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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在《园林史》课程中教学探索 
周沁沁  苏婷婷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611130） 

摘要：《园林史》课程是园林专业的主修课程，学习《园林史》对于生态该环境建设、人居环境改造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学习

《园林史》还可以感受到不同类型园林艺术所传递出的独特文化价值。在《园林史》中融入思政知识，可以让学生用辩证的思维学

习《园林史》，更加深入的分析问题，达到更加理想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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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有效开展《园林史》课程教学的前提是了解《园林史》课程的

特点、性质、理念与思路，在此基础上明确《园林史》课程融入思

政知识的重要性并建设相应的教学思路，最后结合《园林史》的现

实意义制定具体教学方式，展现出《园林史》课程与思政知识融合

对于社会发展、文化传播的重要价值与作用。 

1.《园林史》课程 

1.1 特点 

《园林史》课程内容包罗万象，其中会对各国著名园林进行介

绍，并对园林的类型进行细致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发掘每一种类

型园林潜在的美学艺术、文化价值。不同国度的园林艺术更是充分

分展现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色彩，向世界展现出独特

的文化内涵与寓意。 

我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园林史更是源远流长，中国园

林艺术在全世界范围内被视为艺术瑰宝，这是因为中国园林艺术向

全世界展现出独特的文化形象。中国园林史是中国艺术史的重要组

成部分，更是珍贵的、古老的、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1]随着时代

的发展，对园林史的探究分析也随着发生转变，《园林史》课程中

融入思政课程可以用辩证的思维看待园林史发展，并且为《园林史》

课程教学质量提升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对于继承发扬中华传统

文化更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 

1.2 性质 

学生在学习《园林史》课程的过程中可以更加系统性的掌握园

林史发展过程中传达出的价值理念、核心设计思想。《园林史》课

程当中包括了大量的国际著名园林艺术案例，通过对这些著名案例

进行学习分析，对于提升学生的园林艺术分析、品鉴、设计、分析

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在《园林史》课程当中融入课程思政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学会

运用思想政治思维看待园林艺术，拥有属于自己的独到见解，由此

学会正确鉴赏园林艺术美学。[2]借助思政思维对园林案例进行分析，

可以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园林分析、设计能力水平。 

1.3 理念与思路 

（1）理念：《园林史》课程实际教学过程中要求教师要具备深

厚的园林艺术专业知识以及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园林史》课程

的课程性质决定了其教学系统庞大。这就要求《园林史》课程实际

开展过程中，要求教师能够凭借身后的专业知识、丰富的经验抓住

课程的重点、难点，并结合《园林史》课程的实际内容与学生的现

实状况设计教学思路与教学方法，并且让学生成为课堂主题，在教

师的引导下实现《园林史》课程与思政课程的有机融合。 

（2）思路：《园林史》课程与思政课程的融合将转变传统《园

林史》课程教学思路。以往的《园林史》课程教学中，教师成为课

堂的主体，学生被动的接受知识灌输，且教学全过程中缺少充足的

师生互动交流，致使长期以来《园林史》课程教学效率得不到提升。

由此可见提升《园林史》课程的关键在于转变教学理念，只有转变

《园林史》课程的教学理念才可以为融合思政创造更加宽阔的空

间，同时对于激发学生的创新力、创造力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2.《园林史》课程思政建设思路 

2.1 德育教育 

通过学习《园林史》课程让学生在品鉴园林艺术的过程中感受

来自园林艺术的美，在《园林史》课程当中融入思政知识可以让学

生进一步探究自然、生活、社会彼此之间的联系与意义，深入感受

美林艺术的价值内涵，《园林史》课程与思政知识的融合可以让学

生感受到身为园林艺术工作者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义务，由此展现

出《园林史》课程与思政知识融合的德育价值。[3] 

全世界范围内的《园林史》课程当中都会将中国园林史作为重

点教学内容，这是因为中国园林艺术展现出独一无二的价值内涵，

蕴含着深厚的、风度的文化价值，对全球各国园林艺术发展都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与意义。《园林史》课程教学过程中将重点讲解中

