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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恒毅力是一种基础性的人格特征。恒毅力对于人一生的健康和福祉都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大量研究证

明接触自然对当代人恒毅力的养成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根据人类身心发展的规律，以恒毅力为主要目标的自然

教育最好从学龄前儿童期（5~6 岁）开始进行。遗憾的是，关于此类自然教育的理论及实践知识仍然处于分散

和不足的状态。因而，发展相对完整的自然教育体系以培养学龄前儿童的恒毅力是十分紧急且重要的。从恒毅

力自然教育的理论框架、关键要素及其权重、自然教育及体验活动智库、对自然教育场所及活动的策略性设计

这 4 部分探讨该类自然教育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策略，或可为研究者提供儿童恒毅力的未来研究趋势，为教育者

提供自然教育的实践启示，为设计师提供自然体验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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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it, a fundamental personality trait, is beneficial for individual’s lifelong health and well-being. A 

great amount of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ontact with nature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s on cultivating an 

individual’s grit. According to the human’s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s at different ages, the grit-

oriented nature education shall be started at the preschool age (5-6 years old). Unfortunately,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knowledge of this type of education is fragmented and deficient. Therefore, it is pressing and important 

to develop a set of nature education programs aiming to develop grit for preschool children. Probing in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of grit-oriented nature education from key parts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key components of the education with the weight of importance, a think tank of grit-oriented nature 

education, and strategic design of nature education settings, this study provides researchers with future 

research trends, educators with inspirations of nature education practice, and designers with new ideas of natur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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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用主义和攀比心理盛行的当代社会，

成人常常强调让儿童快速习得可用于获取荣誉

和学位的实用技能，而忽视帮助儿童养成实现

终身健康、幸福和重大人生价值的根本品质—

恒毅力。大量研究证明，自然教育对恒毅力（grit）

的养成有多种正面积极作用 [1]。笔者通过整理现

有研究及实践证据，试图解答这一系列重要问

题：什么是恒毅力？恒毅力为何重要？为什么

需要以自然接触与环境体验为基础的恒毅力养

成教育，又如何在人生的开始阶段（5~6 岁）开

展？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推导出一

套以培养恒毅力为主要目标的自然教育方法。

1  恒毅力的理论概述
1.1  什么是恒毅力

Grit 的基本文义是坚韧耐磨的“沙砾”。

恒毅力是为了实现积极、重大且长远的人生目

标与价值，需要付出的巨大激情（passion）和坚

强毅力（perseverance）[2]64。没有激情的坚毅是

漫长的苦役；没有坚毅的激情只是一时的澎湃。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
标识码（O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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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激情和坚持合二为一，贯彻始终，才是

