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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户外教育思想的源流考释

高　飞，刘华荣，王华倬

摘　要：户外教育是位于 （ｉｎ）、关 于 （ａｂｏｕｔ）并 为 了 （ｆｏｒ）户 外 的 教 育。厘 清 户 外 教 育 思 想 的 演 进 逻

辑，是系统了解西方户外教育实践导向的关键，亦是推动我国户外 教 育 发 展 的 必 要 参 照。从 历 史 和 比 较 研 究

的视角，以时间为经，以代表人物为纬，系统考释西方户外教 育 思 想 的 源 流 后 认 为，西 方 户 外 教 育 思 想 源 远

流长，户外教育起源于自然学习，初步形成以体验教育为核心的思 想 体 系，在 透 过 自 然 学 习 的 滋 养 并 综 合 了

体验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为环境生态教育。在这一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户外教育思想发展的根本驱动力，

人对自然认识的深化是思想演变的根本动因，“全人”的发展是户外教育思想的核心议题和发展方向。西方户

外教育思想的演进规律对推动我国户外教育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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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户外教育是发生在户外的，以户外活动为教学内容的教育，目的是发展

人们在生活中的知识、技能和态度［１］（Ｐ３）。户外教育并不是新兴概念，其根植于教育之中［２］（Ｐ１７０）。户

外教育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作为学术用语第一次出现在１８８９年德国柏林国际结核病大会上。一

篇旨在 “通过露天 （Ｏｐｅｎ－ａｉｒ）或户外学校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ｓｃｈｏｏｌ）改善儿童结核病和其他病症”的报

告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虽然此时的户外教育仅关注患病和发展迟滞的儿童，但其思想内涵仍

值得教育工作者深思”［３］。随后，“户外教育”一词开始在美国广泛使用。在西方国家，户外教育没

有统一的教学标准和教学评价模式。户外教育可通过国家或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教育机构甚至是

企业来组织实施，可以在任何地点开展活动，户外教育的实践活动呈现出多元化特征［１］（Ｐ２）。户外

教育的内涵丰富，其中，“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ａｂｏｕｔ，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ｕｔ－ｏｆ－ｄｏｏｒｓ”［４］这一定义得到国内外的

普遍认可，即 “户外教育是位于 （ｉｎ）、关于 （ａｂｏｕｔ）并为了 （ｆｏｒ）户外的教育”，这基本阐明了

户外教育的地点 （任何地方）、教育目的 （发展知识、技能及对社会的态度）、教育内容 （户外及任

何与自然环境有关的文化）以及教育方式 （以户外为手段），尤为强调教学环境还包括课堂之外。
在２１世纪初，自然缺失症才开始得到教育界的广泛关注［５］（Ｐ８２），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却一直

影响着教育。户外教育思想与教育思想联系颇深，其来源可追溯至１７到２０世纪哲学家、教育家的

思想观念，其中，自然主义代表人物洛克、卢梭、裴斯泰洛奇和实用主义代表人物杜威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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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户外教育思想的影响深远［６］（Ｐ４５－４６）。在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哲学、教育思想家对 “户

外教育”的广义概念进行了提炼与分析，确定并综合了共同的要素，以形成户外教育的思想体系。
其中，不 少 先 进 的 教 育 理 念 得 到 了 唐 纳 德 森 （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福 瑞 德 瑞 克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夏 普

（Ｓｈａｒｐ）、贝登堡 （Ｂａｄｅｎ－Ｐｏｗｅｌｌ）、库尔特 （Ｋｕｒｔ）等户外教育理论家与实践家的传承与弘扬，这

些都对户外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此外，国内外对户外教育思想的源流考证也不甚清晰，国内学界、业界将 “户外运动”与 “户

