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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可食性景观(Edible Landscape)是近年来兴起的多功能造景方式，是可供人类食用的植物物种构成的景

观，强调景观的功能与价值，具有可食性、观赏性、经济性等特征。可食性景观规划与建设推动了高校

科学合理的景观资源配置效应，提升了校园景观的观赏、教育、科研、生态及经济价值。校园可食性景

观承载了高校的文化与景观价值，满足师生的田园式体验与情感需求，师生情感体验与情感认同逐渐成

为人文地理研究的新视角。本研究以云南大学呈贡校区为案例，以云南大学师生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

通过问卷调查法和网络爬虫获取数据，掌握呈贡云南大学校园可食性景观资源分布情况；分析不同可食

性景观的多元价值；揭示师生情感认同与校园可食性景观资源价值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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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ible Landscape is a multifunctional landscaping method emerging in recent years. It is a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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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pe composed of plant species that can be eaten by humans. It emphasizes the function and val-
ue of the landscape, an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dibility, appreciation, and economy. The plan-
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edible landscape promote th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landscape resourc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enhances the appreciation, education, scien-
tific research, and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value of campus landscape. The campus edible land-
scape carries the cultural and landscape valu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meets the pastoral 
experience and emotional need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emo-
tional identit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 new perspective in the study of 
human geography. This study takes the Chenggong Campus of Yunnan University as a case, takes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Yunnan University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and obtains data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web crawler to grasp the distribution of edible landscape re-
sources on the campus of Yunnan University in Chenggong, analyzing the multiple values of dif-
ferent edible landscapes and revea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otional identity of teach-
ers and students and the value of campus edible landscape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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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我们谈到大学文化时，除了历史积淀、学术氛围、名人大师外，不可避免地要谈到“看得见、摸

得着”的校园景观文化。可食性景观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多功能景观美化方法。作为一种由可供人类食

用的植物物种组成的景观，它强调景观的功能和价值，并以可食性、装饰性和经济性为特征。可食性景

观规划与建设推动了高校科学合理的景观资源配置效应，提升了校园景观的观赏、教育、科研、生态及

经济价值。 
大学校园可食性景观形态最早源于西方，校园与社会各界的联系日益紧密，校园景观建设从传统刻

板转向开放，提高了校园空间的层次感。西方大学校园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校园可食性景观建设走向成

熟，牛津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剑桥大学等高校成为范本。国外对校园可食性景观的研究早于国内，

校园可食性景观建设与利用较成熟。国内对校园可食性景观的研究基础薄弱、缺乏深度，以定性描述分

析为主，研究内容单一，大多停留在校园可食性景观的规划与设计层面，鲜见校园景观与师生情感间的

有效互动研究，仅杨慧华等学者从感知互动视角初步探讨了校园可食性景观与人的情感交流。 
同时，校园文化旅游在全国呈现多点式发展，但对校园景观体验与情感认同的研究鲜见。云南大学

也需开展独具特色的景观规划，特别是云南大学呈贡校区校园可食性景观资源与体验与情感认同模式有

待进行系统的统计分析与研究。将校园可食性景观体验与情感认同效应相结合，既能从整体上把握可食

性景观的宏观规划与布局，又能将可食性景观融入校园文化旅游开发与发展中，探讨不同群体的认同模

式，满足深入了解、亲身体验校园文化的真谛之需，同时又推动云南大学景观规划与建设、文化旅游开

放式健康发展，打造独具特色的可食性景观文化，融入创新思维，提升学校知名度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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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区概况 