所谓的恒毅力 [2]8。

高恒毅力的人将实现目标的过程视为马

拉松而不是短途冲刺：当失望或无聊的情绪

袭来时，低恒毅力者会选择放弃或改变路线，

而高恒毅力者会选择坚持到底 [3]。恒毅力是人

可以在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尺度上，忍受

短期奖赏或回报的匮乏，努力提升自我和积

累资源以实现极具挑战性的人生宏伟目标 [4]。

拥有恒毅力并不会在客观上减少或消除压力、

挑战或磨难，但会让人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待它

们，从而获得持续的正面情感体验和坚持不

懈的动力。恒毅力强者常具有更广阔和长远

的时间视角、更宏观地对自我及环境的评估、

更坚定的激励方向、更强的资料收集和分析

能力以及更系统的思考和行动能力 [5]。

但是，笔者所主张的“恒毅力培养”并

不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苦其心志”：

后者更强调“卧薪尝胆”或“悬梁刺股”的

行为过程和内心体验，是一种相对被动、压

抑且让人急于解脱的漫长折磨；而恒毅力要

求在对“困难的适应性”基础上，用积极和

乐观的方式去面对挑战 [2]192。这种积极的方式

可以是积极的对长远目标及人生价值的笃定、

积极的自我认知、积极的人际关系以及积极

的情绪和行为管理。

基于前人的研究可知，恒毅力是一种多元

的、基础性的身心品质。笔者总结得出恒毅力

3 个重要的方面，6 个重要的要素：1）可应对

挑战的身体素质；2）行为表现的自我控制；

3）对困难的适应和处理；4）领导力和团队

精神；5）爱和被爱的能力；6）持久且坚韧

的激情。尝试对恒毅力的关键要素进行较详

细的阐释（表 1）。

针对恒毅力养成的教育适宜起步于学龄

前阶段（5~6 岁）。主要原因有两个：1）学

龄前儿童的性格、体质以及心理和行为模式都

尚未定型，具有很大塑造和调整空间；2）学

龄前儿童被学校教育的束缚较少，在时间和空

间上都较为自由，与学龄儿童和成年人相比，

对学龄前儿童的教育更容易循序渐进地实施。

1.2  恒毅力为何重要

恒毅力是一种基础性和普适性的身心品

质。它的养成使人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中持续

地收获成就感、自尊感和幸福感，这种积极

的影响与个人所选择的具体行业无关。恒毅

力并不是一种或多种具体可见的实用技能，

但它是使人不断掌握和发展具体学习、生产、

社交技能的基础 [2]41-51。诚然，每个人都具有

发展的潜力，但不幸的是许多人的潜力都不

曾被转化成真实的能力；研究指出恒毅力是

使人潜力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 [2]14。恒毅力的

养成能促进健康的心理情绪，更容易形成对自

我的积极评价。恒毅力可帮助实现多重的自

我调节，对克服抑郁情绪有积极的作用，并

有利于建立对长远人生目标的坚定追求以及

提高适应不确定因素的能力 [6]。恒毅力的培养，

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恒毅力的不断练习，

是个体在不同成长阶段的必修课。

事实上，许多研究发现恒毅力与成功的

关联性预测超越了智商与天赋，成功在于要

不断地突破自我能力与观念的局限，持续性

地、有针对性地学习新知识与技能以及提升

自己在困难条件下的情绪管理能力、独立自

主性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3]。研究发现：

恒毅力的养成是发掘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学

习成绩的重要路径 [7]。恒毅力的培养帮助人们

形成较强的心理适应能力，可以减轻学业或

工作带来的精神压力、焦虑和疲劳 [8-9]。恒毅

力对学业或工作表现的积极影响还体现在：

高恒毅力者工作投入度更高（包括活力、奉献、

吸收和专业效能）[10]，有更好的职业表现和工

作绩效 [11]。此外，恒毅力是管理者的一个重

要特质，是领导能力的重要预测因素 [12]。高

恒毅力者有更高的风险判断、承担能力以及

自主创业能力 [13]。

同时，幸福感是成功人生的必要构成而

恒毅力与幸福感有显著的正面关联。研究发

现：恒毅力和幸福感三大指标（生活的参与

程度、生活意义的定位和追求生活的愉悦感）

呈正相关关系，其中追求生活的愉悦感则表

现为个人价值的实现，而参与程度和生活的

意义倾向于对社会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11]。高

恒毅力者常具有更正面的情绪和更高的生活

满意度。反之，低恒毅力者常有更强的生活

倦怠感和更低的生活满意度 [14]。

殊为遗憾的是，正因为恒毅力只是一种

基础性的、甚至“隐性”的品质，人们常常

无法具体感知和量化其对人生的影响。因此，

当代城市社会更重视让儿童在较短时间内掌

握“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技能（例如风

表 1  恒毅力的阐释

Tab. 1  Definition of grit

分类 主要要素 主要要素的分项阐释

个体管理

可应对挑战

的身体素质

为了成功应对挑战，首先需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作为行动和思考的基础。良好的身体素

质主要包括全面的肢体发展、心肺功能、耐力等。身体素质的培养对心理素质的培养有

着深刻的影响

行为及情绪

的自我控制

有较强的专注力、能有效地控制自我情绪、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有效管理。有较好的抑制

冲动和延迟满足的自律能力；在每一段时间可专心完成一件事情；遇到困难时不会出现

情绪崩溃或逃避行为

对困难的适

应和处理

面对困难时，能够自己进行情绪调节，敢于面对挫折和失败；学会分解任务，采取具体的、

可逐步执行的措施，最终解决困难的问题

群体关系

领导力和团

队精神

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能力。这种能力不仅体现在带领群体做出合理判断和决策、懂得正

