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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明确了深圳“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

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的战略

定位，要求深圳“率先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典范”。 

到 2019年，深圳已构建“自然公园—城市公园—社区公园”三

级公园体系，公园数量达到 1090个，为广大市民提供了重要的绿色

福利空间，同时依托公园、绿道等公共绿色空间，调动社会资源，

在全国最早设立自然教育中心。抓住机遇，团结社会各界，建设不

同类型的自然教育中心，是深圳打造“自然教育之城”的有力抓手，

成为市民了解、体验、参与深圳生态文明建设的平台。 

为有序高效推进城管系统的自然教育中心建设，特制订本建设

指引。 

一、自然教育的概念 

（一）什么是自然教育 

自然教育是在自然中体验学习，建立与自然的联结，尊重生命，

建立生态的世界观，遵照自然规律行事，以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的一种教育类型。与传统教育相比，自然教育注重户外体验和感受，

关注情感启迪和提升，让教育融于自然之中。 

（二）自然教育的意义 

    1.建立人与自然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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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快速发展进程中，通过自然教育引导城市居民对身边环

境、自然生态的关注，建立人与自然的联结，传播自然生态之美。 

2.赋予自然教育价值 

深圳成熟完善的公园、绿道等城市公共绿色空间是深圳市民重

要的“绿色福利”。随着市民环境意识的提升，为满足公众对绿色

空间更高社会服务价值的需求，依托城市自然资源，通过自然教育，

传播生态文明理念，赋予其更多的教育价值。 

3.增强城市认同感 

对本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决定了每个人的环境意识和行为。深圳

是一座移民城市，超过80%的人口来自全国各地，有必要进一步引导

广大市民保持与深圳本土自然环境的联结，培养对在地生态的认同感

和深圳“现代乡愁”。通过自然教育，让市民关注本土生态，学习了

解本地生态信息，进而建立和增强对深圳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自然教育中心的类型 

自然教育中心按照场域划分，有以下类型（包括但不限于）： 

 公园 

 绿道 

 碧道 

 社区共建花园 

 环境园 

 学校 

二、自然教育中心的建设运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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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益性原则 

建设自然教育中心的目的是为市民提供环境学习的公益平台。

自然教育中心应专注于提供公益性教育活动，组织的所有活动不以

营利为目的。 

（二）开放性原则 

自然教育中心是调动社会公众和资源参与城市生态建设的开放

性平台。自然教育中心的各项工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深圳的社会

组织、学校、社区、教育机构、志愿者团体、企业、专业人士等参

与完成。在制定自然教育中心运营方案时，鼓励设计灵活多样的合

作模式和工作方式。 

（三）在地化原则 

自然教育中心的教育内容应聚焦于在地的生态环境信息，挖掘

在地的自然资源特色。教育主题的选择和设计应注重与本地信息联

结，与生态价值联结，与真实生活经验联结，避免空洞化。鼓励打

造各具特色的自然教育中心，避免千篇一律或低水平简单复制。 

（四）环境友善原则 

在自然教育中心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全面贯彻节约资源、尊

重人、尊重自然的理念。 

1.呵护自然，优先生态保护 

以环境保护为前提。活动设计应充分考虑生态环境承载力，不

在生态脆弱区开展参与人数多的活动，不在环境敏感区开展声量大

的活动。倡导尊重生命、呵护自然的理念；严禁捕捉、采集、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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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植物。 

2.注重在地，避免大拆大建 

自然教育的场所应充分利用原有场所和设施，适度改建或轻体

量装修，避免大拆大建。教育设施以贴近自然、简单实用为原则。

倡导通过雨水收集、生态种植、堆肥、栖息地营造等措施提升环境。 

3.力行环保，注重节能减排       

在用电、用水、废弃物管理等方面践行节能减排、环保节约原

则。积极开展垃圾减量分类，并在活动中包含垃圾减量分类宣传，

倡导“不留痕（Leave No Trace）”户外行动原则。 

（五）体验性原则 

自然教育中心的教育内容应注重互动性、体验性，鼓励参与者

进行户外观察、动手操作、亲身参与等活动。 

（六）可持续发展原则 

1.鼓励多渠道筹措自然教育中心运营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

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筹款和政府资助。 

2.自然教育中心应由专业运营团队负责运营，保证正常运作。 

（七）安全性原则 

自然教育教学内容必须经科学、安全论证。开展活动前，应对

安全风险进行评估和管控，对参与人员进行安全责任告知。户外活

动时，应采取充分的安全保障措施，确保所有参与人员安全，鼓励

所有活动参与人员购买保险。 

三、自然教育中心的建设运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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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教育中心的建设运营应具备场地、教材、活动、人员及经