云南大学拥有“中国最美的大学校园”之称，园内的风光令人陶醉不已，校内不仅存在着仅供观赏

的景区，更是有兼具可食用性或药用性的多功能景区。云南大学玫瑰园主要种植可食用的滇红玫瑰和大

马士革玫瑰，滇红玫瑰颜色较深，可用来泡茶、做鲜花饼，具有补充人体水分、排毒养颜的功效。大马

士革玫瑰颜色较浅，原产于叙利亚，是世界公认的优质玫瑰品种，主要用于提取玫瑰精油。每逢春天，

百花盛开，云南大学呈贡校区内种植的 30 余亩食用玫瑰进入盛花期。花田不但成为校内一景，也为食堂

的“玫瑰盛宴”提供了原材料。云南大学玫瑰宴于每年的四月中旬到五月中旬举行，玫瑰系列菜品的吸

引力不仅在于好看好吃，更是因为它所选用的原材料都是云大自种自采自制的，每年都会吸引不少师生

前来打卡。 
银杏道则是云南大学另一知名景点，每每秋冬季节来临，银杏始终追随在金黄色的太阳光斑背后，

华美的舞姿在微风中荡漾，一层又一层地覆盖在小道上，欲将苍老的时光烟波掩藏。云大银杏道也成为

云南高校最美的景色之一，春城市民秋游的人气景点。银杏不仅有绝美的观赏性，更是拥有不俗的药用

性，白果，系银杏的种子，因此银杏树又叫白果树。白果入药始载于元代的《日用本草》，李时珍在《本

草纲目》中对白果的功效进行了较详细的补充和说明。白果，性味甘苦涩，平，有小毒。主要功效，敛

肺定喘，止带缩尿。银杏树生长较慢，寿命极长，自然条件下从栽种到结银杏果要二十多年，四十年后

才能大量结果，因此又有人把它称作“公孙树”，有“公种而孙得食”的含义，是树中的老寿星，具有

观赏，经济，药用价值。 
梨园作为云南大学另一可食用景观，坐落于钟楼的对面。园内有 700 多颗梨树，都是从“万溪冲”

景区移栽过来的。梨树枝繁叶茂，生机盎然，置身梨园如入“绿色氧吧”，令人心旷神怡。春天，洁白

的梨花挂满枝头，如云的花海便开始绽放，远山近野沉浸在一片花香之中。8 月份，梨花结成了果子。

累累硕果很是诱人，所以总有同学想要偷摘一两个尝尝。为满足大家需求，云大后勤集团会统一采摘后，

摆在食堂内供师生免费品尝。 
校园的油菜花田也是美妙绝伦，油菜花含有很丰富的花粉，种子含油量达 35%~50%，可以榨油或当

作饲料用。除此，油菜花的嫩茎及叶也可以当作蔬菜食用。此外，油菜花制成的果汁在医疗上据说有预

防高血压、贫血和伤风等功效。油菜花的绽放也是很美的，阳光下，油菜花是奔放的。南风吹过，涌起

一股又一股金色的波浪，在阳光的照耀下闪过来一波又一波亮光。 
在楠院与梓院周围可以看到结满硕果的李子树，李子形态美艳，口味甘甜，是人们喜食的传统果品

之一，同时李子还具有促进消化，美容美颜，清肝利水的功效。在这宝藏般的校园内还存在着诸多可食

用的景观，它们不仅能看得到，给予我们视觉的冲击和感官的放松，更是能吃到我们的嘴里，用于我们

的身体，它们相较于其他观赏景点更加能走进我们的生活，对于其他景观，解读者总从活生生的现实性

和从景观那里获得的刺激两者置放于一种和谐联系中，从而产生共鸣[1]。他们在解读中理解过去和现在

的各种文化信息，获得新的生活经验，进而产生意义的重构。而对于这种具备食用性或药用性的景观，

我们获得的就不只是简简单单的视觉的刺激，可以更进一步结合味觉和身体各器官反应来联系，从而获

得更深层次的共鸣，所以对于此类景观的研究是有意义的。 
除上述人们比较熟知的景观外还有薰衣草花田、枇杷林、葡萄园、樱花道、菜园等各种各样的可食

性景观，不仅满足人们视觉享受，还给人们带来味蕾上的满足。云南大学可食性景观分布如图所示(图 1)。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梳理、归纳与总结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在近年来的研究中，有关体验研究为：旅游体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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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istribution map of edibility landscape in Yunnan University 
图 1. 云南大学可食性景观分布图 

 
(Karadimce et al., 2018; Yuniawati et al., 2015; Moon et al., 2019; 吴文智等，2022；许春晓等，2021；马天，

2019)、旅游体验价值(Loureiro et al., 2020; Kolarova et al., 2021; Looff et al., 2018; Correia et al., 2019; 蒋海

萍等，2021；华成钢等，2019)、文化旅游体验(Han et al., 2019; Seyfi et al., 2020; Cuomo et al., 2021; 何金

