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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风景园林专业人才
跨学科能力培养探索

——以西南交通大学为例

贾玲利 a， 傅 娅 a， 赵东平 b

（西南交通大学 a.建筑学院； b.土木工程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1）

摘要：为积极应对新领域、新行业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我国近年来大力推进新工科教育。新

工科背景下，培养学生的跨学科学习能力、跨学科知识迁移能力，从而实现跨学科创新能力成为人才培

养的主要目标之一。结合西南交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的教学改革实践，分析了风景园林专业跨学科能

力培养在专业配置差异性、课程体系独特性和教学环境局限性等方面的复杂性，论述了该专业跨学科能

力培养的途径，包括构建“学生—平台—教师”三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更新教学理念，完善知识架构，细

化培养过程，以及建立多重的科学评价方法等，并探讨了该专业跨学科能力培养的发展趋势，包括运用

人居环境科学理念、突出学科优势和平台资源、强化关键培养环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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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我国于2017年提出新工科的工程教育发展方向，在新

工科背景下，传统工科类院校面临着学科整合、培养目标更新、培养体系优化等艰巨任务。跨学科

能力是学生突破自身学科限制，从其他学科获取知识，进行知识迁移、创新，甚至在其他学科领域获

得就业机会的能力。风景园林专业作为工科类院校中极具跨学科培养优势的学科，迎来了许多机

遇与挑战，风景园林专业人才的跨学科培养问题亟待探讨。

一、新工科背景下跨学科能力的要求

（一） 新工科背景

新工科是我国当前工程教育的主导理念。从 2017年 2月的“复旦共识”到 2017年 4月的“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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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再到 2017年 6月的“北京指南”，新工科三部曲宣告着我国工程教育迎来了新发展。新工科

是将新兴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用以传统工科专业的升级改造，培养创新能力、实践能

力等综合素质强的跨学科人才，以面对未来新兴产业和新经济的需要［1］。近年来，我国社会各界对

新工科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对新工科的内涵、教育发展路径、美好愿景等形成了初步共识，如表 1
所示。

（二） 跨学科能力

跨学科能力培养的研究内容包含跨学科培养的必要性、现实意义、基本宗旨、培养模式、实现路

径，以及实践探索等。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进行跨学科培养的探索，不同国家的院校和专业在跨学

科方面积累了不同的经验。如普林斯顿大学的“证书项目”和“联合学位项目”，在跨学科培养中具

有典型性［2］，其以跨学科授予学位、跨学科设置研究项目和方向为基本培养模式，同时配备相应的支

撑机制。也有一些世界顶尖院校通过形成全新的跨学科专业来培养跨学科人才，如牛津大学 PPE
专业、哈佛大学AAAS专业［3］。在风景园林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康奈尔大学的风景园林专业双跨

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和建筑、艺术与规划学院，共享两院的师资与行政资源，形成了融合自然资源、

建筑、城市、艺术等多个学科的典型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颇具成效［4］。

近年来，我国已初步形成跨学科学分制模式、创新平台模式和科研项目模式等多样化的培养模

式。然而，各培养模式在落实过程中依然存在“单科生”思想、目标模糊、导师缺乏等问题［5］，在加大

课程改革力度，制定有效培养方案，搭建多领域平台，以及建立跨学科人才培养机制等方面尚待

完善。

综合目前已有的跨学科理论研究成果，跨学科能力主要体现在跨学科认知能力、跨学科协作能

力、跨学科学习能力、跨学科迁移能力、跨学科创新能力五个维度，如图 1所示。认知能力和协作能

力是跨学科能力的基本要求，跨学科学习能力和跨学科迁移能力则是更进一步的能力要求。在此

基础上，实现跨学科创新能力是跨学科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

表1　传统学科与新工科的素质要求差异

学生素质要求

专业基础知识要求

学术研究能力要求

专业技术要求

研究方向的判断

学生学习方法

学术交流能力要求

学生学习目标

传统工科

仅学习本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跨学科

需要重新学习

以本专业的理论和实验/设计为主，跨学

科需要重新学习

要求掌握本学科专业化技术，对跨学科

技术未做明显要求

基于现存问题的解决、优化和创新，研究

跨学科交叉领域

以完成学校安排课程和研究课题为主

参加学术会议、讲座等活动

基于社会分工的专业高级人才

新工科

学习多学科领域专业知识，通过迁移快速适

应新学科

在理论、实验/设计的基础上，重视与实际应

用、科技创新相结合

除了掌握本学科技术，还应掌握关联学科的

技术，尤其是交叉领域的专业化技术

基于未来的前沿领域探索，重视学科间内在

关联探索，跨学科研究应系统化

除了完成学校课程，还应基于兴趣自发探索

学习本学科或跨学科的专业知识

除了参加传统工科的学术活动，还应主动与

社会企业、国外高校等进行技术交流

具有跨学科或能力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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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认知、协作和学习能力是人才培养机构尤为重视的方面，也是目前跨学科培养实践探索

