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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复杂理论的《景观规划设计》相关课程适应性教学方法研究 *

Adaptive Teaching Method of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Based on Complex Theory

摘要：基于生源多样化背景，将复杂理论引入风景园林《景观规划设计》相关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阐述了复杂理论

视角下的教学系统复杂性认知，分析了《景观规划设计》相关课程教学的 3 项复杂性特征——教学过程的综合性、教

学思维的适应性、教学模式的开放性，根据复杂特征探讨了 4 项教学改革创新方法——复杂性的教学理念改革、整体

性的教学决策创新、适应性的创新教学实践、开放性的教学经验评价，展望了复杂理论结合教学研究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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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fferent types of students, this paper introduces Complex Theory(CT) into the 
teaching reform of postgraduate cours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lanning and Design”. The paper expounds the complexity 
of teaching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T, then analyzes the three complex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aching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lanning and Design”: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teaching process, the adaptability of teaching ideas, and the 
openness of teaching models. Based on these complex features, the paper discusses four teaching reform methods of course 
innovation: the reform of teaching concept of complexity, the overall innovation of teaching decision-making, the adaptability 
of innovative teaching practice, and the evaluation of open teaching experience. Finally, it looks forward to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CT combined with teaching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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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 +”时代背景下，网络

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复杂系统逐

渐渗透、取代传统的组织系统，复

杂网络组织形式成为组织系统之间

关联的“新常态”，传统的组织理

论难以合理解释复杂系统的演化现

象，难以有效应对复杂系统的演化

趋势，因此国内外学者逐步将复杂

理论（Complex Theory，以下简称

“CT”）引 入 系 统 论 研 究。新 形

势下，加强 CT 对高校风景园林学

科教学影响的分析与研究，积极探

索复杂关联趋势下的应对策略和途

径，已成为新时期学科发展的艰巨

任务 [1~2]。

从生源来看，当前我国各大高

校风景园林学科的研究生主要来自

农学、林学、风景园林学、建筑学、
城乡规划学等不同学科背景，这影

响着学生在风景园林学科的科研方

向与价值观念的塑造，也影响着学

生未来在规划设计行业的实践思路

以及就业路径的形成 [3]。如何通过

《景观规划设计》相关课程的学习，
使原来不同生源背景的学生能充分

理解新常态、存量化等规划环境下，
以及新媒体、大数据、景观绩效等

社会背景下的风景园林科学研究与

实践的转型 [4]，值得在教学改革中

进行反思与创新。

1 CT 视角下的教学系统认知

CT 的源起之一就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承担着认识、描述和模拟

认 知 多 重 任 务，本 身 就 是 复 杂 组

织 系 统 [5]。CT 确 切 的 创 生 时 间，
就文献数量来看大概为 20 世纪 80
年 代，以 桑 塔 菲 研 究 所（Santa Fe 
Institute）的 复 杂 科 学 研 究 初 步 成

果为代表，研究复杂条件下动态开

放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复杂性特征，
研究对象是具有演化复杂性特征的

复 杂 系 统（System Complexity），
或 称 为“复 杂 适 应 系 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s）”[6]。目 前，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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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在数学、物理学、生态学、信