璐等，2021；朱学同等，2019)、乡村旅游体验(Kastenholz et al., 2018; Akay et al., 2020; Sousa et al., 2015;
欧丹，2021)等是热议话题，同时红色旅游体验(陈欣等，2021)、黑色旅游体验(Dillette et al., 2019; 宋竹

芳等，2019)、夜间旅游体验(孙希瑞等，2021)、宗教旅游体验(Mohanty et al., 2020; 刘静艳等，2015)等
也逐渐受到关注，情绪量表法、多级逻辑回归模型、LCTE 量表、因子分析、描述性现象学法是常用的

分析方法[2] [3] [4] [5] [6]。美食旅游体验研究今年来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美食旅游体验对于旅游

者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它不再只是基础层次的旅游体验，而是美食旅游中旅游者体验的全部和核心(胡明

丽，2019)。Quan 和 Wang 将美食相关的旅游体验分为高峰性体验和支持性体验，前者区别于日常生活的

饮食，是寻求陌生而新奇食物的体验，后者则是既希望与日常饮食不同，又不能过度脱离常规环境中的

饮食。Mkono 等(2013)在 Quan 和 Wang 研究的基础上再次验证了旅游者的美食旅游体验可以既包含高峰

体验(peak touristic experience)，又包含支持性消费体验(supporting consumer experience)，两者可并存。美

食文化作为感知地方文化魅力的重要体验途径，可以成为城市的文化象征和提升城市文化竞争力的重要

文化资源。因此关于美食旅游体验的研究，国内学者最早在 2016 年将美食旅游作为一种文化体验进行探

究(胡明珠等，2016)，随后国内学者开始关注美食旅游体验质量(陈瑾妍，2016；黄玲，2020)、美食旅游

体验感知(梁慧等，2016)、美食旅游体验价值(付建丽，2019；何美玲，2020)、美食旅游体验影响因素(胡
明丽，2019)等方面的研究，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结构方程模型、因子分析、IPA 模型是常见的分析方

法。 
体验是人们的心理感受，主要以情感或情绪的形式表现出来(谢彦君，2011)。体验具有一定的层次性，

可分为感官体验、身体体验、情感体验、精神体验、心灵体验五个层次，越是深度的体验，越能让人们

到有意义。梁璐等(2018)也通过构建心理模型揭示出旅游者体验的三个维度：情感体验(emotional expe-
rience)、关系体验(relational experience)以及联想体验(thinking experience)，并指出这三种体验会影响旅游

者的主观幸福感[7] [8] [9]。可见，情感与体验密切相关(Hosany & Gilbert, 2010; Tung & Ritchie, 2011)，情

感对旅游者的体验评价有重要影响(Howard & Gengler, 2001; Coghlan & Pearce, 2010; 罗盛锋等，2011；粟
路军等，2011；蒋中平，2013；Hosany et al., 2015; Song et al., 2015)，情感在塑造旅游体验中发挥着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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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Kim & Fesenmaier, 2015)。同时，积极情感可能创造愉快的、难忘的体验，旅游者的难忘体验明显

以情感为特征(Knobloch, Robertson & Aitken et al., 2017)。前人研究表明美食是旅游文化和遗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地方认同情感形成[8] [9]、旅游者重游率(Rousta et al., 2020)、旅游目的地品牌化营销(Tsai et al., 
2017)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主要的研究方法为 GA-CNN-LSTM 模型、MAM (Multi-level Attention and 
Multi-task)情感分析模型、基于 Valence-Arousal 的维度情感分析、SVW-BERT 模型、FFA-BiAGRU 情感

分析模型、ARIMA-GARCH 时间序列模型等[2] [6] [7] [10]。 
但是，从上述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及发展动态可以看出，虽然对旅游体验、美食旅游体验都有相应的

研究，目前，国内外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情感地理与政治、气候、教育、地方感、性别、旅游、居民、

资源保护、教育等方面，鲜有可食性景观情感认同的研究。虽然我校栽培有玫瑰，梨园，银杏树等众多

可使用景观，但缺乏景观体验与情感认同的研究。 

4.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4.1. 数据来源 

在本研究中，我们主要通过调查问卷获取数据。正式问卷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人口特征，二