确与队友交流和沟通、勇于承担责任；也体现在能服从团队角色分配，积极做好本职工作，

并与团队领袖和队友有良好的沟通与配合

爱和被爱的

能力

一方面，对他人形成积极的评价方式；能够欣赏他人优点，尊重他人特性，帮助他人进步；

能够敏锐地感知他人的情感需求并予以积极的鼓励和支持；能在与他人相处时避免嫉妒、

猜疑、诋毁等消极情绪或行为，提倡正面积极的相处、合作氛围；另一方面，也能够欣

赏自己的长处，并有效地与他人沟通，寻找和接纳他人对自己的理解和赏识

内在驱动力
持久且坚韧

的激情

能产生由内在动机和积极情绪引发的、自愿意志引导的对某个目标或事物的持久兴趣；

这种兴趣不会因为困难或挑战而衰减，而会因为一步步克服困难和挑战而变得更加强大

而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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靡一时的钢琴、舞蹈、跆拳道、奥数等各种

培训，不一而足），缺乏培养恒毅力的兴趣

与耐心，更不知从何下手培养儿童的恒毅力

品质。

2  自然缺乏：儿童恒毅力塑造的主要

障碍
在当代城市，许多儿童可被视为恒毅力

缺乏者：他们在各类快速培训班学到各种具

体的技能，却常缺乏清晰的生活志趣和人生

目标；他们出门便被安放在童车和汽车中，

缺乏锻炼的身体致使他们无法应付复杂和困

难的任务 [15]；他们知道如何面对赞誉和荣誉，

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哪怕是微小的挫折和失

败 [2]190；他们与同龄人通过社交媒体频繁互动，

却很少在真实的环境里相聚、相知和共事 [15]。

诚然，导致当代城市儿童恒毅力缺乏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但是，在所有儿童教育的批判中，

“自然缺乏导致恒毅力缺乏”这一因果关系

几乎是被完全忽视的，而这种忽视在中国尤

其明显。

调查发现中国大中型城市中有 16.33% 的

3~13 岁的孩子符合“自然缺乏导致恒毅力缺

乏”这一描述：譬如注意力不集中、情绪调

节障碍和环境适应能力弱势、对自然不友好

等 [16]。“自然缺失症”指儿童与大自然的物

理和心理疏离，这种疏离可造成儿童一系列

的心理和生理障碍甚至疾病 [17]18-37。调查显示，

全国有 68.12% 的孩子每天的户外活动时间不

足 1 h，11.27% 的孩子每天户外活动时间几乎

接近零，每天户外活动超过 1.5 h 的孩子仅占

15.34%[16]。

那么，自然缺乏为什么会在城市里发生？

我们认为有 3 个主要原因。1）高度的城市化

常导致建筑、硬地、交通设施的不断扩张和加

密，形成由水泥、钢筋、玻璃构成的灰色丛林，

绿色景观与场所严重匮乏；2）即使是少量的

绿色景观，也呈现出强烈的人工化、商业化和

功能单一化的趋势，其本质上是一种虚伪、做

作的自然景观，这种被矫正、修饰和精准化的

设计，使儿童无从感知大自然和生活本真自由

的秩序 [18]；3）对于城市内部及周边存在的少

量珍贵的自然景观，政府及城市居民往往也不

知晓让儿童接触这些自然景观究竟对儿童身

心发展有何作用，因此对其疏于保护和利用。

与自然缺乏呼应的另一问题是电子科技

沉溺，即当代科技对儿童生活方式的负向改变。

在中国城市，有 18.61% 的孩子每天花在看电

视、上网、玩电子游戏的时间超过 60 min，9.66%

的孩子认为自己对网络或电子产品成瘾 [16]。飞

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电子技术和虚拟现实技

术，吸引儿童每日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流连

于电子屏幕里的虚拟世界，极少参与户外活动，

更妄论离开城市亲近真实的郊野和自然。同时，

很多家长错误地将电子产品作为一种管理和控

制儿童的方法，导致儿童最终被室内和静态生

活方式桎梏。

自然缺乏和电子科技沉溺的叠加对恒毅

力养成有 5 类显著负面作用 [19]。1）与自然环

境接触减少，影响儿童行为上的自我控制，

特别是多动、注意力不集中和无法关注现实

生活 [20]。2）习惯沉迷电子屏幕造成静坐的生

活方式，不利于儿童身体素质的提高。3）缺

少在自然环境中的活动，减少儿童“泛灵心理”

（认为一切事物都拥有生命、情感和思想）[21]

