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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教授 City walk：在长沙街道开创“一流课程”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江昌法

City walk，一种城市潮流旅行方式，近年来受到广大年轻人追捧。在互联网社区中，它
的解释是：“遇到绿灯就直行，红灯就拐弯，用脚步和镜头来记录这座城市。路上可能会遇
到没有名字但很好吃的宝藏小店 、藏在小巷尽头的咖啡馆，就像开盲盒一样……”

在长沙，City walk 无处不在，甚至成为了一种新型教学方式。
近日，湖南大学官方平台发布了一个小故事——建筑与规划学院副教授陈煊城市漫游，

探寻中国城市背后的秘密。她将学术研究嵌入 city walk，擦肩而过的陌生人都将成为研究作
品的参与者。

这位女教授是如何游走在湘水麓山之间的？她主讲的课程又是如何获评“国家一流”？
一起听听她的故事！

湖南农业大学校友发起恩师纪念活动：设立永久性冠名奖学金
今 日 女 报 / 凤 网 讯（ 通 讯

员 李奕辉）10 月 19 日，陈常铭

教授、宋慧英教授 诞辰 100 周

年纪念活动暨学术思想研讨会

在两位学者曾任教的湖南农业

大学举办。此次活动由两位教授

的学生发起，他们还以此为契机

设立了永久性冠名奖学金。

陈常铭教授、宋慧英教授两

位学者是在昆虫学、生态学和植

物保护学领域的伉俪，从 1951

年起在湖南农学院（现湖南农业

大学）工作直至退休，为国内外

昆虫学和生态学界培养了一大批

优秀的人才，为中国昆虫学和生

态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陈常铭教授的学生、中国昆

虫学会理事长戈峰回忆，两位教

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学术思

想，谦虚谨慎、为人师表的高尚

品德，对其日后的工作与生活产

生了巨大影响。

活动期间，学校还组织了院

士校友与植物保护学院青年教

师、本硕博士生等近 30 位师生

开展院士校友面对面交流会。

据悉，本次 纪 念活 动是由

陈 常 铭 教 授 的

学 生 张 俊 平和

1977 级 植 物 保

护 专 业 校 友 周

集 中 院 士 共 同

发 起。 以 此 为

契 机， 学 校 还

将 通 过 湖 南 农

业 大 学 北 美 校

友会专资设立永久性冠名奖学

金——“陈常铭宋慧英奖学金”，

资助出身困境家庭且品学兼优

的湖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学子完成学业。“两位教授不仅

在科研上获得了卓越成就，也是

为人师表的榜样，能传承其精

神就是一种最好的纪念。”湖南

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陈弘在纪念

活动中表示，作为陈常铭、宋慧

英生前的工作单位，学校将不辜

负前辈所托，继承和发扬“科学

家精神”与“教育家精神”，为

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强国建设贡

献新的力量。

到城市街道“上课”

43 岁的陈煊是湖南大学建筑

与规划学院副教授。上过她的

课的同学都知道，这位海归女教

师 非 常 热 衷 City walk——2022

年，她发起了首期城市规划设计

“行走长沙”活动，把课堂搬进

城市街道，带着学生们通过漫

游开启学术研究。

城市行走的想法，萌发于陈

煊的一次教学实践。

“我 是学 城 乡规 划出身的，

现在的研究方向更偏人类学，更

加关注人和人群，而人类学，就

是把‘怎么理解陌生人’这个问

题推演到最极致的一门学科，与

传统的工科定位已大为不同。”

