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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然教育的社区花园营造——以湖南农业

大学“娃娃农园”为例

Community Garden Construction Based on 
Natural Education—Taking "The Kids' Garden" in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s the Example

摘   要：自然教育是近年来兴起的在自然境域中开展学习自

然知识、建立自然情感、爱护自然行动力的一种新的教育形

式，是推广生态文明理念和促进教育改革的一种很好补充。基

于当今自然教育中商业运营机构多、受教距离远、受众范围小

的问题，分析了社区花园作为自然教育载体的可能性及现实意

义，提出了社区花园景观化、多元化、共治化和可持续性的设

计、施工及运营策略。以湖南农业大学娃娃农园为例，展示了

其作为校园教学实践基地的同时贯穿于教学科研、科普互动、

设计创新及施工运维中的自然教育功能。

关 键 词：风景园林；社区花园；自然教育；娃娃农园

Abstract: Natural education is anew education form which 

emerges in recent years and carries out nature knowledge learning, 

establishes natural feelings, and protects natural action force, 

and is a supplement for populariz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dea 

and promoting education reform. Based on the problems of too 

many commercial operation institutions, long education receiving 

distance, and small education scope in natural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ssibility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taking 

community garden as the carrier of natural garden, and puts forward 

the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strategy of gardenization, 

multi-functionality, co-governance, and sustainability of community 

garden. This paper takes The Kids' Garden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and presents its function of being the 

campus education practice base as well as natural education running 

through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teraction, design innovation and construction operation.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ommunity garden; natural 

education; The Kids' Garden

念和推进教育改革的很好补充。但仍存有较多不

足，突出体现在商业运营机构多、受教距离远、

受众范围小，使自然教育无法有效推广和普及。

鉴于此，本文立足于城市社区花园这一植根于居

民日常生活的绿地类型，探讨其作为自然教育载

体的可行性和意义，以及设计、建造和后期运营

维护的方法，以期为社区花园建设和自然教育发

展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和实践指导范式。

1  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及自然教育

1.1  自然主义教育思想

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滥觞于西方文明，早在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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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态文明”“青山绿水”“人与自

然”等词汇的深入人心，大众对生存环境的关注

度也与日俱增。而现实却恰恰相反，当前不断扩

大的城市规模、高密度的规划建设方式越来越隔

离和切断了人与自然的联系，“去自然化”的生

活以及儿童的“自然缺失症”已经成为全球化时

代人类共同的现代病。拉近生活与自然的距离，

重建人与自然的联结，让孩子们在真实的世界里

学习，成为教育面临的重大挑战[1]。

2010年以来，中国自然教育呈井喷之势发

展，2018年仅参与全国自然教育行业调查的自

然教育机构就达398家[2]，成为推广生态文明理

希腊时期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把自然看成一个

“自身具有运动源泉的事物”，认识到“儿童的

生活是含动植物与人类生活而成的，必须要依据

其自然的发达以为教育”[3]，最早提出了教育要

效法自然的观点[4]。之后随着西方教育理论的发

展，一批教育家不断探索和完善了自然教育的思

想理论，如17世纪的夸美纽斯提出“秩序是把一

切事物交给一切人们的教学艺术的主导原则，这

应当并且只能以自然的作用为借鉴”“教师是自

然的仆人，不是自然的主人，他的使命是培植，

不是改变”[5]等教育适应自然的观点[6]；18世纪

的卢梭提出“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之前就要像

周晨，黄逸涵，周湛曦.基于自然教育的社区花园营造——以湖南农业大学“娃娃农园”为例.中国园林，2019，35(1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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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样子”“我们的才能和内在器官的发展，

是自然的教育”[7]等教育归于自然的观点[8]；至

20世纪初，杜威则把儿童心理看作“是一个生

长的过程而不是固定的东西”，认为“生长是生

活的特征，所以教育就是生长”[9]，提出“教育

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继续不断的

改造”[10]的教育观。这些理论虽然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不断递进和升华，但它们所共同倡导的核心

思想却一直是：1)教育要回归儿童自身，要尊重

儿童的自然本性并顺应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然规

律；2)教育要与自然和生活相连接；3)教育要使

儿童在实践中获得经验并不断生长，要在活动中

生长、在生活中生长、在经验中生长[11]。不难看

出，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中闪烁着对人性的关

怀，关注着个体和谐、健康、自由、自然的发

展，是对人的天赋本性的成全，这样的教育是引

导的、启发的、生成性的，而不是灌输的、设计

的、替代性的[12]。它们是现代教育科学发展的源

泉，也是当代自然教育的思想根源。

1.2  自然教育

自然教育萌芽于西方的自然教育思想，强

调把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1972年，“联

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提出了“环境教育”理

念，1975年《贝尔格莱德宪章》提出“应在正

规教育及非正规教育中开展环境教育，环境教

育应是所有人的普及教育”。因此，兴起于欧

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自然教育更多倾向于环

境教育[13]。

中国的自然教育是近年来在秉承西方自然主

义教育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欧美、日本等国家的

环境教育和可持续教育所衍生的一种教育形式，

其目标是：1)为了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帮助儿

童重建与自然的联系，获得自然的滋养，在自然

中健康、快乐成长；2)为了自然和人类的可持续

发展，帮助儿童和青少年认识自然和自然界的基

本规律，培养与自然的情感，养成自然友好的生

活方式，并且激励他们参与到促进自然、生态、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际行动中去；3)为了让公众能