费等要素。  

（一）场地要求 

自然教育中心的场地包括信息展示空间、教学场所、户外学习

场所。充分利用现有场地，注重多功能、高效，既可以做展览，也

可以是教室、手作室、会议室等。 

1.信息展示空间（必要） 

自然教育中心应有信息展示空间。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已有的

室内空间、户外走廊、墙面、附近的户外展示牌等。展示信息应包

括中心基本概况、教育活动、课程安排等。 

2.户外教学场地（必要） 

自然教育中心应有户外教学场地。结合本地自然资源特色，户

外教学场地可以形式多样，如草坪、观察平台、观鸟屋、步道等。 

3.解说步道（推荐） 

对在地资源调查后，按照难易程度、资源特点，因地制宜规划

建设生态解说径、研习径、亲子径等，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4.环境友好设施（推荐） 

自然教育中心应进行垃圾不落地和垃圾减量分类宣传。有条件

的可以安装污水处理、雨水回收、中水利用和资源回收等设施。 

（二）教学材料 

自然教育中心应制定教学方案，形成不同主题的学习手册或宣

传折页，有条件的可以研发导览手册、校本教材或正式出版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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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研发应根据在地资源的地理、人文、生态及社区特点，设

计符合本自然教育中心特色的活动方案。 

教学方案应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完善。日常做好活动的书面反

馈记录和评估等工作。 

（三）教学活动 

自然教育中心开展的各类活动，应反映在地资源特色，不能仅

是单纯的体验活动。可以开展的教学活动如下（包括但不限于）： 

1.博物认知活动（如观鸟、辨识植物、昆虫等）。 

2.生态解说（体现本地生态特点，有一定教育设计的户外解说）。 

3.环境提升活动（如清山、净滩、生态浮岛、手作步道等）。 

4.主题讲座。 

5.环境类节日活动（如爱鸟周、地球日、环境日活动等）。 

6.展厅讲解服务。 

7.与学校合作的教学活动（包括进校园的活动，以及邀请学校

学生来中心进行的教育活动）。 

（四）运营团队 

自然教育中心应有专业的运营团队、相对固定的工作人员组织

教学研究、开展教学活动、培训志愿者。教学人员可以是负责运营

的工作人员，也可以是经过培训的社会志愿者。 

（五）经费保障 

自然教育中心应有必要的运营经费。可通过适当途径，多渠道

筹措资金，保证中心正常运营，并编制年度经费使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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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宣传推介 

自然教育中心应建立宣传展示平台，线上线下相结合，多举措、

多渠道、多形式开展自然教育宣传推介，普惠公众。 

四、自然教育中心的运营模式 

本着开放性原则，自然教育中心的运营可以选择与社会机构合

作。选择合作机构时，应综合考虑运营方案、团队力量、以往经验

和特色专长等因素。目前运营模式有： 

1.自行管理。如仙湖植物园是自身的科普科研团队负责教育课

程和活动的研发、组织，以及导览志愿者的招募和培训。 

2.与义工组织合作。由义工组织招募志愿者，并进行培训和管

理，使其具有独立开展自然教育活动的专业素养与能力后，为自然

教育中心的运营提供服务。 

3.与社会公益组织合作。与公益组织合作，共同建设、运营自

然教育中心，开展自然教育活动。 

4.购买服务。一种模式是将自然教育中心的部分工作以购买社

会服务的方式，委托社会组织、专业机构、企业等完成；另一种模

式是将自然教育中心完全委托给社会组织、专业机构、企业等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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