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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自2020年起举办的FourC Challenge 24小时全球设计挑战赛，提倡以交叉共融的

设计思维，实现跨学科、跨文化和多领域之间的设计交融，推动新时代的设计变革。以跨学科设计竞赛

为启示，响应社会发展的设计教育需求，剖析新时代风景园林专业硕士培养的要求：应培养具有全球视

野与国际化设计思维、设计通识能力与学科交叉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并以上海交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硕

士（国际）项目为例，探讨了“以我为主”的国际化办学目标与途径、交叉共融的课程体系建设、多元化

全过程的学生毕业考评体系，以及教学团队的交叉融合与创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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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urC Challenge 24-hour global design challenge held by the School of Design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ince 

2020, advocates cross-integration design thinking to realize the design integration among interdisciplinary and cross-cultural 

fields, as well as promote design reform in a new era. Inspired by the multidisciplinary design competition and corresponding to 

the design education needs along with social development, we analyze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education of a Master of Land-

scape Architecture in a new era: we should develop talents with global vision and international design thinking, general design 

ability and interdisciplinary design ability. Taking the Master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ternational) project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unning objectives and ways of being “self-centere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grated curriculum system, the diversified and comprehensive graduation evaluation system, and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reform of teaching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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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

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

何“于变局中开新局”是高等教育急需思考的

问题。高校要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搭建知识

创新平台，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学生全

球理解力、跨文化沟通力和全球表达力[1]。新

时代赋予了风景园林新技术、新方法、新角色

和新使命，设计教育也应因时制宜地进行改

革与发展 [2-3]。

国内风景园林专业学位教育的发展在经

历了创办期、起步期、成长期之后，主要面临

着教育定位模糊、教育与产业体系协同创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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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与职业制度衔接不畅等问题 [4]。针对这些

问题，李雄和周春光 [4]提出应在专业学位教育

中强调国际视野与地域特色的结合，以及产

学结合和对实践的重视。欧美风景园林研究

生教育中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丰富课程

组织形式、强化学科交叉合作，以及模块化

教学的应用[5]。上海交通大学（以下简称上海

交大）全日制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自2009年开始招生已有13年，期间为风景园

