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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然教育在国内的兴起，以之为设计初衷和指

导理念的景观项目不断涌现。研学旅游作为自然教育实

践形态之一，从更专业的角度推广和普及自然生态理念，

其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与体制教育改革的推动下，

已成为人们亲近自然的重要方式。但国内目前结合自然

教育研学的基地选择和建设，局限于各类自然保护区、

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植物园；活动参与主体受限，主

要面向中小学生；教育形式侧重单向被动的输入式知识

解说，实践体验类活动偏少 [1]。为了拓宽受众群体，丰富

自然教育活动内容和方式，促进自然教育全民化和研学

旅游产业多元化发展，本文从场地构成要素出发，探索

以研学旅游营地景观为载体的自然教育实施途径，以期

为类似景观项目和行业可持续化建设提供参考。

1 自然教育与研学旅游

1.1 概念解析
1.1.1 自然教育

从风景园林角度来看，自然教育的概念可从时间、

空间、主体、行为4个维度阐述。自然教育以改善人与自

然关系为出发点，在户外环境中利用天然资源，向社会

大众传达相关生态环境知识，以期培养正确的自然价值

观，完成价值内化的社会实践活动。自然教育贯穿人类

的一生，其教学方式区别于体制教育，参与者通过切身

体验、观察、实践的方式直接接触自然。

1.1.2 研学旅游

研学旅游在广义上指任何年龄段的社会个体出于精

神文化需求，暂时离开常驻地，通过旅行游览的方式进

行研究性学习的专项考察活动 [2~3]。其在国外被解释为

“educational tourism”（教育旅游），更加强调参与主体的

全纳性和教育内容的广泛性 [4]。

1.1.3 自然教育研学旅游

自然教育研学旅游是人们以自然生态体系为依托，

以旅游为主要行为方式，在特定地点开展的社会性生态

学习活动，是教育形式与旅游产品的结合，通过联动促

进资源整合和业务创新发展。旅游者的行为模式更关注

出行目的和自我提升需求 [5]。自然教育和研学旅游都具有

教育性和户外性的特点，前者作为后者的一个内容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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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存在，后者则是前者的实践形态之一。

1.2 构成要素
营地是自然教育研学旅游活动开展的必要空间载体，

其建设依托本土化资源和环境，为到访者提供体验式教

学服务。Joan Betty Webb认为自然教育场所需完备土地、

建筑、人和方案四要素 [6]。土地可理解为原有的自然环

境，建筑是人为干预形成的活动空间，人是自然教育活

动的参与主体，包含受教者和实施者，方案指基于环境

和主体行为设计的活动课程。从景观角度可以将自然教

育研学营地的构成要素理解为：自然资源（nature）、空

间环境（environment）、参与群体（people）和活动方案

（programme）（图1）。

2 城市棕地开展自然研学的价值和途径

2.1 设计价值
利用城市棕地建设自然研学营地是响应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的直接表现，是促进“城市双修”的重要措施，

