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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植物园教育的发展与实践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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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botanic gardens have multiple roles， including conduc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on botany， promoting
biodiversity reservation and protection，and enhancing public engagement in science through educa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botanic gardens in the United Kingdom to identify the roles of these institutes undertook in different phases.
Moreover，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chool education programs offered by the British botanic gardens. Finally，some suggestions
are offer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otanic garden education in China. These suggestions include： （ 1） highlighting the
educational role of the botanic gardens； （ 2） developing school education programs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in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 3） enhancing the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otanic garden and local schools； and
（ 4） offering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s to local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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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植物园对植物学的研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及社会公众的科普教育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回顾了英国植物园教育的发展历程，对教育项目的设置、教学实践进行了述评，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

植物园教育的发展提出如下建议：（1）强化植物园的教育功能； （2）制定与国家课程标准相结合的学校教育
项目；（3）增强植物园与当地学校的合作伙伴关系；（4）为当地学校提供教师在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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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义上的植物园被人们认为是封闭

式的花园，种植着收集自世界各地的植物，每

株植物上都挂着写有拉丁文的标签。步入 21

世纪，植物园不仅承担着对植物的科学研究

与保护工作，而且还要向公众提供科普教育，

提高人们对植物及其生长环境的认识。在英

国，植物园是来访学校团体最为青睐的场所之

一，已经成为学校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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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英国教育部门发表了 《户外学习宣言》

（ ），

倡议各级学校组织学生到非学校场景（如博物

馆、动物园、植物园等）开展教学活动[1]。从
此，英国的植物园在学校教育方面的作用得

到了更大的提升。本研究从英国植物园教育

的发展历程、植物园学校教育项目的设置和

教学实践三个角度，对英国植物园与学校科

普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展望我国植物园

教育的发展并提供了参考意见。

1英国植物园的发展历程
欧洲现代植物园的兴起可以追溯到 16世

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以培育药用植物和芳

香植物为主的药草花园的建立。这一时期植

物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人们对植

物的研究仅局限在对植物的简单描述上。到

了 17 世纪，英国很多地方都兴建了药草花

园，并成为大学和药剂师协会的一部分，为

植物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作出了巨大

贡献。随着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在 18世纪的
不断进步，欧洲国家逐渐跨越大洋探索新大

陆，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不同植物的收集

以及植物学作为新兴科学的发展。由于此时

期英国不断地进行海外扩张，殖民地种植园

急需种子及种植技术以增加产量，很多由大

学、园艺学会、当地政府创建的植物园雨后

春笋般地出现，为海外殖民地种植园提供帮

助。虽然此时的植物园承担了对海外殖民地

种植园提供技术及资源支持的任务，但是其

研究与教育的功能没有被削弱反而得以加强。

例如，英国最著名的植物园邱园 （Kew Gar-

dens），其首任主管约瑟夫·霍克 （Joseph

Hooker）特别强调植物园在科学自治方面的作

用，即植物的展览；植物的收集与分类；对

植物病理学、细胞学、遗传学的实验室研究；

派遣植物学家和园丁前往海外殖民地种植园

培训和实习[2]。

进入 20世纪，殖民地国家纷纷宣告独立，

植物园不再为早期殖民主义者的掠夺而服务。

相反，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及生物多样性的缺失

等环境问题不断涌现，植物园在环境与植物保

护方面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二战”后，经

济与社会的发展给环境与自然资源造成了严

重破坏，很多植物濒临灭绝。各国政府及国际

组织逐渐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出台了一

系列旨在保护环境的政策与行动纲要。其中，

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World Com-

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起草的

《我们共同的未来》 （ ），阐

释了环境与发展相互依存的关系，强调物种与

生态环境的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3]。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与生态问题，国际植

物园保护联盟 （Botanic Gardens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简称 BGCI）于 1987年成立，现

