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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ore value of ecological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onstructing community public spaces. Address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where the integration of ecological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the lack of a systematic practical framework is 

commonly overlooked in the renewal of community public spaces amidst urbanization, it innovatively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encompassing three ecological aesthetic education types: perceptual, cognitive, and practical. In the community 

public spaces of Jiuyuan District, Baotou City, ecological aesthetic education is integrated into every aspect of community mi-

cro-renewal, with specific applications tailored to different space type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ecological, aesthetic educa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s residents’ perception and cognitive abilities toward natural beauty, promotes positive interactions among 

residents, and strengthens community cohesion.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integrating community public space micro-renewal and ecological aesthetic education, enrich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ecological aesthetic education. The research outcomes hold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promoting sustainable community devel-

opment and offer far-reaching reference value for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ecological aesthetic education into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future community public 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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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聚焦生态美育在社区公共空间建设中的核心价值，针对城市化进程中社区公共空间更新普遍忽视生态美育

融合和缺乏系统化实践体系的现状，创新性地构建涵盖感知型、认知型和实践型三类生态美育类型的理论

框架。在包头市九原区的社区公共空间中，将生态美育理念贯穿于社区微更新的各个环节，并在不同空间

类型中实践应用。结果表明，生态美育不仅显著提升居民对自然美的感知与认知能力，还促进居民间的积

极互动与社区凝聚力的增强。研究成果可为社区公共空间微更新与生态美育的融合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并丰富生态美育的理论体系。对于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未来社区公共空间在规划建设中

有效融入生态美育具有深远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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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响应党中央弘扬生态文化、全面推进

美丽中国建设的号召[1]，2021年生态环境部、

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美丽中国，我是行动

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2021–

2025年）》，将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作为

推动社区生态教育实践的重要举措 [2]。社区

公共空间作为城市空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承载着居民公共交流与活动举办的功

能，更是促进社区内部社会互动、增强社区

凝聚力的关键要素，也是生态美育的重要场

所 [3]。其中，户外场地、公园等用地，因居

民日常活动频繁、使用广泛而成为社区文化

与精神的集中展现，也是社区微更新中空间

重塑、社区活化、公众参与及社会治理优化

的焦点 [4-5]。包头市，作为内蒙古西部的重要

工业城市，正积极构建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工

业城市，其中社区公共空间的微更新与管理

显得尤为重要 [6]。2023年教育部提出的“美育

浸润”理念 [7]，使生态与美育融入社区微更

新，成为跨学科研究的热点。生态美育作为

生态美学理论的重要实践途径，旨在通过生

态审美实践，培养公众的生态审美情感，提

升其生态审美欣赏与创造能力[8]。本研究聚

焦于包头市社区公共空间微更新，探索生态

美育的融入如何提升居民的整体生态美学素

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1 社区公共空间微更新中生态美育的现状与

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城市化进程迅

速推进，大量同质化社区公共空间涌现，空

间质量参差不齐、社会参与不足等问题也日

益突显。随着城市更新的深入推进，空间

治理逐渐转向存量空间的优化改造，形成了

“政府引导、专家指导、居民主导”的治理模

式 [4]，旨在通过政策扶持、科学指导和居民

参与，实现社区公共空间的可持续改造 [9]。在

国际上，社区公共空间已成为推动生态美育

的重要场所 [10]。美国的TNOC组织通过跨学科

合作，将艺术、科学与实践相结合，积极推

动社区公共空间的创新与生态教育的融合 [11]；

日本则通过生物群落建设和生态设计活动，

实现了社区的生态美育与可持续发展 [12-13]。这

些实践案例为中国的社区公共空间微更新提

供了有益的借鉴。在国内，上海、北京等城

市也在积极探索社区公共空间微更新与生态

美育的结合。刘悦来及四叶草堂团队在上海

推动约1 300多个社区花园项目[4]，通过公众

参与和园艺活动，不仅美化社区环境，还提

升居民的生态意识和社区归属感；侯晓蕾在

北京老城建立的“微花园”则引导居民自发

参与，增强社区的互动与合作 [5,9]；何志森的

“民众花园”项目关注弱势群体需求，通过环

境微改造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自信心，增

强社区的互联性 [14]。这些实践表明生态美育

在社区公共空间微更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不仅提升居民的生态意识和美学素养，还为

