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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小学生自然教育影响因素分析
———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例

赵　 磊１，李亦褀２，金珉廷３，张　 哲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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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农业农村学院、乡村振兴学院），海口　 ５７０２２８

摘要：国家公园在承担着科研、生态保护等作用的同时，也应积极承担教育、游憩等功能。 以国家公园为主阵地的自然教育是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但影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自然教育体系的内在因素作用机制缺少相关研究。 以海

南省小学教师和小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基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知识的问卷设计、统计和分析，研究海南小学生自然教育

的影响因素。 主要结论如下：海南省小学教师对自然知识及自然教育了解程度一般；对开展小学生自然教育的认同度较高；认
为小学生对自然、民俗等知识比较缺乏，对自然教育需求度较高。 海南小学生对基础自然知识了解度较高，但对海南本土的基

础自然知识了解度一般；对公共熟识度较低的自然知识了解度也较低；对基础性的自然知识需求度较高，对深层次的技能型自

然知识需求度较低；对更加贴合生活的综合性自然教育项目喜爱程度更高。 在设定的一级维度上，海南小学生自然接触度与自

然了解度、自然渴望度呈显著正相关；自然了解度与自然渴望度呈显著负相关。 在设定二级维度上，分析了性别和年级分别在

不同二级维度上对小学生自然教育的影响。 最后，对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小学生自然教育系统发展提出“两感”、“两性”建
议，为后续海南小学生自然课程研发提供充实的数据参考和发展思路。
关键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教育；海南省小学生；ＫＡＰ；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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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教育是以“大自然为师” ［１］，通过人的好奇心，激发求知欲，形成兴趣，在经验的积累中传递学习知

识的动态积极教育方式。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我国成立的第一批国家公园［２—３］，位于我国“三区四带”
重要生态区位［４］，是我国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的代表［５］，是开展海南省自然教育［６］，激发群众自然保护意

识，增强民族自豪感的最佳场所［７］。 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功能的完善，不仅是对国家公园本体功能的提升［８］，
更是推进海南生态文明建设和全民生态素养建设的重要内容［９—１０］。 但截止到目前中国林学会公布的 ４７５ 所

自然教育基地（学校）中海南省仅有两所，其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只有一所［１１］，此外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已开展的自然教育项目系统性薄弱、内容形式单一，课程适龄性弱、缺少地域性特色。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总体规划（２０２３—２０３０ 年）》明确指出：“至 ２０２５ 年，自然教育受众达到 １５０ 万人次；至 ２０３０ 年，自然教

育受众达到 ３００ 万人次［１２］。”故针对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教育的工作开展迫在眉睫，对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在地化发展还需深入研究，特别是针对海南小学生的自然教育应是首当其冲。
目前关于自然教育的研究，国外学者从主客观因素对公众参与自然教育的因素进行探讨，如 Ｓｏｇａ 等人从

家庭影响、自然联结等方面探讨与儿童自然教育的关系［１３—１４］；Ｌｅｍｉｅｕｘ 等人从地方认同感等方面探讨公众参

与自然活动的动机［１５］。 而我国学者对于国家公园自然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定位模式、
提升路径等方面［１６］。 如李铁英等人从“国家公园的场景化、品牌化、平台化”构建国家公园自然教育模式［１７］；
钟乐等人从中国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定义和内涵上提出中国国家公园自然教育“三大规划理念和五点规划思

路” ［１８］；李娅等人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归纳出“公园自然教育管理机制分类构建、数字平台构建和不同文化

进公园的自然教育融合机制”三种中国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功能提升路径［１９］。 以上研究聚焦于国家公园与自

然教育的关系，忽略了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受众与国家公园自然教育的内在联系，而最大化发挥国家公园自然

教育功能的前提是，理解影响受众与自然教育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机制。
本研究基于海南省小学教师对自然教育认知情况和海南省小学生接受国家公园自然教育现状，通过线上

