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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生态学是一门以科学和实践问题为导向的新兴

交叉学科，与生态学、地理学、风景园林、城市规划、

旅游规划、自然保护区管理、水土保持等专业均密切相关，

具有明显的学科交叉性与综合性特征 [1~2]。景观生态学研

究的核心为景观结构、功能、动态变化及三者之间的相

互关系 [3]，相关理论和原理在景观规划设计、城乡规划、

区域规划、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保护与修复等领域都

有广泛的应用，是生态学研究的重要热点方向之一 [4~5]。

景观生态学课程以生态学理论和原理为基础，结合

现代地理学和系统科学的特点，具有综合性和宏观区域

特色，故其在建筑类、交通类、农林类、师范类院校中

均有设置，涉及生态类、风景园林、城乡规划、人文地理、

水土保持、环境科学等众多专业。就风景园林专业而言，

对比不同院校培养方案可知，院校背景及专业背景差异导

致了本科生态类课程设置的差异较大，学生生态学基础知

识水平及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同样差异巨大 [6]。已有相关

教学改革研究对农林类、建筑类及师范类院校的景观生态

学课程的教学特点、存在问题及改革思路进行探讨 [7~10]，

而交通类院校景观生态学课程更强调生态学相关原理和理

论在交通景观中的应用，目前极少见与此相关的教学改革

研究。基于此，本文以重庆交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景观生

态学本科教学为例，探讨景观生态学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

方法改革思路，提出以适应交通类院校风景园林专业培养

目标为目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融入虚拟仿真实

验平台，进行多课程联动教学的模式，旨在提高学生的综

合素养，树立其生态意识和生态理念；同时彰显交通类院

校的办学与专业特色，为其风景园林专业的景观生态学

课程教学提供参考。

1 现存问题

1.1 专业背景师资不足

景观生态学综合性强，涉及理论知识较多，虽然

1939 年就已经提出“景观生态学”概念，但一直到 20 世

纪 80 年代，其才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学科体系。而国内

的起步发展相对滞后，故专注于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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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兼具景观生态学与风景园林学

