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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ure education trails, established to provide nature education, have become significant carriers for conducting public environ-

mental education. Nonetheless, they confront issues such as the homogenization of educational content, inadequate excavation 

of local culture, and mismatch with local demands. Through a localized extraction,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re-

sources, we summarize a design model for the locality of nature education trails. This study reviews the localized development 

status of Nature Education Trail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t a regional level. It uses the nature education trail at Shenzhen OCT 

National Wetland Park as a specific case study to analyze its localized translation of resources. Ultimately, the strategies for de-

signing nature education trails are summarized from four aspects: localized focus on natural resources, localized expression of 

humanistic elements, localized development of courses and activities, and localized cultivation of nature instructors. The aim is 

to offer new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developing nature education trails sustain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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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然教育径作为以自然教育为核心目的设立的步道已成为开展公众自然教育的重要载体之一，同时也面临教

育内容同质化、在地文化挖掘不足、地方需求不匹配等问题。通过基于地方资源的在地化提取、解读与转

译，总结自然教育径在地性设计的模式，从区域尺度总结广东省自然教育径的在地性发展现状，并以深圳

华侨城国家湿地公园自然教育径为具体研究案例，分析其资源在地化转译的具体做法。最终从自然资源的

在地聚焦、人文要素的在地表达、课程活动的在地开发、自然导师的在地培养4方面总结自然教育径设计

策略，旨在为自然教育径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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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提

至国家发展战略全局的核心位置，要求在实

施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的同时，强化全社会

的生态保护意识。在此背景下，自然教育作

为连接人与自然、提升公众生态文化素养的

重要抓手，其重要性日益突显。根据《全国自

然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2023–2035年）》，预

计到2035年，国家将建立1 000个自然教育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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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基地和5万条自然教育示范径，进一步加强

