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2023 年 4 月 20 日 责任编辑 田丕 邮箱 akrbkjzk@163.com 热线电话 0915-3268517

总第894期科教周刊

为什么是这里？
——— 探寻岚皋县四季镇麦溪小学自然教育

记者 田丕 郭飒 通讯员 张天兵

和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上海植物园、武
夷山国家公园、神农架国家公园这些声名显赫的地方相
比，麦溪小学在大山里默默无闻，它藏身在巴山脚下的山
坳里，与溪水林木相伴。

和深圳市华侨城湿地自然学校、大连青藤自然学堂、
北京亚成鸟自然教育学校等设施完善的城市学校相比，
麦溪小学也不为人知，它隐没于乡村，与鸣虫叫鸟为邻。

在三批次 230 个全国自然教育学校（基地）里，岚皋
县四季镇麦溪小学是唯一一所乡村小学。

写在校园里的 100 余处“湿地”

从岚皋县城出发，沿着 G211 国道向南而行，公路两
侧林木繁茂，巴山山麓孕育的碧澈溪水随势而下，滋育着
茂盛的自然。

晚春时节的四季镇，一片葱茏，麦溪小学在树木的掩
映下，坐落在国道和河水的中间。 虽然离城区只有十几
公里，但是丰富的自然环境给麦溪小学带来了独特的校
园气质。 整座校园面积不大，几座教学楼像张开的臂膀，
抱着一个操场。

在近 7000 平方米的校园里，“湿地”两个字是出现频
率最高的词，或在墙上、或在课堂里、或在操场上，这两个
字出现了 100 余处。

“在岚皋县 ， 有湿地的学校就只有我们麦溪小学
了。 ”校长苟忠翠说，学校位于四季河边，临近神河源、千
层河景区，自有湿地面积达 2000 多平方米，占到校园总
面积近三分之一，自然资源让这里的湿地自然生态景观
丰富多彩。 “这些湿地生态和湿地文化，与我们的生存发
展息息相关，是值得我们开发和利用的一笔宝贵财富。 ”

利用自然生态，麦溪小学专门开辟了一间教室作为
“湿地自然教室”，墙壁装饰成绿色，教室里设置了湿地植
物、湿地动物等模型展区，还有学生研学后制作的植物标
本。

除了湿地自然教室，麦溪小学对校园进行了充分规
划布置，以宣传长廊和湿地走廊为主，以图片和文字的形
式，详细介绍了湿地的概念、保护湿地、千层河湿地动植
物等知识。

小小的校园里，湿地教育充盈在每个学生和老师的
心中。

不光校内有教育，麦溪小学对校外也做了安排。 校
门北侧矗立着鲜明的学校标志和带校徽的主题墙面，围
墙栅栏镶嵌着 8 幅反映千层河国家湿地公园美景的山水
图画，是培养学生从小爱国爱家乡的生动教材。 校门对
面的候车亭也设置了千层河湿地公园的简介，让广大师
生和村民在等车过程中能够了解身边的自然环境和湿
地。

苟忠翠校长说：“围绕‘湿地文化’这一主题，学校精
心构建校园环境，建设湿地微缩景观、湿地文化橱窗、湿
地文化墙壁等，并利用条幅、班会、板报、广播等加强舆论
宣传。 校园文化围绕这一主题布置，以‘湿地风光’‘湿地
鸟类’‘湿地旅游’‘湿地特产’为主线，从专题的角度，渲
染湿地文化，创设良好校园氛围。 ”

森森古木、茵茵芳草，校园内年逾 300 年的三株桂花
树和两株松柏守护着学子。

良好的环境让麦溪小学也能够和那些声名显赫的国
家公园一起入选全国自然教育学校（基地）。

写给学生的一本校本教材

自然教育方面的长期积淀，终于让这所小学有了收
获。

2019 年，在武汉中国地质大学举行的中国自然教育

大会、第六届全国自然教育论坛上，岚皋县四季镇麦溪小
学被授予第二批自然教育学校（基地）。 和它一同入选
的，还有雁荡山国家森林公园、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等 159 家单位。

被授予全国荣誉，也让麦溪小学对自然教育、湿地教
育有了工作抓手。

学校依托“湿地文化”这一主题，组织人员编撰校本
教材。 教材分为湿地简介、湿地风光、湿地鸟类、湿地旅
游、湿地特产等。 体现了新课程标准的理念，以提高学生
的素养为核心目标，注重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兴趣，引导学
生关注生活，体验生活。

这本教材不仅仅有知识体系的教学，在每一单元教
学结束后，还设置了“实践与探究”内容，其中不乏“我为
湿地献一计”“湿地资源调查”“美化家乡从我做起”等具
有可操作性和针对性的动手实践。

同时麦溪小学给学生们每月布置一个主题，开设“家
在湿地”专栏。 所有内容都由学生搜集，教师具体指导。
再由教导处、少先队负责评选每期的优秀编辑、美工、作
者等，从而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出刊质量，扩大阅读
面。

