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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工科背景下风景园林面临的
机遇挑战

“新工科”建设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立于新经济、新起点背景下

主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

的重要战略行动，对于教育理念、学

科结构、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都提出

了新要求 [1]。为了支撑服务创新驱动

发展、“中国制造2025”等一系列国

家战略，2018年教育部启动了首批

“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强调提

升专业学科对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

应用性，提升专业人才的实践能力、

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 [2]。同时，为

了落实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高校思政

教育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教育部积极

推动“新工科”课程思政体系建设，

突出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专业课程教育

全过程，推动学科理论知识传授、专

业实践能力培养、价值塑造融合统

一，强调在行业发展与时代变革下的

人才思想教育 [3]。

2022年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

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对学

科专业设置作出了重要调整，撤销一

级学科风景园林学，这意味着培养

风景园林应用型专业人才被进一步强

调。国内风景园林专业孕育于中国古

典园林，承袭了古典园建的思想与匠

人精神。而当下风景园林教育存在重

理论研究的风气，虽然部分学校在教

学实践中鼓励学生参与竞赛、实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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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major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he academic 
connotation, educational objectives, and teaching methods 
have changed a lot since the concept of New-Engineering was 
put forwar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owever, the existing 
education system is inadequate to cultivate graduate students 
with compound  professional talents and requires to be improved 
urgently. This paper use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graduate courses 
at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s a case study to explore 
the "University-Enterprise-Local Author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cultivation course mode for the new engineering 
discipline. This system is based on two aspects: establishing a 
combined “University-Enterprise-Local Authority” co-operation 
platform and introducing "professional-practical-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iversified teachers to align with career diversification. 
A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hat meets the 
demands of the changing industry has been established. This 
curriculum is based on three aspects: penetrating the elements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to the courses, design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the ideology and politics module, and implementing 
the ideology and politics module effectively. The curriculum model 
fully responds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ngineering oriented 
towards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fession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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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实习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这类问题，但学校与社会需求的鸿