外教育”两者混淆使用，但户外运动只是实施户外教育的一种手段，前者的内涵和外延远远不及后

者丰富。缘此，明晰户外教育思想的概念，考证辨析户外教育思想的源头和发展历程，既要强调户

外教育的教育与哲学基础，又要从户外教育思想出发系统地梳理其起源与发展。揭示西方户外教育

思想演进的基本规律，是全面了解西方户外教育实践导向的关键所在，亦是厘清我国户外教育研究

思路、指引我国户外教育实践健康发展的必要路径。

一、户外教育思想源起：自然学习

户外教育思 想 最 初 来 源 于 自 然 学 习 （Ｎａｔｕｒｅ－ｓｔｕｄｙ），自 然 学 习 主 要 关 注 人 与 自 然 的 关 系 问

题［７］（Ｐ２）。西方自然学习理论源于人们对适应自然重要性的认识，其最早可追溯至１７世纪英国哲学

家、教育家洛克在 《教育漫话》中的内容。洛克提出，“即使是冬天，儿童也要在自然中待一段时

间，只有习惯于炎热和寒冷，阳光和雨水的环境才会健康成长，如果身体可以忍受严寒酷暑，那么

自然对儿童的影响就微乎其微。如果等长大以后儿童再开始适应自然就太晚了”［８］（Ｐ２６）。他认为，儿

童适应自然首先要做到身体对各种生存条件 （气候、水土）的适应，身体强健的判断标准是 “能吃

苦耐劳”，要使得身体能吃苦耐劳，则要通过自身努力来获得知识经验。这些知识经验可以通过自

然学 习 来 直 接 获 得，强 调 了 儿 童 主 动 适 应 自 然 的 重 要 性。１８世 纪 卢 梭 的 《爱 弥 儿：兼 论 教

育》［９］（Ｐ５－１０）和裴斯泰洛奇的 《林哈德与葛笃德》［１０］（Ｐ６５）都提出了 “自然学习不可或缺”的观点，他们

一致认为 “自然学习比书本知识的学习重要得多”，强调了学校外场所的教育作用，并认为 “自然

学习的主要手段 （感觉、触觉、行为）比传统的教学手段更有价值”，意在通过自然有序的过程来

培养儿童的内在学习能力。具体表现为，将自然作为一个整体，引导儿童在大自然中进行学习，通

过自然环境去直接观察接触世界，以求从山水之间获得洞察力的提升。“儿童可以在自然教室 （高

山峡谷）中上课。在这所外面的学校里，儿童会认同这样一种自然的教学方式，听从教导并能够主

动学习”。由此，自然学习与传统学习最大的区别在于学习的场所 （即地理位置），自然学习比传统

学习更能促进儿童的主动学习。而后，幼儿园教育创始人、幼儿园之父福禄贝尔在著作 《人 的 教

育》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指出 “儿童要想学会在自然中了解山谷的绵延走势，他就必须穿

过山上的分岔路，顺着小溪的流向，观察河流从源头到渡口的走向，他必须走上山脊，才能清楚地

看到山谷的分流”。他认为自然学习是获得扎实知识的基础，自然对培养尊重意识，塑造公民自觉、
负责和积极的行为来说都至关重要［１１］（Ｐ２１８－２１９）。

随后，自然学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地理、环境等其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也逐渐意识到

“教室之内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在自然之中的学习更有意义和价值。地理学家路易斯认为 “自

然学习重在研究自然科学，而非书本知识，强调从自然中学习，而非仅仅学习在校内的知识”［１２］。
美国康奈尔大学自然研究系创始人安娜在分为动植物研究与地球研究两卷出版的 《自然研究手册》
中明确界定了 “自然学习”的内涵：“自然学习是为了儿童认识理解自然环境之中动植物的生活和

生长形态，以实现儿童自主表达所见所闻能力为目标的教育”［１３］（Ｐ９３８），她也认为 “自然学习的目标

确实难以在传统学习环境中实现”。当自然学习被赋予了教育的内涵之后，对自然学习的认识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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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种争议，具体表现在是否要在ｎａｔｕｒｅ和ｓｔｕｄｙ之间增加连字符上。一派认为不增加连字符的自

然学习 （Ｎａｔｕｒｅ　Ｓｔｕｄｙ）主要是指 “自然 研 究”，即 对 自 然 物 体 和 自 然 现 象 （如 鸟、花、矿 物 和 天

气）的研究。另一派认为加了连字符的自然学习 （Ｎａｔｕｒｅ－ｓｔｕｄｙ）不仅是对自然的研究，还包括在

教育改革中得到广泛应用的自然教学思想［１４］（Ｐ８４－１０６）。缘此，自然学习的内涵一分为二，包含 自 然

研究和自然教学思想两个部分。其中，自然研究的重点是 “儿童的兴趣”，这与当时的传统教育理

念相悖。美国科学院院士梅尔斯在对早期自然研究发展的回溯中，明确指出自然学习被引入学校的

主要原因是对儿童兴趣的启发 和 影 响［１５］。而 后，自 然 学 习 的 理 念 才 开 始 在 普 通 学 校 中 逐 步 推 进。
在自然教学思想指导学校教学的实践进程中，学界围绕 “自然学习是教育方法还是教育理念”的争