林行业相关领域培养了众多具有较强的专业

能力和职业素养，具有创新性思维的应用性、

复合型、高层次的专门人才，但同时也面临着

定位模糊、国际化视野不充分、职业化教育

不够，难以利用综合性大学优势推进风景园

林办学的问题。在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

系改革与建设、城乡与社会问题日益复杂的当

下，国际化设计思维与学科交叉融合成为上

海交大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

两大重点。本研究以设计竞赛为切入点，提

出风景园林专业学位的改革实践手段。

1 FourC Challenge 24小时全球设计挑战赛

1.1 竞赛目的与概况

新冠疫情的爆发和持续蔓延给全球带来

了巨大的冲击，病毒仍在突变，病患与死亡

人数至今仍不断攀升，国家与国家之间采取

着封锁措施，人与人之间保持着严格的社交

隔离，充满了对疫情的恐惧与焦灼情绪。这

场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除了

体现在医疗应急、社会资源调配等方面，创

新设计也需要能主动应对后疫情时代人们生

活方式的改变。

面对这样的全球危机，上海交大设计学

院（风景园林、建筑和设计系三系联合）自

2020年起举办了FourC Challenge 24小时全球设

计挑战赛（以下简称FourC竞赛），组织多校

学生跨专业联动进行24小时线上设计，让不

同地域、不同专业的学生能够联结（Connect）、

交流（Communicate），突破学科屏障进行合作

（Collaborate），通过创造性（Create）的设计力

量，服务于健康、可持续的人居环境营造，

推动人类社会的康复性再生和韧性发展。

2020年和2021年的设计主题分别为

“ReConnect”和“ReVive”，用设计力量凝聚信

心，以设计理念携手抗疫。两年来，竞赛吸

引了来自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米兰理工

大学、谢菲尔德大学、香港大学、清华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

70余所国内外高校的近千名学生参与。参赛

学生多来自风景园林、建筑设计和工业设计

专业，也涵盖临床医学、机械工程、计算机

技术、文创媒体、环境科学等专业的优秀学

生。每年各设计小组在24小时内进行跨学科、

跨地域设计合作，在线提交视频作品，期

间还会有多位风景园林、建筑、工业设计等

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竞赛指导。最后经过两

轮专家综合评审，选出12组优胜作品。每年

的竞赛开幕式会举办面向公众的多学科领域

专家的主题演讲，闭幕式则结合设计院长高

峰论坛和竞赛颁奖典礼，不仅向全社会传达

FourC竞赛的理念，也围绕后疫情时代背景面

临的挑战和变化，探讨设计教育的发展之路。

1.2 跨学科设计思维与国际合作的意义

1.2.1 实现跨学科、跨文化和多领域之间的设计交融

FourC竞赛为上海交大和全球各地的学生

提供了一个与世界沟通，加深认知理解的平

台，实现跨学科、跨文化和多领域之间的设

计交融。不同国家、不同学科背景的参赛者

被混合编组，以此推动不同文化和知识背景

学生之间的设计思想碰撞和创新领域的探索。

正如西北大学西格尔设计研究所Stacy Benjamin

教授在2021年竞赛开幕式的主题演讲中所言，

多学科合作既能促进彼此的进步和创新，也

为设计带来更多挑战，多学科合作设计推动

文化创新。以2021年竞赛为例，直面这样的

挑战，500名学生组成50个学科交叉设计团

队，以“Flow”为题，共同为后疫情时代世界

的“ReVive”提供解决方案，用设计改善日常

生活中人与世界的互动方式，创新设计作品

充分体现了跨学科设计的特色和优势。

1.2.2 利用交叉共融的设计思维创新推动新时代

的设计变革

FourC竞赛的设计作品充分展现交叉共

融的设计思维创新，直击后疫情时代的社会

变革。2021年竞赛的12组优秀作品包括社交

App、地铁景观提升、未来社区健身设备、多

用途城市移动服务系统，以及主人和宠物共

同隔离的空间设计等不同尺度、不同技术领

域、不同类型设计作品，是不同学科交叉融

合后的设计思维创新，也是应对疫情时代社

会需求的产物。例如2021年竞赛特等奖作品

《 Fluxion 》（图1）由来自美院类高校、农林类

高校和综合类高校的风景园林、交叉设计、

服务设计和工业设计专业的学生们共同完

成，作品针对后疫情时代的观影体验，设计

开放式观影体验广场与相应的社交App——

Fluxion。米兰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

长 Ilaria Valente教授高度评价该作品：“以数字

化互动的形式，将技术与物理空间相结合，

面向后疫情时代的社交需求，为公众塑造了

一个新型公共空间。”这种技术与物理空间

结合的创新设计，正是基于风景园林、建筑

和工业设计的学科交叉。

竞赛一等奖作品《Cycle Flow環流》（图2）

以人流量大、密度高、绿视率极低的地铁空

间为设计对象，提出了一种更舒适绿色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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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出行系统，把灰色的地铁空间设计为“地

