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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间我们已经走进了 2002年，不免在心中盘点一下 2001年的付出与收
获，应该说对教育项目而言，2001年是忙碌又收获颇丰的一年：两个酝酿已久
的项目正式启动，即“中国中小学绿色教育项目项目”第二阶段和“首都青少

年爱水行动”项目，这两个项目都经历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波折，在合作伙伴的

支持下终于得以实施；合作伙伴数量也大大增加，可持续发展教育研究与培训

中心由四个上升到 12个，且遍布全国各地，项目试点学校也发展到 60多个；
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学科建设方面也取得突破，北京师范大学的可持续发展硕士

班正式招生，华东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级别三个月证书课程也正在开发之

中；一系列面向省、市级教研员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研讨班开始举办。12月份在
西藏大学举办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研讨班为 2001年划上了比较圆满的句号。 
 
西藏可持续发展研讨班 
 
  2001年 12月教育项目组前往拉萨。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与西藏大学合作，
举办一期可持续发展教育研讨班。参加培训的老师有来自西藏大学不同系科的

教师，还有试点中小学校的老师。这些老师中有许多是藏族，这使我们有机会

与藏族朋友近距离接触，感受颇深。 
  这次的研讨班对WWF教育组而言也是一次新的尝试，我们尽可能多地引
入了较新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在方法上进行了一些探索。

研讨班的第一天，我们主要探讨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内涵，特别是可持续发

展与教育改革的结合，第二天我们集中探讨了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重要工具－批

判性思维，价值澄清与主动学习，并在过程中对媒体，特别是广告如何影响我

们对自然的看法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当天还对世界贸易，经济全球化如何影

响环境与我们的价值观进行了探讨。第三天主要是探究式教学的研讨及教案设

计，第四天则从整个学校的显性与隐性课程、学校管理、学校与社区互动等方

面对绿色学校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 
  在几天的活动中感觉非常愉快，老师们积极认真的合作与参与令人感动。

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他们的谦和与沉静。在一个活动中，老师们被分组

模拟世界各国间的贸易，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活动，曾在很多次研讨班中使

用，竞争总是非常激烈，有时甚至达到引起地区间冲突的地步。而这一次却出

乎意料的平静，老师们自然而然地分享着资源与工具，令人不禁感叹在这块被

称为最后一片净土的高原上，纯净的不仅仅是空气与河流，更有沉静、安宁的

人们。 
  参加培训的旺多老师来自藏学系，在进行课程设计的时候，他给我们讲述

了一些藏民族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的崇敬，比如“不杀生”和“同情”这两个词

的来历和在生活中的含义，讲到了著名的四和睦图。在四和睦图中，一只大象

的背上坐着一只猴子，猴子的头上坐着一只兔子，兔子的头上站着一只鸟，每

个动物都在悠闲地享受自己的美食。在他们的身后是绿草如茵，果实累累的世

间福地。 
  在这片雪峰与大江交错的大地上，人会对自然生出无尽的崇敬。在悠远的

藏族文化中，有着许许多多自然万物合谐共处的信仰，这些古老而朴素的智慧

不应仅仅被看作是历史或地方文化，更应引起我们更多的反思。 



 
路上小记——从机场到拉萨 
 
  拉萨的机场处于群山的包围中，天空一如前人所说的，从未见过的蓝，阳

光灿烂的让人不得不眯起眼。因为是冬季，周围的山看起来是铅灰色，让人怀

疑夏季的生命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空气是如此的透明，山体的褶皱无比清晰

地展示在眼前。因为听说过许多高原反应的故事，我们放慢了脚步，耀眼的阳

光不尽令人目眩。  
  从机场出来盘山而行，眼前是广阔的布满黄沙的河谷，远处是绵延的群

山，视野从没有这么宽阔、清晰，似乎可以看到天的尽头,心胸不禁随之宽阔起
来。山回路转，一条碧绿、纯净的河流突然展现在眼前，这条细流从宽阔的河

谷中蜿蜒而行，因为是雪山的融水，碧绿中透出寒气。那翡翠般的颜色与周围

的黄沙形成了极强的对比。荒凉的旷野立时增添了无以形容的美。 眼前的细流
似乎很难与著名的雅鲁藏布江联系起来，在冬季的枯水期，雅鲁藏布江缓慢而

悠然地流动着，只偶而翻起几朵浪花，几只赤黄色的赤麻鸭自由地在水中游动

着。在接下去的半小时中，这条著名的大江一直伴随着我们，如同一支流动的

画笔，在枯黄的大地抹出一处处让人惊叹的景色。 
  车过曲水大桥，拉萨河取代雅江继续伴随着我们前往拉萨。山离我们更近

了，到处可以看到黄沙，有些地方沙子已爬至半山，甚至山顶。枯水期的河谷

中更是黄沙漫漫，风起时几乎对面不见人。继续前行，路边出现了一些树，好

象是路上第一次看到树吧。干枯的树枝象一头篷乱的风中散发，树干粗糙非

常，显出生存的艰辛与环境的严酷。 树后面不远处出现了一幢幢白色的院墙，
这是当地农牧民的家，房子多涂成白色，与纯净的蓝天相互映衬。房顶四角插

着经幡，随风飘动。由于风吹雨淋，经幡的颜色已褪去许多。再往前，路边山

脚下出现了一些小块的耕地，现在是农闲期，田间没有农人，但很快就有几个

影子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几只鹤正在田里觅食，黑色的颈清晰可见，是来这里

越冬的黑颈鹤！我们的运气不错，第一天就看到了三只。 
  车行良久，远处隐隐显出拉萨城的身影，两座山间出现了一座红白相间的

建筑，有人大喊“布达拉宫！”拉萨－我们的梦想之城近在眼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