问卷方式，利用 ＳＰＳＳ ２６．０、Ｅｘｃｅｌ 软件，以直观数据分析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小学生自然教育影响因素的相

关性和差异性，探究其相互关系，为提升和发展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小学生自然教育体系提供科学的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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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方法

１．１　 逻辑推演及假说演绎

　 　 自然教育是一种生命化的动态积极教育，目的是通过发挥人的主动性，在与自然接触、互动、探索中了解

自然、感悟生命成长的客观规律，最终外化于行动。 在“知信行”理论中，知识获取、态度改变和行为形成是三

个连续的过程［２０—２１］，故要实现自然教育的终极目标，不仅要了解当前自然教育现状，更要充分理解三者在自

然教育中的关系和内在联系。 本文针对于影响小学生自然教育因素研究以 ＫＡＰ 理论为支撑，根据自然教育

内涵进行调整，将小学生的自然接触度（Ｉ）、自然了解度（Ｋ）和自然教育的渴望度（Ｎ）引入模型中，并提出以

下假说：
Ｈ１：小学生与自然的接触度与小学生对自然了解度呈正相关关系。
Ｈ２：小学生与自然的接触度与小学生对自然教育的渴望度呈正相关关系。
Ｈ３：小学生对自然教育的了解度与小学生对自然教育的渴望度呈正相关关系。
此外，在环境能力模型中：知识与自然的联系结合会影响人的行为［２２—２３］。 但根据事物认知规律可知：人

与事物的接触会影响人对事物内容的了解，但不能决定其了解程度。 为进一步探究小学生与自然的接触度与

了解度两者间的内在联系，现构建自然了解度（Ｋ）、自然接触度（ Ｉ）、自然接触时间（ ｔ）关系模型如公式（１）
所示：

自然了解度＝ ｆ 自然接触度，自然接触时间( ) ，
即 Ｋ＝ （ Ｉ，ｔ） （１）
并根据关系模型（１），提出假设如下：
Ｐ１：当自然接触度不变时，自然了解度在一定时间内随自然接触时间增加而增长。
Ｐ２：当自然接触时间不变时，自然了解度随自然接触度增加而增长。

１．２　 问卷设计

１．２．１　 针对小学教师的问卷设计

教师问卷从小学教师对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认知出发，基于教师对自然教育的了解、认知和期望角

度，从小学教师人口统计学特征、对自然及自然教育了解度、对小学生自然教育认同感、对小学生自然教育需

求度四个维度出发进行设计。
１．２．２　 针对小学生的问卷设计

学生问卷主要从影响小学生自然教育的因素出发，选取小学生的自然接触度（Ｉ）、自然了解度（Ｋ）、自然

教育渴望度（Ｎ）为三个一级维度，并在三个一级维度下设二级维度，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６．０ 软件对二级维度进行量化

处理，使一级维度的价值量等于二级维度价值量之和，其中价值量越大表明该维度发生的可能性越大。 同时

对一级维度和二级维度进行 Ｐｅｒｓｏｎ 相关性检验，根据表 １ 可知，本问卷各一级维度与二级维度均存在显著正

相关性关系（Ｐ＜０．０１）。 此外，为增强样本数据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对问卷的语言表达进行适龄化处理，使问

卷更适合小学生填写。
１．３　 样本结构

本研究通过问卷星平台，面向海南省不同城市和乡村的 ３９ 所小学教师及 １—６ 年级小学生，发放线上问

卷，调查时间为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共计获得 １９３７ 份教师问卷结果和 ９２５１ 份学生问卷结果。 筛除

不完整作答问卷、不符合本次调研对象问卷以及答案具有明显规律性问卷，本次教师有效问卷为 １６９２ 份，问
卷有效率为 ８７．３５％；学生有效问卷 ９０８９ 份，问卷有效率为 ９８．２５％；总问卷有效率为 ９６．３６％。

