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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和中国知网(CNKI) 1978~2022年间收录的352篇主题为“校园景观”的国

内外文献，从数据来源、文献基本特征、关键词词频、词频数演变、关键词共现五方面入手，尝试运用

文献计量与VOSviewer可视化，透视国内外校园景观研究热点并思考。研究发现：国外学者着力探索校

园景观深层内涵，善于剖析校园景观显隐性价值，人本主义研究色彩浓厚；国内学者重视校园景观规划

设计，倾向挖掘校园景观资源价值、文化内涵，重在探索校园景观实用价值与意义。研究得出：校园景

观特殊性是校园景观研究的基础、人地关系研究是校园景观研究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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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352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on the theme of campus 
landscape collected in the WOS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and CNKI (Chinese National Know-
ledge Infrastructure) from 1978 to 2022. The study attempts to use bibliometrics and VOSviewer 
visualization to look into the hotspots of campus landscape research in China and abroad and re-
flect on them, starting from Data sources,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ture, Keyword Frequency, 
Evolution of Keyword Frequency, and Co-occurrence of Keywords. The study found that: foreign 
scholars focus on exploring the deeper connotation of the campus landscape. They are good at ana-
lyzing the explicit and implicit value of the campus landscape and have a strong sense of humanis-
tic research. Chinese scholars attach importance to campus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tend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campus landscape resource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focus on exploring 
the practical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campus landscape.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special cha-
racteristics of campus landscape are the foundation of campus landscape research, and the study 
of the human-land relationship is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campus landscap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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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景观”一词源于德文“Die landschaft”，最初指地方的风景或景色，源于人文主义者对视觉确定

性的探索过程，19 世纪早期由德国地理学家洪堡引入地理学，用来描述“一个地理区域的总体特征”。

20 世纪 60 年代，受地理学综合思潮和现代学科技术的影响，景观的综合观念发生改变，研究热点也从

刻板传统的景观建设转向内涵丰富的景观效应研究[1] [2]。 
校园景观(Campus Landscape)指校园内具有的自然景观资源及后期人为设计建造而成的外部空间，既

包含景观本身也涉及景观所处的外部环境与附加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景观空间类型。校园是城市景观的

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师生教学、科研、社交、文娱等活动的场所，强调学术氛围与历史文化的营造，

教育思想和校园文化的传播。校内风景同地域文化与民俗风貌相协调，对整个社会起着极为重要的文化

引领作用[3] [4] [5]。校园景观有丰富的文化、鉴赏、服务、生态及经济功能，是育人环境的关键组分，

也是大学精神文化传承与发扬的载体[6]，耦合了景观与文化的双重特性。校园景观的文化承载与传播功

能是区别于其他景观的重要特点，也是校园景观独特内涵的集中体现。20 世纪初，美国地理学家索尔(C. 
O. Sauer)指出文化景观是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人类活动形态，校园景观融合了自然、人文与历史景观，

强调人与自然景观之间的协同作用，可见校园景观作为一种极为特殊的景观类型，是校园生活的体现和

校园文化的映射。国外关于校园景观的研究始于 1978 年，源于美国学者 J D Smart 对老年社区规划的一

次思考[7]，提出老年社区与大学校园共同建设的意义。国内关于校园景观的研究始于 1995 年，出自郑钟

琨等人对大学图书馆建筑作为校园标志性景观的一次探索[8]，指出校园标志性景观在建设方面的不足。

目前国外关于校园景观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校园及其附属元素的研究，常以校园为载体探索校园景观所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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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系列空间元素；国内研究更加侧重校园景观资源挖掘，强调建构校园景观的文化意义、历史底蕴与

德育蕴含。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的范围较窄，未能挖掘校园景观的深层内涵。 
本研究系统梳理、归纳与凝练 1978~2022 年国内外有关校园景观研究的文献，通过文献计量与数据

可视化方法，尝试从更直观、更新颖的视角对国内外校园景观研究的趋势、热点及意义进行梳理和探讨，

阐释国内外校园景观的研究内涵，以期能拓展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为校园景观的后续研究提供有价值

的科学参考。 

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文献研究法，全面搜集国内外有关校园景观研究的文献，通过文献计量统计与分析，运

用 VOSviewer 软件可视化文献数据，揭示研究热点与研究趋势，绘制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并作分析，

进一步透视校园景观研究的热点与内涵。 

2.2. 数据来源 

2.2.1. 外文文献 
外文文献数据来源于 Web of Science 电子期刊检索平台和中国知网(CNKI)外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检