自然教育的系统性和普及性。在政策推动和

实践的基础上，近年来中国自然教育体系逐

渐成熟，相关研究已从课程模式构建 [1]、空

间及导视设计 [2-3]、解说系统构建 [4]、景观资

源感知[5]、建成成效评价 [6-7]等诸多方面展开，

系统探讨了国家公园[8]、城市公园[9]、乡村景

观 [10]等不同层面下构建自然教育体系的框架

和模式。其中自然教育径作为一种能够深入

探索自然的户外线性空间受到众多学者的重

视，国内研究多体现在规划设计 [11-13]层面，

教育内容多为自然科普，呈现同质性，较少将

地方文化与自然教育径有效结合 [14-17]。因此，

从当下土地环境出发，在自然教育径设计中

植入场地特色显得尤为重要。Nicole M. Ardoin将

地方性理念与自然教育结合，提出在地化教育

（place-based education），其内涵是一种基于本土

生态物理环境及社会文化环境的教育，可将

参与者与地方连接起来 [18]，对参与者的文化

认知、情感联结产生促进作用[19-22]，进而影响

人的环境责任行为。

广东作为自然教育领域起步较早的省份，

初步形成涵盖政策支持、基地建设、专业服

务和公众参与等环节的自然教育产业链，其

相关成果可为国内其他地区提供参考。本研

究基于在地性理念，探讨自然教育径对参与

者地方感培育及环境行为改善的影响。通过

梳理广东省自然教育径案例，尤其是对深圳

华侨城国家湿地公园的实地研究，分析自然

教育径如何实现资源本土化，提出融入在地

性的设计策略，以期为自然教育径的持续发

展提供新思路。

1 自然教育径在地性设计释义

1.1 自然教育径

目前学界关于自然教育径的研究较少，

尚未有统一定义，国内外文献中有使用“自

然教育径”“生态教育径”“自然教育步

道”“科普教育步道”等概念。目前中国学

者对自然教育径的定义多立足于景区或公园

的内部，强调自然保护和国家公园体系的建

设 [12]；在自然教育径的设计方面则侧重于考

虑用户的选择和行为偏好，设置多功能的自

然教育径 [23]；同时强调通过社区参与和志愿

服务来促进自然教育和环境保护 [24]。其中，

林树君等 [25]认为自然教育径是以自然资源为

背景，以人类活动为媒介，利用科学有效的

方法，沿途通过系统的手段介绍自然风光和

自然知识，集教育、健身、游乐于一体的自

然小道。

综上，结合广东省《自然教育径建设指

引》，本文认为自然教育径是具有良好的自然

和人文资源，能展示地方特色，承担生态知

识科普、环保教育和文化传承等自然教育功

能，配备自然教育设施和专项课程的户外线

性空间。

1.2 在地性设计

周榕 [26]基于建筑学家罗时玮的定义，认

为“在”既是一种存在状态，也是将这种

状态发表并彰显的过程与行为；“地”包含

了地域、地方、地点“三地合一”的概念内

涵。因此在地性不仅主张设计应发现、挖掘

与利用场地环境中存在的微小设计要素，而

且涵盖了地理风貌、民俗节庆、社会生活等

重要元素，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为物质和非物

质空间所承载的某种特定的行为模式、意识

形态、价值观念等。在地性，一定程度上

来说，是中国千百年来思想文化“天人合一”

的某种延续和传承。在地性设计一般通过语

言、建筑、景观、设施、行为等加以诠释和

呈现 [27]。

在地性设计需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在地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和小范围地

域文化，前者包括文学、算数、农业、地理

等方面，后者包括岭南文化、广府文化、海

洋文化、碉楼文化等。二是外来文化的本土

化，即如何把外来的优秀在地性设计理念转

化为适合本土公众审美、习惯的设计元素表

达出来。

1.3 自然教育径在地性设计

自然教育径中所指的在地性概念，强调

的是步道与所处场地特定地域文化、风土人

情等的依附关系，以及形成于其上的地貌特

征与自然资源 [28]。步道发展自然教育在很大

程度上需要依赖于步道周边的地理环境、生

态资源、传统生计、历史文化、节日习俗、

人口社会等资源 [29]。自然教育径的“在地性”

设计致力于将教育活动深植于特定地理和文

化环境中，强化参与者与当地环境之间的连

接，不仅关注自然环境的物理特征，也深入

涉及社会、文化、心理及政治经济等多个层

面，打造出富有情感连接和文化认同的教育

体验。自然教育径在地性设计需从以下三方

面展开。

（1）地方资源的在地化提取，即对地方

文化提取应包含的维度。地方资源的在地化

解读首先应关注空间尺度问题，区域尺度既

立足于宏观区域特色，避免出现认识局限、

要素不全等问题，又聚焦于深入剖析微观案

例的在地性特征 [30]。以广东省自然教育径为

例，因其文化多样性丰富，整体上形成粤北、

粤东、粤西、大湾区4个特色分明的地域文

化版块，但是自然教育径建设的数量庞大，

在发展过程中需要避免将丰富的层次差异均

质化的现象，在整体岭南文化的背景下，再

聚焦地方特色文化的挖掘，即自然环境、历

融入在地性理念的广东省自然教育径设计策略研究      黎    明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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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构筑、人文发展、本土精神等由社会长期

发展形成的本土特色文化。

（2）地方资源的在地化解读，即为场地

营造丰富的地方感。地方资源的在地化解读

就是要构建多元化的地方感体验，让参与者

与地方建立深厚的联结，形成环境保护和社

会福祉的驱动力。地方感被认为是培养具有

环境责任意识的公民的关键 [31]。解读在地化

地方资源，传达出丰富的地方文化，使参与

者的地方感油然而生 [11]，才能使参与者与地

方建立情感链接，而真正的地方感不仅是对

生物物理环境单维度的感知。Nicole M. Ardoin

将地方感概括为4个维度：生物物理环境、

个人心理因素、社会文化背景、政治经济环

境，为自然教育径的在地性设计提供了参考。

自然教育径应鼓励参与者从多个维度体验和

理解地方，这有助于加深他们对环境的理解

和责任感，最终达到心理、社会与精神福祉

的共同提升。

（3）地方资源的在地化转译，即以何种

方式传递给参与者，提升教育的吸引力。如

何将地方文化和资源以教育的方式传达给参

与者，确保信息传递既忠实于原文化，又能

激发参与者的兴趣和情感，这要求教育设计

者在课程开发、讲解系统和周围产品设计时，

采用具有本地特色的教学方法和材料，同时

尊重并融入当地的节日习俗和社会实践。

通过多层次的综合探索，总结自然教育

径在地性设计模式图（图1），自然教育径不

仅是一条简单的徒步步道，而是一种文化和

自然教育的动态系统，能够有效促进地方认

同的形成与文化传承，同时提高公众参与环

保和社会事务的主动性和情感投入。

2 在地性理念下广东省自然教育径发展概况

广东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及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积极实施生态文明建