下的绿洲”，使人群在地铁空间内流动的同

时，也与自然产生信息的流动，与他人进行

活力的传递。小组5名学生分别来自于5所综

合性大学的风景园林、建筑学、交互设计和

工业设计专业。来自悉尼大学建筑设计与规

划学院的Luke Hespanhol教授评价其“将绿色生

态的环境与地铁相结合，增加了人们通勤生

活的趣味性”。

正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赵超教

授在竞赛开幕式的主题演讲中指出：“当今

社会从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不断转型，加

上后疫情的时代背景，设计也将从商业服务

导向，转变为以人为本的科技和产品创新导

向。”全球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年轻设计

师通过思考交流，将设计作为一种有力的工

具，为后疫情时代提出新的理解与尝试，推

动新时代的设计变革。

1.2.3 探讨顺应时代发展的设计教育变革之路

FourC竞赛围绕后疫情时代的挑战和变

化，对设计类学科领域内的教育现状也展开

深入思考，探索设计教育的变革之路。竞赛

闭幕式“ReVive”院长高峰论坛对新时代的设

计教育拓宽了新思路，上海交大设计学院院

长阮昕教授认为，设计教育像一盘蔬菜沙拉，

不同学科作为组成沙拉的主体，在加入调味

品后形成完美的作品。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

院院长郑曦教授把设计学科比喻成生日蛋糕，

不同学科是蛋糕、奶油和水果等，相互重叠

包容；切下一小块，就能品尝到整个蛋糕的

美味。南方科技大学创新创意设计学院院长

Thomas Kvan教授提出，设计是各种领域的科学

与设计的有机结合，是将多学科的知识转化

为服务于人类社会体验的行动。西交利物浦

大学设计学院院长Konstantinos Papadikis教授来自

机械工程类学科，他使用工程性的语言解读

设计，认为设计本身就是多学科的融合，工

程师与设计师需要增进交流，开放思想，才

能引领学科不断向前发展。几位院长在论述

中均强调了不同学科交叉共融带来的创新意

义远大于各个学科本身意义之和。新时代赋

予了设计类学科新使命、新问题、新方法和

新技术，设计教育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发展

与创新。国际化设计思维、学科交叉融合与

设计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将是重中之重。

2 新时代风景园林专业硕士培养的要求

2.1 全球视野与国际化设计思维培养

高等教育在全球化进程中承担着重要的

文化输入和输出任务，《教育部等八部门关

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

（2020）指出，要“提升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

养的国际竞争力，加快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

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姜锋 [1]认为“全球视

野和世界眼光包括4个维度，即熟悉本国历

史与传统、学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在国际

比较中认识中国特色、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

潮流”。

传统的国际化教学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

面：强化国际院校合作、借鉴国际院校教学

理念、教师以访问学者的方式出境交流，邀

请国际教师开设讲座或兼课、学生短期出国

图1   学生竞赛作品《Fluxion》（图片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qpzYdYnpYAYJZA7Ut-Z5Nw）
Fig. 1   Competition works Fluxion

图2   学生竞赛作品《Cycle Flow 環流》（图片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qpzYdYnpYAYJZA7Ut-Z5Nw）
Fig.    Competition works Cycle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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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交换、双学位联合培养、项目合作与设

计交流等 [6-7]。随着中国综合创新能力世界排

名地不断攀升，创新能力提升地策略思考 [8]，

高校国际交流除了一味地学习借鉴西方发达

国家教学理念和方法，开始关注本土文化的

传承与融入 [6]。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提出

的生态文明战略和建设美丽中国理念，对创

新型城乡建设人才培养提出了新挑战 [9]。风

景园林国际化办学的首要目标应该是为了更

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和本土发展需求，同时提

升中国风景园林教育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FourC竞赛的成功举办正是这一目标的体现，

这是上海交大风景园林专业硕士国际化教学

的新探索，即以培养学生全球视野与国际化

设计思维为导向，将学科前沿理论、国家战

略、行业热点以及教学团队设计成果融入培

养体系；以价值和能力提升为核心，培养学

生的专业自信与哲匠精神，提升学生服务人

类、服务全球的职业价值观；通过课程思政

建设、国际项目和竞赛参与、服务乡村振兴

和中西部发展的产学研用融合，提升学生的

国际视野、家国情怀与民族文化自豪感，向

国际社会输出中国文化与价值观。

2.2 设计通识能力培养与学科交叉

在全国高校大类招生改革的背景下，为

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厚基础、宽口

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要求，通识教

育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尤为重要 [10]。然

而在实际的教学操作中，基层教学单位跨

界壁垒，教学管理逻辑和教师的教学惯性

均独立运行，师生学科交叉意识与能力缺

乏。风景园林学科具有十分明显的多元性特

征 [11]，搭建跨学科专业的合作平台，推动学

科专业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更加符合

当今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 [12]。众多国际竞

赛获奖作品都反映出，知识的完整性和系统

性是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基石，也让多

学科合作设计更具可行性。就教学成效而

言，多学科交叉融合案例教学也能让设计

类专业课程具备更强的生命力[13-14]。如哈佛

大学设计学院的研究生课程就包含“Climate 

by Design”“Ecologies，Techniques，Technologies”