教师样本女性 ∶ 男性约为 ３∶１，符合我国小学教师性别比基本情况（表 ２）；教授的年级分布较均匀：教授

一二、三四、五六年级的比例分别为 ２５．２％、３０．１％和 ３０．６％；本科学历占总人数的 ６２．８％，表明本次参与调查

问卷的教师有着较高的学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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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影响小学生自然教育因素的维度匹配和相关性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一级维度
Ｆｉｒｓｔ⁃ｌｅｖｅ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二级维度
Ｓｅｃｏｎｄ⁃ｌｅｖｅ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Ｐｅｒｓｏｎ 检验
Ｐｅｒｓｏｎ ｔｅｓｔ

相关性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自然接触度（Ｉ）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ｄｅｇｒｅｅ 小学生家庭生活环境 Ｉ１ ０．１０６∗∗ ＋

Ｉ ＝ Ｉ１ ＋ Ｉ２ ＋ Ｉ３ ＋ Ｉ４ ＋ Ｉ５ 学习环境 Ｉ２ ０．７７７∗∗ ＋

娱乐方式 Ｉ３ ０．７６１∗∗ ＋

意愿可能Ｉ４ ０．７０４∗∗ ＋

休闲环境 Ｉ５ ０．０３４∗∗ ＋

自然了解度（Ｋ）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ｄｅｇｒｅｅ 对动植物了解度 Ｋ１ ０．５４９∗∗ ＋

Ｋ ＝ Ｋ１ ＋ Ｋ２ ＋ Ｋ３ ＋ Ｋ４ ＋ Ｋ５ 对保护自然知识了解度 Ｋ２ ０．７５８∗∗ ＋

对自然保护意义了解度 Ｋ３ ０．４８２∗∗ ＋

对自然现象了解度 Ｋ４ ０．５４４∗∗ ＋

对民俗文化了解度 Ｋ５ ０．５５７∗∗ ＋

自然教育渴望度（Ｎ） 对课堂自然教育渴望度 Ｎ１ ０．８７２∗∗ ＋

Ｄｅｓｉｒｅ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 Ｎ１ ＋ Ｎ２ 对课外自然教育渴望度 Ｎ２ ０．８４８∗∗ ＋

　 　 ∗∗代表 Ｐ＜０．０１；“＋”代表正相关，“－”代表负相关

学生样本男性、女性人数分别占有效问卷的 ５５．２％、４４．８％。 根据我国教育部 ２０２１ 教育统计数据，样本男

女比与我国在校小学生男女比基本一致，表明本次样本数据具有较高的可靠性；本次学生样本数据中年级分

布占比为：一二年占 ３．３％，三四年级占 １３．１％，五六年级占 ８３．６％，根据小学生认知水平差异性可知，五六年

级学生较低年级学生拥有较高的认知和评价能力，此数据表明本次学生样本数据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和参

考性。

表 ２　 样本结构分析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统计指标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分类指标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ｒｉｃｓ

案例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ａｓｅｓ

比例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教师性别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ｇｅｎｄｅｒ 男性 ４２１ ２５．５

女性 １２２９ ７４．５

学生性别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ｇｅｎｄｅｒ 男性 ５０２６ ５５．２

女性 ４０８１ ４４．８

教师学历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大专以下 ４１ ２．５

大专 ５３８ ３２．６

本科 １０４６ ６３．４

硕士及以上 ２５ １．５

教师任教年级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ｇｒａｄｅｓ 未任教 ２３２ １４．１

一二 ４１６ ２５．２

三四 ４９７ ３０．１

五六 ５０５ ３０．６

学生年级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ｇｒａｄｅｓ 一二 ３００ ３．３

三四 １１９３ １３．１

五六 ７６１４ ８３．６

２　 自然教育开展情况分析

２．１　 小学教师对自然教育的了解情况分析

如图 １ 所示，小学教师对自然现象了解情况为：不了解、一般了解和了解分别为 ４８５、６３７ 人和 ５２８ 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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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师对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了解情况为：不了解、一般了解和了解分别为 ３６８、６９０ 人和 ５９２ 人。 此

