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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中国园林史课程思政教育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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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教育部大力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高校课程教学改革,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知识体

系的有机统一和深度融合。本文以具有良好思政基础的中国园林史课程为例,阐述了通过建设具备课程思

政建设能力的团队,优化教学大纲中的课程思政教学目标,重构与课程思政深度契合的专业教学内容,改革

在课程思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教学方式和增加思政考核形成多元化评价体系等五种途径进行教学改革。并

基于加强互联网等媒体资源的利用,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堂教学之外和及时教学反思等三点提出课程思

政教学改革体会,将思政教育理念贯穿高校教育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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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大力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高校

课程教学改革,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思想政治课

程本身的任务,也是其他专业课程的任务。全面

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措施,高校要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充分挖掘各类课程思想政治资源,发挥

好课程的育人作用。专业课中的基础课面向刚入

校的大学生,在专业基础课授课中融入课程思政

元素,做好全方位、全过程、全员立体化的育人显

得尤为必要。中国园林史作为高校园林专业开设

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是帮助学生全面理顺由古至

今国内园林的发展脉络,主要历史时期的典型作

品及关键人物等知识的关键课程,是培养学生具

备理论知识、文化素养,构建专业知识结构体系的

重要专业基础课程[1]。
中国是世界园林之母,中国园林史课程具

有得天独厚的课程思政内核,与思想政治教育

的关联性极为紧密,是立德树人目标实现的关

键课程。如何讲好园林史中的中国故事,如何

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辩证思考园林与国家、
园林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提升学生对国家

的认同感等一系列思政问题亟待解决。为此,
本研究对高校中国园林史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进

行分析,以期为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知识

体系的有机统一和深度融合提供借鉴。

1 中国园林史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分析
思路

  中国园林史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追求专业教学

目标和课程思政目标“1+1>2”的协同效应,即要

做好专业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融合

是全方位、全过程的,不光是每个历史时期的园林

发展都要挖掘思政元素,而且在授课的各个阶段

都贯穿思政元素的融入。整个教学设计中,明确

中国园林史课程思政目标是前提,挖掘课程思政

元素是核心,选择课程思政资源是关键,设计课程

思政教学方式是途径,健全课程思政考核是保障,
共同形成中国园林史课程思政闭环教学模式,如
图1所示[2]。

2 中国园林史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途径

2.1 创建教学团队,提升课程思政建设能力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教学团队是关键。
为加强中国园林史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
特创建由专业教师+思政课教师+辅导员+国企

工作人员等共同组成的教学团队,并切实提高团

队每位成员参与课程思政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充分利用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北华大学和青

岛理工大学搭建的课程思政培训平台,向课程思

政建设专家征求意见,向教育部选树的课程思政

建设的教学名师和团队学习,学习其先进教学经

验和做法;还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依托

省、厅、校的师资培训中心、教师发展中心等,进行

课程思政专项培训。总之,全面形成了广泛开展

课程思政建设的良好氛围。团队成员中的思政课

教师对课程思政建设的重点、难点及前瞻性问题

等的研究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引领作用。

48



3期   辛丽红:高校中国园林史课程思政教育的研究与实践      

图1 中国园林史课程思政分析思路

2.2 优化教学大纲,明确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中国园林史虽然属于农学类的专业课程,但
也融入了史学类、艺术学类、理学类和工学类等专

