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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浙江理工大学《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1》课程为例，探讨在国家战略背景下风景园

林专业课程思政教育的融合与实践。通过构建传统文化教育、生态伦理教育、工匠精神教育、

家国情怀教育和法治精神教育五个维度的课程思政要素框架，阐述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实施路

径和多元评价体系，强调教学过程中思政元素的融入，以及通过问题导向、案例引领和互动促

进等手段，激活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研究成果期望为同类课程提供实践借鉴，推动风景园

林专业课程思政教育的创新与发展。

关键词：课程思政；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国家战略；教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lanning and

Design Courses under the National Strategic Context——Taking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

Abstract:

Keywords:

引言

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等国家战略背景下，风景园

林专业在生态和人居环境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风景园林专

业课程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1]。如何适应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需求[2]，通过思政与教学的有效融合[3]提高课程思政教学的

质量和效果[4]，成为风景园林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紧迫任务

和重要课题。《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1》是浙江理工大学风景

园林专业核心课程，共 96学时，6学分；2022年被评为浙

江省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校首批课程思政建设示范课

程。在《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1》中融入思政内容，不仅有利

于提高学生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也有利于培养学生思想品

德、道德情操、文化自信、民族自豪感、社会责任感、使命

感、爱国主义情怀、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对于提升学生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拓宽国际视野非常重要。风景园林专业学

生未来将投入城乡人居环境建设的工作中，其思想道德和价

值取向直接关系到城乡建设发展的质量。因此，积极推进风

景园林专业学生的思政教育意义重大[5]。

一、课程思政要素框架

本课程思政教学目标是培养具备生态素养、社会责任感、

文化自信和使命感，适应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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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文明建设的专业人才。课程以传统文化教育、生态伦理教

育、工匠精神教育、家国情怀教育和法治精神教育作为思政

教学的锚点（见图 1），启发学生关于态度、情感及价值观

层面的思考。

第一，传统文化教育。通过介绍中国园林体系、传统造

园思想及技艺，传递中国园林的文化意蕴和精神意趣，树立

园林文化自信，借助园林文化表达中国传统的哲学美学思想。

通过传统文化教育，探讨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在文化传承和创

新中的作用和意义，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创造力，引导学

生树立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第二，生态伦理教育。讨论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在生态文

明建设和生态修复、国家公园、公园城市和海绵城市建设中

的作用和意义；以及在“可持续发展、健康中国、美丽中国、

乡村振兴、双碳目标、生物多样性保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等宏观国家战略背景下所能发挥的作用。通过生态伦

理教育，引导学生正确树立人地观和生态观，培养其社会适

应能力和社会贡献力，塑造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服务意识。

第三，工匠精神教育。通过实践教学和劳动教育活动等

途径，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和团队凝聚力，包括认真、负责、

细致、精益求精、注重细节、追求完美和极致的职业素养，

以及科学、严谨、规范的职业态度。通过工匠精神教育，培

养学生爱岗敬业、遵守专业伦理，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

业规范。

第四，家国情怀教育。家国情怀教育是高等教育实现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通过爱国爱党爱民爱家、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融入，

帮助学生正确树立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建立批判性思

维能力。通过家国情怀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国家意识和国际

视野，培养学生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

第五，法治精神教育。通过宪法法律理念的灌输，让学

生了解宪法的地位和作用，认识到维护宪法权威的重要性；

结合设计条例与规范的学习，使其遵守法律、遵守专业伦理、

遵循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具备良好的职业规范。此外，通

过国家安全教育、公共安全教育、网络信息安全教育塑造社

会稳定意识并管理意识形态，坚定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图 1 风景园林专业课程思政要素框架

二、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教学过程

课程内容包括小庭院景观设计、小游园景观设计、展示

性园林设计、中尺度公园绿地设计 4个模块；每个模块教学

步骤一致，主要是“理论讲授阶段－任务书布置阶段－场地

分析阶段－概念生成阶段－方案设计阶段”。每一模块均融

合思政要素，保证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同步和一致。课程

思政实施路径见图 2。实施步骤为分解教学目标、制定教学

内容、嵌入思政元素、设定教学方法。

首先，分解教学目标。分别从思政、知识、能力和素质

目标四方面阐述训练目的。结合训练特点，设计课程思政教

学内容，突出思政教育的主题和重点。A模块核心思政目标

为培养学生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激发社会责任感和使命

感；B模块则为引导学生正确树立生态观和环境观，具备家

国情怀；C模块为培养有工匠精神的专业习惯；D模块为主

动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研究本专业问题。

其次，分解教学内容，使其与思政要素融合。在 A模块

理论讲授环节，在专业知识讲授基础上融入新中式园林和浙

派园林文化等传统文化思政要素，引导学生科学看待文化和

大国公民的设计师态度。在任务书布置和场地分析环节，明

确通过庭院设计建设高质量城乡人居环境，是时代需求也是

专业需求。概念生成和方案设计阶段则更多地融入生态伦理

方面的要素，设置“如何通过庭院园林景观设计助力健康中

国战略？”“如何看待专业和自身发展与国家战略的结合？”

