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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风景园林“怎么教”转向“怎么学”
——兼谈风景园林大学生的入学适应
Transformation of LA Education Research Perspective from "How to Teach" to "How to Learn"
—Dissucsion on Adapt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摘要

在风景园林教育研究领域，从研究“怎么教”到研究“怎么学”是一次研究视角的转换。本

文倡导在风景园林教育中引入质性研究的方法。根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风景园林大学生

应努力做到三点：一是优化自身学习环境，促进其建构知识和能力；二是组建学习共同体，

促进知识和能力的社会协商；三是参与实践，进行意义的建构。风景园林专业大学新生的

“形象思维、艺术审美”有较大差别，部分新生出现专业学习不适应的情况，有“挫败感”

和“迷茫”等本土概念。其原因在于“不知道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好坏没有标准”和“形

象思维的欠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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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 eld of LA education is experiencing a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perspective from "how to teach" 

to "how to learn".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is introduced into researches. According to the constructivistic 

learning theory, the LA major students shall try to: 1. optimize their own learning environments and construct their 

knowledge and capabilities better; 2. organize a learning community to accumulate knowledge and capa In the 

stage of college life adaption,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freshman’s visual thinking ability and art aesthetic 

ability. Part of the college freshmen can't get adapted into the specialty learning, resulting in frustrations and 

confusions as what the students say. The reasons for this phenomenon are as follows: some of the students don't 

know why they need to learn those courses; teachers don't have judging standards for the school assignments; 

some of the students are not good at visual thinking.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can let the students learn step by 

step or help them seek for enlightening guide a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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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的快速城镇化，社会对于相关学科专业的人才需求日益旺盛。风

景园林学与建筑学、城乡规划学是人居环境学科群的三大支柱学科。2011年

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公布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 (2011

年)》。该目录中，“风景园林学”正式成为110个一级学科之一，列在工学门

类，学科编号为0834，可授工学、农学学位。风景园林学科迎来了全新的发

展阶段 [1]。作为一个多元交叉的特色学科，如何提高风景园林专业的高等教育

质量也更加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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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研究风景园林“怎么教”转向“怎么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8年的高等教育大会宣言中指出，

高等教育需要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新视角和新模式。伴随着

大学生学习观念的变化，大学教育将走向以学生为中心 [2]。高

等教育要提升教学质量，关键在于从以教为中心转向以学为

中心，从以往的教师将知识传授给学生，转向让学生自己去

发现和创造知识。与此同时，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正日益被重

视，呈现出更加强调学习与教学之间的深度联系，更加关注

基于真实情境改进的设计研究，更加关注学科领域中的特定

学习规律的研究，更加关注更为广阔的学生学习经验研究的

新趋势。

风景园林专业的教育研究一直以“怎么教”为主要研究视

角，包括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层次：风景园林教育总体发展

研究、培养计划和课程体系研究、某类研究领域或某门课程

的教学研究等。“怎么教”的研究往往是从事风景专业教育管

理和教学的教师基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建构。风景园林

大学生的学习研究是一个相对涉及较少的研究领域。作为从事

风景园林教育多年的教师，笔者对同济大学风景园林专业大学

生的“专业学习”开展了一定的研究，也建议学界就风景园林

大学生的学习规律开展探讨，将关注风景园林“怎么教”的研

究视角扩展到“怎么学”。

2 风景园林专业学习的模型

在“风景园林专业怎么学”的研究中，根据建构主义学

习理论，提出风景园林专业学习的模型，可以使研究系统化。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者的知识是在一定情境下，借助

