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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风景园林史作为风景园林专业核心课程,具有赓续本相、以启未来的重要价值,而在专业

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的学科背景下,其教学体系有待不断优化。 通过调研,分析归纳当前课程教学中大

纲框架“揣小失大”、案例解析“情理两分”、授课方式“重讲轻践”等现实问题。 基于协同论视角提出三

系交织优化知识结构、情理相融深化认知模式、关联实践形成历史思维的教学体系。 教学实践表明,学
生能突破传统视角,关注整体环境,被动接受式的学习方式得到根本改变。 通过递进式实践体系的建构

与实施,培养学生的风景园林历史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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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居建设的现实诉求与营建目标日益多元化,风景园林学科知识体系深度与广度不断拓

展[1] 。 中国风景园林史作为学科专业的基础核心课程理应顺学科发展之需求,不断更新教学体系。
在研习一流院校该课程教研实践的基础上,分析归纳当前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基于协同论视

角提出优化教学体系的新思路,在教学实践中加以验证与再反思。

一、中国风景园林历史教研现状分析

(一)相关教研实践的回顾

近年来,风景园林学的研究与实践聚焦国家战略,寻找新的着力点,不断拓展学科视界[2-4] 。 在

风景园林史研究上不少学者寻求突破[5] ,如引入文化景观[6] 、提炼风景机制[7-8] 、揭橥地景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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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9-10] 、探索图式语汇[11] 、明确地境理论纲目[12-13]等内容,扩展了传统园林史研究的边界[14-15] 。 此

外,新方法与新技术的涌现,也为风景园林史研习提供更广阔的学术空间[16-17] 。
因此,作为学科专业核心课程的中国风景园林史理应担当起匡正与引领风景园林学科方向之

责任[18] ,主动对接学科变化以适应专业人才的培养[19-20] 。 已有研究对中国风景园林史教学进行了

积极探索。 金云峰等[21]指出中国园林并不简单等同于“garden”,而应包括人可以感知的被人介入

的自然,并批判性地指明史论不可停留在描述式的通史叙述阶段,而应加强问题探讨的深度、专题

化的研究与基于多视角的历史阐释式的综合研究。 赵纪军[22]基于本科理论教学应关注整体与系统

性的考虑,承认以时间为脉络的合理性,提出了主题式教学框架。 突破花园研究范畴[23] ,借助专题

研究[24] ,因应应用型学科特色的园林史课程教学方法亦多有讨论[25] 。 当前园林史教学中还缺乏对

于显性物质空间与隐性价值观间的关联讨论,依此建构基于“原型认知”的课改模式,并应用于文本

解读、经典考察与实践重构教学阶段[26] 。 多元化教学目标、多样化教学方法结合课外自学是解决课

时量不足、学生规模过大、考核方式单一、资料陈旧等问题的出路[27] 。 此外,风景园林历史思维对于

实践的重要意义被认知,东南大学景观学系课程设置中有 320 学时、20 学分总量的传统园林部分的

内容(占其五年制学习总量的 10%),形成了融入理论、设计、实践三类课程的体系化教学框架[28] 。
重庆大学风景园林史“原型认知”课程改革(中国部分)贯穿本科二年级至四年级,涉及原型文本解

读、经典考察与设计实践三大教学阶段[26] 。
风景园林史教研应置于更广阔的空间环境体系、更多维的历史场域、更丰富完整的类型形态中

开展[18] ,并始终坚持与风景园林的应用型学科特色相结合[29] 。
(二)教学过程中问题归纳

通过调研多所院校中国风景园林史课程的教学情况,结合风景园林专业该课程的既往教学状

况与学生评教反馈,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大纲框架“揣小失大”。 传统大纲框架以中国古代各历史阶段园林发展脉络为主线,聚焦于

小尺度的“花园(garden)”,而较少涉及园林体系认知、城市风景营构与近代绿地建设等内容。 实际

上,古代城市园林建设有其体系化过程,但常隐在于城市与区域风景系统中,有待分析与指明。 此

外,诸如西湖现象、景观集称现象、地景思维等风景实践是在漫长发展过程中积淀而成的宝贵财富,
亦是各地重要的文化景观遗产,应更多引介到课程中。 同时,对于近代绿地受西方公园建设影响的

