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受秦岭之美，体味人间真情

──生态文明教育秦岭实践课程结课论文

作者：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夜佳怡 （2021 年学员）

今年暑假伊始，我在考试结束后并没有立刻回家，而是满怀好奇又激动的心情

参加了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组织实施的生态文明教育秦岭实践的课程。受所学专业和

成长环境的影响，我平常了解并掌握的秦岭生态知识并不多，虽是陕西人却没去过

秦岭，正好趁这次机会，暂时远离喧嚣的都市，走进神秘又亲切的秦岭，去探寻自

然，寻觅浮躁心灵的栖息之所。这次实践课程，与我而言，学到的专业生态知识和

产生的心灵感悟，或许一样多。

一、拥抱自然 亲近自然

我来杨凌上学已经一年了，平时不经常去山水田野间游玩，这次的实践就给我

提供了一次很好地机会。我来到了秦岭山中，虽处陋室，却在清秀山水间，空气清

新，环境幽静，是和在学校不同的感觉，不禁心情舒畅许多。整个火地塘实验林场

处于秦岭怀抱之中，气温适宜，树木葱茏，距离实地教学场地也很近。河水潺潺流

过，鸟鸣声也不曾停止。当我去亲近大自然的时候，当我去聆听属于自然的声音，

当我用心去看来自自然的每一片树叶、每一粒土的时候，我发现了纯真之美，那是

任何地方都不能与它一争高低的，那种美是无法用语言描绘的。亲近大自然，生物

的任何一种状态都成了生命的绝美。细细审视每一棵树、每一朵花、每一株草，就

像是在审视一个会说话、会表达的生命。顺手拾起一片落叶，就像拾起一份悄然隐

匿的纯真。走进自然，走进自然的怀抱之中，何尝不是一次品味生活、感悟人生的

过程呢。

二、专题教学 现场授课

我们在火地塘林场，除了实践和爬山之外，还开展了秦岭生态专题的讲座和林

场实地教学。专题讲座主题多样，讲解内容又贴合实际，主要涉及秦岭生物资源与

可持续发展、习近平生态思想、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思想、乡村振兴和厕所革命、

秦岭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秦岭的相关介绍等主题。这些专题讲座为我们展现了一

个常人眼中不一样的秦岭，我们也从中学到了不少知识，无数次感叹自然界的鬼斧

神工和秦岭的魅力多姿。这次实践活动过后，秦岭在我的眼中不再是一座熟悉却又

陌生的山脉，而是一位素未谋面，但一经熟识，便无话不谈的朋友，更是滋养神州

大地、哺育万千子民的伟大母亲。除了“重量级”教授带来的多样讲座，我们还开

展了实地教学活动。一位黑发掺白的老教授带领我们走进火地塘临场，静谧的林地

与青春的欢声笑语交融在一起，不让人觉得突兀，反而充满了勇往直前的活力和勇



气。我们在林间小道上穿行，去发现、去感受平日里见不到的美景。老师带领我们

探究特定现象背后的成因，还带着我们参观了测量林场降水的径流量、河流的流量

等一系列指标的特殊工具。虽站在人群后看不真切，但我还是对这神奇的工具产生

了强烈的感叹，也了解到林业工作者为保护和发展这片森林做出了多大的努力。

三、巍峨山峦 势在必行

来到这里的第二天，我们全体人员去爬山。一路不算顺利，路上常有枯枝落叶

阻碍，栈道也不算平缓，但一路上看见的风景，是无法用手机拍出来的美丽，我更

愿意用眼睛去记住我看见的一切，用身心去感受。崇山叠嶂，绿盈满布，没有被高

楼遮挡的天空，是有天蓝色与绿莹莹的相互交映。每一次抬头，都是与大自然的一

次亲密接触。这次爬山，可谓是“上刀山、下火海”，上坡的时候有多累，下山的时

候就有多惊险刺激。好在我们小组紧紧抱作一团行动，谁有困难大家都会及时伸手

相助，一路上相互关心，一起加油打气。身体虽疲累，内心却丰盈。爬山的路途之

远，可以说远超我的预料。每当我以为这一站是终点时，总有下一段路程等着我。

回望这次爬山，我有时仍不敢相信我走完了这次全程。这次爬山不仅是身体上的一

次磨练，也是心灵上的一次修炼。这天地间，有奇特蓬勃的自然美景，有点点滴滴

的人间真情，有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修行。我们终会战胜遇到的一切苦难和挫折，

在以后的“爬山”中成为真正的自己。

四、中华祖脉 护佑万生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聚集在教室观看纪录片《大秦岭》。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