设，充分发挥省域古驿道、绿道、森林步道

等区域沿途景观多样、通达性强等特点，打

造湿地、森林植物、地质公园、古驿道、自

然保护区5大特色主题系列，形成集教育、

体验、观赏、互动于一体的自然教育径体

系 [32]。2023年底广东省林学会发布《自然教

育径建设指引》（表1），为自然教育径的建

设提供了统一的标准和规范。至此全省自然

教育径进入快步发展阶段，各自然教育径软

硬件设计不断完善。自2020年首批10条特

色自然教育径投入使用以来，截至2024年8

月，广东省共建成141条自然教育径，主要

集中在珠三角区域，已形成覆盖全省20个

地级市，总长度达254.2 km的自然教育径网

络。已建成的自然教育径更开设309门特色

课程，以生动、实践的方式向公众普及自然

科学知识 [32]。

在理论研究上，国内外对于自然教育径

的研究已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但对自然教

育径的聚焦性研究明显不足。林树君等 [25]

针对广东鼎湖山，根据其资源特点设计原始

森林、综合、野外考察、生物探索4条自然

教育径；另有其他学者从选线方法和建设内

容 [33]、资源开发利用模式 [15]、志愿者培养 [34]

等方面探索自然教育径的构建模式。

在实践探索中，近两年广东省新增40多

条自然教育径，将绿美广东和林长制实践融

入路径建设，为自然教育径的可持续发展赋

能。此外，广东坚持将湾区特色融入自然教

育径的建设中，积极对接香港、澳门特区政

府对口部门、NGO组织和其他相关部门，共

同打造“粤港澳自然教育季”等系列活动。

本研究选取广东省部分代表性自然教育径，

并按照其设立目的进行分类，发现全省自然

教育径虽遍布珠三角、粤东、粤西和粤北4

大地形地貌区域，深受地域文化熏陶，但多

数自然教育径科普内容仅以本地自然资源的

观察体验为主，对所处地方的在地性文化内

涵挖掘较少，或教育内容只停留在简单科普

层面，缺少个体与环境、历史、文化的深层

次互动（表2）。

3 深圳华侨城湿地公园自然教育径在地性

设计分析

位于深圳的华侨城湿地公园（简称湿地公

园），作为国内独一无二的城市中心滨海红树

林公园，覆盖68.5 hm2，水域面积占50 hm2，是

1

图1   自然教育径在地性设计模式图
Fig. 1   The design model for local nature education tr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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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自然教育径建设要求指引一览表
Tab. 1   List of requirements guidelin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ature education trails

分类
Classification

指引要素
Guiding element

指引要求
Guideline requirement

基础设施

路面

观察类和创作类自然教育径，长度宜在 1 000 m左右；体验类自然教育径长度可灵活设置

宽度宜在 0.7 ～ 4.0 m

选用低维护材料，与周边环境和谐统一

出入口
宽度不宜小于 1.8 m

满足集散、安全、卫生、标识等综合需求

标识系统
与主题课程相结合，符合系统、科学、美观、生态的要求；包括综合信息标识、主题信息标识、单体信息标识、

导向标识、安全标识、服务设施标识、徽标等

户外授课点
户外授课点之间的距离应适中，靠近授课资源且具安全保障

可容纳 30 人左右停留，配备相关讲解人员和课程设施

配套设施

宜小、低、隐、疏，不超过林木高度

设置遮阴、避雨的防护设施，如长廊、凉亭

坐憩处采用不易刮伤皮肤衣物的材料

自然价值
植物

自然教育径两侧保留一定面积植被，乔木种植点距路缘宜大于 0.75 m；游人通行及活动范围内的树下净空应

大于 2.2 m

水文 分析自然教育径建设与发展可能带来的水质变化，做出相关预测并提出水质保护措施

文化价值 人文 优先保护历史遗存，合理利用人文资源；新建扩建时，在保持原风貌的基础上融入当地文化元素，修旧如旧

表2   广东省代表性自然教育径现状资源分析
Tab. 2   Th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resources for representative nature education trails in Guangdong Province