持续性地参与到自然生态保护中来，持续培训自

然解说员的环境行动，鼓励公众投身环境保护行

动，从“量变到质变”，带来积极的改变[14]。

由此可以看出，自然教育面对我国当前的

环境、教育、儿童自然缺失等问题，其特点主要

有：从儿童本位来说，在遵循顺乎儿童天性、尊

重儿童自身成长规律的基础上，强调了儿童与

自然关系的建立以及自然给予儿童身心滋养的作

用；从实践性来看，在保持将儿童带入自然中通

过实践获取知识、培养情感、获取生长经验的前

提下，强调了实践的目的及儿童作为社会人的责

任；在教育对象上，虽然仍以儿童为主体，但对

象扩大到了全社会的人。

尽管至今自然教育都没有统一定义，但笔者

认为：自然教育是通过在自然中引导人们(尤其

是儿童)开展与自然连接的实践活动，使其在自

由愉悦的状态下学习自然知识，建立自然情感，

养成与自然友好相处的生活方式，并自觉参与

到维护可持续发展、保护自然、关爱地球行动中

的一种教育。简言之，自然教育的场地是自然境

域，教育手段是实践，教育内容是自然知识，教

育目标是激发受教者的内在动力，使其建立起关

于自然和可持续发展的知识、情感和行动等诸方

面的综合素养，以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1.3  中国自然教育现状

中国自然教育从一开始就立足于人们身心健

康发展和生态意识之养成而展开，对推动教育改

革和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但由于出

现时间短、发展速度快，因而存在不少问题，主

要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缺少法律法规管理

和行业标准指导；二是商业运营机构较多，运营

的主体机构主要为私企或个人，收费较高，自然

教育趋于奢侈品；三是公众认知度低，活动距离

远，没有回归本真，融于生活；四是专业人才严

重缺乏等[2]。

2  社区花园作为自然教育载体的可行性及现

实意义

社区花园(Community Gardens)是社区居

民以共建共享的方式进行园艺活动的场地，是提

升社区公众参与性、构建社区和谐关系、拉近人

与自然相处距离、实现有机更新，进而促进社区

营造和社区共治的载体[15]。但当前我国大部分社

区绿地还停留于自上而下的绿化美化层面，在教

育、连接、公众参与等方面的作用发挥不够。大

力推进社区花园建设，将社区花园作为自然教育

的载体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其优势具体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便捷性。社区花园位于社区之中，是社区

中人人可及的最具吸引力和最具活力的公共空

间。将社区花园作为自然教育场地，能有效解决

当前自然教育场地距离远、参与难度大、参与群

体小的问题，能使自然教育贴近居民日常生活，

从而有利于自然教育的普及。

2)农耕性。与传统社区绿地不同的是，社区

花园以园艺栽培为主，果树、蔬菜、花卉是花园

中的主要因素，需要持续、循环地进行耕作，这

有利于在组织社区居民尤其是儿童参与花园建设

中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学习自然知识，了解

农耕文化，关心土壤、食物、健康和环境。

3)生物多样性。园艺作物为昆虫及鸟类提

供了丰富的生境，因此社区花园无疑是儿童学

习生物知识、直观了解生物多样性和食物链的

生动课堂。

4)参与性。社区花园植根于邻里生活，需要

全体居民自觉投入到可持续管理中去。通过社区

管理者或志愿者组织居民参与园艺体验、举办讲

座、开展艺术创作等，将社区居民及儿童吸引到

社区花园的营造活动中来，可以使自然教育得到

普及，从而推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社区花园的农耕性、生物多

样性和参与性高度吻合了自然教育的核心要义，

其便捷性又能助推自然教育的推广和普及。因

此，将社区花园作为自然教育的空间载体，引导

社区家庭带动儿童从劳动、玩耍、交流中学习自

然知识，增强自然认知，促进对食物、健康以及

生态环保的关注，对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互

动，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自然教育中的社区花园营造策略

3.1  空间布局“景观化”

