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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家园全球青少年守护团”课程示例

“ 目 前 ， 大 部 分 青 少 年 都 存 在 自 然 教 育 的 缺 失 ，

国家公园是自然教育的重要支柱，在划定范围内对外开

放、全民共享。国家公园的建设与自然教育的普及息息

相关，而营地最重要的业态和产品就是自然教育，它是

自然教育的资源、载体和抓手，把自然教育植入到营地

里面就是一种文旅新业态。”李文俊说。

关于新业态的“新”意，李文俊用一句话进行了概

括：“最大的创新就是体验深度和广度的转变。”

她 举 了 一 个 通 俗 的 例 子 ， 大 家 都 把 大 熊 猫 的 粪 便

称为青团，以前的旅游或者研学大多仅仅是介绍一下大

熊猫粑粑，仅此而已，但现在基于这个资源，他们已经

研发出了一条产品链，比如青团蜡烛或者青团造纸。从

大熊猫粑粑最初的收集、观察，到青团蜡烛的设计、制

作，变成最终端的一个产品，整个流程都能在熊猫艺术

家工坊里逐一感知、体验。整个体验过程中还会有专门

的导师讲解青团背后的故事，从一个点延展为整个知识

链。“这就是体验维度上的转变，而从前比较初级的自

然教育产品是无法达到期望的体验深度和广度的。”

目前，市场上很多地方都在组织大熊猫研学活动，

而大多数运营机构并没有自己的载体，只充当着联络员

的角色，组织大家前往各个基地去参加活动。而很多时

候依靠外围载体很难设计或者策划出有深度、高品质的

产品方案，即便有创新，传统的场地场景也无法匹配所

需的体验内容和体验深度。探途公司则一体化经营着大

熊猫国际溯源营地开发管理，凭借其在自然教育领域十

年的深耕，探索着转型发展之路，已成长为一个新业态

培育的全链条公司。

记 者 了 解 到 ， 随 着 大 熊 猫 国 家 公 园 建 设 项 目 的 推

行，在大熊猫国际溯源营地，探途公司既是发起方、运

营方，同时也是使用方，可以根据自身的运营诉求，设

计规划施工项目，打造出一个梦想中的营地。

“大熊猫国际溯源营地最大的优势就是资源上的独

特性和唯一性，营地教育最重要的理念就是挖掘构建新

载体，并进行充分的延展拓展，这需要有核心的资源作

为内容支撑，以便在此基础上开发有差异化的产品。”

李文俊说。

层次鲜明的课程设计

谈到大熊猫公园自然教育的具体课程设计，李文俊

介绍到，营地目前的课程设计主要围绕三个层次递进，

第一层是大熊猫本身，包括进化历程、生物特性、生活

习性等；第二层是大熊猫和它的朋友圈，就是在同一个

生态系统，它作为旗舰物种、伞护物种对生物多样性的

影响；第三层是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更全面的认知。

营地还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不同需求和自然教育的不

同目的，个性化进行教材、课程和活动的定制，相比学

校固化的单向输出，营地提供了独特的体验方式，更加

倾向于人与人，人与场景的互动。

“大熊猫家园全球青少年守护团”是营地在大熊猫

国家公园内打造自然教育文旅新业态的一个典型案例，

该项目将大熊猫作为媒介，让青少年在溯源营地以志愿

者身份持续性参与野生大熊猫种群动态监测与栖息地修

复工作，推动大熊猫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地工作在青少

年学生中广泛传播。课程主要包括：

（一）深度探秘：野生大熊猫从这里走向世界

孩子们总是如此喜爱大熊猫，但很少有人知道大熊

猫是如何被发现、如何被科学命名、如何走向世界的。

在 营 地 ， 他 们 可 以 身 临 其 境 地 去 了 解 大 熊 猫 的 溯 源 故

事，了解大熊猫的前生今世，用思辨的方式去理解大熊

猫的现状和未来。

（二）物种溯源：在国家公园发现新物种

宝兴不仅仅是野生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也是600多

个物种的发现地，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对物种溯源领域意义

重大，孩子们将在这里了解到典型的模式物种溯源知识，

也将有机会在森林巡护实践中体验发现新物种的过程。

（三）全球视野：在大熊猫的家守护生物多样性

真 正 的 全 球 视 野 是 从 世 界 的 角 度 去 理 解 本 土 的 现

状，能用全球视角去思考，也能在本地去实践，能心怀

世界，也能服务社区。以野生大熊猫现状为起点，理解

生物多样性对这个世界的意义，了解不同物种之间的关

联，明白栖息地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让保护世界和守

独家调查·2024西部文旅发展报告丨Exclusive  Investigation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