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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园林遗产保护”是风景园林学一级学科的研究方向之
一[1]。是对具有遗产价值和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的风景园林境域保护
和管理的学科。现今各高校对其课程名称、课程内容、课程目标
等均不统一。在怀化学院该研究方向的主要课程为“景观资源与
遗产保护”。景观资源与遗产保护是学校依托地域特色以及风景园
林人才培养方案而开设的地域性较强的专业性课程，它是集社会
学、经济学、旅游学、管理学、设计学等学科的交叉学科课程。
主要任务是认识风景园林遗产的价值和保护目的，建立正确的风景
园林遗产保护价值观，培养对于历史信息的敏感性和遗产保护意
识。熟悉风景园林遗产保护领域的基本类型、基础知识和理论、
基本技术方法。了解风景园林遗产保护规划设计思维体系和规划设
计方法，掌握遗产要素调查、价值评估、保护规划编制、遗产
展示与解说、保护与修复设计的基本流程方法。了解风景园林遗
产保护管理的技术方法。整体来说，课程内容广泛，理论深厚，是
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课程。

1　“景观资源与遗产保护”课程内容优化的意义
1.1助力乡村振兴——培养专业人才。武陵山片区地处云贵

高原与东南丘陵的过渡地带，地理构造复杂，高山峡谷密布。武
陵山区是以武陵山脉为中心的渝、鄂、湘、黔边境区,是国家西部
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交汇地带,是20世纪80年代国家在扶贫规
划中确定的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2]。仅4A级以上的旅游
景区就有48处。该课程以武陵山片区作为研究对象，梳理该片区
8大主类，31个亚类，155个基本类型的旅游资源。在此基础上深
挖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营建智慧，民俗民风等内容，归纳与反思
片区内对风景园林遗产保护规划设计思维体系和规划设计方法，
为乡村振兴培养储备人才。

1.2凝练专业特色——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怀化学院是地
处武陵山片区的省属地方本科院校，积极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是担当也是使命。学院狠抓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不
断凝练专业特色，打造精品课程群。以产学研为纽带，打通行业、
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的关联，统一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

2　“景观资源与遗产保护”课程教学现状
2019年9月全国风景园林本科教育大会清华大学培训分会场

对本科风景园林遗产类专门课程进行了调研与讨论。目前在各地
高校风景园林专业中，风景园林遗产类专门课程教学体系、师资
队伍、标准规范都还有较大的改进空间。以下高校对风景园林遗
产保护与管理相关课程的开设均受到办学背景和地域特色的影响。
每个院校对该课程的课程命名都不一样，侧重点也不一样，更多
的是以课程群的形式来贯穿于风景园林遗产保护管理学习。

3　“景观资源与遗产保护”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优化的
策略

3.1 明确课程的教学大纲。该课程因为没有指定教材，制
定核心的课程大纲，导致各个院校的课程名称均不一样，所以课
程大纲均有差异。我院作为地方性本科院校，依托武陵山片区展
开区域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景观资源与遗产保护课程主要以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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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山片区作为研究对象全面认识风景园林遗产价值、特征和保护
目标，建立正确的风景园林遗产保护价值观。第一章主要内容是