论一直没有停歇，户外教育思想尚未形成之前，其观点就在自然学习与学校教育持续地激烈争辩之

中播下了种子。毋庸讳言，从自然学习中只能寻觅到户外教育思想的细微痕迹，较为明确清晰的户

外教育思想还无法窥见。此时，户外教育还仅作为一种方法和手段被运用于自然学习的实践之中，
持有 “自然学习”理念的专家学者也仅仅是建议教师将学生置于户外的环境中学习，这个户外可以

是有山川湖泊、森林草原的野外环境，也可以是学校内的庭院花园，甚至是各种自然博物馆。早期

自然学习中 “为了学生走出室内，走向室外，走进大自然”的理念为户外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当教育部门开始意识到自然学习的益处并将其纳入到学校教育体系之中后，户外教育作为西方

教育中的一部分，始于学校的户外活动。福瑞德瑞克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建立的葛纳瑞中学 （Ｔｈｅ　Ｆｒｅｄ－
ｅｒｉｃｋ　Ｇｕｎ　Ｓｃｈｏｏｌ）可以被视为户外教育的开端，他通过每年固定的户外 实 践 活动 来实现 对学 生知

情意等方面的教育培养［１６］（Ｐ５）。１９０９年，贝登堡在著作 《童子军与青少年活动》中提出了 “为生活

而准备”这一重要的户外教育思想。他指出，当前学校教育的种种问题源自我们对书本上学术内容

的过于重视，而忽视了为了生活所作的准备。毕竟生活贯穿一个人生命的始终，通过在户外的学习

以实现为生活而准备的教育目的［１７］（Ｐ１０）。早期的户外教育活动侧重于自然教育、野外生存教育、露

天活动等内容的教学。虽然户外教育有种种好处，但由于当时教育政策的要求，户外教育的授课对

象只能是五、六年级，如此设置的原因是出于对学生能否在户外教育活动中自给自足的 考 虑，所

以，户外教育最初都是针对小学高年级学生的室外活动。由于种种现实情况的限制，早期的户外教

育活动没有摆脱传统教育中知识学习的影响，其学习理念十分单一教条。户外教育形成之初，仅仅

被认为是学校露营，但又由于校内没有开展户外教育活动的实际条件，以至于难以开展户外教育活

动，教师常以 “我们有户外教育计划，但没有露天的营地”［１８］为由放弃了露天教学。因教育政策、
学校场地的种种限制，户外教育的专家学者开始意识到室内教育和室外教育的独立关系，二者不能

一概而论，户 外 教 育 思 想 由 此 而 生。ｏｕｔｄｏｏｒ是 相 对 于 “室 内 （Ｉｎｄｏｏｒ）”而 言，是 为 了 清 晰 表 述

ｗａｓ　ｎｏｔ　ｉｎｄｏｏｒ这一教育形式而出现的词汇。为了体现出室外给人的愉悦之感，该领域专家学者在

ｏｕｔ与ｄｏｏｒ之间加了连字符，ｏｕｔ－ｄｏｏｒ可以这样理解，要想参与户外活动，就必须走出这扇门，走

进学校的庭院花园、学校围墙外的社区，甚至是森林中去［２］（Ｐ１３）。在室外的自然学习可以促进室内

教育的学习。室内与室外教育的关系界定了 “户外教育”的范围，虽然自然学习也回应了有关于室

内教育的一些问题，但却没有明确阐释户外教育的思想观念。户外教育最初被界定为相对于室内而

言的一种室外活动。
诚然，户外教育思想源自自然学习，贝登堡的 “为生活而准备”的理念至今影响着户外教育实

践。但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的认识不同，户外最初并非是学术用语，只是一个相对于室内而言的

