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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教育模式下的景观设计趋势及热点研究

邓婷尹 1,2   王美玲 2   江雪梅 1,2

1. 四川省智慧旅游研究基地（四川轻化工大学），中国·四川 自贡 643000 

2. 四川轻化工大学美术学院·彩灯学院，中国·四川 自贡 643000

摘要：目的 系统呈现中国近 24 年来科普教育景观设计研究领域进展，明晰当前研究热点。

方法 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收录的2000—2024年度科普教育和景观设计研究文献为数据源，

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利用 CiteSpace 和 Vosweiver 等相关可视化软件绘制科普教育景观设计的可

视化图谱。结果 结合文献分析法发文特点及时间分布、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结论 科普教育景

观设计研究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研究热点集中在规划设计、景观设计、城市湿地公园、地质

公园。该领域与政策紧密相关，对生态保护、环境教育、公众参与、可持续旅游和跨学科合作至

关重要。未来，未来研究将侧重数字化、个性化学习、可持续发展教育、社区参与和全球合作，

以提高教育效果和景观的安全性、可访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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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为贯彻落实中国相关政策，本研究依据为

关于科普教育景观设计基本文件。中国科协

发布的《中国科协科普发展规划（2021—2025

年）》，明确提出中国近几年科普规划；继

“十三五”期间科普事业取得显著成效，继续

推出《“十四五”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划》，

旨在提升中国科普能力建设，通过优化公园、

广场等公共空间的科普设施和活动，增强科普

教育功能。促进了科普与景观设计的结合，为

相关研究开拓新领域。

科普教育景观设计涵盖了农业、自然和文

化等多个领域。易能等强调了休闲农园在生产、

生态和文化科普方面的作用；尹勇等提出城市

景观科普功能完善主要通过景观科普教育区建

设来实现的；孙彦斐等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提

出应以环境教育为手段，将乡愁印记注入文化

景观空间、展示乡村历史文化遗产，使其得以

保护和发扬。这些研究表明，科普教育景观设

计正朝着多元化和跨学科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中国教育科普教育景观设计虽然取得丰硕

学术和实践成果，但缺少对于科普教育景观设

计领域相关文献的梳理和量化分析。论文以

CNKI 文献数据为数据源，利用 CiteSpace 和

Vosweiver 等可视化软件绘制科普教育景观设

计的可视化图谱，明晰研究现状和热点，为后

续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

库，采集时间区间为 2000 年 1 月 10 日至 2024

年 8 月 9 日。在 CNKI 中，以“科普教育或科

普教育模式”和“景观或景观设计”为主题词

进行检索，手动剔除与研究无关的文献，共获

得有效文献 1183 篇。

1.2 研究方法

论文采用 Origin、Citespace、Vosviewer 等

可视化软件对 CNKI 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分析。

首先，运用 origin 软件将检索时间段的文献

以柱状图绘制出来；其次，运用 citespace 和

vosviewer 软件对作者、机构和关键词等进行共

现聚类分析，绘制相关知识图谱可视化呈现中

国科普教育景观设计全景，有效识别分析该领

域研究现状、演化路径、研究热点和前沿态势。

2 研究现状及结果分析

2.1 发文量时间分布分析

根据发表时间结果（见图 1），可看出在

2000—2024 年期间，科普教育景观设计领域文

献发表呈逐年上升趋势。本文将该研究分为三

个阶段：第一阶段 2000—2003 年为初始增长，

年均 2 篇，说明起初对科普教育类的景观研究

较少；第二阶段 2004—2013 年为快速发展，随

着 2004年进行了“湖南省森林植物园总体规划

修编”，确定了未来 10年的发展规划，发文量

激增，到 2013年发文量已是最初的几十倍；第

三阶段，2014 年至今为稳定发展阶段，发文量

出现波动，在 19 年发文 129 篇达到峰值，2020

年开始有回落，但年均发文量超 100 篇。可见

该领域在中国受到的关注度是在不断上升的。

图 1 科普教育类景观设计相关文献发表趋势

2.2 发文作者共现分析

运用 CiteSpace.6.3.R1 软件对发文作者合作

共现进行分析（见表 1）。在图谱中，N 为节

点数量、E 为连线数量、Density= 网络密度，

线条粗细和节点大小与作者之间的合作强度成

正比。根据共现分析结果可知科普教育领域

的作者合作网络较为分散，共有 492 个节点和

198 条连线，网络密度低，表明合作不频繁。

林明太以 4 篇文献领先，刘军发文 3 篇，于宝

春等 31人发文 2篇，多数作者仅发表 1篇。这

表明加强作者间的交流与合作对提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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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发文数量前十作者

作者姓名 发文数量 /（篇） 发文时间

林明太 4 2005

刘军 3 2004

于宝春 2 2016

于雪剑 2 2012

付晖 2 2018

何丽芳 2 2012

冯杭建 2 2016

刘佳 2 2016

刘康 2 2017

刘志强 2 2006

2.3 发文机构共现分析

使用 CiteSpace.6.3.R1 软件进行发文机构共

现量化分析，可知共有 395个节点，连线 93条，

网络整体密度仅为 0.0012，说明机构间合作较

少。如表 2 所示，北京林业大学以 86 篇文献

领先；其次是四川农业大学、浙江农林大学和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发文量分别是44、34、32篇，