是校园可食用景观体验，三是情感认同量表。于 2022 年 8 月上旬进行了预调查，在处理了问卷的瑕疵后，

于 8 月 15 日开始了正式调查，截止 8 月 28 共收集 413 份有效问卷。随后于 9 月 5 日起，针对老师群体

收集 41 份问卷。共收集 454 份问卷，制成问卷量表如下(表 1)。 
 

Table 1. Questionnaire scale 
表 1. 问卷量表 

潜在变量 观察到的变量和代码 项目内容 

情感体验 

GZ1 功能体验 

校园可食用景观具有休闲、缓解压力、调剂情绪等功能。 
校园可食用景观具有为大学带来经济效益的功能。 

校园可食用景观具有改善生态环境的功能。 
校园可食用景观具有促进科研和教学的功能。 

GZ2 文化体验 校园可食用景观对校园文化建设至关重要。 

GZ3 品牌认知度 校园可食用景观具有独特的品牌价值。 

GZ4 丰富度体验 拥有丰富而独特的可食用景观。 

GZ5 布局 可校园食用景观布局规划合理。 

GZ6 美感 校园可食用景观很美。 

GZ7 服务体验 配套服务多样，安保周到，服务态度好。 
可食用景观系列食品品种丰富，味道鲜美。 

GZ8 品质体验 校园有良好的配套基础设施和环境卫生。 

情感认同 
RT1 情感 

当我看到可食用景观时，我的心态非常好，感到非常幸福。 
当我看到可食用景观时，我的精神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 

分享景观时会感到自豪。 

RT2 满意度 我对参观和体验校园里的可食用景观感到非常满意。 
我对可食用景观系列的食物非常满意。 

行为意图 

XW1 保护行为 我愿意参与保护校园可食用景观环境和文化。 

XW2 消费行为 我想购买与校园内可食用景观相关的食物和日用品。 

XW3 友好的引荐行为 我会向他人推荐云大的可食用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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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通过“八爪鱼”工具从百度搜索中获取了一些文本数据。 

4.2. 研究方法 

1) 文献分析法：本课题的研究需要对相关文献进行研究与分析。我们通过云大数字图书馆的论文数

据库，获取了大量的、丰富的有利素材。文献收集法降低了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有效提高了论文的研

究效率；但是文献收集法的缺点是已有的文献可能存在信息过时或者针对性不强，所以在借鉴时应充分

考虑资料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对已有的调查结果适当调整。 
2) 问卷调查法：本课题的调研方式以问卷调查法为主。问卷调查法是学术论文中被广泛使用的调研

方法之一。问卷以设问形式为主，回收后研究者对问题的答案进行整理和统计，并制成表格。问卷调查

法的优点在于低成本、标准化、内容详细、易于控制，问卷的数据清晰直观，有较强的代表性[11]。问卷

的发放采取集体分发和个别分送的形式，问答的形式为开放式和封闭式相结合，问卷的设计尽量规范化

和易计量。 
3) 网络数据爬取：在百度搜索引擎中，利用“八爪鱼”工具抓取有关云大可食性景观的文本作为补

充数据，通过形成“关键词云层”或“关键词渲染”，对网络文本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的视觉

上的突出。词云图过滤掉大量的文本信息，方便读者获取关键信息[12]。由于此项数据来源较广泛且大都

来自疫情前，所以既可用作对比，也可作为问卷调查中数据的补充。 

4.2.1. 云词图和词频图 
在百度搜索引擎中，利用“八爪鱼”工具抓取有关云大可食性景观的文本作为补充数据。此项数据

既可用作对比，也可作为问卷调查中数据的补充。根据此项数据，我们可以制作云词图(图 2)来展现主流

搜索引擎中云大可食性景观的基本情况。 
 

 
Figure 2. Cloud word map and word frequency map 
图 2. 云词图和词频图 

4.2.2. 数学分析模型 
结构方程建模(SEM)方法是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用于验证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13] 

[14]。该方法包括结构模型设置、参数估计和模型拟合度评估等步骤[15]，适用于人文地理学、心理学、

社会学和其他学科[16]。在模型验证方面，首先，从感知、情绪认同和行为意向三个维度选择指标因子构

建情绪认同的初始理论模型，并对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假设。其次，使用 SEM 方法探索各维度各因

