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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风景园林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在教学过程中，实践教学占比较大。针对风景园林实践教学过程中
存在的教学内容分散和区块化问题，本文在原有实践教学体系的基础上，对具体实践教学内容（包括课程
实践、集中实践等）进行整合研究，旨在探讨风景园林学科不同层次实践教学内容及方式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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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习 18周，毕业设计 12周，实践学分在总学分中
占比为 37.28%。

2.2 实践教学的组织情况
从实践教学的组成看，主要分为三类：课程实践、

集中实践、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三大类，这三类实践课

程在组织实施时由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任教。设立于

2012年的风景园林专业根据风景园林教学指导委员会公
布的办学标准进行相关教师聘任，有风景园林专业背景

的、艺术背景的、植物学背景的、生态学背景的，但不

同教育背景的教师负责相关领域课程的最初授课过程中，

在学科的融合上往往做得不好。

2.3 从学生实习与就业情况反思教学
从风景园林 2017—2019届学生在毕业实习和工作反

馈来看，存在综合能力不强的问题。虽然实践教学占比

较大（2017—2019届毕业生课程体系中实践学分占比分
别为 36.5%、34.8%和 40.43%），但学生面对复杂问题诸
如园林工程中的定点放线问题解决能力并不强。定点放线

知识点在“园林植物栽培与养护”和“风景园林工程”两

门课程中都进行了学习，尤其在“园林植物栽培与养护”

课程教学中，作为重点和难点进行讲解和实践，但部分

学生在施工现场拿到施工图时仍然不懂如何操作。从学

生未来工作需求看，需要在教学过程中以点带面，点面

结合，把不同课程的知识都融合起来，增加不同课程、

不同实践环节的内在联系，从而使学生的实践能力达到

融会贯通。鉴于此，以 2016级培养方案修订和学校“卓
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实施为契机，对风景园林实践教学

整合进行了探索。

3  许昌学院风景园林专业实践教学内容整合探索

3.1 课程层面的内容整合
课程层面实践内容的整合主要通过案例教学、项目

教学等形式实施，课程考核的形式主要是学生提交课程

设计作品或综合实验报告。

如“风景园林设计 1”课程以项目化教学法实施，
将理论教学融入实践中，具体做法就是将原来分散到各

章节的知识点整合到从易到难、规模从小到大的各个项

目中，使学生在教师“手把手、育巧手、放开手”的教

学思路和实操中，掌握课程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从

而达成课程教学目标。

风景园林学科的研究和发展以牢固的实验实践为基

础，对于园林技术人才的培养，实践教学是必不可少的

重要环节 [1]。风景园林实践教学内容涉及的范围极广，

如规划设计、园林植物、园林建筑、生态环境、社会学、

艺术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风景园林实践教学体系

覆盖面比较广，体系复杂且与实践结合密切。随着风景

园林学科的日渐成熟，各高校都进行了实践教学改革的

探索，或形成了各自的实践教学体系，如南京林业大学

风景园林专业“入门感性化、景物直观化、素材综合化、

分析科学化、空间动态化”的“五化法”实验教学体

系 [1]；嘉应学院的风景园林专业引入导师学徒制加技能

培训的实践教学模式 [2]；武汉设计工程学院构建了“版

块与项目相融合”的实践教学体系，采用面向产业需求

的实践项目内容，通过资源共享、过程共管的实践教学

平台实现了学生应用实践能力的提升 [3]；广州大学进行

了基于 CDIO模式的实践教学探索，以期通过让学生在
工程实践的真实环境中进行学习，参与从工程构思、工

程设计、工程实现到工程运作的全过程，培养出与国际

接轨的工程人才。综上可以看出，实践教学在风景园林

学生培养中的重要性。从许昌学院的教学实践来看，虽

然实践课程和学时学分所占比例比较大，但仍然存在实

践内容较分散的问题，鉴于此，开展实践教学内容的整

合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1  风景园林专业实践教学及特点

风景园林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主要由课程实践、综合

（集中）实践和生产（毕业）实习三种形式构成，且具有

课程门类多、教学实践环节多、实践教学环节联系性较

强的特点。如北京林业大学的风景园林专业，实践教学

包括课程实习 5周，综合实习 5周，毕业实习及毕业论
文共 14周，1〜 7学期，每学期都有一周的综合 Studio。
专业实践课程（不包括毕业设计）总时间约 23周。

