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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景观规划设计在现代高等教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关系到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更与区域

性景观行业的持续发展息息相关，我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课程体系托区域性景观行业，以满足应用型风

景园林设计人才的需求，针对当前《景观规划设计》课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如教学内容与行业需求脱

节、实践环节不足、学生创新能力欠缺等，本次从“项目模块化、资源库建设、教学个性化”三个方面

进行研究论述，最后从“区域产业链、校企工作站、虚拟仿真实训室”等几个方面的提出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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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occupies a pivotal position in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It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rofessional skills,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
gional landscape industry.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art design specialty in our school sup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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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gional landscape industry to meet the needs of applied landscape design talents.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curriculum system, such as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eaching content and industry needs, the lack of practical links, the 
lack of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etc. This time, this paper studies and discusses from three as-
pects: “Project modularization, resource library construction and individualized teaching”.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the safeguard measures from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virtual simulation training 
room of school-enterprise workstation in regional industrial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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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适应当下时代背景的社会、环境、经济等问题景观规划设计行业的当下发展需要打破传统路径，

结合专业时代发展要求，需要培养多元化发展、多学科共赢的技能人才。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景观规划设

计方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在高职院校中一直被割裂分离，艺术类的设计课程与工科类的教学模式存在着巨

大差异。本文以艺术类高职院校为基础，通过工科风景园林设计逻辑为切入点，探索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下景观规划设计课程的构建体系与培养符合地域性景观行业发展需求的人才模式。 
本文旨在探索课程现状存在的问题，通过分析当前社会发展景观行业的人才需求缺口，从行业的内

驱力深入挖掘未来学生就业的发展方向，试图采用分析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上解答如何在

艺术生的背景优势上延伸发展工科知识面更多的可能性，以促进学生知识面及就业面增加。本文主要从

三个方面进行探索思考：一是从课程结构角度出发，探索符合行业运行标准及模块化流程，使学生通俗易

懂、由浅入深、逐层递进的掌握设计方法；二是在数字化发展的大背景下结合企业资源建设资源库以满足

教学资源的缺陷；三是通过个性化发展思路，分别验收学生的学习成果并有针对性指导学生就业发展。 

2. 课程现状的存在问题 

1) 学生素质层面：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大部分为艺术类考生，主要理论基础知识较差，更多的是

重视美术和审美的培养，在设计的逻辑上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学生的理性分析、归纳和推导能力较弱。

然而景观规划则需综合分析环境、生态、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非常注重“理性思维”，即问题

的发现、分析推导和解决的过程。故在课程框架上强调前期分析以及总体设计、详细设计的逻辑关系，

加上前后因果关系的产生及设计思维的训练。 
2) 教师结构层面：教师在教育系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研究方向和特长将直接关系到专业建

设的质量和质量。我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师组成结构相对单一，以艺术类院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为主，

软件表现为特色，园林景观规划为辅的师资结构。缺少规划、生态、施工技术、工程管理等满足行业需

求的高级人才。故在课程体系的设置上是以景观设计为主干，软件制图效果表现为特色、园林植物设计

为辅助的教师结构资源，针对缺乏的专业师资，是未来教师团队建设中重点拓展的领域。 
3) 行业发展需求层面：与大城市相比，广西地方本土化的风景园林设计产业在设计创新、系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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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际推广应用上都比较薄弱，主要影响因素有地域局限性、经济发展背景的支持、服务对象的专业性

