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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聚焦 /教育周刊

第一步 准备什么
“千万别告诉我，家门口的公园

你已经玩腻了，里面再没有什么新
鲜玩意儿能够引起你的注意。其实，
就像宫崎骏《哈尔的移动城堡》中那
扇神奇的转门一样，公园里也有这
样一扇奇妙无比的门，只不过，这门
的旋转机关不是别的，正是你的一
双眼睛。”“自然笔记”活动发起人芮
东莉老师在书中这么写道。自然的
一切需要用心去观察、去感受，所
以，首先要准备的就是一颗亲近自
然的心和会发现的眼睛。

但记录自然光靠肉眼可不行，
家长们需要准备以下工具：

! 纸笔 可以选择硬皮的白纸

本! 或者将 !"的打印纸夹在硬纸

板上!这是画画书写的载体" 铅笔#

中性笔都行! 也可以用彩色铅笔或

水粉颜料!让笔记的内容多彩起来"

! 直尺和放大镜 直尺可以帮

助大家准确测量各种小生物的大

小!比如!一片叶子的长与宽#一只

蝴蝶的翅展大小等$ 放大镜则可以

让人看清更多细节!比如!花朵雌蕊

的构型#昆虫单眼的形状等"

! 照相机 用相机捕捉快速移

动的小生物!回家对照照片绘画"

! 生物图鉴 它可以帮助认识

身边的许多生物!比如%野外生物识

别手册&" 生物物种分布各地有别!

可根据生活区域选择合适的图鉴"

工具备齐后，家长先要带孩子
做一些适当的绘画和文字练习。如
果要使用相机，就需要学习基本的
植物拍摄技巧。“也可以事先去花鸟
市场辨识植物，做一些知识储备。”

第二步 怎么去记
自然笔记没有统一的格式。如

果孩子特别钟爱某一种植物，可以
春夏秋冬地紧盯着“心头好”，以日
记的方式记录它每天的变化，摸清

它的生长规律；如果孩子是对植物
辨认感兴趣，就可以在生活空间中
搜罗不同的植物种类，记录下它们
的形态特征，做出大致类别判断后
再按图索骥，在网络植物志或者生
物图鉴上找到它们的学名，甚至可
以编一本小小的植物手册。
普陀区曹杨中学的生物老师钱

叶斐就带着学生们花了两年的时间
做成了一本《植物档案》，收录了校
园里常见的 !"种植物。档案里既有
忠实记录植物本身形态的照片，也
有学生手绘的植物特征图画。钱叶
斐说，几乎所有在校学生都参与了
档案制作。
“要收录齐全并非容易的事。照

片并不都是一次性拍摄成功，有时
候得等到该种植物特征最明显的季
节，而教师则要在分派观测任务之
前，给学生普及植物知识，告知他各
种植物最显著的特征，比如，大家都
很容易搞混白玉兰和广玉兰，但实

际上，它们的叶片厚度不一，后者叶
片背面有棕色绒毛；辨识樱花物种
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找到叶子两边的
红色腺点。”
钱叶斐说，和自然笔记相比，植

物档案更为详尽，较适合初高中年
龄段学生。如果孩子年纪还小，不妨
以记录描述和感受的自然笔记为
主。“在记录自然笔记过程中，观察
和记录必须是有持续性的。比如，阳
台植物养殖过程中，即使植物死了，
也可以记录笔记，找寻死亡原因。”

第三步 收获什么
通过认真细致地观察和记录，

孩子或许会在给大自然“画像”的过
程中，发展了绘画、书法、摄影或文
学特长，也或许会从此建立起对自
然的兴趣，并在未来的学习规划中
深化，最终成为生物学家。钱叶斐
说，对自然的爱好因人而异，发觉自
己对自然观测全无兴趣其实也是一

种收获。
钱叶斐说，生活在大城市的孩

子，亲近自然的机会并不多，因此，
这种观察和记录对他们来说很重
要。“通过感知其他生物的生长规
律，他们会发现大自然的精妙之处：
每次出芽、每次落花、每片叶子生长
的角度，都不是没有原因的。只有了
解这些，才能学会尊重生命、敬畏自
然。对自然的关怀情怀就自然而然
产生了。我们学校的学生做完植物
档案后，摘花的、踩草地都少了。”

而家长们也不会毫无收获，他
们可以在与大自然接触中舒缓工作
中积攒的压力，也多了和孩子的共
同话题。
本报记者 马丹 实习生 金柳

记记记“““自自自然然然笔笔笔记记记”””
给给给动动动植植植物物物“““画画画像像像”””
用心感受之余更应做好专业级准备
近来，“自然体验”活动在沪上悄然兴起，

不少学校和机构都纷纷带孩子走进自然。但究
竟如何去观察自然、记录体验呢？专家建议，趁
着秋高气爽，家长不妨抽点闲暇时间，带着孩
子在校园、小区、公园里多走走，给大自然“画

个像”。
究竟自然笔记该怎么记？专家支招：从细

腻的角度去观察、描绘、记录各种动植物，写下
感悟收获，分享体会乐趣，就能在心灵上播撒
下保护生态的绿色种子。

! 曹杨中学的同学们制做的!自然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