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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工科背景下民办院校植物景观 

规划设计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韩丹萍  赵竑绯  李  珏 

浙江树人学院城建学院 

摘  要：“植物景观规划设计”是风景园林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课程的教学需根据新工科的背景和行业社会的需求与时俱进。根据新工科

工程师培养的要求，根据民办应用型本科大学的教学特点，就植物景观规划设计课程设计存在的问题，通过一些教学改革谈谈对植物景观

规划设计课程教改设计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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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新工科为科学、应用科学、工程科学和工程实践的创新与进步，

不同学科交叉与交融所形成的新兴工程学科或领域、新范式和新工

科教育等综合概念[1]。新工科概念于 2016 年提出，2017 年正式推

出“新工科”计划。2019 年 4 月，教育部发布“六卓越一拔尖”计

划 2.0，其中包括“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0”，全面推进新工

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强调要加强培养学生的工程伦

理意识和“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风景园林学科属于工学范畴，植物景观规划设计是风景园林专

业的核心课程之一。英国造园家克劳斯顿（Brian Clouston）提出“园

林设计归根结底是植物材料的设计，其目的是改善人类的生态环

境……”[2]由此可见植物景观规划设计与美丽中国、双碳目标、生

态文明建设等国家战略所需的新工科、新医科、新文科、新农科关

系紧密。 

浙江树人学院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早创建的民办院校，也是

全国唯一一所由省政协举办的高校。风景园林专业创设于 1984 年，

与浙江大学、浙江农林大学为浙江省最早开设园林专业的三所大

学，为浙江的园林建设输出了大批的优秀人才。风景园林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为应用型人才，紧密对接行业需求和浙江大花园建设、和

美乡村等区域建设，立足浙江、面向全国，培养具有家国情怀，专

业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大国工匠精神的高级园林应用型人才。 

2.植物景观规划设计课程概况 

植物景观规划设计是风景园林从业人员核心的竞争力之一，涉

及到生态学、建筑学、环境学、土壤学、文学等多学科，是一门交

叉研究广泛的综合性课程。苏雪痕先生说：“植物景观也是需要规

划设计的，而且在规划和概念设计阶段就要和其他园林要素同时考

虑。”[3]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植物景观的规划设计思维，掌握植物景

观的基本原理、原则、形式及程序等课程知识，同时结合实际工程

项目的设计，让学生把植物景观知识转变为植物景观设计和制图实

践，进一步培养学生在城市绿化建设中综合应用园林植物知识及其

原理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工匠精

神、审美素养，启发学生培养家国情怀。 

《植物景观规划设计》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园林植物景观

的重要性及功能、园林植物景观设计原理、园林植物景观空间营造、

园林植物景观群落设计以及不同类型绿地的植物景观规划设计要

点等。本课程为风景园林专业学生大三时期的专业课程，学生通过

大一大二《植物学基础》、《园林花卉学》、《园林树木学》、《设计基

础三》等专业课程学习，积累了必要的园林植物材料知识，完成了

景观设计审美的初步培养，而后进入该课程学习。该课程共 64 学

时，注重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根据 OBE 教学大纲设计，

理论课与实践课的比例为 1∶1，各 32 学时，课程教学模块包括植

物景观基础模块、植物景观原理模块、植物景观应用模块、植物景

观实践模块四大部分，详见《植物景观规划设计》课程主要教学模

块如图 1 所示。 

 

图 1  植物景观规划设计课程主要教学模块 

3.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1 学生理论知识运用能力较差 

植物景观规划设计强调对植物景观理论知识的灵活应用和实

践。要求学生要能灵活运用植物材料基础知识，加强景观设计审美

素养的提升，对植物景观规划设计综合知识的运用能力要求高。植

物景观地域性强，南北差异大，部分学生不能根据项目合理选择适

应的植物种类，出现植物种类和地域混淆错乱的现象；在进行仿自

然群落设计时，缺乏对当地自然群落的观测和深度理解，同时群落

层次理解不到位，出现乔灌不分的情况；在课程设计时不能按照老

师介绍的“先整体后局部，先空间后群落，先主题后种类”的原则

画出植物景观设计草图，而是上来习惯性在设计图纸上画树圈配树

种等等。 

3.2 学生工程项目理解能力有限 

教学过程中，教师团队除了常规的理论课教学外，同时注重工

程实际案例的讲解。课堂教学采用“理论知识+植物景观工程项目

实例”模式，以植物设计图、施工前后的图片进行案例讲解，将植

物景观理论与植物景观实践相结合进行课堂教学和讨论，意在提高

学生的植物景观专业水平和植物种植实操设计的水平，然而学生理

解和吸收非常有限，特别是在园林植物的尺度大小、园林群落设计、

植物主题和季相规划、常绿落叶搭配等方面，存在较多问题。究其

原因，一方面，学生学习积极主动性不够，未深入学习植物的相关

指标，如胸径/地径、高度、冠幅等，植物尺度感知能力弱；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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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学生缺乏参与现场工程的实际经验，且行业视眼不够开阔，很

难将植物景观理论知识很好的地应用到项目实践设计中。[4] 