等交叉学科课程。

风景园林、建筑设计和工业设计等设计

类学科的核心理念都是以设计思维与创新成

果服务、优化人居环境的各个方面、各个学

科相互影响、相互支撑 [15-17]。基于此，上海交

大设计学院进行设计类专业平台课程与教学

体系的融通、史论类课程的贯通与引领、综

合与专项设计课程的协同，整合院校优质教

学资源与课程体系，形成跨专业设计交流，

拓展学生设计思路、提升学生创新思维能力。

2.3 实践能力培养与设计成果多元化

高水平国际竞赛作品往往体现社会热点

问题、行业前沿技术和创新设计手段，也推

动行业实践水平的提升与突破。然而当今风

景园林教育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 [18]。《全

日制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

养方案（2016版）》规定风景园林硕士专业

学位培养，“实践教学时间原则上累积不少

于一年”“学位论文选题必须来源于风景园

林专业服务领域中的现实问题，有明确的风

景园林实践意义和较强的应用价值”“风景

园林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可采用研究报告、项

目实践等作为主要内容，以论文形式表现”。

而在实际培养操作中，存在对专业学位硕

士和学术型硕士培养要求区分度不大，毕业

“唯论文”的情况；就实践环节而言，专业

学位硕士第二导师的指导作用尚不充分，实

践参与度不够。

从提升创新实践能力的需求出发，风景

园林专业硕士的过程培养需要细化目标和方

法，关注社会热点问题、行业前沿技术和创

新设计手段，推动行业实践水平的提升与突

破。风景园林专业硕士培养应将生态文明建

设、乡村振兴等国际热点和国家战略贯穿教

学与实践环节，以生态文明教育树立学生正

确的环境伦理观；以规划设计项目和竞赛为

引领，在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国际视野的同

时，积极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毕业成果

不局限于发表论文，而鼓励具有实际应用的

价值和意义的多种形式作品；就业方面积极

引导优秀毕业生积极投入乡村振兴、西部建

设和生态保育等工作。

3 上海交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硕士（国际）

项目探索

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导向下，应

对国内大循环、国内国外双循环的时代背景，

上海交大设计学院依托上海大都市圈协同发

展战略和上海“设计之都”建设，开设风景

园林专业硕士（国际）项目。以FourC竞赛为

启示，探索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化设计思维、

夯实设计类学科交叉和注重实践能力培养的

MLA培养模式（图3）。以“以我为主”的国际

化办学模式，培养兼具中国文化底蕴和全球

国际视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具有

国际一流水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复合应

用型风景园林创新人才。以服务国家新型城

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为导向，综

合运用科学、技术和艺术的手段，以协调人

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宗旨，培养从事风景园

林保护、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等领域的

复合型、创新性和高层次专门人才。发挥上

海城市，上海交大的地缘、学科综合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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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在专业教育中强化实践学习，与上海等