外，海南省小学教师观看科普视频频率以偶尔居多，共有 １０７０ 人；小学教师给学生做科普的频率也以偶尔居

多，共有 ６３７ 人。 以上结果表明，海南省小学教师自然教育了解程度比较一般。

图 １　 小学教师对自然知识及自然教育的了解度

Ｆｉｇ．１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Ｕ：不了解 Ｄｏｎ′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ＭＵ：一般了解 Ｍｏｄｅｓ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Ｕ：了解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很少 Ｓｅｌｄｏｍ；Ｇ：偶尔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Ｏ：经常 Ｏｆｔｅｎ

２．２　 小学教师对自然教育价值的认同分析

本研究发现小学教师对小学生自然教育的认同度较高。 在自然教育活动收获方面：各选项分值较接近，
表明教师认为自然教育对于学生是全方位的提升（图 ２）。 此外，９７．８％的教师愿意让自己学生或孩子在节假

日走近自然，进行亲自然活动，９４．８％的教师愿意让学生每学期抽出一定课堂时间，接受自然知识的科普

（图 ３）。
２．３　 小学教师和小学生对自然教育的需求分析

对于需求分析，本研究从教师和学生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在教师问卷中。 小学教师认为小学生对自然、民俗等知识比较缺乏，小学生对自然教育需求度较高。 仅

有 １２．２％的教师认为学生的课后生活不单调；５．３％的老师认为现在的学生不缺少与自然的互动和相关知识；
４．８％老师认为现在学生不缺少本地民俗文化（图 ４）。

在学生问卷中。 海南小学生对基础的自然知识了解度较高，对海南本土生态知识了解度一般，对公共熟

识度较低的自然的知识了解度也较低。 小学生对基础性的自然知识需求度较高，对深层次的技能型自然知识

需求度较低。 如图 ５、图 ６ 所示：海南省小学生对海南长臂猿和海南坡鹿的了解人数分别占比 ７２．８％、６３．４％，
相比对大熊猫和金丝猴的了解人数少，此外对青蛙了解人数最少，仅占 １３．５％。 且海南省小学生对“黎族图

腾”认识的正确率仅有 ５０．３％，对国家公园了解的人数不足一半，仅占 ４９．３％。 而小学生对自然教育内容需求

中，对了解动植物的相关知识的需求人数最多，占 ９０．２％；对观测知识的需求人数不足一半，仅占 ４７．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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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小学教师对小学生从自然教育中获得知识的评分

Ｆｉｇ．２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ｒａ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ｕｒ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图 ３　 小学教师让小学生接受自然教育的意愿程度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ｔｏ ｅｎｇａ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图 ４　 小学教师认为小学生对自然教育的需求度

Ｆｉｇ．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不缺少 Ｎｏ ｌａｃｋ ｏｆ；Ｇ：一般缺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ａｃｋ；Ｙ：缺少 ｌａｃｋ

３　 影响小学生自然教育因素分析

３．１　 相关性检验

　 　 为探究小学生自然接触度（ Ｉ）、自然了解度（Ｋ）、自然教育渴望度（Ｎ）的内在关系，其相关性检验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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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海南小学生对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知识的了解情况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ｍｏｎ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ｎ Ｈａｉｎａ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图 ６　 小学生对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教育知识的内容需求

Ｆｉｇ．６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ｎｅｅｄｓ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Ｈａｉｎａ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示（表 ３）：自然接触度与自然了解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 ｒ＝ ０．１９２；Ｐ＜０．０１）；自然接触度与自然教育渴望度呈

显著正相关关系（ ｒ ＝ ０．０６７；Ｐ＜０．０１）；自然了解度与自

然教育的渴望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 ｒ ＝ － ０． １４４；Ｐ ＜
０．０１）。 因此，假说 Ｈ１、Ｈ２ 成立，假说 Ｈ３ 不成立。
３．２　 差异性分析

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和方差检验（ＡＮＯＶＡ
差异性分析）分别对性别和年龄在各维度的差异性进