的养成机会，阻碍情绪的自我调节和独立情感

的形成，导致儿童在面对挫折和失败时，不能

有积极自我心理暗示；或在外界压力下，产生

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时，没有足够的心理防

御和调整能力。4）电子游戏和网络冲浪上瘾

的重要原因是它们可以提供即时的精神奖赏。

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使儿童只习惯短期奖赏而

无法长期专注以实现更长远的目标和获得延迟

的奖赏，因此对恒毅力的养成有直接和巨大的

损害。5）自然缺乏和电子科技沉溺导致社会

活动缺乏 [17]，从而导致同理心缺乏、社交能力

低下、暴力倾向、情绪控制能力不足、交流能

力不足等多种问题 [22]，而这些问题都会阻碍儿

童恒毅力养成。

针对上述问题，自然教育可能是一举两

得的举措。一方面通过发现或营造更多自然

( 或类似自然 ) 的户外场所，让儿童可以减少

对电子产品和室内生活的依赖，减少儿童与

阻碍恒毅力的环境的接触；另一方面，自然

接触和自然体验本身具有多样的、从正面促

进恒毅力养成的效果。

3  自然教育如何影响恒毅力的养成
我们以“恒毅力（grit）”和“自然教

育（nature education）”作为主题中英文词汇

对 2000—2019 年收录于 Web of  Science（core 

collection）和中国知网的文献进行检索。检索

未发现以塑造恒毅力为明确目标的自然教育

或自然体验类文章发表。但是，我们仍发现

相当数量的研究指出自然体验与恒毅力某些

要素的养成有显著关联 [19]。因此，我们首先

对这些理论性或实证性文献进行归纳。在此

基础上，结合我们对恒毅力理论的认知，提

出与 6 个恒毅力关键要素一一对应的、相对清

晰和系统的理论框架。

3.1  可应对挑战的身体素质

自然体验有助于增强儿童多方面的身体

素质。有挑战性的自然环境能促进儿童运动

能力的全面发展 [23]。自然景观与人工景观相

比能提供更多游戏的可能性，而游戏的多样

性使儿童具有更全面的肢体活动能力。研究

发现，当代儿童更偏好体验型自然景观 [24]，

因为相比其他非自然环境元素，自然环境元

素更容易激发儿童的环境感知能力，关注微

观细节，例如，地面材料的种类、材料纹理、

植物创造隐蔽的空间、植物的果实等，由此引

发更多种的活动 [25]。相对复杂的地形比平坦

的地形更能促进儿童体能的发展，例如爬树、

在木头上保持平衡、在泥泞的斜坡上滑行和

使用各种工具建造临时避难所等各种运动 [26]。

相比结构化、器械化的室内活动，自然体验

活动对心肺功能有更大益处 [27]，对调整血压

也有积极作用 [28]。儿童在自然环境中的活动

时间与日常久坐的时间呈负相关关系。丰富

的自然环境，更能促进儿童的身材发育和优

质睡眠 [29]。

和某些温和的自然体验项目相比，户外

自由活动和户外探险更能显著提高面对较大

挑战或困境的身体素质。此类活动的场所常

常是具有丰富多样的自然景观特征，是开发

程度较低的且可进入的自然环境 [28]。此类环

境需要有不同类型和密度的植被，以及不同

坡度和粗糙度的地形 [23]。自然环境的表面应

该是相对开阔和多层次的。自然教育者可以

利用多样的具有挑战性的自然元素，如泥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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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坡、树木、激流等，强化对儿童身体素质