其他城市和社区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可行的操

作指南。

尽管中国社区公共空间微更新在生态美

育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面临诸多挑战。

居民对生态美育的认知不足、参与度低、缺

乏系统化实践体系等问题仍待解决。因此，

本研究旨在将现有的社区公共空间实践理论

与生态美育理念深度融合，构建一套可广泛

推广应用的社区公共空间生态美育实践体系。

该体系应满足美学和技术要求，同时充分体

现社会、文化和生态价值，展现地方独特的

精神风貌。景观设计师作为城市更新与基层

治理的关键协同者，应通过生态美育实践，

提升居民的环境意识和美学素养，构建可持

续发展的社区公共空间。此外，政府、社区

组织、居民等多方应共同参与，形成合力，

推动社区公共空间微更新与生态美育的深度

融合，为居民创造更加宜居、美观、和谐的

生活环境。

2 生态美育的概念及理论方法

生态美育是基于生态学与美学理论，聚

焦于探讨人与自然及其环境之间复杂而微妙

的生态审美关系 [15]。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

教育心理学、环境行为学、环境教育学、自

然教育等多学科交叉理论的共同推动下，生

态美育得以蓬勃发展，并在社区公共空间的

实践中不断丰富其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 [15-16]，

基于自然美育的理论实践，深度融合生态学

原理，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生态

美育不仅倡导对自然之美的欣赏，更着重于

通过美育促进生态意识、生态伦理的形成，

加深对自然生态系统复杂性的理解，以及

对人类活动造成环境影响的深刻反思。与

偏重科学教育的生态教育相比，生态美育更

倾向于情感的培养，旨在将生态知识与规律

提升为个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和审美观，寻

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佳生态模式 [15]。在

理论构建上，皮亚杰（Piaget）的建构主义

理论揭示了人类认知发展是内外因素相互作

用的结果 [17]，为生态美育中的认知型实践

提供了理论基础。艾尔斯（Ayres）的感觉统

合理论则强调了感官体验与学习能力之间的

紧密联系 [18]，为感知型生态美育提供了依据。

阿诺尔德 · 伯林（Arnold Berleant）和艾伦 ·卡

尔森（Allen Carlson）的“参与式审美（aesthetic 

engagement）”概念 [19-20]，则鼓励通过直接参

与自然环境来深化美学体验，为实践型生态

美育指明了方向。基于以上理论，将生态美

育在社区公共空间微更新中的实践分为感知

型生态美育、认知型生态美育和实践型生态

基于生态美育的包头市社区公共空间微更新实践体系探索      格日勒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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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三种类型 [21]（表1）。