等问题以培育正确的劳动观念，增强职业荣誉感。在 B模块

理论讲授环节，通过社区口袋公园案例的解析，融入“社区

规划师”角色、提出社区口袋公园具有服务社区居民、促进

身心健康、唤醒城市记忆、传承城市文脉、提升人民幸福感

和获得感等多重功能，唤起社会责任感和专业使命感。在方

案设计阶段学习设计规范，重申职业规范的重要性。在 A与

B模块结束后，开展“健康中国与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主题

讨论。在 C模块理论讲授和概念生成阶段主要穿插传统文化

和家国情怀教育，通过解读案例，体会展示性园林与红色文

化、传统文化、地域特色的结合，激发爱国情怀和民族认同

感、自豪感。在场地分析和方案设计阶段，穿插工匠精神和

法治精神教育，塑造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C模块结束后开

展“美丽中国与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主题讨论。D模块以生

态伦理教育为主、以工匠精神、家国情怀和法治精神教育为

辅。以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公园城市”理念为背景，

提出公园绿地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引发思考并开

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主题讨论。

在案例分析法教学中，结合爱国主义主题公园绿地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在项目合作法教学中，注重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能力，引导学生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解决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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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最后，在教学过程中坚持问题导向和案例引领，以教学

互动为手段，激发学生的参与和表达，培养学生的沟通和协

作能力。教学方法以问题导向法、案例分析法、小组讨论法、

项目合作法等为主，来激活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图 2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1课程思政实施路径

三、过程评价方式

课程的过程评价方式更为多元：包括课堂考勤（5%）、

场地分析（5%）、主题讨论（10%）、草图评价（30%）、

成图评价（30%）、案例分析（15%）、方案反思（5%）。

各环节思政要求和思政要素见表 1。

表 1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1课程过程评价

课程环节 思政要求 思政要素 比例

课堂考勤
强调纪律性和责任感，培养时间观念和守则意识，呼应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法治”和“诚信”

家国情怀教育

法治精神教育
5%

场地分析
培养观察力和分析能力，深入了解社会现象和问题，进

而思考如何通过专业技能为社会做出贡献

生态伦理教育

家国情怀教育
5%

草图评价
培养创新意识和解决问题能力，学习如何将理论知识应

用到符合国家战略背景和时代需求的实践中

传统文化教育

生态伦理教育

工匠精神教育

家国情怀教育

法治精神教育

30%

成图评价
不仅关注体现工匠和法治精神的技术层面，还应关注作

品背后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取向。引导学生思考设计如何

传统文化教育

生态伦理教育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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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人民，如何体现生态伦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体现“富强”和“民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工匠精神教育

家国情怀教育

法治精神教育

案例分析

结合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案例，培养家国情怀和生态

文明意识，激发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心和专业激情，

培养勇于创新、勤于实践、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和精益

求精的敬业精神

传统文化教育

生态伦理教育

工匠精神教育

家国情怀教育

15%

方案反思

总结经验、发现不足，思考如何在未来做得更好。有助

于培养学生的自我完善意识和终身学习的态度，与“诚

信”和“友善”的价值观相契合

传统文化教育

生态伦理教育

工匠精神教育

家国情怀教育

5%

主题讨论 就特定主题深入讨论，提高批判性思维和沟通能力
生态伦理教育

家国情怀教育
10%

四、结束语

本文以浙江理工大学风景园林专业课程《风景园林规划

设计 1》为例，构建了课程思政要素框架，制定了课程思政

教学实施路径。通过分解以思政目标领衔的教学目标，深入

挖掘并整合该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并与教学模块结合，切

实落实立德树人的教学理念，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提高学

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专业能力，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文化

自信和使命感的设计师人才。期望本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能为

当前高校风景园林规划设计课程融入思政内容的实践和改

革提供参考，但也必须意识到风景园林专业思政教育是一项

系统工程，需要教师、学生、学校和社会共同参与，形成长

效机制，以提升课程思政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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