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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教育理念内涵与建设美丽乡村的意义概述

1.1  生态教育理念内涵
生态教育理念起源于教学哲学思想，是将多种学科

思想、理念融合到一起形成的全新教育理念，这一教育

理念与其他教育理念不同之处在于强调人与自然的关

系，讲究顺其自然发展，而非外力外物强制干扰教育。

总而言之，生态教育的核心用我国传统文化思想来概括

就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因此在宣传低碳、绿

色生活的今天，生态教育的应用更为广泛，不但包括学

校教育，在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中广泛应用，旨在推动

可持续发展以及打造生态文明社会。

在面临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等诸多环境问

题的背景下，生态教育理念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它是

延伸成为生态文明价值观和生态文明思想，指导我们进

行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和谐共生；

另一方面想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教育先行，我们

的教育不应当仅仅是传播现代科学技术和创造工业文

明、丰富物质财富，更应当注重自然价值，与自然和社

会形成紧密联系，更应当强调生态价值，要通过教育让

人们深入了解生态常识和自然常识，并且树立起正确的

生态道德观，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1]。

1.2  建设美丽乡村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强调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为我国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道路，与此

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发展，使得美丽乡村建设

如火如荼发展，并且将乡村建设和生态文明有机结合起

来，重点推进生态农业建设、保护农业资源，为促进乡

村振兴、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动环境友好的农业发展

道路夯实了基础[2]。具体而言，建设美丽乡村的意义主要

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建设美

丽乡村是城乡协调发展中关键环节，“三农”关乎国家

之本，如果没有美丽乡村绿色发展，国家绿色发展也必

将受影响，城市绿色发展作为国家绿色发展的一环，也

将会受损；二是加强农业生态保护、促进农村经济健康

发展的需要，由于粗放型农业发展使得农村大量生态环

境遭到破坏，使得农村赖以生存的农业发展受到限制，

因此农业发展模式亟待转变方式，积极开展绿色、低

碳、生态的现代化农业[3]。

2��新农村生态景观设计的原则

2.1  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原则
新农村生态景观设计首先要从实际出发，即充分考

虑当地农村客观条件，包括生态条件、地理条件、经济

条件等，必须要充分了解当地的地理地貌、水文情况、

农业生产情况、植被情况以及当地地域文化特色，再进

行整体的景观规划设计，充分体现因地制宜的思想。

2.2  坚持优先保障生态原则
新农村生态景观设计应当秉持生态优先原则，即生

态景观的设计要以优化生态、保障生态为主，能为了过

于追求美观反而破坏了生态环境，并且能够实现当地生

态优化、达到生态良性循环的最终目的。

2.3  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原则
新农村生态景观设计应当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原

则。可持续发展原则不仅在能源行业、工业行业广泛应

用，在各个领域中都应当秉持这一理念，尤其在乡村建

设之中，需要保障农业资源充分利用，不能过度使用农

业资源和农村资源，因此农村生态景观设计需要考虑到

农业资源和农村资源优化配置，避免过度开发农村资源

和过度破坏农村资源。

2.4  坚持生态美学原则
新农村生态景观设计应当坚持生态美学原则，由于

生态景观带有观赏性质，因此具备良好的审美价值、艺

术价值是不可或缺的部分，使得当地村民和游客能够从

景观之中体会到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的融合[5]。

3��我国农村生态景观现状

美丽乡村视角下基于生态教育理念的新农村生态景观设计

马 源
北京市顺政市政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 101300

摘 要：本文旨在探究美丽乡村视角下基于生态教育理念的新农村生态景观设计实践路径。首先阐述了生态教育

理念内涵与建设美丽乡村的意义，同时列出了新农村生态景观设计的原则，分析了我国农村生态景观现状，最后围绕

因地制宜规划、坚持人本理念、体现乡村文化内涵、彰显生态美学等方面来提出新农村生态景观设计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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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现代化农业为我国