业内优秀企业联合设立特色化实践平台，培

养行业领军人才。

3.1 “以我为主”的国际化办学途径

上海交大百廿年来与国际一流高校保持

密切的合作关系，是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

先行者。在充分利用学校国际化优势的基础

上，上海交大风景园林专业硕士（国际）项

目希望能将风景园林教育从以往的向外输送

人才转变为“以我”为主，实施国内外同步

招生的专业硕士国际项目，吸引国际一流院

校本科毕业生的同时，让国内优秀的学子不

出国门就能在上海交大接受到世界一流的全

英文国际化设计教育，实现真正意义的本土

国际化办学。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际项目对标国际

一流风景园林人才培养模式，把握当代风

景园林理论与实践发展趋势，对接国家重大

战略和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特色需求，探索具

有自身特色的跨越式发展之路。项目制定详

细而灵活的课程计划与方案，突出培养计划

的规范性和前瞻性；汇聚一批国际一流学

者和设计大师，形成了一支结构优良、具有

国际化水平的师资队伍，超过80%的课程均

有国际优秀师资参与，从高度和广度为学生

提供了知识储备，进一步拓宽学生的全球化

视野；增设本土特色课程，如“东方园林设

计”紧扣中国园林历史与文化，树立文化自

信，“大都市区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立足长

三角都市圈的地缘优势，聚焦高密度城市公

共开放空间和老旧社区微更新等。在国际化

教育的过程中，推进价值引领，提升学生的

家国情怀与民族文化自豪感；在实践教学中

培养学生国际视野的同时，积极推动中国文

化走向世界。

3.2 交叉共融的课程体系建设

依据《全日制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2016版）》，参考国际

一流院校MLA课程计划，制定包括学位、选

修和任选课程，并形成平台课、专业核心课

和个性化课程3个层级的课程体系（图4）。

鼓励把专业学位课程、分模块选修课程的课

堂开到实践基地、项目现场，增强理论与实

践的联系，提升学生创新性思维能力和实践

应用能力。利用一流设计学科群建设基础，

加强学科交叉融合，推进学术研究与设计实

践紧密结合。

3.2.1 共建风景园林、建筑、设计多学科交叉融

合的平台课程

FourC竞赛的成功经验推动了设计平台通

识课程与多学科共建课程，让学生更加深刻

地认识广义设计学和设计方法，也将开拓

学生的创新设计思维。设计学院面向风景园

林、建筑设计和工业设计3个国际项目设置

了4门设计平台必修课，含3门设计通识理论

（为主）课：“生态+设计”“数字+设计”和

“社会+设计”，以及一门学院共建的综合设

计课程“多学科合作设计”。设立“暑期研讨

课”，邀请风景园林、建筑学和设计学三个

领域的顶级国际专家，分别开展16学时的暑

期研讨课，系统讲解相关领域的前沿理论与

实践知识，学生可任选一至两门课程。设计

平台课程打通学术与实践壁垒，建立城乡人

居环境一体化的设计思维和知识体系，实现

了多学科合作设计和复合应用型创新人才的

持续性培养。 

3.2.2 规范性与特色性统一：强内核、优交叉

基于“风景园林理论与评析”和“大都

市区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两门专业核心课程，

以可持续生态设计为核心，构建历史与理论、

规划与设计、地景规划、植物应用4个模块

的选修课程，强化文化与生态、行为与生态、

植物与生态的交叉创新。

上海交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硕士项目改革实践——FourC Challenge 24小时全球跨学科设计挑战赛的启示      陈    丹   等.  

图3   设计竞赛启发下的交大MLA培养改革路径
Fig. 3   Training reform of MLA program i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inspired by design competit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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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的模块化设置有利于将专业的