和多数用户的认知度等。同时现行区域内景观设计行业主力军多为双一流院校毕业生，优势在于学科理

论的扎实及设计逻辑的规范和完整。相较于专科院校或应用型院校来说，毕业生主要就业方向为本土施

工行业及少量中小型景观设计公司，对专科层次毕业生大多限于效果图表现及模型制作等辅助型景观设

计师，故在培养方向上，教师团队通过对行业及市场需求进行分析，主要培养立足南宁服务地方企业，

面向广西拓展区域产业，辐射东盟及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小型景观设计师。 

3. 课程问题的解决思路 

1) 针对艺术类学生知识技能及逻辑思维能力不足的情况，首先在课程体系的设置上需要深入开发，

整理如何从感性发挥到理性思考的过程，使学生由兴趣到系统的知识吸收，这就需要从课程兴趣的引导，

到系统标准化的流程，再到深入思考挖掘的自主能动发挥，充分利用模块化的驱动力将浅显易懂到深根

创新，使学生潜移默化进入专业领域的探索成长。 
2) 针对教师结构组成不稳定的现存困难，通过教师自我自学成长、扩大师资队伍力量、引入企业导

师、软件上增加资源库建设补充信息不全面等问题具体解决。重点在课程资源库建设方面深入探索资源

结构，以应对实训教学场所缺失、学生动手能力若、实践经验不足、教师一对多指导不够全面等问题，

解决师资、场地、实训等一系列问题。 
3) 针对行业发展需求，有针对正的培养学生“重点发展 + 特色发展”的模式，以应对多元化市场

需求的方式，探索在学生差异化背景、个性化学习途径、多手段成果验收等几个环节逐层实施，满足数

字化时代背景下拓展周边相关专业的就业率，培养多渠道、多领域的人次需求。 

4. 课程改革的主要做法 

1) 优化项目流程模块化设计，根据不同项目类型设置不同模块的设计标准，项目实训来源地方行业，

具有时效性和及时性 
景观规划设计课程是集调研、分析、思考、实践、研讨、交流、汇报为一身的综合设计课程[1]，要

求学生熟练掌握项目前期调研，通过不同项目类型的具体分析，学习国内外对标典型案例，掌握各地区

各建设部门发布的相关前期规划指导，并提出一套合乎逻辑的设计策略，使学生了解规划设计思路，对

不同的空间场地设计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场所景观，并掌握设计技巧和实施的工艺技术。 
课程分为 2 个阶段进行授课，景观规划设计课程因涵盖类型多样，规模大小不一，将规划和设计 2

个层面进行区分。在景观规划设计课之初，选择学生更易实地考察、更易掌握、更具有中小型尺度规模

代表的小型空间进行训练：南宁市街头绿地、校园景观空间设计、城市街道设计等项目。这个阶段的设

计教学内容关注的核心问题多为景观空间的交通组织、功能活动、空间序列等。教学团队为副教授带领

中青年教师进行授课，其内容更注重学生个人设计能力的培养，对具体场地进行详细设计的空间驾驭能

力。在景观规划设计课第二阶段，教学内容更加倾向于综合性、多元化、复杂多变性、故事文化性，具

备“本土性”又兼具“国际性”视野，课程采用行业专家及教授、副教授为组合的主要授课团队，其教

学内容更多的关注行业热点话题及地方政策发展，关注项目的用地性质、技术指标、设计策略，同时围

绕主题性进行调研分析、概念策划，比如乡村振兴、生态修复、棕地再生、遗产保护、环境整治、参数

化设计等内容。设计的思考方向是使学生关注社会问题及设计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对来说项目难度更高。 
2) 完善项目资源库建设，以国内领先行业动态为目标，以地方性行业标准为核心实时更新教材资源，

参考国内高标准满足地方企业需求 
数字化教学是我国建设教育强国、实现高素质教育目标的必然要求，而数字资源库则是一项十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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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教学规划内容。为适应广西及南宁地区园林景观设计、园林景观工程施工、旅游规划智慧城市建设

等行业的新需求，专业教学团队积极推进建设壮美广西园林景观设计与施工虚拟仿真实训中心，其目的

主要解决目前实训过程中对园林工程技艺复杂、施工安全隐患较大、教学成本较高等问题[2]。利用 AR
及 VR 新技术，让学生从理论、实践、感官、视觉等模式上体验新的变化，从单一的授课方式转变为多

元化的教学体验。依托互联网和虚拟仿真技术，由校企合作共同研发园林景观设计与施工教学、实训体

系，共建开发《景观规划设计虚拟仿真》《园林工程施工虚拟仿真》课程，开发 5 门新形态教材并配套

虚拟仿真教学资源，引进广西乡村振兴项目开展技术服务、课题研究、旅游扶贫规划、景观规划设计，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推荐园林产业深度融合，服务地方特色产业和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景观规划设计》课程数字资源库主要呈现三个层级的金字塔数据平台，第一级基础层数字资源平

台主要侧重于训练学生掌握系统的规划设计流程和思路，通过汇总大量的不同项目类型，使学生能够根

据不同类型的项目检索对标案例，在案例学习过程中逐步完善设计的完整性；第二级提升层面的数字平

台主要针对工程技术难度较大、工艺较为复杂、实施成本较高的项目实践，通过虚拟仿真实训室，动态

展示、触摸、演示、工艺流程再现等功能[3]，构建与行业企业技术规范、组织项目管理流程、工程材料

应用模拟等内容，在景观规划设计、园林工程与施工技术、园林景观技能大赛、植物配置与造景四大课

程进行专项实训展示学习；第三级顶层创新设计数字平台，主要包括侧重训练学生在设计过程中发现问

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提出创新理念[4]，引导学生从借鉴学习的积累方式转为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

