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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能力培养导向的中外园林史教学创新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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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外园林史是城乡规划专业必须了解的基础理论课程，涉及学科多、内容多。针对教学中存在的困境，课程对教学内容

进行重构，分专题开展教学。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递进式教学设计”为核心，通过实地调研与实景 VR讲解帮助学生打通园林理

论与园林设计之间的断层，由内到外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志趣，从课上到课下拓展课程深度、高度与广度，建立师生学习共同体，

形成教师科研原动力与学生学习原动力的迭代循环流转， 终实现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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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ese and Foreig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History” is a basic theoretical course that students majoring 

i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must understand，involving many disciplines and contents. In view of the difficulties existing 

in teaching，the course group restructures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carries out teaching by special topics. With student 

development as the ultimate guide，the "progressive teaching design" is innovated. Through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and virtual reality，students are helped to open the gap between garden theory and garden design，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expand the depth，height and breadth of the course，establish a learning community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form an iterative circulation of teachers' scientific research motive force and students' learning motive 

force，and finally realize the mutual growth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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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是特定时代文化的产物[1]，蕴含着人类对生存环境的期许，

体现了当时主流的社会哲学思想及审美观，反应造园者的理想政治

抱负及面对不同社会形势的处事态度与智慧。中外园林史是研究中

西方园林渊源更替、发展变迁、形式风格的一门理论课程，学生可

以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了解世界各地人民如何认识自然、利用自

然、营建自然，并解读园林的营建方式是如何随着社会、政治、历

史、文化、宗教、艺术的变化而演变，通过园林这种空间表达形式

去还原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课程涵盖中西方历史人文背景、

地理气候差异、园林规划设计、建筑设计、植物造景[2]、生态理论应

用等多方面、多学科的内容[3-4]，与城乡规划多门专业课联系紧密，

可以起到很好的桥梁作用，加强学生对不同学科的认识和理解[4]，帮

助学生建立专业志趣。 

历史上，中、西方园林风格鲜明、各具特色，中国古典园林更

是以其高度的艺术成就而享誉世界，然而当今的园林设计大同小异，

究其原因，是对于中外园林史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参透中西方园

林的发展变迁规律，对古典园林精华的传承与发扬不够。园林史是

站在历史、世界的高度俯瞰纵览天下园林[3]，是帮助学生了解园林渊

源与各种设计手法形成的 好途径，可以“古为今用”，为景观设计

提供创作灵感。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高质量生态环境的需求

不断增加，加之生态文明建设等政策的推动，对中外园林史课程的

教学内容与质量提出更高要求，然而目前教学仍存在诸多困境，园

林史教学应当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创新，适应社会需求。 

一、教学现状与困境： 
中外园林史反映了几千年漫长的园林发展变迁史，教学内容庞

杂，知识点密集。现有教材及教学方式大致可分为分类断代及编年

体教学两种[5]，分类断代的教学方式以园林类型划分为主，讲解不同

类型园林的特征、造园手法，便于实际应用，但断代的教学方式无

法从纵向上串联园林的发展演替规律，学生难以建立完整系统的园

林发展观。编年体教学按照朝代分时期介绍园林类型、园林代表及

园林特征，虽然可以从纵向上高度概括不同朝代园林的总体发展情

况，但很难横向串联不同类型园林风格、形式的形成过程，这种框

架性的解读容易让学生停留在对不同时代园林风格的感性认识上[6]，

难以掌握不同类型园林风格的生成逻辑，在实践时难以调取对应知

识进行应用，实用性有限、应用难度大[7-8]。 

其次，历史园林遗存少，学生无法设身处地的感受园林，对园

林的鉴赏能力较低，空间认知感较弱，对造园手法的理解难度较大，

不理解园林设计与社会历史背景之间深层次的联系（图 1），不理解

显性园林物质空间与隐性价值观之间的关联[9]，认为学习园林史对设

计能力的提升没有帮助，因而学习兴趣不高，课堂参与度不足，互

动有限。 

 

图 1  理论理解与设计存在断层 

后，学生的学习程度与学习意愿存在差异，对中外园林史这

门课的需求与目标多样。同时城乡规划专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较广的

知识面，学生宏观思维及全局把控力强，但普遍存在知识面广而不

精，钻研有限，缺少持续和深度学习的问题。 

二、教学理念及目标 

建筑、城乡规划及风景园林专业实践应用特点突出，要求学生

毕业后能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践问题，因而“知行合一”就显得尤

为重要[10]。在教学改革中，应当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顺应

时代和社会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因此课程在改革过程中注重

因材施教，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提出价值引领、知识探索、能力建

设及态度养成四位一体教学目标。希望学生将自身发展与国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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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起来，主动承担起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担当，通过课