他人的帮助，如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交流、利用等必要信息，

通过意义的建构而获得的。理想的学习环境应当包括情境、

协作、交流和意义建构四个部分，也可以说它们是学习环境中

的四大要素 [3]。风景园林专业学习有如下特点：

（1）风景园林是一个多元、交叉性专业，在实际完成一个

项目时，风景园林师要整合很多学科，所以需要多元的知识和

能力；

（2）风景园林专业有自己的专业技术，同时对于社会实际

的认知、理解非常重要，要将这种认识运用到实践中去；

（3）风景园林是一个和广泛的人打交道的专业，在进行

社会认知或工作中，需要与大众、专家、政府决策人等进行多

轮次交流。因此，风景园林大学生需要有意识地养成建构主

义学习观，有选择地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学习环境。本文提出

的风景园林专业学习的模型如下（图1）。

在这一模型中，主体因素是风景园林专业大学生，体现其

在学习活动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其中从入学到毕业的阶段是情

境要素；机制因素包含专业学习要求、学习适应、学习态度等，

各种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体现出风景园林学习机制

的复杂性；有效学习是结果因素，说明上述这些要素最终追

求的是一种有效的学习，要充分发挥这些因素的正能量和正合

力，提高风景园林大学生的专业学习质量。

3 风景园林专业学习的质性研究

本文倡导和践行“一种方法”，即在风景园林教育研究中

重视“质性研究”的方法，获得了学生视角的第一手资料和分

析成果。所谓质性研究，就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

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

探究，主要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

象互动及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4]。

质性研究允许选取较小数量的样本。研究者可以集中精力对

风景园林学生进行深入的个案调查，更细致地探究他们的学

习细节、复杂的内心世界以及多彩的大学学习过程。

笔者曾运用“质性研究”的方法，以24名同济大学在读本

科生和本科毕业生为样本，以深入访谈为主要手段，从“学生

视角”对专业学习展开研究。然后从35万字的原始资料中总

结了风景园林大学生专业学习中的系列“本土概念”，探究同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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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研究风景园林“怎么教”转向“怎么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8年的高等教育大会宣言中指出，

高等教育需要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新视角和新模式。伴随着

大学生学习观念的变化，大学教育将走向以学生为中心 [2]。高

等教育要提升教学质量，关键在于从以教为中心转向以学为

中心，从以往的教师将知识传授给学生，转向让学生自己去

发现和创造知识。与此同时，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正日益被重

视，呈现出更加强调学习与教学之间的深度联系，更加关注

基于真实情境改进的设计研究，更加关注学科领域中的特定

学习规律的研究，更加关注更为广阔的学生学习经验研究的

新趋势。

风景园林专业的教育研究一直以“怎么教”为主要研究视

角，包括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层次：风景园林教育总体发展

研究、培养计划和课程体系研究、某类研究领域或某门课程

的教学研究等。“怎么教”的研究往往是从事风景专业教育管

理和教学的教师基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建构。风景园林

大学生的学习研究是一个相对涉及较少的研究领域。作为从事

风景园林教育多年的教师，笔者对同济大学风景园林专业大学

生的“专业学习”开展了一定的研究，也建议学界就风景园林

大学生的学习规律开展探讨，将关注风景园林“怎么教”的研

究视角扩展到“怎么学”。

2 风景园林专业学习的模型

在“风景园林专业怎么学”的研究中，根据建构主义学

习理论，提出风景园林专业学习的模型，可以使研究系统化。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者的知识是在一定情境下，借助

他人的帮助，如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交流、利用等必要信息，

通过意义的建构而获得的。理想的学习环境应当包括情境、

协作、交流和意义建构四个部分，也可以说它们是学习环境中

的四大要素 [3]。风景园林专业学习有如下特点：

（1）风景园林是一个多元、交叉性专业，在实际完成一个

项目时，风景园林师要整合很多学科，所以需要多元的知识和

能力；

（2）风景园林专业有自己的专业技术，同时对于社会实际

的认知、理解非常重要，要将这种认识运用到实践中去；

（3）风景园林是一个和广泛的人打交道的专业，在进行

社会认知或工作中，需要与大众、专家、政府决策人等进行多

轮次交流。因此，风景园林大学生需要有意识地养成建构主

义学习观，有选择地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学习环境。本文提出

的风景园林专业学习的模型如下（图1）。

在这一模型中，主体因素是风景园林专业大学生，体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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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风景园林大学生专业学习中的“情境”“协作”“会话”和