行验证。
３．２．１　 性别差异

性别在各维度的独立样本 Ｔ 检验结果如表 ４ 所示。
其中在小学生自然接触度维度中：性别仅对娱乐方式

（ Ｉ３）和休闲环境（ Ｉ５）有显著影响（Ｐ ＜０．０５），对小学生

家庭生活环境（ Ｉ１）、学习环境（ Ｉ２）、娱乐方式（ Ｉ３）和意

愿可能（ Ｉ４）无显著影响（Ｐ＞０．０５）。 在小学生自然了解

度维度中：小学生对动植物了解度（Ｋ１）维度男生相对

女生显著较高（Ｐ＜０．０５），其余四个维度均无显著差异。

在小学生自然教育渴望度维度中：性别对小学生对课堂自然教育渴望度 Ｎ１ 无显著影响（Ｐ＝ ０．６２１），而对课外

自然教育渴望度 Ｎ２ 有显著影响（Ｐ＜０．０５）。
根据性别对小学生娱乐方式和休闲方式选择影响可知，女生更愿意观看大自然题材的动画片或宣教片，

男生更愿意观看人物或机械题材的动画片或宣教片；女生偏向选择于读书和室内休闲的方式，男生偏向于选

择户外游戏。 所以女生在娱乐方式选择上自然接触度更高；而男生在休闲环境上与自然接触度更高，且对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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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自然教育需求高于女生。

表 ３　 三个一级维度相关性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ｆｉｒｓｔ⁃ｌｅｖｅ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维度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自然接触度（Ｉ）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ｄｅｇｒｅｅ

自然了解度（Ｋ）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ｄｅｇｒｅｅ

自然教育渴望度（Ｎ）
Ｄｅｓｉｒｅ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自然接触度（Ｉ）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ｄｅｇｒｅｅ １

自然了解度（Ｋ）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ｄｅｇｒｅｅ ０．１９２∗∗ １

自然教育渴望度（Ｎ）
Ｄｅｓｉｒｅ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０．０６７∗∗ －０．１４４∗∗ １

　 　 ∗∗代表 Ｐ＜０．０１

表 ４　 性别在各维度差异性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维度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平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ｌｕｅ