在欧美国家，社区花园以果、蔬、花等园艺

植物及其栽培活动为主，其形式类似于生产性园

圃。但由于中国审美文化的影响，目前社会整体

对生产性景观向城市引入仍持负面情绪。因此，

设计师应采用有别于生产性绿地的设计手法来缓

解人们心理上的抵触感，遵循园林设计的基本原

则，将园艺植物不露痕迹地融入花园之中，并辅

之以公共艺术小品和科普标识系统，能更好地吸

引居民，激发他们对美的感悟以及对自然的认知

和热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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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空间功能“多元化”

多功能绿地能吸引更多人进入社区花园，因

此在其空间布局上可以结合居民交流、休闲、儿

童戏耍以及园艺种植来进行，一方面满足居民的

多种需求，另一方面可以伴随着其他活动的开展

产生潜在的与动植物对话和情感联系行为，从而

寓自然教育于无形之中。如一定的活动场地、休

息设施、沙坑、自然教室，以及场地条件允许的

甚至考虑供儿童奔跑的草坪等。

3.3  营造过程“共治化”

社会组织协调、引导和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共

同参与，是社区花园自治顺利开展的重要条件[16]。

作为推行居民共建共享的社区花园，其建设过程

不能沿用传统绿地自上而下的建设模式，而应该

是政府、专业人员、社区居民、公益组织联动的

过程。共建共治的过程不仅能加强居民对社区的

归属感，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居民

关心家园、联系自然的重要过程。

3.4  施工运维的“可持续化”

可持续发展教育是当代自然教育的一个重要

内容，社区花园则是开展可持续教育的重要场

所，可以体现在花园建设和维护管理的各个方

面，如节约型花园的建设方案、废旧材料的循

环使用、雨水收集与再利用、厨余树叶堆肥、

化肥与农药杜绝使用、废旧物品艺术创作、生

物多样性保护等。这些过程强调了人的主体

性，将主体置身于环境中来激发人与人、人与

环境之间的情感联系，实现人与生态环境之间

良性的交互作用[17]。

 

4  娃娃农园——基于自然教育的社区花园营

造实践

娃娃农园建于湖南农业大学逸苑小区内，

逸苑小区建于20世纪70年代，是校园内历史最

久的教职工宿舍区。小区部分绿地被居民无序开

垦成为菜地，与校园绿化管理存在一定矛盾。

2017年8月，学校将小区内一块面积3 500m2的

弃荒绿地批准作为本校风景园林专业的教学和科

研基地。前期调研中发现附近有附属幼儿园和小

学，社区居民主要为方便孩子上学的青年教师。

针对我国城市社区绿地重欣赏轻参与、重教化轻

体验，无法吸引儿童进行户外活动并与自然产生

积极互动，对帮助儿童建立与自然良好关系极为

不利的问题[18]，湖南农业大学风景园林系师生将

原本只作为教学和科研的基地，建设成为一个结

合园艺栽培并兼具科普教育和儿童活动功能的开

放型社区花园，取名“娃娃农园”。 娃娃农园

是一个城市绿色空间、户外自然教育课堂、儿童

活动场地的集合体。它引导儿童并带动其家庭成

员从体验作物的栽培、生长以及玩耍、休闲中学

习自然知识，增强自然认知，关心食物和健康，

并在儿童交流、居民交往、社区共建中推动和谐

社区的建设和发展[18]。

4.1  开放友善的社区花园

有别于传统的封闭式教学实践基地，娃娃农

园用不设围墙的开放空间传达了社区花园的设计

理念——共享、友善、参与和包容(图1)。农园

中心是儿童自由奔跑滚爬的开阔草地(图2)；草

地东西两侧为规则种植区；主入口在场地北面，

没有宣布领地感的园门，仅利用原场地中的三株

法国梧桐与改装后的报废巴士一起形成农园入口

标志(图3)；入口集散广场与草地之间保留了原

有大树并建造树屋(图4)，树下有沙坑、休息平

图1   娃娃农园平面图(朱晓松绘)

图2  儿童自由奔跑的开阔草地(周晨摄)

图3  报废汽车改装的入口巴士(周晨摄)              

图4  树屋(李彤摄)

图5  规整的种植池(朱晓松摄)

1

2 3

4 5



15中国园林 / 2019年 / 第35卷 / 第12期

台和坐凳，为儿童戏耍及成人看护提供了场地；

草地南面保留原有小树林，林下为自然植被保育

区，可作为自然生境观测地。整个农园开阔、整

洁而明快，中央草地阳光明媚，打破了老旧小区

的沉闷感；两侧园艺种植地规整有序，避免了一

般生产性农园的脏乱感(图5)；中央大树和树屋

共同构成了视觉焦点，同时保留了场地记忆，延

续了场地的历史感。农园的平面构成充满节奏和

韵律，也展示立体及色彩构成之美，不仅提供了

自然教育和儿童户外游戏的场地，满足了城市居

民在快节奏、高科技生活下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同时也平衡了社区花园与人工环境之间的差异，