“意义建构”。结果既验证了专业学习理论，也梳理出新的本土

概念和扎根理论，补充完善了原有的理论。同时结合建构主义

等理论框架，使资料分析总结系统化，并在理论指引下挖掘

资料中尚未显露的一些有价值的内容。研究结论提示同济大学

风景园林大学生应努力做到以下三点。

3.1 优化自身学习环境，促进建构知识和能力

基于建构主义“学习是知识建构”的学习隐喻，应该开

放地促进学生与教师的创造性，鼓励学习者通过与环境的互

动去创设和建构个人意义的“学习环境”。在这种新的认识论

引导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环境正在不断地形成，以满

足学习者个人独特的学习兴趣和需求，支持学习者对知识的

积极建构 [5]。这些学习环境要素与大学生的知识建构情况紧

密相关。

从风景园林专业大学生的学习过程来看，入学适应关系

着新生稳步的入门和积累；高年级的学习全面积累知识、能力、

理论和方法；而毕业前是与社会衔接的重要阶段，通过毕业设

计等环节对本科阶段所学进行检验，并对将要面对的职业环

境、社会环境、深造环境有所了解和准备。

风景园林专业大学生的学习动机呈现多元化，有短期实

用主义倾向、有热爱专业和实现自我和社会价值倾向等。大

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自身的成长环境差异很大，个人的兴趣

爱好也各不相同，如何设定自己在学习上的目标，借鉴和积

累对自己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是大学生学习和发展中的重要

命题。

因此，风景园林专业大学生要对这些学习环境中的情境、

协作要素进行理性分析。并根据自身特点，积极争取学习资

源，优化自身的学习环境，促进自身的知识和能力构建。

3.2 组建学习共同体，促进知识和能力的社会协商

本科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

更是他们专业成长的关键时期，会经历从入门到专业观、专

业学习观形成的过程。建构主义的“学习是知识的社会协商”

观点告诉我们：学生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终身学习者，必

须要保持和发展自己的个性。这是一种全新的学习文化，提

倡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注重与团队的合作，努力组建富有自

身特点的学习共同体。

在大学生活中，除师生的互动外，学生之间的互动是影

响学生思想和学术成长的重要因素。实证研究表明，同班同

学的学习能力对学生的学习成绩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

女生比男生更容易受周围同学的影响 [6]。也有研究表明，教师

的教学观对学生的学习风格具有显著影响。一般而言，教师

的教学观可以分为两类，即信息传递的教学观和促进学习的

教学观。当教师持促进学习的教学观，认为教学的目的在于

帮助学生发展并改变自己的观念时，学生就会倾向于采用意

义导向和情景导向的学习方式，这将有助于学生专业学习质

量的提高 [7]。

为此，风景园林专业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注重团队合

作，组建富有自身特点的学习共同体。要把社团、班级、课

题小组、寝室等作为自身成长的重要基地，把教师、学长、同

学、家人等都作为专业学习中互动的对象，在团队的合作交

流、思想碰撞中促进知识和能力的社会协商。

3.3 参与实践，进行意义建构

现代社会之所以存在的条件是：既要尊重“外在世界”