分类
Classification

自然教育径
Nature education trails

已挖掘的地方资源
Local resources that have been mined

已挖掘资源的特性与不足
Characteristics and shortcomings of exploited resources

自然观察

粤北华南虎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南

虎自然教育径）
森林自然资源、华南虎

以半野化的原生态自然环境为基础进行动物保护科普；

人文要素表达不足、公众教育深度有待加强

佛山市西樵山风景名胜区（西樵山

自然教育径）

森林动植物、地质地貌、桑基鱼塘、

中草药文化等

以西樵山丰富的自然景观、文化与历史资源进行自然教

育；人文要素表达及生态环境保护教育有待加强

东莞植物园（兰花、荔枝等自然教

育径）
中草药文化、荔枝文化等

以植物园丰富的植物资源为基础开展自然教育解说及活

动；资源利用和展示形式单一、植物园人文要素表达有

待加强

广东陆河南万红锥林省级自然保护

区（陆河南万红锥林自然教育径）

青梅生产地、地质地貌、鸟类栖息地、

兰花类珍惜保护植物等

以独特的红锥林生物群落为基础进行科普和生态观察；

人文要素表达不足、基础设施与服务需改进

自然探索

广东饶平青岚国家地质公园（地质

核心区自然教育径）
地质文化、神话传说、自然生态文化

以直观的地质景观为基础融入文化底蕴进行自然教育；

教育活动的创新与多样性不足、教学内容深度有待开发

丹霞山世界地质公园（观鸟、观

蝶、观萤自然教育径）
丹霞地貌与文化、动植物资源

以独特的地质景观为主进行自然教育；教学内容受季节

性限制、公园人文要素表达有待加强

森林文化

广州中山纪念堂（“诗情绿意”自然

教育径）

革命历史文化、古树资源、建筑艺术

资源

以丰富的人文资源、古树资源为基础；资源利用和展示

形式单一

粤赣古驿道连平段（粤赣古驿道连

平段关爷埂自然教育径）
自然生态资源、古驿道文化、客家文化

以古驿道历史文化为基础，开发各式自然教育径；环境

保护与设施维护不足、需加强可持续性运营

绿美实践

西江林场（烂柯山生态自然教育径）
林场动植物生态资源、地质地貌、生

态系统

将自然教育与林长制有机结合，进行生态保护教育；人

文要素表达不足、公众参与度与覆盖范围有待加强

广东徐闻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徐闻珊瑚礁自然教育径）
珊瑚礁生态系统、海洋生态文化

将珊瑚礁生态保护与自然教育结合；未能充分发挥当地

社区力量、公园人文要素表达有待加强

融入在地性理念的广东省自然教育径设计策略研究      黎    明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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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湾湿地生态的关键部分，包含红树林、

海滩及咸水湖等多种湿地类型，生物多样

性极高，支撑深圳湾70%以上的鸟类种群。

2014年，深圳市政府与华侨城合作创办中国

首座自然学校，并在后续不断完善湿地公园

的自然教育体系。其中，湿地公园的“体验

式”教育路径，改造自旧边防巡逻道，宽约

2.5 m，全长5 km往返，通往生态展厅后再沿

原路返回出口，整个体验时长约2～4 h，是

自然学校的核心教学设施（图2）。

3.1 湿地公园地方资源的在地化提取与解读

湿地公园通过整合湿地的自然资源、历

史元素和现代设施，创造一个多维度的自然

教育和保护平台。公园利用其丰富的红树林

和湿地生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也

为公众提供了极具教育意义的自然课堂；将

历史遗留的边防哨所岗亭转化为观察站，增

强项目的文化底蕴；加之现代教学设施的支

持，以及社会广泛参与的志愿教师团队，使

其不仅成为一个生态保护区，更是社区自然

教育的重要基地。通过整合分类地方资源，

分析华侨城湿地公园的多元地方感，与在地

性资源分别对应为“在湿地公园”区域感、

“在边防海岸”历史感、“在深圳”现代感以

及“在志愿者之城”名片感（表3）。

3.2 自然教育径资源在地化转译

3.2.1 自然教育径与“在湿地公园”区域感的融合

自然教育径作为湿地公园的核心体验部

分，公园精心规划其路径、资源利用、节点

创意、配套服务及教育项目。入口的湿地公

园介绍牌引导访客了解湿地的历史变迁与生

物多样性，及“无痕湿地”的生态环保理念。

深圳湾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提供四季分明的

学习场景，季节性的生态变化让访客直观体

验湿地的生命力和地域生态的独特性，从红

树的生长周期、泌盐特性、胎生繁殖到其特

表3   华侨城湿地公园自然教育径地方资源分类
Tab. 3   Classification of local resources along the nature education trail at Oct Wetland Park