素的拟合有效性，进行标准化路径分析，验证假设结果和初始模型的合理性，并进行模型修正。最后，

构建了情感认同的理论模型，以解释假设的路径并分析其内部机制和原因。 
在需要处理的 m 个变数和目标变数 y 的多元相关中，多元相关系数记作 Ry,1,2,...,m，记为 y 和 m 个变

数的多元相关系数。m 个自变数对 y 的回归平方和为 Uy/1.2...m，Uy/1.2...m占 y 的总平方和 SSy 的比率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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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 y 和 m 个自变数的多元相关愈密切，可定义： 

y 1,2, ,m y 1,2, ,m
y,1,2, ,m

y y

U Q
R 1

SS SS
= = −� �

�  

在一定自由度下，Ry,1,2,...,m的值愈接近 1，多元相关愈密切；Ry,1,2,..,.m的值愈接近 0，多元相关愈不密

切 。因为多元回归的平方和一定大于任一自变数对 y 的回归平方和，故多元相关系数一定大于任一自变

数对 y 的简单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大。通过问卷量表可知，本文共设有 13 小项和 3 个大项，我们将研究其

相关特征。 
当教师和学生欣赏校园的可食用景观区域时，他们对可食用景观的布局、美丽和丰富性形成了初步

的感知。校园环境、基础设施条件、公共安全和服务进一步影响着师生的认知，并决定了校园食用景观

的功能和价值。教师和学生对校园可食用景观的看法越积极，就越有可能产生积极的情感认同。基于此，

我们假设 H1。(H1：情感体验影响情感认同) 
环境认同、服务认同、喜欢度、依恋感和食用景观满意度是情感认同的主要内容。积极的情感认同

促进积极的行为意图[17] [18]。基于此，我们假设 H2。(H2：情感认同影响行为意向) 
此外，教师和学生在参观和体验校园可食用景观的过程中产生的感知可能直接影响保护环境的行为

意图、消费校园生产食品的行为意图以及对可食用景观提出友好建议的行为意图[19]。基于此，我们假设

H3。(H3：情感体验影响行为意图) 
基于校园可食用景观资源的内部属性、外部规模和数量，通过功能、文化、品牌、丰富度、美感、

服务、质量、环境和布局 9 个指标构建感知维度。结合师生情感认同的特点，通过环境保护认同、服务

认同、相似性、依恋性和满意度五个指标构建了情感认同维度。从教师和学生的经验出发，通过三个指

标构建了行为意向维度：保护行为、消费行为和友好推荐行为。基于校园食用景观资源的价值特征，本

研究建立了情感认同的初步模型[20] [21] (图 3)。 
 

 
Figure 3. Hypothetical theoretical model 
图 3. 假设理论模型 

5. 结果 

5.1. 初步分析成果 

在云南大学可食性景观中，不同性别对可食性景观各方面感受不同。女性比男性对可食性景观熟悉

度更高，接受度也更高，且女性比男性对可食性景观关注度更高(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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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Gender familiarity with Yunnan University edibility landscape 
图 4. 性别对云大可食性景观的熟知度 

 
玫瑰食用过的人数最高，其次是梨。梨、枇杷的男性食用率高于女性食用率，玫瑰菜品、李子的女

性食用率高于男性食用率； 
薰衣草花田观赏过的人数最高，其次是银杏果、葡萄，梨、玫瑰、枇杷、葡萄的女性观赏率比男性

高，薰衣草花田、银杏果、樱花、李树的男性观赏率高于女性观赏率(图 5)。 
 

 
Figure 5. Gender preferences for visibility landscapes 
图 5. 性别对可视性景观的偏好性 

 
云南大学可食性景观中，李树的喜爱率最高，其次是银杏果、玫瑰。梨、玫瑰、葡萄、薰衣草花田、

李树的男性喜爱率高于女性，枇杷、银杏果、樱花的女性喜爱率高于男性(图 6)。 
在观赏云南大学可食性景观中，朋友邀约率最高，其次是放松身心、休闲娱乐、恰好路过、拍照打