息学、城市学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

果，但是由于其具有本体论和认识

论的双重复杂性，因此至今学术界

仍难以对其概括出统一的被广泛接

受的定义，CT 研究的理论框架、实

践步骤、逻辑体系仍处在架构阶段。
以 CT 等为代表的新理性主义系

统科学的发展，适应科学发展的综合

趋势，是跨学科研究的重大成果 [7]。
哲学与科学互为解译的复杂系统研

究，通过 CT 体系的框架建构，能全

面有效揭示系统的复杂性演化特征、
路径和影响因素 [8]，尽管不能明确

地预测未来，但能够引导促动系统

可持续演化的空间干预方向、策略

及措施方法的有效实施 [9]。
提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美国

Holland 教授点明了 CT 及其复杂系

统的基本特征，具体包括开放性、
非线性、复杂性、组织性、反馈环、
记忆性和整体涌现性 [10]。结合 CT，
将风景园林学科教学体系的复杂特

征概述如下。
1）开放性：复杂系统（教学系统）

与外界环境之间持续的物质、能量

和信息的交换，能保障系统稳定有

序的演化。
2）非线性：系统要素（学生、

教师、环境）之间非线性相互作用，
使得耦合结果协同功能指数级增强

或削弱。
3）复杂性：构成复杂系统（教

学系统）的要素在现有分类下可能

是简单的，但在内部要素（学生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和

外部环境（学校的教学内容、教育

环境等）相互作用下会呈现出多元

性、复杂性的整体功能。
4）适应性：系统主体会自发地

调整内部结构和功能（知识点的自

我吸纳等），进行自创造、自维持、
自演化、自适应，以作出对自身最

佳的反应。
5）反馈环：系统内部大量的相

互作用使其整体功能正反馈增强或

负反馈弱化（如教育资源在师生认

知网络中循环往复地流动沟通），
某点的突变带来的可能是系统链条

的局部或整体反馈。
6）记忆性：复杂系统（教学系统）

对未来行为（教学成果）有直接而

重要的影响作用，研究复杂系统的

现状演替和预期演化，对未来进行

完善有效的系统（教学系统）设计

和管理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7）整体涌现性：即通过复杂系

统（教学系统）要素个体之间相互

作用、补充、制约，而激发形成的

整体系统结构复杂样态。这种特性

非个体所能具有。
综上，CT 探索的是有关开放性、

非线性、整体涌现性等复杂特征问

题，强调自适应和他适应，协同、
包容、重构相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

（表 1）。

2《景观规划设计》相关课程
教学的复杂性

2.1 教学过程的综合性

《景观规划设计》相关课程是

以大、中、小 3 种尺度地域景观为

研究对象，以处理复杂人地关系的

方法技术为主要内容的设计课程，
需要生态、文学、植物、手绘、规划、
设计、美学、工程等多元广博的知

识基本能力 [11~12]，综合处理生态、
经济、社会这三元关系，属于生态

与技术、人文与艺术兼备的综合性

课程 [13]。因此教学过程不仅应注重

培养知识、技能等综合性方法技术

应用，还应培养学生对场地的认同

感 [14~15]，从而让规划设计成果充满

温度和热忱。

2.2 教学思维的适应性

对于风景园林专业学生来说，

分析因子 传统理性主义 后现代主义 CT 为内核的新理性主义

形式 显性、封闭的
形式

杂乱、开放的反
形式

结构 / 混沌并存，呈现“隐秩序”，
即无序中的有序

目的性 明确 随机、不明确 目的性 / 随机性并存

主导因素 被设计为主 强调偶发因素
为主

自适应 / 他适应并存，他组织 / 自组
织并存

管理状态 等级制管理 无管理状态 有限智慧管理决策

过程体现 工程或艺术
对象

过 程 / 表 演 /
机 缘 共生、共同进化

组织方式 创造 / 极权 /
综合

破 坏 / 结 构 /
对 立 协同 / 包容 / 重构

决策对象 精英决定 个体自由决策 精英与个体协同

规划方式 自上而下决断 自下而上参与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

演化认知 确定性 不确定性 确定性 / 不确定性并存

要素和系统关系 可分性、还
原性 不可分 可分性 / 不可分性并存

未来演化 可预见性 不可预见性 可预见 / 不可预见性并存

演化特征 单一连续性 不连续性 连续性 / 不连续性并存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受限 规划范围发散 规划范围适中

