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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风景园林专业研究生培养应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对接行业产业需求，实现从“知识本位教育”转向“应用能

力本位教育”。黄河国家战略的实施为黄河流域沿线省份风景园林专业研究生教育带来新的挑战与机遇，山

东建筑大学风景园林专业研究生课程“景观生态规划原理与方法”，聚焦黄河下游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将理论讲授、思政融入、案例解析等全面融入黄河国家战略，积极探索响应国家重大战略、顺应时代发展

需求的风景园林研究生课程建设与教学实践。从课程目标与设计理念、课程模块与思政融入、教学方法与教

学手段以及典型教学案例设计与实施4个方面，总结课程教学实践与课程思政融入的经验，探索育人理念与

教学模式、课程内容与教学组织的创新，达成“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的立德树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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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hould actively serve national strategies, connect with 

industry demands, and achieve a shift from knowledge-based education to application-oriented education. Implementing the 

Yellow River National Strategy has brought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o graduate education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province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graduate cours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Planning” at 

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 focuses o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integrating theoretical teach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case analysis into the Yellow River National 

Strategy. It actively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practic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graduate courses that respond to 

major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meet the needs of the times.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of curriculum teaching practice and inte-

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four aspects: curriculum objectives and design concepts, curriculum modules 

and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ethods and means, and typical teaching case design and imple-

mentation. Explore the innovation of educational concepts and teaching models, curriculum content, and teaching organization,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value shaping, ability cultivation, and knowledge transmission” in moral education.

Keywords
the Yellow River National Strategy;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planning; teaching 

practice; ele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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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研究生教育在培

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2022年9月，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

专业目录（2022年）》，新版目录中将原有的

工学下“风景园林学”（0834）变更为“风景

园林”（0862），并取消了原来农学下“风景

园林”（0953），这标志着风景园林研究生教

育转变为专业学位类型，打通硕士和博士培

养层次，为风景园林研究生培养带来重大挑

战。同时，教育部积极推进的“新工科”建

设，旨在改变人才创新动力不足，人才培养

与行业实际需求匹配度不高的问题 [2-3]。在此

背景下，风景园林专业研究生培养应积极探

索产教融合、科教融合、学科交叉的专业

学位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从“知识本位

教育”转向“应用能力本位教育”[4]。面对新

时代的新要求，风景园林专业研究生培养如

何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对接行业产业需求，

是风景园林专业研究生教育亟需探索的核心

内容。

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国把建设“生态文

明”和“美丽中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风

景园林中的“人地关系”协调与塑造必须立

足生态理论、知识和技能，以适应“美丽中

国”生态文明建设。景观生态学是以景观空

间为载体，以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

统（整体人文生态系统）为对象，以人地关

系及作用机理为关键，以空间营造、管控为

目标的理论，是风景园林专业处理人地关系

的重要基础理论 [5]。2021年10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规划纲要》，黄河国家战略的实施为黄河

流域沿线省份风景园林专业研究生教育带

来新的挑战与机遇 [6]。山东省作为黄河流域

唯一河海交汇区，人—水—地矛盾突出，是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防洪减灾、新旧功能转

换、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山东半岛城市群

经济和产业优势明显，在流域中的龙头带动

作用明显，纲要中明确的唯一新设立的实体

性新区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建设已经初

显规模。山东建筑大学作为地处黄河下游唯

一建筑类高校，人居环境学科门类齐全，主

动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建设一直是学校秉持的

办学特色，黄河流域国家战略的实施为学

校风景园林研究生教育主动服务国家生态文

明和社会经济建设提出了新要求。风景园林

专业研究生课程“景观生态规划原理与方法”