相关问题也较少论及。
(2)案例解析“情理两分”。 “情”与“理”常作为风景园林价值观传授的简化分类[26] 。 风景园

林作为无限精神意识物化了的客观呈现,情理交融的观察方式才能实现对其的客观理解。 但在授

课过程中,一方面由于受制于我国园林实物遗存基本为明清产物的现实条件,明清以前的案例分析

多依赖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在明清名园案例分析时又常借助西方类型学方法与空间理论进行讲

解。 “情理两分”的状况并不利于传统风景园林文化内涵的理解,更遑论学科价值观的建构了。
(3)授课方式“重讲轻践”。 传统史论教学方法多以“灌输式”的纯理论授课方式为主,在过去

的教学环节中不设置实验部分。 在风景园林应用型学科的认知下,由于实践教学环节缺乏,学生感

受不到设计能力提升的实际效应,自然对课程提不起兴趣,甚至不少学生认为中国风景园林史就是

一门记忆知识点的课程,可通过突击式背诵应付考试,因此,学生很难在课程结束后形成历史观与

历史思维。 此外,该课程与其他相关课程间缺乏有效联动,“孤立”于课程体系之外,与拟定的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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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块缺乏有效衔接。

二、协同论视角下课程与教学体系优化

(一)协同论视角下的教改方向

协同论认为尽管系统各异且属性不一,但从整个环境角度来看各系统间存在相互影响与合作

的关系,协同论的创建本身就有多学科联系基础[30] 。 将协同论引入中国风景园林史教学改革首先

反映在对教学内容的设置上,即在整体环境观下补充风景营构、城郊园林体系、近代绿化等内容以

对位学科发展需要。 其次,重点挖掘具有历史价值、有原型文本依托的案例对象,建立情理并茂的

考察视角进行研习,从而帮助学生获得更多的历史素材并深入理解我国风景园林学科的发展历程。
当然,课程知识面广度的扩展与认知深化也激励教师不断学习以满足知识的融会贯通,从而以教促

研,教学相长,提高教学质量。 最后,改变过去单一的灌输型讲授模式,建立“讲授”与“实践”结合的

课程学习路径,在大纲中增设实践课程,在提高学生设计应用水平的同时,主动寻求与其他课程的

衔接,建立递进式实践课程体系,旨在培养学生的风景园林历史观,从而全面提升其历史理论素养、
文化传承意识与工作实践能力(图 1)。

图 1　 中国风景园林史课程教学改革方向与目标

(二)教学体系优化的实施路径

1. 三系交织优化知识结构

当代风景园林学科所涉问题已延展到有效保护和恢复人类生存所需的户外自然境域和规划设

计人类生活所需的户外人工境域两大层面。 学科内涵外延使风景园林历史教学除关注古代花园尺

度的理法经验总结与历史脉络梳理外,还应积极拓宽视野,扩充地景层面的相关知识。 鉴于此,建
立区域风景营构、城郊园林体系以及近代绿化建设为补充的“三系交织”授课内容。 补充如先秦、秦
汉时期的国土层面水系综合治理与名山祭祀体系[31] ,魏晋南北朝名士纵情山水而形成的风景审美

意识与游历传统,唐宋时期城郊统筹的园林开发方式与风景营构传统,明清时期因应山水条件的皇

家园林集群体系发展与地域性园林的完型等内容。 在近代绿化发展史部分,加强对国外公园运动、
公园绿地系统、国家公园等相关内容的阐释[32] ,并对我国园林城市、生态园林城市、海绵城市、公园

城市的政策流变、动因背景与相关实践进行解读。 同时,引导学生关注乡村地区在地化的生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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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 在课程教学中不断提醒学生拓宽视野,重构历史原境,关注历史流变并分析其动因,加强对以