与“内在人”的分离，又要掌握一种能使它们组合或相容的

方法 [8]。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学习是社会参与”的隐喻表

明，将“实践共同体”作为学习场所，学习者要在该共同体

中通过互动参与获得学习的意义建构，其中心问题是学生要

努力寻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实习场。在实习场中，学生在把

握自己个性特点和学习风格的基础上，找到丰富多样的学习

内容和学习方式，在选择学习中不断丰富知识、提高能力和

建构素养。

就风景园林专业大学生的学习而言，“意义”实质上是一

种专业性知识建构，强调大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方法和创新能

力的养成。风景园林专业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专业。因此，

“学”与“用”的结合比一般的专业要求更高，“用”不仅是

“学”的成果，往往还是“学”的循环性起点 [9]。一方面，知道

在社会环境中要运用到哪些知识和能力，采取怎样的工作流程

和工作方式，才能有针对性地学；另一方面，在学习过程中选

取实际课题，初期假题假做、真题假做，后期真题真做，与

实践紧密结合，学习提高更快 [10]。

所以，风景园林专业大学生要积极参与实践，加入到不

同类型、层级和特点的“实践共同体”中，不断总结经验教

训，提升自己在这一学习场中构建“意义”的质量和效率 [11]。

4  风景园林大学生的入学适应

本文重点论述同济大学风景园林专业“大学新生的入学适

应”，既探讨这个对风景园林大学生学习至关重要的阶段，也

以点带面交流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运用质性研究方法的研

究过程、研究表述和部分成果。

在同济大学风景园林专业的历届学生中，一直存在少数学

生学习不适应，甚至因不适应而无法完成学业的情况。通过访

谈资料分析，这些学生均是各省市保送或高分考入的，最终

出现这样的结果，往往是从入学不适应开始的，之后的学习

过程举步维艰。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从高中熟悉的学习环境进入到大

学的陌生环境，新生需要积极调整自己的心理与行为，顺利实

现角色的转换，达成与大学环境的平衡，其中主要有文化、心

理、教育和学习节奏与方式、学科专业等方面的适应 [12]。大学

评价标准的多元化、人际关系的复杂化、师生关系的松散化

等，对长期处于应试教育的高中毕业生而言是一种较大的变化

和需要应对的挑战。

与很多学科相比，风景园林专业一年级学生在专业学习适

应上，面临更大挑战。因为同济大学在这个专业的培养计划

中，有一条从入学贯穿至毕业的规划设计课程的主线，入学之

初就开始高强度设计训练。规划设计课程的课题布置后，每

次上课时，教师都会和学生交流探讨如何优化阶段性方案。

课后，学生会花大量的时间进行规划设计，拿出新的阶段性方

案，如此循环前进。有的受访大学生认为花在规划设计课程

上的时间，占据了他们整个大学学习时间的二分之一，而且从

入学之初就高强度开始。部分同学入学初期的压力、困惑、不

适应，往往源自无法自如地应对规划设计课程的专业学习。

通过深度访谈搜集资料，总结扎根理论，提出以下几个关

于新生学习不适应的本土概念并予以分析。同时也从海量访谈

资料中选登点滴，便于读者理解这次质性研究。

4.1 部分新生专业学习“不适应”的本土概念及分析

本土概念：“挫败感”“迷茫”。一方面，这些概念和“优

越感”“成功感”是相对应的。能考入同济的学生高中时成绩

基本都是名列前茅的，因此一旦在专业学习中处于明显落后状

态时，会产生心理的巨大落差。另一方面，这种感觉来自投入

和回报的反差。新生入学后在专业学习上投入的时间多、强度

大，专业设计课又占据了其中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学生最看重

的课程。设计课在一个学期中有多个课题，每个课题都会获

得老师阶段性方案评价和如何优化的指导意见，并不断推进。

学生获得的专业评价可分为三个层次：教师在课堂上对于课题

阶段性方案的评价；每个课题的最终评价和成绩评定；学生

整个学期的多课题综合成绩评定。当这三个层次的评价结果

不理想时，自身的巨大投入和外部的否定评价共同造成了这种

“挫败感”和“迷茫”。

4.2 部分新生专业学习“不适应”产生原因的本土概念及分析

（1）“不知道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

这体现了新生对于专业和课程整体设置要求的领会不足。

入学之初，大部分同济新生对于这个专业的认识是很浅的。高

强度设计基础训练，形态、色彩训练课程，甚至包括专业方

向，都不太清楚。所以，新生的压力在于认识上难以明晰这个

多元专业本身，以及其丰富的学习内容，对未来的职业发展也

心存迷惑。

（2）“好坏没有标准”

这体现了新生对于教师专业评价标准的领会不足。形态

训练、色彩训练、建筑和景观设计中，因为涉及到艺术和美

学等，评价的答案基本不是唯一的。很多时候，老师会说诸如

“感觉不好”等评价语，使学生处于困惑中。所以，即便风景

园林专业有其特殊性，但是教师还是应该将其中的艺术逻辑、

美学逻辑，以及评价的基本原则尽可能清晰地告诉学生，以

便让他们更好地领会专业学习要求。

（3）“形象思维的欠缺”

涉及到艺术和美学方面的设计，对于形象思维能力的要求

是比较高的，而这种能力在高考中并不会完全体现出来。所

以，在同济大学风景园林专业大学生群体中，形象思维能力的

进一步提升和潜力是有较大差别的，这是大学生专业学习“不

适应”产生的主观源头之一。

4.3 新生应对专业学习“不适应”的办法的本土概念及分析

（1）“按部就班”

领会和适应，最终是学习者本人的深刻理解，需要时

间和过程。同济大学风景园林专业入学就进入高强度的专

业学习，新生要在入学之初就把所有东西都想清楚了再做，

不现实，那么就按部就班跟着走，有些问题自然而然地会

想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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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风景园林大学生专业学习中的“情境”“协作”“会话”和

