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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教育是多学科融合的激发人们环境保护意识、培养正确环境价值观的教育。国际上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研

究主要集中在环境教育内容和形式、环境教育效果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环境教育监测和法律体系完善等领域。在

实践方面，环境教育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出现相对多样化的环境教育模式和较为健全的环境教育评价与法治管理体

系。典型的有美国黄石公园设置的少年巡逻员岗位项目、英国的野外环境教育培训基地和日本的生态自然体验露营

地等。我国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研究关注了国外相关理论与实践，侧重于从宏观层面对我国环境教育提出原则性、策

略性的建议等。文中在分析国际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现状及存

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环境教育内容和形式、建立健全环境教育评价和法律体系等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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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教育最早是在１９４８年巴黎召开的国际自然
保护联盟会议上提出的，被认为是一种意识教育、价

值教育、技能教育［１］。我国在１９７３年召开的第１次
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首次提出环境教育设想，将环境

教育作为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的基本手段。当前，环境教育已成为一种注重培养社

会公众环境意识、树立科学价值观、教授保护环境知

识与技能的科普教育［２］。自然保护地具有丰富的生

物多样性和重要的环境保护价值，适于开展环境教

育。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既以自然保护地为教育的

载体与场所，也以自然保护地作为教育的主题与内

容。发达国家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起步早，理论研究

成果众多，覆盖环境教育的内容和形式［３］、环境教育

成效评价［４］、环境教育监测和法律管理［５］等领域。

在实践方面，主张以自然保护地为场所和主体，利用

丰富的环境教育内容和形式来增强公众的体验

感［６］；通过加强与周边社区和学校的合作，不断推进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和强化环境行政管理［７］；利用较

为健全的环境教育评价体系和法律体系，不断推动环

境教育实践［８］。在环境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层面，都

体现了服务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本原则［９］。２０１９年
４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了《关于充分发挥各类
保护地社会功能大力开展自然教育工作的通知》，进

一步凸显了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的重要性。对国际

与国内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实践与研究现状进行梳

理，可为今后的环境教育实践与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１　国际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研究与实践

１１　国际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研究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在建立自然保护地的

同时就将环境教育列为重点建设内容之一。国际上

对环境教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初期研究主要集

中于环境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例如，Ｍａｒｉｏｎ等［４］研

究认为，在自然保护地进行游览活动，可以让游客学

习到环境保护知识、改变环境保护态度，进而达到保

护环境的目标。环境教育是否具有持续性也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着环境教育的效果。Ｄｒｉｓｓｎｅｒ等［１０］通过

对德国乌尔姆市参加短期绿色课堂的９２名学生前后
环境态度进行评价发现，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得到提

高，但并没有达到实际保护环境的效果，环境教育需

要不断强化才能改变人们的行为。在环境教育实施

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对影响因素的

分析是促进环境教育工作切实发挥作用的有效手

段［１１］。Ｒｅｉｄ等［１２］研究认为，游客参加环境教育所产

生的效果与信息内容、信息传送、受众特征及理论支

持这４个因素有关。环境教育后期对游客的环境行
为监测与评价也起到了及时反馈环境教育效果的作

用。Ｄｏｒｅｎ等［５］运用红外传感器和数码相机技术记

录游客行为特点，进而提出国家公园实时跟踪管理的

环境教育策略，极大地提高了环境教育的有效性。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周边社区居民对自

然保护地的认知与参与度影响着自然保护地的发展

和环境教育工作的进行。Ｐａｎｐｒｏｍ等［１３］通过评估泰

国ＴｈａｍＰｈｅｔ－ＴｈａｍＴｈｏｎｇ森林公园周围社区公众
对环境教育的学习能力和参与度，针对当地森林公园

提出了综合性环境教育策略。与此同时，Ｈｏｎｅｙ［３］研
究发现，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不仅可以为游客提供环

境教育场所，并能为旅游地筹措资金进行环境保护，

也给当地社区居民的发展创造更多机遇，为自然保护

地环境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青少年作为环境

教育对象之一，也是国家的未来，更应注重对其环境

保护意识的培养。Ｐａｌｍｅｒ［１４］研究发现，将环境教育
真正带入到实际自然环境中，更能激发青少年的环境

保护意识。同时，Ｄａｍｅｒｅｌｌ等［１５］通过对照实验评估

环境教育对儿童及其父母行为和知识的影响时发现，

儿童接受环境教育会影响其父母的态度，在世代之间

转移并间接引起有针对性的行为改变。

１２　国际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实践
世界各国经济和文化环境以及所处地域等不尽