国园林艺术的独特风格与背景要素，由此使学生感受到中国园林艺

术的独特魅力，由此使学生进一步坚信学习《园林史》课程、深造

园林艺术可以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从社会发展的实际角度分出发，城市美化、生态建设都需要园

林艺术，高质量的园林艺术可以为人们创造理想的、舒适的、美好

的人居环境。伴随新时代背景下城市化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的不

断推进，园林艺术被应用在更多的场合，并且园林艺术被赋予了更

高的生态文明意义，同时传递出更高的情感、认知、教育价值。 

2.2 园林文化升华 

园林艺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入了丰富了历史、文化，

并且时代的变化与发展使得园林艺术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程

度的变化。全球范围内的园林艺术风格多种多样，每一种园林艺术

风格都展现出独一无二的特色与风格。 

中国园林艺术拥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国园林艺术在不断地

发展过程中始终密切联系政治、经济、文化，由此展现出不同时代

背景下社会生产发展方式、人文社会风格的变化。《园林史》作为

体系庞大的课程，因此在实际教学中需要中外结合，除了中国园林

艺术以外，欧洲园林、伊斯兰园林等国外著名的园林艺术风格同样

具备高度的学习借鉴价值，因此《园林史》教学过程中只有中外结

合，将世界园林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讲授才可以发挥《园林史》教

育的重要价值与作用，对于树立学生的文化自信、民族自豪感具有

重要意义。[4] 

2.3 园林审美 

《园林史》课程是专门针对园林艺术学习开设的课程，通过学

习《园林史》课程可以提升人们的审美观，并且纵观园林发展史可

以发现园林艺术历史变化发展与科学技术水平提升。《园林史》课

程当中展现出不同类型园林艺术的发展构成要素，每一种园林类型

都展现出不同的风格。融入思想政治的《园林史》课程，将从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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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对不同风格的园林艺术特点进行深入分析，让学生切身感受到

园林艺术之美，进而使学生的审美水平得到提升。 

2.4 园林生态 

新时代背景下的园林艺术被赋予更多的生态功能与价值，由此

展现出更加多元化的园林功能。关于园林生态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

人居环境的保护作用。园林生态主要通过园林主要构成要素来展

现，保护生态功能与维持生态平衡。中国园林艺术受到多元化的中

华传统文化影响，长期以来的中国园林艺术发展长期以原始自然为

基础背景，力求用园林艺术打造更加舒适的人居、生态环境。 

园林艺术的重要性在“十九大”作为重点内容，强调园林艺术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桥梁。“十四五”规划当中致力于进一

步打造美丽中国，充分发挥园林艺术对于构建美好生态环境、人居

环境的积极作用。 

3.《园林史》课程思政实现路径 

3.1 在《园林史》讲解中融合思政 

案例讲解是《园林史》教学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手段和方式，在

《园林史》教学中运用讲解案例的方式可以让学生明确园林艺术的

实际应用价值与意义。在《园林史》讲解过程中融入思政知识，一

方面可以让学生学会运用思政的辩证思维看待园林艺术，另一方面

可以使学生在学习园林艺术的过程中培养品德修养。[5] 

