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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程思政建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已成为全国高校各专业教育教学改革

的主要方向。 中国园林史是风景园林专业的核心课程,担负着传递正确史学观与哲学观的重要使命,是
课程思政建设的前沿阵地。 文章以广州大学风景园林专业中国园林史课程教学改革为例,通过课堂上

下“双向联动”,推进学生“学习、思考、实践、感悟”的认识过程,从而实现“明历史发展之理,增园林艺术

之信,崇爱国爱民之德,力专业报国之行”的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其中,课堂主要举措包括:宏观架构,纵
横兼顾;以点带面,详略突出;温故知新,举一反三。 课后主要举措包括:任务驱动,学生主导;必做选做,
注重差异;过程评价,激励竞争。 该教学改革探索促进了课程教学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价值目标的

全面实现,为中国园林史和相关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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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1 年成为一级学科以来,中国风景园林教育在培养规模、课程体系、教育管理等方面均取

得了较大发展,形成了内涵清晰化、培养层次化、交叉深度化和合作协同化的学科教育发展特点[1] 。
2020 年 5 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

体系,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课程思

政建设对风景园林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风景园林教育工作者积极适应新变化、挑战新高峰。 例如:同济大学风景园林专业构建了以历

史观、哲学观为原点,以伦理观、社会观为基础,以资源观、发展观为落点,以世界观、协同观为目标

的全环节专业思政课程链[2] ;苏州科技大学风景园林专业以生态文明理念为切入点,从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培养体系、教学方法三个方面探讨了生态文明思政教育与风景园林专业课程教学协同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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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改革路径[3] ;浙江农林大学提出将思政教育与园林发展历史、专业发展要求以及工程技术应

用专业知识相结合,通过确立“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以达到课程思

政的教学效果[4] 。
除了基于课程体系的思政教育探索,单一课程的思政建设也成为风景园林教学改革研究的热

点,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园林艺术课程[5] 、华中农业大学的风景素描课程[6] 、福建农林大学的风

景园林规划设计课程[7]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的风景园林建筑设计课程[8] 、石河子大学的园林工程课

程[9] 、长江大学毕业论文(设计)课程[10]等都进行了相关探索。
中国园林史是风景园林专业的核心课程,作为以风景园林的产生条件与历史背景为主要内容

的课程,中国园林史担负着传授正确史学观与哲学观的重要使命[2] 。 无论是单一课程的思政建设

还是服务于课程整体思政体系的构建,中国园林史均是风景园林专业当仁不让的思政建设前沿阵

地。 其课程思政建设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应君等认为中国古典园林史可以以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寄
情山水的隐逸文化、诗情画意般的闲情逸致作为课程思政的具体内容[4] ;魏菲宇提出以文化自信为

切入点,使学生充分理解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价值,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和延续不断的生命

力,在与外来文化的比较与选择中,保持对本民族风景园林文化的高度认可与自信[11] ;李素华等提

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言传与身教相结合、教书与育人相结合、成人与成才相统一的中外园林史课

程思政的融入途径[12] ;同济大学风景园林专业思政课程链更是以中外园林史为基础,通过城市绿地

规划设计原理与风景区规划原理等理论课程的协同教学,层层递进达成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2] 。
上述研究从不同侧面为中国园林史的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思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如

何在课程教学中落实课程思政建设,尚未有可以直接借鉴的教学模板。 本文以广州大学中国园林

史课程教学为例,提出通过课上课下“双向联动”的建设路径,在推进学生“学习、思考、实践、感悟”
的过程中逐步实现“明历史发展之理,增园林艺术之信,崇爱国爱民之德,力专业报国之行”的课程

思政目标,以期为相关课程的思政建设路径提供参考。

一、教学目标的确定

课程的教学目标制定以课程地位与作用、人才培养定位与学情分析为主要依据。 中国园林史

是广州大学风景园林专业的九大核心课程之一,担负着讲授中国古典园林的历史知识和理论,丰富

风景园林艺术创作手法,培养风景园林审美鉴赏能力,构建专业科学思维体系的教学任务。 作为一

门既概述中国古典园林发展脉络,又涉及各时期代表性园林实例展示的课程,中国园林史蕴涵着丰

富的课程思政元素,最核心的就包括园林发展脉络中的历史观和哲学观,园林代表性实例的艺术价

值和思想内涵等。
广州大学风景园林专业以培养规划设计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不乏存在学生轻视历