较多的方面，而关于不同学科知识迁移能力方面的探索相对薄弱。尤其是风景园林专业，对于培养

跨学科迁移能力缺少应有的重视。跨学科迁移能力是指学生能立足学科本体性知识，通过相近学

科或其他学科的跨专业学习，灵活应用不同学科的知识点，捕捉有效信息，组建形成新的知识创新

点的能力［6］，如图 2所示。跨学科迁移的内容包括知识的迁移、解题策略和思想的迁移、学习方法和

态度的迁移［7］。培养学生的迁移能力，有助于提高教学的有效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新工科背

景下，风景园林作为典型的兼具工、理、农多重属性的知识融合型专业，跨学科迁移能力也成为风景

园林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

二、工科类院校风景园林专业跨学科能力培养的复杂性

（一） 专业配置的差异性

工科院校大多以土木、电气、水利、机械等传统工科专业为主，培养体系以工程设计和施工技术

培养为核心，侧重专业性和实际操作性。西南交通大学是全国铁路行业人才培养的主要单位之一，

学科设置以传统的铁路行业需求专业为主，依托京沪高铁、川藏铁路等国家重大工程项目，通过卓

越工程师项目、茅以升学院、詹天佑班级选拔机制等方式，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工程类人才，在工科类

人才培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风景园林专业是一个融合工程技术、人文艺术、植物生态、环境心理、康养医学等多维知识结构

的综合性专业［8］。在西南交大这样实力雄厚的传统工科办学背景下，风景园林专业依托建筑、规划

等相近专业办学，本科毕业授予工学学士学位，在跨专业交流、跨学科学习等方面有着明显的特殊

性，但是，人文艺术、植物、生态等方面的专业配置和教学体系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二） 教学环境的局限性

风景园林专业是一门对人才的综合性素养要求较高的专业。学生毕业需要具备场地地形地

貌、历史文脉、文化艺术等多方面问题的综合处理能力。西南交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是

传统工科类院校，在交通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学校的多个主要工科专业都有国家级或者省部

级实验平台，能够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实验室，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但是，这些平台基

图1　跨学科能力的五个维度

图2　跨学科知识迁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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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都集中在牵引动力、轨道交通、建筑结构等领域，与风景园林专业进行跨学科交流具有一定的难

度。目前，西南交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的人才培养缺乏生态类、植物类等实验平台，还是以校内理

论学习与实践基地实习为主。虽然学校已经与植物园、本地多个公园及一些企业签订了实践基地

协议，能够为实践教学提供大力支持，但在教学安排契合度、协作度上还存在一定不便性，需要进一

步完善。而且，由于实践单位追求高效性的特点及其自身管理制度限制等，学生不可能在短暂的实

践期间接受系统的学习指导。因此，在校内创建更多的实践平台尤其重要。

为解决此问题，西南交通大学主要在两个方面进行专业建设。一是进行专业特色化建设。例

如，开设交通景观方向，利用学校在交通领域的学科和平台优势，积极参与川藏铁路、京沪高铁等国

家重大工程项目，逐渐形成自己的专业特色，变劣势为优势。二是争取学校和学院的支持，建设风

景园林专业相关的实验平台。风景园林专业已经初步建成景观生态综合实验室、三维环境虚拟实

验室等，且正在筹划室外场地扩展建设，积极探讨实验平台在风景园林专业跨学科人才培养过程中

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 课程体系的独特性

风景园林专业人才在培养过程中，需要有大量基本功的训练。目前，西南交通大学风景园林专

业仍然延续传统建筑学科的培养模式，除了数学、物理、英语等公共基础课程，学生需要修满 140学

分的专业类课程，其中包括各类实践环节。即本科一二年级为专业基础知识学习，学生需要掌握制

图规范、常见建筑景观类型的设计原理和规范等；三四年级为专业课程学习，开始真正进入风景园

林专业学习阶段；五年级为风景园林设计实践和毕业设计，学生需要在设计单位进行为期 6个月的

实习，参与到具体的设计项目中。这些都是学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必须要经历的专业训练，是必不

可少的知识积累过程。相较于其他传统工科专业，风景园林专业学生在五年的学习过程中需花费

大量的时间在专业技能训练和专业实践上，学生在课余时间难以有精力去参加更多的交叉学科或

跨学科学习。这是大多数风景园林专业学生的学习现状，也反映出风景园林专业课程体系设置的

独特性。

三、新工科背景下工科类院校风景园林专业跨学科能力培养途径

（一） 更新教与学的理念

在跨学科能力培养的具体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应分别从“教”与“学”两个方面全方位