有利于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和空间格局，拓展自然教育的

应用范围。棕地生态问题的出现和解决为自然教育提供

直观生动的现实教材，可以让参与者在棕地修复中培养

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感，提升民众的社会责任感。

2.2 实现途径
2.2.1 地域资源合理利用

对地域资源的利用是项目突出自身优势，营造差异

化景观的重要方式，也是吸引人群的有效途径。地域资

源在一定的空间环境中经受时间洗礼，不断传承和延续，

可分为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园林景观作为理想的自然

教育空间，可以让参与者在感受自然的同时接受人文情

怀的熏陶。

2.2.2 自然景观空间营造

自然教育景观空间以知识输出为主要目的，需突出

空间的系统性、知识性、科学性和趣味性。引入布鲁姆

教育目标 [7]对空间类型进行划分：认知类空间突出科学

性和知识性，如科普馆、展览园；情感类空间注重自然

性，以游览体验和康养型空间为主；用于运动拓展和自

然实践的动作技能类空间，要求有足够的训练场地，并

完备活动和防护设施。

2.2.3 研学路径规划串联

自然教育是一个从认知到实践的行为内化过程，符

合自然教育逻辑的研学路径不仅能提供舒适的游憩体验，

还能让基地期望传授的自然信息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性，

让体验者更容易接受并留下记忆。为充分发挥基地的自

然教育功能，路径规划可以通过地形、植物、铺装形式

来加强引导，让参与者按照“感知自然场景→探寻自然

奥秘→培养自然意识→响应自然行动”的过程循序渐进

地游览。

3 自然教育研学旅游营地景观设计

3.1 设计场地现状分析
设计场地（图2）位于武汉市洪山区高新大道与左岭

大道交叉口西北侧，北临长岭山街，西靠未来一路，被

城市道路割裂，东西地块总面积118 hm2。项目属于光谷

未来教育营地二期，现为城市废弃采石场，其复绿对全

民普及自然教育，响应生态文明建设有很大促进意义。

一期结合农业田园景观打造的自然教育基地“武汉文科

生态田园”已经投入运营，研究用地古姆山区段还在规

划中。

3.1.1 自然教育资源分析

自然资源是研学旅游营地建设的物质基础，也是自

然教育的内容来源。古姆山虽为城市棕地，但也非寸草

不生，场地有岩石山体、古姆水库、湿地草灌、稀疏林

地和一般农田。这为营造多样化生境提供了环境基底，

图 1 自然教育研学旅游营地四大构成要素 图 2 设计场地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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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构建自然教育内容课程体系提供了

物质基础 [8]。

采石在带来环境问题的同时也形

成了特殊的文化资源，场地所蕴含

的采石文化伴随人类文明的第一缕

曙光延续至今，是一种相对固定的精

神、物质和制度模式。采石文化从属

于石文化，与用石文化、品石文化相

互作用，共同构成整个石文化体系。

采石场是采石文化的空间条件和物质

基础，是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综合

体 [9]。该项目可以从采石、用石和赏

石3个角度结合自然生境设计自然教

育场所，对场地的地域自然资源和文

化资源做到物尽其用。

3.1.2 参与群体需求分析

通过调查分析将目标人群分为5
类，除传统的青少年客群外，还关注

了高校及行业相关人员、亲子家庭、

团队游客和普通游客的需求，覆盖全

年龄段。不同年龄结构人群对项目

的景观特色、空间场所、自然教育活

动内容、教学方式提出不同需求（表

1）。面对不同类型群体的具体需求，

在设计自然教育研学景观时还要结合

受众身心特征，调配研学与旅游之间

的比重。从活动课程入手，依据地域

特色提取教育资源，合理布局活动场

所和路线，做到实践体验与理论知识

相互成就，杜绝“只游不学”和“只

学不游”的现象，对学生可放大研学

比例 [10]。

3.2 设计策略
项目以生态自然为视角，以教育

旅游为发展导向，提出“守望古姆

山”的设计概念，表达对场地环境修

复的期望与愿景；设计山地体验、湿

地教育、林地探险和花草展览四大功

能区，以期建设一个全民普及、全龄

适用、全季可游的城市自然教育基

地、研学实践大本营和城市休闲旅游

地（图3）。设计以石文化为脉，结合

资源再生、自然教育和研学旅游等需

求，提出3方面策略。

3.2.1 地域资源再生策略

1）修复自然环境

对场地 4类自然生境采用分区、

分级的修复策略，选用适宜的改造

方式。根据土壤及地表受损程度，将

山体分为无植被砂岩、有植被砂岩、

砌石山坡、机械采石工作面4种，在

采取以软网加固岩石山体、土壤换

填等初步措施后，分别引入苔藓、

藤本、草花、乔木幼苗等先锋植

物，依靠自然演替逐步复绿。砂岩

区利用大灰藓Hypnum plumaeforme、
木防己 Cocculus orbiculatus、构

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幼苗恢

复土壤环境；砌石山坡通过地锦

表 1 不同年龄段人群需求

需求类型 具体项目 ＜ 18 岁
18~25
岁

26~35
岁

36~45
岁

46~60
岁

＞ 60 岁

景观特色

主题性 ○▲ ○ ○ ○▲

互动性 ○▲ ○ ○

可达性 ○▲ ○ ○

美观性 ○ ○ ○ ○▲

精神享受 ▲ ○▲ ○ ○

形式多样 ○▲ ○▲ ○

综合服务 ○▲ ○ ○ ○

空间场所

博物馆 ○▲ ○▲ ○ ○ ○

互动娱乐区 ○ ○ ○ ○ ○

景观亭廊 ○ ○▲ ○▲

森林栈道 ○▲ ○▲ ○

滨水空间 ○ ○ ○ ○▲ ○▲

主题花园 ○▲ ○▲ ○

科普展览 ▲ ○▲ ○

游客服务中心 ○ ○ ○

专题体验点 ▲ ▲ ○

教学方式

手工创作型 ○ ○ ○▲

团队合作型 ○ ○ ○▲ ○ ○

解说学习型 ○ ○ ○

采集调查型 ○ ○▲ ○ ○ ○ ○

自然扮演型 ○ ○ ○ ○▲ ○▲

五感体验型 ○ ○

科普展览型 ○ ○ ○ ○

活动内容

写生摄影等文学艺术活动 ○ ○ ○ ○▲ ○▲

观赏游览等休闲体验活动 ○▲ ○ ○▲ ○

远足探险等运动拓展活动 ○ ○ ○▲ ○▲ ○

科普认知等自然科学活动 ○ ○ ○ ○ ○ ○

垂钓采摘等农业实践活动 ○

植树救助等社会公益活动 ○ ○ ○

注：○代表该年龄段人群主要景观需求；▲代表年龄结构与需求呈现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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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henocissus tricuspidata等藤本复