卡。女性拍照打卡率、放松身心率比男性高，男性休闲娱乐、朋友邀请和恰好路过率高于女性(图 7)。 
各可食性景观中，樱花的位置熟悉度最高，女性对梨园、玫瑰园、枇杷林、樱花的位置熟悉度高于

男性，男性对葡萄园、薰衣草、银杏和李子的位置熟悉度高于女性(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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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Gender’s preference rate for visibility landscape 
图 6. 性别对可视性景观喜爱率 

 

 
Figure 7. Reasons for viewing edibility landscapes 
图 7. 观赏可食性景观的原因 

 

 
Figure 8. Familiarity of each visibility landscape location 
图 8. 各可视性景观区位熟知度 

 
在观赏可食性景观的观光频率中，最高的是经常去，其次是偶尔去、有时去，未观赏率女性高于男

性。在观赏时段中，最高的是下午去，其次是冬季、夏季。四季中冬季和夏季观赏率高，一天中下午观

赏率高。各可食性景观食用性能中，总体满意居多。云南大学可食性景观的休闲娱乐被认可率最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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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放松身心，减缓压力。云南大学可食性景观中被认为存在的问题是管理方式不允许学生采摘、其次

是日常维护管理方法不科学。对云南大学可食性景观最高的发展建议是增加校园景观文化、提供其他服

务形式、开发趣味活动。 
学生要比教师关注的云大可食性景观要多，但在 17 个被采访的教师中，他们全部知晓零散菜地，说

明不同职业对于不同可食性景观的关注有所不同，在被采访的 465 名被采访者，他们全部品尝过玫瑰菜

品，此外学生食用李子和梨的比例较于老师要高。云大师生观赏和喜爱最多的薰衣草田，银杏以及葡萄

藤，在教师群体中，观赏过玫瑰花的比例最大，达到 94%，其中观赏原因主要是由于休闲娱乐，放松身

心以及朋友邀约；学生的观赏频率较高，教师的频率较低，基本不去；学生去观赏的时间段较为平均，

教师主要集中春季和夏季(图 9)；被调查者能够回忆起来的位置有玫瑰园，梨园，银杏大道，薰衣草田，

教师对于玫瑰园、梨园、银杏大道更熟悉，而学生对于薰衣草田和樱花到更为熟悉(图 10)。 
 

 
Figure 9. Teachers and students viewing time 
图 9. 师生观赏时段 

 

 
Figure 10. Attitude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wards edibility landscapes 
图 10. 师生对可食性景观的态度 

 
随着入校时长的增加，被调查者对于云大可食性景观的关注度整体有所上升，不关注的原因主要是

不感兴趣以及没注意；被调查者对云南大学可食性景观的认识度从常规路段分布最多银杏，逐渐扩大到

较为偏僻的玫瑰园、梨园、薰衣草花田，以及教职工种植的零散菜地；食用最多的为玫瑰菜品，李子和

梨，由于云大每年都会推出玫瑰宴以及李子和梨采摘方便，所以玫瑰菜品在云大师生中备受欢迎，随着

入校时长的增加，大家对校园更熟悉，会食用梨和枇杷；观赏和喜爱最多的为银杏，樱花和玫瑰，随着

时长增加，观赏薰衣草和梨花的人数在增加，其中观赏原因主要是由于休闲娱乐，放松身心以及朋友邀

约；大家经常观光的时间为夏季、冬季与下午、晚上；被调查者能够回忆起来的位置有薰衣草，银杏，

樱花(图 11)，随着入校时长的增加，梨园，枇杷林也有更多人知晓。大多数人对云大可食性感受表示满

意或很满意，同时满意度在提高，但相较于可食性，观赏性的满意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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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 Familiarity with edible landscapes by different lengths of enrollment 
图 11. 入校不同时长对可食性景观熟知度 

5.2. 基于数学模型的分析成果 

在本研究中，对修正模型的潜在变量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表 2)。三维组合可靠性的临界比(CR)
值均大于 0.7，合可靠性良好。情感感知、情感认同和行为意图收敛效度的平均方差提取(AVE)值均大于