（1）感知型生态美育。通过直接的感

官体验，帮助个体重建与自然的联系，从

而缓解或预防“自然缺失症”（nature-deficit 

disorder），由理查德 · 洛夫（Richard Louv）于

2008年提出 [22]。

（2）认知型生态美育。依照皮亚杰的建

构主义理论，强调在环境互动中通过同化和

顺应机制完善认知结构，提升个体的环境意

识与生态素养 [17]。具体而言，当新环境信息

与个体认知不符时，会触发顺应机制调整认

知；相符时，则通过同化机制整合信息。

（3）实践型生态美育。注重实际行动与

直接参与，以加强人们对环境的美学感知和

保护意识。苏珊·克莱顿（Susan Clayton）的“环

境身份感（environmental identity）”概念为此提供

了理论支撑，认为个体在实践中逐渐将环境

价值观和生态意识融入自我认知，从而增强

对环境的责任感和归属感 [23]。

综上，生态美育的三种类型各有侧重，

相辅相成。感知型通过感官体验重建自然联

系；认知型依托理论提升环境认知；实践型

则通过行动强化环境责任感，三者共同构成

了生态美育的完整体系。

3 基于生态美育的社区公共空间微更新实践

3.1 包头市九原区社区微更新背景及现状

近年来包头市积极响应国家能源局关于

2023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号召，计划在

2024年实施115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总面积

达269.04 hm2，惠及居民约3.23万户。此类项

目不仅聚焦基础设施升级，还将社区微更新

作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旨在打造聚力、和

谐、绿色、智慧的“四型”示范社区[24-25]。

研究选取九原区8个面积在3 000 m2以

内小尺度的社区公共空间进行微更新（图1），

其主要依据包括：（1）安全性。选取的社区

公共空间均位于居民日常活动范围内，保障

措施齐全，安全系数高。（2）便捷性。这些

公共空间均处于居民步行5 min可达的范围内，

有效解决传统生态美育场地位置远、参与门

槛高、受众范围窄等问题，居民可以利用碎

片时间轻松参与调研、观测、记录和养护等

活动，极大促进生态美育普及和实践。（3）

社交性。选取有利于组织和开展活动的公共

空间，并得到街道办和物业的支持，这为

不同年龄段居民提供更多的社交机会，特别

是儿童，可与同龄人及长辈互动，促进跨代

交流。综上的优势激发居民更高的主动参与

性，不仅增强社区凝聚力，也为生态美育的

长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通过居民的共同维

护和管理，这些微更新项目能够持续发挥其

教育和社会功能，推动社区生态美育的可持

续发展 [26-27]。

3.2 基于生态美育的社区公共空间微更新实

践体系

按照九原区8个社区公共空间的现状，

将社区公共空间分为以硬化为主的广场开放

空间和以自然要素为主的绿地开放空间。又

依据其所社区的位置，将8个社区公共空间

分为三种空间类型，其中中心广场开放空间

4个，中心绿地开放空间2个，宅间绿地开放

空间2个（表2）。基于社区公共空间生态美育

类型、信息接收方式、社区生态美育的空间

类型及生态美育的内容，构建生态美育体系

（图2，图3）。该体系依据社区公共空间的类

型结合感知型生态美育、认知型生态美育和

实践型生态美育开展实践。此策略强调政府、

表1   社区公共空间生态美育类型及构成要素
Tab. 1   Types and components of ecological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ommunity public space

类型
Types

信息接收方式
Information reception method

空间类型
Space types

生态美育内容
Ecological aesthetic education content

感知型

生态美育
视觉、听觉、嗅觉、触觉

自然要素感知空间、人工要素感

知空间、文化要素感知空间

观察、感受、记录气象、植物、土壤、地形、动物、水体；建构筑物、

标识系统、照明系统、卫生基础设施等；悉知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等

认知型

生态美育
视觉、听觉为主

生态学知识认知空间、美学知识

认知空间、科普教育互动空间

认知自然生态系统基本原理、生态环境保护知识、生态工程技术原理

等美学基础；认知色彩美学、园林美学、建筑美学、生态美学基本原

理；观看、交流、讨论、表演等

实践型

生态美育
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

调研实践空间、实验实践空间、

设计实践空间、营建实践空间、

运维实践空间

基地环境调研，自然要素、人工要素、文化要素分类调研、测量、拍

照记录；动植物标本采集制作；土壤实验、气象环境实验、动物观察

实验、堆肥实验等；社区花园方案设计、植物群落设计、功能分区设

计、生态设施设计等；工具与物料准备、土壤改良、植物群落种植、

蚯蚓塔搭建、昆虫旅馆制作、花园设施营建等；土壤管理、水分管理、

花园维护、种子保存、设施更新、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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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的共同参与和协作。