其余不超过 30篇。综上，机构遍布中国各地，

主要集中在高校，合作有待加强。

表 2 发文数量前十机构

机构名称 数量 年份

北京林业大学 86 2005

四川农业大学 44 2013

浙江农林大学 34 2011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32 20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6 201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4 2017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20 2012

南京农业大学 19 2012

广西大学 18 2013

福建农林大学 17 2009

3 研究热点及聚类分析

3.1 研究文献关键词热点分析

本研究分析了 2000—2024 年文献关键词

出现频数，进而计算热点关键词网络图谱和高

频词列表（见表 3）。在 CNKI 文献的前 10 个

高频关键词里有 7 个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大于

0.1，它们分别是规划设计、景观设计、湿地公

园、植物园、科普教育、地质公园、景观，表

明这些关键词都是科普教育类景观设计领域的

重要研究热点内容。

表 3 出现频次前十关键词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性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性

规划设计 154 0.34 地质公园 46 0.2

景观设计 84 0.15 自然教育 39 0.09

湿地公园 64 0.12 规划 37 0.1

植物园 49 0.14 景观 34 0.13

科普教育 47 0.21 风景园林 29 0.06

根据分析，规划设计、景观设计和湿地公

园是三个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其中规划设

计的中介中心性最高的，为 0.34，而景观设计

和湿地公园中介中心性分别为 0.15 和 0.12，表

明规划设计与科普教育类景观设计有较强的关

联性。

3.2 研究热点分析

运用 Vosviewer 和 Pajek 软件结合，将聚类

数值调小，绘制出关键词共现聚类图，得出 4

个聚类主题，分别是：城市湿地公园、景观设计、

地质公园、规划设计（见图 2）。

图 2 文献关键词共现聚类图

①聚类城市湿地公园。涉及关键词有城市

湿地公园、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生态修复等，

这类研究主题关注生态保护、城市规划、环境

教育和可持续旅游，突显科普教育景观设计在

这些领域的研究重要性。中国建设部在《城市

湿地公园规划设计导则（试行）》强调了城市

湿地公园在生态保护、科普教育和旅游业发展

中的作用。

②聚类景观设计。涉及关键词有景观设计、

自然教育、科普教育、城市公园、景观规划设

计、农业景观等，这类研究主题集中在环境美

学、生态功能、教育参与、规划设计方法和跨

学科合作上，同时农业科普的关注度也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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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强调了粮食安全和生态、农业、城

镇空间的高效统筹。易能等人提倡在休闲农园

规划中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而陶暹光等人分

析了生态农业旅游在促进乡村振兴和科普教育

方面的潜力。

③聚类地质公园。涉及关键词有植物园、

可持续发展、地质遗址、科普旅游、旅游开发

等，这类研究主题反映了科普教育景观可通过

自然或人文资源进行可持续发展，推动科普旅

游。地质公园是联系自然与人文环境的纽带，

是科普教育的关键场所。张梦堰等分析了作为

新型旅游地的地质公园，不仅能通过旅游发展

促进地方经济，普及地球科学知识，并保护地

质遗产。

④聚类规划设计。涉及关键词有规划设计、

风景园林、规划、景观规划等，这类研究主题

反映了科普教育景观在科普教育整合、景观的

多功能性、跨学科合作方面关注度提升。规划

设计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其核心在于关

注土地利用和环境优化，涉及需求分析、现状

评估，以及自然环境、城市设施和公共空间的

综合考量。

综上，科普教育景观在生态保护、环境教

育、公众参与、可持续旅游及跨学科合作方面

发挥关键作用，强调了在城市规划、农业、地

质和土地利用中整合科普教育的必要性，以促

进生态、社会和经济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4 研究结论及未来展望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使用 CiteSpace 和 Vosviewer 软件分

析了 2000—2024 年中国科普教育景观设计的文

献，较为全面概述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趋势。

得出以下结论：

①科普教育景观设计的研究呈现逐年增

长，经历了初始增长、快速发展到稳定发展的

三个阶段。

②科普教育景观设计具有跨学科特点，涉

及建筑、旅游、农业和林业等领域。研究显示

作者和机构间合作较少，主要集中在高校。加

强合作有助于推动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展。

③关键词分析揭示了城市湿地公园、景观

设计、地质公园和规划设计作为科普教育景观

设计的关键研究热点，展现了该领域的多元融

合和实践应用。

4.2 未来展望

结合当前研究，对中国未来科普教育景观

设计研究提出展望。

①加强跨学科融合和技术整合，鼓励不同

学科领域的专家进行合作，以促进科普教育景

观设计领域的创新和发展，如与 AR、VR、AI
等新技术相融合。

②注重可持续发展与教育功能强化，注重

生态可持续性，实施绿色设计、生态修复和资

源循环利用，同时通过互动展览和解说系统增

强教育功能，提升公众科学素养。

③实践应用与政策协同，将研究成果应用

于景观设计实践，确保研究与国家政策同步，

以获得资源支持，实现科普教育目标，服务社

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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