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植物多样性保护组织，其工

作主旨是动员各植物园和合作伙伴致力于植

物多样性保护以维护人类和地球的安康[4]。总

之，20世纪后半叶全球范围内的环境保护运

动赋予了植物园新的工作任务，即关于植物保

护及可持续性的教育[5]。

新千年伊始，BGCI便颁布了《植物园保
护国际纲领》 （

），倡导植物园设立聘

有专职教学人员的教育部门，通过开发和利

用植物园的资源，为来访参观者提供环境与

可持续发展教育[6]。作为回应联合国提出的旨

在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贯彻到各类教育活动

的“可持续发展十年计划”，BGCI于 2006年

颁布了《为了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植物园行动

指南》 （

），强调

植物园应该作为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桥头堡 [7]。

作为 BGCI的主要成员，英国的植物园普遍设

有专门的教育部门，主要向来访的学校团体提

供教学上的支持。英国的植物园教育协会

（Botanic Garden Education Network） 便是由植

物园及户外环境教育中心的教学人员组成的

专业机构，目的是促进学生对植物及其重要性

的学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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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国植物园的教育项目设置
植物园教育是户外情境学习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英国的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户外情境学习包括在博物馆、科技馆、植物

园、动物园等非正式教育场景中的学习。英
国最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强调将非学校课堂中

的学习作为构建课程的组成元素，鼓励学校

组织学生到户外开展学习活动。作为学校开
展户外学习的主要场所，英国的植物园普遍

为学校团体设置了专门的教育项目，教学活

动由来访的学校教师或植物园专职教育官员

（下文简称“教员”以区别于学校教师）负责

执行。植物园针对来访学校团体的教育项目

主要以现行国家课程标准为依据，教学内容

与学校课程紧密结合。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

满足来访学校团体完成国家课程的需求，同

时也能吸引更多的学校前来参观。很多植物

园要求学校教师在组织学生来访之前做好风

险评估，并与官员讨论参观期间所涉及的各

项内容，包括学生的背景、目前学校课程的

进度、需要重点讲授的内容等。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国家课程中的内容

并非与植物园教育的宗旨相一致，前者很少

会涉及诸如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 21世纪

最为棘手的热点问题。英国植物园教育学家

桑德斯 （Sanders）认为植物园教学项目与学

校教学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其原因是早期植

物园没有专职的教学人员，而在设计教育项

目的时候，更多地沿用了传统的学校教育以

及学校的需求，从而忽视了植物园工作纲领

中对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诠释 [9]。事实表明，

很多来访学校团体希望植物园的教学项目能

与国家课程的内容相衔接，并且帮助学生完

成很多不能在学校场景完成的教学任务（例

如：学习热带植物、探究植物多样性等）。但

是，教员认为来访学校团体钳制了他们在教
学活动中的自主性，由于时间的限制，他们

更多的是疲于奔命地完成学校团体所要求的

教学项目，很少涉猎与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

展相关的内容[10]。

除了与学校课程紧密衔接，英国植物园的

教育项目还体现了最新的教育行动计划。一些

植物园（如韦斯利植物园、爱丁堡植物园）率

先开始向当地学校提供资源与技术，协助它们
开展以修建学校花园为目的的“校园种植行

动”（Campaign for School Gardening） [11]。对于

来访的学校团体，植物园教授学生园艺知识与

技术，同时为学校教师提供户外教学在职培

训，帮助他们利用“校园种植行动”中修建的

花园开展教学活动[11]。此外，伯明翰植物园为

“学校种植计划”（Growing Schools）专门修建

了一个永久性的展示园，为学校利用户外资源

开展教学活动作为参考的模板[12]。

总而言之，英国植物园教育还存在一些不

足，例如教学以吸引学校团体为首要目的、教
员组织教学的自由度受到限制，植物园教育资

源尚未被学校最优化地利用。但是，英国的植

物园教育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基本建立起
较为完整的结构体系，即以国家课程为基础，

辅以培养学生的环境意识，并强调植物园资源

与当地学校的共享，同时为学校教师的专业发

展提供服务。

3英国植物园教育的实践
英国的植物园每年都会接待众多来访学校

团体，然而大部分学生在植物园只逗留几个小

时。短暂的来访经历能否真正影响学生认知与

情感方面的发展，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教员和

教师。在一项研究中，英国哈洛·席勒爵士植

物园（Sir Harold Hillier Gardens） 的教员索斯

（South）让学生在访问之前和之后分别画出叶

子的形状与叶脉的分布，发现学生在来访前所

画树叶形状单一，画出叶脉的学生寥寥无几；

而在访问后所画的树叶形状多种多样，而且很

多学生清晰地勾勒出叶脉的分布情况[13]。此研

究证明植物园的短暂访问经历可以促进学生

的认知发展，同时建议教员在教学过程中可以

通过提问等方式，促进学生的概念思维能力的

运用，以强化学生对树叶的观察、思考，进而

培养他们对植物的兴趣。类似的结果在英国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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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克斯大学伯克尔博士（Bowker）对来访学生

