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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职业能力导向的“植物种植设计”课程改革探索

郭君洁　朱凤云　宋　丽　李大红　孙　楠

黄淮学院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河南　驻马店　463000 

摘　要：植物种植设计好坏直接影响景观设计的效果。随着社会发展，行业对植物种植设计要求逐

渐提高。为了让园林专业学生更好的适应行业需求，课程组对行业和课程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存在问题，

并结合智慧教室和网上教学平台对教学内容、方法方式进行了全面改革，增强学生的职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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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现状

园林景观的形成离不开植物，好的植物种植

设计必定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随着社会

的快速发展，园林植物的种类与品种日益丰富，景

观设计行业对应聘者的植物应用技能要求也越来越

高。城市原有的园林植物景观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

求，园林植物应用已发生了从绿化到景观规划化的

变革，园林行业中出现了专门的园林植物种植设计

师这一岗位。因此，在园林专业教学中，根据行业

的要求和变化进行《植物种植设计》课程的改革也

是必然。

二、课程现状

《植物种植设计》课程在国内早期的园林专业

的课程体系没有单独开课，只是分散到园林树木学、

园林设计（植物要素）等课程里 [1]。为了适应社会

和行业发展需求，我校最新版的园林专业培养方案

中把《植物种植设计》这门课程由选修课变为必修

课。该课程主要研究 : 如何应用具有一定观赏价值

的园林植物，根据其生态习性与观赏特性，将植物

与植物、植物与其他造园要素（山石地形、水体、

道路与场地、建筑及景观小品等）进行合理配置，

创造具有一定视觉美、意境美的园林景观，供人游

憩与观赏 [2]。这门课程是一门植物和园林规划设计

有机结合的综合性课程，具有较强的应用性 [3]。为

了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目前植物种植设计课程的

教学分为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部分。其中理论

教学是在教室利用多媒体理论讲解植物种植设计理

论，实践教学是让学生置身园林实景中进行实地植

物种植设计案例参观。

三、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植物种植设计课程应用性较强。根据行业需

求，学生要具有独立进行各项绿地的植物种植设计

能力，并能绘制出相应的设计图纸。但在实际的教

学中，存在很多问题，教学效果不够理想。

1. 课程设置问题

植物种植设计课程理论知识相对较少，理论教

学课时只有 16 学时。课程主要讲授的内容为植物

种植设计的一般方法和技巧，以及植物和园林其他

要素的搭配。目前的课程内容看似全面，实则不能

很好的与社会发展衔接。如现在很多城市植物景观

中常有的花境在教学内容中未涉及到。如果增加这

些教学内容，当前理论学时则不能满足需求。

2. 实践教学基地质量问题

目前，实践教学基地主要依赖于学校周边的公

园和小游园。部分公园在其他课程中（如观赏植物

学）学生已经参观过。对学生而言再把这些公园作

为植物种植设计实践教学案例，会造成学生学习积

极性缺乏。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园林植物的种类

与品种日益丰富，而周边公园建成时间较早，里面

种植的新植物也较少。由于地处小城市，所在城市

公园中很少有花境出现。部分公园养护管理不到位，

致使呈现出来的植物景观效果较差。

3. 学生缺乏对常用园林植物生态习性的了解

中国种质资源丰富，被选为园林植物的种大概

有 200 多种，但同一种下不同的品种生态习性亦会

有所不同。学生在实际的园林植物运用中，能准确

识别园林植物种类，但对所用园林植物品种的生态

习性了解薄弱。如：在植物配置中，学生会把喜阳

的广玉兰被种植到的比较阴凉的区域；把喜阴的玉

簪被种植到室外阳光草坪上；或者把一些抗性差的

植物被种植到污染严重的区域等。这说明学生对常

用园林植物的生态习性不够了解。

4. 学生很难将设计效果与图纸结合

植物种植设计最终的设计成果需要用图纸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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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表达。需要学生能够很好的把二维的平面植物种