的培养 [26, 30]。

3.2  行为及情绪的自我控制

多项研究发现自然体验能够有效培养儿

童的自律能力 [31-32]。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

有利于提高儿童的专注力 [33-35]、独立性和自

主性 [36-37]。在有丰富的植被环境中，学龄前

儿童较少表现出注意力分散现象 [38]。相比树

木茂密的自然环境，城市化的人工环境让患

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儿童呈现

出更严重的行为失常症状，包括社交障碍、

攻击性、注意力不集中、冲动和过度活跃的

行为 [35]。在城市住宅环境里，社区绿色空间

的数量、质量及可达性，与儿童的冲动抑制

和延迟满足呈正相关关系 [39]。在户外探险活

动中，独立、自信和自我效能和自我评价在

个体管理领域中影响最大，并能够在儿童的

后续成长阶段得到进一步加强 [37]。不仅是与

绿色景观的接触，与动物的接触也有提高行

为控制能力的效果，例如马术体操训练和儿

童与马的游戏互动，可有效提高儿童坚持既

定目标和抑制冲动行为的能力 [40]。

此外，自然体验可起到稳定或调动儿童

正面情绪的作用。研究发现绿色景观（大面

积树林、灌木区和丘陵地形 [38]）、蓝色景观（海

滩 [35]）以及动物接触 [40] 等不同类型的自然体

验都对情绪的自我控制均有积极影响。无论

是野外实验 [41] 还是长期跟踪调研 [42] 都发现

自然体验能够恢复儿童正面情绪，特别是对

学龄前儿童 [27] 或患有 ADHD 的儿童作用更

加明显 [43]。在户外探险类活动中，面对充满

挑战性和不可预测的纯自然环境，儿童能逐

渐习得情绪上的自我控制，对环境突发事件

做出适当反应，这种进步不仅可以改变儿童

对于自然环境的态度，也有助于帮助他们完

成高难度的任务 [44]。同时，接触自然能增强

感情能力的获得，儿童在接触自然时感受自

然的变化，体会自然的严酷，感知自然的美

或是接触动物的过程中都能培育丰富的正面

情感 [15]。

3.3  对困难的适应和处理

自然体验能减轻儿童的心理压力 [45-50]，逐

渐习得对困难处境的适应和处理能力。研究发

现：定期持续的森林户外课堂可显著降低儿童

的压力水平，形成有效的压力调节机制 [51]。相

比城市环境，在森林等自然环境中的徒步活动

可使儿童的消极情绪（例如紧张、焦虑、疲劳、

思维混乱等）得到更快、更显著的消减 [52]。自

然体验能够鼓励儿童学会处理困难，积极应对

挑战。研究发现在园艺体验项目中，由儿童自

己主导的情境式体验活动可促进儿童的独立性

和自主性，具有更强的探索新事物和学习他

人的勇气和决心 [53]，这种由自然体验而产生

的心理建设是尝试适应困难和处理问题的重

要步骤。

一些高难度的、相对不适的或在陌生环

境下的自然体验，可培养儿童处理困难的相

关品质。例如，面对困难时永不放弃的坚持、

相信自己能力的自信心、敢于面对失败的勇

气和管理有限资源和时间的能力 [54]。这类自

然教育活动会鼓励儿童不断地尝试，并在尝

试中逐步强化适应和处理困难的能力 [37, 55]。

3.4  领导力和团队精神

自然体验帮助儿童认识社会群体中的组

织关系和角色定位，认识到无论是领导力还

是团队精神对于团队成功运作都有着重要的

促进作用 [54] 。研究发现一些群体自然体验活

动可使儿童学会承担责任、尊重他人的贡献

和认可他人的价值 [56]。非日常的自然环境更

可丰富儿童的感受能力，增强语言表达、聆

听和沟通技巧 [54-55], [57]14-15 ，同时能弱化儿童的

思维局限，推动儿童积极融入群体 [52]，以熟

悉陌生环境，让儿童产生群体归属感，最终

积极参与任务实现目标 [58]。

自然体验活动特别是较高难度的活动对

儿童领导力有显著提高，具体表现包括关注

细节的能力、合理的决策力、活跃团队积极

性的组织力、高效的时间管理、正确的价值

导向和设立目标 [37, 58]，并熟悉团队的角色分

配，形成自己的领导风格，成功带领团队积

极运转 [54]。

3.5  爱和被爱的能力

自然体验能够培养儿童泛灵和通感能力，

以此为基础，儿童能在自然体验中逐渐习得爱

的能力，感知他人的情感需求，激发群体中

的积极情绪 [47]，引导儿童对他人形成积极评

价 [35, 54]，倡导正面积极的合作。研究发现园艺

体验项目可使儿童利用同伴们不同的观念和

知识基础，开始积极地相互学习 [59]。在团队

中，个人的优势被很好地运用在团队活动中，

共同解决任务 [53]。自然体验能启发儿童通过

积极的行为举动，获得同伴依赖、欣赏和信

任。在自然环境中开展自然体验的群体活动，

强调平等协作，使得儿童原生家庭的物质条

件和社会阶层属性被弱化，因此儿童能有更

多的自信和耐心去表达和聆听，从而建立相

互理解和欣赏 [37]，强化自己的共情能力 [60]、

社交能力 [47], [57]14-15 以及建立和维持亲密关系的

能力 [37, 61]。此外，自然体验通过提高玩耍性互

动的趣味程度可有效促进儿童之间关系的亲

密度和丰富度 [62]，并对儿童的爱与被爱的能

力产生持续的影响力 [63]。

3.6  持久且坚韧的激情