《园林史》实际授课过程中对比不同类型园林艺术的区别与联

系，可以发现不同类型园林艺术的长处与不足，同时进一步凸显出

中国园林艺术对于推动世界园林艺术发现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就中

国园林而言，知名的园林包括了皇家园林与公用园林，著名园林有

避暑山庄、颐和园、拙政园、留园，在讲解著名园林案例中融合思

政知识，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水平与认知能力。 

3.2 穿插历史故事 

每个著名的园林都拥有其背后的故事，在运用园林实际案例讲

解《园林史》过程中，挖掘其背后的故事更有助于提升学生学习《园

林史》的兴趣，并在聆听园林故事的过程中感受到他园林艺术的魅

力、学习到园林艺术的精髓。 

《中国园林史》当中会引用大量的皇家园林作为案例，这是因

为皇家园林往往是时代的缩影，具有强大的代表性。以魏晋时期著

名的六朝皇家园林玄武湖玄圃为例，展现出久经战乱的中国受到多

种文化因素影响，典型标志为玄学兴起。 

隋唐时期的九州池紧邻东海九州故此得名，经长期验证已得知

九州池的建筑构造已经达到当时的建筑技术最高水准，九州池作为

珍贵的皇家园林艺术品展现出高度的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审美价

值。在《园林史》教学过程中向学生讲述园林建筑的背景故事，除

了能够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之外，还能够提升学生的责任感、使命感。 

3.3 信息化教学 

如果采用传统的授课方式在《园林史》中引入思想政治教学，

难免会让学生感到枯燥无味。因此在《园林史》教学过程中运用信

息化教学手段，为学生展示更加丰富多彩的园林艺术效果，可以给

学生带来强大的视觉冲击，由此吸引学生注意力。在成功引起学生

注意的基础上向学生讲述园林建筑背后的故事，同时在故事中适当

渗透思政知识。 

信息化教学手段不仅能为学生呈现更加立体、多彩的园林艺术

效果，还可以作为随堂测验的方式，相比传统的随堂测验手段，信

息化教学可以更加有效的调动学生积极思考，使学生参与课堂的积

极性有所提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借助 VR 让学生观看

园林景观，让学生“零距离”接触园林，感受园林艺术带来的震撼。 

实践结果表明，信息化教学相比传统教学手段使得《园林史》

教学形式更加丰富多样，同时可以将《园林史》与思政知识实现密

切结合，贯穿于学生的全部生活中，学生无论在课上还是课下，只

要通过网络就可以随时学习《园林史》及相关思政知识，将信息化

教学的价值在《园林史》课程教学中充分发挥出来。更重要的是运

用信息化教学手段开展《园林史》课程教学，可以将国际古典园林

与现代国际建筑潮流有机结合，使学生切身感受信息化时代背景下

学习《园林史》的重要意义，同时现代园林与思政知识密切相关，

在《园林史》课程中学习思政知识，可以实现教学资源的最大化利

用。 

3.4 互动式教学 

《园林史》教学过程中为了进一步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需要

让学生彼此之间进行充分的交流，学生交流过程中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又会产生新的疑问，由此学生带着问题参与课堂会提升学生的

参与度、积极性，师生之间充分的互动交流可以活跃课堂气氛，直

接提升课堂效率。 

经教学实践活动表明，在《园林史》教学过程中互动式教学模

式使得课堂效率得到显著提升，学生们更愿意参与到课堂活动中。

在活跃课堂气氛下融入思政知识效率更高、难度更低。学生们因为

专心投入课堂，课后作业的完成效果也更加理想，可以领悟《园林

史》的精髓所在，有的学生通过提出新的园林理念、制造园林模型

展现出独有的创造力，并且这些学生作品中融入了丰富的思政思

想，由此可见互动式教学无论是对于《园林史》教学还是思政知识

传播都具有重要作用。 

结论 

新时代背景下园林艺术被视为我国城市化建设、城乡一体化建

设工程的重要技术，园林艺术对于改善人居环境、自然生态环境都

具有积极的意义与作用。 

《园林史》课程通过向学生讲解古今中外的园林艺术，从而使

学生感受园林艺术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价值以及园林艺术自

身展现出的独特文化。中国园林艺术在世界园林艺术界被视为重要

的一部分，因此在学习《园林史》过程中需要同时在参照中国园林

艺术的基础上辩证的看待世界园林艺术文明。为了让学生更深层次

的感受《园林史》的独特魅力与内涵，可以在《园林史》课程中融

入思想政治，运用科学的教学手段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

创造性，使《园林史》与思政融合得到的教学效果得到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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