学校 课程 课程类别 开课学期 课时 学分

北京林
业大学

世界遗产概论 专业选修课 大一秋季 32 2

国土景观风貌
认知与评价

16 1

风景区规划 24

旅游景区管理 40

东南 
大学

遗产保护基础 大二春季 16 1

建筑遗产保护
及其方法

大三春季 16 1

城乡遗产保护
及其方法

大四春季 32 2

景观遗产保护
及其方法

大四春季 32 2

风景园林遗产
保护及其方法

专业选修课 5 32 2

遗产保护与  
人文

大四春季 16 1

遗产保护与技
术

大四春季 32 2

南京林
业大学

风景园林遗产
保护与管理

专业特色课 48

天津 
大学

风景园林遗产
保护

专业选修课 32 2

东北林
业大学

风景园林遗产
保护与管理

专业必修课 大三春季

福建农
林大学

风景园林遗产
保护与设计

专业选修课 大四秋季
30（课堂教

学）
2

闽台园林文化
遗产保护与 

设计
专业选修课 大四春季

24（理论22、
研讨2）

1.5

华中农
业大学

风景资源保护
与规划

专业特色课 大四春季
32（课堂24、

设计8）
2

华南理
工大学

风景园林遗产
保护与管理

专业必修课 大四春季 2

西安建
筑科技
大学

自然与文化遗
产保护

专业选修课 大四 24 1.5

同济 
大学

风景园林遗产
保护

专业基础学
科

大二秋季 2

清华 
大学

风景园林遗产
保护

专业必修课 大三秋季 1

表1    国内11所高校开设《风景园林遗产保护与设计》课程现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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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武陵山片区概念及范围划分，依据实际案例讲解武陵山片区
景观资源观赏性、多样性、地域性、多民族性、整体性的五大特征。
因为“风景资源学”是“遗产保护”的基础学科，所以第二章对武
陵山片区自然景观资源和人文景观资源种类和特征展开梳理，具体
到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文物古迹、民俗风情、城乡风
貌、现代设施、宗教文化、旅游购物等9个亚类。认知以上资源的
同时并了解科学的评价方法。第三章主要讲解武陵山片区湖南片区
的范围划分，从研究对象与分布、历史特征、区位特征、民族特征
文化特征展开阐述。第四章主要对聚落布局思想（聚落选址、街巷
空间等），传统民居建筑（建筑形制、建筑装饰、建筑测量、建筑
修缮等），传统民俗节日（节日种类、节日形式、节日内涵等）和
传统文化图案（侗锦、土家族织锦、苗绣、瑶族挑花）等展开深入
研究。第五章主要对武陵山片区开发与保护中的主要问题及原因进
行探讨，对武陵山片区景区物理构件民俗活动再现，生态博物馆模
式，特色村寨开发模式，舞台展演模式等探索策略展开学习，展开
乡村振兴策略展开专题讨论。实训环节是对武陵山片区湖南片区某
个景点进行景观资源的调研分析与评估，同时对其展开景观提质改
造设计。

表2    我院《景观资源与遗产保护》课程章节内容

3.2 提升课程教学的信息化。景观资源与遗产保护是集社会
学、经济学、旅游学、管理学、设计学等学科的交叉学科课程，需要

以上不同学科背景的授课老师组成教学团队展开教学。针对我院实际
情况，需有选择性的融合互联网中的精品课程，或与外院组合师资来
开展教学。另外，由于这门课程包含了众多景观资源，其物理空间跨
度大，时间节点难捕捉，所以课程教学需结合虚拟仿真动画，实景拍
摄资料等辅助同学们更好的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民族风情。

3.3强化理论与实践的联系。风景园林学科的内核就是生态文
明建设的使命，同时景观资源遗产保护与管理更是实现“美丽中国”
的关键点。我院景观资源与遗产保护课程开设在大三春季， 32学时，
其中理论课时为24，实践课时为8，相对来说实践环节时间短，可
与同时期开展的设计类课程的实训环节相结合。也可充分的结合学
院对外服务项目、学科竞赛、学院三下乡活动等，对武陵山片区风
景名胜区、历史文化名城（村）、传统村落等进行深度调研，对其保
护与发展提出具有建设性的策略。其次，针对调研对象学生应该掌
握“调研——分析——评价——决策”的过程，以提高学生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该课程还需要结合风景园
林学科前沿信息，与风景区规划、景观社会学、生态景观技术和乡
村景观规划等方向，来引导学生涉猎该专业的不同领域，并且结合
学生毕业设计的选题，将课堂上的理论知识运用到规划设计实践中。

4　结语
教学是一种动态的实践工程，教学内容也是“因时变

化”，研究案例不仅要有地域空间的典型性，更要有时间维度
的更新和跨越。我院地处景观资源丰富的武陵山片区，课程建
设基于区域特色，顺应时代特色，以培养具有责任心和专业素
养的应用型人才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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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则广告语我们没有看出来信息主体。但配合图片或画面就

可以一目了然。我们看中文广告语，是没有主语的。所以在这

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可以信息的主体理解为是汽车，也可以

理解为驾驶者。我们分别分析，如果理解为汽车，这则广告则

表达的是产品的动力强，可以行驶于天地间。从言外行为上面

来理解，在阐述类方面，突显的产品性能优越为公司已认定的

事实。在承诺方面，公司可以保证汽车的动力实足。当我们把

信息主体理解为驾驶者时，言内层面上表达了驾驶者驾驶技术的

能力超强。而言外层面上，赋予消费者人生强者的概念。而在

英文广告中，通过surface 一词我们可以看出，信息的主体更

加倾向于汽车产品。在言内行为上表达出该汽车产品可以轻松自

如来应对突发状况。而在言外行为上，这更表述出汽车可以解

决道路上遇见的所有问题这一既定事实。虽然中英文广告在语法

使用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其预期的目的均为吸引消费者购

买产品。

4  启示

广告既是语言的表达也是一种艺术的体现，通过中英文表达

策略分析可看出，两者的差异主要是在于东西方文化背景、社会

观念以及思维方式上的不同。在进行广告设计时需要结合各自的

社会环境以及文化特征等等多方面因素。将语言凝练成简单明了

的广告语需要认真反复打磨。通过不同的语言习惯以及其背后蕴

藏的文化内涵将广告信息表达的透彻明了，同时融入了销售、心

里、文化化等因素来吸引消费者进行购买产品。另外广告语的设

计。另外，广告语的设计还需要满足客户心理需求。将情感沟

通融入广告语的信息中来我的客户的信任。增强产品在客户心中

的认可度以达到宣传的目的。通过对于汽车广告语的设计传达汽

车产品的核心功能宣传汽车理念为汽车行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5  结语

无论是中文广告还是英文广告，均是通过语言的表达来展现

汽车产品优越性。在此过程中，我们人为的在广告语中附加了

一些价值观念和精神象征，以满足消费者对于汽车产品的心里以

及精神需求。正是因为中英文汽车广告语的差异性，所以，我

们可以相互借鉴，引入彼此的汽车理念，开拓国外市场，实现

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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