3.3 课程设计的场地较为单一 

课程设计是植物景观规划设计课程最重要的实践模块，主要是

为了培养学生的植物方案构思创新能力以及植物景观图纸表达能

力� 锻炼学生对场地的解读和重塑，拓展学生的思路。目前课程设

计场地为校园内的滨水场地� 虽然有利于学生开展深入的现状勘探

和人群需求调研，加强对项目基地周边业态、人流、文化等的理解，

但场地类型较为单一� 整个场地为梯形� 使得学生设计思路不够发

散，个人方案创新能力有限，所学植物景观设计方法无法在场地中

得到全部运用。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部分学生对植物景观出现的

问题不认真思考，不能积极主动地完成设计任务，也不主动请教老

师及同学帮助解决，对自己所设计的植物空间组成、景观序列和开

合关系、文化特色、多层次群落搭配等了解不够透彻，课程设计的

效果不佳。 

3.4 课程的思政元素挖掘不够 

高校课程思政与专业课程的融合在培养学生爱国情怀、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传播正能量方面具有很重要的作用。[5]植

物景观规划设计课程教学过程中虽然有穿插少量思政元素，但融入

教学的力度不够，思政元素挖掘不够，思政案例题库内容不丰富，

思政元素与专业课融合过程中存在“简单拼接内容”、思政内容与

课程主题匹配度不高等情况，课程思政程式化人工痕迹较明显，学

生听课有刻意植入之嫌疑，教学没有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 

4.课程设计教改措施 

4.1 课程设计题目多样化，激发学生的设计热情 

课程设计最主要的资料是设计场地的 CAD 底图资料，是学生

进行课程设计的基础。设计场地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可按照不同

园林绿地性质进行分类� 建立设计场地库，以满足实践教学的要求。
[6]植物景观规划设计课程为考教分离课程，课程设计场地由风景园

林教研室其他 7 位教师组成场地命题小组，任课老师不参与。推荐

的场地面积要求在 4-10 公顷� 包括城市公园绿地、居住区绿地、湿

地公园绿地、单位公共绿地四大类型，每个老师推荐 5 个场地（其

中一个类型可重复），共计 35 个场地 CAD 图纸，初步建立课程设

计场地底图库，方便任课教师在教学中的选择。为保证评价标准的

一致性，每次选择的场地为同一类型如居住区绿地，但可以使用不

同的图纸，增加场地图纸的多样性，激发学生的设计激情，充分发

挥了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可避免重复抄袭，促进学生

之间相互学习，发散设计想法及构思。 

4.2 强化校企合作优势，提升学生设计实践能力 

浙江树人学院的风景园林专业定位为培养应用型风景园林人

才，在课程建设中强调专业的实践应用能力，强调专业技能与企业

需求的高度匹配。根据 2023 年风景园林企业需求调研，企业认为

风景园林专业学生在大学期间应侧重园林工程、植物景观规划设计

等专业课程的学习，同时希望帮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业务技能以便

更好地提升职场竞争力。 

为了提升课程的教学质量，帮助学生尽快地掌握专业实践技

能、尽快融入企业。植物景观教学团队联合中邦园林、西湖风景名

胜区花港管理处等校企单位共同参与植物景观课程建设，包括校企

实践基地的建设、企业专业导师的引进、校企工程案例库的建设等

等，打造一支既擅长理论教学、又精于生产实践的双师双能型教师

队伍。实践环节中，学生通过与企业人员交流，进一步掌握植物景

观设计中应考虑的主要问题，了解当今植物景观设计的最新技法，

身临其境，体验植物景观营造，增强工程意识。此外，学生通过现

场各种植物类型的直观体验，以及企业人员的讲解，较全面地认识

了植物材料的尺度关系、师法自然的植物营造工艺及园林行业情况

等。 

4.3 深入挖掘思政元素，培养园林人的家国情怀 

课程教学设计中根据植物景观规划设计课程特点和内容，深入

挖掘各类思政元素，包括植物相关的传统历史文化、园林人的职业

价值观、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绿色理念、大健康理念下的植物自然力

量、行业新优植物品种和 AI 植物景观设计等等，精选课程思政内

容，并结合教学知识点在教学设计中巧妙融入，采用沉浸式讲故事

等方式，有温度、有热度、有深度地浸润课堂，达到“宛若天成，

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如城市公园植物景观篇章，以杭州花港观

鱼为例，在工程案例中穿插花港观鱼中北美红杉和尼克松的故事，

从一种树到中美建交见证到植物的气候适应性，故事中有专业知

识，知识中又有文化传承，有利于培养风景园林专业学生的家国情

怀和职业自豪感。 

4.4 转变教学方式，加强思考型设计训练 

培养学生高阶能力和高阶思维技能一直是我国教育改革的热

点，高阶能力包括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团队合作与沟通等，

这些能力也是未来人工智能在短期内尚难以效仿和替代的人的能

力。[7]课程设计加强高阶思维技能的训练，包括对场地的分析评价

和图示语言创造，减少课堂上“教师一家言”、“教师满堂灌”的教

学模式，转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形式，增加讨论课的设计，

5-6 人组成项目创意组，锻炼团队合作能力，引导学生进行头脑思

维风暴，加强思考型设计训练，提高团队的创新能力。 

思考型设计训练贯穿课程设计的各阶段，包括现状调研、方案

构思、方案草图阶段等。采用“学生汇报+学生点评+教师总评”模

式，调动课堂教学的氛围和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教学设计过程

中要求学生讲解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接受老师和同学的意见和

建议，认真听取其他同学的讲解，发表自己的意见，再由老师做出

总结，给出指导性意见，确定方案。这样可以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

思考问题，培养了学生对以前学过的知识综合运用能力。 

5.结语 

教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植物景观规划设计课程资源的建设需

要长期坚持，并根据社会和行业需求逐步完善，课程教学的改革创

新对教师专业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学团队也

将根据学校和国家的战略，不断积极探索医学和工学结合的教学模

式，优化课程教学图谱，与时俱进地推进课程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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