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3 2024 年 / 第 46 卷 / 第 2 期

摘要
随着国家政策向基层倾斜和城乡社区治理向协同治理模式推进，风景园林专业人才培养单一的实
践教学模式已难以满足社会需求。社区营造工作坊的引入为解决实践教学中存在的专业理论与工
程实践的脱节、实践资源的匮乏、社会服务意识的缺失等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以华南农业大学
的社区营造工作坊为例，阐释其教学模式、教学过程及其在实践教学中的应用，通过全过程教学
提升专业技能、“政校企社”多方合作培养全方位人才、微空间重塑激发社会意识等方式，进一
步肯定了风景园林专业实践教学在社区营造及城乡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与供需关系，为风景园林
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Abstract 
With the national policy tilted to the grassroots and the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to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 the single practice teaching mod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rofessional talent training has been difficult to meet the social 
demand. The introduction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workshop provides an 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disconnec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theory and engineering 
practice, lack of practical resources, and lack of social service consciousness in practical 
teaching. Using th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workshop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we explain its teaching mode, teaching proces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practice teaching, and further affirm the rol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ractice teaching i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urban-rural governance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teaching to improve professional skills, the cooperation of "Government-
Colleges-Enterprise-Social Organization" to cultivate all-around talents, and the 
remodeling of micro-space to stimulate social awareness. The study further affirms the role, 
positioning, and supply-demand relationship of practice teaching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urban-rural governance, and provides new ideas for the 
reform of practice teaching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文章亮点
1）社区营造工作坊为风景园林专业学生提供了多维度实践平台；2）社区营造工作坊结合“政校
企社”多方合作模式和全过程教学理念能有效提高实践教学效果；3）微空间改造强化了学生的
社会服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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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政策重心不断向基层倾斜，推动城乡社
区治理从行政主导模式向协同治理模式迈进 [1]。在社区治理
现代化建设的政策导向下，社区营造作为一种重要的创新路
径脱颖而出，不仅契合了政策导向，还增强了居民的参与意
识，促进了实践中的人才培养 [2]。特别是在风景园林学科的
支持下 [3]，本领域的设计师通过寻找能够增强社区价值观的
空间解决方案，如社会凝聚力、邻里关系、安全感和归属感，
为社区治理贡献了关键力量。在目标明确的设计空间中，社
区中心的治理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4]；同时，社区营造又是
现代风景园林转变为以社会服务为导向，平民化和大众化的
历程中重要的一环 [5]。因此，为社区营造输送人才显得尤为
关键，其中，人的现代化和人才培养是根本 [6]。实践教学作
为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环节，不仅能提高教育质量和人才培
养效果，而且对于践行服务社会的职能和使命发挥了重要作
用 [7]。然而，尽管高校的实践育人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并积
累了宝贵经验，但实践教学仍然是高校人才培养中的薄弱环
节 [7]。因此，引入工作坊（workshop）作为一种实践教学
组织模式，对于创新教学模式，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全面
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8]。

面对当前社区营造与地方创生的时代发展趋势及对专
业人才的需求，风景园林专业急需在实践教育模式上进行创
新与扩展，以培育具备社区治理创新意识、社会责任和“规
划 - 设计 - 施工 - 管理 - 运营”综合协调能力的复合型人
才 [9]。本文以华南农业大学“绘社坊”社区营造工作坊为例，
通过其教学模式在风景园林专业实践教学的应用，探讨风景
园林专业实践教学在城乡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与供需关
系，以期建立一种长效教学机制，为风景园林专业教育提供
有益参考。

1 工作坊教学模式的内涵
工作坊是一种解决特定问题和培养专业人员的实践教

学组织模式，既是一个由不同人员构成的实体，也是一个
具有自组织特点的动力系统 [10]。工作坊以具体项目为依托，
以学生获得直接经验为导向，旨在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综
合培养路径 [11]。工作坊与传统的班级授课制、社团或单独
导师制等教学模式不同，特别是长期工作坊，其具有明确
的发展目标和较长的建设周期（从入学到毕业），并由多
位高水平导师进行正式指导，注重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且追求成果，以一定的竞赛和产品作为成效指标 [10]。

