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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园林规划设计》课程特色、教学改革等的分析，探讨了《园林规划设计》网络教学建设的

思路与内容：利用网络优势围绕课程系统性把扩大知识面、加大信息量作为重点改革理论教学；通过开辟设

计素材库和设计效果图等网上栏目加强实践技能训练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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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和国务院关于落实

《城市绿化条例》的实施，城市绿化已纳入城市建设

的总体发展规划，社会需求大量高素质的园林人

才。而《园林规划设计》作为“城市规划”和 “城市园

林”等专业的主干课程，在教学中通过加强网络教学

扩大知识面，使学生系统地学习和掌握园林规划设

计的方法、步骤、程序和技能，达到能够独立完成中、

小规模园林绿地的规划设计与施工，已成为顺应社

会发展的改革重点。

# 《园林规划设计》的课程特色

#2 # 深厚的文化底蕴及丰富的文化内涵

本课程不是单纯的规划设计，而是要充分发掘

蕴含在规划设计之中的深层次的文化底蕴，尤其是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园林，更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针对这一鲜明的课程特点，教师不仅要博览群书加

强艺术修养，还要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引入大量描述

园林景观意境的诗词歌赋和对园林作品的内涵分

析，以提高学生园林鉴赏能力和园林规划设计的艺

术品位。

#2 / 图文并茂、信息量大

《园林规划设计》课程讲授的形式活泼、生动，富

于表现力。一方面以多媒体教学的形式，采用大量

园林规划设计的实例及实景图片，从而大大增加了

学生的感性认识；另一方面借助学院的网络平台进

行网络教学，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园林设计素材，并

告知学生国内知名的园林设计网站，方便学生随时

点击查阅以了解园林设计领域的最新动态及发展趋

势。

#2 &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紧密结合，培养应用型人

才

园林规划设计是一门实践性、综合性很强的课

程，需要课堂理论与规划设计实践相结合进行教

学。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通过指导学生到公

园、花卉企业生产基地、校内外园林苗圃、园林小区

等现场实地的教学实习，在实践中结合当前园林规

划设计行业的实际情况，完成课程设计；而且与地方

园林公司紧密结合，让学生参与从项目规划到招投

标再到施工等过程的实际操作，从而使实践教学与

课堂理论教学相呼应，为培养应用型人才奠定了坚

实基础。

/ 《园林规划设计》网络教学建设的目的

《园林规划设计》具有鲜明的课程特色，在教学

中必须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并达到以下目的：

落实 “以生为本”满足学生学习需求：通过网络

教学建设进一步完成 《园林规划设计》课程体系建

设，使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紧密结合为学生提供更

多的学习机会、更好的学习环境以满足学生摄取园

林规划设计知识与查寻设计素材的需求，从而强化

学生学习效果。

促进 “以师强校”提高教师教学水平：通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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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建设整合教学资源，统一教学大纲、教学内容等

