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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特点

一、课程特点及设计思路

 《园林工程》是园林专业的核心课程。是一门涉及工程、建筑、艺术、规划设

计、植物的综合性学科，它将景观设计与工程技术有机的融为一体。

 《园林工程》在第五学期开设，目前理论学时24学时，实验学时24学分，总计

3个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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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教学主要以传统的课堂讲授为主。在课堂中教师扮演讲授者和传播者的角

色，学生学习缺乏参与性，教学效果不够理想。



（二）改革思路

一、课程特点及设计思路

教学理念

培养模式

培养思想培养流程

教学理念：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

          导向、以能力为目标

培养模式：混合式教学

培养思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

          专业实践技能的培养。

培养流程：课前+课中+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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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

    将混合式教学模式引入园林工程教学，采用“课前准备—课堂活动—网

络交流—专业体验”四位一体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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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学情调查

二、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

    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学生

课前的学习情况，了解学生

对园林工程课程的要求与期

望，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建

立课前思考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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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前准备

二、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

任务单导向

微课学习

自主学习

习题练习

    课前准备主要起到导向作用，教师提供自

主学习单，明示学生学习目的、学习内容与重

难点。教师将教学PPT与微课上传至网络平台，

学生自主学习，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完成习题

练习，重点关注学生知识网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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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堂教学

二、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

    课堂教学的重心转向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开展。

图片、视频、案例来抛出问题，
引导学生思维，指明教学重点。

通过个体学习、组内与组间讨
论等方式，激发学习的动力。

创建环境

合作探究
下达任务，鼓励学生研读相关资
料。要求分工明确，人人参与，
团队协作。

锻炼语言表达能力，审美能力
以及对知识的理解与判断的能
力。

个性化指导
判断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能力，确
定疑难问题，辅以个性化指导。

锻炼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难题
的能力，提高学生表达能力。

成果交流
交流问题的解决方案，分析优秀
成果。

培养学生总结经验教训的能力，
发现创新，鼓励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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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教学目的



（四）网络互动

二、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

    该阶段主要由知识回放、在线讨论、在线答疑三个方面构成。

    知识回放要求学生复习PPT，对知识点系统的梳理，对课上没有听懂的

部分有一个重新理解的过程，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倒带”学习。

    在线讨论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一个课下交流讨论的机会，使知识有一个

“再认知”的过程，让知识在“输入”与“输出”之间转换，培养学生的

发散性思维。

    在线答疑则将重心重新转回教师身上，学生将不懂的问题提出，教师

通过图片、案例等形式帮助学生理解与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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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业体验

二、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

1.专业竞赛：通过课下辅导，引导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关联课程的专业竞

            赛，专业竞赛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了学生的

            专业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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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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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竞赛作品展示



（五）专业体验

二、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

2.模型制作:要求个人独立完成模型，全班做一个小型的模型展。锻炼学

           生的动手能力，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同时加强学生的团队

           协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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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业体验

二、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

3.实践活动：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课程教学中让学生有一个“看”的过程。

            教师带领学生参观施工中的园林项目，最后参与完成施工实

            训，使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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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园路铺装设计

三、混合式教学课堂范例

1.资源辅助：（1）教学课件、微课、自主学习任务单；

（2）参考书籍、硕博论文及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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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园路铺装设计

三、混合式教学课堂范例

2.自主学习：熟悉园路的分类及作用，明确园路结构设计的方法，重点掌

            握园路铺装设计的基本原则，收集中国古典园林中常见的铺

            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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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园路铺装设计

三、混合式教学课堂范例

3.实地调研：教师组织学生对园林铺装进行调研，重点思考铺装设计中的尺

            度问题；通过对场地的考察分析，讨论设计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充分理解园路铺装设计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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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园路铺装设计

三、混合式教学课堂范例

4.合作探究：（1）讨论园路铺装设计的方法，包括线形设计、结构设计等；            

    （2）了解常用园路铺装形式，重点掌握铺装的设计与搭配；             

    （3）探讨不同铺装的人体视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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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园路铺装设计

三、混合式教学课堂范例

5.个性化指导：以石河子大学中区广场的铺装设计为例，指导学生合理选

              择铺装的色彩、尺寸、形式等要素；重点指导学生分析不

              同类型场地园路铺装的设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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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园路铺装设计

