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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风景园林学作为探究人与自然、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实践性是它的最终检验方式也是

目标。面向实践的创新创业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构成部分。文章以湖北大学知行学院风景园林专业学

生的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为实证，探讨了创新创业实践在高校学生综合能力培养方面的作用，

以及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在风景园林学科教育培养领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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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mprehensive discipline that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nature and society, 
practicability is Landscape Architecture’s ultimate test and goal.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
neurship based on practic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talent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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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ties. This paper takes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student innovation training program collabo-
rated by students from landscape architecture of Zhixing College of Hubei University as an exam-
pl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in improving students’ com-
prehensive ability, as well a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abil-
ity in the field of landscape scienc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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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深化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课题，提高创新型、应用型、复

合型人才培养质量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迫切任务和目标。风景园林是一门协调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和自

然环境关系的科学与艺术，能促成原创性科研和教学成果[1]。在传承工科特色的同时，以面向社会需求

的卓越工程师培养为目标，从解决社会热点问题的角度进行相应教学实践探索，鼓励学生结合课程参加

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努力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2]。本文以湖北大学知行学院风景园林专业的

国家级大创项目为例，探讨了创新创业实践在风景园林专业培养上的作用和意义。 

2. 大创项目选题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暴发进一步引发了各界对城市公共健康的高度关注，高密度城市建成环境使

现代都市人群越来越少的在户外进行活动，这导致“亚健康”问题突出，同时住宅–通勤工具–工作场

所的密闭空间活动圈也进一步加剧了疫情扩散传播的风险。学生团队在梳理资料过程中发现多种疾病与

城市空间属性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除了居住、工作空间之外，城市的公共空间对于城市居民的健康同样

产生巨大影响。针对城市公共健康问题，学生团队从城市街道入手，从促进居民健康的视角研究街道设

计的概念内涵、方法流程、评估监测等内容，并申请了 2020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探

索健康街道的设计策略。 

3. 大创项目实践过程 

为了更好地探索健康街道设计策略，学生团队依次通过资料收集构建理论研究框架确定方向、实地

调研分析场地现状问题、实践设计打造场地健康街道的步骤展开项目。 

3.1. 健康街道知识的探索 

首先需要对街道进行健康评估。学生团队通过梳理资料整理出八项评估因子：健康环境、健康通行、

健康社交、健康空间、健康服务、健康产业、健康文化和健康公平[3]，比如健康环境因子，需要定性评

估它是否有改善街道环境的保护准则及具体设计体现。其次是健康街道的设计。可以从街道的速度管控、

步行空间、公共交通、自行车道、露天餐饮、慢行街道、健康卫生设施、地摊市场、开放玩耍街道、交

流宣传街道等方面出发，依据街道的具体情况进行设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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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武汉市吉庆街现状分析 

为了更全面地收集吉庆街现状数据，学生团队在不同天气，不同时日(工作日、周末、假期)多次从健

康的角度对吉庆街进行调研。包含人群活动分析、需求分析、业态分析等，发现其存在空间资源闲置、

安全距离缺少、活动方式制约等问题。体现在设施缺少吸引力、人车共道、车辆占道、商铺占道严重、

车速流通慢交通严重拥堵、市场经营无序、生活卫生质量低。这些使环境受到严重影响，让街道受到卫

生安全的困扰，存在着很大的公共卫生安全隐患。 

3.3. 吉庆街健康街道设计的探索 

在探索过程中最难的部分是如何实现在有限场地空间内既满足人们的需求又落实健康这一目的。学

生团队在探索中提出 4 个观点：① 对于缓冲期和恢复期的健康街道的设计可以步行空间、公共交通等方

面出发。② 开展健康街道改造时应遵循的原则有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街道环境绿色健康、街道设施互动