索时间范围不做限制，语种限定为英语。在文献检索数据库“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中，以“campus 
landscape*”为主题对外文文献进行检索，在剔除传记、素材、消息、评论及专利后，最终获得外文文献

868 篇。以中国知网(CNKI)外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检索数据库，采用高级检索类型，以“主题”为检索

项，以“campus landscape”为检索词，期刊来源类别不做限制，共检索到 105 篇外文文献。筛选、整理

973 篇英文文献后发现有 890 篇文献与校园景观主题的关联程度不高，最终筛选出 83 篇与校园景观主题

契合的外文文献。 

2.2.2. 中文文献 
中文文献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时间范围不做限制(截至 2022 年底)，

采用高级检索类型，以“主题”为检索项，以“校园景观”为检索词，检索精度为“主题相关”，语种

限定为中文，文章类别限定为学术期刊，期刊来源类别限定为 SCI 来源期刊、EI 来源期刊、北大核心、

CSSCI 和 CSCD 五种类型，共检索到 290 篇文献。其中，21 篇文献与校园景观研究的关联性不大，被剔

除，最终共获取有效文献 269 篇。 
由于云南大学网络平台的局限性，本文仅以 1978 年及之后的论文作为参考。据此，共获取了

1978~2022 年间 352 篇国内外文献。这些文献虽不能完全代表校园景观的所有研究成果，但基本能客观

反映国内外校园景观发展的研究动态，揭示国内外校园景观的研究热点、内涵及意义。 

3. 文献基本特征分析 

3.1. 年度载文量 

梳理、归纳与总结 1978~2022 年共 352 篇中英文文献，得到国内外校园景观研究的载文量情况(如图

1)。整体来看，国内外关于校园景观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兴盛于 21 世纪。自 2000 年后，

国内外关于校园景观的研究迅速推进，在 2010 年和 2020 年的发文量分别达到了高峰。2018 年后国外发

文量开始迅速增长，研究热度于 2021 年达到峰值，后研究热度虽有降低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国内关于

校园景观的研究存在两个上升期，一是 2003 年至 2011 年，该阶段国内校园景观研究数量稳步增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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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研究校园景观的第一个热潮，其中 2011 年的发文量高达 30 篇，远超国外。二是 2019 年至 2020 年，

该阶段国内的研究热度再一次高涨，并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 
 

 
Figure 1. Annual load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ampus landscape research 
图 1. 国内外校园景观研究年度载文量 

3.2. 来源期刊 

国内外以校园景观为主题的学术论文涉及领域甚多，刊载期刊涉及环境科学、城市科学、生态学、

社会学等众多领域。其中，国外校园景观研究共有 63 本期刊刊登，刊文量居首位的期刊为《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5 篇)，其次为《Sustainability》(4 篇)和《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4 篇)。国内校园景观研究共有 100 本期刊刊登，刊文量居首位的期刊为《安徽农业

科学》(40 篇)，其次为《中国园林》(15 篇)和《北方园艺》(12 篇) (见表 1)。 
 
Table 1. Hot journals of campus landscape research in China and abroad 
表 1. 国内外校园景观研究热点期刊 

排序 国外期刊 数量 国内期刊 数量 

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5 安徽农业科学 40 

2 Sustainability 4 中国园林 15 

3 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 4 北方园艺 12 

4 Buildings 3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1 

5 Land 3 工业建筑 11 

6 Fresenius Environmental Bulletin 2 福建林业科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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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7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2 西北林学院学报 9 

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2 环境工程 8 

9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 上海纺织科技 7 

10 Megaron 2 装饰 7 

 
对比发现，国内外虽然有多本期刊刊载关于校园景观的研究，但是研究侧重点有较大的差异。国外

研究涉及更广泛的学科领域，研究课题倾向于人与环境的互动，尝试多方法集成运用，从多学科交叉的

视角研究校园景观与人、社区、城市、社会等多元要素之间的关系，如校园景观与人类感知研究、校园

景观空间配置的空间句法分析、可食用校园景观与粮食安全探索等[9] [10] [11]，包含应用心理、设计、

社会、政治等学科与校园景观之间的交叉研究。相较于国外研究，国内研究更侧重于校园景观设计与案

例分析、校园景观实用价值与改造建设、校园景观资源调查与评价以及校园景观思政建设与价值观传递。

虽然对校园景观的研究较为集中，但是也忽略了研究面的宽泛程度。 

4. 国内外校园景观研究热点 

4.1. 文献高频词及词频统计 

关键词是一篇学术论文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对文章核心思想的提炼和升华，它能够整合学术