程的学习掌握园林艺术理论与创作手法，继承并发扬中国古典园林

精髓，建立专业志趣，热爱并向往城乡规划专业，乐于为之努力，

养成自主深度学习习惯。 

三、教学改革 
（一）教学内容重构 

在古典园林教学中，分类断代及编年体教学方式均有其优势与

不足，在中外园林史教学改革中结合两者优势，按照园林类型分为

皇家园林、私家园林等专题（见表 1），在专题中按照编年体的教学

方式讲述不同类型园林的发展历程，既继承了编年体教学方式的系

统性，又便于学生掌握不同园林类型的形成过程、造园风格及造园

手法，从而在规划设计时更容易调用所学知识进行实践应用。为了

避免分专题展开教学时纵向架构减弱，课堂上，要求学生完成不同

朝代代表园林一览表及园林谱系图，在中国古典园林内容讲述完毕

之后进行专题研讨，帮助学生从宏观上认识不同类型园林的发展历

程，同时在世界地图上绘制园林时空分布图[6]，让学生从空间上认识

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对园林风格产生的影响。 

在教学中，为了加强理论课程与设计课程的衔接，设置园林与

城市水利工程、历史园林复原想象、园林造园手法分析、中西方古

典园林营建中的生态智慧等多个专题，总结古典园林设计精髓，更

好地传承应用。借鉴孟兆祯院士园林例释教学法[6]及金云峰教授抽象

整合教学环节[10]，要求学生通过阅读文献、诗文绘制历史园林复原

想象图；根据已有园林的平面图、鸟瞰图、文字描述绘制 1.5 米视

线的横切图图，展现植物、建筑、空间之间的遮挡关系，体会欲扬

先抑等造园手法，翻转园林的图底关系，着重分析游览空间。 

为了让学生及时体验到学习成效，在每一专题讲授之前提前布

置相关作业让学生进行思考，提供相关论文，在课后沙龙中进行探

讨，及时将理论知识与规划设计链接，提高实用性。如此进行教学

设计不仅有利于锻炼学生的思考能力，并且教师在学生思考之后再

进行知识点讲解，教学效果更好，学生也能及时体会学习的成就感，

学习动力增强。 

表 1  专题内容及课时分配 

专题 课时分配 随堂作业 课后作业 

绪论 1 历史园林复原想象图、造园手法分析
皇家园林 5 都城水利工程与园林营建； 

园林与城市水利工程 1 中国古典园林中的生态智慧 
特色专题 

私家园林 4 山水画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 

作业展示 历史园林复原想象 1  

特色专题 山水画与中国古典园林 2  

 寺观、公共园林 2  

特色专题 陵寝园林与西夏王陵 2  

作业展示 各类园林发展阶段划分 1  

作业汇报 园林造园手法分析 1 

绘制各类园林发展趋势图

在历史朝代表中填入典型

园林代表； 

时空地图：在中国地图上绘

制古城、典型园林并标注时间

各类园林的特点及植物的

选择偏好 

 

 日本园林 1  

 古代西欧园林 2 西方园林中的生态智慧 

特色专题 空中花园与第四代住宅 1  

 中世纪西欧园林 1  

 伊斯兰园林 2  

 意大利文艺复兴园林 2  

 法国古典主义园林 1  

特色专题 

作业汇报 
英国自然风景式园林 1  

 中西方古典园林营建中的生态智慧 2 

在中国朝代表中填入代表

园林； 

时空地图：在世界地图上绘

制代表园林并标注时间 

 

合计 32   

（二）递进式教学设计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兴趣是 好的老师”，教学中，教师需发挥

主导作用，设法激发学生求知的欲望，根据学生多样的学习意愿与需

求因材施教。教学改革中，通过多层次递进式的教学活动（见图 2），

满足学生不同的需求从而激发学习兴趣，适时设置疑问调动学生思考

的动力，及时反馈，让学生从学习的成就感中获得持续学习的动力。 

 

图 2  递进式教学设计 

针对学习兴趣不浓郁、求知欲不高、课堂参与度低的学生，通

过看图找茬、知识点抢答等多样有趣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与求知欲。针对基础较好、能有限参与课堂互动、坚持学习基础知

识的学生，通过设疑调动学生思考的动力，通过案例分析、园林谱

系图制作等活动提升学生思辨能力、表达能力及设计能力，引导、

启发学生通过分析、综合、推理、判断等思维活动，理解掌握知识。

针对基础良好，学习意愿较高，不满足于教材知识与课堂教学的学

生，通过专题汇报将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归纳总结，让学生在求知过

程中有所发现和创造，从而焕发出浓厚的兴趣，产生自主学习的内

驱力；配合课程的专题教学，科学合理地利用复习思考题和案例分

析开展学术沙龙研讨会，将书中的理论知识进行升华，补充学科前

沿理论，满足学生求知欲，引领学生持续、深度学习， 终激发学

生创新思维，提升科研素养。如“颐和园的营建目的之一解决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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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问题，与今天海绵城市理论中蓄水的理念不谋而合，引导学生