标准化培养与针对学生专长的个性化培养

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毕业设计方向与就业选

择。（1）通过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模块，如

“风景园林理论与评析”，紧扣江南园林历史

与文化，树立文化自信；（2）依托风景园林

规划与设计模块，如“大都市区景观规划设

计”“东方园林设计”“多学科合作设计”，

立足上海特色需求，聚焦高密度城市公共开

放空间和老旧社区微更新，实现设计创新，

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国内外高水平设计竞赛；

（3）以国土空间规划与可持续生态设计模块

为核心，如“城市生态学：理论与应用”“景

观生态学”，以蓝绿统筹为重点，服务长三

角一体化、城市双修和乡村振兴，创新可持

续生态景观设计服务技术体系；（4）凭借园

林植物资源与应用课程模块，如“疗愈花园

营建理论与实践”形成华东地区植物资源保

存与创新中心，着力科技转化，助力都市型

花卉产业发展和应用。

3.3 多元化、全过程的学业考评体系

风景园林专业硕士（国际）项目对学生成

果考评体系进行改革，以学生知识与技能的

综合、研究与实践的平衡、价值与情怀的提

升为导向，结合规划设计项目导向特征，建

立多维度全过程的学业实时考评体系，多次、

多维、多主体进行考核。强调考评“三结合”：

综合能力评价与个性化发展评价结合、团队

评价与个人评价结合、基础知识考核与创新能

力考察结合。将成果认定从“唯论文”转变为

“多元化积分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实践项

目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竞赛，获得各类知识

产权成果和其他论文类研究成果。在课程体

系模块化的设置中有一定的侧重性，结合多

类型国内外竞赛促进学生综合创新能力。

建立教学成果和学生作品的常态化展示

交流机制，将课程设计、毕业设计与国内外

竞赛和重点项目结合，专业课通过微信公众

号交流教学过程与成果，设计类课程定期在

学院和学校举办学生作品展览。学位论文以

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为导向，选题紧密结合

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城市更新、乡村振兴与

大健康等国家战略，解决长三角城市群生态

治理、世界级滨水空间规划设计、高密度城

市更新等行业突出和热点问题，响应不同人

群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助力创建宜居、

韧性和健康的人居环境。

3.4 “四位一体”的国际化教学团队

探索实施设计实践导师（Teaching Fellow）

的师资引入机制，打造研究与实践相融合的

“四位一体”的国际化教学团队。

（1）引导跨学科设计思维的学院学科交

叉教学团队，主要负责学院多学科交叉融合

的设计通识课与综合设计课。

（2）全面培养学生风景园林综合实践能

力的核心教学团队，以本学科全职教师为主，

并按相近课程群组建教学团队，方便形成课

程之间的交叉融合；依托各个教学团队建立

专业硕士导师组，共同完成对学生的全过程

学业管理，以增进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学生

之间的合作交流，促进学科交叉的实践应

用。目前组建8个导师组（含乡村景观与生态

发展、大都市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城乡

生态景观规划、城乡植物景观应用、康复型

景观研究与应用等方向），学科以研究生名额

分配等机制，引导学生向实践成果活跃度高

的导师（组）流动，提升人才培养与教育增

值成效。

（3）创新构建指导学生参与风景园林前

沿实践、启发个性化设计创新能力的设计实

践导师团队，选聘拥有丰富的设计实践经验

和创新设计理念、作品屡获国内外大奖的国

图4   上海交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学位课程体系结构
Fig. 4   Curriculum system structure of master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rogram i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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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园林国际硕士专业学位课程体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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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风景园林先锋设计师，承担以规划设计

课程为主的专业应用实践教学。目前已有16

人，他们全部获得过国家或国际规划设计奖

项，其中75%以上拥有如哈佛大学、宾夕法

尼亚大学、多伦多大学、谢菲尔德大学等海

外或港澳台学历背景，80%从事风景园林规

划设计已逾10年。

（4）组建由风景园林学术大师和设计大

师组成的兼职教授团队，以持续性的学术论

坛、讲座、暑期研讨课等，为学生们讲授前

沿设计理论，引导学生自主思辨意识，扩宽

学生全球视野与学术探究能力。兼职教授团

队也是专业硕士校外导师库成员的重要组成。

3.5 夯实双导师制与实践基地对复合型人才

培养的支撑作用

为落实对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上

海交大风景园林系与17个企事业单位签订合

作协议共建人才培养专业实践基地，包括上

海交大—上海市园林设计研究总院联合实训

基地、上海交大—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联

合实训基地、上海交大—上海辰山植物园联

合实训基地等，同时建设位于悉尼和保加利

亚的两个海外设计实践基地，为学生创造丰

富的国际交流机会。

在实践基地建设的基础上，由校内、校

外双导师共同对学生进行实践指导，包括实践

基地或导师的实践项目、设计竞赛、研究报

告、学位论文等环节。要求校外实践不少于12

个月，提高学生对实践项目的完整参与度。

制定《校外导师管理规定》《专业学位

研究生专业实践管理与考核办法》《实践教

学安全管理办法》等制度，确保专业实践有

序、有效与安全开展。并由双导师、学位点

对学生实践项目进行月度考核和学期考核，

根据实践时长、研究报告质量等指标进行总

体定量评价，实施学校、学位点、双导师三

级考核评价制度，考核不合格，不得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

4 结语

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

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为此中国亟需培养

一大批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能参与各

领域全球事务的专业人才。FourC竞赛鼓励学

生从以往单一学科的惯性设计思维中跳脱出

来。多元化教育背景下的全球学生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共同进行创新设计，充分体现学科