农业景观为代表的第二自然的学习。
2. 情理相融深化认知模式

为突破现有园林遗存多为明清以后的年代限制,应精心选择认知对象以实现情理融合的考察

途径。 中国风景园林建设发展过程中积淀下诸多具有文化象征意味的符号,而作为其文化源头的

“原型”在历史演绎过程中不断变化,迎合于各历史阶段背景、客观条件与人居需要,不少原型甚至

将隐喻之观念抽象为定式形制以传承。 这些具有深厚历史渊源与独特文化特质的园林符号是情理

交融分析的重要样本,也是当代设计中传承与创新的重要素材。 例如,在教学过程中,选取“流觞活

动”与“流杯渠”这一符号化的园林小品作为观察示例。 结合流觞活动源起与发展,剖析流杯渠原型

文本,并对流杯渠的形制演变进行梳理,指明了“曲水流觞”源起于先秦时的祓禊活动,后演化为与

特定节日结合的郊野滨水娱游活动。 在魏晋时期经过王羲之等文人名士的推动而成为以“曲水”为

空间载体的文人活动,并广为流传,隋唐时期是“曲水”空间载体“规则化”的重要阶段,至宋时曲水

形制被程式化于营造法式中,“流杯渠条”的出现是其符号化的重要标志,明清时期各类园林中均按

此制式复刻呈现。 结合分析总结“流觞”的演进与园林符号的出现“以小见大”地折射出中国古代风

景园林发展脉络。 最后,清华大学朱育帆教授对多个实践案例中“流杯渠”符号进行综合分析,生动

解析当代实践如何因借传统文化而“赋新诗”。 情理交融的认知图式不仅帮助学生理解风景园林案

例的文化内涵与传承意义,还促使其掌握经典形式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方法。
3. 关联实践形成历史思维

在以往课程设置上实践环节常被忽视,且课程较少与其他课程联系。 这一状况导致学生对课

程缺乏关注与兴趣,课程培养学生风景园林历史思维的目标无法达成。 因此,可通过增加实践环

节、衔接其他课程与建构递进式实践体系来综合优化。 首先,在课程内增设实践环节,此部分主要

用于培养学生传承和实践创新的能力,通过空间语汇分析与场地设计转译提升其规划设计鉴赏能

力与实践水平;其次,建立风景园林史与各专业课程的联系,从工程与制图类、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类、风景园林建筑设计类、植物景观设计类四大模块中选取核心课程,并结合其教学大纲明确衔接

内容。 衔接内容应具有开放性,可根据教学实践的累积与前沿需要不断补充与更新(图 2);最后,依
据“由浅及深”递进式的教学思路建构实践体系,包含基础实践、课堂实践、综合实践三部分,各实践

环节子项目间应关注如何接驳的问题,如,基础实践中的精读原型文本目的在于探索并挖掘形式背

后的深层意义,尝试提炼符号,与课堂实践中的信息转译与图式总结环节相衔接,再运用于设计实

践中。 实践环节的补充与体系化建构,旨在培养学生风景园林历史观与历史思维(图 3)。
(三)基于教学实践成果的观察

1. 突破视角对整体环境关注

以往风景园林历史关注的对象是古代传统花园,甚少关注花园围墙以外的空间。 实际上,古代

人居建设中积淀着深厚的土地分析、规划设计、管理经营的经验智慧,而这些内容又与当前风景园

林行业的现实需求息息相关。 因此,在课程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拓宽视角,关注乡村地区农业生产

景观中因应自然的生态智慧。
在课程内案例研习与分享汇报中,有的学生突破传统花园尺度,关注早期人居实践中的土地规

划问题、涉水发展问题,也有学生以古代城市外围水系为切入点,对园林集群的涉水发展进行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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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从而认识到良好的水文条件与复合弹性的水利设施是园林建设的先决条件,也是维系城市人

居环境的重要基础。 在设计竞赛与实践中,学生根据项目场地所在,将视角拓展至第二自然,梳理

农业景观的结构特征,有针对性地加以设计运用。

图 2　 拟定与风景园林史相衔接的课程模块及其衔接点举隅

图 3　 中国风景园林史课程递进式实践体系建构

2. 被动接受向主动探索转变

在教学过程中启发学生多读原型文本,入境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 如,课堂上结合司马光《独

乐园记》,介绍北宋洛阳尊贤坊内(今洛阳伊滨区诸葛镇司马村)名园。 通过深度解析园记文本,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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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已有对独乐园的平面复原成果[33-35] ,绘制自己理解的独乐园平面图(图 4),尽管所绘平面中仍有

不少地方有待商榷,但存疑亲证的学习态度应给予肯定。 此外,在学术竞赛、快题设计等环节学生

均能自主选择与风景园林历史相关的课题进行研究。 如,在学院举办的学术论文竞赛中尝试运用

参数化平台技术对苏州古典园林中的池岛景观进行量化分析,由此掌握池岛形态设计的经验数值,
为当代园林中的池岛设计借鉴。 综上可以看到,教改过程下学生认识到风景园林历史学习的价值,
主动探索、自主学习的兴趣显著提升。