分类
Classification

地方资源提取
Local resource extraction

特征
Feature

地方感构建
Building a sense of place

自然资源

湿地 水体、芦苇、草甸、鹭鸟、候鸟中转站

“在湿地公园”区域感红树林 秋茄、桐花树、木榄、老鼠簕、卤蕨、海桑、无瓣海桑

野生动植物 多足动物、昆虫、蛇、蝴蝶等

历史遗留
岗亭哨所 过去用作防御哨所的岗亭转变为观鸟和教育点

“在边防海岸”历史感
海岸线 在湿地恢复历史自然的同时，保留这一地区原生态的面貌

现代设施

生态展厅 模拟潮汐池、湿地剖面图

“在深圳”现代感多媒体教室、手工活动室 为长期和季节性的教育课程提供必要设施

亲水木栈道、体验区 使游客能够亲密接触自然

社会参与
志愿者教师团队 每年向社会招募两批环保志愿教师，涉及不同职业和年龄

“在志愿者之城”名片感
环保公益组织 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深圳义工联环保生态组等

课程活动
专题教育课程 生态导赏、零废弃课程、无痕湿地课程、红树课程等

环保节日活动 湿地日、世界环境日、地球日、爱鸟周、六一活动等

2

图2   华侨城湿地导览路线图
Fig. 2   Oct Wetland guid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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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根系结构，教育公众的同时也突显湿地

作为特定地理区域的生态标志。

湿地公园的节点设计集教育与文化于一

体，园中有多处节点借相关古诗词加深文化

内涵，如“芦苇荡”节点除科普芦苇的生态

作用，还引用《诗经》中的“蒹葭苍苍，白露

为霜”解说芦苇花期时白茫茫的芦花随风摇

曳、如梦似幻的景色，让游客感受湿地自然

与人文交汇的区域特色。此外，园区配置大

量趣味性的解说与互动设施，通过科普与互

动强化游客对湿地保护重要性的认识，材料

以原木为主，充分考虑融合湿地景观（图3）；

教育活动方面，湿地公园定制随季节调整的

自然教育课程，如春季探访红树奥秘的“红

树课程”、秋季充满欢声笑语的“自然FUN课

堂”，以及候鸟季启动的“小鸟课堂”，季节

性课程对于强化参与者对湿地公园生态角色

的认知，促进对地方自然历史和生态保护的

认同感发挥重要作用。

3.2.2 自然教育径与“在边防海岸”历史感的融合

在湿地公园的自然教育径设计中，提取

在地文化的关键是探索并强调深圳和华侨

城湿地的独特文化历史。自然教育径是在原

有边防巡逻道上修建而成，边防海岸线的历

史积淀为湿地公园提供历史文化资源，如何

将场地记忆保留下来并成为公众自然教育的

设施和媒介是设计中值得思考的问题。湿地

公园将边防海岸中最真实且具有标志性的记

忆——岗亭哨所予以保留，以此来延续场地

的叙事性。其中一处成为场地中隐蔽性最好

的观鸟点，另外两处作为瞭望塔展示场地曾

经的历史。将历史痕迹进行保留与再创造，

延续场地叙事性的同时将历史感根植于自然

教育之中，使得游客在享受自然美景的同时，

感受到场地的历史变迁，加深对生态保护重

要性的理解。

除此之外，自然教育径上还结合湿地的

原生红树林、老树、断树、湿地工作者故事

等设置多个讲述湿地公园历史的解说牌，游

客在行走的过程中，不仅能欣赏自然美景，

还能深入了解深圳及华侨城湿地的变迁历程，

这使得自然教育径转化为一条能够讲述故事、

传递知识的历史长廊（图4）。

3.2.3 自然教育径与“在深圳”现代感的融合

深圳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关注着环

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湿地公园中自然教育

4

3

图3   自然教育径“在湿地公园”区域感的营造
Fig. 3   Creating “a sense of place in the wetland” for the nature education trail

图4   自然教育经“在边防海岸”历史感的营造
Fig. 4   Creating “a historical sensibility at the frontier coast” for the nature education trail

融入在地性理念的广东省自然教育径设计策略研究      黎    明    等.  