的访谈研究中有所体现[14]。该研究发现绝大多

数学生认为植物与其日常生活相关，但是很

少有学生能对植物、人类与资源之间的关系

做出完整和正确的解释。伯克尔认为在教学

的过程中，教员或教师可以通过提出高质量

的问题，将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植物与气候

的适应性、人类如何使用或者培育某种植物

等问题上，而非走马观花、不假思索地欣赏植

物[14]。在另外一项关于来访学生在植物园学习

效果的研究中，英国伦敦教育学院的滕尼克

利夫博士（Tunnicliffe）发现访问期间，学生

的认知学习水平普遍偏低，因为学生只是偶

尔针对植物的形状、颜色发表简短的评论，而

很少讨论植物是如何获得养料以及种子如何

生长的高层次问题[15]。滕尼克利夫指出，如果

教师或者教员希望发展学生高层次的思维能

力（higher-order thinking），就应该把重点集中

在某些具有特点的植物上，鼓励学生通过提出

观察假说，然后通过观察来评判先前提出的假

说，从而实现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目的。

有研究表明，英国植物园教员的教学主要

以说教式的传统教学方式为主[9]，这个结果在

笔者针对教员与来访学生的对话分析中得到

重复[16]，教员的话语大部分是独白式的讲座或

报告，而与学生产生互动作用的话语只占了

很小的比例。因此，笔者建议教员应该采用对

话式教学，借助多元化的师生互动，鼓励学生

对新知识的思考与反思，从而最终内化为自己

所掌握的知识。同时，笔者的研究还发现教员

通过以下 4个策略可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他

们积极地投入到对植物知识的学习中去。

以提问的方式，促进学生对问题的思考。

例如：在来访伊始，教员提问：“大家是否吃

过早餐？”然后提问：“大家早餐里面有没有

植物？”类似这样的问题，不仅引导了学生思

考食物与植物之间的关系，还将学生的日常

生活经验与学校课程有机地联系起来。

提供新奇的信息（astounding information），

激发学生的兴趣。例如：教员向学生讲解世界

上最大的种子是来自生长在塞舌尔的复椰子，

其重量可达 10公斤；而世界上最小的种子是

斑叶兰的种子，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清楚。

这些新奇的信息有助于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进

而增强他们对学习植物知识的兴趣。

强调科学语言的学习，提升学生的科学素

养。科学学科的学习，不仅仅是对知识概念的

理解与运用，很大程度上是对科学语言的认知

与掌握。因此，在教学活动中，教员通常会强

调某些科学术语的含义，并向学生传授使用这

些术语。研究表明，在短暂的植物园访问过程

中，大部分学生能够基本记住诸如“摄氏度”、

“光合作用”、“植物适应性”等术语，并在师

生或学生之间的对话中正确使用这些术语。

让学生从感官上与植物亲密接触。虽然植

物园中的某些植物具有毒性，但是在教员的指

导下，学生可以通过视觉、触觉、嗅觉，甚至

味觉来了解植物。例如，教员可组织学生采集

散落在草地上的树叶、树枝、花瓣等，利用这

些物品拼成不同形状的图案。这种动手活动最

大化地给予学生发挥想象力的机会，同时也能

体会到植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此外，BGCI 的教育项目官员威尔格

（Vergou）对英国植物园与当地学校的合作伙

伴关系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植物园与学校的

合作历史、植物园与学校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教员与教师对合作的投入程度，决定着双方的

合作伙伴关系是否成功有效 [17]。威尔格指出，

成功的植物园与学校合作伙伴关系有助于来
访学生在植物园和学校教室内对环境知识的

学习。

综上所述，英国植物园教育的实践强调以
学生为中心，通过对话及提问的方式，引导学

生主动构建关于植物的知识。同时，鼓励学生
与植物接触，在“做中学”，将课堂理论知识

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培养学生对植物及自然环

境的情感。

4对我国植物园教育的几点思考
英国植物园发展历史悠久，其教育目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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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局限在大众科普，还更加强调对学校教育的