自然体验能够引发内在动机和积极情绪，

进一步培养激情，特别是有自主内化和自愿

意志的“和谐激情”[64] ①更为明显。自然体验，

特别是户外课堂，能够激发学龄前儿童 [65] 和

学生 [66] 学习的内在动机，比外在动机更有利

于保持对学习的参与度和兴趣，从中产生积

极的态度 [67]。儿童的“玩耍意愿”“学习欲”“运

动欲”是平行关系，积极玩耍的儿童会有强

烈的学习和运动意愿 [15]。因而，学习内在动

机的积极性会延续到传统教育中，例如，降

低课程缺勤程度 [68]，提高对课程兴趣 [69-70]，关

注其他学习材料及资源 [71]。

关于自然体验能激发学习的内在动机的

原因主要有 3 个方面。1）户外学习环境能带

给儿童新颖的体验感。在更有趣的、充满新鲜

空气的自然环境中，儿童能更加专注地学习。

2）自然体验是一种更真实的学习方式。自然

体验能引导儿童把书本的理论知识和亲眼见

到、亲身感受到的实际事情联系起来，最终

形成学习与实践的良性循环 [67]。儿童易从这

种趣味中，掌握自己独特的学习方式，找到

自己学习的内在动机。3）自然体验产生的学

习激情会更加持久。儿童掌控自己的节奏、

方式和时间，去认知自然环境，从中产生积

极的感受和想法，可以提升亲近自然、保护

环境的理念，而这些感受和理念的建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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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恒毅力自然教育体系推导
4.1  恒毅力自然教育体系的建立

恒毅力自然教育体系可通过 4 个步骤建

立（图 2）。1）向专家评估系统输入个人信

息和进行个人恒毅力元素评价。2）基于实证

和实践研究基础，建立一个以塑造恒毅力为

目标的自然教育的理论框架。3）在自然体验

项目智库中输入理论框架和评估结果。项目智

库的分类依据恒毅力六大要素、自然景观资

源类型、具体的自然体验的活动和组织类型。

4）从项目智库中生成个性化定制的自然教育

项目。根据中国城市学龄前儿童的生活日程，

拟定一个养成恒毅力的一年培养计划，以及推

荐一个自然体验活动计划。在一年里，每个儿

童将完成 108 h 的养成计划。养成计划结束时，

儿童的恒毅力水平，儿童、家长对活动与场所

的主观评价，以及不同活动和自然场所对恒

毅力的影响力将被输入到自然教育项目智库，

以促进教育计划结构和内容的优化。

4.2  恒毅力六大要素的权重确定

在确定恒毅力体系的过程中，我们意识

到恒毅力的六大构成要素可能并不是同等重

要的。因此，我们需要测定一套关于中国城

市学龄前儿童的要素权重，才有可能制定出

更准确和适宜的教育计划。

基于此，我们通过互联网在全国范围进行

了一个关于六要素权重的调查问卷研究。本次

问卷调查的对象包括 3 类与学龄前儿童教育相

关的专业教育人士，他们包括：自然教育者、

常规学前教育者和其他常规教育者。1）自然

教育者是最可能快速理解恒毅力自然教育的专

业人士，但是，他们目前从事的自然教育仍然

与恒毅力自然教育不同，故不能绝对依赖他们

的看法；2）常规学前教育工作者对学龄前儿

童（4~6 岁）的身心发展状况应该有深入和全

面的了解，应当纳入参考标准中；3）其他常

规教育者主要指义务制教育阶段和全日制大学

的教育工作者，他们具有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

方面的专业背景，并有真实的人才培养经验，

对学龄前儿童未来的身心发展状况亦应有所见

解，但可能不及前两类专业人士深入和全面。

基于以上 3 个原因，我们将自然教育者—常规

学前教育者—其他常规教育者的意见参考比例

1

2
1 恒毅力原理—自然教育类型—恒毅力所需的自然资源

Mechanism of grit—nature education program types—natural landscape features

2 恒毅力自然教育体系策略推导
Grit-oriented nature education system generation

使儿童发展出更和谐、持久和坚韧的激情 [64]。

综上所述，恒毅力自然教育可大致确定

为 7 个类型的自然体验活动，每一类活动对

应一个或多个恒毅力关键要素。这些活动包

括自然玩耍、自然探索、动物辅助学习、自

然行步、自然课堂、农业和园艺活动、自然

探险。每一类自然教育对应一类特定的自然

资源（图 1）。以上内容主要基于文献研究

和理论推演，虽然有分类但各类的权重不清

晰， 尚未对客户群体做详细地分析，也欠缺

对地方景观资源设计具体使用方法。因此，

我们在下文提出一个更加清晰的方法以实现

更精确的恒毅力评价体系和推导更具地方性

的场地及活动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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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为 6 : 3 : 1。