沟仍在持续拉大。可见，应对专业

与行业脱节、职业观念淡漠等问题，

以及面向新工科建设对于专业的应

用性与思政模块的强调，风景园林

专业人才培养需要在理论知识学习

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专业实践与应用，

注重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

精神。因此，面向新工科的“校企

地”思政融合育人课程模式探索至

关重要。

华南理工大学风景园林研究生

职业课程作为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

育人项目的延续，依托建筑学院学

研产平台，通过搭建匹配职业发展

多样化的“校企地”多元师资体系，

以及融入适应行业发展与时代变革

的思政融合育人模块，培养了大量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恪守行业道德

规范的复合型人才，积累了一定的

教学经验。本文以华南理工大学风景

园林研究生职业课程为例，阐述面

向新工科的“校企地”思政融合育

人课程模式探索，以期为应对新工

科建设下风景园林面临的机遇挑战

提供相应的参考。

2 “校企地”多元师资体系

在新工科背景下，风景园林作

为一门集艺术、科学、工程技术于

一体的多元应用性专业，面临新一

轮的产业升级与学科融合，风景园

林专业职业发展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如设计院、地产公司、政府管理部

门与事业单位等多种企业类型。但风

景园林专业的学生主要接受学校课

堂教育，进行专业实践的机会有限

且企业类型单一，缺乏对“专业-行

业-职业”的系统认知，尚未建立正

确的价值观、职业观，对于自我规

划缺乏理性思考，亟需在企业、地

方政府等中长期从事相应实践工作

的专家的指导和帮助 [4]。并且，现有

风景园林专业硕士教育的教师队伍

以理论教学、专业研究为主，缺乏

实践型教师与思政型教师 [5]。可见，

风景园林职业发展的多样性与匮乏

的师资类型之间存在矛盾，构建匹

配职业发展多样化的“校企地”多

元师资体系至关重要。

风景园林研究生职业课程作为风

景园林研究生培养课程体系中承上启

下的一环，衔接了风景园林学校教育

与社企培训，而“校企地”多元师资

体系的构建是课程建设的关键。“校

企地”多元师资体系以华南理工大学

学研产一体化教育模式为基础，通过

高校、企业、地方政府三方共同建立

“校企地”合作平台，打开教学与实

践通道 [6]，进而联合打造三类型的多

元师资，将“理论学习-项目实操-

思政教育”作为基础教学模块，利用

不同主体间协作的特性，衍生出不同

教学方式、教学团队和教学内容，培

育综合能力更强的复合型风景园林人

才（图1）。

2.1 建立“校企地”合作平台
高校与长期合作的企业、地方

政府通过相互合作建立知识分享平

台，以联合教学的形式打造地方发

展战略平台，搭建“校企地”合作

框架。基于此，高校、企业、地方

政府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协同育

人，充分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具体

优势包括：1）地方政府充分发挥在

价值引导与政策法规指定方向的领

导作用；2）高校一方面为企业提供

行业科研条件，一方面为政府和企

业输出优质人才，以此创造良好的

专业环境，实现战略协同；3）企业

一方面配合学校研究，共享科研成

果，实现知识协同，另一方面与政

府通过项目合作、人才交流与政策

指引的方式建立良好的“地企”关

系，实现利益协同。

2.2 引入多元师资
在“校企地”合作平台基础上，

通过引入高校、企业、地方政府的

从业者，拓展教学内容，引导学生

找到合适的方向及切入点，从而让

其对职业方向选择与相应能力需求

产生具体认知，形成“专业型-实践

型-思政型”三类型师资配置，完善

学科理论教学、项目经验分享、思

想政治教育3个教学内容模块。多元

师资体系的引入对于强化专业的应

用性与思政教育至关重要，其具体

组成与教学内容包括：1）专业型导

师由本校或合作的其他高等院校的

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教师组成，负责

图1 匹配职业发展多样化的“校企地”多元师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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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专业背景、教授基础理论知识及

指导学术研究等；2）实践型导师由

长期合作的设计企业知名设计师、高

级工程师，以及地方政府及事业单位

从业人员组成，负责分享项目实践经

验、项目管理经验和产品制作经验，

帮助学生掌握实际设计项目的流程体

系和基本方法，巩固和丰富理论知识

与设计能力；3）思政型导师由风景

园林相关行业匠人代表与先锋人物组

成，负责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职业观，形成正确的风景园林规

划与设计方面的价值观和评判能力，

具备正确的风景园林领域的法律意

识、职业道德意识，在工程实践中理

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

2.3 小结
通过“校企地”合作平台的搭建

与“专业型-实践型-思政型”多元

师资的引入，搭建了匹配职业发展多

样化的“校企地”多元师资体系，转

变了教师讲授知识的传统课堂模式，

形成以校外导师为主导，校内教师带

领学生共同参与讨论的课堂模式，将

学校理论知识教学、企业专业技能培

训以及地方政府政策整合为一体，缩

小了企业、政府所需人才能力与学校

教育的差距，强调了地方政府在政策

与思想方面对于人才的引领作用，回

应了面向新工科建设下对于强化专业

的应用性与思政教育的要求。

3 思政融合育人模块

在新工科背景下，风景园林行业

发展和人才培养方向与国家政策息息

相关，如生态文明建设、城市更新改

造、乡村振兴等。但风景园林专业

课程教学以理论知识讲授、专业研究

为主，缺乏对于国家政策、行业法律

法规的解读。面临快速的行业发展与

时代变革，紧扣国家政策，服务国家

战略需求，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价值

观，是风景园林专业学习的关键 [7]，

亟需在风景园林专业教学中引入思政

融合育人模块。

在风景园林研究生职业课程中，

思政融合育人模块贯穿专业教学全过

程，结合“校企地”合作平台优势，

围绕思政要素的渗透、思政模块的教

学内容、思政模块的实施方式三方

面，构建以专业教育为基础和思政育

人为核心的融合设计，形成适应行业

发展与时代变革的思政融合育人模块

（图2）。
3.1 思政要素渗透

根据课程教学内容特点，结合国

家和地方政府的发展政策，教学团队

有针对性地对地域化的实体设计项目

进行学习和分析，进而将国家和地

方政策中的发展、创新、社会责任感

等思政要素融入专业知识教学。思政

要素渗透点包括：1）城市更新国家

政策解读。在城市更新的背景下，基

于社会主义发展理念促进城市与国际

并轨，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

发展具有国际视野的城市网络，至关

重要。教师引导学生了解全球化、国

际化发展趋势给行业发展带来深远的

影响，培养学生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城

市更新模式的全局思维 [8]。2）乡村

振兴国家战略解析。乡村振兴是我国

现在农村区域发展的重要基础指导思

想，农村地区也是我国现在经济、文

化、生态发展的重要战场。教师引导

学生了解乡村振兴的意义、目标，将

“两山理论”和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乡

村发展的工作中，培养符合国情发展

的专业人才 [9]。3）粤港澳大湾区协

同发展辨析。高质量湾区是我国国际

化，也是城市网络协同发展的创新之

举。引导学生了解大湾区的发展模式

和风景园林在其中发挥的职能，是开

阔学生国际视野与其提升其创新能力

的重要途径 [10]。

3.2 思政模块的教学内容
通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华传统文化、行业法律法规等内容融