每个班级两周出一期黑板报，内容体现了湿地逸事、
湿地趣闻、梦里湿地、湿地人家等。 为学生架设了一座亲
近湿地、了解湿地、感受湿地、热爱湿地的桥梁。

学生在这样浓厚的湿地教育氛围中学习、生活，他们
赏湿地、论湿地、画湿地、赞湿地，在探讨中得到情感的提
升，在争鸣中获得创作的灵感。

从 2019 年至今，麦溪小学每年都会组织五年级学生
进行研学活动，活动结束后，这些学生会运用从现场观察
学习到的知识制作标本，到现在，学校满满地收集着 120
多幅学生作品。

自然也是课堂

“学校有 6 个年级，160 名学生，对他们的自然教育，
我们采取‘知行合一’的方式，既让他们在学校学到相关
知识，也让他们在广阔的自然环境里增长见识。 ”麦溪小
学老师姜全林说。

从三年级开始，学校每月给学生上两节自然教育课。
五年级每学期走出教室一次，在林木花草里探寻自然的
美。 2019 年到现在，科普研学达到 300 多人次。

目前，麦溪小学为学生们搭建起多个展示自我的舞
台，让学生在找、画、写、做、编、唱中提高创新能力。

说起这六个方面，苟忠翠校长解释道，“找”是到千层
河湿地公园去开展湿地观鸟活动，了解它们的名字、习
性、特点等。 寻找、收集家乡湿地植物，分清门类，并制作
标本；“画”是成立“小小鱼儿书画院”，由美术老师担任辅
导员，书写对湿地的赞美，利用美术课和社团赴湿地进行
素描和野外写生，家乡的草木虫鱼鸟都成了学生的素材；
“写”是创立“未来湿地创作室”，提高学生写作水平，让孩
子们用笔描绘家乡，用心感受家乡湿地的壮丽、优美，书
写对家乡、对湿地的热爱之情；“做”是成立藤编工艺品工
作室，邀请民间艺人和美术老师为各班培训几名骨干，再
由他们辐射带动，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中的藤编制品、工艺
品，把观察到的画出草图，用藤编制作简单工艺品；“编”
是开展编辑手抄报活动，把自己对湿地的了解，对湿地的
热爱，对湿地的赞美表达出来；“唱”是成立“小小鸟合唱
团”，由音乐老师负责教唱赞美湿地的歌曲，表达对湿地
的热爱之情。

让苟忠翠感到欣慰的是，从麦溪小学毕业的学生，和
其他同龄学生相比，他们的自然知识储备更多也更深厚，
“上个周学生刚去岚皋巴山珍稀植物园研学，他们能叫出
里面百分之八十的植物名称。 ”她笑着说道。

4 月 16 日 9 时 36 分，我国首颗低倾角轨道
降水测量卫星———风云三号 G 星， 搭乘长征四
号乙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这是继美国、 日本联合发射专用降水测量
卫星之后， 国际上第三颗发射的主动降水测量
卫星，全球降水星家族首添“中国造”。 自此，我
国成为全球唯一同时业务运行晨昏、上午、下午
和倾斜四条近地轨道民用气象卫星的国家。

风云三号 G 星考核寿命为 6 年， 由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研究院抓总研制，地
面应用系统由中国气象局负责研制建设和运
行。这颗新发“降水星”有何亮点？将如何更精准
地预报天气？

对降水进行“CT”扫描

降水是水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 气候变化
背景下气象灾害频发， 对降水系统瞬时结构和
全球分布特征的认识，成为防灾减灾、理解全球
气候变化的重要内容。

风云三号 G 星是我国第 20 颗风云气象卫
星。“风云三号 G 星的发射有助于发挥我国低轨

气象卫星观测网的整体优势， 将显著改善全球
暴雨等灾害早期预警能力。 ”中国气象局局长陈
振林说。

传统上，降水资料的获取主要通过雨量计、
地基雷达等手段， 但由于地面设备配置数量有
限且分布不均， 难以获取大范围高空间分辨率
的地面降水信息。

“一方面地基降水测量雷达在海上有大量
盲区， 而海上的台风是影响我国非常重要的天
气系统， 此前我们对台风降水的监测缺乏精确
手段；另一方面则是地形的遮挡，比如在西南地
区山区， 大量的地形遮挡使得地面雷达也存在
诸多监测盲区。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副主任张鹏
说，卫星能够弥补这些盲区，助力降水监测和预
警。

据第八研究院风云三号 G 星总师钱斌介
绍， 风云三号 G 星搭载了我国首套 “空中雨量
计”———星载 Ku、Ka 双频降水测量雷达， 将雷
达观测分辨率高和卫星观测范围广的优势结合
起来。 该星具备自上而下获取三维结构信息的
能力，就如同对大气降水进行“CT”扫描，获得
降水精细的立体结构信息。