地建立跨学科理念［9］。首先，在“教”的方面，教师应从跨学科能力的多个维度进行深刻理解，在教学

目标、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成果上体现跨学科，特别是跨学科学习、跨学科知识迁

移，到更进一步跨学科创新的能力。其次，在“学的方面，学生应认识到社会和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综

合能力和跨学科创新能力的强烈要求，从而在学习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自身跨学科能力的训练［10］。

从西南交通大学目前跨学科项目实施的情况来看，风景园林专业的学生对跨学科项目的积极性和

参与度远低于其他专业学生。例如，2021—2022学年第一学期茅以升学院开设全校性的跨学科课

程 10门，选课学生共计 295人次，但风景园林专业学生选课人数仅为 7人，占所有选课人数的 2.3%，

其他工科类专业学生则表现积极，如图 3所示。虽然这与风景园林专业学生基数较小有一定关系，

但也反映出风景园林专业学生对跨学科课程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严重不足，无法进一步实现跨学科

知识迁移。因此，需要从自身综合素质提高和就业压力等多个方面启发学生。新工科背景下，社会

和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从“教”与“学”两方面运用跨学科的理念，全面理解跨

学科的内涵，才能有效提升跨学科人才培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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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优化培养体系

“学生—平台—教师”是跨学科人才培养的三要素，学生是人才培养的主体，教师是人才培养的

必备条件，平台建设是人才培养的基础，三者缺一不可。风景园林人才跨学科培养体系的优化同样

需要从这三个要素出发。近年来，西南交通大学在跨学科迁移方面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如图4所示。

1. 学生角度

第一，鼓励学生跨学科选课，全校各专业之间实行学分认定制度。在西南交通大学风景园林专

业最新修订的培养计划中，设置多元化和创新创业实践课程为 6个学分，学生可以通过个性化实验

项目、科研创新训练项目、实验空间项目，以及社会服务项目等跨学科项目，实现跨学科、跨专业

学习。

第二，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组建跨专业学习团队，积极参与学科竞赛。近年来，风景园林专

业学生与土木、信息、艺术等专业学生组队，积极参加全国结构设计大赛、数学建模大赛、桥梁设计

大赛等，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2. 教师角度

第一，西南交通大学在全校层面积极推进跨学科人才培养体系，目前在多个跨学科平台取消二

级单位限制，鼓励指导教师跨学科指导。例如，在教务系统和实验室管理系统中面向学生开放全校

教师的科研项目信息，鼓励学生主动申请担任科研助手，积极参与科研实践。

第二，教师突破二级学院限制，跨学院跨专业开课。目前，风景园林专业教师已在其他4个工科

学院开设累计10余门景观、建筑类课程，测绘、建筑结构、信息等专业教师根据风景园林专业人才培

养要求，也开设了难易适中、针对性更强的专业课程。

图4　西南交通大学跨学科培养平台体系

图3　西南交通大学2021—2022学年第一学期本科跨学科课程学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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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平台建设

平台建设是跨学科人才培养的保障。西南交通大学在平台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主

要以科研创新项目和实验项目为依托。代表性的项目包括个性化实验项目、ILABX实验空间项目、

设计工坊，以及特色实践环节等，学生参与度高，成效显著。例如，风景园林专业学生在西南交通大

学“建造节”和“成都公园城市国际花园季”等活动中都有精彩表现。

（三） 完善知识架构

跨学科迁移能力的培养需要建立完善的知识架构，健全学科建设，为师生提供知识迁移的驱动

力和资源。西南交通大学立足“综合性研究型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在学科架构方面不断完善，为

风景园林学科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学校在原有以交通为特色的传统工科基础

上，大力培育和扶持人文社科和理科类专业，设立汉语言文学、应用数学等多个基础学科，为跨学科

学生提供语义分析、大数据分析、数学模型等知识，创造知识迁移的可能性；开设声乐、表演、绘画等

多个艺术类专业，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开办医学院，为风景园林专业学生提供适老性景观、景观疗

愈、康养景观方面的专业知识支持，如图 5所示。此外，还成立文科建设处，专门支持人文艺术类的

科学研究。

（四） 细化培养过程

越来越多的培养单位开始重视跨学科人才培养，相应的教学改革也在推进。跨学科迁移能力

作为跨学科能力的重要方面，应该更多体现在培养过程中，这就要求培养单位细化培养过程，从培

养计划的制定到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设计、考核等多个方面落实跨学科知识迁移，甚至在每一个

教学环节中嵌入跨学科知识迁移内容，实现精细化教学。

（五） 建立多重评价方法

风景园林专业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基本还是以期末考核为主，结合一定比例的平时成绩。新