自2014年开设以来，选课学生数达300余人，

2022年获评山东省研究生优质课程，2023年

课程案例库获评山东省研究生优质专业学位

教学案例库。随着黄河国家战略的实施，课

程建设主动融入黄河国家战略，聚焦黄河下

游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将理论讲授、思

政融入、案例解析等全面融入黄河国家战略，

积极探索响应国家重大战略、顺应时代发展

需求的风景园林研究生课程建设与教学实践。

1 课程目标与设计理念

1.1 课程目标

“景观生态规划原理与方法”涉及生态

学、地理学、城乡规划学、环境科学等多学

科知识，是生态学知识以空间为载体，探讨

风景园林空间逻辑建构与景观语言表达的交

叉融合与实践应用课程。风景园林人地关系

营造必须立足生态理论、知识和技能，以适

应生态文明建设，从而达成培养深刻理解生

态文明内涵、具有强烈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

的人才培养目标 [7-8]。

思政目标为培养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价

值观，树立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知识目标

为理解景观的生态特征与空间规律，构建景

观生态学研究范式；能力目标为掌握景观生

态分析与评价的方法，应用于景观生态规划

实践；素质目标为立足景观生态理论、知识

和技能，建立风景园林生态实践观。

1.2 设计理念

“景观生态规划原理与方法”主要讲授

景观生态学基本概念和原理，使学生理解景

观生态学基本空间模式与范例，掌握景观生

态分析与评价方法，熟练应用于不同尺度的

景观生态规划设计实践。通过课堂教学、分

组讨论和实践认知，使学生全面树立正确的

生态伦理、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从而建

立准确的风景园林生态实践观 [9-10]（图1）。

（1）融入生态文明的思政观：风景园林

人地关系营造必须立足生态理论、知识和技

能，以适应新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从而达

成培养深刻理解生态文明内涵、具有强烈社

会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才培养目标。

（2）培养能力本位的质量观：明确风景

园林专业人才掌握生态理论、生态知识、生

态方法及其规划应用的必要性，建立起生态

规划设计能力培养必备的知识体系。课程主

旨使学生理解生态学原理中的“生态语言”，

转化为规划设计的“空间语言”，使学生不仅

要获得系统化的生态学专业知识，更要提升

生态学知识空间化的内化能力[11-12]。

（3）强化过程导向的课程观：掌握开展

景观生态调查与分析、评价与规划的方法，

为景观生态规划设计奠定理论基础与技术支

撑。课程以原理、方法和实践一体化的学习

过程为导向，强调熟练掌握“调查—分析—

评价—规划”实践过程性知识。

（4）实践任务驱动的行动观：任务化、

黄河国家战略背景下“景观生态规划原理与方法”课程教学实践与思政融入探索      肖华斌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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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提升学生行动能力，强调“在做中学”

任务驱动。课程教学遵循“竞赛引入—直观

讲授—案例教学—分类讲解—小组讨论—

课下反馈”的完整“行动”过程，主讲教师、

辅助教师和兼职教师线上线下开展良好互动，

促进学生主动构建起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体系。

2 课程模块与思政融入

教学落实课程思政目标、知识目标、能

力目标以及素质目标，主要包括：“景观生态

基本理论与生态文明教育”模块，“景观生态

空间模式逻辑与生态智慧、文化自信”模块，

“景观生态规划设计与生命共同体系统观”模

块，“景观生态社会实践与生态伦理、社会责

任感”模块。其中前两个模块强调景观生态

学基本知识与空间模式的掌握，后两个模块

突出黄河国家战略指引，在景观生态规划设

计案例、景观生态社会实践调研等均结合黄

河沿线开展，黄河国家战略全过程、多维度、

立体化融入课程教学与实践认知[13]（图2）。

（1）“景观生态基本理论与生态文明教

育”模块：体现了思政目标与知识目标，包

含生态学基础理论、景观生态学基本理论和

景观生态规划历史发展脉络等主要内容。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中“十个坚

持”之“生态兴则文明兴”，体现了人类史与

自然史的互相交融和互相促进，创新发展马

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思政内容融入景观生态学

“生态”内涵及其历史发展脉络讲授中。

（2）“景观生态空间模式逻辑与生态智

慧、文化自信”模块：体现了思政目标与知

识目标，包含空间逻辑的语言构成、景观格

局与生态过程、典型与理想生态图式语言和

景观生态空间逻辑建构等主要内容。如进一

步挖掘“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民胞物与”