专业背景的教师更少，担任景观生态

学课程教学的教师专业背景多为传统

生态学。因此，在不同院校风景园林

专业课程设置中，景观生态学的课程

大纲及培养方案侧重点均有不同，差

别较大。农林类院校可能偏重于群落

生态学、园林植物，以及城市生态系

统与各生态因素之间的关系等传统生

态学的内容 [7,11]，师范类院校可能偏

重于地理学、生态学方面的内容 [8]。

而以西南交通大学、重庆交通大学为

代表的交通类院校大多只开设了景观

生态学这一门与生态学相关的课程，

学生的生态学基础知识薄弱，因此其

较难理解生态原理、理论，过程与格

局等概念，以及生态学模型验算、指

标计算等内容，学习动力难以被激发。

1.2 教材的专业针对性不强

目前国内景观生态学课程的常用

教材包括傅伯杰《景观生态学原理及

应用》、邬建国《景观生态学—格局、

过程、尺度与等级》、肖笃宁《景观生

态学》、郭晋平《景观生态学》等 [12]。

相关教材虽然各具特色、各有侧重，

但整体而言，更偏向于理论与原理讲

解，实践应用性不强，更缺乏与风景

园林规划设计实践案例的结合。对于

交通类院校风景园林专业的学生而

言，教材内容相对晦涩难懂，其难以

将相关理论与原理应用于景观规划实

践之中，进而学习积极性不高，学习

成果不尽如人意。

1.3 理论教学与专业实践缺乏有效

衔接

景观生态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

学科，教学实践环节的开展对课程的

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多数院

校景观生态学课程教学是以课堂理论

讲授为主，实践教学环节设置学时较

少 [13]。而对风景园林专业而言，理论

与实践紧密相连，无论是景观规划设

计还是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亦或是

景观工程实践，都涉及诸多景观生态

学理论，但由于学生缺乏相关训练，

实践能力没有得到应有的锻炼和提升，

很难把握景观规划设计与实践中的景

观生态内涵与本质。交通类院校作为

以工科为主，交通相关专业特色鲜明

的院校，在课程设置中更应强调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但就重庆交通大学实

际而言，景观生态学的教学过程与学

校交通大背景的结合较为薄弱，未能

体现出交通类院校的教学特色。

1.4 课程专业定位不明确

随着景观生态学学科体系的不断

完善和发展，景观生态学在风景园林

专业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然而，

景观生态学在交通类院校风景园林本

科教学中的地位却并未提升，其课程在

专业教学中的定位并不明确，课程体系

也不够完善，导致学生生态学基础薄弱。

同时，设计类专业课程任务繁重，也使

得学生将学习重心完全倾向于设计课

程，对理论课程学习的积极性不高。

2 教学改革探讨

针对上述问题，重庆交通大学从

课程内容体系、教学方法手段、教学

考核几个方面进行景观生态学课程教

学改革探索。

2.1 加强教学内容与风景园林专业

融合

经过不断优化完善，重庆交通大

学风景园林专业的最新版培养方案将

景观生态学定位为专业基础必修课，

共 64 个学时，其中理论 32 学时，实

践 32 学时。理论教学以景观生态学

核心理论为基础，结合风景园林专业

特征，重点讲授景观生态学的基本理

论、景观格局、景观过程、景观动态

与景观尺度，以及其在风景园林中的

应用（表 1）。
2.2 注重与交通类实践案例结合

在景观生态学课程讲授过程中，

结合学校背景以及风景园林专业培养

目标，在教材与参考书籍的基础上，更

多融入与风景园林专业密切相关的生

态交通建设案例，如川藏铁路、三峡

大坝等重大工程中的景观生态学原理，

城市交通系统规划、绿色交通、智慧交

通实践过程中涉及的生态问题等，以利

于学生对理论的直观理解和实际应用，

从而激发其学习的兴趣和热情。

2.3 形成参与式为主，多种手段并

用的教学模式

借鉴岳邦瑞等 [14] 提出的“理论—

格局—案例”的参与式教学方法，引

导学生将景观生态学原理转化吸收，

并应用于景观规划设计实践之中；同

时，借助互联网、多媒体、云课堂等

进行信息化教学，加强师生互动与交

流，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具体步

骤如下：课前利用“学习通”手机应

用软件上传相关学习资料，帮助学生

进行课前预习；课堂中首先进行理论

讲解，然后结合国内外优秀景观规划

设计案例，剖析景观生态学相关理论

在案例中的具体应用；课后在“学

习通”上布置案例解析任务，并组

织学生进行线上讨论，激发学生学习

的主观能动性。

课程授课单元 主要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景观生态学概述
景观与景观生态学概念；景观生态学研究范畴；景观生态学发展

历程、起源与发展
2 -

景观生态学相关理论
系统理论；等级理论；地域分异理论；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复

合种群理论；景观连接度和渗透理论
6 2

景观结构和功能 景观多样性；景观异质性；景观的结构；景观的功能 4 4

景观格局与分析
景观格局形成主要因素；景观格局特征；景观格局指数；景观格

局分析模型
4 4

景观生态过程 景观中的生态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干扰对生态过程的影响 2 4

景观动态与模拟
景观稳定性与景观动态、景观变化的驱动因子、景观变化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景观变化的动态模拟动态与模拟
2 4

景观生态分析与评价
景观生态评价内容；景观生态评价方法；适宜性评价；景观安全

格局评价
6 6

景观生态学应用
景观生态规划设计原理、步骤、类型等；湿地、河流、绿道、自

然保护区等生态规划设计与生态修复
6 8

表 1    重庆交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景观生态学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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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促进实践教学与设计课程联动

