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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侨城湿地公园环境教育效果实证分析

郭梅秀
（广东省岭南综合勘察设计院，广州　５１０６６３）

摘　要：湿地公园开展环境教育是坚持资源保护、永续利用的重要环节。本文构建了环境知识、价值观、环境态度
与环境教育效果的概念模型，以深圳华侨城湿地公园游客为样本检验了模型的可靠性。研究结果表明：环境知识

通过环境态度直接或间接驱动环境教育效果；生态价值观与利他价值观通过环境态度间接驱动环境教育效果，利

己价值观对环境教育效果不具有驱动作用。因此，本文的结论对湿地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效果的优化与开展具有关

键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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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湿地面临着生物多样
性的减退，面积迅速减小，生态功能受到严重威胁等

问题［１］。湿地公园的建立是湿地保护体系中的核

心环节，它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休闲娱乐场所，更是进

行环境教育的重要营地［２］。目前，在全球环境污染

日趋严重的背景下，环境教育是一种先进的、主动

的、综合性的环境保护模式［３］。湿地公园开展环境

教育不仅对湿地生态系统及其资源具有重要的保护

作用，同时其环境教育效果将直接影响我国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的建设速度［４］。因而对于环境教育效



果探究逐渐受到业界及学者们的重视，但是学术界

关于环境教育效果的研究聚焦于评价体系的构建，

对于驱动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驱动机制的研

究仍显不足，亟待完善［５］。因此，当务之急是厘清

湿地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效果的驱动机制。

环境知识作为环境教育根基所在，同时也是认

识与环境与自然的必备内容。然而，环境教育最终

的目标是培养学习者正确的价值观及环境态度，使

学习者愿意全身心的投入去感受与保护环境。所

以，环境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同样是环境教育的重

要组成内容［６］。当下，学者们仅从环境知识［７，８］、价

值观［９，１０］、环境态度［７～８，１０］等内在因素来解释环境

教育效果。目标框架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决策是

由多元因子共同驱动的［１１］。环境态度与价值观作

为环境教育效果的关键驱动因素［６］，是否有必要将

环境知识、价值观、环境态度相整合探究环境教育效

果的解释效力呢？价值信念规范理论认为，价值观

对学习者的行为与态度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作用，

在认知系统内具有核心地位［１２］。期望价值理论认

为，学习者通过评定特定目标的属性从而形成该目

标的信念，该信念因归纳在态度逻辑框架中，因而态

度是行为的决定要素［７］。基于此，本研究选取深圳

华侨城湿地公园游客为样本，探究环境知识、价值

观、环境态度对环境教育效果的影响路径。本文的

结论对湿地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效果的优化与开展具

有关键指导作用。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理论基础
１．１．１　环境知识、环境态度对环境教育效果的影响

个体的行为改变主要通过知识的获取、信念的

产生及实施行为３个连续过程［７］。ＫＡＰ认知评价
法首先出现在医学研究领域，其核心原理是知识

（Ｋ）是根基，态度（Ａ）是动机，行为（Ｐ）是目标［１３］。

依据ＫＡＰ的逻辑思路，本文认为培养游客良好的环
境行为是由一定的环境知识与积极的环境态度转化

而来的，游客对环境教育效果的认知是游客获取环

境知识、激发环境保护信念，形成积极环境保护行为

的３个连续过程。近年来，学者们直接或者间接地
实证检验该逻辑思路，李文明通过 ＫＡＰ干预技术，
实证探究了环境教育效果干预前后游客知识、态度、

行为之间具有差异性，说明环境教育干预具有一定

的理论与实践价值［１４］。同时，赵黎明等学者研究发

现知识对行为意识具有直接影响关系［１５］。基于此，

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环境知识对环境态度存在正向驱动作用。
Ｈ２：环境知识对环境教育效果存在正向驱动作

用。

Ｈ３：环境态度对环境教育效果存在正向驱动作
用。

１．１．２　价值观对环境态度的影响
价值观指个体形成生活意义与具体行为的持久

信念，影响个体的态度与行为［１０］。环境教育的最终

目标是培养学习者的价值观与环保态度，促使环保

行为的实践［４］。Ｓｔｅｒｎ等人提出价值 －信念 －规范
理论认为环境态度受到价值观系统的影响，Ｓｔｅｒｎ等
将价值观划分为３个维度，分别为利己、利他、生态
价值观［１２］。但价值观并不直接影响环境教育效果，