三千万老陕齐吼秦腔。秦岭像是一条横贯东西的巨大屏障，巍峨雄浑，气贯中原，

将整个中国分为南北两半，也是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西起甘肃省临潭县北部的白

石山，向东经天水南部的麦积山进入陕西，最终分入河南。全长 1600 公里，南北宽

数十公里至二三百公里，面积广大，气势磅礴，蔚为壮观。《大秦岭》中为我们展示

的便是这么一个气势恢宏的秦岭。纪录片在开篇的部分，便对秦岭追根溯源，探索

秦岭的来历，以及秦岭所孕育的秦帝国和灿烂文明的历史。秦岭蜿蜒的走势将关中

平原温柔地揽入怀中，形成一道庇护。阻止了敌国的来犯。使秦国横扫六合，最终

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文明。之后的中华文明便围绕着秦岭徐

徐展开，十三朝古都长安便是秦岭恩泽的完美体现。秦岭养育了瑰丽耀眼的华夏文

明，它也因此被誉为中华民族的龙脉。《大秦岭》的最后，有一句总结的话：“秦岭

无言，只是默默的守护着胸怀里的万千生灵。”的确，我们和其他物种一样，都是秦

岭胸怀里的万千生灵。《大秦岭》让我认识到一个不一样的秦岭。希望更多的人了解

秦岭，加入到保护秦岭的行列当中。而我，作为保护秦岭、爱护秦岭的小小一员，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陕西人，更加希望能为秦岭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五、走进社会 了解民生

在课程的最后一天，我们前往宁陕县旬阳坝镇进行了一次社会调研，主题是关



于农村垃圾治理和厕所改造的调查。农村垃圾治理和厕所改造是我们国家提出的农

村改造治理的重点项目，而我们这次的调研，就是对旬阳坝镇农村垃圾治理和厕所

改造效果的大概检验和走进社会、了解民生的一次珍贵机会。7 月 8日上午，我们

在旬阳坝镇进行了调研，通过访谈和调查问卷的方式完成了这次的任务。在这次调

研中，我们与不同的村民进行交流，了解到垃圾治理和厕所改造在不同的家庭里产

生不一样的效果，以及追溯这些结果产生的原因。在调研中，我们组遇到了一位 81

岁的爷爷，他是从林业相关工作退休下来的干部。与其他人不同的是，这位爷爷在

接受完我们的采访后，还提出了我们能不能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反映给政府的

要求。我们碍于身份、任务和自身实力的限制，并不能给爷爷一个肯定的答复，只

好一遍一遍地安抚爷爷越来越激动的情绪。认识了这位爷爷，让我忽然觉得大学生

的社会调研，不应该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调研，而更像是去传达社会的一种声音，

发现问题所在，虽然不一定能做出什么实际行动或者即使努力了也没有产生预期的

效果，只要能让我们催生出一种意识，一种实事求是、服务人民的意识，然后为了

心中的目标去行动，这或许是我所理解的社会调研的另一层目的和意义。这次调研，

也让我意识到了我的一些缺陷：遇事太过于紧张，以致所有的准备都无法发挥预期

的效果。我认为这次调研对我而言是一次学习，我的专业是社会工作，以后肯定会

和群众接触的比较多。助人自助是社会工作的一个核心概念，我将把这次的调研看

作是我正式进入大二、学习社会工作这门专业的一个新的出发点，希望以后可以更

好地学习这门专业并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就是本次调研对我的最大

意义。

这次的课程只有七天，从刚开始的隐隐埋怨到最后的不舍，我们度过了充实又

快乐地七天。课程结束了，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秦岭的学习结束了，相反，这是一个

开始。学无止境，秦岭之行是大自然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每个早晨都有清新的空气

和悦耳的鸟鸣，每条路线都有不同的风景。纵览大美秦岭，隐居在深山之中。每年

都会有一批又一批师生和学者来到这里，然后离开，不变的只有静卧在这里的大秦

岭，它静静地注视着我们，注视着它的子民，就像过去几千年一样。我们走了，秦

岭带给我们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是整个人精神面貌的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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