文章的核心信息与知识点，可以映射各研究领域研究热点以及某研究主题的发展态势，常被作者用以串

联整篇文章的关键信息和内容[12] [13] [14]。呈现国内外研究者的研究侧重点，有利于进一步揭示国内外

校园景观研究的热点与内涵。本研究梳理与归纳国内外校园景观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并统计，如表 2： 
 

Table 2. High-frequency keywords and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campus landscape research in China and abroad 
表 2. 国内外校园景观研究高频关键词及词频统计 

排序 外文高频词 词频 中文高频词 词频 

1 Landscape 12 校园景观 52 

2 University Campus 9 大学校园 30 

3 Campus 8 景观设计 19 

4 Design 8 校园文化 17 

5 Perception 8 高校校园 17 

6 Stress 7 校园景观设计 17 

7 Depression 6 风景园林 16 

8 Health 6 植物景观 16 

9 Landscape Design 5 景观 13 

10 Perceives Restorativeness 5 校园 13 

 
国外研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为 Landscape (12 次)，其次为 University Campus (9 次)、Campus (8

次)、Design (8 次)和 Perception (8 次)。国内研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为校园景观(52 次)，其次为大

学校园(30 次)、景观设计(19 次)和校园文化(17 次)。对比发现，国外关于校园景观的研究不仅停留于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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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景观的定性描述或设计改造，还涉及环境健康、空间感知、行为心理等各方面的研究，如：校园景观

与心理健康的耦合关系、不同群体对校园景观的感知与感官、校园景观与人类的压力恢复反应以及校园

景观质量与学生特定行为的关系等[7] [15] [16] [17]。国内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大多以校园景观的叙述、评

价、设计或规划为主，关于校园景观衍生价值与效应、校园景观内涵与意义的挖掘和探索较少。综合来

看，国外研究更加重视创新的研究视角、多元的研究领域，侧重校园景观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会赋

予研究更多文化、社会、医疗、情感等层面的内涵与意义。 

4.2. 研究热点与词频数演变 

图 2 和图 3 展示了 1978~2022 年国内外关于校园景观研究的主要关键词及词频演变，图中相同或主

题相似的关键词用相同颜色的色块标识，并用线段将不同时期的关键词连接。国内外关于校园景观的研

究侧重点差别较大，具体分析如下： 
 

 
Figure 2. Evolution of keywords and word frequency of campus landscape research abroad 
图 2. 国外校园景观研究关键词及词频数演变 

4.2.1. 国外研究热点与词频数演变 
国外关于校园景观的研究涉及较多领域，除了最常见的景观资源调查外，还包含医学、环境科学、

生态学、心理学等众多领域。1978~2017 年开始了以校园(Campus)为主的研究，该阶段对校园景观的研

究侧重于校园标志性景观的建构[7]、校园景观的实用价值及特征挖掘[18] [19]、校园景观环境评价指标

体系建立[20]以及校园景观创新设计[10]等主题，此外，stress、Health Care & Services、Architecture、
Environmental Science & Ecology 等关于心理、健康、建筑和生态环境的研究关键词也开始显现。2018~2020
年，国外研究者对校园景观的研究逐渐倾向于环境科学、生态学，对校园景观资源的调查和研究热度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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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该阶段研究者侧重于挖掘校园景观的生态价值，如景观破碎化对社会生态格局的影响[21]和大学校园

景观的生态评价[22] [23]等。2021~2022 年，校园景观与生态学、环境科学领域的交叉研究热度未减，关

于校园建筑景观的研究热度剧增且校园景观与公众健康的研究热度也再次回归到较高水平，该阶段出现

较多新兴研究热点，研究主题也更加多元，大量研究结合时事背景并融入以人为本的思想，如新冠疫情

背景下校园景观与师生情绪变化分析[24]、基于舒适度评价的校园景观小气候优化[25]、校园食用景观情

感识别机制分析[26]等。 
综合来看，1978~2022 年三个阶段的校园景观研究热度均较高并稳居前列，全时间段内研究者对校

园景观的研究仍然以高校校园为载体，随着时间的迁移，研究者尝试引入一些创新元素驱动校园景观的

研究，如探索校园环境对人类压力恢复的作用[15]以及校园开放空间与学生参与度之间的关系[16]等，这

些主题增加了校园景观研究的广度，为校园景观的深化、系统化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 

