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F环境教育项目通讯（二） 
2001年 10月 23日 (第二期)重庆西藏中学“绿色夏令营” 

 
  重庆西藏中学是一所民族中学，大部分学生来自西藏。从中国中小学绿色

项目第一阶段，西藏中学就与西南师范大学环境教育中心建立了联系。2001年
4月重庆西藏中学成为"中国中小学绿色教育行动"项目第二阶段的试点学校。 
  2001年 8月 1－6日，重庆西藏中学组织了“绿色夏令营”。夏令营的地点
选在了重庆市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缙云山自然保护区是重庆北部的一道

绿色屏障，也是长江中上游保存较为完好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植物物种基因

库。缙云山保护区是与西南师范大学环境教育中心共建了“中国中小学绿色教

育行动野外实习基地”；同时它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建立了“重庆市缙云

山自然保护教育基地”。 
 
让每个孩子都为自己骄傲 
 
  初一的孩子无不活泼好动，一到风景优美的缙云山更是兴奋不已。老师们

特地设计了"大海捕鱼"、"感受自然"和"休戚相关"等游戏，对学生来说这是一种
全新的合作和体验式学习。 
  在缙云山这个植物宝库中自然少不了采集和制作植物标本。学生们更利用

树枝和树叶制作出一幅幅生动的贴画。贴画完成制作后，老师鼓励学生对作品

进行自我评价，学生们兴奋地讲解他们的设计、构思和创意，他们丰富的想象

和奇特的构思引来阵阵掌声，每一名学生都在分享创作的喜悦，每个学生都为

自己感到骄傲……   老师们惊异于学生各具特色想象的同时，更反思自己以

前是否过多地用成年人的思维方式来评判孩子们五彩缤纷的想象世界。这是一

个令所有人都难忘的时刻…… 
 
教学相长 
 
  本次野外活动的主持人是从西南师范大学"绿色先锋"学生组织中挑选出来
的 8名自愿者。他们在接受环境教育中心的强化培训后，充分发挥自己专业优
势－－生物学，采取做游戏和活动的形式，利用缙云山自然保护教育中心开辟

的两条自然小径，将一个丰富多彩又与学生们休戚相关自然世界展示在学生面

前。随着夏令营的进行，重庆西藏中学的带队老师们也接受了一次教育观念和

教育方法的培训，教师们体会到环境教育正是"好的教育"。一位带队教师兴奋
地说：这不就是我们教育所强调的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具体体

现吗！ 
  夏令营同样对这些志愿者而言也宝贵地学习机会，他向保护区的工作人员

学习了许多保护区的知识和组织的技能，更使自己有机会将所学的教育理论付

诸实施。 “绿色夏令营”力图体现环境教育的三个层次－－关于环境的教育、
在环境中的教育、为了环境的教育；并让学生在知识、技能、价值观、态度和

行动等五个方面得到培养。 
 
项目管理与财务培训研讨班 
 



  为了进一步加强世界自然基金会教育项目与合作伙伴间的相互理解和合

作，保证"中国中小学绿色教育行动"项目第二阶段及其他项目的顺利实施，特
别是加强对项目的有效管理以及项目经费的规范运作，WWF教育项目于 2001
年 8月 25日－27日在北京举办了"项目管理与财务管理研讨班"。西藏大学、华
东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 12个项目环境教育中心的协调员和财务人员及人
民教育出版社、绵阳师范专科学校、云南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等项目合作伙伴

共 27人参加了研讨班。 
  研讨班大量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从问题的分析、项目的设计、财务管

理、项目的审计等方面进行了热烈地研讨。参与培训的人员从项目设计者、执

行者、捐资者等不同的角度和身份来看待、分析、思考项目的设计管理中遇到

的问题。这些活动有力地加强了合作伙伴对项目管理，以及与WWF之间的理
解，更为中心今后的自我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研讨期间，项目第一阶段的环境教育中心还交流了各自工作经验，对新

中心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议。自"南京会议"以来，大部分新中心已积极主动地
启动了相应的工作，成立了由校长或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为中心负责人的组织机

构，新中心对"中国中小学绿色教育行动"项目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至此参与中国中小学绿色教育行动的师范大学已增至 12所，他们将在今后

的两年内对全国的省级教研员进行环境教育的培训。 
  2001年 9月 12日，由教育部、世界自然基金会和 BP公司在北京联合

召开了"中国中小学绿色教育行动"项目第二阶段工作会议。来自北京师范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

大学、华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西北师

范大学、西藏大学等 12个项目环境教育中心的主管校长和项目协调员以及项目
组全体人员共 30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要就项目对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意义和作用；项目第二阶段的

主要任务及各中心的职责等内容进行了介绍和讨论。项目指导委员会提出，希

望各学校在教育部基础教育改革总目标的指导下，使项目第二阶段积极配合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工作，在进一步扩大“中国中小学绿色教育行动项目”的影响

的同时，加强环境教育在各学科的渗透，并探索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教育

体系。 
 
“首都青少年爱水行动”项目启动仪式 
 
  2001年 9月 21日，"首都青少年爱水行动"项目的启动仪式在北京国际

饭店举行。参与项目的各方以及项目捐资方的代表参加了启动仪式。 
  “首都青少年爱水行动”项目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和人

民教育出版社共同发起，为期三年。项目以北京的水系，即从密云水库到护城

河的水作为项目的切入点，以学校周边的社区作为研究的主题或学习的课堂。 
  选择“北京的水”作为主题是因为，首先，北京作为历朝的古都有着

复杂的水系及与水有关的历史和文化；而护城河的改造，水质污染和治理的过

程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对环境的态度的转变；水资源紧张又是目前北京面

临的一大问题，因而这个主题涉及到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公民责任

的各个方面，为学生进行研究和探索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对于这个主题学生们

既可以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也可以与课程内容很好的结合，而且可以根据学生



的年龄和兴趣进行拓展。这个项目所提倡的教育方法也与现行的教育改革的方

向是完全一致的。 
  项目主要针对小学四年级至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来自北京不同区县的

八所学校：密云县第一小学，永安里小学，孝友小学，理工大学附中，玉渊潭

中学，十五中分校，十一中分校，东直门中学成为“首都青少年爱水行动”项

目试点学校。 
 
“首都青少年爱水行动”项目研讨班 
  为了保证“首都青少年爱水行动”的顺利实施，世界自然基金会、北

京师范大学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三家于 2001年 10月 19日－21日共同组织了教师
研讨班。 

  研讨班内容涉及环境教育的内容、原则、方法、项目设计、行动研究

等，并围绕着项目的三方面目标 
 · 培养学生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技术、价值观和知识 
 · 鼓励以学生为主体的、跨学科的主动学习 
 · 保护学校及周边社区的水资源 
的实施进行了一系列的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