相同，但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具有共性特征，其目的

都是服务本国生态保护、公众教育以及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

１２１　环境教育内容丰富且形式多样
多样的环境教育内容和形式更能激发人们参与

的积极性。许多国家的环境教育实践采取走进自然、

力求体验最原始生态环境的形式。例如，哥斯达黎加

云桥自然保护区以森林、农场为背景，通过授课、讲

座、展览等活动，向访客介绍环境和生物学知识，使其

在体验自然环境的同时了解动植物在生态系统中的

重要性［６］。另一种教育形式是在自然环境下，配以

先进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加深访客的

体验感。澳大利亚的环境教育充分利用科技手段，配

备各种绿色环保的新能源系统，善于开发学校周边的

生态资源，形成了开放、灵活、注重实践的可持续环境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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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模式［１６］。又如，日本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建立的
“生态自然体验露营地”，囊括了丰富的环境教育形

式，有体验互动式、社会调研式和热点环境问题讲座

等，并且结合高科技，深受学生的喜爱，让人们在自然

中潜移默化地接受自然教育［１７］。英国野外环境教育

机构则在多个国家公园设置环境教育培训基地，不仅

开展环境教育培训，在内容上还增加了有关环境伦理

学知识，弥补了环境教育知识的空白［１８］。

环境教育注重参与者的实践，往往可以带来更为

深刻的体验，从而加深对环境教育的理解。作为世界

上第１个国家公园，美国黄石公园在环境教育领域有
着丰富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其设立的少年巡逻员

岗位鼓励青少年参与环境保护的巡逻和解说，至今仍

然是最受欢迎的教育项目之一。解说不仅可以帮助

青少年巩固动植物保护知识，也激发了其对自然科学

的兴趣［１９］。同样，米切尔山州立森林公园根据北卡

罗来纳州公共教育部标准课程的学习目标，针对４～
６年级学生设计了环境教育学习方案，首先让其在参
观自然资源的同时学习林业相关知识，最后开展一系

列动手实践活动，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极大程

度上确保了环境教育的效果［２０］。

１２２　环境教育模式多样化
在国际上，环境教育常采取多方合作的模式，积

极与学校和周边社区合作，涉及人群广泛，扩大了环

境教育的覆盖范围。典型的有非洲博茨瓦纳自然保

护区，每年邀请来自当地学校和孤儿院的儿童访问自

然保护区的环境教育中心，参加各种环境保护活动，

体验非洲的自然奇观［７］，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亲近

自然，加深对环境知识的理解。同样，韩国环境部在

中小学实施学校环境教育计划，将环境教育纳入常规

科目和课外活动；同时与当地的环保组织积极合作，

为学生提供实际参与环境保护的实践机会［２１］。

另外，在环境教育过程中，对一些政府难以解决

的问题，非政府组织发挥了补充的作用。这些组织作

为政府联系民众的桥梁和纽带，发挥着独树一帜的作

用，增强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联系，从而促进环境教

育工作的顺利发展［２２］。例如，美国黄石基金会经常

号召社会公众关注国家公园的发展，甚至向国会进行

游说。加拿大在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方面鼓励社区

和外部力量积极参与到环境教育服务中，充分调动多

方力量进行环境保护工作，形成了全社会保护环境的

良好氛围［２３］。这都为环境教育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

础，使得环境教育能够深入开展。

１２３　环境教育评价及法律体系不断完善
发达国家环境教育评价体系的完善对环境教育起

到了积极的反馈和推动作用。环境教育评价是从环境

教育目的出发，根据一定标准，通过特定方法对环境教

育工作质量及成果做出合理判断，以便及时发现问题、

找出差距，并明确环境教育未来发展方向［８］。环境教

育评价的对象范围较广，主要包括游客、教育设施、环

境教育效果等。美国国家公园在针对环境教育效果的

评价中，主要集中在“学习和行为评价”以及“学校项

目评价”２个方面，起到了及时反馈的作用，对现实操
作具有一定指导意义［８］。在评价过程中，也建立了对

游客环境行为的监控体系，通过对游客环境行为的观

察来检验环境教育的效果，并对不当的环境行为进行

引导与惩罚。例如，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综合利用互

联网、红外传感器和数码相机等技术监测国家公园游

客行为［５］。通过先进的环境教育监测设备，可以更为

直观地了解到环境教育的效果。

随着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的不断发展，发达国家

在环境教育法律体系方面日趋完善。完善的立法是保

障环境教育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可以减少实施过程

中受到的阻碍。美国是最早设立环境教育法的国家，

其在环境教育法律体系方面较为完善。日本继美国之

后在２００３年颁布了《增进环保热情及推进环境教育
法》。澳大利亚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召开了“教育与环境
危机会议”，随后在１９９９年澳大利亚的州和地区教育
部长级会议上共同签署了《阿德莱德宣言》［１７］。世界