三者之间存在价值观－环境态度－环境行为阶层式
关系［１６］。据此前人将价值观作为环境态度的关键

前置变量，并普遍认为个体的环境保护价值观越强，

个体的环境保护态度越积极［１５］。黄涛等通过长城

国家公园试点的游客为样本，实证探究了利他价值

观与生态价值观对环境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

用［１０］。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利他价值观对环境态度存在正向驱动作
用。

Ｈ５：利己价值观对环境态度存在负向驱动作
用。

Ｈ６：生态价值观对环境态度存在正向驱动作
用。

１．２　研究设计
１．２．１　研究区概况

本研究选取深圳华侨城湿地公园为案例地。公

园地处现代化大都市的腹地，为都市人群了解湿地、

亲近湿地、感受生态自然变化提供了便捷。公园内

生态资源极其丰富，截止２０１７年，公园内记录的鸟
种超过１５０种，红树林植被占地４万ｍ２；２０１４年，华
侨城湿地公园被广东省环保厅授予“广东省环境教

育基地”称号；同年华侨城湿地公园建立了深圳首

个自然学校，自然学校的建立已成为中国自然学校

与环境教育的典范。因此，本研究选取华侨城湿地

公园为研究案例地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与代表性。

１．２．２　问卷构成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问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人口

统计学特征，第二部分为价值观、环境知识、环境态

度与环境教育效果的量表构成。价值观量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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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ｅｒｎ等［１２］与黄涛等［１０］研究；首先对３位湿地管理
人员与２０位游客进行访谈对价值观部分测量题目
进行删减，然后应用ＳＰＳＳ２２对价值观结构进行探索
式因子分析（ＥＦＡ），删除因子负荷量小于０５的测
量题目，删除交叉符合量小于０．４的测量题目，经筛
选后获得１３道测量题目，其中 ＫＭＯ＝０８８４，，小于
标准值０７，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定达显著，因此适合做进
一步的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特征根大于

１，因素旋转采用最大方差法，且最大迭代在２５次。
表１为ＥＦＡ输出结果，与Ｓｔｅｒｎ等［１２］与黄涛等［１０］价

值观３维度划分一致，量表探索出３个因子，累计解
释方差为６９５１８％，笔者将其命名为生态价值观、
利他价值观、利己价值观（见表１）。环境知识、环境
态度量表参考夏凌云等［７］与余晓婷等［８］的研究；环

境教育效果参考黄常州等［５］的研究。本研究中所

有的变量均使用 Ｌｉｋｅｒｔ７点法，正式调研于２０１８年
十一黄金周期间，采用现场随机抽样的方法收集数

据。共发放３８６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３４０份，有效
率８８０８％。

表１ 探索性因子分析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因子 测量题目
因子负荷量

因子１ 因子２ 因子３
生态价值观 我们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建立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基础之上 ０．８０７

动植物与人类一样享有平等的生存权 ０．８０１
尽管人类有改造自然的能力，但依然要服从自然规律 ０．７８５

我们应该尊重自然，与自然界和谐相处 ０．７６３
地球的空间和资源是有限的 ０．７３８

利他价值观 保护环境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 ０．８７５
破坏湿地的环境会威胁游客和当地居民的健康 ０．８４７

保护湿地的自然资源与环境有利于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 ０．８４４
我愿意为了保护湿地环境而改变我现在的行为方式 ０．８０８

利己价值观 人类是地球的主人，生来就有统治自然界的权力 ０．８４６
人类能够完全掌握自然规律并最终控制它 ０．７４４

湿地的环境保护规定限制了我的行为选择和自由 ０．７２６
离开了人类的需要，环境不再具有价值和意义 ０．６９８

累计解释方差 ２６．１８７％ ５１．８５６％ ６９．５１８％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样本统计特征
统计样本在性别方面，男性占４５８８％、女性占

５４１２％，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教育程度，本科及以
下群体为主，占总体比例４９４１％；家庭年收入，年
收入以８万以下为主，占总体比例的５８２３％。年
龄构成，各年龄段基本成正态分布，主要以２０～４０
岁青壮年为主，占总体比例的５２０５％。
２．２　信度与效度检验

运用ＡＭＯＳ２２软件对测量模型进行验证式因子
分析（ＣＦＡ），结果显示，模型中所有变测量指标的标
准化因子负荷量介于０５６７～０９２６之间，均高于临
界阈值０５；生态、利己、利他价值观变量的组成信
度（ＣＲ）分别为 ０８９２、０７５５、０９１９，环境知识、环
境态度、环境教育效果变量的组成信度（ＣＲ）分别为
０９０１、０８８６、０７７９，各变量的组成信度均高于临界

阈值０５；生态、利己、利他价值观变量的平均方差
提取量（ＡＶＥ）分别为０６２４、０４４２、０７３９，环境知
识、环境态度、环境教育效果变量的平均方差提取量

（ＡＶＥ）分别０７５３、０６６０、０５４４，各变量的平均方
差提取量均高于临界阈值０４，说明测量模型的收
敛效度良好。

２．３　结构模型拟合分析与假设检验
结构模型拟合最终结果分析（见表２），结构模

型的卡方值（χ２）为４２０３１２，自由度（ＤＦ）为２１８，卡
方自由度比值（χ２／ＤＦ）为１９２８，介于临界值１～３
之间；其他拟合指数均在标准范围内，ＧＦＩ＝０９０１，
ＲＭＳＥＡ＝００８６，ＴＬＩ＝０９５１，ＣＦＩ＝０９５８，ＩＦＩ＝
０９５８，说明研究样本与结构模型输出结果具有良好
的匹配度。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见图１）。环境知
识对环境态度与环境教育效果均存在正向驱动作