三、混合式教学课堂范例

6.特色分享：提出仿生设计理论，寻找身边的实例，分享给学生，让学生

            关注生活，深刻体会“创意来源于生活”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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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竖向设计实验

三、混合式教学课堂范例

1.资源辅助：园林工程实习指导书、课件、微课、

            自主学习任务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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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竖向设计实验

三、混合式教学课堂范例

2.自主学习：明确竖向设计的内容与基本理论，收集经典地形处理案例，

            掌握竖向设计与模型制作的基本步骤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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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竖向设计实验

三、混合式教学课堂范例

3.实地踏勘：以石河子景观河北四路--北五路段为假想场地，由课程指导

            教师带领学生查勘场地，分析场地竖向设计中的优缺点,为实

            验的实施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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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竖向设计实验

三、混合式教学课堂范例

4.实验探究：以小组模式完成此次课程实验，以“先踏勘、再模型、后图纸”

            的训练程序和“一套施工图贯穿设计全过程”的思路，从具体

            到抽象，做到理性与感性相融，完成工程艺术化的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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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混合式教学课堂范例

① 用泡沫板围合成高差为6cm，长宽各为40m*80m的范围
作为本次竖向设计的实验场地，并用湿润的沙土填充，
整平。

② 在平整的场地上进行地形的规划，包括山地、河流及
建筑。通过不断的尝试，堆砌出山体，开挖水体。保留
建筑的位置以及停车场的位置。

③ 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场地的调整，特别要求注意以
人的视角观察，确保山体和水面的宽度保持在正常观景
尺度，最终完成基本地形的制作。

④ 在硫酸纸上绘制地形等高线。采取方格网定位的方法，
用细线将地形分成若干10*10cm的网格。经过反复调整试
验，绘制出地形的等高线。

⑤ 在已完成的地形上确定园路的位置，将硫酸纸裁剪的
园路放置在沙土模型上，用不同宽度表示主路和支路。

实验探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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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竖向设计实验

三、混合式教学课堂范例

5.个性化指导：如何处理地形的形态与景观视线的关系；      

              如何设计具有美感的水体形态；

              如何在园路设计时，串联各个景观；

              如何选择合适的驳岸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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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混合式教学课堂范例

6.绘制图纸：后期进行图纸的绘制，完成竖向设计图、园路设计图、驳岸

            设计图、灌溉设计图、照明设计图、建筑设计图，并完成土       

            方工程量的计算。

   

（二）竖向设计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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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竖向设计实验

三、混合式教学课堂范例

7.特色分享：引导学生进一步摸索地形的微妙变化，教师结合自己体会与学

            生分享竖向设计中应该考虑的问题，要求学生综合考虑景观视

            线，功能分区、游览路线等问题进一步优化作业。

小
组
形
式
交
流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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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竖向设计实验

三、混合式教学课堂范例

8.专题讲座：教学之余，课程指导教师为学生做了《现代风景园林设计的四

            个话题》的学术专题讲座，以风景园林工程为视角与学生进行

            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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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竖向设计实验

三、混合式教学课堂范例

9.师生集体反思： 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教师带领学生及时总结与反思。

                 互相促进与鼓励，最终达到双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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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竖向设计实验

三、混合式教学课堂范例

10.教师集体反思： 围绕教学活动目标，课程组教师对教学活动进行反思，

                  探讨如何有计划的指导学生的学习活动。结合实际情                    

                  况，最大化地发挥混合式教学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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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教学的后续改革

三、混合式教学课堂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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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整场地



三、混合式教学课堂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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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教学的后续改革

2.定点放线



三、混合式教学课堂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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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教学的后续改革

3.园路铺装



三、混合式教学课堂范例

明德正行  博学多能

（三）实践教学的后续改革

4.堆叠地形



三、混合式教学课堂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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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教学的后续改革

5.采购材料



三、混合式教学课堂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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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教学的后续改革

6.制作小景



三、混合式教学课堂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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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教学的后续改革

7.种植植物



三、混合式教学课堂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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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教学的后续改革

8.专家指导



三、混合式教学课堂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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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教学的后续改革

9.半成品的效果



四、网络平台建设和使用情况

   《园林工程》课

程主界面主要包括首

页、课程总览、教学

资源、学习单元、教

学微课、翻转课堂、

课程作业等，目前课

程有各类资源120个，

访问数达到3353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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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台主界面