“意义建构”。结果既验证了专业学习理论，也梳理出新的本土

概念和扎根理论，补充完善了原有的理论。同时结合建构主义

等理论框架，使资料分析总结系统化，并在理论指引下挖掘

资料中尚未显露的一些有价值的内容。研究结论提示同济大学

风景园林大学生应努力做到以下三点。

3.1 优化自身学习环境，促进建构知识和能力

基于建构主义“学习是知识建构”的学习隐喻，应该开

放地促进学生与教师的创造性，鼓励学习者通过与环境的互

动去创设和建构个人意义的“学习环境”。在这种新的认识论

引导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环境正在不断地形成，以满

足学习者个人独特的学习兴趣和需求，支持学习者对知识的

积极建构 [5]。这些学习环境要素与大学生的知识建构情况紧

密相关。

从风景园林专业大学生的学习过程来看，入学适应关系

着新生稳步的入门和积累；高年级的学习全面积累知识、能力、

理论和方法；而毕业前是与社会衔接的重要阶段，通过毕业设

计等环节对本科阶段所学进行检验，并对将要面对的职业环

境、社会环境、深造环境有所了解和准备。

风景园林专业大学生的学习动机呈现多元化，有短期实

用主义倾向、有热爱专业和实现自我和社会价值倾向等。大

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自身的成长环境差异很大，个人的兴趣

爱好也各不相同，如何设定自己在学习上的目标，借鉴和积

累对自己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是大学生学习和发展中的重要

命题。

因此，风景园林专业大学生要对这些学习环境中的情境、

协作要素进行理性分析。并根据自身特点，积极争取学习资

源，优化自身的学习环境，促进自身的知识和能力构建。

3.2 组建学习共同体，促进知识和能力的社会协商

本科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

更是他们专业成长的关键时期，会经历从入门到专业观、专

业学习观形成的过程。建构主义的“学习是知识的社会协商”

观点告诉我们：学生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终身学习者，必

须要保持和发展自己的个性。这是一种全新的学习文化，提

倡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注重与团队的合作，努力组建富有自

身特点的学习共同体。

在大学生活中，除师生的互动外，学生之间的互动是影

响学生思想和学术成长的重要因素。实证研究表明，同班同

学的学习能力对学生的学习成绩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

女生比男生更容易受周围同学的影响 [6]。也有研究表明，教师

的教学观对学生的学习风格具有显著影响。一般而言，教师

的教学观可以分为两类，即信息传递的教学观和促进学习的

教学观。当教师持促进学习的教学观，认为教学的目的在于

帮助学生发展并改变自己的观念时，学生就会倾向于采用意

义导向和情景导向的学习方式，这将有助于学生专业学习质

量的提高 [7]。

为此，风景园林专业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注重团队合

作，组建富有自身特点的学习共同体。要把社团、班级、课

题小组、寝室等作为自身成长的重要基地，把教师、学长、同

学、家人等都作为专业学习中互动的对象，在团队的合作交

流、思想碰撞中促进知识和能力的社会协商。

3.3 参与实践，进行意义建构

现代社会之所以存在的条件是：既要尊重“外在世界”