研究方式，通过对标行业热点、行业竞赛趋势，结合规划、建筑、生态、历史、文学、艺术等多学科融

合，实现项目的“多元化、全覆盖、多角度、全过程”等思考角度，进而培养“宽理论、强技能、多发

展”的人才标准。 
3) 实行个别化教育，针对不同的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发展方向，分别培养标准化、创新化、艺术化和

逻辑化的实用技术人才 
中国大教育家孔子在他的著作中就提出了“因人而异”的思想，即“因材施教”。随着当今社会信

息化和高职教育的不断变革，学生肩负时代使命和社会发展需要，新兴的信息技术提供了更多的学习途

径和教学资源，学生从众多的信息平台更够找到适合自己性格特征，依据自身的知识背景、生活经历发

掘属于自身的发展优势，从入学时期对专业认知的茫然无知到 2 个学年的专业知识掌握，学生能够清晰

的认知到自身未来对职业规划的方向把控。通过我校环艺专业实习就业类型的方向分析，从事本设计岗

位或继续升本占比 56%，施工管理方向占比 9%，花艺师岗位 8%，本领域工程资料员、造价员等岗位 6%，

室内家装行业 58%，美术教育、婚庆策划等其他行业占比 13%。由此分布的就业岗位分析，具有创新设

计思维的设计人才占有较大部分比例，例如助理设计师岗位；技能型管理人才，如施工管理、花艺师、

资料员、造价员等占比次之；艺术院校毕业生最重要的就业突破点是多样化、全面发展的人才，根据他

们的特性，他们可以在数字媒体、艺术插花、婚庆策划、自媒体等新的信息产业中找到工作。 
环艺专业学生个性化培养思路主要根据学生的性格特征、学习习惯、职业发展等因素综合评判，主

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举措进行布局：一是依托教学资源库大数据进行数据化、结构化学习行为分析。课

程教学数据库根据专业方向设置有软件表现类、设计创新类、施工技能类、统筹规划组织等类别，借助

数据库平台的采集、分析、评价等学习行为，精准的获取学生学习数据、学习成绩、能力评估，通过数

据生成对话，系统的分析学生的个性化学习体现得到精准反馈，可以帮助教师准确地应对不同学生调整

针对性的教学策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以期最大化的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二是运用信息技

术、人工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把学习途径贯彻到实际中去。通过专业方向的划分，依托数据库平台的

分析，在软件表达方面能力较强或是兴趣较大的学生，平台针对性的推送本专业内的软件精专提升课程，

并联合校外软件培训机构开展线上课程教学，使学生既掌握本专业必备软件外延伸更多室内装饰、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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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环境场景模型、文化展示设计、影视制作后期等相关领域的技能学习，最大化拓展学生的就业面。

在设计创新方面有潜力或是成绩较好的学生，主要培养本科续读提升及设计公司就业需求，该类学生具

有较好的设计思维能力及专业知识技能，通过平台数据推送不同类型的项目式学习，使学生在有限的在

校学习时间内掌握从点到面、从窄到宽、从易到难的项目知识，同时依托校企合作工作站，引入当下政

策推行建设实施的项目，由专业教师团队带领学生参与社会服务，较大化的使学生参与真实设计、工程

项目以期实现从纸上谈兵到实践落地，使学生感受从学生身份到助理设计师身份的变化；三是在毕业设

计课、顶岗实习课、就业指导课等方面，加强对学生的个性发展与引导。根据前情学习分析、学习行为

引导，在校学习周期末端，教师团队通过全面、精准、细致、多元化、多角度的数据呈现，组织学生积

极对标行业学科竞赛、对标施工管理行业标准、多元化呈现设计成果等方向开展毕业设计、顶岗实习、

就业指导课程，以项目小组为单位，设置设计员、软件表现、组织统筹、施工技能等分工职能，主动发

挥学生的自身优势，在项目最终呈现上可根据小组的个性特征形成不同的表达方式，可形成“方案设计 + 
施工图”“方案设计 + 模型工艺制作”“方案设计 + 主题氛围展示”“创意方案推演 + 方案设计”“规

