等制作工艺精良，黎苗歌舞、海南村话民歌等异

彩纷呈，黎族纹身等民族风俗古老神秘，“三月

三”等民间节庆独具特色，黎族船型屋与金字形

屋等传统民居别具一格，这些独特的民族工艺、

民族风俗、民族建筑和民族神话无不彰显着当地

少数民族的智慧，是宝贵的文化精神财富，更是

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杰出代表。 

  

自然教

育设施

情况 

自然

教育

学校 

政府主导：2020 年成立了 10 个自然教育学校 
公益组织：松鼠学堂等只有少部分社会办学及公

益组织参与 

主要以满足国家

公园内部分中小

学生培训、科研等

需求为主。 

缺乏对大、中院校及

社会人员的培训 

科普

宣教

馆 

霸王岭科普宣教馆：占地面积 250 m2。馆设三个

展区，展示霸王岭分局历史沿革与各类生物标本

500 余件。年接待量不足 3000 多人次。 
尖峰岭普宣教馆：占地面积 300 m2。馆设四类展

区，展示尖峰岭分局历史沿革、民族历史文化与

各类生物标本 700 余件。年接待量约 5000 多人次。 
吊罗山普宣教馆：占地面积 240 m2。馆设 1 个展

厅，展示吊罗山分局历史沿革与各类生物标本 600
余件。年访问量未作记录。 

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科普宣教馆主

要以自由参观为

主，面积较大，有

一定的基础。 

基础设施较落后，无

专人管理、无明显警

示牌、无生动解说系

统、文字说明较简单

等，馆内大多动植物

物标本都比较陈旧破

损，而且无专业人员

进行长期维护，一些

动物标本无灯光照明

或灯光效果很差，视

觉效果相对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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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游客

服务

中心 

游客中心：霸王岭、尖峰岭、五指山、吊罗山中

心共 4 处 

游客中心以旅游

服务、游憩咨询、

门票服务、食宿预

订、车辆出租、导

游委派等服务为

主。 

开放时间短，室内展

览及导览图的功能基

本没有发挥出来。 

开展自

然教育

方式 

自然

教育

学校

教程 

制定自然教育教材 
不定期举办培训班、兴趣班 
设计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宣传材料 
利用科普宣教馆开展保护相关的自然教育 

 

形式单一，受众群年

龄阶段有限，受教人

群数量较小，覆盖面

相对较窄。 

社会

自然

教育

教程 

官方宣传网站 
拍摄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宣传视频 
抖音、微博、微信、公众号 
宣传册、宣传单页等 

宣传内容及受众

宽泛 

缺乏对大众群体教育

内容的针对性，无专

项的自然教育内容。 

 
Table 3. Elements of nature education infrastructure in Hainan Tropical Rainforest National Park 
表 3.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基础设施构成要素 

项目类型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 

霸王岭分

局 
尖峰岭分

局 
五指山分

局 
吊罗山分

局 
鹦哥岭分

局 
黎母山分

局 毛瑞分局 

自然景观的种

类 

山、水、林、

田、黎族文

化和村落 
山、水、林 

山、水、林、

黎族文化

和村落 
山、水、林 山、水、林、

黎族文化 
山、水、林、

黎族文化 山、水、林 

游客信息服务

中心的质量 良 优 一般 良 无 无 无 

提供解说服务 
仅有标示

牌，无导

游，无解说 

有标示牌，

有较少导

游解说 

仅有标示

牌，无导

游，无解说 

仅有标示

牌，无导

游，无解说 
无 无 无 

餐饮情况 

2 家可容百

人进餐的

大型饭店，

有3~5个小

型农家餐

馆 

2 家可容百

人进餐的

大型饭店，

多个小型

农家餐馆 

仅 1家可容

百人进餐

的大型饭

店，附近 2
公里内未

发现有农

家餐馆 

仅 1家可容

百人进餐

的大型饭

店，多个农

家小型餐

馆 

管辖范围

内无住宿

服务 

管辖范围

内无住宿

服务 

管辖范围

内无住宿

服务 

住宿情况 

仅 1家大型

宾馆，3~5
家私营旅

店 

有 2家大型

宾馆，私营

旅店较多 

仅 1家大型

宾馆 

仅 1家大型

宾馆，周边

分布有部

分私营旅

店 

管辖范围

内无住宿

服务 

管辖范围

内无住宿

服务 

管辖范围

内无住宿

服务 

观景台情况 良 优 优 一般 中 良 无 

国家公园森林

步道 良 优 良 优 无 良 无 

生态栈道 良 良 中 中 无 中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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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鲜明的民族文