图 4　 综合《独乐园记》与学者复原平面的独乐园再认识

3. 阶段递进到历史思维养成

本次教改不仅寻求课程内的教学优化,还尝试与四类课程模块关联衔接,同时设置了递进式的

实践体系来促进学生风景园林历史思维的养成。 如,在园林工程教学中要求学生进行假山设计,并
制作假山模型。 园林设计课程的“小场地设计”中,提出结合古典园林空间理法分析与转译的应用

要求。 在综合实习考察实践中,学生通过高强度集中式的案例学习巩固课堂所学知识,并结合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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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测绘成果分专题进行再整理。 实习结束后利用学校博物馆场地布展,邀请相关专家学者进行指

导,从而巩固学习成果。 如,2018 年江南实习以《高雅筑长卷
 

名园涉雅趣》为主题布展,布展的全过

程师生共同策划执行,将江南园林空间特征与造园要素缩模复刻于展馆中,并结合江南城市风景机

制与名园个案分析、名园要素集成分析、园居生活与造园艺匠分析等专题进行展示(图 5),吸引其他

学院与社会大众参观学习。 此外,综合实践中的提升强化阶段,学生借助风景园林传统理法技艺,
结合具体场地分析历史信息的转译与组织(图 6),通过阶段性递进学习养成风景园林历史思维,并
能自觉运用。

图 5　 实习考察实践与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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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设计竞赛中风景园林历史思维的运用(董俞晨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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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中国风景园林史作为风景园林专业基础与核心课程,应自主对应学科内涵与外延,不断完善课

程框架、补充史论内容、优化教学方法,传承中国风景园林理法精髓。 以协同思维为导向,建立区域

风景营构、城郊园林体系和近代绿化建设“三系交织”授课内容,精心选择认知对象以实现情理融合

的考察途径,同时打破传统授课模式,增设实践环节,并构建“基础实践—课堂实践—综合实践”三

位一体的递进接驳式实践体系,培养学生的风景园林历史思维与自主学习能力,提升学生运用理论

知识解决规划设计问题的能力。
课程改革力求满足风景园林专业“理论—设计—实践”复合型人才需要,整体提高学生理论能

力和设计水平,加强学生文化自觉与自信,传承传统营建智慧。 通过教学团队建设与交流、授课内

容体系深化与优化、风景园林史相关问题的凝练与探究全面提升教研水平。 从教学反馈与实践成

果来看,此次课程改革效果显著,取得了预期的目标。 下一步,将结合课程思政建设、双一流学科与

新工科建设目标与要求进一步巩固、优化课程体系。 首先,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将“立德树

人”作为课程的首要任务,课程中既强调中国古代风景园林文化的重要性,也要引导学生进一步挖

掘古代风景智慧,树立生态意识;其次,继续强化史论中“三系”关联性教研工作,并结合研究团队的

巴渝园林成果补充地域风景园林历史的相关内容;最后,进一步融合建筑史、城市规划史、艺术史等

相关内容,丰富授课内容,坚持将历史思维与设计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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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core
 

cours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major
 

 LA  
 

has
 

the
 

important
 

value
 

of
 

exploring
 

ceaseless
 

history
 

to
 

inspire
 

the
 

future.
 

However 
 

the
 

teaching
 

system
 

needs
 

to
 

be
 

optimized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LA
 

are
 

constantly
 

expanding.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the
 

current
 

teaching
 

of
 

this
 

course
 

has
 

some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the
 

outline
 

framework
 

of
 

strain
 

at
 

a
 

gnat
 

and
 

swallow
 

a
 

camel  
 

case
 

analysis
 

of
 

emotion
 

to
 

reason
 

split  
 

and
 

teaching
 

method
 

of
 

heavy
 

emphasis
 

on
 

teaching
 

and
 

light
 

practice .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ynergy
 

theory 
 

this
 

paper
 

proposes
 

to
 

optimize
 

the
 

teaching
 

system
 

by
 

means
 

of
 

optimizing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of
 

the
 

three
 

departments 
 

deepening
 

the
 

cognitive
 

mode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emotion
 

and
 

reason 
 

and
 

forming
 

historical
 

thinking
 

through
 

related
 

practice.
 

Through
 

the
 

feedback
 

of
 

teaching
 

practice
 

result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students
 

can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perspectiv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overall
 

environment 
 

the
 

passive
 

and
 

receptive
 

learning
 

mode
 

is
 

fundamentally
 

changed 
 

and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essive
 

practice
 

system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their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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