各国的环境教育已步入法制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国际环境教育快速稳健、系统规范的发展［１７］。

２　我国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研究现状与实践

２１　我国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研究现状
我国环境教育研究者关注了如何借鉴国外成功

经验和促进本国实践。曹琰旎［２４］、曹洁［２５］对国际环

境教育的类型及案例进行了系统研究，同时总结其环

境教育的整体特点和发展历程。还有对国内环境教

育现状的总结、国内外对比及环境教育体系构建等方

面的研究。例如，赵明［２６］和蔡君［１９］介绍了我国国家

公园环境教育知识体系和国家公园解说功能的发展。

董雪［２］、陈盛荣［２７］对我国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社区

的环境教育体系构建和存在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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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与保护区应加强交流、根据不同对象采取针对性

的环境教育策略。我国环境教育在借鉴发达国家环

境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必须结合实际国情。例如，陈

静杰［２８］通过参考国外国家公园环境教育研究，对龙

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环境教育的现状和问题进行

分析，发现目前存在居民与环境、游客与环境两者之

间关系的协调问题，并提出了健全相关法规制度、丰

富环境教育方式等建议。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环境

教育研究方法。例如，冯科［２９］、李玉杰［３０］均采用

ＳＷＯＴ分析方法评估了我国自然保护区开展环境教
育的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并提出了保护区开展环

境教育的对策。

我国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的研究对象得以不断

拓展，特别是将周边社区作为环境教育的新研究对

象，探索自然保护地周边社区环境教育模式。蔺瑞

瑞［３１］和李金花［３２］对我国社区居民的环境教育实践

和居民的环境认知、环境行为、环境态度等进行了研

究，并提出环境教育要根据不同社区的特点采取针对

性措施。尹寿兵［３３］对黄山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

的环境意识和环境教育水平进行研究发现，不同年

龄、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的群体对所接受的环境教育

的认知、学习到的技能和方法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社区居民个人的文化程度影响着环境教育的效果。

近年来，我国自然保护地也与学校积极合作，不断开

展针对学生的环境教育实践和研究。刘俊等［３４］和雷

茵茹等［３５］通过对在自然保护地参加环境教育的学生

进行研究，提出环境教育对引导青少年形成正确的自

然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良好环境行为具有重要意

义；并且对学生进行为期６个月的追踪调查，定量分
析其亲环境行为的特点和影响其行为的路径。

２２　我国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实践
我国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虽然相对国外起步晚，

但整体上成效显著。

第一，我国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实践丰富，不同

地区能够做到结合自身优势开展特色环境教育。自

开展环境教育工作以来，陕西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逐步形成了“找准定位、建立平台、开展活动、因势利

导、培训队伍”的环境教育模式。陕西牛背梁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将生态教育融于资源保护中，成功实现了

