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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工科建设发展,培养工程人才综合思维得到了风景园林学科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探索专业学习与批判性思考深度融合的教学方法成为关键。 以西方园林史教学为媒介,突破原有教学

中依赖教材的被动式授课教学模式,采用视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完成问题为导向的阶段性课程任务,
进行思维训练与批判性思考。 文章对思维训练的内涵及其影响下的西方园林史教学改革目标进行探

讨,梳理了西方园林史学习的多元视角,阐述了以“视觉”为切入的引导方式在阶段性任务框架中的作

用,以意大利台地园兰特庄园作为教学示范案例,说明视觉导向的教学任务在发现问题阶段、背景研究

阶段、详细论证阶段、综合结论阶段的具体应用及其呈现方式,综合评析了“视觉”与“问题”引导下的西

方园林史学习的方法与特点。
关键词:思维训练;视觉教学方法;西方园林史;问题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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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史一方面是指对具体的园林所作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又是以园林为出发点的人类文化

形态史[1] 。 首先,以“园林”为媒介,通过对历史花园景观形成、发展、衰落过程中独特的社会、经济

与政治环境的综合认知拓展对人类文化的深刻理解。 其次,通过学习中西方历史花园景观使学生

从中受到创造启发,将历史花园景观中具有参考价值的视觉、空间、体验要素转化为适用于新情境、
新时代的设计原则、逻辑和方法,激发学生再创造,提高创造热情。 因此,西方园林史课程对于提高

学生的人文艺术修养和设计专业素养具有双重意义。
本次课程改革主要面向新工科背景下“双一流”建设高校风景园林学科大二学生。 新工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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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应对变化、塑造未来的建设理念,因此重在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跨学科与系统思维、全球化思维

模式[2] 。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双一流”建设高校风景园林学科的教学也随着时代要求动态调整,更
加注重前沿知识和学科交叉知识体系建设(图 1)。 西方园林史教学视野需要进一步扩展,教学目标

从培养学生获取学科内专业知识,调整为培养学生专业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达到未来工程

人才培养质量要求。 课程设置为 2 学分的专业必修课,16 周共计 32 学时。 课程人数 40 ~ 45 人,以
风景园林学专业学生为主,兼有建筑学、城乡规划学专业学生。 学生具有一定设计基础经验与图解

分析景观、建筑和规划作品的绘图能力。 同时学生学习能力较强,有一定的问题意识和自主解决问

题的潜力。

图 1　 2021 华南理工大学风景园林本科必修课程体系(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一、思维训练:从“学习模式”向“思考模式”转变的途径

西方园林史教学常用方法为通过从不同园林流派风格史中归纳总结具体案例,达到厘清园林

发展历史脉络的教学目标。 随着互联网资源的普及,学生可以跳出对经典教材的依赖,通过网络获

取更多西方历史花园景观及其发展演化的学习资源,获取关于西方历史花园景观的描述、形式、影
像、体验等信息。 然而,网络资源带来的知识庞杂、信息量过剩、准确度降低等问题已成为学习过程

中的双刃剑。 面对大量信息,学生如何通过批判性思考达到深度学习的目的成为更为重视的价值。
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我们如何思维》一书中探讨了什么是思维训练及如何进行思维训

练[3] 。 思维训练是从自然的思维能力转化为受过检验的专业性思维能力的过程,研究事物的智力

目标,即特性、结果、结构、原因、效果等较为抽象的论证,为新情境补充经验,从而解决新情境中的

问题。 越来越多的历史教育者倡导从传统历史学习方式向主动接受和探索发现紧密结合的现代历

史学习方式转变。 有学者指出,历史本身有自己的特点,它是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依靠历

史学家的想象力加工而成的[4] 。 每个学生都可以用历史学家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园林史,通过主动

构建的过程,进行思维训练,从而养成学术对话与前沿意识。 因此,本文提出以园林为媒介,引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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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分解思维训练过程,深入学习,从“学习模式”转换到“思考模式”。 学习强调

从既有的框架中导出答案,而思考强调从自己创造的框架中导出答案。

二、多元视角:历史研究范式转型影响下的教学引导

园林史的研究是以园林作为出发点与驱动力,研究园林历史的特性及其发展线索,是历史研究

的范畴。 因此,历史研究范式转型为西方园林史的教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近期的园林历史

