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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工科院校园林植物类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

——以湖北工业大学为例
1

冯晶红

（湖北工业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8）

【摘 要】：“园林植物类课程”是一类理论性、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课程。针对目前我校风景园林专业植物

类课程存在着课程体系不完善、课程之间衔接不紧、部分课程内容重复、理论课时安排严重不足及实践教学体系不

合理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探讨了植物景观类课程体系优化的途径：首先，明确课程的定位和教学目标，完善风

景园林植物设计专业学科结构；其次，改革教学内容和授课形式，强化实践教学体系建设；第三，以培养学生的应

用能力为目标、创新能力为核心，为人才培养打下坚实基础。以期通过完善优化植物景观类课程体系，推动学科教

学改革的发展和深化，培养出具有扎实园林植物知识和技能、适应社会需要的风景园林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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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态环境意识的增强，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建设越来越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

也使得风景园林专业教育事业蓬勃发展。风景园林专业（Landscape Architecture）自诞生以来就担任着“在人工环境和大自

然之间找到平衡”的使命，而植物与山水、建筑共同构成了风景园林学科的主要内容。其中植物作为生态环境的调节器，在改

善人居生态环境、降低噪音、增加空气湿度、涵养水源等方面更是发挥了重要生态效益作用。曾经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陈俊愉

先生便指出：对于这一知识面极广的综合性学科，该学科最大的特色应该体现在园林植物方面。设计人员应该很好地掌握有关

植物材料的知识，了解植物习性和其应用方式。近年来，国内在风景园林专业园林植物类课程的课程教学改革方面已取得较多

成就。其中北京林业大学和浙江农林大学均对风景园林专业的人才培养，在园林植物类课程体系中，结合教学内容、教学组织

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也已形成不少好的经验，用以指导教学实践的开展。如包志毅等分析了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专

业园林植物类课程教学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专业园林植物类课程改革的构想。郝培尧等以北

京林业大学核心专业课程之一“园林植物景观规划”的教学改革为研究内容，提出了 3 种富有特点的教学方式并提出要加强提

升实践教学内容。这两所高校均为具有农林背景的资深院校，植物类课程教学经验丰富，“园林植物设计”课程的学时也较多。

相较国内，国外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则更为完善。孔海燕在对美国部分高校“园林树木学”及相关课程的开设情况进行总结

的基础上，指出从课程教学理念、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法等方面均具有借鉴意义。再如，唐岱等通过对美

国具有代表性的弗吉利亚理工大学园林树木学课程教学特点介绍和分析，探讨美国大学本科园林树木学在教学理念、课程体系、

知识传授、成绩评价等方面的特点，试图可为我国园林树木学课程教学和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湖北工业大学的风景园林专业是依托土木工程、建筑学等工科背景开设的新专业。“园林植物设计”是该专业的一门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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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该课程对学生学习景观设计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作为工科背景的院校，湖北工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在园林植物类课程

的教学经验方面稍显薄弱，急需借鉴国内外其他高校的经验进行教学改革。

1、园林植物类课程的教学现状及存在问题

1.1园林植物类课程现状

湖北工业大学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 2011 年经教育部批准开设景观建筑设计专业，2013 年，教育部正式将风景园林升级为

一级学科，并确定学科名称为风景园林，我院也将景观建筑设计专业更名为风景园林。该转型体现了本专业在社会需求和学科

发展方面的巨大潜能。对于学科发展委员会提出的风景园林学科的发展目标，即风景园林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学生掌握园林植

物、生态学、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园林建筑、园林工程、园林管理等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能从事风景区规划、城市开放空间

设计、各类园林绿地规划、设计、施工与养护管理等工作。风景园林专业园林植物类课程主要包括：“园林树木学”，“花卉

学”、“景观植物设计”。

表 1 园林植物类课程设置现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课时分配 主要内容

学科基

础类

园林树

木学

24h+1周

实践周

常见的园林树木的种类、形

态特征、生物学特性、生态习

性、观赏特性、园林应用等。

花丼学
24h+1周

实践周

花卉分布、分类、繁殖、栽培

及应用等。

专业核

心类

景观植

物设计

16h+1周

实践周

园林植物种植设计的基本原

则、园林植物种植设计布局、

植物与其它造园要素配置、园

林植物种植设计的程序等。

1.2园林植物类课程存在的问题

（1）现行的园林植物类课程教学存在课程体系不完善、课程之间衔接不紧、部分课程内容重复和理论课时安排严重不足等

问题。有些课程内容偏重微观，尤其是在介绍一些植被的识别要点的时候，显然没有植物学背景的情况下增加了课程讲解的难

度；如“园林树木学中”在讲解“松”、“杉”、“柏”科，裸子植物三大主要科的识别要点时，即种鳞与苞鱗是否合生，学

生往往对于种鱗和苞鱗是什么表示很无知；另外由于课时限制，园林树木学、花卉学仅 24 课时，景观植物设计仅 16 课时，造

成课程理论教学尚未能完成，使得园林植物规划设计未能有充足时间开展，使得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教学脱节，学生不能形成