资源保护与生态文明教育的良性互动。但我国环境

教育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环境教育体系不

够健全等问题。我国自然保护地的发展主要依靠旅

游业的支撑。为降低游客旅游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

响，千岛湖国家森林公园积极丰富环境教育内容，提

高解说的科学性、教育性和趣味性；并开展知识讲座、

有奖征文、环保之旅等活动，以此不断提高游客的环

境保护意识［３６］。特别是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地的自然

教育有很多丰富的经验，具有相对完善的教育体系和

严格完善的管理模式，坚持保护优先原则，多渠道筹

措发展资金，积极培育相关人才，因地制宜开展生态

旅游，已经成为自然教育的行业典范［３７］。

第二，自然保护地发展离不开周边社区的支持，

对自然保护地周边社区的环境教育不容忽视。我国

自然保护地往往地处偏远，当地社区经济和文化较为

落后，因此首要任务是要提高其保护知识和保护意

识。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采取多种手段从

根本上转变了居民传统思想观念，加强了其环境保护

意识。其次要将社区居民的生计融入到自然保护地

发展中，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周边社区与自然保护地经

济的协调发展。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其他数

十个自然保护区共同实施的“全球环境基金（ＧＥＦ）
中国自然保护区管理项目”，通过让社区居民参与保

护方案的决策，形成了共同管理自然资源的模式［３８］。

但在现阶段，我国大部分自然保护地与当地社区矛盾

仍然存在，未来如何协调好社区发展与保护环境之间

的关系仍然是要关注的重点。同时近几年自然保护

区与社区学校积极合作，建立了诸多环境教育社会实

践基地。这些基地以自然环境为背景，组织开展多种

环境保护实践活动，配备专职人员进行环境科普宣

传，极大地提高了对学生的保护教育效果。《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对环境教育有明确规定，要求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将环境保护知识纳入学校教育

内容，培养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但在现阶段我国并

没有将环境教育作为一种学术标准，形成系统的学校

环境教育体系。随着环境教育工作的不断开展，各地

都不断出台一些政策性文件来规范环境教育工作，如

宁夏和天津都出台了省级环境教育条例。但我国至

今仍缺乏全国性环境教育法律法规，在这一领域仍处

在初步探索阶段［２０］。

３　对我国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研究与实践的
发展建议

　　 我国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实践内容丰富，但存
在教育内容形式单一、缺乏创新和吸引力、环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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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和立法体系不够健全等问题。有鉴于此，提出以

下３个方面的建议，以推动环境教育研究与实践的相
互影响和促进。

３１　创新环境教育内容和形式
积极开展体验式活动，如手工艺制作活动。利用

ＶＲ（虚拟现实）技术让游客体验自然保护地的演变
或其他类型的虚拟场景，开展公益性活动、社会调研、

知识讲座等；结合网络技术，充分利用官方网站、微

博、微信公众号等渠道，为环境教育提供多方位平台。

结合新型科学技术，建立环境保护新能源系统、可再

生利用系统等激发公众兴趣。环境教育要不断丰富

环境教育理论体系，形成多学科交叉的环境教育模

式。注重与科研机构、专家学者、非政府组织和周边

社区的合作，建立适合当地的环境教育模式。

３２　建立健全环境教育评价体系
现阶段我国缺少相关环境教育机构及组织，环境

教育的普及度、教育模式、实践标准等都没有统一的

标准，管理体制不完善，缺乏相应的考核机制，因而缺

乏促进环境教育的动力。应尽快增设相关环境教育

部门，设立一套完整的环境教育考评机制和管理规章

制度，积极开展环境教育评价工作。

３３　完善保护教育法律体系
完善环境教育相关立法，可以为环境教育建设提

供规范的指导方针，同时可以为环境教育的实施减少

阻碍提供重要的保障。我国环境教育立法现仍处在

初步探索阶段，环境教育的普及度、教育方式、实践操

作基准等都没有统一的标准，需建立全国性的环境教

育法以及环境教育实施及监督机构，这样才能从根本

上促进环境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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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２０１２：１－８５

［１０］ＤＲＩＳＳＮＥＲＪ，ＨＡＡＳＥＨ，ＨＩＬＬＥＫ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ｏｅｓｉｔｗｏｒｋ？：ａ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４４（４）：１４９－１５５

［１１］ＧＢＡＤＥＧＥＳＩＮＡ，ＡＹＩＬＥＫＡＯＡｖｏｉｄ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ｓｔａｋ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ｓｔ：

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ｋｉｎＡｂｕｊａ－Ｎｉｇｅｒｉａ［Ｊ］ＬａｎｄＵｓｅ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０，１７（２）：

４４－４６

［１２］ＲＥＩＤＡ，ＳＣＯＴＴ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６，１２（３／４）：５７１－５８７

［１３］ＰＡＮＰＲＯＭＴ，ＲＡＷＡＮＧＷ，ＳＵＰＡＰＯＮＧＰＩＣＨＡＴＥＲ，ｅｔａｌ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ａｍＰｈｅｔ

ＴｈａｍＴｈｏｎｇＦｏｒｅｓｔＰａｒｋ，ＮａｋｈｏｎＳａｗ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５，３６：３３５－３４６

［１４］ＰＡＬＭＥＲＪ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ｃｅｒｎｆｏｒ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ｓ［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３，２４（３）：３２－３５

［１５］ＤＡＭＥＲＥＬＬＰ，ＨＯＷＥＣ，ＭＩＬＮＥＲ－ＧＵＬＬＡＮＤＥＪＣｈｉｌｄ－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ｅ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ａｄｕｌ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３，８

