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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课程在风景园林专业课程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和框架作用。 在

风景园林学科新一轮课程体系调整背景下探讨中国园林史课程教学改革,以“例释”为特色构建“知识与

技术—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3 级目标教学体系,帮助学生建立对中国传统园林的时空认知,
形成对中国传统园林历史性的完整认识,探索园林历史学习对于当代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的意义,理解

和继承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实现“知”与“行”的结合,“识”与“智”的

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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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1 年风景园林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风景园林专业从过去与建筑、规划之间的隶属关系转

变为与其平行的一级学科,共同组成中国人居环境建设领域的三大学科[1] 。 近年来,在各种国家政

策的推动下,风景园林行业成为构建美丽中国的重要力量,这对当今的风景园林教育提出了新的要

求。 风景园林教育需要培养具有专业知识、思辨能力和文化自信的未来风景园林中坚力量。 审视

风景园林教育不难发现,教学的重心在于对“知识与技术”的培养,“过程与方法”和“情感态度与价

值观”则常被忽视[2] ,因此,所培养的学生在参与实际工作之后虽然“技术好,上手快”,但面对复杂

的专业问题时缺乏研究和思辨能力,具有较好的设计表现能力却缺乏文化自信。
教育的本源在于“育人”而非“制器”。 对于风景园林专业人才培养而言,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

课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与框架作用。 以中国园林史课程的教学为例,通过以“例释”为特色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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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式构建“知识与技术—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3 级目标的教学体系。

一、关于“例释”

通过“例释”的方法进行中国园林史课程教学,源于笔者求学期间参加北京林业大学孟兆祯院

士为门下博士生所开设的“园冶例释”研讨课程。 孟兆祯院士通过中国传统园林的经典案例对《园

冶》中的字句进行注解,利用现场考察、照片、视频、绘画等方式将生涩的“骈文”转化成便于理解的

具体形象,而孟院士声情并茂的讲解与绘图示范也激发了学生对传统园林的兴趣与思考[3] 。
“例释”的教学方式通过具体案例向学生呈现和解析问题,选择适当的案例,将学生引入一个具

体的情境之中,客观而多维展现大量细节信息,引发学生主动分析和解读。 “例释”的教学方式着重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达到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目的[4] 。 风景

园林设计学科具有实践性、综合性等特点,风景园林相关课程的教学也应以设计为中心,注重设计

方法、设计过程、设计思维的培养。 “例释”的特色在于通过文字、照片、视频等多种展示方式进行丰

富、细致的描述与分析,展现完整而形象的设计特征,揭示设计背后的逻辑与方法,这与风景园林课

程教学的要求恰好一致。
对于中国园林史一类的历史理论类课程,传统编年体的教学方式可以高度凝练地展现园林发

展的历史过程,但这种框架性的解读容易让学生停留在对不同时代园林风格的感性认识层面,忽略

对园林形式生成逻辑的思考,难于形成对自身文化的正确认识。 “例释”的教学方法是在编年体框

架基础之上选择有代表性的案例,通过多形式的教学资源和多样化的教学组织,构建中国园林史

“知识与技术—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 3 级目标教学体系,实现设计技巧、设计方法、
设计哲学 3 个层次的能力培养(图 1)。

 

图 1　 中国园林史“例释”教学方法的内涵

二、以“例释”为特色的教学探索

(一)教学目标

风景园林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应用性学科,强调基础理论知识与设计实践融会贯通。
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课程的教学应以“知行合一,转识为智”为基本理念[5] ,强调“为设计学习历

史”
 [6] 。 因此,以“例释”为特色的中国园林史提出了“知识与技术—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3 级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术层面,还原案例生成的具体环境,剖析中国园林的营造技法和造园特色,进
而掌握中国园林的发展演变过程与基本特征;过程与方法层面,深入探讨园林的兴造过程,培养学生的

分析思维,以史为鉴,探索可为当代设计借鉴的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层面,将园林历史、园林设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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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体验、园林文化联系起来,深入理解园林内涵,形成对中国传统园林历史性的完整认识,理解和继

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专业自信与文化自信。 以“例释”为特色的中国园林史教学力求做到