良好的知识结构体系，导致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下降。如“花卉学”重在介绍花丼的鉴定设别，对花卉在现代园林建设中

应用、繁殖和生产栽培的知识涉及较少，学生对于科学合理运用植物材料进行花丛、花境、花坛、垂直绿化等花卉景观设计的

表达能力薄弱。同时，有些课程之间理论内容过于重复，基于学生没有植物学基础知识，园林树木学及花丼学内容中均涉及到

这方面的知识，导致理论教学中反复讲解。

（2）在实践教学中，具有代表性的课程实践调查场地缺乏，以至于不能更好地为后期的课程设计服务进行实地调查。实践

教学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对不同场地类型以及不同空间尺度的植物景观有直观的认识，包括对植物景观设计手法、主题、空间、

尺度等的理解，以便为后期的课程设计服务。而在实际的实地调查中，武汉市内的大多数调查场地的植物景观特点不突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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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不够，在植物的景观功能，植物的景观特色上强调的较弱，学生不能很好的进行现场调研分析比较。并且，现在的一些植

物景观比较突出的大多集中在高档住宅区，而此类区域并非对于公众开放，这也是导致实践调研受阻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这就造成了课程调查与后期的课程设计联系不够紧密，不能更好地为后期的课程设计服务。另外，对于课程设计任务的安排，

为学生提供何种类型、多大尺度的设计底图，是困扰教师的问题。由于课程课时较少，并且有些课程安排的阶段靠后，如“景

观植物设计”，理论课时仅 16个课时，实践安排一周，并且是安排在大四的上学期，这样导致教师讲不了什么内容就要安排课

程设计作业，同时，学生在特殊的阶段出勤率不高，导致学生往往不能理解所学的理论和技能与将来所从事的职业之间的关系，

从而难以满足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也不利于学生自身综合能力的提高。

2、风景园林专业园林植物类课程改革构想

2.1完善园林植物类课程设置

课程体系和课程设置是关系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问题。在湖北工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进行课程设置和课程体系建设时，制

定的园林植物类课程教学存在课程体系不完善，课程之间衔接不紧和部分课程内容重复等问题，并且由于实践场地受限等因素，

导致课程教学强调理论知识，忽略实践技能。针对目前的园林植物类课程存在的问题，在现有的课程数量和学时很难增加的情

况下，可以根据风景园林专业的特点，充分利用短学期实践课程，有选择地设置必修课程、选修课程以及实践周实践课程，把

“景观生态学”、“园林树木学”、“花卉学”、“植物学”、“植物景观规划设计”等课程设为必修课程，把“园林植物栽

培与养护”、“园林苗圃学”、“盆景与插花”、“园林绿地管理”和“景观管理”设为选修课程或实践周实践课程，建立整

体统一的课程教学内容。“园林植物类课程”总的教学目标应该与风景园林设计师必须掌握的园林植物知识一致，并要有量化

的考核指标，因此相关课程的教学大纲、内容、方法、资源、考核体系的统筹调整非常重要。

2.2强化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风景园林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以缩小学生“眼、手、脑”三者之间的差距为目标，强化实践教学，按照循序渐进的

原则构建实践教学体系，不仅要明确每门园林植物类课程的实践教学目标和要求，还应该强化构建以规划设计为主要目标的课

程实践教学体系，主要完善园林植物认知、园林植物生产和供应、园林植物景观规划与设计以及园林植物栽培与养护等几类实

践教学体系。

2.3注重人才应用创新能力培养

结合湖北工业大学 721人才培养计划的调整，面向 70%左右的学生提供实践和动手能力的平台；针对 20%左右的学生，激发

植物景观规划与设计的能力，并引导其参与实际项目；针对 10%左右的学生，强化其植物景观规划与设计的能力外，还应训练其

作为风景园林植物设计师的职业素养，并引导其独立完成实际项目。

3、结 论

风景园林学科自成立以来，便以其强大深远的知识背景著称，作为风景园林专业的教育工作者，应深刻理解风景园林专业

的特征，明确专业的主要培养方向，掌握与本专业相关的多学科知识，强调专业素质的培养，是现代风景园林专业教育的基本

导向。通过对现有湖北工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的园林植物类课程的逐步完善和教学方法的提升，笔者相信会培养出更加适应社

会需要、具有扎实园林植物知识和技能的风景园林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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