陈煊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她打算从人的角度去关注中国城

市空间社会化过程。

第一期的“行走长沙”活动，

陈煊将主题设定为“山水洲城与

城市廊道”。

“看日出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情，我当时限制了报名条件，参

与者必须是恋人。”招募发布后，

陈煊从 50 多对情侣中，挑选出

11 对情侣参加活动。在陈煊的

带领下，情侣与麓山之顶的日出

开始了赛跑。6 个多小时后，陈

煊与 11 对情侣一起 解读了 149

张廊道的照片，年轻人在甜蜜的

氛围里学习到麓山建筑的奥妙。

2023 年 10 月，“城市行走”活动的

集中性研究成果《众·见长沙》展览

在长沙规划馆展出，取名“众·

见”，寓意“让更多人看见长沙的

内涵，参与到长沙的城市规划

中”。

陈煊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活动过程中，他们团队收集

到了 200 多 条行 走 线 路和 1 万

多条市民建议，“从中可见，当

下市民尤其是年轻人们对中国

城市环境人文思想和知识有着

巨大的渴求，并且希望能更多与

科学研究工作者直接进行平等、

坦白的交流” 。

陈煊“城市行 走”的创意，

得到了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的支持。之后，她主讲的“城市

设计 社会实践”课程于 2023 年

获评国家一流本科课程。

把学术研究变成公益

城市行走，既是陈煊从事已

久的研究项目，也是一场公益

活动。

为了获取 最真实的调研成

果，陈煊带着学生深入到长沙

的大小菜市场做调查，去探索

人和城市的关系，“去实地调查

是最好的上课方式，就像播种

子一样，不是直接给学生讲原

理，而是间接地让学生在做调

查或活动中体验城市的变化”。

让学生李杼欣印象 最深刻

的，是跟着陈煊去菜市场拍照。

每到一个菜市场，陈煊都会让

学生给老百姓拍照，并记录下他

们的故事。

2018 年，陈煊带着学生来

到扬帆夜市开展调查。此时的

扬帆夜市，因为处于商贩和城

管的博弈过程，便一直处于被

关闭状态。一开始，商贩并不

理会他们。为了融入摊贩的工

作环境，陈煊带着学生一起摆

摊、给摊贩拍照，慢慢地跟商

贩拉近了距离，“后来，有的还

成了我们的朋友”。

多年来，随着调研的不断

深入，陈煊的调研对象不再局

限于菜贩。她将自己的目光聚焦

到了老年人身上。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些

困境老年人跟摊贩一样，也是

居无定所的，可能就躲在城市

的 某 一 个 墙 洞 下 面。” 于 是，

陈煊带着学生一起募捐了养老

中心麓枫和苑，给老人们提供

了免费的家具。此后，她也一

直奔走在呼吁关爱老年人的行

动中。

在城市规划的调研中，陈煊

接触了很多弱势群体，“弱势群

体的生存很艰难，带着学生去

跟他们接触，是为了让我的学生

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城市和生活

空间，理解不同的人群，更好

理解城市规划。”

陈煊的授课对象不仅仅是

学生，她更希望能让更多市民

理解中国城市空间社会化发展

过程。为此，她还举办了一个教

学工作坊，定期邀请政府官员、

居民和学者参加。

“有些规划局官员看到了我

们研究的价值，很认可从公众

参与的角度让老百姓了解我们

的城市规划，也很愿意去做尝

试。”陈煊说，对于规划的图纸、

建成的效果，很多市民看不懂，

但 City walk 就是很好的一种链

接方式，能让市民在实地漫游

中理解城市规划。

如今，陈煊的调研成果受到

广泛欢迎，她的报告内容已经

服务于省、市职能部门的工作，

吸引了广大公众积极参与城市

建设。

“城市行 走”活动背后，

凝聚着陈煊的心血。

“不仅要让本专业的学生

理解城市规划，我更希望把

先进的城市建设理念带给愿

意参与城市规划的市民。”陈

煊说，一座城市的大小、高低，

城市空间的质量，都应该从

人的尺度出发。

而随着“城市行走”越来越

火，陈煊又开始关注工厂厂房

行走——Factory walk，“两者都

差不多，就是在城市公共空间

中，老百姓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

如何去平衡消费社会和日常生

活的关系。”陈煊说。

关于 未来，陈煊 认为，在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每一门学

科都将面临跨专业融合，知识

不断重组和重塑。所以，从产

学研究出发，接地气的学术研

究 非常必 要，“ 我 希望能 播下

‘场 景信息平台建 设 + 生活文

化研 究 + 行 动 教学’的种子，

让‘城市更新’进一步迈向‘城

市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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