绿边坡；采石工作面作为硬质活动场

地，搭配女贞Ligustrum lucidum、马

尾松Pinus massoniana等抗逆性强的

乡土树种。

以古姆山水库为核心区域，对场

地分散水域进行归纳整合，结合海绵

城市技术积蓄雨水，分区种植湿生

植物，保障湿地环境的健康稳定性。

混合种植区以美人蕉Canna indica、
鸢尾 Iris tectorum、再力花 Thalia 
dealbata等观花植物丰富层次；沼泽

区为预防水体污染和富营养化，引入

香蒲Typha orientalis等；浅水区以睡

莲Nymphaea tetragona为代表促进光

合作用；深水区种植多种藻类，吸收

氮磷，提高供氧效率。

林地设计秉持低干预原则，根据

植被郁闭度和乔灌比对林地分级，保

留现有乔木，重新设计下层植物。林

下道路材料选择砂土、鹅卵石、木

板，结合立体交通营造自然体验径。

为促进田地土壤资源再利用，将田地

打造成为以科普和体验为主的花草展

览空间。

2）传承采石文化

位于日本岐阜县的白川乡自然学

校是传统历史文化与自然教育研学结

合的范例，其通过生态茅草屋、博物

馆展示当地建筑文化，还开发了边唱

歌边插秧的人文特色风景线 [11]。项目

为体现场所精神、表现石文化内涵，

一方面保留岩石山体，规划石纪念广

场、采石纪念馆、石文化展廊、石

材博览馆场所；另一方面围绕材料用

途、采石方式，开发多样化石文化体

验活动（表2）。
3.2.2 自然研学空间环境策略

1）塑造自然教育空间

将自然教育空间划为认知类、情

感体验类和动作技能类，以寓教于乐

为原则，结合山、水、林、田，打造

以目标为导向的自然教育景观空间

（图4）。
以自然认知为导向的空间以科普

展览为主，集中于湿地教育区和花草

展览区。项目围绕岩石山体和湿地花

图3 方案设计总平面图

表 2 石文化利用方式

石文化 景观场所 研学内容

采石文化 采石纪念馆、石材博览馆 石材种类、采石器械、采石历史及社会背景

用石文化
岩石园、石屋建筑、石笼景墙、坐凳、
亭廊、种植池

石头的分类及物理特性、石头的用法、历史、
生态特性

品石文化 艺术手工作坊、展览厅、廊架
色彩美学、形态美学、赏石文化历史发展、鉴
赏标准

图4 自然教育景观空间模块

草设计地学认知和植物认知空间，由

不同生境再衍生出生物认知空间：地

形地貌、土壤分类、地质结构、岩石

辨别等空间结合采石山体布局；以植

物为出发点设计专题科普空间，如药

用植物园、岩石花园、可食花园、观

赏草场、水生植物园。

以情感体验为导向的空间为到访

者提供沉浸式自然生境体验。体验式

教学是自然教育的突出特点，与自然

互动可以提升参与者的自我价值感

和自我认同感。“参与性生态”使人

的行为和生态自然环境产生互动，以

此传递生态系统的相关知识。对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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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儿童来说，有意义的自然教育活