等中国古代生态哲学思想，将中华优秀生态

文化的生态智慧与生态实践精髓融入景观生

态图示语言与生态空间模式讲解中。

（3）“景观生态规划设计与生命共同体

系统观”模块：体现了思政目标与能力目标，

包含景观类型与不同尺度景观生态规划、区

域景观生态规划实践、城市景观生态规划实

践和乡村景观生态规划实践等主要内容。如

将生命共同体系统观强调生态系统内部各要

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倡导人类与

自然之间的有机共生关系的理念应用于景观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中。

（4）“景观生态社会实践与生态伦理、

社会责任感”模块：体现了思政目标与素质

目标，景观生态规划调查与分析、格局—过

程—界面规划设计实践、物种—通道—生境

规划设计实践、扰动—足迹—健康规划设计

实践和新数据环境下景观生态规划技术与实

践等主要内容。如结合“青春寻迹大河、传

承齐鲁风韵”社会实践团队（全国大中专学

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

实践优秀团队）持续开展的黄河流域山东段

调研，深刻领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

发展的内涵，建立起“脚步丈量祖国大地，

眼睛发现中国精神”实践观。

3 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3.1 黄河思政全过程融入

课程教学4大模块在落实课程目标基础

上，强化融入生态文明的思政观，紧紧围绕

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开展，黄河思政元素全面

融入课程教学全过程。景观生态基本理论模

块与黄河流域“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

文明衰”的战略意蕴体现；景观生态空间模

式模块与黄河流域“追溯大河文明，坚定文

化自信”的生态智慧挖掘；景观生态规划设

计模块与黄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

系统协同治理”生态系统观建立；景观生态

社会实践模块与黄河流域“践行两山理论，

感悟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实践感知 [14]（图3）。

3.2 翻转课堂式教学设计

学生课前通过网络相关资源（文献综

述、精品课视频、课件PPT等）对相关知识

提前学习，教师上课时针对重点内容进行精

讲，强化课堂师生间的互动、讨论和交流。

将《黄河》纪录片、黄河流域相关研究参考

学术型研究生必修课

专业型研究生任选课

地景方向的主干课程

规划设计的应用课程

学位论文的方法课程

 
思政目标：培养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

知识目标：构建景观生态学研究范式

能力目标：应用于景观生态规划实践

素质目标：建立风景园林生态实践观

 
融入生态文明的思政观

培养能力本位的质量观

强化过程导向的课程观

实践任务驱动的行动观

图1   课程目标与课程设计
Fig. 1   Course objectives and course desig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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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作为学生前期自主规划学习的主要内容，

教师通过课堂上的互动交流及时发现问题，

使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强化过程

导向的课程观。

3.3 专题讲座互动式研讨

结合专任教师的黄河流域生态智慧与

生态实践科研方向，以科研促进教学，将学

科前沿理论、方法、技术等引入课堂教学，

开展专题式互动讨论，提升学生发现、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结合兼职教师的实践

经历，为本课程提供了区域（泰山区域、济

南市南部山区、济南黄河沿线）、城市（济

2

黄河国家战略背景下“景观生态规划原理与方法”课程教学实践与思政融入探索      肖华斌    等.  