划设计策略 + 方案设计”等不同的创新表达呈现设计成果，突出学生的个性化成果验证，通过展示、评

选、比赛等方式发掘学生特色，推广教学优秀成果。 

5. 课程改革实施的条件保障 

1) 依托区域化产业链，联合地方企业引入真实项目 
乡村振兴是当前广西地区风景园林产业发展的主流方向，城乡田园观光旅游是广西风景园林规划与

设计的重要载体。而景观设计领域的探索则离不开区域经济产业的发展方向，因此园林景观的产业链必

须多元化、多角度、多形式的融合。例如：与农业发展的相互弥补、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依赖、与物质精

神文化的延伸交合、与新兴旅游业的相互重组等，通过与不同领域的共生发展以存求共同依存，发展多

领域的地方企业与学校共同开发新项目。 
2) 建立校企工作站，成立项目化实景教学场所 
依托区域产业发展及壮美广西民族特色发展的时代机遇，立足专业特色，通过联合不同领域的地方

企业跨域合作，形成“环艺 + 乡村”“环艺 + 非遗”“环艺 + 文旅”“环艺 + 会展”“环艺 + 数
字媒体”等合作项目，服务当地企业、培养多元化环艺设计人才、扩展教学资源平台，以地方产业群为

突破口，通过专业与产业交流、互补、衍伸、重构等路径调动学校与企业合作的深入合作，利用学校数

字化工作站平台，搭建多方合作渠道，使教师、学生、企业、社会、政府等人才各自发挥自身特色共同

营建一个全新的教学、科研、生产、推广的技术交流平台，实现“环艺+”产教融合新模式。 
3) 建设景观设计与施工虚拟仿真实训室，开展智慧多样化教学 
专业以学院建立的“五中心一平台”专业虚拟模拟实训中心为基础，包括虚拟教学实训中心、专业

虚拟教学资源库、管理与共享平台、教学资源能力提升服务基地和管理共享平台。对接数字科技，利用

VR、PC、虚拟现实操作一体机等设备，满足专业群师生认知及研究传统景观材料的组成和利用，研究景

观材料活化利用的渠道和方法，直观的展示、演示、操作、示范景观工艺构造组成等作用，对接教学创

新改革新路径，探讨更多元化的教学模式。与广西本土企业联合开展技术服务、课题研究、旅游扶贫设

计、景观改造提升、传统民间建筑研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推动园林景观产业群的深度融合，

满足地方特色产业和区域经济转型发展，以期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6. 课程改革的实际成果、成效及推广情况 

1) 实际成果：经过以上措施及具体落实，近两年团队教师指导学生完成社会服务项目大于 5 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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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宾阳县新圩镇乡村振兴示范村——景观风貌改造提升规划设计项目、龙州县崇水高速沿线村屯风

貌改造提升弄框屯、板盆屯景观提升专项设计项目、龙州县彬桥乡田园综合体规划设计项目、南宁市翠

湖片区公共服务项目——公园设计项目、南宁市第二届最美花境大赛项目、南宁职业技术学院文化广场

景观规划设计项目、靖西市龙潭湖二期景观提升项目等设计成果。 
2) 社会影响：在课程设计实践教学环节中，依托高校所在地，结合南宁本土乡村地域文化资源，开

展“设计下乡”，助力乡村振兴。服务了南宁市区域行业以及村镇政府部门，在项目成果展示方面取得

了很高的认可，在南宁风景园林协会、广西乡土景观领域、南宁市乡镇政府等范围内扩大了我校的影响

力，得到了大众的高度评价。 

7. 对课程发展的思考与展望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专业自 2000 年开设以来，经过 20 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在广西区内

同类专业中处于领先水平，专业发展定位立足南宁，辐射东盟，服务区域重点产业，教学模式以国家风

景园林教学体系为基础，探索融合壮美广西民族传统本土文化的教学方法与理念，辐射东盟及粤港澳范

围内建筑、城乡规划、生态环境、旅游发展、乡村振兴等领域。在如今数字信息时代及虚拟模型大爆炸

背景下，科技技术和社会环境等问题也对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提出了时代课题，而环艺专业未来的发展也

将面临着更加复杂、丰富、多领域的挑战，因此在根植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如何引导学生在未来就业及

创业方面发挥环艺专业的优势将成为我校环艺专业师生共同思考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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