教学文件达到相互学习、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以提高

教师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促进专业建设提高办学水平：当前及今后的社

会需求表明 “园林”专业具有较广阔的市场前景，把

“园林”专业的主干课程——— 《园林规划设计》建设成

为学院精品课程势在必行，因此通过网络教学建设

达到促进专业建设以提高办学水平。

" 网络教学建设重点

结合传统教学在网络上对《园林规划设计》进行

了全方位课程介绍与评估，并根据课程特色，将重点

放在理论与实践两大模块的网络教学上：

第一，利用网络优势围绕课程系统性把扩大知

识面、加大信息量作为重点改革理论教学：在教学中

按照国家级精品课程要求进一步完善和统一了教学

大纲、教案等，明确了每章节的教学目的与教学重点

难点等；为提高学习效果进行了全课程 ’() 课件网

络教学，并结合教学内容增加了复习思考题、习题集

与模拟试题等内容；并根据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及

知识结构的实际情况，布置不同要求的课程设计，提

供教学参考书，利用网络平台，要求学生在完成设计

的同时阅读大量的相关课外书籍和网上资源，让学

生通过丰富自身文化素养达到不断提升自身的设计

能力的设计水平的目的。

第二，在实践网络教学中，通过开辟设计素材库

和设计效果图等栏目为学生提供大量的设计素材和

作品分析使学生能够熟练运用园林规划设计的基本

理论、方法知识进行街道绿化、居住区绿化、专用绿

地、中小型公园、森林公园等园林绿地的规划设计。

通过加强《园林规划设计》网络教学既可以弥补

课堂教学的不足又可以满足学生的课外自学，强化

学生对园林规划设计从筑山理水、道路设置、建筑布

置到植物配置的基本概念、原理、规律和方法等的掌

握，从而提高学生园林规划设计的艺术品位与设计、

施工的技术水平。

* 《园林规划设计》课程网络教学建设

效果

《园林规划设计》通过多年的教学，逐步形成了

教学队伍知识结构合理、师资力量雄厚等教学优

势。教师均为本科以上学历，年龄在 "% + *$ 岁之间，

其中，教授一名，副教授两名，讲师 " 名，专业实验师

一名；学院学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 名，优秀骨干教师

" 名。每位教师均具有五年以上从事本门课程或相

关课程的教学经验和实践经验，教学效果优秀。同

时，课程组注重青年教师的培养，形成了良好的传、

帮、带作风。

主讲教师自制多媒体课件进行形象教学，在备

课过程中，加大了信息量，扩展了知识面，不断优化

和完善教学内容。结合课程特色，借助学院的网络平

台开辟了 《园林规划设计》网络教学，并在网络上分

门别类地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园林设计素材，方便

学生随时点击查阅，了解园林设计领域的发展动态

和摄取最新设计素材。

《园林规划设计》课程组教师在教学中注重理论

联系实践，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建立了多个校

内外实习、实践基地。同时与地方城市园林绿化建设

紧密结合，带领学生参与了大量的绿地规划设计及

施工，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例如：参加西昌市海

河公园规划设计并获西昌市海河综合整治工程建设

指挥部工程规划设计三等奖、西昌市月城广场规划

设计获西昌市人民政府月城广场项目组工程规划设

计入围奖以及四川佳信阳光花园、西昌大成明珠花

园、西昌市新华书店屋顶花园、西昌大成商业广场中

庭屋顶花园、西昌市一中逸夫楼广场、宁南高级中

学、西昌学院鸳鸯湖等景点的规划设计与施工。

$ 思考

《园林规划设计》课程通过广泛使用现代教育技

术和现代信息资源开展网络教学，通过试运行，已初

见成效，教学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在建设过程

中也发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地方，例如教师教学水

平特别是网络教学水平有待提高，这就要求教师不

断提高自身素质，不断完善和丰富网络资源为学生

提供更为系统的园林规划设计知识与设计理念。
致谢：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任迎虹教授指导，特表谢

意！



·!"#·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 卷

$ !% &’(’)*+, -.(/0/1/’ 23 451+)/02. ).5 6+0’.+’7 621/,8’(/ 9.0:’*(0/;7 <,2.=>0.= ?##@!"；

A% &’(’)*+, <’./’* 23 B’./)C D’)C/, 451+)/02. 7 621/,8’(/ 9.0:’*(0/;7 <,2.=>0.= ?##@!"；

E% <,)2;).= B055C’ F (+,22C 7 G’0 G’0 7 <,2.=>0.= ?##@!" H

!"#$%&’$( 6’C3 F ’330+)+; *’3’*( /2 ) I’*(2. J ( (1KL’+/0:’ L15=’M’./( 2. ,0( (1++’((31CC; I’*32*M0.= 2.’
)+,0’:’M’./ K’,):02*% 6/15’./( J (’.(’ 23 (’C3 F ’330+)+; 0( ’NI*’((’5 0. /,’0* C’)*.0.= ).5 )+/0:0/0’(7 *’3’*( /2
(/15’./( ’NI’+/ ).5 ’(/0M)/’ 8,’/,’* /,’; ,):’ /,’ )K0C0/; /2 30.0(, C’)*.0.= /)(O( ).5 I*2+’(( +2.+*’/’ C’)*.0.=
)+/0:0/;7 8,0+, (,28( (/15’./( J +2.305’.+’ ).5 ’NI’+/).+; 2. /,’0* 28. C’)*.0.=% <,’M0+)C ’NI’*0M’./( /’)+,0.= 0(
2.’ 23 I*0M)*; +2./’./( 0. <,’M0+)C /’)+,0.=7 8,0+, 0( ’33’+/’5 K; (/15’./( J I’*+’0:’5 (’C3 F ’330+)+; ).5 ,)( 0MP
I2*/).+’ /2 ’.,).+’ (/15’./( J (’C3 F ’330+)+;% Q2(/’*0.= (/15’./( J (’C3 F ’330+)+; ’33’+/0:’C; 0. +,’M0+)C ’NI’*0P
M’./( J /’)+,0.= (,21C5 K’ )5,’*’ /2 (’:’*)C /’)+,0.= (/*)/’=0’(%