与传统教学相比，工作坊具有许多特点和优势。1）学
生可以根据自身兴趣和需求自主选择适合的工作坊，如此能
增强其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度。2）工作坊的教学形式更加
多样，包括调查分析、方案提出、讨论推进和执行实施等多
个模块 [10]，丰富了学习内容和体验方式。3）全程实践更加
到位，使学生能够亲身参与项目实施，增强其实践能力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4）工作坊鼓励合作交流，注重激发学生之
间的合作精神和创新思维，形成更加强烈的团队意识。5）
工作坊的教学氛围更加愉悦，使学生能够在积极、开放的环

境中学习和探索。6）工作坊能增强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提升其自我管理和领导能力。7）工作坊的培养目标更加明确，
导师会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并有针对性地培养其能力。8）
工作坊的培养手段更加直接，学生可以直接参与实践，加深
对知识的理解和并进行运用。9）工作坊的培养空间更加广阔，
学生可以通过参与竞赛训练、项目培训、科技创新研究、创
新创业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和志愿服务等活动，多种渠道拓
展自己的能力和视野。10）工作坊的培养成效更加直观，学
生通过实践获得的经验和成果可以被直接展现并评估 [12]。

综上所述，工作坊作为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一方面，
可以由学生自主选择不同研究方向的课题，作为课程的补
充和完善，丰富整体课程，为学生带来多维度的体验；另
一方面，工作坊与相关专业课程进行整合，应用并嵌入到
课程的全过程中，有助于促进就业，为社会培养复合型、
应用型人才。

2 风景园林专业实践教学现状
2.1 存在的问题

国内各大高校的风景园林专业都开设了实践教学，然而
在与风景园林企业的交流和毕业生的反馈中发现，专业实践
教学目前存在一些问题，其反映出当前风景园林专业实践教
学面临的挑战。
2.1.1 专业理论与工程实践脱节

大多数院校的风景园林专业考核体系由课程成绩和课程
参与度组成，无法全面客观地评估学生在实践中综合运用理
论知识的能力。这可能导致学生在创新性认知思维和严实的
工程实践能力方面存在缺失，与专业培养目标和社会需要的
风景园林专业人才存在差距 [9,13]，难以实现学校教育与社会
需求的准确对接。
2.1.2 实践资源匮乏

风景园林专业实践教学内容一般包括现场教学、调研训
练、课程实习、课程设计、认知实习、综合实习、毕业实习
及毕业设计（论文）等实践环节。然而，由于受到场所、工
具、学时数和经费等限制，大部分高等院校未能构建起完善
的匹配风景园林专业学生培养目标的实践单位体系，进而导
致学生的实践环节有所缺失等问题。这使得学生难以全面掌
握实践单位的相关信息，同时在实践过程中可能会浪费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无法有效进行以就业为导向的实践活动，进
而出现成就感和专业自信缺失等问题。
2.1.3 缺乏对社会服务意识的培养

在一些实践教育体系或教学方法的不当应用以及就业
市场激烈竞争的环境下，部分学生过于关注个人技能和经
验的积累，而 2w 忽视了对社会的回馈。这种现象阻碍了他
们对社会服务重要性的充分认知，仅仅将任务的完成作为
目标，而忽略了如何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的思考。此外，
这种个人主义倾向也导致了他们对合作与为社会做出贡献
的价值的忽视。
2.2 改革方向

在实践教学改革上，为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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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近学生与生产实践的距离，许多高校都进行了大胆的尝试。
如在教学手段上，运用数字景观 [14]、“MARS+VR”[15] 等
技术手段将项目场地概况、空间设计效果和施工操作步骤等
更直观地展示给学生，并在课后通过“学习通”“雨课堂”
等平台及时进行教学交流和反馈。在教学方法上，产学研融
合 [16]、以赛促学 [17] 和翻转课堂 [18] 等新式教学方法都已经
在课程中开始实践和应用。但是，随着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
化以及教学设备的升级，原有的教学体系亟需创新和再升级。
2.2.1 进行全过程教学

