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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秋季调查持续了一个
多月，让刘真君意外的是，学生
们的参与热情很高。“我们学校
是九年一贯制，这次参与调查的
主要是二至五年级的小学生，初
中生们虽然没有参加，但也经常
讨论，还不时提供一些线索。”刘
真君说，参与的学生中很多都很
喜欢鸟，对调查也非常认真，“比
如‘学校小分队’的四人，我要求
他们每天下午4点巡查，但往往
3点他们就按捺不住了，他们把
巡查活动当成与大自然的互
动。”

对于这次鸟撞，学生们也都
感触颇深。“在老师的带领下，我
们发现了几起鸟撞事件，这让我
懂得了原来玻璃会对他们有这
么大的杀伤力，它们的生命那么
的脆弱。”三年级学生龚昕媛说，
希望大家都能从身边的一些小
事做起，为减少鸟撞做一些贡
献。

“我本来以为鸟儿们会自由

地飞在天空，没想到他们撞死在
了玻璃窗上。”二年级学生魏语
慧说，调查期间，她发现了一只
红尾歌鸲，“它撞死在了南面的
玻璃窗上，是因为它在迁徙途中
下来找食物而撞到。我了解到
降低高楼玻璃的反光度可以减
少撞击率，我希望可以做更多的
事，来帮助鸟儿自由地飞翔。”

“对于学生来说，这次调查
是一次生态教育，他们可以去关
注身边这些和我们生活在同一
个城市中的鸟类邻居。”刘真君
坦言，虽然这次调查的科学难度
不是很大，但学生表现出来的对
于生命的尊重让人印象深刻，

“他们比很多大人做得还要好。”
此外，调查过程中，学生们对科
学研究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很多科学家在研究时做的工作
都要每天重复，有了这次调查经
历，他们会更能理解科学精神和
科学研究的工作方式。”

虽然鸟撞调查已经暂时告

一段落，但学生们对城市建筑和
野生动物之间冲突这一议题的
关注仍在继续。在秋季调查中，
学生们发现怀氏虎鸫（冬候鸟）
发生鸟撞的天台居然有4具腐烂
程度不同的鸟尸，于是，在学校
的支持下，他们决定改造这面玻
璃。刘真君说，对玻璃进行“改
造”，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学
生们首先要找专业防鸟撞的贴
纸，然后根据玻璃的面积测算需
要多少贴纸，“这其实是解决一
个真实的问题，中间涉及到了多
学科知识，也是对他们综合能力
的一个考验和培养。”

学校方面也非常鼓励学生
参与这样的活动：“公民科学家
项目是适合广大学生参与的科
学研究方式，‘双减’政策下学生
有了更多的课外活动时间，也为
公民科学家项目提供了实施的
基础，活动对于培养未来公民、
启发学生对全球的系统性认知、
担当社会责任有重要意义。”

保护城市小动物 种下科学小种子
这些小小科学家研究鸟撞现象 帮助鸟儿自由飞翔

日常生活中，你是否在路边看到过鸟类的尸体？是否听到过鸟类撞击玻璃的声音？近年来，随着上海森林覆盖面积进一步提

升，越来越多的鸟儿在这里筑巢安家。每年11月至次年二三月，会有超过10万只鸟类在上海越冬。但与此同时，人们司空见惯的

玻璃幕墙建筑也正成为鸟儿的一大“杀手”——在反光作用下，建筑物外的蓝天白云和树木植物会被映射到透明的玻璃幕墙上，让

鸟类误认为是安全场所，从而撞上玻璃致死、致伤。这就是鸟撞现象。

刚刚过去的11月，宝山区鹿鸣学校的
小学生们在自然老师刘真君的带领下又完
成了一次鸟撞调查，他们发布的调查报告显
示，在今年春秋季两次调查中，在学校发现
的鸟撞有8起，学生志愿者发现的随机鸟撞
有5起。目前，在学校的支持下，学生们已
计划对学校的一面玻璃幕墙进行“改
造”——为它贴上专业贴纸，防止鸟撞。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背
景

“今年春季，由昆山杜克大
学、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
及成都观鸟会共同发起了中国
首次全国系统性鸟撞调查，了解
到上海自然博物馆启动‘鸟撞计
划’公民科学家项目后，我觉得
挺有意义的，就带领学校《Natu-
ral X》社团的成员们参加了。”说
起秋季调查的初衷，刘真君说，
公民科学家项目本身就需要更
多的数据，因此到了秋季，她就
在学校招募学生志愿者继续开
展了秋季鸟撞调查，而学生们的
参与热情也更加高涨，“春季时
有12个同学（参加），秋季这次
有40个同学。”

做研究，肯定要先搞清楚为
什么做和怎么做，秋季调查开始
之前，刘真君先组织学生们开展
了鸟撞培训讲座，参与过春季调
查的志愿者徐佳湲同学围绕秋
季调查的情况以及如何做鸟撞
调查给小伙伴们进行了讲解。
与此同时，为了让同学们认识身
边的鸟类，刘真君还带领孩子们
进行了一波校园观鸟活动。

调查开始后，学生们调查的
时段、路线都有严格要求。“他们
自己选建筑、自己设计路线，调
查时要顺时针、逆时针各走一
圈，调查的时间是每天下午2：00
至5：00间，调查频率是每周连续
五天在固定时间巡查。如果发
现鸟撞事件，要拍照记录鸟尸背
面、腹面、侧面照，记录鸟撞发生

方位、环境照。”刘真君说，40名
志愿者中，有一支4人的“学校小
分队”，都是参加晚托的孩子，他
们主要围绕学校的建筑巡查，其
他志愿者则基本是选择自家小
区的建筑巡查，“每天花10-15
分钟就能巡查完。”

10月18日，“学校小分队”
在教学二楼露天花园处发现了
一只已经死亡的怀氏虎鸫。这
是一种在上海较为常见的冬候
鸟。在露天花园的另一侧，还有
4 只腐烂程度不同的鸟尸。此
后，“学校小分队”又相继于10
月21日、26日、29日在学校发现
了鸟撞。而其他志愿者，也于10
月9日、19日、25日在校外发现
了3起。其中，10月19日的是
在居民区发现的一只冬候鸟红
尾歌鸲。

“加上春季的，我们在春秋
季两次调查中，共在学校发现了
8起，学生志愿者发现的随机鸟
撞事件共5起，其中以冬候鸟居
多。”刘真君说，就调查结果来
看，冬候鸟是鸟撞发生的高频对
象。此外，通过调查分析，学生们
发现，高层建筑很少发生鸟撞，发
生鸟撞的建筑基本上楼层都不太
高，“比如，学校发生鸟撞的建筑
也都是2-3层。”这一结论，与春
季时的全国系统性鸟撞调查的结
论是一致的。“我们觉得这是因为
环境的原因，楼层高了，就没有什
么植被倒影在玻璃上了。”

在学生心中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春秋两季调查在学校发现8起鸟撞

学生们进行鸟撞调查。 本版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学生们发布的鸟撞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