与“内在人”的分离，又要掌握一种能使它们组合或相容的

方法 [8]。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学习是社会参与”的隐喻表

明，将“实践共同体”作为学习场所，学习者要在该共同体

中通过互动参与获得学习的意义建构，其中心问题是学生要

努力寻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实习场。在实习场中，学生在把

握自己个性特点和学习风格的基础上，找到丰富多样的学习

内容和学习方式，在选择学习中不断丰富知识、提高能力和

建构素养。

就风景园林专业大学生的学习而言，“意义”实质上是一

种专业性知识建构，强调大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方法和创新能

力的养成。风景园林专业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专业。因此，

“学”与“用”的结合比一般的专业要求更高，“用”不仅是

“学”的成果，往往还是“学”的循环性起点 [9]。一方面，知道

在社会环境中要运用到哪些知识和能力，采取怎样的工作流程

和工作方式，才能有针对性地学；另一方面，在学习过程中选

取实际课题，初期假题假做、真题假做，后期真题真做，与

实践紧密结合，学习提高更快 [10]。

所以，风景园林专业大学生要积极参与实践，加入到不

同类型、层级和特点的“实践共同体”中，不断总结经验教

训，提升自己在这一学习场中构建“意义”的质量和效率 [11]。

4  风景园林大学生的入学适应

本文重点论述同济大学风景园林专业“大学新生的入学适

应”，既探讨这个对风景园林大学生学习至关重要的阶段，也

以点带面交流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运用质性研究方法的研

究过程、研究表述和部分成果。

在同济大学风景园林专业的历届学生中，一直存在少数学

生学习不适应，甚至因不适应而无法完成学业的情况。通过访

谈资料分析，这些学生均是各省市保送或高分考入的，最终

出现这样的结果，往往是从入学不适应开始的，之后的学习

过程举步维艰。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从高中熟悉的学习环境进入到大

学的陌生环境，新生需要积极调整自己的心理与行为，顺利实

现角色的转换，达成与大学环境的平衡，其中主要有文化、心

理、教育和学习节奏与方式、学科专业等方面的适应 [12]。大学

评价标准的多元化、人际关系的复杂化、师生关系的松散化

等，对长期处于应试教育的高中毕业生而言是一种较大的变化

和需要应对的挑战。

与很多学科相比，风景园林专业一年级学生在专业学习适

应上，面临更大挑战。因为同济大学在这个专业的培养计划

中，有一条从入学贯穿至毕业的规划设计课程的主线，入学之

初就开始高强度设计训练。规划设计课程的课题布置后，每

次上课时，教师都会和学生交流探讨如何优化阶段性方案。

课后，学生会花大量的时间进行规划设计，拿出新的阶段性方

案，如此循环前进。有的受访大学生认为花在规划设计课程

上的时间，占据了他们整个大学学习时间的二分之一，而且从

入学之初就高强度开始。部分同学入学初期的压力、困惑、不

适应，往往源自无法自如地应对规划设计课程的专业学习。

通过深度访谈搜集资料，总结扎根理论，提出以下几个关

于新生学习不适应的本土概念并予以分析。同时也从海量访谈

资料中选登点滴，便于读者理解这次质性研究。

4.1 部分新生专业学习“不适应”的本土概念及分析

本土概念：“挫败感”“迷茫”。一方面，这些概念和“优

越感”“成功感”是相对应的。能考入同济的学生高中时成绩

基本都是名列前茅的，因此一旦在专业学习中处于明显落后状

态时，会产生心理的巨大落差。另一方面，这种感觉来自投入

和回报的反差。新生入学后在专业学习上投入的时间多、强度

大，专业设计课又占据了其中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学生最看重

的课程。设计课在一个学期中有多个课题，每个课题都会获

得老师阶段性方案评价和如何优化的指导意见，并不断推进。

学生获得的专业评价可分为三个层次：教师在课堂上对于课题

阶段性方案的评价；每个课题的最终评价和成绩评定；学生

整个学期的多课题综合成绩评定。当这三个层次的评价结果

不理想时，自身的巨大投入和外部的否定评价共同造成了这种

“挫败感”和“迷茫”。

4.2 部分新生专业学习“不适应”产生原因的本土概念及分析

（1）“不知道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

这体现了新生对于专业和课程整体设置要求的领会不足。

入学之初，大部分同济新生对于这个专业的认识是很浅的。高

强度设计基础训练，形态、色彩训练课程，甚至包括专业方

向，都不太清楚。所以，新生的压力在于认识上难以明晰这个

多元专业本身，以及其丰富的学习内容，对未来的职业发展也

心存迷惑。

（2）“好坏没有标准”

这体现了新生对于教师专业评价标准的领会不足。形态

训练、色彩训练、建筑和景观设计中，因为涉及到艺术和美

学等，评价的答案基本不是唯一的。很多时候，老师会说诸如

“感觉不好”等评价语，使学生处于困惑中。所以，即便风景

园林专业有其特殊性，但是教师还是应该将其中的艺术逻辑、

美学逻辑，以及评价的基本原则尽可能清晰地告诉学生，以

便让他们更好地领会专业学习要求。

（3）“形象思维的欠缺”

涉及到艺术和美学方面的设计，对于形象思维能力的要求

是比较高的，而这种能力在高考中并不会完全体现出来。所

以，在同济大学风景园林专业大学生群体中，形象思维能力的

进一步提升和潜力是有较大差别的，这是大学生专业学习“不

适应”产生的主观源头之一。

4.3 新生应对专业学习“不适应”的办法的本土概念及分析

（1）“按部就班”