交叉前沿与国际一流高校教学科研前沿的共

享，有效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增强学生实

践创新能力，建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

的专业自信与职业精神。

上海交大风景园林专业硕士（国际）项

目的办学理念与FourC竞赛的举办目标高度一

致。突出“以我为主”的国际化办学途径，

创新交叉共融、突出个性的课程体系，改革

多元化与全过程的成果考评方式，打造“四

位一体”的国际化教学团队，并提供双导师

制的实践教学保障，是对现有风景园林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一次创新改革。

教学改革之初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是不

可避免的，项目将延续培养国际化、复合应

用型风景园林创新人才的目标继续调整与改

进培养体系，并结合与米兰理工等国际一流

高校开展双硕士联培和本硕联培学位项目、

领衔“一带一路”国际设计高校联盟、国际

风景园林师联合会（IFLA）风景园林专业认证

项目等，进一步优化国际化与多学科融合的

办学途径，不断适应新时代对设计教育提出

的新要求和新挑战。

注：文中图片除图1、图2引自网络外，其他均由作

者绘制。

上海交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硕士项目改革实践——FourC Challenge 24小时全球跨学科设计挑战赛的启示      陈    丹   等.  

参考文献

[1]  姜锋. 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的高层次国

际化人才[J]. 中国高等教育, 2020(21): 26-28.
[2]  王向荣. 不断变化与拓展的风景园林教育[J]. 风景

园林, 2021, 28(10): 8.
[3]  郑曦. 70年国际风景园林教育与展望[J]. 风景园林, 

2021, 28(10): 6-7.
[4]  周春光, 李雄. 风景园林专业学位教育的回顾与前

瞻[J]. 中国园林, 2017, 33(01): 17-20. 
[5]  王敏, 邱明. 欧美高校风景园林研究生生态教学体

系及启示[J]. 风景园林, 2018, 25(S1): 40-46.
[6]  苏同向, 王浩, 谷康. 国际视野、本土行动、现代思

维——对中国风景园林教育的思索[C]/中国风景园

林学会2009年会论文集. 北京: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2009.

[7]  甘德欣, 龙岳林, 何丽波, 等. 国际化应用型风景园

林专业硕士培养模式构建与实践——以湖南农业

大学为例[J]. 高等农业教育, 2019(05): 101-105.
[8]  邹友峰, 武学超, 赵观石. 国际视野、本土行动：我

国国家创新能力提升策略思考[N]. 光明日报, 2014-
10-4: (6).

[9]  杨锐. 融通型 互动式 多尺度 公共性——清华大学

风景园林教育思想及其实践[J]. 中国园林, 2008(01): 
6-11. 

[10]  刘文君, 宋静, 吴润松. 大类招生背景下设计人文教

育理论研究[J].  美术教育研究, 2020(24): 144-145.
[11]  欧百钢, 刘伟, 王敏. 关于风景园林高层次人才培养

规格的思考[J]. 中国园林, 2009, 25(01): 5-9. 
[12]  吴春胜. 应用型高校设计类专业学科专业交叉融合

问题与对策[J]. 教育教学论坛, 2020(20): 344-345.
[13]  阙晨曦, 董建文, 林开泰, 等. 项目学习法在风景园林

专业教学中的实践——以“创意花园竞赛”课程为

例[J]. 中国林业教育, 2018, 36(01): 53-56.
[14]  张晶, 杨麟. 多学科交叉融合下艺术类院校多媒体

技术课程体系构建及教学案例设计[J]. 艺术教育, 
2021(03): 151-154.

[15]  GAZVODA D.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Its Education[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2(60): 117-133.

[16]  吴良镛. 人居环境科学与景观学的教育[J]. 中国园

林, 2004(01): 7-10. 
[17]  刘滨谊, 唐真. 冯纪忠风景园林专业教育思想、实践

及其传承研究[J]. 中国园林, 2014(12): 4.
[18]  闫晨. 以设计竞赛为载体推动教学改革初探[J]. 大

学教育, 2020(03): 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