史理论课程的情况。 作为“00 后”的学生普遍存在自我意识强、思维活跃、善于应用现代工具等特

点。 同时,在之前学年的平台设计课程培训后,学生已初步构建规划设计的逻辑思维体系,部分学

生具有积极寻求难度的心理。
根据课程的地位与作用,结合广州大学人才培养的定位和学情分析的结果,将课程的教学目标

确立如下。
(1)知识目标:使学生了解中国古典园林的历史发展脉络,掌握代表性的古典园林实例,理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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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古典园林艺术创作的理论和手法,掌握中国古典园林历史研究的基本手段和方法。
(2)能力目标:提升学生风景园林艺术作品的审美鉴赏能力,构建起园林历史研究的科学思维

体系,使其具备分析和解决园林理论与历史问题的能力,以及沟通协作、终身学习和守正创新的

能力。
(3)价值目标:使学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思

想价值体系的认同、推崇与传播;增进对风景园林的专业认同感;增强对中国古典园林优秀思想理

论、艺术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的专业使命感,从而逐步实现“明历史发展之理,增园林艺术之信,
崇爱国爱民之德,力专业报国之行”的课程思政目标。

二、课程思政建设路径

课程采用传统的课上讲授、课下训练的方式,结合“双向联动”的举措逐步推进学生“学习、思
考、实践、感悟”的认识过程,从而实现思政元素的“无声”融入与全程“润物”。

(一)课堂联动举措

课堂教学参照清华大学周维权先生撰写的《中国古典园林史》的编排顺序,按照中国古典园林

的历史进程展开,主要分为生成期、转折期、全盛期、成熟期、成熟后期五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分为历

史背景和园林实例两大部分。 教师在课程讲授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摒弃单一的教师“输出”,多结

合学生的“推导” 开展,注重传授历史研究的基本手段和方法,逐步构建和完善学生的逻辑思维

体系。
 

1. 宏观架构,纵横兼顾

在讲授中国古典园林的历史发展阶段时,教师首先会强调章节的编排逻辑,帮助学生有意识地

构建宏观知识框架体系。 在讲授教学历史背景时,充分调动学生已知的历史知识,引导学生使用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得出该阶段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基本面貌。 同时,通过补充相关历史

资料,引导学生逐步推演出在此历史背景下皇家园林、私家园林与寺观园林类型可能的发展态势

(横向比较),并与前一个时期进行纵向对比,使学生充分理解任何历史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节点,并
在推演过程中感悟国家存亡与民心向背、园林兴衰的密切关系,从而厚植学生的家国情怀,培养学

生成为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坚决拥护者。
如在讲授成熟期(一)宋朝的历史背景时,教师会通过展示赵匡胤黄袍加身和岳母刺字图片,结

合学生熟知的历史故事,帮助其理解宋朝重文轻武的政治背景及其成因。 同时,补充《东京梦华录》
序中的节选段落、《题临安邸》的古诗全文、《千里江山图》中的建筑样式、《撵茶图》中所展现的园林

活动等图文资料,使学生全方位理解宋朝经济富庶,北宋南宋朝代变迁,建筑技术发展成熟,文人和

僧人交往频繁等园林发展背景,引导学生推导三大园林类型的发展态势,以及与上一阶段的差异。
2. 以点带面,详略突出

在园林实例的教学中,教师首先对各时期各类型的园林实例进行重要性分级。 对代表性的园

林实例(表 1),充分挖掘其蕴涵的思政元素,通过援引丰富的文献与图像资料展开介绍,引导学生推

导出园林实例的关键信息,并逐步掌握分析和解决园林历史问题的能力。 在此过程中,学生建立起

对代表性园林实例历史变革、文化内涵、园林特征(相地选址、园林布局与造园要素)、后世评价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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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框架,感受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物质与精神魅力,增强学生的专业认同感,并激发起强烈的保护、