主题范围 主题明确 无所不包 主题具有内涵和外延

表 1   以 CT 为内核的新理性主义思想特点

注：表格内容整理自参考文献 [10]。



风景园林教育

76 Guangdong Landscape Architecture

不同尺度景观规划设计之间思维跨

越需要其进行适应性转型，即自我

学习研究、创新创意、是非判断等

综合能力的提升过程。适应性教学

思维的突出特点是兼具规划设计方

法技术和专业责任感、使命感、价

值观培养，以适应社会、时代的能

力需求，培养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师

人格力量与综合能力 [16]。

2.3 教学模式的开放性

《景观规划设计》相关课程教

学模式的开放性体现在：1）教学过

程的开放性，如景观种植设计中的

户外教学环节，常结合植物观测、
种植案例分析、植物景观测绘等环

节进行；2）教学形式的开放性，如

通过课内外专题讲座的形式，邀请

校内外的相关专家学者或画家、各

大规划设计公司的资深设计师等参

与授课与评图，既可为设计课程服

务，又可形成系列公开讲座。

3《景观规划设计》相关课程
教学改革分析

《景观规划设计》相关课程教

学体系是风景园林系列课程教学系

统中的子系统，由于其本身特有的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属性，因此又比

其他子系统复杂得多。随着“智慧 +”
的时代发展步伐，复杂科学为认识

和研究风景园林教学的复杂性特征，
推动教育改革创新，提供了一个全

新的视角和方法论 [17]。下文以同济

大学景观系《景观规划设计》研究

生课程为例，阐述该课程的教学改

革思路和教学创新方法。

3.1 复杂性的教学理念改革

转变教学理念是教学体系创新

的先导。同济大学景观系提出“六

观四论、创新教学”的复杂性理念，

“六观”即历史观、区域观、社会观、
经济观、人文观、生态观，“四论”
即逻辑论、方法论、技术论、效能论。
并将此理念与规划设计有机融合，
总结梳理出基础分析的“6 个角度”

和规划设计的“4 个途径”：从历史、
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的

宏观和微观视角定位概括规划设计

范围，使场地更好地融合于区域发

展 [18]；“4 个途径”指规划过程的

科学逻辑、分析评价的科学依据、
规划成果的技术支撑、规划绩效的

良好预期，将严谨合理的专业态度

贯穿规划设计始终。

3.2 整体性的教学决策创新

1）课程体系的整合。围绕《景

观规划设计》课程，应体现风景园

林学与生态学、建筑学、城乡规划

学等多元一体的教学特色，突出风

景园林学科贯穿自然和文化、科学

与艺术、理工与人文、生态与生活

等的学科特色 [19~21]，整合多学科发

展，建立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机制，
如“KAQP”人才培养机制、校企合

作培养机制等 [22]。2）教学方法的整

合。基本体现在从 4 个环节对学生

进行反复训练：对一定复杂度景观

本底的现状综合调查（非场地调查）；
对现状信息的组合规律和特征结构

等逻辑梳理；对问题导向与目标导

向 2 种思维方法的基本演练；对规

划策略与发展目标的清晰定位。

3.3 适应性的创新教学实践

1）适应性的教学过程。将《景

观规划设计》课程教学过程分为 7
个环节，即专题研究、场地调研、
现状分析、规划方案、专题讲座、
专项规划、成果汇报和展示总结。
教学方法包括个人方案、小组方案、
大组方案、汇报交流、修改深化的

演绎过程。2）适应性的教学平台，
即参考教材、案例选编、历届学生

作品集、数字景观实验室、教学题

库与基地、课程体系六位一体的教

学平台。其中多年积累筛选而成的

教学真题库包括风景名胜区、湿地

公园、森林公园、滨水景观等多种

具有真实基地的类型，在模拟真题

中 培 养 场 地 认 知、尺 度 概 念、景

观设计、种植设计、政策策略等能

力 [23]。

3.4 开放性的教学经验评价

开放性的教学评价实施包括自

我评价与社会评价两部分：1）自我

评价的评估体系是在内部日常性教

学评估中形成，基于学习分类理论

的 6 个层次，即记住—理解—应用

—分析—评估—创新，度量研究生

对《景观规划设计》课程知识的掌

握程度，以此来评价教学目标的达

成程度，进而指导教学；2）社会评

价是指由学院组织的校内外知名专

家学者参与点评的综合评价，根据

学生知识素养、学习能力、道德修

养 3 方面综合能力进行成绩评定，
突出教学的开放性、包容性、交互性，
使学生在互动活态中感受设计灵感，
培养规划潜质。

4 结语

对于 CT 指导下的《景观规划设

计》相关课程教学，应认识到规划

设计教学过程是一个充满非线性、
开放性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具有

多元构成要素反馈、参与、决策的

动态活动。因此教学体系应面对复

杂性和不确定性，体现灵活性和渐

进性。了解并掌握 CT 的基本概念、
复杂系统的演进特点和复杂思维的

基本特征，并将其引入到风景园林

学科相关教学研究领域，对促进教

学过程多元方法认知和实现教学体

系的思维创新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

值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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