“知”与“行”的结合,“识”与“智”的共进[5、7] 。
(二)教学组织

以“例释”为特色的中国园林史教学采用课堂互动式情景教学加课后自主学习的组织方式(图 2)。
园林历史与理论类课程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常常面临内容众多但课时有限的问题,为达到教学计划对知

识点掌握情况的要求,课堂教学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教师向学生的单向信息传递,教学方式单一,教学

效果一般。 为适应园林史课程有限课时内需要掌握较多零散知识点的状况,需要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

能力,形成课上启发引导—课外小组自主学习—课上交流共享的教学组织模式,让课堂时间更多集中

在要点讲解和互动交流环节。 课程还建立了在线教育平台和共享资源库。 利用在线学习平台提供部

分课程导读讲义,组织相关课程的讨论互动,并借助百度网盘等平台建立共享素材库,包括案例分析素

材库、教学视频纪录片、往届学生研究成果汇总等。
为保证课外学习投入的时间与质量,课程对各自主学习环节进行了详细的设计,明确学习内容、学

习目标、学习要求和考核标准。 课程教学还与教师的科研课题、毕业论文和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结合,
将学生对某一方面的兴趣转化为更加深入的研究。

图 2　 以“例释”为特色的中国园林史教学模式

(三)教学内容

中国园林史课堂教学首先引导学生梳理中国传统园林发展的历史脉络,建立“例释”的时空框架,
穿插主题教学的环节,对造园理论《园冶》进行解读,奠定“例释”的理论基础,对文人园林及皇家园林

两种重要的园林类型进行详细“例释”。 自主学习的部分则分为案例重释、案例重现、特色研究与设计

创新 4 个部分,围绕一个案例或一类案例展开研究并最终导向设计应用。
课堂教学的重要环节是梳理历史发展脉络,帮助学生了解园林发展演变过程与时代特征。 脉络梳

理不仅是内向性的编年体书写与形式分析,还应暂时摒弃园林的个性特征,将园林作为一个整体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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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观察,使学生能用一种发展和辩证的方式看待园林发展的全过程,形成

对中国传统园林史的完整认识,深入思考传统与现在、传承与发展的关系。 脉络梳理的另一项重要工

作是参考《中国古典园林史》和《中国园林史年表》组织学生绘制园林的时空分布地图,训练学生掌握

基本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建立“例释”的时空框架。
课堂主题教学环节对《园冶》一书进行导读,奠定“例释”的理论基础。 选择《园冶》中的重要章

节———《兴造论》与《借景》,进行较为详尽的解读。 《园冶》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造园专著,是中国传统造

园理论与思想的精髓。 孟兆祯院士强调从风景园林专业应用的角度解读《园冶》,“注释乃文学之事,
懂得目的在应用,以实例释理,符合意象艺术规律,听讲悟心,理致合一。”

 [3] 《园冶》所提出的“巧于因

借,精在体宜”的方法论和“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审美观[8] ,以及孟兆祯院士基于《园冶》所提出的以

“借景”为中心,明旨、相地、问名、布局、理微、余韵的园林设计方法[9] ,是以“例释”为特色的中国园林

史教学的理论基础。 “例释”部分则选择不同时期典型的文人园林及皇家园林,从设计技巧、设计方法

和设计哲学的不同层面深入剖析。 在授课过程中还可以引导学生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规模的

园林进行对比分析,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启发学生探索传统园林对于现代园林设计的意义。
自主学习的部分依托课程教学资源库和在线学习平台,开展小组讨论和课外辅导。 通过案例重

释、案例重现、特色研究与设计创新 4 个板块进一步深化课堂教学成果,主要强调分析思维能力和设计

应用能力的培养。 “案例重释”是指选择《园冶》的某一章节或主题(如:借景、相地等)深入阅读,并以

此为特定视角对明清时期的园林案例重新解读,将《园冶》文字性的描述转化成具体而形象的园林案

例,用优秀传统园林案例的空间形式与序列、园林要素、尺度与材质等具体内容形象化地解析传统园林

的设计方法。 “案例重现”是通过文献资料搜集和研究对“影园”进行复原性设计。 影园是由《园冶》的
作者计成亲自设计的,恰好成为《园冶》造园思想的注解。 “复原重现”的过程需要学生多渠道搜集和

整理历史文献资料,并在历史依据的基础之上,完成从文献到三维空间的研究型设计。 “特色研究”可
与教师的科研方向、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相关竞赛和毕业设计等结合,探讨传统园居生活方式对园林