传承与发展中国古典园林的专业使命感。
表 1　 中国园林史课程代表性园林实例蕴涵的思政元素及其融入方式

时期 对应
朝代

代表性
园林实例 园林类型 思政元素融入方式 思政主题

生
成
期

殷
周
秦
汉

沙丘苑台 贵族园林

灵台灵沼灵囿 贵族园林

章华台 贵族园林

姑苏台 贵族园林

西汉上林苑 皇家园林

通过《诗经》描写周文王建造灵台灵沼灵囿的溢
美之词,形成与商纣王沙丘苑台,楚灵王章华台、
吴王夫差姑苏台的鲜明对比

崇爱国爱民之德

展现“上林苑”园林的范围山水动植物建筑等造
园要素特征,突出“历史最大”皇家园林与国力强
盛的关系

明历史发展之理
增园林艺术之信

转
折
期

魏
晋
南
北
朝

华林园
(北魏洛阳) 皇家园林

阐明根据历史文献资料推导得出园林平面示意
图的过程,使学生初步了解古典园林历史研究的
基本方法

力专业报国之行

始宁墅 私家园林 通过《山居赋》章节的解读,阐述谢家别墅的相地
选址所蕴含的造园思想 增园林艺术之信

全
盛
期

隋
唐

大明宫 皇家园林 通过细致分析大明宫平面推导图,展现这一唐代
重要皇家园林的艺术魅力 增园林艺术之信

华清宫 皇家园林
分析华清宫的营建特色,突出唐玄宗与杨贵妃骄
奢淫逸的生活,为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埋下
伏笔

明历史发展之理
增园林艺术之信

履道坊宅园 私家园林

通过一问一答的形式,引导学生根据《池上篇》内
容推导得出履道坊宅园园林面积、造园要素、园
林活动和造园主旨,使学生初步掌握园林历史的
基本研究思路

力专业报国之行

辋川别业 私家园林
根据古文画作推演园林特征的内在逻辑,使学生
体会到园林史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建立起对
园林史学研究的专业使命感

增园林艺术之信
力专业报国之行

成
熟
期

两
宋

元
明
清
初

艮岳 皇家园林 根据文献突出艮岳叠山、理水、花木、建筑特色,
融入宋徽宗赵佶的艺术修养和人物命运

明历史发展之理
增园林艺术之信

富郑公园 私家园林

根据李格非撰写《洛阳名园记》的初衷和文字记
载复原富郑公园平面示意图的过程,使学生感染
于李格非的忧国之心,培养爱国主义情怀,并初
步建立古典园林复原的科学思维体系

崇爱国爱民之德
力专业报国之行

苍坡村 公共园林 突出楠溪江苍坡村笔墨纸砚的布局特色 增园林艺术之信

西苑 皇家园林

突出皇家园林的历史发展脉络和西苑的园林艺
术价值,激发学生对拥有如此精美园林艺术遗产
的民族自豪感,并痛惜清末皇家园林的覆亡命
运,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崇爱国爱民之德
增园林艺术之信

拙政园 私家园林 根据《王氏拙政园记》和《拙政园图》推导得出明
代拙政园造园特色和平面图的全过程 力专业报国之行

成
熟
后
期

清
中
叶
到
清
末

圆明园 皇家园林 突出圆明园的园林艺术价值,结合八国联军火烧
圆明园的历史罪行,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崇爱国爱民之德

颐和园 皇家园林 结合大量实景照片突出颐和园的园林艺术特色 增园林艺术之信

网师园 私家园林 结合大量实景照片突出网师园的园林艺术特色 增园林艺术之信

　 　 例如,在讲授唐代私家园林郊野别墅的实例时,教师在 5 个园林实例中突出辋川别业这一代表

性园林实例,通过援引《旧唐书·王维传》《辋川集》 《辋川图》 (摹本)等资料,引导学生概括园林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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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沿革、相地选址、园林布局、园林景点及其特征等关键信息,通过一手资料的亲密接触,使学生真