本次问卷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问

卷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具体教

育行业、受教育程度等；第二部分为六大要素

的重要性评价。受测者对每个要素进行 1~7 分

的重要性打分（1 分为极不重要，7 分为极重

要）。受测者也可以提出恒毅力六要素之外的

新要素并打分。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 130 份。

受测者包括了自然教育工作者（7%）、常规

学前教育工作者（32%）和其他常规教育工作

者（61%）。女性占 90%，男性占 10%。年龄

分布情况为 21~30 岁（37%）、31~40 岁（22%）、

41~50 岁（38%）和 50 岁以上（3%）。教育

程度分布情况为大专（12%）、本科（75%）、

硕士（8%）和博士（4%）。

数据分析显示 3 类专业人士对六大要素

权重的评价分数均达到较高的层次且比重基

本一致，同时无新的要素被广泛提及，此结

论证明恒毅力六要素框架的较高准确性和完

整性。经过计算，六大要素的综合权重从高

到低依次为：爱和被爱的能力（M=5.67，

SD=1.17），行为及情绪的自我控制（M=5.63，

SD=1.11），持久且坚韧的激情（M=5.57，

SD=1.24），对困难的适应和处理（M=5.48，

SD=1.18），可应对挑战的身体素质（M=5.32，

SD=1.20），领导力和团队精神（M=5.15，

SD=1.21）。

本阶段的专家权重赋予为建立恒毅力自

然教育的重要步骤，通过对本土教育专家的调

查可制定出较符合中国当代城市儿童身心特

征和发展目标的培养计划。根据权重的不同，

我们明确“爱与被爱的能力”和“行为及情绪

的自我控制”为两个首要要素，不同于传统

自然教育的重点方面；此外，权重的分配可

精确地指导不同类型活动在教育计划中的具

体比重和具体教育目标；需要注意的是，权

重不是一成不变的标准，培养计划实施过程

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反馈或可影响现有的

权重分配，确保培养计划的灵活性和时代性。

4.3  自然教育的场所及活动设计

在确定了恒毅力构成要素的权重之后，

我们得以建立一个概要性的恒毅力自然教育

实施纲领（图 3）。基于文献研究和已有自然

教育实践的调研，该纲领包含了恒毅力六大

元素、自然教育类型和自然景观类型 3 部分内

容，并对三者之间的主要逻辑联系和权重分

配做了阐释和设定。根据此纲领，我们可进

一步对恒毅力自然教育的体验活动和自然场

所进行选择和设计，建立具体的恒毅力自然

教育课程（图 4）。

1）我们将自然教育类型根据与恒毅力元

素的关联性权重分为三大类，具体为自然玩

耍、自然探险、自然行步为重点课程，农业

和园艺、自然探索、动物辅助学习为一般课程，

自然课堂为辅助课程。2）自然场所依据场所

对儿童活动的挑战性分为三大类，主要根据自

然化程度和熟悉程度两项指标区分具体难度，

其中自然游乐场②、城市公园、社区花园为低

等难度；农场、村庄为中等难度；海滩、湿地、

河流、森林、山麓为高等难度。3）我们也将

自然体验活动根据组织形式分为三大类，具体

包括低等难度的家庭亲子活动（家长与儿童一

起体验与完成）、中等难度的同龄群体活动（独

立于家长，与同年龄儿童一起体验与完成）

和高等难度的个体活动（独立于家长和群体，

儿童个人独自体验与完成）。

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自然教育，恒毅力自

然教育关注让儿童逐渐适应相对陌生和具挑

战性的场所和项目。中国现有的学龄前儿童自

然教育实践多安排在周末。例如，盖娅森林幼

儿园（4~6 岁）共有 3 个难度的培养阶段，每

个培养阶段以 1 年为周期，各组织 7~8 次活动，

每个月 1 次活动，累计时长分别约 27 h、42 h

和 48 h，同时，也会在寒暑假组织 6~7 d 的冬

夏令营 [72-73]。国外的学龄前自然教育多为全日

制或半日制。例如，美国的 Merrohawke 森林

幼儿园（3.6~6 岁）培养以 1 年为周期，活动

持续 7 个月，每周组织 15 h，同时，在 8 月会

组织为期 4 个半天的夏令营活动。

由此，我们提出以养成恒毅力的 1 年 12

个月 108 h 培养计划。我们将这一个周期分

为 3 个阶段。第 1 阶段活动以家庭亲子活动

（60%~80%）为主，为期 2 个月 18 h，共组

织 4~5 次活动，要求儿童主要体验低等难度

3 4

3 以恒毅力为导向的自然教育纲领
A framework of grit-oriented nature education

4 自然体验项目具体内容
Specific content of grit-oriented programs of contact with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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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场所（50%，约 9 h），适应中等难度的场