3.2.1 感知型生态美育

感知型生态美育模式侧重于通过直接感

知自然环境来培养个体的生态审美情感，这

一模式不仅限于社区环境的利用，还包括居

民的积极参与和生态意识的提升。通过社区

环境调查与社区环境体验，能够让居民深入

感知生态环境之美、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并

建立深层次的生态情感联系。

（1）社区环境调查。社区环境调查活动

不仅是简单的环境监测，更是生态意识的

培养过程。在社区三类空间类型中均可开

展。Schultz等 [28]强调，参与此类活动能增强

个体对环境问题的认知与责任感，驱动环保

行为。本项目在龙苑小区微更新初期，依托

高校科研团队与学生志愿者，开展“种子探

索之旅”活动。活动通过“种子盲盒”创新

形式，引导居民科学识别未知种子，了解其

独特生物识别（ID）属性，并自行种植、记

录，分享至交流平台赢取生态奖品。此举不

仅寓教于乐，普及种子与植物知识，更使居

民在亲历种子成长中深化对自然环境的理解

与尊重，借鉴Tilman等 [29]关于植物多样性的

研究，通过植物调查、水质检测及噪音、空

气质量监测，多维度提升居民对生态系统稳

表2   包头市九原区社区微更新案例基本信息
Tab. 2   Basic information of community micro-updating case in Jiuyuan District, Baotou City

序号
No.

社区名称
Community name

地址
Address

公共空间面积 /m2

Public space area
现状空间类型

Current spatial type

1 花园小区 包头市九原区安定路花园小区1区5 号楼南 2 657 中心广场开放空间

2 黄金小区 包头市九原区 210 国道车管所北 50 m 黄金小区10 号楼西 1 391 中心广场开放空间

3 兰溪花园小区 包头市九原区花园路 1号街坊 9 号楼东 1 379 中心绿地开放空间

4 龙苑小区 包头市九原区九原区沙尔沁特街东 50 m B 区15 号楼北 1 519 宅间绿地开放空间

5 万达花园小区 包头市九原区健康路万达花园 15 号楼南侧 796 中心广场开放空间

6 万达花园小区 包头市九原区健康路万达花园 2 号楼南 1 000 宅间绿地开放空间

7 新春小区 包头市九原区新春街 10 号，21号楼南 2 657 中心广场开放空间

8 振翔小区 包头市九原区哈屯高勒路 10 号，5 号楼南 2 758 中心绿地开放空间

定性、恢复力及污染影响的认知，为后续生

态美育活动奠定坚实基础。

（2）社区环境体验。社区环境体验活

动旨在通过亲身体验环境，增进居民对生态

环境的认知与情感联结。据Kaplan等 [30]研究，

自然观察可提升个体的环境认知及情感纽

1

图1   包头市九原区社区微更新案例区位及现状照片
Fig. 1   Community micro-renewal case location and status in Jiuyuan District, Baot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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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花园小区5号楼南

05万达花园15号楼南

02黄金小区10号楼西

06万达花园2号楼南

03兰溪花园小区9号楼东

07新春小区21号楼南

04龙苑小区B区15号楼北

08振翔小区5号楼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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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Kellert[31]则强调，自然体验是培育生态美育的关键路径，促进深层

次生态情感的形成。社区环境体验活动主要包括：在以自然要素为主

的绿地开放空间组织社区自然观察，如观鸟、昆虫考察，使居民直观

感受自然生机；在花园小区、黄金小区等几个规模较大的中心广场开放

空间举办生态美育展览，鼓励居民以摄影、绘画等方式记录并展示自

然美；组织夜间自然探索，如观星、赏萤火虫，Bogard[32]研究证实，此

体验能加深个体对自然的敬畏及保护环境意识。

3.2.2 认知型生态美育

认知型生态美育旨在通过整合生态学基础理论和美学理论知识，

提升居民的环保意识和生态审美素养。实践策略包括讲座、课程、案

例分析、工作坊和展览等，强调理论学习与实践体验的结合。2

3

图2   九原区社区公共空间及更新方案对比图
Fig. 2   Comparison of community public spaces and renewal plans in Jiuyuan District

图3   社区微更新中生态美育实践体系
Fig. 3   Community micro-renewal practical system of ecological aesthetic education

a 花园小区公共空间现状及更新方案对比图

b 黄金小区公共空间现状及更新方案对比图

c 兰溪小区公共空间现状及更新方案对比图

f 新春小区公共空间现状及更新方案对比图

e 万达花园小区公共空间现状及更新方案对比图

d 龙苑小区公共空间现状及更新方案对比图

g 振翔小区公共空间现状及更新方案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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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学理论知识。在社区中的中心