农村自然环境和生态景观带来了改变，一方面现代化农

业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和生产效益，农民实现了创收，很

多农户纷纷重建了农村民居和房屋，再加上我国乡村振

兴战略的推进，广大农村的基础建设越发完善，因此推

动了农村加快建设和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农业发展和农

村建设的速度加快，相应的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接踵而

至，生态破坏、水土流失、草场退化等生态问题严重影

响到了农村生态环境的平衡。

总而言之，当前我国农村生态景观主要面临两大突

出问题：一是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主要存在水体污

染、土壤肥力丧失、生态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以及生活

垃圾废弃物污染等现象，使得农村生态系统的平衡被打

破，呈现严重失衡的状态；其次，在村庄整治过程中，

一些村庄重建设轻规划，导致村落建设品质低，环境

差，基础设施、公共设施配置不全。另外定位规划缺乏

科学性、指导性，有的重局部，轻整体；有的与上级规

划不衔接，缺乏全域一体的概念；同时，在规划设计中

因把关不严、要求不高等，忽略了村落自身的地方特色

和生态环境，导致美丽乡村建设缺乏特色，无法充分发

挥乡村独特的文化和自然资源优势。

二是乡土文化景观和历史古建筑未能妥善保护，乡

土特色逐渐丧失，我国大量农村地区保留着当地传统历

史风貌，诸如佘村、婺源等地留存着许多明清古建筑

群，这些历史文化景观不仅极具特色和乡土文化，更体

现了当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应当加大保护和合

理改造，然而很多农村在规划的时候缺乏对这些建筑的

重视，使得这些建筑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甚至是拆

除，这对新农村生态景观设计而言造成了不利影响，乡

土元素和乡土文化的缺失造成了农村生态景观的缺失，

而且这样的影响是不可逆的。

4��美丽乡村视角下基于生态教育理念的新农村生态

景观设计实践

4.1  因地制宜整体规划，合理搭配植物生态
想要打造新农村生态景观，推动美丽乡村建设，首

先应当整体因地制宜开展设计规划，合理搭配各类植

物、绿植，形成靓丽的田园风光生态景观。具体而言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实施：

一是充分考虑当地乡村地理条件情况，因地制宜整

体规划。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地貌丰富多样，既有

高山高原，也有平原丘陵，更有戈壁沙漠和草原，各有

各的自然风光，而凭借这些独特的自然风光，再加上合

理规划设计，就可以设计出各种不同的生态景观。因此

在新农村生态景观设计的时候，首先应当充分考察当地

的自然地理情况，明确当地所属的地形地貌，在此基础

上合理规划，设计出既能体现自然风光，又能彰显人工

设计优势的生态景观，例如水资源丰富的江浙平原农村

地区，应当设计规划“小桥流水人家”水乡风光，展现

溪水潺潺、山清水秀的自然画卷，而在独具草原风光的

内蒙古农村地区，应当规划设计“风吹草地现牛羊”的

生态景观，彰显当地畜牧业特色和草原风情；其次是考

虑当地生态环境情况，严格评估土地适宜性，严格评估

生态敏感性，确保在打造景观的时候能够符合生态标

准，避免因为打造景观而破坏当地自然生态，造成适得

其反的效果。

二是合理造景，科学搭配各类植物绿植，打造美丽

生态景观。生态造景离不开植物的搭配应用，在城市景

观设计中植物的配置占据重要地位，在新农村生态景观

的设计中同样也是如此，需要搭配适宜的植物，构造出

自然和谐的生态景观。首先是要立足田园风光，不同于

城市景观设计需要引入大量的鲜艳、美观的花卉绿植，

农村景观设计应当坚持天然、自然、生态，可以通过种

植一些既有经济性又有景观作用的植物，例如各类果

树、具有经济价值的树木，如桃树、银杏树等，前者是

产出效益较高的果树，后者则具有较高经济价值，这样

一来不仅能够打造田园景观、幽静树林，还能够帮助农

户带来经济收入，尤其是茶园、果园等生态景观的建

设。其次是针对农村水塘、鱼塘等水体美化设计，应当

秉持原生态理念，同时加强水岸同治，以水体整治和岸

边美化为主，同时增强水体的溶氧性，增大水体的流动

性，保障水体自然生态，此外还可以在浅水区域种植一

些带有净化功能的水生植物，例如芦苇、水葱等。

4.2  坚持以人为本理念，立足生态景观长线发展
想要打造新农村生态景观，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应

