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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19 年中国自然教育现状调查结果

出炉。

问卷采取线上调查的方式，选取了 4个一线

城市和4个二线城市，从“从业者及自然教育机构

背景”“公众对自然教育的认识”“自然保护地开

展自然教育的状态”3个方面向公众、自然教育机

构及自然保护地展开调查，以求尽可能准确地反

映当前我国自然教育的发展现状。

从事自然教育的工作者和相关机构的发展

现状如何？公众眼中的自然教育是什么样的？

各自然保护地当前又是如何开展自然教育的？

记者现从问卷调查中掇菁撷华，以飨读者。

推动立法为自然教育
行业发展保驾护航

调查显示，目前，自然教育的主体从业者由

中青年组成，他们大部分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

的教育背景，与往年相比，男性从业者的比例有

所上升。当然，自然教育作为新兴行业，多数从

业者经历少于 3年。

喜欢、热爱大自然，愿意在自然中开展有趣

的活动，同时也鼓励大家热爱自然，与自然建立

起亲密的联系是这些从业者选择自然教育行业

的重要原因。

基于对大自然的热爱，从业者对自然教育

行业的忠诚度和满意度都很高。调查显示，绝

大部分从业者在未来职业规划中都愿意把自然

教育行业作为长期发展的职业。但如何培养更

多专业人才，使专业人才保持长期稳定的工作

态势，从而保障自然教育行业持续繁荣发展，则

成为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同时，自然教育从

业者还希望得到政策、资金、社会公众包括家人

的支持。

从自然教育机构角度来看，由于人才匮乏

及从业者工作年限较短，在团队管理上还存在

一些不足，需要积累更多的经验。未来 3 年，机

构发展的重点依旧是研发课程、建立完善的课

程体系，提高团队在自然教育专业的商业能

力。其中课程的研发需要机构与能够共同推动

自然教育发展的有影响力的媒体（包括自媒体）

共同开展，并提供专业培训的同行及其他各项

开展自然教育活动时的对接伙伴共同合作，通

过思想的碰撞，拓展思路。当活动做完后，教育

机构还要及时对参与者进行满意度调查，这不

仅体现了专业的态度，还能不断开拓市场，为自

身的生存和发展做努力。在此基础上，机构还

应以价值观为导向，思考自然教育的深刻内涵，

即在提供自然体验之外，怎样才能对个人发展

产生更大的影响。

调查中，一些受访者还认为：为保障自然教

育行业从业者、机构、受众的共同利益，应进一

步推动立法，以法律法规保障基础权益，并为自

然教育行业持续发展创造更多机会。

超 过 80% 的 受 访 者
愿意参与自然教育活动

本次调查包含 4 个一线城市和 4 个二线城

市，从中抽取了 1000 多份样本。主要调查了自

然教育受众的背景、对自然教育的看法。结果

显示，虽然自然教育行业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

但市场前景无疑是广阔的。

总体而言，受访者对自然的认知与参与意

愿非常高，94%的一线城市和 88%的二线城市受

访者至少每月到大自然中活动一次。参加活动

的类型，大多以观察野外植物为主。

自然教育的积极参与者对自然保护的认同

度更高，除对大自然保持积极友好的态度外，还

表达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受访者表示

“我愿意努力减少自己对环境和大自然带来的

负面影响”，二是“我时常感到紧张或焦虑”。

城市中，人们感受到紧张与焦虑是常见问

题，而自然教育可以帮助人们缓解这些情绪。

此时就需要提供自然教育服务的从业者、机构

深入思考，服务过程中到底为受众解决了哪些

问题，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等，从而研发出质

量更高的自然教育活动。

减少自身对环境和大自然的负面影响，不

仅只有通过自然教育能够带来行为的改变，消

费、周围环境、生活水平等复杂的生活方式都影

响着一个人的行为。虽然保护环境的观念容易

树立，但把观念转化为行动、行动带来收益还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

对于自然教育活动的参与者而言，他们中

绝大多数都感到参加自然教育活动后，与大自

然的关系更融洽，对人、对大自然的责任心更强

了。

在自然教育领域，支付意愿成为人们最关

心的问题。从调查结果看，68%想要参与自然教

育活动的受众中，大部分愿意支付每天 100-300
元的费用。在自然教育机构的选择时，他们更

看重老师的专业性，其次是课程的设置。因此，

只有打好人才培养、课程质量这场攻坚战，才能

进一步吸引受众参与其中。

自然保护地软硬件
水平需同步提升

对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地质公园等多处

自然保护地开展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保护地

开展自然教育的活动形式还较为单一，大多是

科普、知识性讲座、自然观察、自然游戏等，只有

行政级别稍高的自然保护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和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开展的自然教育活

动相对丰富一些，还有 8%的保护地尚未开展过

任何形式的自然教育活动。

2010 年以后，尽管保护地开展自然教育的

活动逐渐增多，但每年接待的人数大多在 1000
人以下，主要对象是中小学生、亲子家庭、周边

居民等，受众有限。

在自然教育的硬件建设上，各保护地都比

较完善，博物馆、科普馆、宣教馆、自然教室等

一应俱全，也能够提供与之相配套的自然解

说。值得一提的是，自然保护地对本地区的生

物多样性检测情况也颇为完善，可以为自然教

育讲解提供大量资源，但在多样性调查中，植

物、鸟类、兽类资料较齐全，其他门类资料则较

少。当前，开展高质量自然教育活动的自然保

护地仍是少数，保护地需要与自然教育机构加

强合作，共同开拓自然教育事业。在自然教育

中的投入，半数的受访机构投资规模小于 10 万

元或无投入，20%的机构投入资金 30 万元以

上。由于自然保护地开展自然教育并非出于

盈利目的，因此目前还没有通过自然教育盈利

的案例。

报告提出，具有公益性的自然教育在我国

是一个新兴行业。从业者具有年轻、对大自然

充满热情和保护的价值观等特点，在收入低的

情况下仍保持了对行业的忠诚。但这一行业目

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人才缺乏、资金、盈利不足

等，需要政策的扶持。特别是人才缺乏这一问

题，能力的培训与提升成为当务之急。此外，行

业内相互间的合作和网络平台的搭建也十分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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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的一线城市和88%
的二线城市受访者至少每月
一次到大自然中活动。

积极的参与者
对自然和保护
的认同度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