地理名词，只不过在这个室外露天环境中可以有效引导学生通过直接经验来学习。缘此，户外教育

本是区分自然学习和传统学习的地理位置的词汇，在综合了露天和学校的位置特点之后，才开始出

现露营的学校教育形式。露营旨在通过自我发现和自主教育来达到教育目的，营地和学校生活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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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营地教育和学校功课、经验学习相辅相成。一所脱离自然的学校只会强迫我们接受教学，而

大自然可以将教学转变为教育［１９］。

二、户外教育思想发展：体验教育到环境生态教育

教育与自然相互依存又相互协调，自然学习不仅体现在地域上，更多体现在文化价值和世界观

上，将户外教育渗透进人的精神和集体生活中去，以 “体验”为核心的教育思想深深扎根于户外教

育的流程之中。体验教育汲取了自然学习与室外教育中经验学习的观念，将实用教育经验划归到体

验教育的范畴，打破了室内和室外教育的绝对壁垒，曾一度对传统教育思潮造成巨大的冲击。与传

统教育空间的狭窄有限相比，其地域更为宽阔自由，教育理念更为先进，教学方法和手段也更具有

实用性。杜威的实用主义经验论对体验教育 的 影响深 远，他认为经验在自然之内，也是关 于 自 然

的，人要 “从经验中学”，就要 “从做中学”（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ｙ　Ｄｏｉｎｇ）。实用主义对户外教育思想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杜威认为在传统教育空间中 （由课桌，黑板和校园组成的

学校环境）学习知识似乎有效，但行动自由和直接经验的获得也是教育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也许这

些比传统的知识学习更有价值［２０］。克伯屈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 想的 基 础上，提出 “教育是生活

的教育，为了生活，并通过生活，生活是教育的生活，生活是为了教育”［２１］。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

传统教育思想的洗礼也对西方户外教育思想的演进和变革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实用主义也有部

分冒进的教育理念，但对当代西方中小学的户外教学活动来说，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仍是借鉴的主要

理论基础之一。德国体验式教育思想家汉恩、美国户外教育之父夏普等的户外教育思想都受到了实

用主义的影响，户外教育思想的核心都落归到实用主义影响下的 “体验教育”。
汉恩在英国治疗期间阅读了杜威的相关作品，杜威 “从做中学”的教育思想对他的影响很深，

为其提出体验式理论做了很好的铺垫。他在户外拓展的某一组织进程中提出了体验式理论，认为户

外教育的关键是性格教育，而非自然环境教育。该理论认为户外教育是一种以学习经验为基础的教

育。这种教育通常是对传统教育的拓展和 补 充，在 特 定 情 况 下 也 可 以 被 认 为 是 传 统 教 育 的 替 代 形

式，以供在传统教育环境中学习教育困难的学生自主选择所喜欢的学习环境，以便他们形成适合自

身的学习习惯。这一时期以 “体验教育”为核心，出现 了 多 种 户 外 教 育 形 式，如 户 外 学 习 （Ｏｕｔ－
ｄｏ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冒险教育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户外拓展 （Ｏｕｔｗａｒｄ－ｂｏｕｎｄ）等。其中，汉恩

的户外拓展模式始于１９４１年英国威尔士，并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扩展到全球［２２］。汉恩的户

外教育思想具有跨文化的特色，拓展训练在宗教和国际主义的背景下才从英国迁移到美国，而这种

意识形态下的思想迁移正是冷战早期的政治特征。
夏普在杜威和汉恩的影响下，明确提出了 “户外教育”的具体内容，他认为只有通过直接接触

大自然才能获得的经验才必须在户外教，但并非所有的内容都必须在户外教，人类直接经验学习的

需求也不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减弱［２３］。为了明确户外教育的教学范 围，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教学原

则，即在教学过程中，适合户外教学环境的才需要在室外环境教，能在教室完成的教学任务在室内

教学即可［２４］（Ｐ４３）。户外教育之所以可以作为课程的一部分，除了健康娱乐的功能性价值外，还有更

根本的原因，这个原因可以通过教育相关的研究结果来解释。研究证明，通过直接经验学习获得的

内容最多，学习速度更快，知识留存的时间也更长，学习迁移幅度更大。如果这些理论是真的，为

什么学校暂缓了户外教育的全面推行呢？因为把所有的教育都转移到户外既不现实也不明智。课程

的主题应该以最适合学习的地方来划分在教室里或室外。此外，学校应该建立一个校内营地，将之

作为学校教育总工厂的一个组成部分。学校营地和图书馆、体育馆、礼堂和实验室一样，也是必不

可少的设施。否则，目前学校计划中自力更生、合作生活和理解能力的发展学习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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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来说，以体验教育为理论基础的营地是自然与社会生活 的 现实 体验 中心［２３］。刘易斯在夏普

