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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瑞吉欧式学习”
——景观雕塑专业教学组织模式探讨

唐　艳

（四川美术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本文针对笔者对景观雕塑本科生开展的教改课题《“新瑞吉欧式学习”——景观雕塑专业教学组织模式探讨》进行总结，旨

在探讨新型的课堂组织结构和教学策略对培养学生主动式学习的作用。课程将教学现场引入小学课堂，大学生与小学生开展“同课异构”

的教学方法，结合儿童与城市公共空间的相关研究及实践，设定了“与儿童有关的景园设计”这一议题。研究成果获得了第九届世界城

市儿童会议的邀请，将针对本次会议的第三个议题“儿童友好性城市的平等和多样性”，发表题为《儿童能决定他们的学校长什么样吗？》

专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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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简介

2017 年 10 月——12 月，景观雕塑工作室唐艳老师针对景观

雕塑本科生四年级开设了一门校级教改课程，开展校级教改课题

《“新瑞吉欧式学习”——景观雕塑专业教学组织模式探讨》，

旨在探讨新型的课堂组织结构和教学策略对培养学生主动式学习

的作用。书新堂儿童建筑课程设计中心负责人文静与曾任重庆二

厂文创公园建筑改造主持建筑师李未韬作为特邀导师加入了课题

研讨，结合儿童与城市公共空间的相关研究及实践，共同设定了“与

儿童有关的景园设计”这一议题。课题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了讨论：

第一是面向景观雕塑系本科生，大学生在实地观察儿童的学习环

境、行为习惯和兴趣的同时，实践“合作教学”“自主研究”“档

案记录”等“新瑞吉欧式学习”方法，完成一套以儿童视角为设

计原点的校园景观改造方案；第二是面向儿童，加强小学生对真

实设计场景的认知，促进他们自由地表达对学习环境的看法，并

帮助他们熟悉设计语言和流程。这部分内容依托于重庆市上桥南

开小学校《立起来剧场艺术统整课》中建筑模块的教学成果。

四川美术学院景观雕塑工作室与书新堂儿童建筑课程研究中

心合作校级教改课题《“新瑞吉欧式学习”——景观雕塑专业教

学组织模式探讨》，并结合以重庆市沙坪坝区上桥南开小学校为

学习基地开展的创新课程《与儿童有关的景园设计》产生的研究

成果，获得了第九届世界城市儿童会议的邀请，将针对本次会议

的第三个议题“儿童友好性城市的平等和多样性”，发表题为《儿

童能决定他们的学校长什么样吗？》专题文章。

二、项目背景

（一）“瑞吉欧教学法”的引入

“瑞吉欧教学法”是儿童教育领域里一种最重要的教育体系，

因发源于意大利的城市 Reggio Emilia 而得名。它的特点是强调孩

子自主性的学习，选择主题时不是以教师为主导，而是充分重视

儿童的兴趣，教师再加以引导。“互动合作”是瑞吉欧教育取向

的一个重要理念，也是贯彻在整个教育活动过程中的一项原则。“互

动合作”包括教师和学习者的互相沟通、关怀和控制的不断循环，

以及教育活动相互引导的过程。在互动过程中，儿童既是受益者，

又是贡献者。“瑞吉欧教学法”的教学思想跟我们对景观雕塑专

业现阶段建设需求十分契合，将该教学方法融入景观雕塑专业课

程的教学组织模式中，结合大学教育的特色进行提炼、优化、再生，

得出一种适应景观雕塑专业的“新瑞吉欧式”学习方法，尝试对

专业课程教学组织模式进行改造，优化教学中的师生互动关系，

达到更好地教学质量。

（二）景观雕塑专业过往课程的教学组织模式分析

过往景观雕塑专业课程的教学组织模式大致分为两类，一类

是沿用传统雕塑学科，教师进行知识传授与实做示范，学生实做

的过程中，教师加以指导或修改；二类是沿用传统设计类学科的

教学组织模式，教师进行知识传授和按照教师预先设置的分项要

求进行项目实际操作。综合起来过往景观雕塑专业课程的教学组

织模式以老师为主，以传授知识和指导学生为教学开展方式的主

线。该模式的优点是短时间内可以对知识的传达和技术细节进行

有效控制，缺点是没有最大程度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主动思

维的能力受到部分压制。

三、实施过程

1. 专题讲座：教师在课程教授之外还特邀导师针对“与儿童

有关的景园设计”做相关专题讲座，在设计视野、思维和方法论

上都得到了拓展，同学们积极展开讨论，积极性高涨。文静老师

举办“童年之后”主题讲座，李未韬老师举办“从印刷二厂到随

便哪里”主题讲座，唐艳老师举办“景观设计中的剧场性探讨”

主题讲座。如图一“景观设计中的剧场性探讨”主题讲座所示。

图一　“景观设计中的剧场性探讨”主题讲座

2. 自主研究：同学自主进行“儿童类景观场地设计初探”议

题的研讨，完成研究报告，并展开研讨会。很多同学都表现出富

有情感和创造力的研究思路，并于教师和全班同学进行分享和交

流。

3. 合作教学：大学生参与重庆市上桥南开小学校《立起来剧

场艺术统整课》建筑课堂实录，大学生与小学生进行充分的交流，

真实的了解设计对象，深入探讨使用者的心理诉求，并且切实体

会设计环境。如图二、三、四、五、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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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同课异构——课程注重对复杂问题进行流程化引导，大学

生帮助中、高年级学生建立思维秩序。

图三　大学生进入小学生课堂，探讨设计方法论

图四　小学生提出理想校园的九大分区，在大学生的互动下，分

组完成了总体规划模型

协同深化：进行初步方案设计，并在与导师和同学的交流讨

论后进行修改，完成手感模型的推敲，并完成电脑建模和成果表达。

图五　大学生小组手感模型推敲

图六　最终方案及效果图呈现

四、参与活动

第九届世界城市儿童会议，是由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景观雕

塑工作室教师唐艳主持的研究项目，邀请重庆书新堂儿童课程设

计中心参与，以重庆市沙坪坝区上桥南开小学校为学习基地的创

新课程《与儿童有关的景园设计》，获得了 2018 年维也纳举办的

第九届世界城市儿童会议（9th Child in the City World Conference，

2018，Vienna，Austria）的邀请，将针对本次会议的第三个议题“儿

童友好性城市的平等和多样性”，发表题为《儿童能决定他们的

学校的样子吗？》的研究成果海报，同名论文被会议论文集收录。

世界城市儿童会议由城市儿童基金会发起，从 2002 年开始，

已在欧洲不同国家（比利时、英国、德国、荷兰、意大利、克罗

地亚、丹麦）成功举办了八届，此前曾有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顿

和丹麦皇家玛丽公主等政治人物出席。本次会议亦由维也纳市长

米夏埃尔·豪艾伯博士（Dr. Michael Häupl）撰写倡议书（倡议书

原文见证明材料），同年 9 月在奥地利维也纳市政厅进行学术发表，

与来自世界 47 个国家的专家，其中有哈佛大学、早稻田大学、莫

斯科国立大学、伦敦大学等 38 所名校参加。

本届大会分为四个主题，本次研究成果入选第三大主题“儿

童友好型城市的平等和多样性”。如图七所示

1. 数字世界中的儿童和青年。

2. 儿童在城市发展和再生中的权利。

3. 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平等和多样性。

4. 流动性和进入适合儿童的城市。

图七　课程成果海报在第九届世界城市儿童会议将于维也纳市政

厅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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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被“第九届世界城市儿童会议”收录，并受邀于维

也纳市政厅主题厅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