植，转化为三维的植物空间效果，以及预测植物未

来发展动态。但大多数学生缺乏空间尺度感，通过

图纸对场地现状及诸多要素（地形、水体）等的认

知与实际场地的真实情况存在差异，对植物的空间

和尺度感也较弱，从而导致设计植物种植景观效果

较差。

四、课程改革措施

1. 优化教学内容

对学生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进行再梳理，按

照技能要求分类，形成技能教学模块。针对不同的

技能需求，由易到难，让学生逐个突破掌握相应的

职业技能。将行业中植物种植设计需求如花境、花

坛设计等内容合理纳入教学模块中。对教学中容易

理解的理论的知识进行整理，并以课件或者视频的

形式发布到网上，让学生自学。建议增加理论课时，

并利用线上平台，在理论教学课时不增加的情况下，

增加理论教学内容。

2. 提升实践教学基地质量

紧跟城市发展步伐，组织课题组老师调研新建

优秀公园，拓展实践基地。随着城市的发展，交通

越来越便利，新建公园的景观质量也在提升。不断

组织老师寻找周边或者稍远的优秀的公园作为实践

教学基地。在调研实践基地的同时与同事沟通交流，

尽量让学生在各门课程中去不同的基地实践。

3. 改革实践教学模式

以往的实践课程以老师在实地进行讲授为主。

学生在室外公园听讲时容易被其他因素分散注意

力，课堂效果较差。实践教学的改革，就要在课程

中充分提高学生的实践参与度。因此在实践课堂中

老师尽量少讲，多设计一些能让让学生动手、发声

的教学环节。在植物种植设计实践课程上增加了实

地测绘植物种植设计的内容。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

进行规定内容的草测和绘制。通过实践练习，既能

帮助学生通过测量和绘图增加景观的空间和尺度感

又能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的能力。课程中增加了学生

讨论和植物种植效果讲解抢答环节，给每位同学发

言的机会，并吧课堂表现纳入成绩考核，极大的提

高了学生的积极性。

4. 以学生为中心，打破传统教学方式

传统教学中教师在教室进行案例分析讲解时，

学生通常是在下面听，缺乏讨论及动手绘图和分析，

下课后学生往往河南想起上课所讲的内容 [4]。改革

教学模式后，课堂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利用智慧教

室小组屏和网上教学平台，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教学。相对简单的知识和技能线上进行充

分利用课堂时间对线上知识的掌握情况进行测验。

课堂上围绕技能模块主题进行任务驱动式教学。学

生分组完成任务，在完成任务的同时师生交流，生

生交流，从而突破学生学习的困难点和薄弱点，有

效提升学生职业技能。

5. 模拟行业要求布置设计任务书

结合实际场地模拟行业要求给学生布置植物

种植设计任务。带领学生模拟行业植物种植设计

流程，进行植物种植设计。让学生在完成设计任

务的过程中，掌握植物种植设计的方法和步骤。

在学生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指导，并提

供平台让学生之间进行交流，进一部提高学生植

物种植设计的技能。

6. 改革课程评价方式

应用型课程考核方式应突出能力为本位，采用

多元化的考核方式 [5]。在植物种植设计课程的成绩

评定中，20% 来自于理论课程学生的课堂表现、线

上学习测评及小组完成任务情况。课程的考试采用

特殊考试占 60%。考试内容为植物种植设计任务书，

让学生通过考试的形式进一步掌握行业里植物种植

设计的步骤、流程和成果要求。同时也可以根据考

试情况了解学生职业能力的掌握情况。成绩评定根

据学生的图纸成果来评定。剩下的 20% 为学生实

践课堂的表现成绩。

7. 积极的进行虚拟实验室建设

在景观设计行业，虚拟仿真技术已经成为展示

景观设计效果的新方式。在教学上，利用虚拟仿真

技术来展开教学，更是现代教育发展的一种新模式
[6]。虚拟仿真技术可以具体应用在植物种植设计课

程的理论和实践中。如可以利用虚拟技术进行植物

种植设计作品的体验和方案推敲等。也可以利用虚

拟仿真技术，营造虚拟场景，建立植物种植设计案

例库，为学生提供优秀的植物种植设计学习案例。

五、结束语

在教学中，想要学生真正的掌握植物种植设计

的行业技能，必须首先深入了解行业发展需求，结

合课程特点，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在改革的同时，

积极引导学生创新发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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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学生的职业精神。笔者通过近两年的教学改革，

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学生植物种植设计作品质量明

显提升，并积极参加了今年上海举办的花园设计竞

赛。从学生评教结果来看，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也

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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