   《园林工程》网络教学平台为学生提供了学习的基础资料，包括教学大纲、

考试大纲、教学日历、教学讲义、微课、参考资料、教学课件、题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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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台教学内容

四、网络平台建设和使用情况



    网络学习要

求学生按章节的

顺序开展，对于

学生学习每节课

教学资料的时间

做了要求，要求

每节不少于60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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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络学习要求

四、网络平台建设和使用情况



    翻转课堂作

为混合式教学改

革的核心内容，

网络平台上专门

设置翻转课堂栏

目，学生可以了

解学习各主题内

容的学习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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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翻转课堂

四、网络平台建设和使用情况



    课程论坛主要

是供师生交流之用，

一方面，教师可以

将重点难点以讨论

的方式布置学生；

另一方面，学生如

果在学习过程中遇

到困难和问题在此

求助，可以在论坛

中发帖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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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讨论

四、网络平台建设和使用情况



    单元练习主要测试重要知识点。教师要求学生利用课后时间完成单元练习，

以思考、讨论等发散性题目为主。教师对练习进行批阅，评价，同时对有问题的

同学进行在线知识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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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单元练习

四、网络平台建设和使用情况



    每章内容结束

后，教师从题库抽

取试题，进行测验。

测验成绩按比例计

入期末成绩，园林

工程的混合教学重

视对于过程的把控，

淡化最后的期末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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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线测试

四、网络平台建设和使用情况



    课前反馈主要了解

学生对教学资源的使用

情况。

    课中反馈主要便于

教师根据学生的反馈信

息制定下一步学习活动。 

    课后反馈以混合式

教学满意评价为主，包

括学生对教师教学的反

馈以及教师对学生学习

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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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反馈机制

课前——课中——课后

四、网络平台建设和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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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体系

课前学习评价

课堂表现评价

网络交流评价

专业体验评价

总体效果评价

评价体系

四、网络平台建设和使用情况



   相比于园林2012班和

园林2013班，园林2014班

平均成绩有所提高。较明

显的是及格率的提升，园

林2014班已增至92.11%。

从标准差来看，园林2014

班的标准差降低至9.60，

成绩更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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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混合式教学改革效果

    由图分析可知学生园林工程成绩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五、混合式教学改革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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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经验总结

1.培养了学生发散性思维，提升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混合式教学的引入，帮助了学生对知识网络的构建，培养了学生的发散性视思

维。学生成为了学习步调的自动调节者，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2.明确了教师的角色与定位，创建新型师生关系

    混合式教学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了学生的交际、探究能力，培养其

学科素养，创建了新型师生关系。

3.信息化技术手段的引入，实现相关知识的同步搜索

    本课程引入微课、网络教学平台等新型信息技术，利用信息技术所提供的自主

探索、合作学习、资源共享等学习环境，实现了相关知识的同步搜索。

五、混合式教学改革总结



       在混合式教学的实践应用中，目前仅对园林2014班，园林2015班的学生开展了

应用实验，实验对象的范围很窄，后期尽量推广至其他专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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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对象范围较窄

2.学生监管不到位

    目前网络学习中，还存在挂机时、集中突击学习、复制粘贴作业等难以监管情

况，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的了学生的学习质量。

3.教学手段尚待完善

    本次合作探究是以6人一组，实施过程中，由于是小组合作，难免有一些学生

态度懒散，存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这些因素都妨碍了混合式教学的有

效实施，在未来教学中还有待完善。

（三）教学改革的反思

五、混合式教学改革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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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索更有效的方法与策略

    在日后的混合式教学中，摸索出更多有效提高学生自主习的方法和策略，针对学

生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方案。

2.其他专业人员的加入

    在今后的混合式教学中，参与者不局限于本专业的任课教师。其他专业的教师和

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可以参与其中，这将大大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扩大学生接收的

信息量。

3.加强学生学习行为分析

    通过在线教育综合平台大数据反馈，采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学习轨迹，收集学

生学习行为，通过大数据的整合分析，量化学生的学习效果。

（四）未来教学展望

五、混合式教学改革总结



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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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施工管理教学
（武文丽）

园林生态工程教学
（施翔）

园林种植工程教学
（江萍）

园林模型制作教学
（胡晓静）

园林工程实践教学
（魏代谋）

网络平台建设
（李智敏）

课程建设指导
(韩卫民)

课程负责人
(冶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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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谢 聆 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