0.5，收敛效度优异。总之，该模型具有收敛的有效性，修正模型和标准化路径系数如图 12 所示。 
 

Table 2. Confirmatory factors 
表 2. 验证性因素 

潜在变量 观测变量 
参数显著性估计 系数加载 主题可靠性 组合可靠性 收敛有效性 

非标准 标准差 T 值 P 值 标准 多元相关平方 组合信度 
(CR) 

平均 
(AVE) 

情感 
感知 

GZ1 功能感知 1.101    0.755 0.538 

0.856 0.512 

GZ2 文化感知 1.052 0.127 10.552 *** 0.726 0.481 

GZ3 品牌认知度 1.313 0.1040 11.926 *** 0.731 0.316 

GZ4 丰富度感知 1.468 0.116 12.253 *** 0.674 0.495 

GZ6 美感 1.441 0.124 12.678 *** 0.692 0.414 

GZ7 服务感知 0.983 0.096 8.652 *** 0.531 0.256 

情感 
认同 

RT1 情感 1.143 0.116 11.462 *** 0.761 0.545 
0.815 0.596 

RT2 满意度 1.243 0.105 12.846 *** 0.743 0.584 

行为 
意图 

XW1 保护行为 1.153 0.079 11.158 *** 0.743 0.774 

0.874 0.712 XW2 消费者行为 1.352 0.092 12.895 *** 0.732 0.774 

XW3 友好推荐行为 1.260    0.763 0.548 

 
情感体验影响情感认同和情感体验影响行为意图的 P 值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且检验结果为非常

重要，H1 和 H2 被验证。情感认同影响行为意图的 P 值为 0.008，达到显著水平，检验结果为重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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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2. The correction of the emotion recognition model for the emotion of cam-
pus edible landscape 
图 12. 校园食用景观情感的情感识别模型修正 

 
Table 3. Model path and validation 
表 3. 模型路径和验证 

假设路径 标准化系数 P 值 检验结果 

H1：情感体验影响情感认同 0.83 *** 非常重要 

H2：情感体验影响行为意图 0.59 *** 非常重要 

H3：情感认同影响行为意图 0.26 0.008** 重要 

注：**P < 0.01 (显著)，***P < 0.001 (非常显著)。 

6. 讨论 

6.1. 可食性景观表面价值影响情感体验 

研究将修正后的情感认同模型与校园食用景观资源的价值相结合，并分析其内在联系，研究表明校

园可食用景观具有双重价值。第一个是表面价值，云南大学呈贡校区可食性景观主要通过观赏、研究和

食用直接发挥其价值。研究显示，呈贡校区可食性景观通过直接感知在观赏、校园游憩、食用等表层价

值体现中，建立对景观功能、丰富度、美感的情感体验；基于科学研究、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方面的价

值除了补充功能体验外，也提供了文化体验和品牌认知度体验。第二是深层价值，即情感认同，一种衍

生价值。校园食用景观的表面价值利于校园品牌感知的形成，生态和可持续性价值观进一步增强了对丰

富度、美丽、环境和功能的感知，良好的感知促进观赏者和品食者的行为意图，促使产生保护行为、消

费行为和向朋友推荐行为。表面价值影响师生在“情感景观”互动中的感知，从而影响师生的情感认同。

情感认同作为感知和行为意图之间的连接点，促进一个良性循环，即：积极的感知影响并形成积极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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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意图，积极的情感意图影响并形成积极的行为意图，而积极的行为意图会促进自己和其他人的情感感

知。整个过程为表面价值影响感知，感知影响深层价值(情感认同)，深层价值(情感认同)影响行为意图，

而行为意图反作用于感知 

6.2. 可食性景观情感认同机制 

由于师生中个体性别、年龄、身份等方面个性的诸多差异的存在，情感体验的建立在各个维度的表

现不相同。表面价值是形成情感认同的基础，表面价值影响师生互动中的情感体验，情感体验影响情感

认同，进一步影响行为意图，情感体验也直接影响行为意图。公能、文化、品牌认知度、丰富度等体验

组成师生情感体验，情感和满意度组成师生积极的情感认同，保护、消费和有好的推荐行为构成行为意

图。由于感知极显著地影响情感认同，在情感认同 SEM 的验证中，功能感知、文化和品牌认知度感知的

标准化系数高于 0.7，证实了它们是情感认同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情感和满意度也是影响行为意图的主要

