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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 了风景园林专业园林植物类课程教学现状及存在 的主要 问题 ，论述 了作 为一个优 秀风 景 园林设计 师 

应掌握的园林植物知识，提 出了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专业园林植物类课程改革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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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环境意识 的增强 ，人们越 

来越渴望得到优美的生活环境，因此建设生态良好 

的、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被逐步提上 日程。植物作 

为生态环境的调节器，在改善生态环境、降低噪音、增 

加空气湿度、涵养水源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同 

时，植物与山水 、建筑共同构成了园林的主要内容口]。 

英国造园家克劳斯顿(Brian Clouston)提出：园林设计 

归根结底是植物材料的设计，其 目的就是改善人类的 

生态环境 ，其他的内容只能在一个有植物的环境中发 

挥作用。2006年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陈俊愉先生指 

出：风景园林学科涉及的知识面广，该学科最大的特 

色应该体现在园林植物方面。设计人员应该很好地 

掌握有关植物材料的知识，了解植物习性和其应用方 

式。北京林业大学孙筱祥教授认为：风景园林学科应 

以生物、生态学科为主，并与其他非生物学科(例如土 

木 、建筑 、城市规划)、哲学、历史和文学艺术等学科相 

结合的综合学科。它的基础知识包括地质学、自然地 

理、土壤学、气象学等自然科学；生物学、植物学、生态 

学等生物科学 ；园艺学 、林学等农业应用科学 ；以及文 

学、艺术、美学等多学科相综合的新的绿色生物系统 

工程学科 ]。园林植物知识是园林设计的基础，也是 

实现规划设计 目标的保障口]。在以园林规划设计为 

主要培养方向的风景园林专业课程设置中，园林植物 

类课程占有重要地位。作为风景园林专业的教育工 

作者应把握专业发展的历史机遇，从社会现实需求出 

发，确立以植物材料及应用为重点的、面向规划设计 

方向的应用型风景园林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 

一

、园林植物类课程的教学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 )园林植 物 类课程现 状 

浙江农林大学 自 2008年 9月恢复招收风景园 

林专业本科生，是浙江省首批获准设置风景园林专 

业的院校之一[4]。风景园林专业培养 目标是要求学 

生掌握园林植物 、生态学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园林 

建筑 、园林工程 、园林管理等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 

能从事风景区规划、城市开放空间设计 、各类 园林绿 

地规划 、设计、施工与养护管理等工作 。风景园林专 

业园林植 物类课程 主要包括 ：“园林树木学”“花卉 

学 ‘生态学(双语)”“园林苗圃学”“园林植物种植设 

计 ‘园林植物栽培与养护”等(见表 1)。 

表 1 园林植物类课程设置现状 

(二)园林植物类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现行的园林植物类课程教学存在课程体系不完 

善、课程之间衔接不紧和部分课程内容重复等问题。 

课程内容偏重微观，强调理论知识 ，忽略实践技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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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与园林规划设计脱节，使学生不能形成 良 

好的知识结构，导致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下降。 

如“园林树木学”过于强调树种的识别，教师往往使 

用植物学的专业术语来讲解树木的形态特征、观赏 

特性及生物学特性等，导致学生只记住了树木的细 

微特点 ，对树木整体把握不够 ，不会进行树木之间的 

搭配，不能想象到植物组合后的景观效果；“花卉学” 