研究文献表明,园林的研究应从更为宽阔的视角,利用多样的组织方式来描述有关园林的历史事件

与进程。 金云峰对近年来西方学者所采用的“情境分析”园林史作了综述,并说明园林史的研究始

于问题而非风格,不再以国家和时期来划分园林研究领域,而是结合社会、政治、文化、思想、观念等

问题与社会科学新成果紧密相连[5] 。
首先,历史的研究从区域史到全球史转变。 全球史的视角更为开阔,采用文明的比较方法对人

类各区域历史进行审视,从研究的“历时性”转到“共时性”。 通行的做法是利用跨国史的视角来审

视一个国家的历史,重视研究外来的影响对一个国家历史发展的意义[6] 。 如引导学生对比同一时

期,不同国家之间园林文化的影响。 其次,历史研究从更为微观的角度出发,关注个人经历,重建影

响个人行为的社会环境,把个体研究置于背景中。 如引导学生探讨园林要素与城市背景的关联,或
个体艺术家与整体行业发展之间的关联等。 最后,拓展历史研究的领域,关注从特定视角出发,注
重学科的交叉研究。 如引导学生从文学、雕塑、哲学、历史保护等角度探讨花园体验,尝试从新的切

入点对其进行评价与评估。 因此,从“历时”向“共时” “系统”向“多元” “内核”向“外延”的多元视

角出发,为以思维训练为目标的“教”与“学”提供了更广阔的背景与方向。 同时以学生的直接新经

验作为深入学习与问题探究的基础,将学生对于园林问题的理解、园林设计的经验、西方文化与艺

术的理解纳入课程组织引导(图 2)。

图 2　 园林作为媒介的问题导向思维的训练(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三、视觉思维:阶段性任务框架下的视觉教学方法

在园林史学习过程中,历史花园景观案例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和文化产品,代表着园林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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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或是赞助者的理想和价值观。 围绕案例进行艺术探究,既可以获取关于园林历史的新知识,
也可以完成以“园林”作为媒介的深入学习与批判性思考。 因此,需要根据思考的特点,设置具体的

任务目标,完成周全、透彻、仔细的思考。 当学生形成思维习惯,不仅可针对园林历史景观这一艺术

形式进行探究,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拓展至绘画、雕塑、现代景观等其他艺术形式。
艺术探究以明确问题、断言与判断作为探索的开端,对各种立场、理由进行充分论证。 明确问

题是思维训练的开端,核心是触发学生思考,帮助学生厘清将要开展哪方面的历史花园景观探究,
如描述性判断、解释性判断或关于审美、价值比较性判断等[7] 。 将具体问题置于背景语境之中,比
较性地评价各种理由和论证,从而得出一个基于充分理由支持的判断,这是思维训练的结果。 引导

学生观察、诠释与评价是解决艺术探究问题。 观察是对案例的详细描述,要求学生不要急于给出判

断,而应对案例的要素、形式、色彩、样式、布局等进行仔细观察。 诠释是对观察结果给予假说,提出

多种解释、有效解释或最佳解释。 评价是基于问题的背景语境,设定标准、评价理由,从而得出自己

对于问题的判断。 然而,多角度和多要素的观察和研究需要依赖一种更为直观、丰富和立体的教学

形式。
视觉教学方法具有直观化、高度形式化的特点,对学生观察、分析、感知、评价历史花园景观设

计过程十分有效。 首先,教学充分发挥视觉器官的优势,
 

遵循直观性的原则[8] 。 其次,全新的图像

时代,视觉媒介主导着文化,通过高度形式化的图像转化思想,起到一图胜千言的效果。 最后,通过

视觉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建立历史花园景观与现有设计需求之间的链接,提高学生的视觉素养[8] ,读
图、解图、制图、用图交流的能力。 通过绘画,从设计专业视角理解历史花园景观,更加有助于学生

对历史花园景观空间的深层解析与阐释,形成对历史花园景观的综合逻辑分析,实现对现有专业实

践的进一步创新(图 3)。

图 3　 视觉教学方法(图片来源:结合文献改绘[8] )
 

清晰的阶段性任务框架可以推动学生以问题为导向,以视觉的思维完成观察、诠释与评价。 因

此,课程采用符合思维训练目标的任务框架,依此完成发现问题、背景研究、详细论证、综合结论等

各阶段的任务(图 4)。 在课程组织上,通过理论讲座、专题研讨、汇报演讲等教学环节,实现对学生

的思维训练。 突出实践问题导向,以学生为主体,减少讲座所占比重,增加研讨环节,帮助学生合理

规划自己的研究方向,逐步开展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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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任务框架阶段及具体内容(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应用阶段性任务框架,通过个人或团队合作的方式依次完成阶段性教学目标。 每个阶段根据

明确的阶段目标,通过回答问题、小组合作、讨论辩论、汇报展示、视频分析、角色扮演等方式,启发

学生,打开思路。 同时教师给予阶段反馈与综合反馈,协助学生完成由简入难、由浅入深的批判性

思考。 以历史花园景观案例为核心,提出并解决问题,完成深入学习与批判性思考,进一步完善学

生对历史花园景观艺术探究的方法和步骤。

四、教学示范:以意大利台地园兰特庄园为例

(一)发现问题阶段

此阶段注重研究始于问题,关注方法上的反思性讨论[9] 。 目标为利用思维导图和 MECE
(Mutually

 

