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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建设背景下《中国园林史》教学创新设计与实施
罗融融

（重庆交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重庆 400074）

摘要：以重庆交通大学《中国园林史》课程为例，从课程痛

点出发，提出课程思政建设的总体思路以及具体改革路径，探索

德育目标确立、教学内容优化、过程组织实施、成果考核评价等

内容，以期建构风景园林专业史论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路径与教

学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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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高等院校第一要务。课程思政与思

政课程协同前行、相得益彰，才能打破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与

专业教育相互隔绝的“孤岛效应”，突破思政、专业教育“两张皮”

的瓶颈。

我校风景园林专业着力培养适应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群众

美好生活需求，具有良好思想品德、扎实理论知识和过硬实践能

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在风景园林课程建设方面需要全面树立

课程思政意识，积极探索课程思政方法，大力提升课程思政水平，

形成行之有效的风景园林课程思政长效机制。基于“中国园林史”

课程的人文属性，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性极为紧密，通过帮

助学生正确认识中国本土园林与其他地域文化背景下园林的关系，

能够达成课程思政价值的教学目标。

一、痛点问题与解决思路

（一）《中国园林史》教学痛点问题

《中国园林史》为风景园林专业一门 2 学分、32 学时的核心

理论课程，开设在风景园林本科生大三第一学期，起到承上启下

的作用。课程除了在开拓视野、提升创造性思维等方面有积极意

义以外，能帮助学生理解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下的风景园林规划发

展历程。

传统教学以教材目录为线索，以教师单向讲授为主，教学方

法单一、教学效果往往有效。课程容量饱满而课时有限，教师的

主要精力和侧重点在知识传授上。授课时空局限于课堂，难以实

现综合知识与技能、平衡研究与实践、塑造价值与情怀等关键教

学目标。

（二）问题解决思路

通过知识模块重组、广度延伸、深度解读等方式，将原本散

布的“知识 - 思政”点串联成一条“思政线”；由多条“思政线”

联结成一片“思政面”，将课程思政内容有机渗透融合于专业知

识中。通过翻转课堂、虚拟仿真体验等方式构建情景，增强学生

体验感知。最终激发学生专业兴趣，培养其主动探索、积极思辨

的能力和美学素养，树立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厚植家

国情怀，培养生态文明建设理念。

二、改革路径与举措

（一）建构立体化的育人体系

突破传统的历史知识讲授维度，从“个体 - 专业 - 时间 - 空间”

四个层面建构起立体化全维度的课程思政育人体系。

1. 个体维度：通过学习计成等造园家的典型事例与代表作品，

倡导勤思好学、细致严谨、追求卓越等优秀品质；通过引入优秀

校友、多学缘结构行业专家参与课堂讨论、实地认知等教学活动，

为学生树立职业榜样。

2. 专业维度：通过对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等不同

类型古典园林的学习，使学生明确营造美好人居环境的专业使命，

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

理念。

3. 时间维度：以时间进程为脉络，梳理中国园林的发展阶段

及造园特征，使学生感悟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以不同历史时期

中国园林的对外传播与影响为载体，使学生了解中国园林文化的

成就和影响力，提升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4. 空间维度：巴蜀园林在园林史教学中处于“无名地域历史

园林”的困境。尝试引入聚奎书院、鹅岭公园等巴渝园林典型实例，

激发学生对本土人居环境的热爱，也为在地景观创作奠定基础。

图 1 立体化的课程思政育人体系

（二）探索多元化的教学方法

以“讲、查、做、演、论”的多元化教学方法落实“以学生

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塑造课程思政教学的实践性、活动性和参

与性。

图 2 渐进式多元化的课程思政教学方法

1. 讲：教师在导学、讨论观点凝练、课程总结等环节进行讲授；

创设机会使学生走到台前汇报成果、输出观点。

2. 查：中国园林史涉及内容庞杂，以往教师直接将知识点给

到学生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因此以任务为驱动，引导学生自行

查阅史料和文献，增进对园林发展阶段的理解。

3. 做：通过实地调研、拍摄制作微视频、案例分析等方式，

使学生以具体任务为驱动，在做中学。

4. 演：对于计成等典型人物、艮岳等代表性园林，要求学生

分组查阅史料，自编自导自演完成情景演绎。

5. 论：以小论文、线上话题讨论、“园林奇葩说”主题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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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促进学生深度思考和辩证思维的养成。

（三）营造沉浸式的教学体验

学生学习活动重在情感性和体验性，通过本土园林实地认知、

经典园林虚拟建模与 VR 体验等方式，使学生获得切身感受，激

发情感体验，从而引导外化行为，实现课程思政有效育人。

三、教学改革与组织实施

本课程的改革与实践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

（一）基于学生学情的德育目标确立

全面分析学生的知识储备、认知风格与学习偏好，以学生的

获得感为检验标准，明确本门课程的德育目标、制定相适宜的教

学策略并坚持在教学过程中予以执行。

（二）促进有机共融的教学内容优化

1. 教学内容的重构与整合

根据中国园林发展变迁的时间顺序，划分生成期、转折期、

全盛期、成熟期、成熟后期等五个阶段，并将各个历史时期的风

景园林特征、影响因素、代表人物、相互影响机制等知识点贯穿

在各个章节和知识单元中，形成系统的知识点网络。

2. 思政元素的发掘与筛选

跳出单一专业和课本限制，将学科资源、学术资源转化为育

人资源。结合课程的德育目标，在课程内容中寻找与生态文明、

文化自信、美学素养、工匠精神等德育元素相关的“触点”和“融

点”。

3. 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的融合

将课程思政元素渗透到每个主题模块的教学中，有益于学生

在加强长期记忆，构建系统知识构架的过程中感受课程思政元素

的深度浸润。

（三）基于逆向教学的过程组织实施

根据逆向教学设计法，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法。课前预

习重在发现和提出问题；课堂教学重在参与互动；课外以虚实结合、

理实联动的方式拓展教学。

1. 线上交互

引入优质慕课资源，自建智慧教学平台为学生提供全周期学

习支持。在讨论区发布“从 2022 年央视春晚《只此青绿》节目谈

中国人的自然审美”等话题，引发深层次思考。

2. 课堂翻转

课堂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结合模块主题开展翻转

课堂系列活动。学生通过演讲、辩论、情景演绎、访谈等方式，

借鉴古人智慧寻找解决途径。

3. 课外拓展

（1）仿真体验。基于在线教学平台开展经典园林建模、古典

园林虚拟仿真体验等教学活动，增进直观认知与具象感悟。

（2）实地踏勘。依托重庆交通大学古典园林认知基地（聚奎

书院等），使学生在体验式教学中激发对本土园林的热爱，为在

地景观创作奠定基础。

图 3 教师团队带领学生实地踏勘聚奎书院

（四）基于循证理念的成果考核评价

在章节测验及终期考核中设置开放性试题，考查学生的价值

观和思维品格；重视形成性评价，学生的课堂表现、思政收获度（小

组讨论的参与度与贡献度；逻辑思维、观点输出与语言组织等）

等都纳入评分标准；同时引入自评、互评、师评等多元评价方式，

引导朋辈教育和自我教育。

四、结语

《中国园林史》课程以立德树人为导向，通过教学目标、教

学内容、教学实施与教学评价等方面的改革，使学生建立起对中

国古典园林的系统认知，培育专业认同、文化自信与自觉，增进

对本土园林的了解与热爱。最终能自发在后续的专业学习和职业

发展中践行生态理念，弘扬传统园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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