为了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应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实践项
目的调研、设计、施工以及维护管理等全过程 [19]。全程参
与不仅能使学生清晰地了解一个项目的全部流程，将所学专
业理论更好地利用在工程实践上，锻炼自身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而且能为其以后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2.2.2 重视全方面培养

在教学过程中，不仅需要对空间设计理论等专业知识进
行传授，还应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
养学生对社会需求和文化的敏感度，使得学生能够更好地理
解社会的需求，并将其融入设计中，为社区提供更符合实际
需求的解决方案。同时，要培养学生的策划能力及后期运营
能力，强化设计治理，使学生了解风景园林项目的生命周期，
并掌握长期维护管理的知识和技巧，使得学生在实践中能够
更有效地规划和管理风景园林项目，确保其发展的长远性。
2.2.3 关注微空间改造

在城市化进程中，大规模的拆迁与建设已逐渐演变为小
微空间的改造与利用。小微空间改造强调细节、人文关怀和
社区参与，要求设计人员参与其中，进行规划、设计和改造
工作。这一转变为风景园林学生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机遇。将

城乡社区各类微空间作为教学实践场所，不仅能培养学生的
实际操作能力、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强化其社会责任
感和服务意识 [20]，而且在微空间改造完成后获得的正向反
馈也会提高学生的成就感和专业自信。

3 风景园林专业实践教学的探索
华南农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设立了多个工作坊（表 1），

旨在提升学生的实践水平。其中，绘社坊于 2018 年组建成立，
是一支将业务实践和社会服务相结合的团队，旨在从“自下
而上”的视角，通过城乡社区花园的共建营造和儿童自然教
育的活动组织，带动居民深度参与到社区公共空间中，从而
激活内生性社区营造力量，增进社区福祉，助力美好生活的
实现。绘社坊的实践教学具体做法将从教学模式、教学过程
和教学实践 3 个方面内容进行阐释。
3.1 教学模式

基于近年来“绘社坊”参与城乡建设的经验，提出基于
社区营造工作坊的风景园林人才培养的“政校企社”教学模式。
该教学模式通过社区营造，协调当地政府、高校、企业和社
会组织四方主体，构建有效的互动反馈机制，为教学培养体
系建设提供支撑，延续了产学研合作中“共同愿景、共同组织、
共同利益、风险共担”[21] 的特征，同时强调社会组织对风景
园林人才培养的作用。具体来讲，其包含“政校”“校企”“政
企”“校社”“企社”及“政社”6 条合作途径（图 1）。

“政校”合作和“校企”合作是培养人才理论和实践转
化的重要手段。当地政府提供稳定的实践实习场地，鼓励高
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高校致力于培养应用型人才，积极服
务于地方发展。而在“校企”合作中，企业资金投入为高校
学生实践活动提供了重要支持，企业导师在丰富的实践经验

图 1  “政校企社”教学模式
Fig.1 Teaching mode of  ‘government, school, enterprise, 
and society’