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体验教育直接经验的获得方式应该是一种直接、简单的学习方法，是将课程扩

展到户外进行学习的方式。户外教育应在发现学习方法的基础上，通过使用听觉、视觉、味觉、触

觉和嗅觉等感官来进行学习观察和体验感知［２５］（Ｐ３）。１９７７年，美国体验教育协会正式成立，该协会

主要通过研讨会、出版期刊专著、工作坊等形式，以推动户外教育相关理论的深入研究。直到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科尔布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完整地提出了体验式学习理论。他认为学习不是知

识传递和获取，而是通过经验编码、信息的转化而创造知识的过程。其建立了体验式学习模型，将

学习的过程主要分为四个步骤，即亲历和体验、观察与反思、归纳总结及应用［２６］。
体验式学习促进了户外教育思想的发展与成熟。杜威 “从做中学”的活动课程论也为体验式学

习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二战时期，德国的教育家汉恩创立了体验式培训的模式。夏普在此基础上

提出体验教育的原则，一如马克思所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在塑造人，无论是自然学习对环

境的关注，还是杜威、汉恩、夏普、刘易斯、科布尔对户外教育价值理念的重视，最终都会复归到

体验者内心世界的本身，体验教育关注人的存在，使得户外教育的核心思想开始形成并愈加成熟。
为了规避实践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问题，体验教育在其后期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体验教育关注的不仅仅是自然赋予儿童的教育意义，也将范围拓展到了学校和社会生活之中，综合

早期自然学习中户外教育的观点，体验教育主张培养能够自我实现并具有创新创造精神的人。在汉

恩、夏普等户外教育家明确户外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体验教育后，户外教育种类开始丰富起来，包含

了 环 境 教 育 （Ｅｎｖｉｒｏ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保 护 教 育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寄 宿 户 外 学 校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Ｓｃｈｏｏｌ）、户外 休 闲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户 外 活 动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Ｐｕｒｓｕｉｔｓ）、冒

险教育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体 验 教 育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环 境 解 译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营地教育 （Ｃａｍｐ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等等。伴随着户外教育种类的多元化发展，１９６５
年美国的教育法案中规定拿出固定资金来资助各种各样的户外教育项目。由此，政府部门对环境的

关注开始影响公众话语导向，户外教育也在这样的影响下尝试和环境教育相结合，这个时期的户外

教育被视为教育对环境问题的理想回应［２７］（Ｐ７２３－７２５）。
从一开始，户外教育倡导环境 （特别是自然环境）的理念就成为了教育领域的关注点，这种关

注除了强调方法外也突出了教育的主题。唐纳森在其定义中明确了户外教育的方法 （在户外）和主

题 （为了户外）。他认为户外教育可以共同作用于方法和主题两方面，是在与户外有关的自然环境

中采用户外这一直接体验的方法［４］。在重申户外教育观念时，唐纳森进一步明 确 了 户 外 的 “二 元

性”。强调了 “户外”指代的是户外活动 （即自然环境），但从教育意义上讲，他不可避免地将与户

外活动相关的方法转向与自然环境相关的户外活动方法。当然，这并不是全新的发展模式，而是户

外教育在学习过程和学习内容变化中产生的新变化。毋庸置疑，特定的教学内容可以在户外教育中

体现出来，不可避免地提升了方法和主题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在对户外教育的持续讨论中陆续显

露出来。为了体现户外教育既是方法又是主题的特性，唐纳森提出了涵盖户外教育广度并看似简单的

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户外教育思想的外延，但却没有解决方法与主题之间张力的调和问题。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社会对环境的关注势头日益凸显。例如，１９７０年的第一个地球日，确实让户

