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庭院课堂” 

一、项目概况：该项目是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如何发挥乡村振兴“助推器”作用的实践

探索，解决美丽乡村建设“最后一公里怎么走”的现实困境的实践。项目通过开展美丽教育，

构建区域内职成教大融通模式；打造美丽庭院，开展“千人百庭”庭院美化培训工程；建立

美丽课堂，实施“百人百课”庭院课堂；开发“四美”系列教材，实现农村庭院美化示范读

本“一人一本”；建设美丽导师，培育多元跨界的 “庭院课堂”导师队伍等五大推进策略的

实施，形成了一大模式、两本教材、三支队伍、四大制度、十大基地、“百人百课”、“千人

百庭”等七大成果（简称为“1234十百千”成果）。 

二、项目活动方式：“庭院课堂”是基于问题解决的项目，其操作路径是通过改变项目

运作机制，实施庭院课堂，改善农民生存环境，革新农民生活方式，提升百姓文明程度，提

高社会培训效率，创新乡村技术人才质量。因此，项目通过五大策略有序实施。 

（一）开展美丽教育，构建区域内职成教大融通模式 

围绕“建设山清水秀民富县强的美丽中国桐庐样本”的奋斗目标，实施“生态立县、产

业立县、全民兴县”三大战略，打造“潇洒桐庐•秀美乡村”品牌。教育、妇联、农办、住

建等部门以庭院美化等项目为抓手开展工作，却遇到了资源分散、师资不足、平台缺乏、效

果反复等瓶颈。教育局牵头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美丽庭院建设情况调研，走村访户 2年来对

600 多户庭院深入培训并调研和跟踪，对 4000 名农民（市民）开展了文明素质美丽市民的

专题培训，积极探索建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大融通模式，以“美丽庭院”建设项目为抓

手，通过职业学校园林专业（庭院设计方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再设计，行业企业的合作

培养，全县 14个乡镇（街道）成校实施“美丽庭院”培训项目，妇联、农办、住建局园林

管理处、教育局等部门协同开展“美丽庭院”（风景庭院）创建活动，做到“资源共享、项

目共推、课程（基地）共建、人员互聘、活动共融”，力争实现“室美、院美、人美、和美”

的四美庭院，提升美丽乡村品质，助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全

国文明城市（县级）建设。 

（二）打造美丽庭院，开展“千人百庭”庭院美化培训工程 

美丽庭院创建是桐庐县委县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同时列入全县重大决策执行监察平台。

农办、妇联、教育局联合职成校实施“千人百庭”庭院美化培训工程。 

1.重规划，强结合。（1）规划先行。一是依托美丽乡村建设规划画蓝图。《关于开展美

丽乡村建设的实施意见》中，对以美化庭院为主抓手、深化村庄绿化，开展洁化庭院、推进

庭院绿化、提升村容村貌进行了强调，通过规划引路，为美丽庭院建设描绘了蓝图。二是依

托村庄环境整治规划细布局。围绕“山水灵气、历史底蕴、产业集中、雏形初现”的村庄特

色和“村在景中、房在园中”要求，结合所处的秀美乡风风情带整体风格要求，根据各村特

色，科学规划，以景区理念规划乡村，确定村庄和院落的总体格调。分水镇儒桥村等地的杭

派民居以及莪山乡富有畲族特色的民居就是在这些建设过程当中应运而生。（2）分类推进。

在培育村建设及中心村、精品村推进过程中，重点清理围墙乱贴乱画，实施拆墙透绿，消除

房屋周边杂物，清理积存垃圾，消灭卫生死角，美化房前屋后，对新建房户型、外观、外围

统一设计，推进立面整治、围墙改造、墙体美化，实现了美丽庭院的分类同步推进。旧县街

道的合岭村以及分水镇的岩桥村就在运用 3D 墙画、丰富农家小院色彩方面做了积极尝试，

增强了乡村农居的生动性和立体感。 （3）注重结合。 “美丽庭院”作为“美丽乡村”建

设的重要抓手，与农村住房改造、沿江沿路整治、风情带打造、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美丽公