用，系数分别为β＝００８９与０２９；环境态度对环境
教育效果存在正向驱动作用，系数 β＝０５３２；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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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与利他价值观对环境态度存在正向驱动作

用，系数分别为 β＝０５０３与０３７７；利己价值观对
环境态度不存在驱动作用。因此，假设Ｈ１、Ｈ２、Ｈ３、
Ｈ４、Ｈ６成立，假设Ｈ５不成立。

表２ 模型拟合指标

Ｔａｂ．２ Ｍｏｄｅｌｆｉｔｔｉｎｇｉｎｄｅｘ

模型拟合度 χ２ ＤＦ χ２／ＤＦ ＧＦＩ ＲＭＳＥＡ ＴＬＩ ＣＦＩ ＩＦＩ
理想值 １＜χ２／ＤＦ＜３ ＞０．９ ＜０．０９ ＞０．９ ＞０．９ ＞０．９
实际值 ４２０．３１２ ２１８ １．９２８ ０．９０１ ０．０８６ ０．９５１ ０．９５８ ０．９５８

图１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ｈｙｐｏｔｈｅｉｓｅｔｅｓｔｏｆＳＥＭ

３　结论与建议

３．１　结论
（１）本研究应用验证式因子分析的方法对环境

知识、价值观、环境态度与环境教育效果的收敛效度

分别进行了检验，验证了各因素的测量指标均满足

信度与效度的要求。总结归纳出价值观由生态价值

观、利己价值观与利他价值观 ３个维度构成，这与
Ｓｔｅｒｎ等［１２］与黄涛等［１０］价值观３维度划分一致。

（２）本研究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环境知
识、价值观→环境态度→环境教育效果之间的相互
关系。结果表明，环境知识通过环境态度直接或间

接驱动环境教育效果，这与李文明［１４］与夏凌云等［７］

的研究结论相似，同时再次验证了ＫＡＰ认知评价在
环境教育领域的应用价值［１４］；上述结论说明了环境

知识能够为游客提供丰富而具有意义的游憩体验，

提高游客的环境态度，从而促进环境教育效果的转

化。同时通过湿地公园环境知识所传递的信息，让

游客了解到构成湿地公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提升了游客的环境知识水平，将尊重人文自然环境

的生态旅游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实现以环境教

育来促进湿地公园的环境保护。

（３）生态价值观与利他价值观通过环境态度间
接驱动环境教育效果，利己价值观对环境教育效果

没有驱动作用，这与黄涛等［１０］的研究相似。利己价

值观的理念与我国传统文化理念有所不同，我国传

统文化富含集体主义，其中部分精华符合现代的生

态理念（将个体自身与自然融为一体），从他人的利

益视角看待环境问题，利己价值观注重个体利益，因

此，利己价值观对环境教育效果不具有驱动作用。

上述结论说明伴随着绿色革命等思想浪潮的影响，

尤其是我国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以来，大部分国人从

过去以天下名山等视角审视自然的美，逐渐转变为

自然的价值、人与自然的亲密接触、实践、思想等多

维度来审视自然的美，追求自然价值所在。因此，随

着国人自然审美价值观的转变与更新，更能有效的

通过利他、生态价值观来增强湿地公园环境教育效

果。

３．２　建议
（１）本研究的结论证实价值观通过环境态度对

环境教育效果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价值观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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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从儿童着手，学校、家庭、社会各方面机构应从儿

童的生活点点滴滴中灌输环保行为的经济效益。例

如，湿地公园可开展以生态为主题的亲子游、第二课

堂等面向小群体的专项产品，引导个体的正确的环

保价值观与环保行为，共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培养

体系。

（２）本研究的结论证实环境知识通过环境态度
直接或间接对环境教育效果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环境知识，作为环境教育的基础，帮助游客学习到关

于环境方方面面的知识，是人与环境之间如何相互

和谐相处的基本了解。湿地公园可通过解说标识

牌、宣传手册等方式介绍湿地公园景观构成、生态系

统等，凸显出湿地公园资源的价值。解说标识牌、宣

传手册等环境知识的传播需要更多的涉及环保行为

与绿色消费等问题，凸显出环保主题，使游客更加明

确自身的环保行为会对湿地公园的高质量发展具有

意义深远的作用。

（３）环境态度最为环境教育效果重要组成部
分。湿地公园通过多元途径营造环保氛围，让游客

充分认识到环保行为的重要性。例如湿地公园因配

合学校以及相关单位机构、公司团体等开展湿地大

讲堂等形式，义工开放日等环保活动等形式培养游

客的环保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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