通过论文阅读之后在学术沙龙中探讨当今的城市规划中应当如何应

用蓄水的理论解决城市内涝问题”，从书本内容联系实际应用， 终

拓展到前沿理论研究。 

（三）实地调研与实景 VR 教学方法 

园林意境的营造是园林规划设计的 高境界，传统的二维空间

表达形式难以展现园林全貌，这就需要教师将古典园林中空间塑造

的手法具体化、形象化，尽量准确地还原园林“意境”，这通常也是

教学的难点及关键。古典园林空间还原地贴切，造园技巧剖析地深

刻，学生的空间塑造能力、设计能力就会愈强。常用的教学方式是

借助图片或视频向学生展示园林空间，让学生利用空间想象力获得

场地尺度空间感和场景感，条件允许下，还可以将理论教学与实践

考察相结合。在疫情爆发之前，本门课程就与城市认识实习、古建

筑测绘、园林植物应用等课程联动，增加实地参观考察的实践环节，

让学生走进园林，体会园林空间，解构园林造园手法，反推造园意

图，帮助学生建立空间思维，提升学生的空间理解力，从而打通园

林史理论与设计断层。 

在城市认知实习环节，增设古典园林考察点，带领学生参观学

习，如 2019 年实习地点选在北京，设置颐和园、圆明园两处古典园

林，疫情爆发以后在省内实习，设置西夏王陵、同心清真寺两处具

有地方风格代表的实习点。在考察过程中，要求学生根据古典园林

平面布局，分析建筑空间组群关系、场地内的地形利用与改造方式、

景观视线组织和创造的典型手法，以及造园意境塑造的各种手法[11]。

在古建筑测绘中，增加小组对当地古塔、古园林景观亭进行测绘，

绘制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构建细部并标注尺寸，进行视域分

析、植物与建筑的遮挡关系分析，从建筑角度理解造园手法。在园

林植物与应用课程中，实地植物调研地点中设置一处古典园林，如

银川中山公园、银川西夏公园，让学生通过植物选择与搭配、植物

孤植、丛植、群植等种植方式，平面布局，从植物选择与种植方式

的角度理解古典园林造园手法。在地理信息系统应用课程中，布置

小组作业，通过西夏王陵地形分析、视域分析等了解古典园林平面

布局、景观点设置等逻辑，从宏观上把我古典园林规划设计要点。

由此，从理论到实践，从植物、建筑到地形，从微观到宏观，全面

把握古典园林规划设计中遇到的种种要素，从而全面掌握古典园林

的设计精髓。 

实地调研的教学效果良好，然而在教学中仍然存在诸多局限，

如安全隐患，时间成本，天气、疫情等不确定因素[12]，于是在教学

改革中，大幅增加 VR 实景教学的内容。随着 VR 云旅游的普及，

课堂上选用了国内外多个古典园林的 VR 资源辅助教学，让学生在

课堂足不出户地“亲临”园林空间，用 低的成本让学生感知空间，

轻松完成知识点与园林实体空间之间的链接，有效地促进学生对知

识的内化吸收，大幅提升教学效率。 

在利用 VR 进行课堂教学时，应结合课程计划、教材知识点确

定 VR 教学的目标，制定教学计划，将需要具体分析的观景点逐一

列出，熟练操作，如此才能与学生深度互动，在 VR 讲解过程中，

与平面图实时连接，将教材中文字、图式的造园手法与园林空间一

一对应，实现造园理论的具象化，VR 讲解完毕，及时归纳、总结知

识点，课后将 VR 教学资源与学生共享，为学生课后反复自主学习

提供平台，调动学生积极性和自主性。 

四、结语 

中外园林史教学内容庞杂，理论性较强，专题式的教学可以系

统地讲述不同类型园林的发展历程，既继承了编年体教学的系统性，

又便于指导实践应用，加强了理论课与设计课之间的连接。特色专

题及学术沙龙符合“两性一度”的教学要求，特色专题结合城市规

划、园林设计、地方特色开展，力争做到古为今用，每个特色专题

的开设都是都基础知识的一次升华，学生在专题讲解之前通过完成

作业进行提前的思考、试炼，培养了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

和高级思维，课后，依据课堂的教学内容适当延伸，开展学术沙龙

研讨，对前沿理论进行补充学习，是课程高阶性、创新性与挑战度

的直接体现。递进式教学设计满足了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通过多

样的教学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实地调研与实景 VR 的结合将

造园理论具象化，帮助学生建立空间思维与逻辑，从而打通园林史

理论与设计断层，理解社会历史背景对人心理的影响及如何作用于

园林这一空间实体，使学生从内心真正重视园林史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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