重在花卉的分类、繁殖和生产栽培，对花卉在现代园 

林建设中的应用涉及较少，学生不会合理运用植物 

材料进行花丛、花境、花坛、垂直绿化等花卉景观设 

计 ；“生态学(双语)”对植物与环境、植物 与植物、植 

物与动物及微生物之 间的关 系介绍较少 ，在培养学 

生生态意识和全局观念上显得不够充分。 

在实践教学中，通常安排独立于规划设计以外 

的抽象技能训练，与具体的设计任务相分离，学生往 

往不能理解所学的理论和技能与将来所从事的职业 

之间的关系，从而难以满足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也不 

利于学生 自身综合能力的提高 。同时 ，由于风景 园 

林专业人数较多 ，而师资力量相对薄弱 ，实践教学不 

“实”，如在园林植物的认知实习环节 当中，1位任课 

教师要同时指导几十位学生，教师无法根据每位学 

生的特点和对教学 内容的掌握程度进行相应 的指 

导 ，教学实践往往不能达到预期效果[5]。 

二、风景园林设计师应掌握的园林植物知识 

风景园林设计师要掌握大量的植物材料及其特 

性知识，并能熟练地将植物应用于设计中，如植物的 

尺度 、形态 、色彩和质地 ，但无需对植物 的细节过多 

了解 ，如芽痕形状 、叶柄长短 、叶片的锯齿等。风景 

园林设计师不必成为 1名植物栽培学家，这些植物 

栽培方面的知识应是 1名园艺师所必备的知识 ，但 

应掌握植物的综合观赏特性、植物健康生长所需 的 

生态条件以及植物所生长的环境效应等方面知识。 

设计师不仅要注意单株或群体植物在某 1季节的变 

化情况和功能作用 ，而且还要知道 1年 4季它们是 

怎么变化 的，以及 随着 年代 的推移 所发生 的变化 

等[6]。风景园林设计师应该掌握足够数量的园林植 

物种类(大体上 ，初级≥400种 ，中级≥800种，高级 

≥1 000种)，其他知识包括 ：①准确识别。全天候 

准确识别园林植物种类，掌握正确的中文名称和拉 

丁学名。②适应范围。掌握其原产地和自然分布区 

域、适应地域和应用范围。③空间特征。掌握园林 

植物的体量、姿态等外观特征。④应用特点。掌握 

园林植物观赏和应用特点 ，包括园林植物的功能 、文 

化内涵和象征意义等。⑤变化特点。掌握 日变化、 

季相变化和整个生命周期的生长发育变化特点，包 

括植物的寿命。⑥生态要求。掌握园林植物对光 

照、水分、土壤、温度、空气等环境因子的要求。⑦种 

间关系。掌握园林植物的相互关系及与野生生物的 

关系。⑧养护管 理。掌握 园林植物 的养护管理需 

求，包括修剪、病虫害防治等。⑨供应情况。掌握园 

林植物的来源、生产方式、规格和标准、运输方式、供 

应时间和价格等情况 。 

三、风景园林专业园林植物类课程改革构想 

(一)园林 植物 类课程 的设 置 

课程体系和课程设置是关系人才培养质量 的核 

心问题。笔者在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专业进行课 

程设置和课程体系建设时，充分考虑了风景园林学科 

的内涵、发展规律和最新动 向，以及国家建设环境友 

好型社会对风景园林人才提出的新要求，同时，还要 

考虑 目前开设的园林植物类课程之间存在很多的交 

叉和重复情况，对其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以理顺 

各门课程之间的关系。课程讲授要与实践密切结合， 

尤其是强调教学要与园林苗木基地、园林工程企业、 

园林规划设计单位相结合，采取多样化的教学形式来 

提高教学效果。笔者认为完整的风景园林专业园林 

植物类课程体系应包括：“生态学”“园林树木学”“花 

卉学”“植物景观规划设计 ‘园林苗圃学”“园林植物 

栽培与养护”“盆景与插花”“园林绿地管理”和“景观 

管理”。在现有的课程数量很难增加的情况下，可 以 

根据风景园林专业的特点，有选择地设置必修课程和 

选修课程，把“生态学”“园林树木学”“花卉学 ‘植物 

景观规划设计”等课程设为必修课程；把“园林植物栽 

培与养护”“园林苗圃学”“盆景与插花 ‘园林绿地管 

理”和“景观管理”设为选修课程 ]。园林植物类课 

程总的教学目标应该与风景园林设计师必须掌握的 

园林植物知识一致 ，并要有量化的考核指标 ，因此，相 

关课程的教学大纲、内容、方法、资源、考核体系的统 

筹调整非常重要。 

(二)强化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风景园林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以缩小学 