贡献，已经成为英国中小学生学习科学与环境

知识的重要场所。近些年，欧美国家开始学习

英国植物园教育的发展经验，为发展本国植物

园教育提供参考。例如，由欧盟政府资助的

“植物园中的探究式科学学习”研究项目，聘

请英国植物园教育研究学者及英国植物园的

教育团队，协助欧洲大陆 17所植物园培养教

学人员[18]。

我国植物园的教育工作起步于 20 世纪

50、60年代，主要是传播植物学和园艺学知

识。直到 20世纪 80年代，植物园教育工作才

初现雏形，主要活动包括科普讲解、科普展

览、标牌制作等[19]。然而，时至今日，我国植

物园教育仅局限于课外科普知识的传播，尚

未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英国

植物园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具体实施经验，

对我国植物教育工作的提高与开展做出如下

几点思考。

（1）强化植物园教育的功能。现代植物园

是一个收集、繁殖和研究植物的科学研究机

构，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修养和教育的服务。进

入新世纪之后，虽然我国植物园保留着其科研

及植物保护的职责，但其在教育领域的功能尚

未完整，更多的是局限在通过“科普旅游”等

形式，利用活植物、植物标本、植物制品、文

字、图片、声像和网络等手段，向公众宣传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科学思想，以提

高公众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19]。因此，植物

园应强化其在教育方面的功能，通过形式多

样的活动，提高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环境可持

续发展的认识。现有植物园应该设立专门的教

育团队，制定针对满足不同来访社会团体需求

的教育项目。此外，植物园的科学研究工作应

该为其教育工作提供服务，例如向公众介绍最

新的研究发现或者让公众有机会能参与研究

项目，进而突出植物园对公众科学素养教育

的作用。

（2）制定与国家课程标准相结合的学校教

育项目。我国当前课程改革强调探究式学习，

尤其在科学课程中强调“做中学”的意义。因

此，植物园的教育团队可以结合最新的国家课

程标准设计教学项目，以期最大限度地为学校

教育服务。植物园的学校教育项目应该突出植

物园所拥有的资源（如植物、场地、教员的学

科背景知识）吸引学校组织学生来访。教育研

究工作者可以对植物园教学活动进行个案研

究，通过浸入式田野调查，探究什么样的植物

园课程及教学方法对学生的学习效果最佳，从

而为植物园教学项目的设置与教学实践提出

参考意见，并将优秀的教学项目推广到更多的

植物园。此外，作为国家或地方教育的决策

者，可以适时将植物园中的学习纳入到学校课

程中，为学生在真实场景里学习与植物相关的

知识提供机会。

（3）增强植物园与当地学校的合作伙伴关

系。随着植物园逐渐渗透到学校日常教学活动

的安排与实施中，植物园应该主动与学校建立

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来访之前，教员与教师

应做好沟通，熟悉学生的学习状况，以及植物

园教学项目的具体安排。来访之时，教员与教

师互相合作，共同引导学生，并以提问、讨

论、报告的方式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

对植物的观察与思考之中。在访问结束之后，

教员应主动联系学校，为其做跟踪服务，例

如，教员可以前往学校与学生对访问期间观察

到的现象进行深入的讨论，或者对相关的内容

做学术讲座。总之，不要让学生对植物园的访

问经历成为一时的事物。通过学校与植物园的

长期伙伴关系，形成教员与教师的互助、学校

课程与植物园课程的互补。

（4）为当地学校提供教师在职培训。相比

学校的教师，植物园的教员具有更丰富的植物

知识以及户外教学经验。在植物园与学校合作

伙伴的基础之上，植物园可以为学校教师提供

在职培训，在帮助他们提高学科知识的同时，

鼓励他们利用学校操场或学校所在社区公园

开展户外教学活动。

英国植物园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

近些年该国教育部门新政策的扶持，植物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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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得到不断的完善与发展，建立了较为完整的

教学体系。实证研究已经表明，在植物园中的

学习经历有助于激发学生对自然科学的兴趣、

提高科学探究所需的基本技能，以及培养环

境意识。我国最新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强调

素质教育，即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

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

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

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20]。

为此，我国的植物园有责任在新课改中发挥

作用，通过不断完善教学体系，让更多的学生

走进植物园，利用植物园所特有的教育资源，

在“做中学”的过程中扩展思维，改善合作和

交往能力，促进语言和表达能力的发展。同

时，植物园还要积极地走入学校，帮助学校建

立户外学习所需的场地，培养教师组织户外教

学的能力，推广以培养学生科学技能及素养为

主体的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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