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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园林专业教学体系的创新与实践 
陈学丽 

（云南工商学院  650000） 

摘要：随着我国乡村振兴和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提出，各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不再只是考虑基础建设，同时也在为改善人居环境
而努力。基于上述大环境，为了满足市场对人才的需求，高校园林专业的教师需要在现有教学体系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实践，结合市
场的变化趋势重新设计教学方案，确保学生的综合素养可以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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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园林专业以培养综合型人才为目标，涵盖区域规划、景观设计，
以及园林植物日常维护等多方面的内容。高校在组织开展专业教学
活动的过程中，不仅需要重视对学生理论基础培养，还应强化实训
教学的质量，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积累经验。随着人居环境的改善
和园林行业的发展，各大高校报考园林专业的人数逐年增多，进而
使学生的就业压力增大。为了保证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并确保园林
专业更好的发展，高校教学需要基于多元化教学理念开展教学工
作，并进行园林专业教学创新改革。 

二、园林专业教学改革的基本原则 

（一）教学方法多元化 
园林专业教学创新，首先从教学方法入手，在现有教学体系基

础上引入具有创新意义的教学方法，诸如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自主探究活动等，帮助学生培养学习园林专业知识的兴趣。同时，
教师应当在园林专业基础上开展延伸性教学，将思政元素、中华传
统文化和现代化城市设计理念等融入到教学中。基于多种教学方法
组织开展教学活动，能够有效提高课堂效率，确保学生的综合专业
素养得到培养。 

（二）增加实践教学（实习）占比 
随着园林市场的发展，以及我国城市化建设脚步的加快，对园

林专业学生专业素养的要求在逐步提升，为了保证教学质量，需要
主动提高实践教学在教学计划的占比。侧重于实践教学，教师可以
根据学生实习期间出现的问题，结合理论知识进行解答，可以对其
形成有效引导。不同于现阶段的书本理论教学模式，以实践教学为
主的教学模式可以将理论-实践进行有效的融合，可以切实提高学
生的综合素养。 

（三）深度结合园林市场发展规律 
对园林专业教育教学体制进行改革，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帮助学

生提高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基于这一目的，教师应当深度结合园林
市场发展规律，根据市场整体发展趋势规划教学方案。 

三、园林专业创新的具体措施 

（一）有效融合线上教学模式 
就我国目前教育发展的现状来看，信息技术的应用会逐渐普及

化，对于园林专业，教师需要有效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将线上教
学模式融入到实际教学活动之中。 

在借助线上教学模式开展专业教学的过程中，一方面，教师可
以借助 3D 模型软件在课堂上构建园林设计模型，让学生可以产生
立体的感官。在搭建基础架构时，教师要提醒学生注意对环境、地
质结构等因素的把控，思路要正确。而在布景阶段，教师则要提醒
学生合理使用各种元素，确保每个区域的景观可以形成呼应。同时，
利用相应的软件，通过缩放和局部放大，让学生自己感受该如何对
园林方案进行调整。另一方面，教师可以搜集往年园林设计大赛的
获奖方案，将其在课上进行展示，通过软件展示给学生，并深入解
读方案中比较出彩的地方。同时，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对方案进行
进一步优化，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设计理念对方案进行适当的调
整。  

（二）完善实践教学体系架构 
园林专业教学创新改革更重要的应该从实践教学体系入手，对

架构进行完善。一方面，教师需要从专业课程建设入手，在优化基
础课程教学体系的同时，拓展设计、施工类教学所涉及的范围，包
括现代化设计、传统文化元素、施工的引入，确保学生的设计思路

和施工管理方面受到启发。另一方面，在实习教学阶段，教师同样
要深化教学体系的改革，结合实习工作的内容，增加学生剖析设计
方案、施工管理、细节把控等方面实践教学。通过优化实践教学体
系，帮助学生梳理实际思路，保证其综合素养可以得到提升。 

（三）以学期为单位布置园林设计大作业 
园林专业的实践性和综合性较强，教师在创新改革的过程中需

要侧重培养学生相关方面的能力，尤其是和园林设计、施工相关的
教学内容，要培养学生的大局观，会从宏观的角度对园林设计方案
进行调整，并完成施工。为了达到培养学生综合素养的目标， 教
师需要以学期为单位布置园林设计大作业，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
设计出具体的方案。 

首先，提出作业要求。教师要结合目前市场上主流的园林设计
趋势，给定学生设计背景，包括园林所在的位置，以及周边环境、
地质结构等，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结合背景要求设计出一套完
整的方案。其次，作业的进度控制。为了保证每个小组大作业完成
的进度，教师需要要求各个小组每周提交一次方案设计进度。在审
查进度时，教师可以根据各小组的设计内容和所描述的设计思路给
予一些建议，诸如对于强调立体感的小组而言，可以建议小组学生
侧重远、近景观的呼应，而对于要求色彩感的小组，则可以结合相
关课程的知识，提醒学生注意季节变化会引起个别树种颜色上的变
化。最后，确定作业的考评标准。以教师主观评价为主，同时加入
各个小组之间的互评机制。通过观察其他小组的设计方案，可以对
学生的思维形成一定启发，而对方案进行客观的评价，则可以帮助
学生总结经验。 

（四）作为主人公，进行校园景观微改善 
为培养学生专业综合能力，使学生能有学以致用的感受，教师

帮助学生申请资源，在教师的领导下，带领学生进行校园景观微改
善。一方面，校园景观改善为学生正真的提供了实践机会，学生可
以从方案设计、施工、后期维护等方面划分团队进行实践工作；另
一方面，利用自己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打造校园景观，不仅节约了学
校成本，也提高了师生主人翁精神和自我荣誉感。 

四、结束语 

园林专业教学创新改革势在必行，是提高学生综合专业素养的
根本，教师需要注重教学观念的转变，提高对课程改革的重视。同
时，教师还要逐步丰富教学方法，基于多元化的教育形式给学生创
造出一个更能调动起学习积极性的氛围。总体上讲，随着我国城市
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对于园林专业、市政建设专业的人才需求量肯
定会加大，同时对该类人才的要求也会提高到一个新的层级，教师
只有通过对教学体系进行创新改革，才能够培养出满足行业需求的
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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