生“眼、手、脑”三者之间的差距为 目标，强化实践教 

学，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构建实践教学体系_8]。不 

仅要明确每门园林植物类课程的实践教学目标和要 

求，还应该强化构建以规划设计为主要 目标的课程 

实践教学体系。主要有 ：①园林植物认知。园林植 

物认知作为基础性工作应得到重视 ，为 了能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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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开展教学，笔者正在编著《园林植物实习手册》，对 

学生掌握植物材料的种类、内容作出明确的量化规 

定。为强化植物识别的基本功练习，笔者不仅要教 

学生认识植物 ，更要教给学生识别植物的方法，使其 

在 以后 的学 习或工 作 中能独 立 完成 植 物识 别工 

作_g]。在浙江农林大学校园有 2 000多种植物，这 

是学生认识园林植物的最佳场所，教师要鼓励学生 

充分利用校园条件完成对园林植物的识别工作。② 

园林植物生产和供应。园林植物生产和供应是为园 

林建设提供植物材料的重要途径，因此要积极开展 

相关实习和实践。浙江农林大学主动与苗木、花卉 

企业联系，建立实 习基地 ，让学生 了解市场上 的苗 

木 、花卉供应情况，并参与苗木和花卉的培育 、种植 、 

管理等生产活动。让学生了解生产过程，学会使用 

各种设施设备 ，这既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吃苦耐 

劳精神 ，又能为学生今后走上工作 岗位积累了经验。 

③植物景观规划设计 。“植物景观规划设计”是规划 

设计与园林植物结合最紧密的一门重要的专业课， 

其具有综合性强、实践性强和实用性强的特点，该课 

程实践教学环节主要有课程实习和项 目实践 。课程 

实习采取案例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合的方式，主要 

以杭州西湖周边的公园绿地为对象 ，开展优秀植物 

景观案例 的现场教学 ，让学生对植物景观规划设计 

的原则、方法有更深入 的认识 ，培养学生 的思考能 

力 。项 目实践对于“植物景观规划设计”课程教学非 

常重要 。浙江农林大学拥有 1个园林规划设计乙级 

资质的设计院，每年承担大量的植物景观规划设计 

项 目。此外 ，许多专业教师也独立承接植物景观规 

划设计项 目，结合这些项 目，以园林设计院、教师工 

作室为教学平台，形成以师传徒的教学模式，让学生 

了解规划设计类项 目的工作程序，提高学生运用理 

论进行实践 的能力[10-113。④ 园林植物栽培与养护。 

园林植物栽培与养护是规划设计 目标顺利实现以及 

持续稳定表达的保障 ]。以园林绿化养护管理企业 

为主要实践平台，选择春、冬 2季安排大三的本科生 

深入到城市公 园、居住小区、工 厂企业、街头绿地亲 

自开展园林植物的养护和管理工作。教师或企业技 

术人员进行现场教学 ，并安排学生实践操作 ，了解植 

物生长状况，增加学生在植物栽植、整形修剪、病虫 

害防治、土肥水管理方面的知识，并提高相关技能。 

(三)丰富师生互动形式 

学生和教师都是积极主动的教学参与者，学生应 

从被动接受知识的地位成为主动与教师交流的主体 ， 

教师也必须根据学生的不同思维特点因材施教。丰 

富师生互动教学形式 目的就是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主动性，参与学习过程，同时可以促进教师与学 

生之间的思想沟通、学术交流，营造 良好 的教与学的 

环境。为了进一步提高园林植物类课程教学质量，笔 

者利用现代化的通信、网络、论坛、视频等手段和方 

式 ，增加师生互动的频率，改变了传统的教与学的关 

系。如浙江农林大学 已建立的植物论坛就是运行较 

好的一种交流方式 ，大家可以在论坛中发布各种植物 

图片，讨论与园林植物有关 的热点问题 ，并交流学习 

心得 。 

深刻理解风景园林专业的特征，明确专业的主 

要培养方向，掌握与本专业相关的多学科知识，强调 

专业素质的培养，是现代风景园林专业教育的基本 

导向 1̈ 。通过对现有浙江农林大学风景 园林专业 

的园林植物类课程 的逐步完善 和教学方法 的提升 ， 

笔者相信会培养出更加适应社会需要、具有扎实园 

林植物知识和技能的风景园林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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