外教育的主题从室外的体验教育转向了环境的体验教育。户外教育成为应对环境危机的教育对策中

较为突出和重要的部分。户外作为环境的意义越来越大，这增加了环境知识成为户外教育主要内容

的可能性，也意味着户外教育成为了一种环境教育理念。菲利斯 （１９８１）认为这一学术领域应被称

为户外教育或环境教育。为了解决唐纳森遗留的户外教育方法和主题的张力问题，也为了说明户外

教育同体验教育和环境教育的关系问题，普利斯特认为户外教育是一种边做边学的体验过程，这一

过程主要是通过户外环境而发生的，主要包含冒险教育和环境 教 育两 个部 分［２８］。有关户外教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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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争论并不新奇，正如自然学习已经稳步成为植物学或其他专业科学一样，户外教育正在成为一

个关注生态环境的学科领域［２９］。
进入２１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发展的突飞猛进，户外教育思想在不断更新，也被

西方各个国家所认可，并得到各方面的延伸和发展，呈现出关注环境、自然的生态教育态势。这一

时期户外教育思想各如其面，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其主要的理念各有不同。户外教育思想包罗万象，
在描述户外教育的含义时，可从不同视角加以阐释：广义来讲，户外教育即环境教育，主要是关于

污染、资源的使用和误用、甚至包括依托于自然资源的现代技术；保护教育则是对自然资源的合理

利用，倾向于把动物、土壤、水和空气作为与农业、狩猎、甚至渔业和人类相关的单一价值维度，
属于狭义的户外教育范畴；寄宿户外教育是通过户外拓展来学习的课程，将儿童带入宿营营地的过

程，类似于夏令营；户外娱乐则关注的是在闲暇的时间单纯为了娱乐或其他的内在需要而进行的广

泛的户外活动，其中可包括徒步、划船、冬季运动、露营等等。户外教育的活动有益于正处于生长

发育期的儿童身心发展的需要，户外教育与体育教育相比，其回归自然生活的理念非常有益于儿童

享受到生活和学习的快乐。同时，户外教育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的户外环境，从工业区到校园再到

偏远的荒野、沼泽、草地、森林、海岸、湖泊、草原、沙漠和所有可进行活动的其他场所。总之，
户外教育是源自自然环境的生态教育［３０］。

随后，户外教育思想逐渐成熟，各国 陆续开始了户外教育实践。加 拿 大 将 户 外 教 育 与 体 验 教

育、环境教育思想相融合，提出了基础户外教育、冒险教育、夏令营、治疗性户外教育、荒野户外

教育等生态教育模式，并建立户外教育中心，透过活动、游戏、探索和体验进行教学；美国户外教

育自露营活动开始就进入到学校体系中，并逐渐建立了美国Ｋ－１２户外教育课程体系，并具备户外

拓展学校、国家户外领导学校、野地教育协会、体验教育协会、户外游憩与教育协会等，为青少年

全面发展作出了努力。此外，美国户外教育在专业化的进程中，愈加重视师资培训，但至今尚未有

统一标准，政府也没有出台相应政策法规来规范，户外教育还没有完全实现与主流教育接轨；英国

的户外教育实践已然进入寒窗期，为此政 府 发 布 了 户 外 教 育 宣 言，以 提 升 户 外 教 育 活 动 的 活 跃 程

度［３１］。其中，苏格兰对可持续发展的户外教育理念格外重视，２０１１年苏格兰政府发布了２０２０年计

划，试图在２０２０年成为可持续发展型国家，以实现能全面使用再生能源的愿景。而后，苏格兰再

次发布了可持续教育发展计划，将户外教育列入可持续教育的重要方式，并从国家层面大力支持校

园改造，以推动户外教育的施行。苏格兰教育总会为户外教师设置了一系列课程以验证教师资格；
丹麦则建立了户外学校 （Ｕｄｅｓｋｏｌｅ），针对青少年实施在大自然绿地中的义务教育实践活动，课程

内容主要以学术活动、学校日常生活为主；澳洲户外教育课程旨在增强学生对环境的热情，虽然户

外教育并非澳洲课程大纲的部分，但课程仍以学生通过了解自己和他人而更有效地生活学习为目

标［３２］。

２１世纪开始，无论加拿大、美国、英国、丹麦还是澳洲国家，对于户外教育的关注都较之以

往更甚。这些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成立了相关组织机构来负责并监督户外教育的有效

