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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园林设计》校地合作的个性化创新研究 
栾  兰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辽宁大连  116600 

摘要：基于校地合作的个性化创新实践课程体系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创新课程体系，课程以服务地方真实建设需求为载体，形成长效机制，

尊重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融合双创教育、专业教育，实现课程评价体系的育人功能，显著提升产学研协同育人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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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地合作融入个性化创新实践课程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以校地合作模式双向赋能重构专业个

性化创新实践课程体系，落实高校人才助力地方经济发展、社会建

设需求，面向城乡区域发展战略，深化政产学研用合作，实现应用

型人才发展的创新路径。个性化创新实践课程体系建设是融合学生

个性化职业发展规划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将教育教学实践对接

地方建设发展实际项目，以个性化创新实践课程平台作为载体，推

动学生个性化职业发展。 

2 校地合作融入专业个性化创新实践课程设计——以大连理工

大学城市学院风景园林专业《风景园林设计》课程实践为例 

《风景园林设计》课程是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风景园林专业

个性化创新实践课程之一，作为风景园林专业设计实践课程群的重

要组成部分居于整个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中的专业基础环节，课程

立足于风景园林设计基础理论与实践技能、创新能力的培养，课程

设计重视工程技术理论与设计实践的融合，注重理论模块与实践模

块的衔接，将真实的社会实践项目融入课程任务设计全过程，课程

内容对整个风景园林知识体系构架的地位有着重要的支撑意义。 

2.1 拓宽“思创、专创”相融合的校地教育教学实践平台 

（1）思创：课程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将专业知识与

价值引领同频共振，通过将地方建设的实际项目内容融入课程实

践，通过与街道社区共建“社区规划师”制度，对接城市建设发展

真实需求将“城市微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等真实场景落实到课

程实践成果中，把设计作品“画到祖国大地上”，通过课程助力、

专业智力支持服务地方建设、惠及民生，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精神与

责任担当、家国情怀、工匠精神。 

（2）专创：利用线上超星泛雅学习通信息化课程平台与线下

专业教学实践平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育教学方式共同推动专创融

合的多维度开展，专业教育课程深度融合创新创业课程是通过社会

实践与实际项目开展创新创业训练将专业知识理论直接应用于实

践全过程，构建多层次、多类别的专业教育体系，发挥校地合作实

践平台优势组织以真实项目为原点，将创新竞赛成果精准对接社

会、行业需求，构建“国家级、省级、市级、校级、学院级”多层

级创新能力训练体系，推进提升创新成果转化能力。 

2.2 校地创新联合体人才培养模式 

（1）“社区规划师”培养模式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通过与大连市地方政府签订校地合作

教学实践基地，在大连城市微更新改造真实项目中，《风景园林设

计》课程通过社区规划师制度探索与课程实践探索多元主导的更新

改造方式，从课程设计上突破原来学生“闭门造车”的局限，从前

期实地调研、项目协调、程序决策、设计管理等角度，强调学生课

程实践融入项目实施全过程，多接口、全方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实践能力以及社会服务能力，完善产学研创新机制，畅通产学研一

体化成果转化渠道。 

（2）“校企地”三联合培养模式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良好的校企合作平台基础，依托专业签

订的多家固定校企实践基地，实行校企双导师联合培养，以《风景

园林设计》专业课程为锚点将校地实践平台与校企合作积极融合，

形成互力，紧密依托校企合作平台，以服务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旨，

推动本地建筑类企业与高校建筑类专业群的产教深度融合，围绕地

区建筑类核心产业、对接建筑行业全方位发展需求，在课程实践中

以工学交替的模式开展实践教学，强化校企、校地面向技术和实践

前沿的融合平台优势，促进地区育人环境的良性发展。 

2.3 校地合作的个性化创新实践课程设计 

（1）课程定位 

校地合作的个性化创新实践课程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利用以结

果导向的教学设计（outcomes-based instructional design）方法创新

了实践教学课程模式，使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与职业道德责任意识

得到综合提升，课程“以用为先、工学交替”模式着力于支撑专业

应用型人才培养，根据学生在课程阶段的知识结构组成、综合能力

要求定位制定符合学生阶段特点的课程目标。以解决真实场景问题

为导向，将思政、专创融入课程设计，通过地方建设项目实现设计

实践创新成果落地，鼓励学生通过课程实践将设计作品展示在城市

公共空间，切实有效提升综合育人成效。 

（2）课程内容 

《风景园林设计》课程以掌握城市中小型公共空间景观设计的

理论方法为知识重点，紧密结合专业知识点、风景园林专业学生二

年级知识水平、创新创业实践特色展开教学，注重将课程知识目标

定位内化于实践内容全过程中，根据城市区域发展建设实际需求动

态选定具体设计基地地块，突出“专创融合与校地合作”特色并根

据行业发展需求、社会实践、创新竞赛、校企合作项目、校地合作

项目等学生个性化职业发展定位，建立每学期课程实践实时动态项

目设计库。其中，课程设计实践环节共计 96 学时，包含两个环节

设计项目实践内容。项目设计库内容包括：设计任务书、设计规范、

设计参考优秀案例库、设计 新政策、设计相关理念、设计要点指

导等。 

（3）校地合作为平台的个性化创新实践课程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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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应该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课程实践选题，从多元化人才职