入专业学习过程中，培育学生坚定文

化认同、国家自信、民族自信、行

业创新的理念，增强底线意识与恪守

法律道德规范。课程思政模块的教学

内容围绕提升风景园林研究生的思政

教育素质进行发掘，具体教学内容包

括：1）指导学生充分认识职业发展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通过

引导学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下的社会运行规律与风景

园林专业发展趋势进行清晰认识，培

育和树立其正确的职业观、价值观。

2）培养学生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信心和责任心。通过引导学生认识

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风景园林职业

发展的深刻联系，培养学生以爱国爱

党、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应对未来的

职业发展。3）开展风景园林职业发

展中的法律法规教育。邀请企业高级

工程师对风景园林设计、招投标与施

图2 思政融合育人模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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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全过程的法律体系进行讨论，使学

生深刻认识到风景园林师应当知法守

法，善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利。

3.3 思政模块的实施方式
思政模块的实施牢牢把控专业教

育为基础和思政教育为核心的教学路

径，运用“学研产”教学方法，以系

列课程的方式，邀请各界人士开展

专题讲座，引导学生进行主题式的探

讨。基于加强实践知识教学与思政教

育的考虑，课程思政模块的实施方式

包括：1）开展实践教学——教师带

领学生前往实践设计单位，促使其了

解景观工程的工艺工法，培养其大国

工匠精神。2）解读理论政策——教

师指导学生解读国家和地方相关发展

政策，促使其紧跟国家和时代形势。

3）解析经典案例——教师引导学生

学习经典设计案例，并邀请设计师进

行深度讲解。4）学习榜样人物——

教师引导学生向行业杰出的设计大师

学习，激励学生继承其崇高的设计精

神。5）统筹思政全过程——教师指

导学生撰写个人职业规划与事业拓展

报告，详细分析国家、社会和个人的

需求。

以专业教育为基础和思政育人为

核心的融合设计的构建，形成了“理

论-实践-思政”三位一体的专业实

习教学模式，促使学生在国家政策精

神的指引下，牢固掌握专业知识和实

践能力，充分加强学生的思政和职业

素养等教育，回应了面向新工科建设

对于强化专业的应用性与思政教育的

要求。

4 课程模式的成效与反思

4.1 成效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风景园林

研究生职业课程自2018年开展以来，

积极探索“校企地”思政融合育人模

式，相关成果获批1个省级高校教学

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立项建设项目、

1个校级思政项目、2个校级教育改

革研究项目，发表教育改革研究论

文3篇，获得2019年度中国风景园林

学会教育大会风景园林教研优秀论文

三等奖、2022年度广东省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学会优秀教育成果奖、2022
年度广东风景园林教学成果奖二等

奖、2022年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第

二届高等教育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

奖。该课程实现了从学校到社会的职

业思维培养与从社会到学校的实践知

识深化，培养了大量面向新工科的服

务国家战略需求、恪守行业道德规范

的复合型人才。

在从学校到社会的职业思维培养

方面，课程教学通过邀请相关企业负

责人课堂讲授、开展线上线下沙龙研

讨以及现场考察知名企业等方式共同

实施，充分实现“学研产”的办学理

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真实的

人生经历进行深入探讨。自2018年

起，课程邀请了来自大型设计院、民

营设计公司、地产公司景观部以及政

府管理部门与事业单位等的 60余位

风景园林行业人才，通过开展专题讲

座的方式，为学生讲授职业经验知

识。不同主题下的研讨实现了校内外

的全面链接，全面展现各大企业的运

营逻辑和人才要求，帮助学生规划

职业未来。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以课程为平台发起“五山风景学术

沙龙”60余场，搭建了华南地区风

景园林职业与事业拓展的交流平台。

“五山风景沙龙”话题在新浪微博中

的阅读量达到了314万次，产生了积

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教学团队结

合当下的社会发展趋势、社会主义价

值观、自然与建成环境问题，与业界

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

流，通过线上职业规划沙龙的方式，

邀请广州美术学院、华南农业大学等

高校师生共同参与，辐射人数超过   
1 000人次。

在从社会到学校的实践知识深化

方面，依托课程举办行业发展研讨

会，汇聚校内研究型人才与校外实践

型人才共同探讨风景园林师的职业未

来，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深化职

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如2021年4
月开展的“后疫情时代——风景园林

行业的挑战与趋势”会议和2022年

6月开展的“激变与机遇——2022青

年风景园林师职业发展沙龙”会议，

均邀请了多所高校的师生和多所知名

企业的代表参与研讨。前者与会人数

超百人，影响人数超过500人，共同

探讨了当前国情和社会趋势下，如何

进行人才培养、如何应对历史潮流等

热点话题，帮助学生开阔眼界，灵活

运用自身的知识面对问题；后者与会

人数共计约200人次，共同探讨在当

下就业形势、行业发展形势较为严峻

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发掘风景园林行

业新的市场及机遇，增强青年风景园

林师的职业发展自信。

4.2 总结与反思
在新工科理念的指导下，华南理

工大学建筑学院积极探索“校企地”