Exclusive
 

Collectively
 

Exhaustive)法提出可供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触发学生快速开展思考。
思维导图是使用节点代表概念,使用连线表示概念间关系的知识组织和表征工具[10] 。 思维导图从

一个中心主题引发出关键分支,将一个大主题分割为若干易于学习的零散部分。 此阶段首先观看

兰特庄园视频影像。 然后教师提问“对兰特庄园有哪些印象或者记忆最深刻之处?”鼓励学生畅所

欲言,并将想法以词汇和词组的方式记录在纸上。 进一步提问“这些特征和关键词可以用哪些概括

性的词汇进行总结? 如何分类?”小组根据问题进行讨论并绘制思维导图。 最后讲解思维导图的使

用方法和逻辑,小组修改思维导图并完成图纸绘制。
首先,通过思维导图梳理出对哪一个分支感兴趣,这将决定小组的研究方向,如水景方向、植物

种植方向、雕塑方向、神话寓言与园林的关系,等等。 然后,讲解 MECE 法则逻辑与方法,MECE 法释

义为相互独立、完全穷尽,是麦肯锡思维过程的一条基本准则,完整又彼此独立的问题定义是进行

后续问题分析和解决的基础[11] 。 有意义的分解问题可以帮助学生发现自己做了关于什么的思考,
还有什么地方没有思考。 具体为通过绘制 Why 引导的树状图,利用 Why 与

 

when、who、where、how
组合提问,使问题逐渐聚焦(图 5)。 再次,通过小组讨论的方式确定将从哪些维度展开探讨。 最后,
绘制 MECE 图,将解决办法(或可能原因)进行大类划分,尽可能发散思维去猜想进一步的解决方案

(或可能原因),由此作为下一步问题探究的引导(图 6)。
(二)背景研究阶段

园林作为设计的景观坐落于一个独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代表创作者、所有者或赞助者

的理想和价值观,因此,对于历史花园景观的研究首先要对其独特的环境做分析。 事件和现象发生

存在横向和纵向两方面的特征。 横向指事件和现象发生的背景,即同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科
学、艺术等方面的影响。 纵向指事物本身的发展脉络,即兰特庄园的发展史,探究不同时代兰特庄

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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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应用 Why 型树形结构完成问题细化(图片来源:作者自缓)

图 6　 学生作业示例———MECE 法细化研究问题

图 7　 学生作业示例———背景图

通过绘制背景图厘清横向特征。 绘制背景图是为了帮助学生对所要回答的问题从历史环境、

政治环境、艺术家的个人经历等方面进行背景梳理。 绘制思路为从大到小,首先关注时代大事件,

其次找到契合选题的切入点,最后深度分析相关影响。 例如:结合文艺复兴时代政治、文化、经济、

技术、艺术背景,确定选题为水景;参考 MECE 图的逻辑切入到具体的点,概括当时的水景技术背

景、雕塑艺术审美与水景关联背景、艺术家自身艺术创造背景;最后,概括当时可能存在的争论和争

议,以及现代人的一些看法(图 7)。

通过绘制年代表厘清纵向特征。 年代表是为了帮助学生发现影响园林创作的相关事件的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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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以说明可能的因果或影响关系。 首先,绘制前应当先明确线索,如兰特庄园的发展线索、西方

水景形式的发展线索、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线索。 线索应当有助于解决小组所提出的问题。 然后,以

线索为主轴,如兰特庄园在不同主教掌管下不同阶段的事件。 最后,以平行时间的其他线索作为次

轴,形成年代轴网络和关系嵌套(图 8)。

图 8　 学生作业示例———年代表

(三)详细论证阶段

解决问题是思维训练的核心与目标。 为了得到关于问题的详细论证,需要对以往研究的各类

观点和自身关于园林历史的认知与思考进行比较分析与综合详细论证。 参考 Elizabeth
 

Boults 与

Chip
 

Sullivan 在 Illustrated
 

History
 

of
 

Landscape
 

Design 中所强调的视觉导向[12] ,利用图像方式传达思

想,既符合学生专业特长与设计需求,又可以更好地利用视觉思维进行思维训练。

详细论证阶段目标为利用视觉导向,即采用图示化语言与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展示对于问题探

究的过程。 论证过程要求学生结合文献研究,围绕具体历史花园景观案例,通过学生所擅长的手绘

图、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透视图、序列图等设计语言,形成视觉叙事或故事版,通过绘画的方式,