业化发展规划定位角度，根据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和服务社会需求设

定课程任务选题，例如，《风景园林设计》课程中针对城市公共空

间景观设计知识点，结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23 号）、《辽宁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辽宁省建设城市更新先导区“十四五”期间项目

建设方案的通知》（辽政办发〔2021〕10 号）、《大连市城市更新专

项规划（2021-2035）》等文件，从大连城市更新建设实际出发，与

大连市星海湾街道建立校地合作实践基地，针对辖区内城市微更新

建设需求实际，确定具体的老旧小区内存量绿地为设计基地，根据

学生大二阶段能力特点及课程群的教育教学目标，根据学生个人发

展需求选择不同内容的设计实践任务侧重点，动态安排实践任务内

容。 

2.4 课程教学评价体系构建 

《风景园林设计》课程基于校地合作平台开展由学校、社会、

政府多方共同参与的教学质量综合评价，在教学质量评价体系、评

定依据、促进教学质量提升的实践成效上注重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

定位强化动态性、过程性考核，在评价体系构建中从评价主体、评

价指标角度充分融合“三全育人”，关注学生个性化职业发展规划、

关注学生多元职业素养能力提升，切实“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多

元评价主体的育人导向“以评促学、以评育人”，夯实专业理论基

础，提升应用型人才的思辨探索精神、创新创业能力。 

课程综合分数评定通过学校内部的评价尺度包括学生自评、生

生互评、教师评价等掌握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能力发展与知识运用

情况，通过社会的评价尺度包括项目使用者评价、行业专家评价等

多元化评价主体，关注学生通过本课程学习对未来职业发展的持续

影响以及综合素质能力发展，将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使得课

程设计过程可量可测。 

（1）综合评定：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整体考核，要求学生掌

握基础知识的同时，应具备一定的创新意识、专业素养和个人能力，

成绩综合评价法包括： 

①多环节结构成绩：课程设计大作业、综合评图、随堂测验、

课程论文、调研汇报、考察报告和超星线上学习综合成绩评分； 

②综合定量评价：平时成绩占 30%（包括日常考勤），期末笔

试成绩占 70%； 

③过程性评价与指导：教师均会对学生的阶段设计草图、阶段

评图、讨论（超星学习通平台）、案例分析与抄绘、调研汇报等情

况进行点评。 

（2）综合评图汇报演讲评定 

课程注重学生专业知识与创新素质综合能力的培养，结合课程

设计任务书布置的课题内容，以个人或小组为单位，对课题的阶段

性成果或 终成果进行汇报，评分由任课教师、学生、实际项目使

用者（政府人员、社区居民等）共同来担任。评定内容详表如下图： 

例表 1  《风景园林设计（二）》综合评图评分表 

序号 姓名 
设计构思 

10 分 

总平面 

20 分 

交通流线 

10 分 

功能区域

10 分 

竖向设计草图

30 分 

汇报文本/ppt 制作 

10 分 

语言表达 

10 分 

总成绩 

100 分 
主要问题纪要

1           

…           

评分标准： 

1.科学性：资料组织合理，严谨，图、表使用合理，具有说服力。推理与结论无规范错误。 

2.汇报表达：思路清晰，语言简洁明了，准确，逻辑性强，具感染力。 

3.其他：（组织与配合：小组分工合理，团结合作。） 

答辩：积极踊跃，针对性强，问题明确。 

参考文献\参考案例：权威性、时间性和数量。 

2.5 校地合作的个性化创新实践课程成果 

校地合作融入专业个性化创新实践课程成果重在突出综合实

现育人成效，高校通过与地方政府、企业联动，优势互补精准拓展

高校课程实践活动，结合“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广

适应”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体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类型应多样化，

以适应多元化的学生就业现状，实现应用型人才的创新目标，将“教

学、育人、竞赛、科研”融入专业课程实践，解决专创融合过程中

的瓶颈问题，实践过程中结合学生的个性化差异、潜质差异及未来

就业岗位差异，并根据每位学生的个性化特点，灵活设定个性化的

课程设计内容选题，为学生夯实坚实的专业知识理论基础，提供合

理的设计习惯及活跃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学生通过个性化选题明确

了职业发展规划目标，提升了学习积极性，强化了创新实践综合素

养，以实现课程目标，以及未来的人才竞争力。地方依托高校智力

支持、科研转化形成建设发展思路的良性互动。 

3 结语 

个性化创新实践课程作为专业实践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居于

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中的上层部位，其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专业知

识体系构架有着重要的支撑意义。通过落实校地合作个性化创新实

践课程模式，创新以“专创融合＋社会实践”的教学方式，紧密围

绕区域社会发展、建设项目需求，融入三全育人内涵与课程思政理

念，深化政产学研合作，全面提升了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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