解决了生产性农园与城市居民审美、政府管理相

冲突的矛盾，形成集生产、教育、游戏、休闲、

观赏于一体的生产、生活、生态型绿地。同时，

开放的社区花园随时接纳儿童进入，开阔的草地

是孩子们肆意奔跑、追逐嬉戏的地方，树屋是

孩子们与自然亲密接触的必到打卡场所，甚至

木制的菜池过道也成了孩子们喜爱的捉迷藏之

地。农园的开放性、粗犷感，充分吻合了儿童

无拘无束、奔放自由的天性，吸引了社区的孩

子前来嬉戏，也成了附近幼儿园和小学的课外

活动场所。

4.2  多功能的自然教育场地

娃娃农园作为置身于社区环境中的开放空

间，既是风景园林教学实践基地，又兼顾了社区

花园多重功能，自然教育群体涵盖了大学生、儿

童和社区居民。在农园建设和管理过程中围绕

“寓教育于园、寓科研于园、寓科普于园、寓互

动于园、寓设计于园、寓创新于园”六大功能展

开活动，形成了一条有效的自然教育途径。

4.2.1  教学实践中的自然教育

生态文明时代的风景园林专业肩负着保护

自然、管理自然、恢复自然、改造自然、再现自

然、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使命，这要求风景园林

的人才培养更需要对自然的观察、理解和判断的

训练[19]。娃娃农园设计、建造和维护管理的全过

程由风景园林专业学生担当主要角色，他们参与

花园的建造，栽植植物，培育花园，解决植物生

长过程中的光、水、肥、病虫等问题，在实践中

加强了对植物、植物生境和生态系统这些抽象概

念的理解。这一系列的教学实践活动(图6、7)对

建立风景园林学生的自然观，构建他们关于自然

的知识、感官和情感的完整体系有极大意义。

4.2.2  科普互动中的自然教育

娃娃农园开放共享的目的是为社区儿童提供

户外课堂，传播自然保护理念，并通过儿童带动

家庭参与园艺栽培与农园共治，使自然教育在日

常活动中得以广泛开展。农园中设置了各类图案

新颖的科普牌，儿童在日常玩耍中便能建立起对

植物、昆虫、农耕文化的认知；家长志愿者定期

带领中小学生开展栽培种植活动(图8)，附属小

学、幼儿园将这里作为固定的科普园地，老师定

期组织儿童前来进行动植物观察活动(图9)，大

学生志愿者担当科普解说员，大学生种植的蔬菜

送给社区中退休教师，等等。这些活动架起了人

与人之间的桥梁，也使“娃娃农园”成为社区儿

童及居民身边的自然课堂。

4.2.3  设计创新中的自然教育

鉴于城市居民对生产性景观偏好整体低于非

生产性景观，娃娃农园作为社区花园设计试点，

积极探索城市社区花园景观化设计方法，包括花

园布局、可持续景观技术、可再生材料艺术创

作、科普牌制作等方面的创新。同时，以娃娃农

园为媒介，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承接社区、小学

和幼儿园进行花园设计和施工，研究不同人群的

行为心理，探索不同的花园建设模式，向社会宣

传推广社区花园的理念和模式，指导社区和小

学、幼儿园进行花园维护，传授植物和生态知

识，推动幼儿园和小学的课程改革，进一步推动

了自然教育向全社会的普及。

4.2.4  贯穿始终的可持续发展教育

环境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突出

问题，绿色、低碳、再生、可持续是风景园林设

计中的关键词。同时，作为面向自然教育的社区

农园，可持续也是建园必须遵循的基本理念。娃

娃农园将书本和设计图纸中的可持续词汇化为实

践，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传承：保留了原来所有大树，场地历史得

到了传承和发展；同时，一些废弃材料得到了有

效利用，如石材和木材加工厂的边角废料改装成

石笼墙、座椅和种植池，报废汽车、旧集装箱改

装成科普教室和工具房。

2)环保：菌渣、茶渣发酵成种植土，蚯蚓堆

肥塔收集居民厨余，堆肥沟收集社区清扫的枯

枝、落叶和农园杂草制作有机肥等，保护环境的

同时有效利用所谓“垃圾”，变废为宝。

3)生态：园路下沉并连通雨水花园，形成雨

水收集系统；雨水花园池底采用三合土技术，池

壁用石笼挡土，创造了水生动植物生境；地面全

部采用碎石铺地以提高地表渗水率。

图6  教学实践(文斌摄)

图7  教学实践(周晨摄)

图8  小学生开展栽培活动(周晨摄)

图9  幼儿园定期组织动植物观察活动(欧丽媛摄)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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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极大的可行性，有待进一步发展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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