4.2.2. 国内研究热点与词频数演变 
国内主要以“校园景观”“校园”“校园文化”三个主题的研究为主。从国内校园景观研究的关键

词演变图中可以发现：国内研究者的目光长期以来聚焦于校园景观及其附属元素的研究，如高校校园、

校园文化与文化内涵(如图 3)。1995~2022 年，校园景观和校园研究热度稳居前列，是所有研究的主要构

成部分。1995~2010 年是校园文化探索的最初阶段，该阶段主要以校园景观艺术品设计与校园文化氛围

的构建为主；2011~2019 年开始引入与校园文化相关的其他文化元素，如“乡土文化”等，研究者开始

探索校园景观对乡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27]、乡土景观在高校景观营造中的运用[28]；2020~2022 年研究

主题逐渐多样，除了对校园景观、校园和校园文化的深入研究外，逐渐出现了“恢复性环境”“园艺疗

法”“人为感知”等与环境健康、人类行为相关的主题。具体的研究热点如下： 
 

 
Figure 3. Evolution of keywords and word frequency of campus landscape research in China 
图 3. 国内校园景观研究关键词及词频数演变 

 
1) 校园景观研究。 
校园景观研究包含有形景观研究、无形景观研究以及研究方法探索三种类型，即以校园标志性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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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自然景观研究、以学校价值体系传播和校园历史文化传承为主的文化景观研究以及景观资源评价

方法探索为主的三大部分。其中，校园自然景观研究包含景观资源调查、归类与整合，景观资源的创新

改造及景观格局分布合理性评价与整治；校园文化景观研究包含文化载体的内涵与价值探索、文化景观

实用价值挖掘、文化景观形式的强化与创新等；研究方法包括校园景观资源评价模型构建与优化、校园

景观特征指数计算与评析、校园景观发展的可持续性研究等。 
2) 校园研究。 
校园是文化传播与知识集结的中心，具有丰富的自然、文化属性[29]，其浓厚的学术氛围与悠久历史

文化吸引了众多学子，是广大学者心之所向的圣地。“校园研究”主要指以学校为主体，将学校现有的

景观资源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地理学、建筑学、环境科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从特色景

观资源建构、景观价值挖掘等多个层面剖析校园的深层价值与内涵。 
3) 校园文化研究。 
校园文化是附着于校园实体的一种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其核心在于校园的文化价值与文化内涵。凡

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即“自然的人化”

即文化[30]。校园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根本差别即在于校园景观的特殊性，校园景观是大学精神文化传

承与发扬的载体[6]，耦合了景观与文化的双重特性，对校园文化进行研究，可以间接反映出校园景观的

气质，有助于进一步探索校园景观的深层价值，辅助校园景观的深化研究。 
综合来看，国内关于校园景观的研究更加聚焦于校园景观资源本身，侧重于探索和挖掘校园景观的

资源特征、资源结构和分布格局，强调解析校园景观的内涵与价值，倾向于建构校园景观的文化意义、

历史底蕴与德育蕴含。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的范围较窄，未重视基于人本主义研究校园景观及其

附属元素，从而未能充分挖掘校园景观所产生的隐性价值。 

4.3. 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分析 

为更深入地挖掘校园景观研究热点之间的层次关系，在上述高频关键词词频统计及词频数演变的基

础上，运用 VOSviewer 软件绘制国内外校园景观研究主要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图中节点的大小表示关

键词出现的频率，连接线的密度表示关键词彼此之间关联的紧密程度。节点颜色越深，表示关键词出现

年代越早，反之则表示关键词出现时间接近当下。综合节点大小、节点颜色、连接线密度等图谱特征进

行分析，进一步挖掘校园景观研究的内在关联性以及研究的逻辑性。 

4.3.1. 国外研究 
梳理与凝练 83 篇外文文献后共获取 487 条关键词，设定关键词最小共现阈值为 2，最终获得 93 组

关键词共现关系，如图 4 所示。外文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以 university campus、campus、landscape、
stress 和 design 等词汇最为明显。这些关键词出现频率最高并且与其余词汇的关联较紧密。其中，university 
campus 和 campus 与 landscape 以及 design 等词汇联系紧密，此外还延伸出户外空间(outdoor、space)、户

外场所(area)、压力恢复(stress) [16] [31]等词汇，由此可见国外研究常以校园为载体，聚焦校园景观及其

附属产品，探索由校园景观构建的一系列空间元素。关键词共现图谱中颜色较浅的节点表示当前新开始

的研究主题，如新冠疫情背景下校园环境与人类心理健康的联系(Covid-19) [24]、学生感受与感知(students’ 
experence、students’ perceptions) [32] [33] [34]、“情–地关系”的探索与偏好选择(preference) [26] [35]、
校园生物多样性与景观服务(biodiversity、landscape services) [36]等。这些新兴主题融入了更多的人本主