思政融合育人模式在风景园林研究生

职业规划课程教学改革的应用，着力

培养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社会

责任感，具有正确风景园林规划与设

计方面的价值观和评判能力，具有正

确的风景园林领域的法律意识和职业

道德意识，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

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的风景园林硕士。本课程自 2018年

开展以来，深刻链接了学校和社会，

在“校企社”“校企地”合作中均广

受好评。

教学团队也在课程实施过程中不

断反思，得到如下启示：

1）线上教学模式有利于扩大

“校企地”平台的影响力。在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线上教学的尝试

是课程建设的重要契机，依托于线上

讲座，增进了学生与不同企业类型的

专家的交流，减少了专家莅临的成本

和阻力。同时，基于远程教学的便利

性，对于专家的选择可以减少空间方

面的考量，有利于扩大“校企地”平

台的影响，拓宽学生视野。但线上讲

座的模式仍有局限，现阶段条件建设

仍不充分，讲座质量、内容把控等方

面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2）思政教育融入专业课程的全

过程育人成效良好。思政教学改革

之后，不同主题下的研讨实现了校

内外的全面链接，有利于学生充分

认识社会发展趋势，深入学习社会

主义价值观。思政教学的引入是应

对复杂变化的环境的重要举措，但

思政教学与专业教学如何结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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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领域的价值底线如何划定，如何

引导风景园林学迈上新台阶等问题

仍需更多实践。

注：图片均由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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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广东风景园林教育大会在清远召开

11月24-26日，由广东园林学会支持，广东园林学会园林教育信息专业委员会主办，广东科贸职业学院承办，

《广东园林》学刊协办的2023广东风景园林教育大会在广东科贸职业学院清远校区召开。

本次会议以“产教融合背景下风景园林专业人才培养”为主题，聚焦绿美广东和乡村振兴，旨在通过交流研讨

风景园林教育最新理论与实践创新成果，提升风景园林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推动广东省风景园林事业的发展。

大会共邀请了42位专家学者进行演讲，包含1场主旨报告、3大分论坛和1场特色科研考察，来自省内开设风景

园林、园林及环境艺术设计等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本科、高职和中职院校，以及风景园林企事业单位的相关负责人

和代表，共113人参加本次大会。

25日上午，大会以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园林学院学生带来的一场精彩纷呈的盆景花艺秀拉开序幕。广东园林学会

园林教育信息专委会主任、华南理工大学设计学院院长肖毅强教授，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副校长石大立教授分别发言

致辞。接着进入大会主旨报告环节，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副校长徐丽香教授、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张斌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于冰沁副教授、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风景园林学院院长刘玉华教授，分别以《基于全员育

人的“一中心三课堂四结合课程思政育人模式探索与实践》《守正创新——风景园林教育思考及华中农大路径》《“以

赛促教”教学竞赛促进风景园林教学创新实践》《产教融合 科教融汇“双高”园林技术专业群建设经验分享》为题，

基于风景园林学的发展历程和政策背景，深入阐述了风景园林教育的创新和挑战，介绍了各自院校风景园林教学理

念、教学资源建设及人才培养路径等，还分享了风景园林教学“以赛促教、以赛促评、以评促教”创新实践的相关

经验与体会等。

25日下午开展了三场精彩的分论坛，分别以“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下风景园林教学体系改革（本科、研究生、

高职教育）”“产教融合下风景园林教学改革实践和创新论坛”“自然教育类课程探索与风景园林学科竞赛”为题，共

邀请了37位来自院校和相关企事业单位的专家学者，对风景园林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开展深入探讨。

大会期间还举办了“2023年广东风景园林优秀学子奖作品展”，并进行了优秀学子奖颁奖典礼。本次学子奖共

收到来自省内21所院校提交的84份作品，分为研究生论文组、本科生论文组、本科生设计组、中高职组4个组别，

招募评审专家34人，评选得到获奖作品28份。

广东园林学会园林教育信息专业委员会 供稿

《广东园林》编辑部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