2  许昌学院风景园林专业实践教学现状及问题

2.1 专业实践教学组成情况
目前，本专业的实践教学由课程实践、集中实践教

学和生产实习三部分组成。2018级培养方案中含实践教
学环节的课程 21门，学分 27个，学时分配 557个；集
中实践教学 35周；生产实习和毕业设计共 30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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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培养风景园林专业中对园林植物方向特别感兴趣

的学生而开设的选修课“园林植物组织培养”，同样将分

散的知识点融合到综合性实验中进行教学。采用“一课

多师”的“现代学徒制”教学模式，由课程负责教师简

要讲解组培的原理、步骤和操作方式；而课程项目负责

人则以项目的形式组织教学，将园林植物组织培养的各

个环节串联起来，完成单个项目的教学，从而使学生的

实践能力在反复地、各种不同层次的组织培养实验过程

中得到培养与提升。

3.2 集中实践教学内容的整合
集中实践类教学分为校内集中实践和校外集中实践

两类，也可按认知实践、设计实践和认知设计相融合等

三种情况。纯粹的认知实践较少，大多数为认知与设计

相融合、每个独立的综合实践课程均以培养专业的综合

能力为目标，如园林植物实习和风景园林专业综合实习。

“园林植物实习”是在学生学习完“园林植物学”课

程后组织实施，第四学期开设，学分 1个、实习时间 1
周。园林植物学课程虽侧重于植物的认知学习，但园林

植物实习在进行实践教学融合探索的基础上，将其课程

实施目标定为：

（1）理论联系实际，加深学生对园林植物学 1、园
林植物学 2、园林植物栽培与养护、园林植物配置与造
景等课程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同时提高综合运用知识的

能力。

（2）通过调查、实测，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
以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深入社会，开阔视野，增进学生对与园林植物
相关的各项工作的了解，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等三

个方面。重点仍然放在与专业培养目标相关的植物应用

能力的培养上。

因此实习的具体要求定为：①认识北方地区常用的

园林植物，了解城市道路绿地、公园绿地及风景名胜区

植被规划和设计要点，熟悉园林植物栽培繁育技术和后

期养护管理手段等；②采集植物照片，制作 PPT，掌握
至少 300种园林植物的形态识别要点和分类地位；③对
选定景观结点进行植物景观提升改造和植物配置分析；

④了解居住区植被规划和设计要点以及后期植物养护管

理方法等四个方面。

“风景园林专业综合实习”在第 5学期开设，学分 2
个，实习时间 2周，是风景园林专业实践教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风景园林专业综合实习是本专业规模较大的一

次实践教学，在课程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

学生通过本次实习，使其各方面的专业素养得到提升，

为毕业实习打下基础。经过实习内容的融合探索后，将

认知为主的实习目的修订成以下三个方面：①理论联系

实际，加深学生对中外园林史、风景园林设计、风景园

林建筑设计、园林植物学、园林植物配置与造景、风景

园林工程等课程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同时提高综合运用

知识的能力，尤其是对知识的融会贯通能力；②通过调

查、讲解、写生、实测，分析南京、苏州、杭州的代表

性古典园林和现代园林，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以

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③培养学生

掌握从科学与艺术等不同角度去分析实例，学习不同类

型风景园林范例的造景理法、工程措施、管理模式等多

方面的知识与技能，使得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建立的知识

体系得到梳理、整合与巩固。

3.3 专业层面实践教学内容整合
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以上两个层面的实践教学融合，

学生综合运用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

巩固和提升，但从风景园林行业全生命周期看，其并未

较深的涉及后续的施工图设计领域、对学生工程能力的

培养以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培养较弱。因此，在专业

层面上，对培养方案进行微调，设置了“风景园林综合

设计”课程。该课程在实际教学中已实施两个周期，分

别按集中实践教学和课程教学即集中和分散的形式各开

设了一次。从两次开课结果来看，学生提交的无论是方

案设计还是后续的施工图设计整体质量都得到了提升。

4  结语

经过以上三个层面的实践教学内容融合探索，学生

综合运用知识与技能的能力在三个维度进行了反复的锻

炼，其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得到一定提升，学生更加有

勇气在毕业实习中去承担有挑战性的岗位，就业也有了

较好的改观。同时，在实施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困难，

如任课教师综合能力待提高、备课质量层次地提升这些

都需要教师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目前师资相对紧

张的情况下，实施起来压力较大。因此，课程改革对教

师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未来课程建设需要努

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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