动需要家长和老师的积极引导，一起

参与体验 [12]。项目设计了雨水花园、

阿基米德取水站、湿地观察站、艺术

作坊等空间，为人提供与自然直接对

话的机会。

在以动作技能为导向的空间中，

运动拓展和自然实践活动居多。绿色

康养园、生态农园是种植实践的主要

场所，融入二十四节气科普、种植技

术传授、传统农业智慧等知识，让体

验者的种植过程充满趣味性。该类空

间还设置了锤炼体能素质的活动，在

山地体验区配置绳网、滑道、登山栈

道等运动拓展设备，满足探险爱好者

需求（表3）。
2）选择生态环保材料

取自于自然的原生材料有最原始

的材料质感，会使人产生不同触觉和

视觉感受。赤脚体验径的设计大胆

选材，采用植物（针叶、肉质革质叶

片、树皮、草地、花瓣）、木材（碎

木屑、木块、原木栈道、塑木）、石

材（鹅卵石、砾石、地砖、瓦片）、

海贝（贝壳、鳞片、牡蛎、田螺）、

土壤（泥浆、裸土、沙子）等。此外，

项目对场地存留的大量废弃材料进行

再利用，设计成景墙、坐凳、花池、

雕塑小品等，如园区标识牌和自然教

育解说牌都采用石笼加锈板的设计方

式（图5）。
3）设计近自然式游学设施

营地游学设施承载着自然游戏与

自然教育的功能，其规划建设以“近

自然式”设计为指导，尽可能避免电

力驱动的大型器械。大自然是充满

“危险”和神秘感的，设计时应树立

“风险平权理念”，尤其考虑弱势群体

的体验感，为参与者提供“冒险”的

可能，布置具有不确定性和探索性的

场景 [13]。近自然式空间的主题可选

择范围广泛，环境可塑性强，设施可

玩度高。项目营造以森林、沙滩、湿

地、山野等为主题的场景，并根据主

题，结合现状灵活布置游学设施：结

合地形高差设计攀爬网、攀岩绳、滑

梯、滑道；结合植物设计平衡木、秋 图5 自然教育解说牌

表 3 自然教育景观空间类型

目标导向 空间类型 景观空间

自然认知 科普展览型 展览馆、博物馆、植物学习区、动物观测

认知、情感 艺术观赏型 主题雕塑、花园小径、艺术手作、陶艺

情感体验 游览体验型 观鸟塔、游步道、亲水平台、瞭望塔

情感体验 静心康养型 森林木屋、康养花园、亲水步道

动作技能 运动拓展型 攀岩、素质训练、登山远足、滑雪（草、沙）

动作技能 自然实践型 休闲农业（采摘、野炊、耕作）、零废弃园

千、摇摇床；利用人的亲水性布置

涉水池、溪流，促进亲水游戏。起伏

的草坡、曲折的溪流都能激发参与

者的想象力和探索欲，让其自主开

发游戏方式。

3.2.3 研学旅游活动方案策划

1）研学路径科学化

营地自然研学路径的合理规划，

不仅为参与者提供舒适的游憩体验，

还让园区期望传授的知识间存在关

联性与逻辑性，以便充分发挥营地

的自然教育功能。路径规划当遵循

价值内化过程，以主题突出和群体

适配为原则，通过地形起伏、植物

配置、铺装形式来加强引导，让自

然教育体验者按更加科学合理的路

线游览。项目围绕不同资源规划了6
条研学路径：以湿地、植物、岩石

为主题的游线专业性更强，适宜中

小学生、大学生及科研人员；以森

林、文学艺术和运动拓展为主题的

路径普适性更高，推荐亲子家庭和

普通游客。每条路径途径节点的活

动策划也遵循认识到实践的过程设

计（图6）。
2）课程方案全龄化

自然教育作为普及全民生态教

育的方式之一，应体现基础性、系

统性和时代性原则。营地不同使用群

体的心理结构、自我思考效能、接

受程度和主观行为能力都存在差异，

因此在设计自然教育活动内容时，

要构建受众分层适用性解说系统和

课程方案 [14]。此外，科学的发展和

参与者的心理行为是动态变化的过

程，需制定周期性评估方案，动态

适应自然教育的目标和参与者需求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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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教育研学旅游营地是生动的课外学习实践场所，

为人们提供专业化、系统化、科学化的自然教育体验，

使全体民众与自然环境产生良性互动。其设计当以自然

为师，促进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将“人本主义”“生

态主义”“自然性与社会性”相统一 [15]。研究以城市棕地

表4 全龄化自然教育研学课程方案

课程方案 自然教育内容 活动场所 推荐群体

岩石物语
岩石种类物理特性辨别；
矿物实验；岩石的形成

山地体验区
青少年、专业
人员

石头的妙用 石材分类、创意手工
石文化展廊、
采石纪念馆

青少年、亲子
家庭

植物认知
湿生、花卉、观赏草、沙
生植物识别与分类

湿地教育区、
花草展览区

青少年、专业
人员

自给自足
园艺种植、修剪、浇水；
可食用植物认知；自然集
市交易

绿色农园 全龄

陆地之外
水生生物、水陆两栖动物
观察

湿地教育区 全龄

水的旅程
雨水的形成、场地水资源
循环科普

水生态科普馆 青少年

创意梦工厂
利用自然材料（岩石、树
叶、树枝、泥土等）进行
DIY创作手工艺品

艺术作坊 全龄

荒野求生
方位训练、提高地图素养、
木屋建造、火石生火

林地探险区 全龄

图6 自然教育研学路径规划

为实践场所，分析其文化内涵和景观价值，从资源、空

间两方面提出景观策略，促进生态景观与自然教育的有

机融合，并针对不同群体策划活动方案，以促进资源有

效利用，提高人们对自然教育的接受度。以自然资源、

空间环境、参与群体和活动方案为要素的营地设计，有

利于充分发挥场地的教育普及功能和价值，从而建设大

众化、本土化和多样化的自然研学营地，探索人类与自

然关系连结的新途径。

注：图片均由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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