亲人、街道空间设计合理、人为活动有效适宜、街道景观舒适宜人。③ 围绕吉庆街存在的主要问题进一

步设计出街区空间创意模式图。④ 从三个方面展开对吉庆街的改造，灰色空间重塑弹性活力带、沿街游

憩安全距离餐饮带、经营城区半市场化经济带，设计思路是以三带促健康。最初考虑在吉庆街设计一条

带状景观天桥来扩大用地、连接空间，通过多轮头脑风暴和设计讨论，学生最终决定采用造价更低实施

更方便的可变可移动式“弹性设施”。 

3.4. 吉庆街健康街道设计的实现 

在吉庆街有限的街道空间里通过弹性设计方式引导街道的功能[5]。如图 1 所示是学生团队设计的“弹

性设施”，比如有一条机动车道仅在 17:00~19:30 分有较多车辆通行，其余时间段几乎无车，可通过地面

铺装设计让其成为慢行街道，并在除了 17:00~19:30 分的时间段里将此段机动车道两端设置路障，将此段

机动车道弹性地变为人们的活动街道。通过在吉庆街中添加景观设施的方式，可以完善吉庆街街道空间

的环境配套设施和基础设施，还可以有效应对爆发的卫生安全事件。比如学生团队设计的一款景观座椅，

通过将景观座椅与绿化设施相结合，既提供了休憩功能，又可以阻止机动车占用步行空间停车。比如可

变式景观片墙，在平时是分割街道空间的矮墙，也可作为宣传栏使用，在疫情时部分墙面可折叠成桌椅

使用。比如在半市场化经济带的“之字型”餐桌，带来了就餐落座的灵活性，也保证了就餐者的距离；

在摆摊区新增样式种类多的移动商贩贩卖亭，满足人们多种选择，也确保了摆摊区的卫生和责任落实[6]。 
 

 
Figure 1. Resilient facilities 
图 1. 弹性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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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创项目总结 

风景园林专业的学生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后城市公共健康问题，捕捉到创新创业实践的机会，结合专

业知识，以身边的街道为例，探索“健康街道设计策略”，完成了以下成果： 
1) 完成了健康街道设计理论探究，并提出了可以根据公共卫生相应等级(缓冲期和恢复期)对街道的

步行空间、健康卫生设施、地摊市场等方面出发来实现健康街道框架构思。 
2) 完成了吉庆街健康性评估。 
3) 完成了健康街道指导下的吉庆街改造设计方案，并以电脑建模的方式制作展板与视频，清晰展示

效果。 
4) 完成了“弹性设施”的 3D 打印模型，在这一过程中与材料学院实现跨学科合作。 
在完成大创的过程中，学生团队不但学会了如何收集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还学会如何用图

纸表现设计意图，以及用文字来介绍设计的内容。另一方面学生团队从零开始接触Adobe Illustrator、Adobe 
Premiere 等软件，在自学和老师的提点之下已经能够熟练运用了，专业技能得到了提升。同时能更精准

的抓住问题的核心，并围绕核心在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做出合理设计。这些经验更扩展了项目组成

员的知识面，增强了个人能力。 
本次大创项目的创新点在于将所学理论知识与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将结合，运用创新的方法将卫

生、餐饮设施、半市场化街道与街道景观相结合，打造健康街道，满足周边人群、游客对街道环境中餐

饮、购物、游街的需求，更缓解了公共卫生事件爆发的危险性和应对的快捷与便利。为武汉市疫情防控

的建设贡献了一份力，更让社会看到了当代学生的一种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5. 创新创业实践总结与展望 

针对近年来突显的公共健康问题，且当前设计中较少关注围绕公共卫生的健康设计，风景园林专业

的学生敏锐地捕捉到机会，联合材料学院学生跨学科合作研发弹性设施。在实践过程中培养了学生自觉

学习的兴趣、自主学习的能力、自律学习的素质，并且开展社会学、环境心理学、卫生健康等多学科的

交叉探索，既开阔视野、又增强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以及能手能力。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

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构成部分，以大创作为创新创业实践训练具有起点低、上手快、积累多的特点，

同时大创的机制也有利于人才培养：选题结合时事热点可培养社会责任感、指导老师与评审老师辅佐把

握问题方向，中期检查和终期汇报带来的紧迫感与责任感促使学生奋进，多重考核机制够确保学生创新

创业实践与时俱进。风景园林专业需要培养挑战复杂人居生态环境问题的创新型和应用型人才，面向实

践的创新创业训练将会是一条重要途径，同时也对指导老师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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