标准偏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Ｔ Ｐ

Ｉ 男性 ５．６４ １．３６ ０．９０８ ０．３６４
女性 ５．６２ １．３２

Ｉ＿１ 男生 ０．２２ ０．１３ １．３４８ ０．１７８
女生 ０．２２ ０．１２

Ｉ＿２ 男生 １．８３ ０．６４ １．０７２ ０．２８４
女生 １．８２ ０．６２

Ｉ＿３ 男生 １．７５ ０．５８ －２．１８１ ０．０２９∗

女生 １．７７ ０．５５
Ｉ＿４ 男生 １．３４ ０．５７ １．５１６ ０．１３０

女生 １．３３ ０．５７
Ｉ＿５ 男生 ０．４９ ０．２７ ３．１６２ ０．０００∗∗

女生 ０．４８ ０．２６
Ｋ 男性 ５．１１ ０．８９ －０．８７１ ０．３８４

女性 ５．１３ ０．８４
Ｋ＿１ 男生 ０．６０ ０．２３ ２．２３１ ０．０２６

女生 ０．５９ ０．２３
Ｋ＿２ 男生 ２．８４ ０．６０ －１．４０８ ０．１５９

女生 ２．８６ ０．５７
Ｋ＿３ 男生 ０．５７ ０．１５ －１．３２６ ０．１８５

女生 ０．５７ ０．１５
Ｋ＿４ 男生 ０．５６ ０．１９ －０．７７ ０．４４２

女生 ０．５６ ０．１９
Ｋ＿５ 男生 ０．５５ ０．２１ －０．４６１ ０．６４５

女生 ０．５５ ０．２１
Ｎ 男性 ２．４９ ０．８２ １．８６１ ０．０６３

女性 ２．４６ ０．７８
Ｎ＿１ 男生 １．２３ ０．４５ －０．４９５ ０．６２１

女生 １．２３ ０．４５
Ｎ＿２ 男生 １．２６ ０．５０ ３．５５４ ０．０００

女生 １．２２ ０．４６
　 　 ∗代表 Ｐ＜０．０５，∗∗代表 Ｐ＜０．０１

３．２．２　 年级差异

年级在各维度的 ＡＮＯＶＡ 差异性分析结果如表 ５ 所示。 其中在小学生自然接触度维度中：一级维度和五

个二级维度均有显著影响（Ｐ＜０．０５）。 在一级维度上，小学生与自然接触度随着年级增长而下降。 在二级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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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年级在各维度差异性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ｄｅｓ

维度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年级
Ｇｒａｄｅ ｌｅｖｅｌ

平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ｌｕｅ

标准偏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Ｆ Ｐ

Ｉ 一二 ６．０１ １．４３ １７．９０２ ０．０００
三四 ５．７４ １．２４
五六 ５．６０ １．３５

Ｉ＿１ 一二 ０．２６ ０．１８ ３．４６４ ０．０３１
三四 ０．２４ ０．１５
五六 ０．２２ ０．１２

Ｉ＿２ 一二 １．９８ ０．６５ １９．８９３ ０．０００
三四 １．９０ ０．６１
五六 １．８１ ０．６３

Ｉ＿３ 一二 １．８６ ０．５９
三四 １．８０ ０．５４ ９．９２２ ０．０００
五六 １．７５ ０．５７

Ｉ＿４ 一二 １．４４ ０．６２
三四 １．３２ ０．５４ ５．９６３ ０．００３
五六 １．３３ ０．５８

Ｉ＿５ 一二 ０．４６ ０．２２
三四 ０．４８ ０．２０ ２５．０７３ ０．０００
五六 ０．４９ ０．２０

Ｋ 一二 ４．８７ １．２２ １５．８６６ ０．０００
三四 ５．０７ ０．９１
五六 ５．１４ ０．８４

Ｋ＿１ 一二 ０．５７ ０．２７ ３．８０７ ０．０２２
三四 ０．５８ ０．２４
五六 ０．６０ ０．２３

Ｋ＿２ 一二 ２．６６ ０．８５ １８．４５２ ０．０００
三四 ２．８２ ０．６２
五六 ２．８６ ０．５７

Ｋ＿３ 一二 ０．５５ ０．１７ ６．５００ ０．００２
三四 ０．５６ ０．１６
五六 ０．５７ ０．１５

Ｋ＿４ 一二 ０．５５ ０．２２ ０．６２４ ０．５３６
三四 ０．５６ ０．１９
五六 ０．５６ ０．１９

Ｋ＿５ 一二 ０．５５ ０．２３ ０．１３１ ０．８７７
三四 ０．５５ ０．２１
五六 ０．５５ ０．２１

Ｎ 一二 ２．７４ ０．９９ １７．７２９ ０．００
三四 ２．４８ ０．８０
五六 ２．４６ ０．７９

Ｎ＿１ 一二 １．３８ ０．５５ １９．１８４ ０．０００
三四 １．２５ ０．４６
五六 １．２２ ０．４５

Ｎ＿２ 一二 １．３６ ０．５６ ９．６０１ ０．０００
三四 １．２３ ０．４６
五六 １．２４ ０．４８２

度上，随着年级的提升，除休闲环境外，其余 ４ 个二级维度的平均值均下降。 在小学生自然了解度维度中：一
级维度和二级维度中小学生对动植物了解度（Ｋ１）、保护自然知识了解度（Ｋ２）、对自然保护意义的了解度

（Ｋ３）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且均随年级的增长而提升；而年级在小学生对海南特有自然现象了解度