实施，本质上都是为了让学生回归真正的自然生活，以实现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三、户外教育思想审思

西方户外教育思想的源与流，是户外教育思想从形成到发展的过程。整个思想演进萌生于自然

学习，随着自然学习逐渐被教育部门觉察并纳入学校教育体系后，户外教育思想初具雏形。而后，
户外教育思想逐步发展成熟，体验教育成为户外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随着户外教育内涵的确立，
环境教育再度整合自然学习的思想内容，从关注自然向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此后，户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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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并以环境生态教育思想为主导，强调复归自然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教育

内容。总之，户外教育是倡导 “自然学习”的体验式教育，其基本内涵包括体验教育与环境生态教

育两个部分。二者均来源于对自然知识的学习，并都强调地点为 “在户外”，这些构成了户外教育

思想的源头和流程。这一进程中，西方户外教育思想也为我国的户外教育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首先，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西方户外教育思想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户外教育思想的发展演变通常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转换之后。在社会日益增长的生态意识和社会环保活动的强烈推动下，户外

教育思想获得了稳步发展的推动力，这种稳步的推动力以对资本主义贵族教育的批判为前提，试图

通过阐明人对自然的责任和义务，在整合人类生存所需的自然技能的基础上，以户外教育的形式来

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户外教育思想不仅关注自然学习，而且更为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其次，人对自然认识的深化是户外教育思想发展的根本动因。人与自然是协调一致的。人要使

自己的本质得到发展，需要认识自己、他人、自然，使自己与自然统一在一起。户外教育意在引导

人的自我觉醒［１１］（Ｐ６７－６８）。西方户外教育的宗旨是激发儿童对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的本能兴趣，他们

无止境的好奇心，熟悉新鲜事物后所产生的愉悦之感都是自主学习能力发展的重要前提。儿童在与

自然的直接接触中，能够规避掉传统学习中消极被动的问题，能够促进儿童更主动地适应自然与社

会生活。伴随着人对自然认识的深化，户外教育思想体系得以走向成熟。
最后，“全人”的发展是户外教育思想的核心议题和发展方向。在非功利导向下的户外教育关

注人性的自我表现和人格的自我完善，认为教育旨在培养 “全面发展的人”，培养完全的人不应受

制于教育目标的功用。“在户外的教育”即为一切人类提供全面教育，培养 “完全”的人。通过最

高的、最合理分配的教育成为全面发展的人［３３］（Ｐ２３）。教育的任务即培养全面的人，培养全人应从德

智体行四个方面着手，“全人”的教育是性格的教育，性格由所处的环境决定，因此，生产劳动要

同智育、体育相结合，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营造类似于大自然的教育环境，激发儿童的好奇心和

兴趣，使儿童感到快乐。人一生下来就应得到良好的教育和指导，培养其智、德、体、行方面的品

质，使他们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最完善的人［３４］。户外教育思想中对 “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口号予

以论证和完善。认为 “全人”的教育是性格的教育，而环境决定性格，因此，户外教育对性格教育

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圣西门则指出全面 的 人 要 通 过 所 谓 实 业 制 度，主 要 发 展 儿 童 的 人 际 交 往 能

力，积累儿童的生活经验［３５］。全人教育更多关注的是人性的自我表现与人格的自我完善，追寻人

与自然的和谐一致，意在从德智体行等方 面 对 人 进 行 全 方 位 的 塑 造，关 注 人 发 展 的 连 续 性 和 阶 段

性，与早期自然学习相比，当下的环境生态教育更为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体关系。
总之，户外教育思想的核心仍然是关注人对自然的职责与义务，注重各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

重视作为教育媒介的自然环境知识，认同户外教育是一种持续的教育经历。从本质上来说，无论如

何沿革，涉及户外教育内涵、目的、内容、方法、价值甚至是户外教育实践效果的发展，最终都将

落归到环境生态教育思想中来。厘清西方户外教育思想的源流，呈现西方户外教育思想的历史演变

轨迹，不仅有助于全面审视西方户外教育的历史图景，也为新时期中国户外教育寻求合理发展途径

提供了历史经验与现实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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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飞，等：西方户外教育思想的源流考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