此外，风云三号 G 星 Ku 频段和 Ka 频段雷
达同步工作， 可以利用大气中不同高度层的降
水粒子对两个频段雷达辐射微波信号反射率不
同的特性， 区分雨和雪， 并对降水进行精确估
计。 Ku 频段有利于探测强降水，Ka 频段有利于
探测弱降水。 两者结合形成的双频探测，能够精
准感知 407 公里轨道高度内地球大气 0.2 毫米/
小时如毛毛雨般的降水强度变化。

首次运行于低倾角轨道

与很多低轨卫星采用太阳同步轨道不同，
风云三号 G 星采用倾角为 50 度的低倾角轨道。
风云气象卫星首次运行于低倾角轨道有何原
因？

“太阳同步轨道的倾角略大于 90 度， 卫星
每一圈都会经过地球南北极， 其针对极区观测
效率较高，但对中低纬度地区观测效率偏低。 而
风云三号 G 星的主要观测对象是大多发生在中
低纬度地区的降水。 ”钱斌说，风云三号 G 星采
用低倾角轨道，其运动范围集中在南北纬 50 度
之间，能够更高效、更精准地观测地球降水。

但选用低倾角轨道也面临外部热环境变化
复杂的挑战。 对于运行在这种轨道上的卫星，太
阳在一段时间内会照射卫星的左侧面， 但过一
段时间，又会照射卫星的右侧面。

为确保卫星始终以同一侧面面向太阳，稳
定卫星的外部热环境， 航天科技工作者们为风
云三号 G 星量身定制了一套自动掉头工作模
式。 在轨运行过程中，当太阳光从轨道面的一侧
运动到另一侧时，风云三号 G 星将自动旋转，实
现前后掉头，始终以同一侧面面向太阳，保障星
上仪器一直处于舒适的温度区间。

为灾害性降水提供高精度观测资料

中国气象局副局长曹晓钟表示， 风云三号
G 星是我国首颗对降水进行主动测量的卫星，
通过星地雷达融合应用可实现全球三维大气、
云和降水结构探测，将应用于台风、暴雨和其他
极端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同时在生态环境、能
源、农业、健康等领域发挥作用。

在寿命周期内， 风云三号 G 星将有效监测
海上台风内部云、雨的发展过程，为暴雨、暴雪

等灾害性降水提供高精度观测资料， 进一步提
高全球数值天气预报效能。

“数值预报模式对降水的预报本身就存在
难点， 而风云三号 G 星能让降水监测精度提高
一大截， 这些观测资料进入数值模式后能够助
力提升降水预报能力。 ”张鹏说，“在科学研究跟
机理探索方面，通过卫星积累长期、大量的观测
资料， 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降水发生和发展机
理。 ”

针对我国降水气候学特征， 风云三号 G 星
将着重开展其资料在华南和江淮暴雨监测分析
及预报中的应用研究， 青藏高原地区降水气候
学研究以及北方冷云降水特征机理研究。

未来 6 个月， 风云三号 G 星将按照 “边测
试、边应用、边服务”思路开展在轨测试，以充分
验证卫星平台、载荷、星地一体化指标，并全力
应对主汛期暴雨、台风等气象灾害。

截至目前， 我国共有 8 颗风云气象卫星在
轨运行， 正持续为全球 126 个国家和地区提供
数据产品和服务。

（新华社记者 黄垚 张建松 宋晨）

助力降水高精度监测 解析风云三号 G星亮点

乡村学生生活在自然环境中，他
们还需要自然教育吗？

答案是肯定的。
春草、夏树、秋叶、冬山、看花、戏

水、听虫、观鸟，这些对于岚皋县四季
镇麦溪小学的孩子们来说， 是日常，
也是生活。

2019 年，麦溪小学被评为全国自
然教育学校（基地），这个荣誉也是他
们长期开展自然教育结出的“果实”。

有别于其他学校，麦溪小学 7000
多平方米的校园中就有 2000 多平方
米的湿地，近三分之一的湿地面积是
麦溪小学独特的优势。 学校依托自然
资源适时地编写了校本课程，学生能
够从教材中进一步了解身边的生态
和家乡的环境。

麦溪小学将自然科普贯穿于教
学中，将生态资源开发成教学资源和
科普资源，在蓝天白云下开展教学活
动，体现了农村教育特色。

校本课程的实施只是第一步，除
了学校老师的授课，麦溪小学还聘请
了一名学生家长作为校外辅导员，利
用其专业知识为学生们普及传播湿
地文化。

正如记者在校园里看到的，自然
教育所带来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丰
富， 学生除了亲眼见证家乡的变化，
更有机会通过自然教育实践，参与到
环境探索、生态保护的行动中来。

现在的麦溪小学就像巴山里的
一个小小的生态植物园，花草植物种
类繁多且生长茂盛， 植物自由生长，
野趣盎然。 学生随时能在校园中感受
到大自然的美，随处可以观察 、探索
美丽的动植物。

麦溪小学带来的意义就是，乡村
学校建设可以因地制宜，也一定是乡
土与大自然自带的独特气质：群山环
绕，碧水长青，泥土芳香，鸟语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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