设计的影响、岭南园林与小气候环境营造、健康视角下的中国传统园林研究等较为复杂和思辨性的问

题。 “设计创新”则是对园林史学习的综合应用。 中国传统的文人园林是园主志趣和审美的体现,园
之异宜在于“人之异宜与地之异宜”

 [9] 。 设计创新要求学生以自我为命题,为自己设计一座纸上之“乌
有园”,是对学生思维能力、设计能力和表达能力的综合训练。 4 个板块以“例释”的方法帮助学生实现

“分析-理解-应用”的转化。

三、“例释”的延展与衍生

历史和理论课程是专业学习的基础,以“例释”的方法解读中国传统园林具有很强的延展性和关

联性。 通过不同侧重点的内容组织,搭建与相关专业课程的联系,实现对理论的灵活应用。
从课程模块而言,以“例释”为纽带,中国园林史课程可与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风景园林遗产与

保护和通识类课程组成“中国传统园林文化”课程模块,对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还可与西方园林史、近现代园林研究和当代风景园林理论等课程组成

“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课程模块,弥补现有风景园林本科教育中理论类课程设置缺乏历史连贯性和

前沿性的缺陷(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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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例释”的延展与衍生

从课程体系而言,不同视角进行的中国传统园林“例释”为风景园林基础、设计、工程、生态、遗产

保护和公选类课程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库。 感知体验的视角帮助初学者形成对园林的感性认识,空间序

列的视角可以帮助学生建立尺度与空间的概念,加强对园林空间构成的理解,设计方法的视角可以鼓

励学生探索传统造园方法在当代园林规划与设计中的应用。 传统园林的自然观和人居环境思想也体

现了当今生态设计的价值导向,中国园林史与其他文化类和历史类通识教育课程互补,可提高学生的

文化修养与文化自信。

四、结语

现有的园林史类课程主要分为中国园林史和西方园林史两部分,常集中于一个学期,学时数为 40
学时左右。 不论是课时还是教学内容都很难满足教学目标所提出的要求,新一轮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

需要对此进行适当调整。
1)构建“园林历史与理论”的课程模块。 独立的课程已经无法满足教学目标所提出的要求,模块

化的课程设置势在必行。 在教学内容方面,园林史的教学不应割裂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应
保持历史叙事的完整性和连贯性,除中外古典园林史还应增设近现代园林研究和当代风景园林理论课

程,使学生更加系统地了解和把握学科发展历史和动向,启发学生思考当代风景园林面临的问题与

挑战。
2)加强专业课程之间的关联性。 分析园林史课程与其他专业课程的关系,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

方法、价值观 3 个层面对风景园林制图、风景园林设计初步、风景园林规划设计、风景园林遗产保护等

课程的相关知识单元进行交叉重构,形成相互关联的教学体系与作业体系。
3)建立开放式的中国传统园林案例资源库,完善学生自主学习平台。 突出地域化理论和实践案

例的挖掘与分析,建立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园林案例资源库和山水文化资源库,回归园林的文化载体

本源。 着力于人文素养的培养和价值观的传达,帮助学生自我突破,进而实现专业的突破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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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ory
 

and
 

histor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s
 

an
 

important
 

fundamental
 

and
 

basic
 

course
 

for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With
 

the
 

new
 

round
 

of
 

changing
 

of
 

curriculum
 

system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novation
 

of
 

theory
 

and
 

histor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ourse
 

based
 

on
 

illustration
 

and
 

proposes
 

a
 

teaching
 

framework
 

with
 

three
 

different
 

objectives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procedure
 

and
 

method 
 

and
 

passion
 

and
 

value.
 

This
 

study
 

aims
 

to
 

help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space-time
 

cogni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gardens 
 

develop
 

a
 

holistic
 

map
 

for
 

the
 

history
 

of
 

Chinese
 

garden 
 

explore
 

the
 

contemporary
 

meaning
 

of
 

history
 

for
 

modern
 

landscape
 

design 
 

and
 

understand
 

and
 

inherit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al.
 

It
 

is
 

helpful
 

for
 

students
 

to
 

form
 

a
 

positive
 

outlook
 

on
 

the
 

life
 

and
 

the
 

world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into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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