当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因为人和自然是和谐共生共存的

整体，所以要结合当地居民生活习惯、农业习惯等，将

生态景观与村民生活有机融合，形成一个整体，实现生

态景观长线发展，推动当地生态环境、生活环境优化改

善，避免无效设计和非人性化设计。具体而言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开展实施：

一是增强村民动态可参与性。生态景观的设计应当

基于生态和景观的基础上，增设一些村民、游客能够参

与的设计，形成动态景观，比如设计一些体验式的景

观，如在水田区域设计传统的水转筒车，筒车是我国古

代传统的提水设备，筒车的水轮底部没入水中，顶部超

出田岸，轮上倾斜绑置若干竹筒水流冲动水轮，竹筒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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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取水并随水轮转至轮顶时，将水自动倒入木槽，再流

入田间，实现人工灌溉，游客如果想体验筒车，既能够

灌溉水田，又能够体验农业劳作，并且形成独特的风

光，无形中增添了生态景观趣味性、实用性以及观赏性

和群众参与性。

二是与当地生活习惯、农业习惯相适应。生态景观

可以立足当地生活习惯和农业习惯，尝试构建兼具景观

和生产作用的生态系统，可以充分借鉴我国十大生态农

业模式来创新设计，例如“猪-沼-果”生态模式，可以在
南方山地农村设计与此模式相适应的生态景观，大力改

善这一模式的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带动畜牧业和

林果业发展。

4.3  增添文化元素设计，体现不同乡村文化的内涵
想要打造新农村生态景观，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应

当增添文化元素设计，不能盲目堆砌所有元素，应该将

具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特色进行梳理，如人们口口相

传的故事、熟知的图形、传统建筑等。通过提取具有代

表性和辨识度的元素，并运用功能性、审美性和代表性

原则对其进行提炼，最后以直观展示的方式将其展现出

来，以突出农村特色地域文化内涵，从而创造出与乡村

环境相融合的特色景观。因为我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乡

土文化，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乡村具有不

同的风土人情，相应的文化内涵也独具特色，所以新农村

生态景观应当要体现出不同乡村文化的丰富内涵。

具体而言就是要突出地域特色，增强乡村景观的个

性化和识别度。首先要提炼出当地的乡土元素，然后融

合到景观设计之中，乡土元素的种类比较广泛，可以

是物质形态也可以是非物质形态，由于旨在强调乡土文

化，所以重点提炼乡土人文元素，一方面要深入挖掘乡

土文化，弘扬当地精神和农业文化，例如在我们熟知的

陕北地区农村，大部分都离不开红色文化，具有深厚的

革命历史，因此在设计此类农村的景观时，就需要讲好

红色故事，以红色精神作为乡土人文元素，融入到生态

景观设计之中，在保留传统陕北民居特色和原始街景风

貌基础上突出红色文化的传承，同时适当硬化主干道，

增设道路绿化；另一方面则要加强非遗文化保护和历史

古建筑的保护，因为这些都是乡土元素的载体，都是每

一个乡村文化的底蕴所在，需要传承与保护，例如广州

地区县就针对乡村遗留的诸多围龙屋历史建筑进行规划

保护，在乡村景观设计中突出这些历史建筑，通过完善

周围绿化、恢复传统围龙屋建筑半月池塘等多种方式彰

显客家文化中家族团结、安全和繁荣的内涵。

4.4  彰显生态美学，打造当地生态特色景观
想要打造新农村生态景观，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应

当打造当地生态特色景观，实现生态美学和旅游观光的

有机结合，为乡村振兴带来新的活力，推动观光农业、

生态农业的繁荣发展。一方面要彰显生态美学，可以单

独打造具有审美价值和艺术观赏价值的生态景观，另一

方面要展现当地特色，例如常见的稻田画、田园画等，

例如辽宁盘锦就设计了占地8000平方米红海滩稻田画，
2022年该地稻田画定稿“幸福中国人”主题，以稻田为
画布创作了稻田画景观，并且这幅稻田画兼具艺术价值

和文化价值，为游客和村民增加观赏性的同时，还讴歌

了祖国，抒发了华夏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

好情怀，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参观“打卡”，不但美化

了乡村，还实现了农业与旅游业有了具象结合。

结语：综上所述，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背景下，在

美丽乡村建设的视角下，新农村生态景观设计应当综合

考虑政策、背景、经济以及当地农村的客观实际情况

来进行规划设计，围绕因地制宜规划、坚持以人为本理

念、体现乡村文化内涵、彰显生态美学等方面来整合设

计，促进当地农村居民与自然生态和谐发展，强化当地

农村生态建设，实现人文和自然的协调，推动我国农业

和文旅融合发展，加快农业转型发展速度，为美丽乡村

营造自然美好的田园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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