（１）：１５－１６

［１６］孙晓丽澳大利亚可持续发展教育研究［Ｄ］上海：华东师范大

学，２０１２

［１７］李鑫，虞依娜国内外自然教育实践研究［Ｊ］林业经济，２０１７，

３９（１１）：１２－１８

［１８］王民，史海珍，张鹏韬，等德国、英国自然保护区管理和环境科

普情况介绍［Ｊ］地理教育，２０１２（７／８）：１２１－１２２

［１９］蔡君公园作为学习场所：国家公园解说和环境教育发展探讨

［Ｊ］风景园林，２０１９，２６（６）：９１－９６

［２０］ＢＲＡＤＬＥＹＪＲＪＬ，ＣＯＯＫＣＡｌｐｉｎｅｆｏｒｅｓｔ－Ｍｏｕｎｔ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Ｓｔａｔｅ

Ｐａｒｋ：ａ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ｆｏｒ

ｇｒａｄｅｓ４－６［Ｒ］ＵＳＡ：Ｍｏｕｎｔ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ＳｔａｔｅＰａｒｋ，１９９４：１２－１６

［２１］ＣＨＵＨＥ，ＳＯＮＹＡ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ｉｎＫｏｒｅａ：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ｓｃｈｏｏ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ＬＥＥＪＣ－Ｋ，ＥＦＩＲＤＲ（ｅｄｓ）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ｆｏｒ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ｄｉａ，２０１４：１４１－１５７

［２２］ＣＨＡＬＬＥＮＤＥＲＤＷＳ，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ＤＣ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ｎｏｎ－ｓｔａｔｅ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ｔｏｔｈｅＣＩＴＥＳ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ｅｓ［Ｊ］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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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Ｌａｗ＆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９，２２（２）：９０－１１４

［２３］史海珍，李泠，杨敏，等美国、加拿大自然保护区管理和环境科

普情况介绍［Ｊ］地理教育，２０１２（９）：５６－５７

［２４］曹琰旎美国约书亚树国家公园环境教育介绍［Ｊ］地理教学，

２０１４（１８）：４９－５１

［２５］曹洁日本社会的环境教育及启示［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

育科学版），２０１０，１２（７）：５０－５３

［２６］赵明，林国睴国家公园环境教育知识体系研究：以武夷山国家

公园为例［Ｊ］闽江学院学报，２０１９，４０（１）：５９－６８

［２７］陈盛荣，胡崇德自然保护区开展社区保护教育的策略分析：以

太白山自然保护区为例［Ｊ］防护林科技，２０１１（３）：７６－７８

［２８］陈静杰，王莉莉，郑逸凡，等国家公园理念下自然保护区环境教

育模式创新研究：以福建省龙栖山国家自然保护区为例［Ｊ］福

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１２）：１９６－２０１

［２９］冯科，谢汉宾陕西长青自然保护区开展自然教育的ＳＷＯＴ分析

［Ｊ］林业建设，２０１８（１）：２７－３０

［３０］李玉杰基于ＳＷＯＴ分析的甘肃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环境教育策

略［Ｊ］林产工业，２０１７，４４（６）：５９－６２

［３１］蔺瑞瑞南昌市社区环境教育模式探究［Ｄ］南昌：江西师范大

学，２００７：１－６４

［３２］李金花社区生态环境教育的实践与探索［Ｊ］内蒙古林业调查

设计，２０１８，４１（３）：８７－８９

［３３］尹寿兵自然型风景区周边社区环境教育比较研究：以黄山风景

区为例［Ｊ］滁州学院学报，２０１７，１９（１）：６２－６６

［３４］刘俊，邹晓艳，何廷美，等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开展自然教育活

动方法探讨［Ｊ］现代农业科技，２０１９，２（２）：２３５－２３６

［３５］雷茵茹，崔丽娟，李伟，等环境教育对青少年亲环境行为的影响

作用分析：以湿地科普宣教教育为例［Ｊ］科普研究，２０１９，１４

（１）：６４－７０

［３６］徐高福，潘兰贵，李丽红，等论森林公园生态文化建设：以千岛

湖国家森林公园为例［Ｊ］中国林业经济，２００７（５）：５－８

［３７］李怡婉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保护与发展经验借鉴 ［Ｃ］２００９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天津，２００９：１－６

［３８］黄栩，陈志强 武夷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机制的反馈

［Ｊ］天津农业科学，２０１５，２１（４）：１４０－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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