路、村落景区等相结合，做到同部署，共落实。与民宿、观光、盆景、采摘等农业特色产业

发展和访古、休闲、养生、养老等乡村旅游相结合，做到同发展，互促进，形成了“一景、

一业、一村、一貌、一品”特色，美丽庭院逐步向美丽经济转变。其中，富春江镇渡济村大



力发展盆景经济，百江镇双坞村向每户家户赠送樱桃树，努力发展庭院经济，受到农户欢迎。

横村镇白云村、凤川街道三鑫村通过发展民宿、玫瑰种植，既美了农家院，也富了农民的钱

袋子。 

2.强保障，夯基础。（1）强化组织保障。县级乡村层面成立由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

导为副组长，相关负责人为成员的美丽庭院工作领导小组，全面统筹“美丽庭院”建设工作，

形成了责任明晰、坚强有力的县、乡、村三级组织保障体系。（2）强化人员保障。一是发挥

职校、成校、乡镇妇联的核心作用。职校和成校申报计划组织庭院美化培训，聘请职校园林

专业师资、园林设计公司设计师、示范庭院户主等作为培训导师；妇联选派优秀女干部、女

党员、女村民代表组建村“巾帼清洁志愿队”、“庭院环境监督队”、“庭院环境评比委员会”

三支队伍，调动全村妇女加入到美丽庭院行动中去，打造创建工作主力军。截至目前，全县

职成校都参与美丽庭院项目培训，全县成立了巾帼清洁志愿者队 195支，人数为 2657人，

庭院环境监督队 194 支，人数达到 1204 人，庭院环境评比委员会 193 个，人数达到 1153

人；另外，各村特聘了一批威望高、能力强、热情足的老年人担任创建工作管理员、监督员、

评议员，发挥群众力量，抓好工作的部署、落实、检查和监督。同时在中小学校、幼儿园开

展“小手拉大手”活动，帮助孩子树立良好意识，并监督和促进家长环境意识的形成。（3）

强化资金保障。县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扶持中心村、精品村、培育村等美丽乡村建

设，2017 年，又探索设立美丽乡村建设基金，为美丽庭院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工作基础。同

时，为保证“美丽庭院”创建工作顺利开展，县财政还每年列支 60 万元，用于“美丽庭院”

建设的配套补助、日常经费和评比奖励，进一步从源头上确保了美丽庭院建设工作的顺利开

展。再次，农办将美丽庭院培训项目列入农村实用人才培训，专项资金保障。 

3.重引导，浓氛围。（1）强化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倡议书、报纸、电视台、宣传栏、宣

传标语等传统方式宣传“美丽庭院”建设工作的同时，在各职成校学校微信公众号、桐庐妇

联微信公众号开辟美丽庭院、“巾帼投身大花园”专栏，对 14个乡镇、街道的美丽庭院建设

进行展播。结合“三八”妇女节、婆媳文化节、“五一”劳动节、“六五”环境日等重要节点，

组织开展集中行动、发放倡议书，同时利用每个行政村的文艺队伍，进行走村入户宣传，营

造人人关心、人人参与美丽庭院建设的良好氛围。（2）注重载体结合。结合最美家庭评选、

以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探索开展了家训挂门廊和星级文明户评选，美丽庭院创建与乡风文

明建设同步推进。（3）细化考核要求。制定“美丽庭院”创建工作考核办法，做到任务明确、

责任落实，并将“美丽庭院”创建工作纳入对乡镇、街道的综合考核，大力推进庭院的洁化、

序化、绿化、美化和农村综合环境的提升。同时镇村也细化考核办法，签订美丽庭院建设责

任书，将美丽庭院建设作为行政村年度综合目标考核、党员积分考察的重要指标。开展美丽

庭院pK赛系列活动,以赛促建。例如，钟山乡把美丽庭院工作作为对村干部考核的重要部分，

并与考核结果挂钩，以考核促创建、以奖励激热情，取得了很好成效。 

4.重需求，再创新。打造“美丽庭院”升级版，需要针对美丽庭院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瓶