广场开放空间中开展生态学理论知识认知计

划，涵盖社区生态系统基础理论讲座与课

程，内容涉及生态系统构成（含生物要素如

植物、动物、微生物及非生物与能量要素）、

结构特性（如生物圈、生态类型、种群与群

落）与功能机制（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通

过案例分析、工作坊，居民深化了对社区生

态环境保护重要性（特别是水源与生物多样

性保护）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认识。此外，展

览与实践课程使居民掌握了关键生态工程技

术，如生态水循环、土壤恢复、雨水花园及

海绵城市设施，这些原本难以理解的知识通

过更直观、浅显易懂的方式让居民认知。如

在九原区社区实践中，引入植物学专家指导

的生态美育课堂，融合植物生长周期、生态

系统平衡、生物多样性基础，并结合社区微

更新实例，教导居民科学保护与改善社区环

境的方法。课堂强调互动参与，鼓励提问、

讨论与实践，以期提升居民学习效果，促进

生态知识的有效传播与应用。

（2）美学理论知识。整合美学理论知

识，通过认知型生态美育途径，增强居民

的审美能力与鉴赏水平，深化他们对生态美

学的理解与欣赏，具体内容包括基础美学理

论、建筑美学探究、园林美学实践。基础

美学理论借助系列讲座与课程，系统阐述美

的本质、分类体系及特征属性，旨在培养居

民对不同美学形态的感知力与鉴赏力。Kant[33]

在其《判断力批判》中强调美学体验作为人

与自然交互的重要桥梁；建筑美学探究通过

案例剖析与展览展示，深入探讨建筑与环境

如何实现和谐共融的美学理念；园林美学实

践组织工作坊与实践课程，细致分析园林设

计的审美原则，彰显园林艺术与生态智慧的

有机融合，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相辅相成。

3.2.3 实践型生态美育

实践型生态美育基于社区的各类空间类

型，通过一系列实践活动，引导社区居民直

接参与并亲身体验生态美育，从而培育其深

刻的环保意识及高雅的审美能力。具体内容

包括调研、实验、设计、营建与运维5个环

节，具体的实施策略包括实践课堂、培训基

地、活动组织和志愿者招募等 [34-35]。

如在龙苑小区的实践型生态美育中，居

民将亲历“调研—实验—设计—营建—运

维”的完整流程。首先，居民在专业指导下

调研社区环境，了解植物种类、土壤条件等

基本情况。随后，通过植物标本制作、土

壤实验、气象环境实验、动物观察实验、堆

肥实验等，居民学习如何评估植物和技术的

适用性。在设计阶段，居民参与社区花园方

案设计、植物群落设计、功能分区设计、生

态设施设计等，通过居民听证会选出最优方

案，确保设计既美观又实用，符合生态美的

理念。进入营建阶段，组织居民参与工具准

备、土壤改良、植物种植和生态设施建设等

活动，感受花园营建的魅力。最后在运维阶

段，为了确保社区公共环境的长期可持续性，

教授居民生态系统的维护和管理知识，内容

涵盖土壤管理、水分管理、花园维护、种子

保存、设施更新以及管理模式等。通过培

训，居民能够承担起维护社区环境的责任，

在微更新项目完成后，为了更直观地展示生

态美育的成果和生态系统的魅力，社区还组

织一场科普展览。展览内容将包括微花园更

新前后的对比照片、种子成长过程的记录、

居民创作的生态艺术作品等，以图文并茂的

方式呈现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同

时，展览还设置生态知识问答等，让居民在

参与中深入了解生态系统的奥秘，并激发其

积极参与社区微更新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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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研究聚焦于生态美育在社区微更新中

的实践应用，通过“感知—认知—实践”三

阶段策略，将生态美育理念全面融入更新过

程。精心设计的活动不仅促进了居民参与和

多方合作，还深化了公众对生态美学的认知，

为社区更新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同时为可

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基础。研究强

调该模式的广泛适用性，可推广至更多社区

和城市。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生态美育与

社区微型更新的有效结合机制，通过细化策

略、加强跨学科合作、建立评估反馈体系等

手段，优化生态美育的应用效果，为城市社

区微型更新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注：文中图表均由作者自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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