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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方高校风景园林专业教学思路的转变
1.1建筑背景的专业特色
从院校的专业分布看，不同院校不同学科背景形成了不同的

专业特色。农林院校具有较多的观赏植物类和生态类学科优势，
艺术类院校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新设计的特点，建筑背景的院
校应具有工科特色。我校应结合自身积淀，分析社会发展对人
才培养的需求，抓住机遇、体现建筑背景院校教学的优势，使
风景园林专业得以丰富发展[1-2]。

1.2多层次人才的培养
培养的人才要掌握多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工程技术，并具有灵

活运用的能力，解决多种问题和潜在矛盾的能力。现代风景园林专
业教育也应有多类型的培养方式，使专业学位、专业实践与未来职
业注册考试形成系统化的教育体系，培养出多层次的专业人才。

1.3学科教育的交叉
学科交叉是现代风景园林专业教育迫切需要建立的培养方

向，构建具有多学科知识体系的专业教学是学科教育的关键点。
风景园林专业教育应消除各专业的教学壁垒，多设置相关学科课
程供学生选择，让学生形成更加丰富的知识体系。

1.4博专有度的课程体系
在准确把握学科内涵、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遵循“基础宽

厚、专业精湛、个性鲜明”的原则，构建既有共性又能满足
学生兴趣与志向，适于学生个性发展、终生学习的课程体系，
让学生的知识结构既有宽度又有厚度和深度。

2  吉建大风景园林专业教学模式的革新
2.1课程设置
以往学生的设计仅仅停留在空间形状、体量、比例、尺度、色

彩等形式美学的层面上，忽略了对生态设计的考虑，我们知道，风
景园林生态设计是对土地的分析、规划、改造、管理、保护、恢
复的科学和艺术，了解生态学，地理地貌学，地质学基本知识是
做好设计的基本功。当然，受师资力量，教室调配的限制，在专
业中设置太多的必修课程并不现实，这就需要灵活采取各种其他
形式，如讲座，课外活动，相关知识竞赛等等。同时围绕“生态
可持续设计”展开课堂讨论，使学生在学习期间树立起牢固的生
态可持续观念。

2.2专业实践
没有实践的设计等于纸上谈兵，一般学校没有设计实践基地，

学生边学边实践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学生通常去设计公司进行长
期或短期的实践，但这需要更多的集中时间。一些教师有属于自
己的公司，能让学生在自己的公司随时实习、随时指导，但需要
的人数一般较少。学校可以开办专门的工作室供学生实习，并由
老师指导和管理经营，使学生都有参与实践的机会，这样的模式
个别高校已经施行，对锻炼学生实践能力的效果明显。教师设计
师兼学者的模式，将使课堂受益于职业实践，在风景园林专业
设计教育中受到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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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教学模式的创新
2.3.1体验式教学。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创新式体验教学，包

括：直接体验、情感体验、游戏体验、批评体验的方法[3]，教师
积极创造实际或模拟情境，引导学生由被动到主动、由依赖到
自主、由接受到创造地对教学情境进行体验，从中更好的学习
生态、技术和美学的专业知识。

2.3.2工作室式教学。建立工作室教学的新型教学模式，以
团队化方式进行，教师引导“团队工作”的进程，让学生共
同动手、互相学习，在团队的氛围下创造性地思考研究，取得
自己的研究成果。

2 . 3 . 3 “三用一体”的模块教学。用贯穿眼、手、心为
主的“三用一体”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增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用眼，鼓励学生多阅览风景园林专业资料，为设计创作汲取更多
的灵感源泉。用手，锻炼学生徒手画的表达方法，培养学生熟
练地使用设计制图软件，鼓励学生制作模型表达设计方案。用
心，通过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动手能力、模型制作能力等，
提高学生的空间造型能力和整体的设计思维能力。

3  吉建大风景园林专业的教学反馈
我校风景园林专业经过两个学期的教学实验，发现实践式教

学和多种方式的教学方法结合，与传统教学相比优势很多。最明
显的是风景园林设计课程中，学生的方案构思和成图表现，日趋
成熟，学生的水平逐年增高。

应届毕业生在全国各地设计院和公司实习中，起到了很好的
作用，对我校学生的评价满意度很高。使我校风景园林专业的就
业局面，有了很好的从业前景。有的毕业生已经自主创业，成立
了自己的设计公司。这都说明教学改革，提高了学生本科阶段的
就业竞争能力和工作适应能力，增强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因而也
坚定了我们地方院校持续风景园林专业教学改革的信心。

4  结语
合理建构我校风景园林专业教学体系，有效的使教学内容和

方法，适应社会快速的发展要求，建立学校教育与行业发展的衔
接性，增强学生毕业后的社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期望通过不
断的教学改革的探索，为我校风景园林专业的健康发展做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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