湿地公园介绍牌

岗亭

观鸟窗口

鸟类知识科普牌

湿地红树林历史 框景装置与科普结合

隐蔽的观鸟点

湿地工作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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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及课程的设计也应体现现代科技手段和

先进的自然教育理念。为方便公众进行自导

式自然教育，湿地公园开发微信小程序——

“华侨城湿地自然研习径环境解说系统”，在

自然教育径上设置20个研习点位。从湿地正

门出发，公众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实现定位讲

解、拍照识别、视频欣赏等。生态展厅设置

潮汐模拟池，为公众还原50年前深圳湾天然

潮汐的景象，把滨海湿地通过剖面图的形式

展现出来，生动形象地展示深圳湾的变迁过

程以及红树林的生长变化，并设置观鸟系统

让游客体验零距离观察水鸟的乐趣（图5）。

湿地公园开设的生态多媒体教室和手工

活动室，为自然教育径的志愿者培训及活动

教学提供了室内教学场所，并修建“零废弃

生态园”旨在将先进的环保理念融入自然教

育，向公众介绍垃圾的起源、垃圾造成的生

态危机与资源危机，同时通过展示鱼菜共生

系统、手动堆肥箱、有机种植解决垃圾等环

保实验，推动公众参与零废弃实践。

3.2.4 自然教育径与“在志愿者之城”名片感的

融合

湿地公园自然教育径依托“政府主导，

企业管理，公众参与”的管理模式，集结多

元化环保志愿师资，由政府与企业合力促成

教育团队的建立。结合志愿者各自的擅长和

喜好，使得来自不同背景的个体可以参与到自

然保护的实践中，通过开展专题导览活动和

公益的自然教育课程，向公众介绍和传授湿

地生态智慧。根据湿地公园的独特自然资源

与深厚历史文化，搭载了一个基于在地性的民

间参与自然教育的框架，公众不仅作为志愿者

出现在自然教育径中，也在教育和保护活动中

扮演重要角色，从而增强公众对湿地的保护

意识和参与度。例如，志愿者和公众一起采

用湿地内的自然材料如落叶、树皮、石头等，

遵循零废弃原则，纯手工建设湿地公园的月亮

步道，这不仅向公众科普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更彰显了社区参与和公民责任感（图6）。

志愿者队伍的多样性与专业性，以及生

态导览活动的常态化，是确保教育活动质量

和持续性的关键。自2014年起，至2021年12

月，湿地公园自然教育径已举办近6 000场教

育活动，培训志愿教师近600名，直接参与

公众超10万人次，展现深圳市民的志愿服务

精神，为参与自然教育活动的公众提供正向

榜样。

4 融入在地性理念的自然教育径设计策略

4.1 自然资源的在地聚焦

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涵盖多个维度，诸

如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自然公园、城市

公园等，涵括森林、冰川、草原、海洋、湿

地、水域等自然奇观及其蕴含的文化与地理

多样性。对于自然教育径而言，如何明确且

突出主题特色是其有效传播知识与实现教育

使命的关键。首先，教育主题应与区域内标

志性的自然资源紧密相连，基于调查结果选

择一个或多个有代表性的主题作为教育径的

重点，如“湿地生态”“高山植物”“海洋生

物多样性”等；自然资源的优势特性应与路

径布局设计相互映衬，确保路线安全且能展

示区域内的自然美景和重要生态点；通过深

化空间体验，用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

多种感官刺激，让访客全方位感受自然之美；

或设置互动节点，如观察站、植物放大镜

等，让访客能够直接参与到自然观察和科学

6

5

图5   生态展厅及潮汐模拟池
Fig. 5   Ecological exhibition hall and tidal simulation pool

图6   自然教育径的志愿者文化
Fig. 6   Volunteer culture of the nature education trail

生态科普展厅

“志愿者”文化科普牌

深圳湾潮汐模拟

月亮步道建设过程科普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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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深化参与者的理解与感悟，从而促

进自然教育的有效传达。

4.2 人文要素的在地表达

斯宾塞强调自然教育中情感的催化作用：

“道德赋予行为准则，理智指导实践方式，

而情感则是行动的内在动力。”自然教育径不

仅是简单的自然漫步，其核心在于促进自然

知识与个人情感的深度融合。设计时，虽以

自然景观为基础，但融入人文元素对于增强

访客情感链接、培养环境保护意识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个体在自然教育径所获得的愉