图2   课程模块与思政融入
Fig. 2   Course modules and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122

LANDSCAPE EDUCATION风景园林教育

南黄河南岸重点地区生态城市设计、济南

市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蓝绿空间专项规划

等）、场地（黄河淤背区防护林及郊野公园

设计、黄河百里风景区中心景区景观提升设

计等）不同尺度的实践案例，以实践促进教

学，将行业领域中的新发现、新技术等引入

课堂教学，开展讲座式互动讨论，培养学生

创新思维意识。

3.4 软件实训实践式教学

强化课程实践应用导向，以ArcGIS Desktop、

ERDAS IMAGINE等软件为实训实践平台，结合项

目案例，进行景观生态分析与评价、景观规

划设计实践应用。培养学生应用理论知识解

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熟练掌握相关软

件的同时加深对知识及相关理论的理解，体

现了实践任务驱动的行动观。

3.5 论文写作能力的锻炼

通过课程论文的写作，使学生熟悉研

究问题的提出、文献查阅及综述、技术路

线制定、研究方案实施和研究结论凝练等

科研活动的完整过程，为学位论文撰写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引导学生重点在黄

河流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国土空间规划、

沿黄城市蓝绿基础设施优化与水系统韧性

提升、黄河流域“四水四定”景观生态实现

路径、黄河流域滩区景观演变与格局优化等

方向进行课程论文选题；针对同一选题方向

的小组研讨，可以锻炼学生团队协作能力，

加深对研究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体现了培养

能力本位的质量观。

3.6 多元化全过程的考核

在加强课堂交流互动的基础上，增加小

组讨论、专题研讨、案例分析、选题汇报、

课程论文等环节，提升学生课程全过程学习

的参与度。课程考核中体现学生的汇报表达

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科研创新能力等全面

素质，同时采用更多的分析类型考察学生利

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15]。

4 典型教学案例设计与实施

“景观生态规划设计与生命共同体系统

观”课程模块中区域景观生态规划实践教学

单元充分体现了景观生态规划原理应用于生

态规划实践，也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中强调“建设黄河下游

绿色生态走廊”相一致。典型教学案例——

“黄河生命共同体”系统观融入景观生态安

全格局，从黄河流域景观格局分析、景观生

态安全格局理论与构建方法、黄河流域泰山

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等方面

开展。

4.1 课前回顾环节

思政元素设计：在课前回顾环节，以黄

河流域为例，理解区域景观格局与区域生态

系统的构成，认识其作为国家生态安全重要

屏障的功能，增强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激

发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热情。

教学实施过程：黄河流域横跨青藏高原、

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等4大地

貌单元和国内地势三大台阶，拥有黄河天然

生态廊道和三江源、祁连山、若尔盖等多个

重要生态功能区域。通过梳理关于黄河生态

保护的相关政策文件，可以看到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中央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坚

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

治理，统筹推进各项工作。

4.2 概念与方法讲授环节

思政元素设计：通过景观生态安全格

局概念与组成的讲解，理解整体与局部、主

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引导学生意识到

“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建立“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生态哲学观。通过对景观生

态安全格局组成与识别步骤的解读，明确

黄河流域景观生态格局构建是全流域整体

和长远利益，正确处理开发和保护关系的关

雨课堂全过程授课

智慧树共享课平台

思景行知学科品牌

响应国家重大战略 
生态类课程链完整

紧跟学科前沿问题

教学组织形式丰富

图3   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Fig. 3   Teaching methods and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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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深刻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十个

坚持”。

教学实施过程：水文过程是黄河流域最

重要的生态过程，最大的矛盾为水资源短缺，

最大的问题为生态系统脆弱。因此，构建黄

河流域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是解决黄河流域生

态问题的有效空间规划途径，即识别维护和

控制重要生态过程的关键性元素、战略位置

和空间联系。典型的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由源、

缓冲区、源间连接、辐射道、战略点5部分

组成，以黄河流域下游景观生态安全格局为

例，讨论5部分中哪些对于维护和控制生态

过程最为关键？源、源间连接、战略点是关

键组成部分，特别是战略点如何识别？首先，

明确影响区域生态安全的具体生态过程，如

黄河流域的水文过程、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其次，识别维护具体生态过程的源地，如