所（30%，约 6 h），初步接触高等难度的场

所（20%，约 3 h）。第 2 阶段以儿童群体活

动为主，为期为4个月36 h，共组织8~9次活动，

教育活动逐渐从低等难度场所（30%，约 12 h）

过渡到中等难度场所（40%，约 15 h），并开

始适应高等难度场所的活动（20%，约 9 h）。

第 3 阶段以儿童个体活动为主，为期 6 个月

54 h，共组织 12~14 次活动，教育活动的重点

从中等难度场所（30%，约 15 h）转移到高等

难度的场所（70%，约 39 h）。

5  结语
自 Duckworth 于 2016 年发表《恒毅力》

一书以来，恒毅力的教育理念得到广泛的认

可，但也遭受了一些质疑 [2] 269-277, [74]。笔者通过

文献研究以及逻辑分析，发现自然教育、恒

毅力养成、受测者短期或长期的表现和成就

存在诸多显著的正面关联。透过总结与分析，

我们也意识到恒毅力的定义、内涵和应用方

法都是深广于 Duckworth 一人之所见的，同时

它也是一个可以不断被完善和发展的概念。

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恒毅力自然教育

的研究和实践保持信心和期许。

诚然，恒毅力自然教育不是万应灵药，

它只是众多自然教育理念和产品中的一种。我

们认为恒毅力自然教育是极其重要且紧迫的，

但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全盘否定其他类型教育

的价值、理念和方法。另外，每个儿童都具

有不同的身心特质。就恒毅力的各个要素而

言，每个儿童都具备不同的长处和短处。因此，

理想的恒毅力自然教育应当是充分尊重个体

特点的针对性教育，帮助每一个个体发展其

长处，补足其短处。但是，我们也应当意识到，

恒毅力的养成离不开群体活动对身心品质的

塑造，因此纯粹针对个人的教育方式是不可

取的。

恒毅力自然教育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

1）明确提出“爱与被爱的能力”和“行为及

情绪自我控制”的显著重要性。希望通过教育

让儿童学会以积极、友善和体谅的心态参与合

作和竞争。2）它并不是一个只关注个人素质

成长的“自私型”教育。相反，它让孩子形成

与真实自然的积极互动，从而让儿童发展出

更丰沛、多面和深刻的对自然的依恋和爱惜。

3）它虽然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但其主要的

活动场所和接触对象是远离城市儿童心理与

行为舒适区的，具有较强陌生感和挑战性的郊

野自然。4）它强调儿童主动积极地通过个体

独立和群体合作的方式完成具有挑战性的任

务。因此它较少采用被动学习式的户外讲课，

也不将重点放在过度保护和过于温和的户外

活动。5）它强调通过一个较长的周期养成儿

童的恒毅力。教育者会有意识地抑制短期评估

和奖赏，逐渐引导儿童关注自己长期的表现

和收获。在评估和奖赏时，教育者不强调儿

童具体技能或资源的获得，而是关注儿童各

项基础品质的进步并对其进行精神上的褒奖。

6）它是一个开放的智库，可以不断接纳和分

析新的信息。因此它是一个可以不断自我发

展和完善的开源系统。

注释 (Notes)：
① “和谐激情”英文为“harmonious passion”，指自主
意愿下的选择（例如学习、工作、活动）并完全沉浸于这
个选择，与内在动机少有强迫感，最终由内心产生的满足
和愉悦感。引自参考文献 [57]。
② “自然游乐场”指以自然资源为主要材料和有一定开放
性的活动设计的儿童乐园，不同于塑料化和结构化的普通
游乐场。“农场”概念源自国外的“farm”，基于中国乡
村现状和现状农业类的自然教育实践下，本研究中主要指
中国城市郊区或乡村地区，拥有农田、果园或养殖场的，
具有较规范的设计与管理方法的农业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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