工科背景下，对学生的综合能力和跨学科学习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简单的图面考查或卷面考核

并不能反映学生的综合素养。因此，应建立多重评价方法，重视学习能力和学习过程的评价，建立

图5　西南交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跨学科迁移知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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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玲利，等 新工科背景下风景园林专业人才跨学科能力培养探索——以西南交通大学为例

科学的评价机制，以充分调动和鼓励学生自主学习、知识迁移和创新思考。西南交通大学近年来在

课程考核方面，赋予任课教师极大的自主权，课程综合成绩不需再满足图面或卷面成绩占比至少

70%的限制条件，教师可根据课程要求灵活设置成绩评定方式及各部分比例，提交教学指导组审议

通过后即可执行。该办法自实施以来，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也存在教师打分主观化、学生对期末

考核重视度下降等问题，更加科学的评价方法尚需进一步探讨。

四、风景园林专业人才跨学科能力培养趋势探讨

（一） 建立人居环境科学宏观视角下的跨学科培养理念

吴良镛先生较早提出人居环境科学思想，认为要以人为核心，以建筑、规划、景观三大学科为支

撑，形成人居环境科学的系统架构。人居环境建设是一个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复杂系统，单纯讨

论建筑学、城乡规划和风景园林专业对人居环境的作用已不符合时代要求。在城市绿色发展的基

础上，“公园城市”概念的提出，成为人居环境科学描述城市问题的新范式，需要以跨学科的思维去

解决人居环境建设中的综合性问题。因此，风景园林专业人才的培养需要在人居环境科学的宏观

视角下，培养思维开放、知识融合、能力卓越的创新型人才。

（二） 突出跨学科能力的特色培养优势

风景园林专业有工科、农林、艺术等多种办学背景。各高校办学背景不同，跨学科能力培养也

各有特色。除了在建筑、城乡规划、风景园林三大人居环境学科体系下进行跨学科能力培养，还应

结合本校学科优势，借助已有的平台资源，突出跨学科能力的培养优势，培养特色型复合人才。西

南交通大学利用其在交通领域的学科优势，借助国家级实验室等各类具有影响力的平台，在建筑学

院开设核心通识课交通天下，课程向建筑学、城乡规划和风景园林学生开放，内容涵盖交通建筑、交

通规划和交通景观等多个方面。课程由不同专业背景和研究领域的专家联合授课，为学生深入浅

出地讲解交通领域的规划设计基础知识，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三） 强化跨学科能力的重点培养环节

除了提高跨学科能力培养意识、借助学科优势与平台资源外，还应重视培养过程中的跨学科能

力培养，强化重点环节［11］。例如，开设跨学科基础课程和跨学科课程设计，进行多专业联合毕业设

计，组织跨学科竞赛和科创活动等。根据西南交通大学跨学科环节实施情况来看，学生对该类活动

积极性较高，但也有部分学生表示其他常规课程任务过重，参加跨学科活动心有余而力不足。因

此，西南交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对培养计划进行了相应修订，减少或合并了部分课程，增加了学生

在重点培养环节的自主灵活性。

五、结语

新工科是国家当前工程教育的主导理念，也是为了积极应对新行业、新领域对人才培养提出的

新要求。新工科的发展背景下，毕业生的专业知识、综合能力、跨学科学习和创新能力都成为人才

选拔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致力于建设美丽宜居的公园城市，风景园林专业人才如何进行跨学科

学习和跨学科知识迁移，实现跨学科创新的能力，成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

在新时代、新理念和新形势下，风景园林人才跨学科能力的培养，应在运用人居环境科学的宏

观理念，借助学校学科优势和平台资源体现跨学科专业特色，以及强化跨学科关键培养环节等方面

进行加强，以培养具有跨学科知识学习、跨学科知识迁移能力，从而实现跨学科创新的风景园林卓

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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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abilit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rofessiona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take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JIA Linglia， FU Yaa， ZHAO Dongpingb

(a. School of Architecture；b.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P. R. China)

Abstract: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new requirements for talent cultivation in new fields and new industries, 
China has made great efforts to promote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cultivating students’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and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migration 
ability, so as to realize the ability of interdisciplinary innov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goals of talent 
training. Combined with the teaching reform practices carried out by 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major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plexity of interdisciplinary ability training in terms of 
specialty particularity, curriculum system uniqueness and teaching environment limitation. Then, it expounds 
on the way of interdisciplinary ability training, such as updating teaching concepts, constructing a student-
platform-teacher trinity talent training system, improving knowledge system, refining training process, 
establishing multiple scientific evaluation methods and so on. Finally,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rdisciplinary ability training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s discussed, including establishing scientific concept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highlighting disciplinary advantages and platform resources, and 
strengthening key training links.

Key words: new engineering;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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