（Ｋ４）和对海南文化了解度（Ｋ５）不存在显著差异。 在小学生自然教育渴望度维度中：一级维度和两个二级维

度均有显著影响（Ｐ＜０．０５），且均随年级增长而显著减弱。
根据儿童年龄和认知关系可知：小学生对事物的认知程度和年龄呈正相关，故高年级学生知识储备高于

低年级学生。 基于小学生年级与课程任务关系可知：小学生的课业任务随年级升高而增长。 随着年级的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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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学生的课业任务和课程难度也随之提升，课余休闲和非必修课也相应减少，故与自然接触的可能性也会

降低，但其寻求休闲环境的程度增高，所以课业任务增多可能是影响小学生对自然教育需求的因素之一。
为理清小学生自然了解度、自然接触度和自然接触时间之间的关系，现以自然接触度为调节变量，分别探

讨自然接触度不变、自然接触度随时间变大和自然接触度随时间变小三种条件下，自然了解度与时间的关系。
根据认知成长规律可知：当人与事物接触程度不变时，人对事物的了解会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与对事物的接触

时间成正相关关系，当人对事物了解达到一定程度后，在接触度不变情况下，了解度增长会趋于平缓；当触度

随时间不断变大时，通过人与事物间不断的互动，促进人对事物的认知，人对事物的了解度增长速率也会增

大，反之同理（图 ７）。 由此可知，自然接触度影响的是自然了解度随时间变化的增长速率，而非是直接影响自

然了解度，故假设 Ｐ１ 成立，Ｐ２ 不成立。

图 ７　 Ｉ为变量的 Ｋ 与年级关系图

Ｆｉｇ．７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Ｋ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ｅ ｗｈｅｎ Ｉ ｉｓ ａ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Ｋ：自然了解度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ｄｅｇｒｅｅ； Ｉ：自然接触度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ｄｅｇｒｅｅ

４　 讨论

４．１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小学生自然教育现状

海南省小学对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师资力量有较大需求。 本研究表明：海南省小学教师学历

虽较高，却对于自然及自然教育了解较一般，但对小学生开展自然教育的认同度较高，并认为小学生对自然教

育需求度较高。 在行为计划理论中，意愿的强烈程度是对事物的关注度和信任度的反映［２４］，由此可知，校方

对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小学生自然教育有较高的关注，并对开展小学生自然教育持积极态度。 但受教师对

自然知识了解有限、校内现有人才资源短缺、教育场地不完善等客观条件的制约，由校内老师主导的自然教育

课程开展受限，对由专业人士主导的自然教育课程有较大需求。 可通过培训校内专职自然教育老师、开设精

品课程，或引进校外专家进校指导等措施改善这一问题［２５］。
海南省小学生对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课程多元化有较大需求。 在本研究中发现：海南省小学生对基础

的自然知识了解度高于对海南本土自然知识，且对公共熟识度较低的自然的知识了解度较低。 此外，海南省

小学生对基础性的自然知识需求高于对深层次的技能型自然知识需求度，更喜爱贴合生活的综合性自然教育

项目。 从教师和学生不同研究角度可知，目前海南省小学生因课余生活单调、学校开展自然文化主题的非专

业课程能力有限、小学生与自然接触、互动不足等因素影响，海南省小学生对自然教育课程存在较大的需求。
４．２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小学生自然教育影响因素内在联系

海南小学生自然接触度与自然了解度、自然渴望度呈正相关关系；海南省小学生自然了解度与自然渴望

度呈负相关关系。 其原因在于小学生与自然接触越多，发现自然“兴趣点”的机会越大、与自然“链接感”越
强，越能激发小学生对自然的好奇心，所以自然接触度的提升有利于自然渴望度的提升［２６—２７］。 而小学生对自

然了解度受多种因素影响，如与自然接触程度、与自然接触时间、接受自然知识传授机会以及自我对自然知识

的渴望程度等，虽然年级升高、课业压力增大和课余时间减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小学生与自然的接触机会，
但小学生接触自然的总时间和自我接受知识的能力也随着年级升高而提升，加之不断与自然进行互动，小学

０１ 　 国家公园（中英文）　 　 　 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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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自然的接触就越多，探索观察自然和了解自然的机会就越多，且本研究发现自然接触度与自然了解度随