从课时分配上可看出，改革后的

重庆交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景观生态

学课程更加侧重理论的实践运用，理

论授课内容均为与风景园林密切相关

的原理与理论，及其实践运用讲解；

同时安排了 32 个学时的实践课程，

旨在通过“理论讲授 + 案例剖析 +
实践探索”的教学模式，使学生能学

以致用。实践课程的具体安排主要分

为以下 2 类：

1）开发虚拟仿真实验平台

为促进学生对景观生态学中景观

格局、景观过程、景观功能及其相互

关系等抽象概念的理解，重庆交通大学

结合重庆山地特色，开发了山地住区

海绵城市景观建设虚拟仿真实验平台，

以海绵城市建设为例，通过虚拟仿真实

验，给学生直观展示城市景观格局对雨

水径流过程的影响，同时介绍了海绵城

市建设对植物生态习性及群落构建的

要求，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进行屋

顶绿化、雨水花园、透水铺装等典型海

绵设施的虚拟仿真规划设计，训练学生

将海绵城市建设中的景观生态理论知

识运用于规划设计实践的能力。

2）生态调研实践与设计课程相

结合

景观生态学实践教学涉及野外调

查、景观指数模型计算、GIS 及遥感

影像分析等众多内容，而交通类院校

风景园林专业高年级学生的设计课程

众多，作业量大，生态学基础又较薄

弱。为提高实践课程学习效率，将关

于生态调研分析方法与技术手段的部

分实践课程与设计课程结合开展，在

设计课进行之前开展生态调研与分

析，在设计过程中引导学生注重生态

思想和理念的融入，旨在不增加学生

额外课业量的基础上，使其掌握相关

方法和技术，灵活运用景观生态原理。

重庆交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景观

生态学课程在大四上学期开设，开课

时间为第 1~18 周，同时期的设计课

程开课时间为第 10~18 周。因此，在

设计课程开课之前的第 1~9 周，以该

课程的实际场地为对象，组织学生进

行场地生态环境调查、群落多样性分

析、景观格局分析、地形分析、水文

分析等景观生态学实践，同时融入样

地调查、多样性指数计算、Fragstats
景观格局分析、GIS分析等技术手段；

在设计课程开课之后，教师在引导学

生以景观生态学实践课程的分析结果

与结论进行规划设计的同时，对与设

计课程相关的生态规划设计原理、步

骤、内容等理论进行讲解，从而将景

观生态学理论与实践教学融入具体规

划设计的全过程。

2.5 增加实践考核比重

重庆交通大学的景观生态学课程

在教学考核中减少了期末卷面考试所

占比重，增加了实践部分考核比重。

在实践考核环节，虚拟仿真实验平台

考核及与设计课程联动的实践考核均

设置为开放性实验，由实验汇报讨论、

教师评分、学生互评几个环节构成，

以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3 结语

景观生态学作为一门与地理学、

生态学密切相关的新兴综合交叉学科，

在帮助风景园林学生树立生态意识与

生态设计理念，提高其对场地的现状

综合条件的认识和分析能力等方面具

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重庆交通大学为

例，针对交通类院校风景园林专业景

观生态学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与不

足，从课程内容体系构建、教学方法

手段以及教学考核几个方面进行了教

学改革探索。经过一学期的改革实践，

学生对景观生态学课程的学习积极性

明显提升，且其在后续设计课程的场

地调研、分析及规划设计的全过程中，

都能积极融入景观生态学相关原理和

理论，生态理念与生态意识明显增强。

目前，包括交通类院校在内，不

同院校背景下的风景园林专业景观生

态学教学体系的改革和完善还任重道

远。未来景观生态学教学需改变传统

教学以课堂理论教学为主的方法，注

重“理论讲授 + 案例分析 + 实践探

索应用”的教学模式，从风景园林专

业出发，着重培养学生规划设计的生

态理念和意识，提高其发现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激发其学习兴趣，

调动其主观能动性，提高其实践动手

能力，增强其专业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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