颈与障碍在培训内容、方式进行创新。首先，成校牵头开展培训需求调研。在确定农村庭院

美化项目后，开展两方面调研：打造升级版美丽庭院培训内容的调研；培训方式的调研。通

过调研访谈，结合县职技校园林专业教师的建议，课题组确定了培训内容。通过革新培训方

式实施“庭院课堂”教学+现场教学的培训，建设使人居住舒服、感觉美好的农村美丽庭院，

建设成为人美、 室美、院美、和美的“四美”庭院。其次，部门协同开展培训。建立培训

项目计划申报、公开招投标等制度，以跨界联盟关系实现多方的共赢，实施“千人百庭”培

训项目，在 2-3年内完成“千人百庭”，即实现 1000人次成人培训规模，建立 100个示范庭

院。2016-2018年开展乡风文明培 

训合计 10200人次，庭院美化项目培训 1985人。 

 



 

 

表 3-1： 2016-2017年乡风文明培训、庭院美化项目培训计划一览表 

 

 

 

 

 

 

 

 

（三）建立美丽课堂，实施“百人百课”庭院课堂 

培训内容：“庭院课堂”的教学内容是围绕“四美”（人美、室美、院美、和美）展开，

属于实践性课程，强调技能的获得与素养的提升。特别是针对素养提升的内容学习，传统的

传授并不能显著起效。素养的提升需要学习者主体感受、体验、实践、内化、因此，采取“做

中学、做中教”的教学方式。 

培训场地：建立示范性现场教学基地，打造一批示范性美丽庭院作为现场教学基地，实

施“庭院课堂”，常态课在成校或村级市民学校上课，示范课主要将学习内容与庭院现场结

合起来，基于庭院的实体环境和外出观摩相结合。 

（四）开发“四美”系列教材，实现农村庭院美化示范读本“一人一本” 

桐庐是中国最美县，全国美丽乡村建设现场会在桐庐召开，开发了《美丽中国 桐庐先

行》教材。为打通美丽乡村最后一公里困境，建设农家“四美”庭院，打造让人居住舒服、

学   校 

乡风文明培训（人次） 庭院美化（人次） 

2016 2017 2018 2016 2017 2018 

桐君成校 400 400 200 100 100 280 

桐江职技校 300 300 200  50 50 

合村成校 200 200 100  50 50 

富春江成校 400 400 200  50 50 

横村成校 400 400 200  50 50 

江南成校 800 800 400  50 50 

凤川成校 100 100 100  \ 30 

城南成校 100 100 100  \ 175 

县职技校 200 200 100  50 50 

分水成校 400 400 200  50 100 

百江成校 100 100 100  50 50 

钟山成校 100 100 100  50 30 

旧县成校 100 100 100 60 50 30 

新合成校 100 100 100  40 30 

莪山成校 100 100 100  50 30 

瑶琳成校 100 100 100  40 40 

合计 3900 3900 2400 160 730 1095 



感觉美好的农村美丽庭院，让老百姓生活在“人美、室美、院美、和美”的美丽乡村，项目

组开发了 2本《农村庭院美化》校本教材。 

 

 

 

 

 

 

 

 

 

 

 

（五）建设美丽导师，培育多元跨界的 “庭院课堂”导师队伍 

多元化导师队伍与师资库建立。项目组将培育“庭院课堂”百人多元导师队伍，导师组

成包括职校专业教师、行业专技人才、高职院校专家、国外专家、以及志愿者导师。志愿者

导师队伍是本研究的一大亮色，将吸收美丽庭院评选的示范户，庭院课堂实训中获奖的中职

生也将被纳入导师队伍。实现“师—生”的灵活转换，动态更迭。建立职成融通的师资队伍，

并由成校老师统一入库与管理。 

三、主要成果： 

1.一大模式：区域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大融通模式 

2. 两本教材：职成合作开发了《农村庭院美化》系列校本教材 

3. 三支队伍：建立了一支专兼结合的多元跨界的庭院美化导师队伍 

4.四大制度：建立了发挥庭院美化项目长效机制的四大制度 

5. 十大基地：打造了十大美丽庭院课堂现场教学实训基地 

6. 百人百课：培养了 100多名园林专业中职生，开出 100多堂“庭院课堂” 

7. 千人百庭：对 1000多名户主开展培训，评选出 100多个美丽示范庭院 

8、本课题获得杭州市一等奖，市人民政府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被列入省孵化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