切地感受到辋川别业的园林魅力。 而对于另外 4 个实例分配相对较短的课堂学时,提供单一的图

文资料和已归纳的园林信息,主要突出与代表性园林实例在园林特征和园林分类上的异同。

3. 温故知新,举一反三

授课过程中,教师会根据学生的“课堂倦怠周期”特性,每 15 分钟左右设置雨课堂实时答题。

答题内容多以考查知识点的单选题和多选题为主,涉及内容主要包含:课下自学内容、课堂讲授内

容、跨章节的知识点等。 雨课堂答题的设置,一方面起到课堂警醒作用,另一方面考查学生自学、听

讲效果,并通过温故知新,实现知识点的触类旁通和灵活应用。

(二)课下联动举措

课下主要以学生训练为主,设置多个课程任务(表 2),引导学生通过课件自学、文献查阅、实地

调研、小组讨论等方式全方位参与课程学习,激发学生实地了解现存古典园林优秀案例的热情,逐

步构建风景园林历史研究的科学思维体系,掌握中国古典园林历史研究的基本手段和方法,培养学

生的审美鉴赏能力、沟通协作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并奠定专业报国的坚实基础。

1. 任务驱动,学生主导

在开课前向学生发布课程期末和平时主要作业的任务书。 前者设置了选题、中期和成果汇报

三个检查环节的三选一小组图版制作任务(现有园林综合分析、湮灭园林图纸复原和复原园林专业

评价),后者要求制作经典园林实例平面图小组解析视频、完成课前 10
 

分钟的个人默绘任务。 任务

书发布后,由学生商量分组、确定分工、设定默绘平面图顺序以及“三选一”作业的进度检查时间。

任务推进过程中,其他组成员会催促本轮平面图解析小组尽快发布解析视频,同时各小组又互相监

督推进期末任务的完成。 整个过程中,教师仅作为“任务发布者”和“成果评价者”,学生成为“任务

主导者”和“成果推进者”。

2. 必做选做,注重差异

除贯穿全课程的两大任务外,结合各章推进过程和主要思政元素的融合内容,课程还设置了课

后作业(表 2),并根据作业的难易程度、考查主旨、所需时长等区分个人与小组、必做和选做,在注重

学生个体差异、巩固课堂所学知识、鼓励个人创新和团队协作之余,促进学有余力的个人和小组挑

战综合性强、创新度高的课程任务。

3. 过程评价,激励竞争

课程采用形成性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考评方式,并着重突出形成性评价的激励作用。 形成

性评价结果每周公布一次,主要包括课堂考勤、随堂测验、课程任务三个板块。 其中,课堂考勤由雨

课堂后台记录;随堂测验主要采集雨课堂答题积分,积分的前三名和后三名在每堂课结束后即刻公

布,并设置加分和扣分机制;课程任务又包含个人默图考核、小组平面图解析、三选一作业推进成效

和其他课后作业等,其中小组平面图解析和三选一作业推进成效由非本组成员投票打分完成,其他

板块由教师每周批改计分。 此外,课程还设置最佳朗读者、资料补充者、课件纠错者等加分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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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园林史课程课后作业与对应的考查主旨

任务 对应章节 形式 要求 考查主旨

经典园林实例
平面图解读 全课程 小组必做

PPT,每组 1—2 个,其
中第 2 个为加分项,每
堂课前发布解析视频

旨在使小组成员通过分工合作的方式完成平
面图的解读,使其他同学通过观看汇报演示
的方式理解平面图所表征的空间布局关系、
造园要素特征

经典园林实例
平面图默绘 全课程 个人必做 A4 图幅,每堂课开课

后的 10 分钟进行
旨在使学生记忆经典园林实例平面图所对应
的空间布局关系、造园要素特征

现存园林综合
分析
湮灭园林图纸
复原
复原园林专业
评价

全课程 小组必做
三选一,包含选题、中
期和成果汇报三个环
节;PPT+A2 图版

旨在使学生能够借助于具体的、个别的形象
加深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宏观、整体理解,使学
生系统地了解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特点以及
蕴含的自然观和思想文化内涵,提高学生的
专业素养和鉴赏能力,奠定风景园林的专业
理论基础,丰富园林艺术的创作手法,并初步
掌握园林历史研究的基本手段与方法

意境案例举例 绪论 个人必做
A4 版,图文并茂,分析
风景园林项目的和意
境的关系

旨在使学生深刻理解意境的表达方式

园林发展四阶
段的动画表达 绪论 个人选做 PPT 一页,图 文 并 茂,

设置动画
旨在培养学生的动画表达能力和文字归纳
能力

南越王博物馆
现场调研和园
林解读

生成期 小组选做 A3 版,图文结合,分析
南越王宫苑的特色

旨在使学生从现场体会古典园林遗迹的艺术
特征,培养初步调研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
评价能力和团队沟通协作能力