义思想与人地和谐理论，倾向于结合时代背景及地域特征探索校园景观的深层内涵与价值，更加注重人

类与地物实体之间的联系，侧重景观的可持续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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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Co-occurrence network atlas of main keywords in foreign campus landscape research 
图 4. 国外校园景观研究主要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4.3.2. 国内研究 
梳理与凝练 269 篇中文文献后共获取 625 条关键词，设定关键词最小共现阈值为 2，最终获得 104

组关键词共现关系，如图 5 所示。国内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以“校园景观”“大学校园”“高校校园”

和“景观设计”为主，2020 年之后的研究也主要以“设计”“评价”等与景观设计、资源评价相关的节

点为主。相较于国外研究，国内研究关键词彼此之间的联系相对较弱，并且没有特别显著的关键词节点，

形成了以“校园景观–大学(高校)校园–景观设计”为核心的单一研究集团，并零散分布有校园文化、景

观文化等主题的研究。整体来看，国内关于校园景观的研究主题相对单一，主要集中于对校园景观本体

的研究，如景观设计、景观评价、资源整合等，拓展出的研究主题也几乎停留于景观改造、景观更新等

传统景观研究，少有针对人类的具体需求从而对景观研究的外延进行拓展，探索面较窄，涉及领域也较

少，研究主题彼此关联较弱，亟待系统化、逻辑化的研究。 
 

 
Figure 5. Co-occurrence network atlas of main keywords in Chinese campus landscape research 
图 5. 国内校园景观研究主要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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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结论与思考 

5.1. 研究结论 

国内外研究者站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研究校园景观，国外学者着力探索校园景观

的深层内涵，对校园景观的显隐性价值进行剖析，从“人–地–景观”视角对校园景观展开研究。国内

学者重视校园景观的规划设计、资源价值、文化内涵，重在探索校园景观的实用价值和意义。相较于国

外研究，国内研究的主题更倾向从传统的视角和眼光研究校园景观，鲜有赋予校园、校园景观及校园景

观附属元素足够的人本主义特色，缺少对校园景观灵动的、深入的研究；从研究范式来看，国外研究者

善于集成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特点，合理运用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

多维度、多层次分析校园景观的深层内涵，而国内研究则显得相对单一。 

5.2. 思考 

本文结合国内外校园景观研究的共性和特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校园景观研究做出思考： 

5.2.1. 校园景观特殊性是校园景观研究的基础 
随着经济的腾飞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中国逐渐从物质文明社会转向精神文明社会，幸福指

数、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以及中国梦等词语的出现证明人们期盼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校园景观作为高校

文化传播与继承的载体，拥有浓厚的学术氛围，具有历史性、学科综合性、科技创新性、校园文化传播

性等底蕴，富含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与教育价值，是一类特色、特别、特殊的景观。全球许

多具有高度精神文明与高度文化素养的著名高校因浓郁的学术氛围、深厚的历史文化及独特的建筑风格

而风靡世界各地，受众多学者向往。校园景观研究依附于校园景观资源，而校园景观的特殊性正是校园

景观研究的基础。 

5.2.2. 人地关系研究是校园景观研究的本质特征 
地点、地方不仅是社会中的空间实体，还是一个附着多元社会要素的多维概念[37]。校园作为一个特

殊的地域空间类型，具有特定的空间属性和空间气质，附着科学、文化、历史等多层次要素类型，校园

环境中某一因素的微小变化会对个体行为与决策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因素还会随着时间等变量的积累

不断增强，最终持续作用于个体，并长时间影响个体决策[38]。新冠疫情背景下校园环境对学生心理健康

的实际意义[24]、学生对不同校园景观的感受感知与偏好选择等[26] [32] [33] [34] [35]都是人地关系研究

的本质体现，人地关系即人类与校园景观的关系是校园景观研究的本质特征。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洪堡大学，中国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著名高校的校园景观因其高度精神文明与高度文化素养，常年吸引着世界

各国学者的神往。校园景观作为校园内涵的载体，见证了大学的历史积淀、文化底蕴与科学精神，深入

研究校园景观，挖掘校园景观内涵与价值，剖析校园景观多元效应并厘清校园景观的研究脉络与趋势，

是进一步传播校园文化与地域精神的必要历程。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61031)；云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文化旅游驱动下校园景观情感

认同价值研究”(S202110673060)；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旅游经济转型视角下地理标志产品

全生命周期创新理论的贡献初探”(2022Y015)；云南大学第十四届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乡村振兴背景

下昆明市呈贡大学城周边乡村生态旅游价值初探”(KC-2222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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