序号 名称 时间 研究方向 / 活动内容

1
基于 SITES 的风景
园林可持续设计实
践工作坊

2016 年至今
1）雨洪管理 
2）立体绿化 
3）SITES 评估体系标准

2 岭南民艺平台 2016 年至今
1）岭南地区传统民间工艺  
       的保护与传承 
2）口述史研究

3 秾可食地景研究组 2016 年至今 1）可食景观 
2）都市农业

4 广州城市公园建设
与发展研究课题组 2016 年至今 广州城市公园的演进历程、

特征和机制研究

5 绘社坊 2018 年至今 1）社区营造与自然教育 
2）城市更新与空间治理

6 康复花园设计工作
坊 2018 年至今 1）康复景观设计 

2）康复景观营造

表 1   华南农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工作坊
Tab.1 Workshops o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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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指导学生开展实践活动，有助
于提升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及实践
能力、应变能力。“政企”合作则是
公私合作的基本逻辑，当地政府为企
业提供政策支持、设施等资源，企业
则通过积累相关人才满足当地政府对
专业人才的需求。社会组织作为社区
营造有效开展的重要保障 [1]，在“政
校企社”合作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在与高校的合作中，社会组织可以为
学生提供实习和就业机会，并帮助其
了解社会组织的运作和发展。在“企
社”合作中，企业为社会组织提供资
金支持，帮助其更好地开展公益活动；
社会组织也可以帮助企业推广产品或
提供服务来宣传企业品牌形象。最后，
在“政社”合作中，当地政府提供资金、
培训等支持，帮助提高社会组织人才
队伍的专业素质，吸引毕业生择业就
业；社会组织通过组织公益活动来推
广政府政策，加强社区凝聚力。除此之
外，社会组织还会通过培育社区自发组
织和打造公共空间，来帮助居民解决社
区问题，促进社区的内生发展，并动员
组织居民就共同关心的议题进行协商讨
论，以培养居民的参与精神和意识。
3.2 教学过程

绘社坊作为长期工作坊，根据项
目需求或培训计划，还会安排中期工
作坊和短期工作坊。教学过程分为 3
个阶段：建立工作坊、教学实践和实
践检验。在建立工作坊阶段，华南农
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教师是固定的成
员，而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合作企业
相关实践导师和社会组织工作人员根
据具体项目的需求可能会有所变动。
同时，招募的学生团队也会根据学生
的空闲时间和项目需求的人数进行调
整，参与不同的中期和短期工作坊。
整体上，工作坊的成员是相对稳定的。
在实践教学阶段，依靠导师团队的资
源或校内外机构的委托导入项目，工
作坊成员按照固定步骤实施项目，产
出微空间改造示范点、学科竞赛奖项、
科研论文、专著等成果。在实践检验
阶段，将学生在教学实践中对知识的
深度理解运用、实际项目的建成成果
评估和使用人群的评价等反馈到工作

图 2  “绘社坊”教学过程
Fig.2 Teaching process of  ‘Huishe Workshop’

表 2   绘社坊与相关专业课程的衔接
Tab.2  Interface between  ‘Huishe Workshop’ and related professional programmes

序号 专业课程名称 绘社坊与专业课程的结合方式

1 场地调研Ⅰ

导入实际项目（Ⅰ是庭院尺度、Ⅱ是社区尺度），将前
期调研至方案设计深化全过程嵌入教学，后期的场地施
工落地作为课程的补充和完善部分

2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Ⅰ

3 风景园林工程技术与建筑Ⅰ

4 风景园林植物应用Ⅰ

5 场地调研Ⅱ

6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Ⅱ

7 风景园林工程技术与建筑Ⅱ

8 风景园林植物应用Ⅱ

9 建成环境绩效与可持续性 提 供 实 际 场
地 作 为 课 程
的 补 充 和 完
善部分

用于开展环境绩效评估与可持续性研究

10 生态设计 用于生态设计的实施落地

11 环境教育与环境运营 用于开展环境教育与实施环境运营策划

12 园林工程项目管理与环境管理 导入实际项目，将前期调研至施工作为课程的补充和完
善部分13 风景园林与乡村振兴

14 营造实践 导入实际项目，将前期调研至施工全过程嵌入教学

坊后续执行以及相关教学中，进而改
进和提高培养模式的实施效果与可持
续性（图 2）。
3.3 教学实践

绘社坊结合相关专业课程（表 2），
从全过程教学提升专业技能、多方合
作培养全方位人才和微空间重塑激发
社会意识 3 个维度开展教学实践。
3.3.1 全过程教学提升专业技能