化定位 黎族 黎族 黎族 黎族 黎族、苗族 黎族 黎族 

自然遗产 

有原始热

带雨林、喀

斯特地貌、

溶洞等，海

南长臂猿

唯一栖息

地、动植物

资源丰富 

原始热带

雨林、动植

物资源丰

富 

有原始热

带雨林、水

系发达、动

植物资源

丰富 

有原始热

带雨林、水

系发达、小

爪水獭栖

息地、动植

物资源丰

富 

原始热带

雨林、水资

源丰富、动

植物资源

丰富 

原始热带

雨林、动植

物资源丰

富 

原始热带

雨林、动植

物资源丰

富 

4.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存在主要问题 

4.1. 自然教育相关设施设备缺失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目前具备开展自然教育区块仅局限于一般控制区内原国家级森林公园所建设

的科普宣教场地、科普宣教馆所等(表 3)，其他区块尚处于概念性规划中。一半以上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

理分局辖区范围内缺少科普场馆，解说牌的内容也较为简单，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不能满足未来研学、

科普、住宿、餐饮等需求,要抓紧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4.2. 从事自然教育专业的职业人员不足 

自然教育对于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来说是一个新兴且重要的工作之一，但就目前来说，现有的人才队

伍不能完成具备或能够独立完成国家公园自然教育、驾驭市场的能力[7]。国家公园自然教育所含的对外

科普宣传、生态体验课程设计、体验自然路线设计、野外风险预测、安全保险责任等工作都需要专业人

员来完善。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范围内还急需招收引进复合型、专业型人才，培养一批的市场运营人才

和具有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定向专业自然教育师资队伍。 

4.3. 基础资源丰富，但缺乏自然教育项目的带动和推广 

海南热带国家公园范围内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地质遗迹、人文景观等，由于开展自然教育的宣传

力度不够，游客及科普宣教中心的功能并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针对受教群体的教育形式较少，内容丰

富度偏弱，常态化的自然教育课堂尚不成熟，组织开展自然教育类活动少等因素影响，导致大多数旅游

观光者、生态体验或参加科普游憩的人员等对国家公园自然教育认知、感知及学习平台或媒介感知度较

低，自然环境和参与人员之间的互动较少，缺乏体验自然教育的直观性和参与互动的趣味性。目前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还没有开展野外现实式自然教育，没有形式多样的体验式自然教育，有些区域的人们还错

误的将自然教育同游览“观光”列为同等范围，这些对自然教育基础性的认知及其他同步化宣教媒介都

亟需改进和提升。 

5.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发展对策 

5.1. 加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本底资源在自然教育融入力度 

摸清海南省自然教育总体情况，建立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教育资源库，利用现有自然教育资

源、媒体技术、数字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分时间、分季节、分门别类的开展线上自然教育、线下科普

教育宣传[8]。要充分挖掘出可融入自然教育的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本底资源，将独有、特有动植物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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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景观、民族文化、历史遗迹及种类繁多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进行分类整理，制作具有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风光的自然教育宣传片、自然生态保护宣传册、国家公园公园飞鸟走兽标本、动植物图鉴等宣传品，

通过与自然教育学校、当地学校、地方政府、环保组织、社会生物保护团体、志愿者组织、媒体和出版

物以及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当地市县林业主管部门之间的合作，拓宽自然教育理念的推广渠道，

提高自然教育的影响力，提高公众对自然教育可接受范围。 

5.2. 构建完善的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教育系统，引导公众感知大自然 

建设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解说系统，在国家公园入口及周边社区、生态体验中心、博物馆、科普

宣教中心、景区景点内设置统一规划、内容通俗易懂、分布合理并具有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标志性内涵的

宣传标识，完善自然教育媒介系统设施建设[9]，创新现实式自然生态体验形式，及时更新自然教育内容，

提高参与自然教育人员素质等。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普宣教馆内开展现实与虚拟相结合的生态体验课