观察、分析、感知设计过程,评价作品质量(图 9)。 视觉叙事或故事版是对具体情境和空间的想象和

理解,包括空间形态、空间功能和人物活动等,应当生动地表现在图中。 视觉叙事或故事版可以尝

试与年代图结合,展示某种特征或变化(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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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围绕中心对象展开视觉导向的详细论证(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 10　 学生作业示例———视觉叙事

(四)综合结论阶段

综合结论阶段的目标是通过完成词汇表和原则图,对研究问题进行的总结与提炼。 词汇表是

研究过程中对研究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词汇的总结,可以是名词,如总结特征的名词或专有名词,也
可以是形容词。 扩充的词汇数量为 3~ 5 个,内容依据对问题论证过程中关键词的提炼,包含图像、
中文、英文、释意等,便于学生记忆(图 11)。 通过总结词汇表,让学生了解语言的意义,培养学生表

达精准概念的习惯。
原则图是总结与研究问题紧密相关的设计原则,可采用图示与文字释义组合的方式。 原则图

是对所需要回答问题的高度凝练,可应用于当今园林设计新场合与新情境中。 与词汇图不同的是,
原则图通常是一句话,总结和反映兰特庄园或是研究问题的总体特征,也可以理解为试图解答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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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提出的问题(图 12)。

图 11　 学生作业示例———词汇表

图 12　 学生作业示例———原则图

五、讨论与反思

西方园林史的教学目前采用的授课思路仍偏向于理论型教学,以讲座的形式呈现,而学生在网

络时代比以往更容易获取信息,也更喜欢具有创新及挑战的事物。 如今,讲座式的知识传授,或对

经典教材的研读,能满足学生寻求更有趣的课堂的需求和预期,因此,通过提高讨论环节的比重让

学生更有参与感与互动性。
研讨虽然将更多的主动权交由学生,但教师在课堂组织方面仍负有主要责任。 教师需要清晰

地设置各个阶段的学习目标,各阶段目标由浅入深,不断累积,形成对思维训练的完整构建。 每个

阶段设置有意义且多样化的任务以促使学生深入思考、积极参与。 任务设置方面,更加强调手绘及

对设计的探讨。 每个阶段,针对学生的成果要形成反馈,提出建设性意见及改进建议。
以问题为引导的学生探究方式可以让学生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思考,在西方园林史的教学中

利用阶段性课程任务框架,可以更好地明确各个阶段的学习目标和思维训练任务。 结合学生思维

发展特点,采用思维导图、MECE 法发现问题,应用背景图及年代表对背景进行广泛研究,围绕中心

问题开展视觉导向的详细论证,以扩充词汇表、总结原则表来完成综合结论。 因此,以历史花园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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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为媒介,进行有目的、阶段性思维训练是实现培养学生问题意识、学术意识、前沿意识的有效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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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constructio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ducators
 

have
 

widely
 

concerned
 

cultivating
 

the
 

comprehensive
 

thinking
 

modes
 

of
 

engineering
 

talents.
 

They
 

have
 

also
 

focused
 

on
 

the
 

key
 

problem
 

of
 

exploring
 

the
 

teaching
 

method
 

that
 

deeply
 

integrates
 

the
 

professional
 

learn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
 

This
 

paper
 

takes
 

the
 

teaching
 

of
 

western
 

garden
 

history
 

as
 

the
 

medium 
 

breaks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passive
 

teaching
 

mode
 

of
 

mainly
 

relying
 

on
 

teaching
 

materials 
 

and
 

applies
 

visual
 

teaching
 

methods 
 

in
 

order
 

to
 

guide
 

students
 

to
 

complete
 

the
 

problem-oriented
 

curriculum
 

tasks 
 

and
 

execute
 

mental
 

exercises
 

and
 

critical
 

thinking.
 

Firstly 
 

the
 

paper
 

discussed
 

the
 

connotation
 

of
 

mental
 

exercises
 

and
 

under
 

its
 

influence 
 

the
 

teaching
 

reform
 

goals
 

of
 

western
 

garden
 

history.
 

Secondly 
 

it
 

organized
 

the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western
 

garden
 

history
 

learning.
 

Then 
 

it
 

illustrated
 

the
 

role
 

of
 

vis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in
 

the
 

staged
 

task
 

framework.
 

Finally 
 

it
 

employed
 

the
 

Italian
 

terrace
 

garden
 

Villa
 

Lante
 

as
 

a
 

case 
 

to
 

explain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visual
 

oriented
 

teaching
 

task
 

in
 

the
 

stages
 

of
 

problem
 

discovery 
 

background
 

research 
 

detailed
 

demonstration
 

and
 

comprehensive
 

conclusion.
 

This
 

paper
 

has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d
 

and
 

analyzed
 

the
 

metho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earning
 

the
 

western
 

garden
 

history
 

under
 

the
 

guidance
 

of
 

vision
 

and
 

problem.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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