绘社坊通过实际项目的全过程教

学模式，强调设计作为一个持续且进
化的过程，而非仅仅追求最终成果的
展示。这种方法认为设计是为将来铺
垫，以项目完成为新起点而非终点。
通过这种理念，学生们在前期调研、
概念方案设计至施工和开展活动等环
节中，都致力于创造出能持续服务于
社区的解决方案，将设计转化为一个
动态发展的过程。这有助于学生将所
学知识和技能应用于现实情境，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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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解决问题能力和实践能力。特别
是在施工阶段，直接参与实际项目的
实施和落地，最能提升学生专业技能。
绘社坊团队在此阶段与社区居民紧密
合作，共同进行施工。以社区花园中
雨水收集系统的搭建为例（图 3），学
生们面对材料选择和施工工艺等实际
工程挑战，学会了在预算范围内选择
最合适的材料，还锻炼了精确测量、
操作专业工具等实践技能。团队以设
计方案为指导，有序组织人力和物力
资源，确保工程按照要求进行，并逐
步实施各项任务。这一阶段的实践经
验对于学生的职业发展极为重要，为
他们未来面对类似项目时提供了宝贵
的经验和信心。
3.3.2 多方合作培养全方位人才

绘社坊基于多方合作的“政校企
社”教学模式，不仅拓宽了学生的视
野，而且强调了设计工作的社会性和
文化导向。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与不
同领域的多位导师及社区居民的紧密
合作，学生们学会了从社会工作者的

角度去思考空间、文化和社会问题。
这 不 仅 提 升 了 他 们 的 跨 学 科 思 维 能
力，还加强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解
决社区问题的能力。在后期运营阶段，
绘社坊团队通过开展各类活动，向社
区居民和外界展示社区营造的成果。
例如团队组织开展自然教育活动，通
过解说导览、互动游戏和科普展板等
方式，让参与者深入了解花园的各个
节点和植物，学习有关植物生态、环
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图 4）。
这样的活动不仅提升了学生的专业知
识，还培养了他们与参与者互动的沟
通能力。此外，绘社坊团队还利用社
交媒体和网站等平台展示花园建设过
程和成果，与公众进行互动和交流。
这样的工作坊让学生在展示和推广项
目成果的过程中培养了多媒体传播能
力和数字素养，并锻炼了他们的创新
思维。
3.3.3 微空间重塑激发社会意识

绘社坊将城乡社区闲置空间作为
教学实践场所，让学生深入了解社区

现状和居民需求。学生通过参与微空
间重塑，直接参与到社区的具体项目
中，体验到了自己的设计对社区生活
的实际影响，认识到自己具备为社会
提供服务的能力，从而被激发出社会
意识。与社区居民的互动合作使学生
们认识到自己不仅仅是在解决一个空
间问题，更是在参与一场社会与文化
的交流，要充分利用自身的想象力和
价值观，为社区创造更加充满活力的
空间。例如在碧水新村社区花园设计
中，学生们基于居民的建议和场地的
具体情况调整设计方案（图 5），这不
仅鼓励了社区参与，提高了社区居民
满意度，也让学生直观地理解到作为
风景园林专业人才应对社区做出的贡
献。此外，学生在不同阶段的研讨中
与社区居民和导师深入交流，学会尊
重和理解不同视角，体会到社会互动
与合作的重要性，进而提升对社会问
题的关注度和解决能力。这种教学模
式有效培养了学生的社会意识，激励
他们积极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图 3  立体绿化与雨水收集
系统的搭建
Fig.3 Construc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greening and rainwater 
harvesting system

图 4  开展自然教育活动
Fig.4 Conducting 
nature educatio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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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工作坊作为一种理论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对于应用

型专业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结合当下我国城
市存量更新和社区治理现代化背景，社区营造工作坊为风景
园林专业教学提供了实践与创新的平台，能有效满足人才培
养的社会服务导向以及实践和创新能力提升等多元化需求。
华南农业大学通过融入社区营造工作坊，更新了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积极推进教学改革，强化实践教学与实践育人的结
合，建立了多元化的实践教学平台和合作机制。这不仅显著
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及社会责任感，也加强了社区合作与
互动，证明了工作坊模式在推动实践教学方面的有效性与可
行性，对于培养我国社区营造领域的高素质风景园林人才具
有深远意义。

注：图片均为作者自摄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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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碧水新村社区花园设
计民主评议会
Fig.5 Democratic 
review meeting of 
Bishui New Village 
community garde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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