年级变化的速率有正相关关系，即自然接触度增加可提升自然了解度随时间变化的增长速率，所以小学生与

自然接触度的增加有利于对自然了解度的提升。
根据儿童认知发展规律［２８］可知：小学生处于人自我发展的起步阶段，是个体发展的基础时期，是生长发

展最旺盛、可塑性最强、接受知识最积极的时期，且该阶段的儿童具有强烈的好奇心，所以当儿童对自然了解

较少时，自然对小学生产生的“神秘感”就越强，小学生对自然的好奇感就越强，小学生探索自然的渴望度就

越高。 因此，为增强小学生自然教育效果，我们可增加小学生与自然的接触度，激发小学生对自然的好奇心和

渴望，形成与自然的链接，从而提升小学生对自然教育的渴望度，达到增加自然知识的了解度。
４．３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小学生自然教育体系提升思路

根据以上研究，针对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小学生自然教育体系的发展，可以从以下进行提升：首先加强

小学生校内自然教育的“沉浸感”。 根据环境与感知关系可知，加强与环境的接触，可以提高人对环境内容的

感知［２９］。 通过完善校内开展自然教育的场所、配套基础设施，把自然教育融入到小学生学校生活的各方面，

提升学生在校内的自然教育 “沉浸感［３０］。 其次，促进小学生对自然教育的“依赖感”。 优先开发小学生需求

度和热爱度高的自然教育课程，提升小学生对自然教育的满意度以及接受自然教育后自我的获得感和成就

感。 此外，应重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小学生自然教育课程的“在地性”和形式的“多样性”。 基于小学生

知识接受水平、能力以及本研究中小学对自然知识的需求和喜爱情况，提取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适合小

学生自然课程的元素和施教场所，使其具有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特色“基因”，借助建模、ＶＲ、全息影像等技

术，将难以去到的地方和自然景观进行数据模型虚拟化。 同时应重视纸质化自然教育课程读物研究，制作成

自然笔记、动画或绘本［１７］，增加小学生日生活中接触自然教育的机会，使自然教育渗透进小学生日常生活的

各部分。

５　 结论

自然教育是一种符合儿童认知成长规律的教育形式［３１］，自然教育不仅使儿童与自然产生链接，从自我角

度主动积极的探索自然、了解生命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还可以弥补我国传统被动式应试教育的不足［３２］，
可以激发儿童接受知识的好奇心和感知力，并在自然教育中潜移默化塑造儿童的人生观、世界观，减弱儿童

“自然缺失”症［３３］以及为特殊儿童教育带来新的发展方向［３４］。
自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中央深改委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２０１９ 年 ４ 月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揭牌成立，到 ２０２１ 年成为我国第一批国家公园［２， １０， ３５］。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也在积极探索以国家公园为主阵地，具有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特色的小学生自然教育体系建立。 并在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成立 １０ 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学校，为海南省小学生自然教育项目开展提供优质

的自然教育场所。 此外，海南省越来越多部门开始注重小学生自然教育，多次开展“野生动植物宣讲”、“自然

教育进校园”等有关自然教育的公益项目，为小学生自然教育发展提供新的契机。
本文基于文献综述法、问卷调查法，对海南省小学教师和小学生对自然教育认知需求、海南自然教育发展

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评价，得出海南省小学对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师资力量、海南省小

学生对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教育课程多元化有较大需求。 并基于影响海南省小学生自然教育影响因

素的内在关系，对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小学生自然教育系统发展提出“两感”、“两性”建议，为后续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小学生自然课程研发提供充实的数据参考和发展思路。 此外，未来研究也需对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开展自然教育的场所建设、对从事于自然教育人员的培训课程研发以及对小学生自然教育具体课程

内容及施教环境的构建要素等给予重视，这样才能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理论实践一体化的具有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特色的小学生自然教育体系。

１１　 ４ 期 　 　 　 赵磊　 等：海南小学生自然教育影响因素分析———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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