黄河流域内重要的湿地、林地等；再次，模

拟生态过程流动需要克服的阻力值，即根据

不同用地类型计算阻力表面积；最后，根据

计算的最小阻力值识别控制生态过程的战略

点，即重要的生态踏脚石。可以看到，黄河

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等涉水问

题是黄河流域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影响

因素，再次强调统筹推进流域内山水林田湖

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

4.3 实践案例讲授环节

思政元素设计：通过对暑期三下乡社会

实践总结，以同学们调研的黄河流域泰山区

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为例介绍

区域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方法，强调生命

共同体系统观建立以及实践育人的重要性；

同时引入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系统的应用，

强调应树立与时俱进，不断求新、终身学习

的观念 [16-17]。

教学实施过程：泰山区域“山水林田湖

草沙”生命共同体是黄河重点生态区生态保

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的重要组织部分，同时也

是黄河下游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和华北平原的

重要生态屏障。通过对生命共同体内在相

互依存、联系紧密关系和重要生态过程的分

析，以及对暑期三下乡山东建筑大学“青春

寻迹大河、传承齐鲁风韵”社会实践团队现

场感知的总结，明确生态结构系统、生态过

程完整、生态功能稳定的构建目标。引入地

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技术与遥感影响解译技

术，全过程、图示化、系统化展示区域生态

安全格局构建步骤与方法（图4）。由此可见，

风景园林规划师应建立起“山水林田湖草沙，

综合系统协同治理”系统观，“脚步丈量祖

图4   泰山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生态安全格局构建[18]

Fig. 4   Landscape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construction of Life Community of Mountains-Waters-Forests-Farmlands-Lakes-Grasses in Taishan area

4

黄河国家战略背景下“景观生态规划原理与方法”课程教学实践与思政融入探索      肖华斌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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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地，眼睛发现中国精神”实践观，以及

“与时俱进，不断求新”的学习观。

4.4 教学总结与反思

通过研究区域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理论与

区域生态规划方法，分析黄河流域泰山区域

“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案例，培养

风景园林规划技术能力，建立生命共同体系

统观，达成教学育人目标；通过学习生态文

明建设历程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十个

坚持”，理解生态文明建设内涵，提升风景

园林职业素质，达成职业育人目标；通过总

结“青春寻迹大河、传承齐鲁风韵”社会实

践团队感悟，现场解读黄河治理、理解黄河

历史、领悟黄河精神，做到知行合一，达成

实践育人目标。

5 结语

响应国家重大战略，顺应时代发展需

求，成为时代赋予高层次、复合化、创新型

风景园林专业人才培养的新课题 [3]。作为风

景园林专业研究生核心课程“景观生态规划

原理与方法”，转变了过去以知识传授的教学

模式和以教材、课题、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

法。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

全面实施的背景下，山东建筑大学风景园林

专业研究生课程“景观生态规划原理与方法”

教学过程中，力求培养学生风景园林规划技

术能力，建立生命共同体系统观，使学生理

解生态文明建设内涵，提升风景园林职业素

质，锻炼学生脚步丈量祖国大地，做到知行

合一，从而达成教学育人、职业育人、实践

育人目标的高度统一。在教学模式上，注重

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教学中强化“任务驱动”与“知识模

块”相融合，培养学生在景观生态规划设计

实践中自主发现科学问题与机制机理的能力

以及熟练掌握生态学知识空间化的能力。黄

河战略思政元素全过程、多维度、立体化融

入课程教学与实践认知，建立黄河流域景观

生态规划案例库，强化不同类型与不同空间

尺度的景观生态规划设计实践应用导向[19]。

课程案例教学强调黄河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

的融合共生，在“景观生态调查—景观生态

评价—景观生态规划—景观生态管理”不

同阶段系统讲解黄河流域不同尺度案例；深

度挖掘黄河思政内容，使课程思政与教学模

块、思政要点与教学内容高度融合，思政教

育全过程、多维度、立体化融于专业课程，

达成“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的

立德树人目的。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绘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