北魏洛阳西游
园的平面示意
图推导

转折期 个人必做
A4 版,包含文献涉及
的所有内容,且符合相
对方位

旨在使学生初步掌握根据文献资料推演古典
园林平面示意图的基本方法

辋川别业各景
点的打分评级 全盛期 小组必做 打分表格,评价指标合理

旨在使学生掌握根据画作诗词鉴赏古典园林
景点艺术价值的基本方法,提升对园林艺术
作品的审美鉴赏能力

《洛阳名园记》
各园特征归纳 成熟期 小组必做 每组 5 个,图文并茂 旨在使学生初步掌握根据文献资料推演得出

古典园林特征的基本方法

独乐园平面图
复原 成熟期 个人选做 A4 版,推论合理 旨在使学生掌握根据文献资料复原古典园林

平面图的步骤和方法

三、课程思政建设的评价结果与初步成效

(一)课程思政建设的评价结果

对中国园林史课程思政建设的评价主要采用五级量表问卷法开展,向此轮开课学生发出问卷

29 份,有效回收 29 份。 主要结果如下:
课程总体评价的 4 个选项为优秀、良好、一般、需改进,占比分别为 58. 6%、31. 0%、6. 9%、

3. 5%。
在举措认可评价上,学生对 6 大举措的积极作用持“强烈赞同”和“基本赞同”态度的加和率分

别为 93. 1%、89. 7%、100%、79. 3%、82. 8%和 89. 7%,其中对“宏观架构,纵横兼顾”“温故知新,举一

反三”“过程评价,激励竞争”3 项举措的赞同度最高,均达到 44. 8%。
在目标达成评价上,学生对自身在课程中的表现评价选项为优秀、良好、一般、需改进,占比分

别为 17. 2%、48. 3%、20. 7%和 13. 8%。 其中,学生在课程知识目标达成度上的选项有 91%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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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 90%、71% ~ 80%、61% ~ 70%,占比分别是 17. 2%、44. 8%、34. 5%和 3. 5%;学生在课程能力目

标达成度的选项有为 91% ~ 100%、81% ~ 90%、71% ~ 80%,占比分别是 20. 7%、55. 2%和 24. 1%;学
生在课程价值目标达成度上的选项有 91% ~ 100%、81% ~ 90%、71% ~ 80%,占比分别是 37. 9%、
41. 4%和 20. 7%。

(二)课程思政建设的初步成效

1. 推进学思践悟

“学习到知识”和“感受到历史”是学生对课程评价的主要用语。 课程使中国园林史真正为学生

所学,实现了学而思、思而践、践而悟的知识体系与专业能力的螺旋式上升,进而实现知识、能力、价
值三位一体的课程教学目标。

2. 凸显培养特色

中国园林史的课程思政建设始于人才培养定位,通过课堂上下“双向联动”的建设路径,最终回

归广州大学风景园林专业“重视科学理论基础的奠定、规划实践能力的培养、德智体美劳综合素质

的发展、个人创新和团队协作能力的提升”的培养特色。
3. 融入竞赛主题

学生在课程学习后,班风更为纯正,学风日益浓厚。 部分学生自觉将中国园林史彰显的“爱国”
思政主题融入设计竞赛中,更是以“呦呦鹿鸣颂蒿情,罗浮古方济苍生”

 

“归” (港澳回归、疫情期间

华人华侨归国、民心归拢)和“咚冀”(闻鼓声咚咚,通古今为国拼搏之精神;观圣火熊熊,传河北蓬勃

发展之希冀)为主题的设计作品赢得了全国和省级的专业设计竞赛奖。
4. 收获课程荣誉

中国园林史课程思政案例“园林个例解析汇报”和“春雨润物,思政濡史———中国园林史课程中

的思政融合”获得 2020 年广州大学课程思政优秀教学案例奖,以及 2020 年广东省本科高校文化素

质教育指导委员会课程思政优秀案例一等奖,课程讲授案例获得广州大学首届课程思政教学大赛

一等奖等。

四、结语

中国园林史作为风景园林学科历史理论类课程,本身蕴涵了丰富的思政元素,是实现专业“立

德树人”目标的重要抓手。 此轮教学改革研究从课程地位与作用、人才培养定位和学情分析结果出

发确定课程教学目标,并探索出课堂上下“双向联动”的课程思政建设路径。 从目前的实施效果看,
学生的知识得到了拓展,能力得到了全面培养,价值观得到了正确引导;在学思践悟中实现了“明历

史发展之理,增园林艺术之信,崇爱国爱民之德,力专业报国之行”的课程思政目标,为有效落实风

景园林专业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相关教学改革举措为中国园林史和其他理论课

程的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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