)*+ ,-%.#( <,’M0+)C ’NI’*0M’./( R B055C’ F (+,22C (/15’./( R 6’C3 F ’330+)+; R S’)+,0.= (/*)/’=0’(
!责任编辑：张荣萍 "

(10/)KC’ 32* /,’ +,).=’ 23 (2+0)C 5’M).5 /,)/ ,0=,’* :2+)/02.)C ’51+)/02. 2.C; 32+1(’( 2. /,’ /*)0.0.= 23 2I’*)/02.)C
(O0CC(% S,’ )5M0.0(/*)/02. 05’) 0. ,0=,’* :2+)/02.)C +2CC’=’ M1(/ /*).(32*M 3*2M 2.C; I);0.= )//’./02. /2 /,’ /’MP
I2*)*; ’MIC2;M’./ 0. 2*5’* /2 )//*)+/ /,’ (/15’./( ).5 =)0. /,’ K’(/ ’+2.2M0+ K’.’30/( /2 /*)0.0.= /,’ (/15’./(’
0./’=*)/0:’ I*23’((02.)C >1)C0/; /,*21=, 0MI*2:0.= /,’ /’)+,0.= >1)C0/; 0. ,0=,’* :2+)/02.)C ’51+)/02.，).5 32+1(0.=
2. /,’ (/15’./(’8,2C’ +)*’’* ).5 0.50:051)C 5’:’C2IM’./ 0. 2*5’* /2 M’’/ /,’ 5’M).5 23 (2+0)C 5’:’C2IM’./%

)*+ ,-%.#( D0=,’* :2+)/02.)C ’51+)/02.R T5M0.0(/*)/02. 05’)R S’)+,0.= >1)C0/;
!责任编辑：张荣萍 "

!"# $%&’(&&%)* )* +#,-)./ !#0’"%*1 2)*&,.(’,%)* )3
40*5&’06# 7.’"%,#’,(.# 890**%*1 0*5 $#&%1* 2)(.&#

U-9 V2.= F K07 WTXY D)0 F C2.=7 Z9TX V2.= F L1.7 WTXY U0 F N0.7 STXY V). F ,2.=
$[0+,).= <2CC’=’7 [0+,).=7 60+,1). \!"#!E H

!"#$%&’$( S,0( )*/0+C’ ).)C;]’( /,’ +,)*)+/’*0(/0+( ).5 0..2:)/02.7 )/ /,’ ()M’ /0M’7 50(+1((’( /,’ /,21=,/( ).5
+2./’./ 23 U).5(+)I’ T*+,0/’+/1*’ ^C)..0.= ).5 Z’(0=. <21*(’% W’ ’MI,)(0]’ /,’ 0..2:)/02. /,’2*; 23 /’)+,0.=
8,0+, 32+1(’( 2. /,’ )5:)./)=’ 23 /,’ .’/82*O ).5 /,’ +21*(’ (;(/’M% W’ ’NIC20/ .’/82*O +2C1M. )K21/ /,’ M)/’*0)C
K).O ).5 5’(0=. ’33’+/ 5*)80.=7 /,1( 8’ +). 0MI*2:’ /’)+,0.= >1)C0/; ).5 ’.,).+’ I*)+/0+’ (O0CC%

)*+ ,-%.#( U).5(+)I’ T*+,0/’+/1*’ ^C)..0.= ).5 Z’(0=. +21*(’7 X’/82*O /’)+,0.= +2.(/*1+/02.
!责任编辑：张荣萍 "

%%%%%%%%%%%%%%%%%%%%%%%%%%%%%%%%%%%%%%%%%%%%%%%%%%%%%%%%%%%%%%%

$上接 !EE 页 H

$上接 !?" 页 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