领会和适应，最终是学习者本人的深刻理解，需要时

间和过程。同济大学风景园林专业入学就进入高强度的专

业学习，新生要在入学之初就把所有东西都想清楚了再做，

不现实，那么就按部就班跟着走，有些问题自然而然地会

想清楚。

从研究风景园林“怎么教”转向“怎么学”——兼谈风景园林大学生的入学适应     胡  玎  王  越LANDSCAPE MANAGEMENT  园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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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慢慢来”

形态训练、色彩训练、美术训练、设计、规划是一个持续

积累提升的过程。很多新生是没有积累的，慢慢也会知道这些

方面也不是风景园林专业的全部和唯一。那么放平心态，慢慢

来，把形态色彩等能力作为风景园林专业发展的基本能力之一

来稳步积累，对每一个课题不要纠缠过深，适当降低学习强

度，减轻心理压力，为自己的每一点收获点赞，循序渐进。

（3）“寻找启蒙性引导”

除了学习者主动的应对策略，外部的引导也很重要，尤其

是新生。由于风景园林专业包含了风景园林规划和设计，所以

对于逻辑和形象思维强的大学生而言就有了用武之地。而新生

入学适应期，形象思维和能力训练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地位。教

师宜因材施教，多鼓励学生，并支持他们主动向外部学习环

境寻求引导和帮助。新生还可以多与高年级同学交流，同济大

学景观学系曾采用过由高年级本科生担任新生小班班主任等方

式，便于沟通交流。

5 结语

当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去研究风景园林“怎么学？”时，

会发现很多全新的问题和思考。本文访谈来自大学生自身学

习的体会和感悟，打破了以往从教的角度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认识，值得探讨和研究的点非常多。学生是风景园林的未

来，风景园林学科和行业很多元，覆盖面也很广，不同特点

和能力的人才，都能够有很好的发挥。结合自己的兴趣和特

点，主动探索“风景园林怎么学”，克服自身发展道路中的

LANDSCAPE MANAGEMENT  园林管理

困难，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专业之路，是本文希冀思考和

努力的方向。
佛寺遗址型口袋公园空间营造与景观设计研究

马上行

Study on the Space Construction and Design of the Pocket Park in the Ruins 
of the Buddhist Temple

Ma Shangxing

摘要

佛寺遗址型口袋公园是将佛寺遗址与口袋公园结合建设的复合型公园，具有良好的建设前

景。文章阐明了佛寺遗址型口袋公园建设的必要性，探讨基于传统佛寺元素提取的规划设

计方法，选取南京天界寺作为典型研究对象并进行具体应用。研究旨在有效保护佛寺遗址

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口袋公园的游赏功能，解决口袋公园普遍存在的同质化问题，希冀为

将来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

佛寺遗址；口袋公园；空间营造；景观设计

Abstract

Buddhist temple ruins pocket park is a compound park combining Buddhist temple ruins and pocket parks, 

which has good construction prospects. This article clari� es the necess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Buddhist 

temple site-type pocket park, discusses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method based on the extraction of traditional 

Buddhist temple elements, selects Nanjing Tianjie Temple as a typical research object and applies it speci� call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ruins of Buddhist temples, and at the same time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s of pocket parks,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homogeneity that exists in pocket parks, hoping 

to provide a certain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futur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buddhist temple ruins; pocket park; space construction; landscape design

寺庙园林是中国三大古典园林之一 [1]，数量庞大且分布广泛，拥有深厚的

文化底蕴。寺庙园林依据修建位置的不同，可分为山林式、城市型、城郊复合

型寺庙园林。当今，山林式寺庙园林依托优美的环境逐渐演化为风景名胜区，

但众多城市及城郊型寺庙园林却因战火波及、管理缺失、城市化进程加速等多

种原因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严重者仅剩少数残骸。为了对佛寺遗址进行有

效保护，同时满足人们的游憩需求，将佛寺遗址与城市绿地结合建设为佛寺

遗址公园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佛寺遗址公园依据遗址规模大小可打造为

佛寺遗址文化公园或佛寺遗址口袋公园，本文将就后者进行论述，探讨其建

设意义与规划设计方法。对佛寺遗址型口袋公园的研究有助于传承优秀的历

史文化，探索遗址保护与开放的界限，也有助于丰富城市绿地的外在表现形

式，营造优美舒适的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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