因素。因此，感知对行为意图具有直接而显著的驱动作用，但“感知影响情感认同，情感认同影响行为

意图”的作用机制更为显著。更确切地说，情感认同在感知和行为意图之间起着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

研究基于校园食用景观资源与情感认同的关联机制模型，构建了“情感认同保护”的良性循环模型。模

型不仅充分反映了校园食用景观的表面价值与深层价值之间的作用机制，还突出了校园食用景观为师生

服务的功能和“情感–景观”融合共生的效果。 

7. 结论和建议 

7.1. 结论 

1) 不同性别对可食性景观各方面感受不同，即女性比男性对可食性景观熟悉度更高，接受度也更高，

且女性比男性对可食性景观关注度更高。云大师生在观赏位置、使用产品和观赏频率等方面对云南大学

玫瑰园、薰衣草花田、银杏道熟知度更高。且随着入校时长的增加，被调查者对于云大可食性景观的关

注度整体有所上升。 
2) 调查结果显示云南大学呈贡校区师生对校内可食性景观情感体验与情感认同在性别、年龄、身份

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群体差异。根据驱动路径可以分析，情感认同的差异来源于个人感知的差异，由

于个人感知受到外部环境条件和主观取向条件的影响，对各类食用性景观的接受度和情感依恋不同，最

终在群体上反映为情感认同的差异。 
3) 假设路径 H1 和 H2 比 H3 更显著。因此，师生情感认同在校园可食用景观的感知和行为意向之间

起着中介作用，表现为极显著的感知影响情感认同、情感认同影响行为意向效应和显著的感知驱动行为

意向。 
4) 在“情感景观”互动中，从校园食用景观的角度进行情感认同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是表面价值观

影响感知、感知影响情感认同、情感认同影响行为意向的关联机制。这一机制表明在师生情感认同构建

中需要注重对可食性景观价值的感知，如直接性的观赏、校园游憩、食用等价值感知。 

7.2. 建议 

1) 设立保护机制 
目前，随着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等问题进一步加重，经济与景观相结合的规划设计模式很可能会成

为整个新时代校园生态建设发展的新方向。学校应顺时推出保护机制，如配置规划范围、人员管理、绿

地养护等可进一步增加师生对学校可食性景观的关注并深化师生对可食性景观设计的建设传播。 
2) 可持续性发展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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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食性景观在植物的选择上尤为重要，除普通的木本植物外，许多草本的生命周期也很短，需要频

繁更换。因此，可食用景观除了考虑景观的美观性，更要强调景观的生态可持续性。在选择用于景观建

设的植物品种时，必须充分了解植物的生长特性，多选择本土植物，能适宜场地生长、节能节水、方便

管理的植物类型，并运用科学的种植技术来加强植物的生长。 
3) 加大科普并鼓励人们积极参建和保护 
学校应制定制度支持并树立规范保护，从开展科普活动到学校宣传等，能有效推动师生对可食性景

观的了解，组织趣味科普活动让师生真正了解可食性景观的优势所在，并以场地建设为样本案例提供机

会让师生积极参与接触，例如参与规划、种植、培育和采摘食用植物等过程，并帮助他们制作食物。学

生也可以对校园可食用景观的建设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想法。在整个过程中，学生获得了幸福感，这增强

了他们对大学的归属感和依恋感。因此，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思维训练，这可以创造良好的情

感效果，打造特色大学品牌。 
4) 加强“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高校可食性景观设计是高校校园精神文化内涵的体现，也是在公众眼中树立高校校园形象的一种途

径。基于情感认同的高校校园可视性景观在设计的过程中要秉持“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既要注重实

用性，又要注重美观性，在能够满足师生情感需求的同时与时俱进。设计师应兼顾情感和精神的需求，

根据具体情况整理校园内具有情感认同的可食性景观，将校园文化符号化、图像化的视觉语言融合到可

食性景观的设计布局中，从而提升可视性景观的感染力，使高校校园可食性景观创意产品成为师生的情

感寄托媒介，从而激发师生的情感认同，让师生拥有更好的情感与服务体验，同时也能使高校校园文化

借助可食性景观这一途径得以广泛传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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