悦感，可能转化为心灵慰藉及保护自然的自

觉行动，其背后正是情感的认可在驱动。

为此，设计应促进个体与环境、历史、

文化的深层次互动，激发自发的情感依附与

保护意愿。通过解说板、导览手册等形式

讲述当地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生态背景以回

应场地精神。对于历史建筑或遗迹，如旧

磨坊、古桥、石墙、古哨所等，采取保留修

复的方式让参与者直观感受历史；或在尊重

传统建筑的基础上，采用可持续设计原则，

改造为观鸟屋、文化展示空间等，使老旧建

筑焕发新的功能与活力。自然教育径的节点

设计应超越功能层面，关注人的行为如何

被空间塑造，同时利用空间引导更有意义的

行为活动，实现人与自然的情感共鸣与价值

共生。

4.3 课程活动的在地开发

课程活动是自然教育目标实现的关键途

径。目前国内多数自然教育径课程聚焦于自

然资源认知与自然体验，虽重要却偶显脱离

公众日常生活。鉴于文化与历史对个人价值

观及情感的深刻塑造力，课程活动开发时应

注重文化历史的融入，创造富含本土故事的

教育情境。一方面可将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

民俗特质或是自然场地的历史变迁纳入教育

范围，通过导师讲述或解说牌的方式呈现；

也可让公众参与当地节日庆典、传统手工艺

学习与地方美食制作等活动，了解并体验当

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是

自然资源的活化利用，将自然环境作为开放

教室，山林、溪流、动植物等自然元素作为

教学素材，根据季节变化调整课程内容，使

学习与自然节律同步；进行生态保护实践类

课程，科普可持续发展理念，激发环保责任

感。通过亲身体验与观察，参与者实现从理

论到实践、从静态知识到动态体验的转变，

从而激发对自然的好奇心和保护欲。特别是

在城市环境中建设自然教育径，更要紧密联

系实际地理环境和社会发展背景，确保步道

成为连接“地”“人”及其生活的桥梁，增强

教育的相关性和有效性。

4.4 自然导师的在地培养

自然导师（即自然教育导师）作为沟通

自然与公众的关键纽带，其在地化培养至关

重要，旨在孕育“本土智者”，即那些植根

于当地，肩负着生态知识传播与环境保护重

任的教育者。理想的自然导师应该在三个维

度上展现出本土特性：对地方地理的深刻

理解、对本地情感的共鸣，以及与社区发

展目标的紧密结合。然而，现实中许多自然

导师与本地的文化内涵存在脱节现象，在一

定程度上削弱了教育的深度与广度。此外，

自然导师的工作有时未能与地区的长期发展

规划有效对接，导致他们的努力与社区的实

7

图7   自然教育径在地性设计策略图
Fig. 7   Locality design strategy diagram of nature education trail

融入在地性理念的广东省自然教育径设计策略研究      黎    明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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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需求之间出现断层，限制了自然教育的影

响力和可持续性。首先应确保自然导师深谙

本土历史文化与生活方式，可优先考虑当地

户籍人员的录用，培养自然导师对地方文化

的敏感度，使他们能够将自然教育融入当

地文化语境，促进跨代知识的传承；提升

导师与社区的互动，确保自然教育的目标与

社区的长远愿景相一致。此外，在地方高

等教育机构增设自然教育相关本科专业，实

施专向招生及在职培训项目，系统化培养本

土自然导师人才库。

本研究从自然资源在地聚焦、人文要素

在地表达、课程活动在地开发、自然导师在

地培养4个方面构建了一个全面、多层次的自

然教育体系，旨在通过优化教育实践与地方

之间的互动，实现参与者环境责任感、文化

传承意识、地方认同感的增强（图7）。

5 结语

自然教育径的在地化设计精髓，在于巧

妙融合区域独有的自然景观与深厚的人文底

蕴，实现从宏观层面的自然资源整合到中观

层面的路径精妙布局，乃至微观层面的文化

基因再现。本研究通过对深圳华侨城湿地公

园自然教育径的多元地方感设计进行分析，

进一步总结自然教育径“在地性”设计的策

略，认为自然教育径设计应以营造地方感、

增进访客的空间感知体验为目标，增强参与

者的地方情感认同，进而促使其行为转变。

推动自然教育径的在地性，不只是对区域自

然资源的探索，更是对区域根源内在力量的

追溯。自然教育径在地性设计激活了一个社

区共情、文化传承与生态智慧交汇的活力场

域，为自然教育的长远未来铺设了一条根植

本土、面向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注：文中图表均由作者自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