堂，多种形式的展示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自然教育类型，并不定期向社会公开征求公众对自然教育的诉

求，征集公众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接受自然教育[10]、开展生态体验、自然游憩的生活小片段、图片、

视频等，提高受众在自然教育中的参与度和认知性的学习兴趣；并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各分局辖区的居

民社区、学校、游客中心、景点等区域长期动态播放国家公园相关自然教育视频，展览自然教育图片等，

以此来引导公众感知大自然，吸引广大群众对自然教育的注意力。 

5.3. 打造学习和生态体验综合信息平台，发挥自然教育功能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任何地方都有它独特意义，代表着热带雨林的特色信息，打造学习和生态体

验综合信息平台是达成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教育的关键和重要渠道[11]。在构建综合信息平台时还要充

分考虑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教育的受众群体，分人群、分周期开展自然教育项目的课程设计和体

验推广等。目前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教育人群仅定位在中小学生和青少年群体，在不久的将来，还要

全面向高中、大中专学样及成年人群推广。通过线上网络课程类、现场体验类、亲子参与类、兴趣爱好

类、科普知识类、野外生存技巧类等教育形式，开展中小学生走进热带雨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开放日、

亲近大自然夏令营、大学生野外实习周，以及在国家公园范围及周边社区开展的一些如春季观花、夏季

十里芒果飘香、秋季踏瀑戏水、冬季亲子健步走等季节性主题教育项目[12]，让参与者在参与前了解活动、

参与中体验活动、参与后分享活动，最终让体验者在无形的参与中达到自然教育的目的。 

5.4. 提升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教育服务功能 

根据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身特点打造个性化、有针对性的自然教育体系。设置自助向导式自然

教育体系，需要配备相应的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解说员、志愿者、专家学者等，组建国家公园自然教育

解说团队，根据受教人群的诉求现场解说。设置自导静态式自然教育系统，由设定好的程序，通过电子

信息系统无选择受教主体式自动解说，需要相应的完善国家公园内解说牌、展区展览品介绍、制定电子

书、印刷科普读物、拍摄视频、建立网站、生成解说二维码等，并配备与之相吻合的解说设施设备。通

过开展松鼠学堂、季节性解说员等自然教育项目，出版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特色的自然教育类书籍，设置

大自然生态体验教室等自然教育课堂，建设一支专业化的自然教育队伍，做到因地制宜、因材施教，进

而发挥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整体自然教育功能。 

6. 讨论 

传统的生态环境保护教育体现的是一种人对大自然的责任、对自然资源可持续性的思考[13]。而反过

来看，在保护好大自然的同时，大自然对人类的生存等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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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大背景下，推进自然教育、共筑生态文明是我们每个人的职责。研究人员对自然环境

发展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愈加认识到，接触自然环境对人类个体的健康、福

祉有着巨大的好处。因此，加快建立政府、自然教育机构、志愿者、受众四位一体的良好沟通机制和发

展平台，打通政府与受众之间、政府与自然教育机构之间的瓶颈，开放更多的自然资源和各类保护地，

让更多的受众在自然课堂中感受自然之美是当务之急。自然教育应从小抓起，全民生态文明素养的培养

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自然教育作为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携手多方社会力量让更多的

人员参与并共同推动国家公园自然教育，推进自然教育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让群众流连于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中，不再停留于观山、看景、嬉戏、拍照的浅层观光式体验，而是能够切实融入大自然，有多种

身体与自然、环境与内心、同行者之间的互动体验，从感知上体验到热带雨林的生态之美，从认知上了

解国家公园的自然大美，从观念上受到教育，从情感上理解、热爱自然，从达到全民参与国家公园建设，

实现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价值最大化。 

7. 结语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教育由“加量”走向“升级质量”的转型背景下，自然教育机构作为与

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合力的服务平台，逐渐走进了社会各界的视野并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这对分布不均、

主体不一、公私混杂的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教育来说，无疑更增添了管控的难度。 
现阶段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自然教育，大体上可从体制管理入手，以服务社会公众的视野，共享共

管的理念促进各类自然教育体系升级，让自然教育向着更加和谐、安全和健康的方向发展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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