业特点,所以在深入梳理教学内容后,结合融入的

不同类专业特点、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制定了课

程思政教学目标,见表1所示。

表1 中国园林史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具体内容

1.家国情怀 思想道德素质 通过中国历史出现著名的园林作品、典型人物及中国园林的世界地位的介绍,激发

和提高学生的文化自信、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价值准则融入到对应

的教学内容中。

3.传 统 园 林 文 化 和 设 计

理念

园林内涵 将中国传统园林文化和设计理念强化突出,培养学生将优秀的园林历史文化进行

传承的意识。

4.古典园林艺术的鉴赏
通过对中外古典园林优秀作品的赏析,培养学生对古典园林艺术的欣赏水平,提高

学生对本专业和生活的热爱。

5.绿色生态设计理念 生态文明 通过中国园林的“天人合一”和外国园林的“田园城市”等设计理念,增强对自然生

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培养学生的绿色生态设计理念。

6.职业和专业热情 职业道德与规范 以中国园林史中出现的园林家、相关名人及园林专业对世界、国家、社会和不同地

域发展的意义,让学生热爱本专业,重视本专业,将来从事本专业。

7.大国工匠精神 以中国园林史中出现的著名匠人、建造作品及其事迹,树立学生正确的职业观,培
养学生的大国工匠精神。

8.职业抗逆素质 选择中外园林发展史中典型的人物、作品和历史事件,说明人生和事物的发展不是

一蹴而就的,需要经历很多逆境和困难,鼓励学生不怕困难,要有很强的抗逆素质。

2.3 重构教学内容,实现课程和思政的深度契合

为实现课程和思政的深度契合,在教学内容

的设置中,可做到以下几点:
2.3.1 精选课程思政内容 以突出著名园林作

品和典型人物的方式,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树

立自尊心,涵养学生的“家国情怀”。举例来说,苏
州园林的历史可上溯至公元前6世纪春秋时期,
因其极美的园林景观和浓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

中国园林的典范。在1997年和2000年,苏州园

林先后两批共九座园林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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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园林为中国园林旅游乃至世界园林旅游的发展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国人为之倍感骄傲的事

情。为进一步激发和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

豪感,选择了苏州四大名园之一网师园的园中园

“殿春簃”为思政教学资源。课前,布置小组作业

“查找走出国门的中国园林”。授课时,教师首先

提出问题“相比苏州其他园林,为什么网师园外国

游客多?”然后分别播放“殿春簃”和“明轩”相关的

视频,对二者的相似性与学生展开互动式交流,再
依据图纸和实景图片进行细致分析讨论,明确答

案“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著名的明轩的原型

就是殿春簃,很多外国游客慕名来网师园主要是

为一睹明轩原型的尊容。”接下来教师讲授在

1978年“殿春簃”是如何走出国门走入美国大都

会博物馆的中国故事,强调了纽约明轩的建造,是
中国园林走向世界的开山之作,同时对包括陈从

周、方闻等老一辈园林艺术家为此做出的贡献给

予高度评价。最后让各小组展示预习作业,学生

们再一次感受到中国园林的艺术魅力,再一次看

到中国园林对世界园林的影响及其在国家的外交

事业上的特殊贡献[3]。
2.3.2 强化课程思政内容 突出中国传统园林

文化和设计理念,培养学生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

意识。当课程讲到生成期—秦汉时期的上林苑

时,选择“建章宫‘一池三山’的布局手法”作为思

政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采用山东工商学院吴现波

老师的五步教学法,具体如下:(1)连接。播放关

于秦始皇求仙入东海传说的视频后,对照建章宫

的平面图和效果图,引导学生认识到建章宫的“一
池三山”是模仿秦始皇向其祈求长生不老的东海

和海中的三座仙山—蓬莱、方丈和瀛洲,该“一池

三山”的布局手法是中国道家“神仙思想”的具体

体现;(2)呈现。以颐和园、圆明园、西苑、避暑山

庄、西湖和拙政园为研究对象进行小组讨论。用

拼板式的分组方法将全班分成6个小组,抽签决

定每小组特定的一个研究对象,查找、收集资料并

分析其“一池三山”布局。最后由教师列表归纳总

结(表2);(3)体验。由教师给定合适的地块,要
求上述6组,以小组为单位用“一池三山”的布局

手法对其进行快速方案设计;(4)反思。每个小组

对本组方案设计进行汇报,用小组互评和教师评

价的方法共同打分并给出修改意见,每个小组进

行总结反思并完善设计;(5)应用。教师将课前查

找的“一池三山”布局手法在现代园林中的应用”

资料通过微信平台分享给学生,并与学生们一起

互动交流。综上教学,教师既让学生学到了园林

专业知识,又突出了中国传统道教文化和设计理

念,培 养 学 生 将 优 秀 的 传 统 文 化 进 行 传 承 的

意识[4]。
表2 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一池三山”

园林作品 一池 三山

颐和园 昆明湖 藻鉴堂山岛 治镜阁阁岛 南湖岛

南湖 凤凰墩 小西泠 知春岛

圆明园 福海 北岛玉宇 蓬岛瑶台 瀛海仙山

西苑 三海 琼华岛 团城 南台

避暑山庄 塞湖 月色江声 环碧 如意洲

西湖 西湖 小瀛洲 湖心岛 阮公墩

拙政园 水池 西岛 东岛 扇面岛

2.3.3 挖掘课程思政内容 课程中增加中国园

林史中著名匠人作品及其建造事迹等教学内容,
培养学生的爱岗敬业、守正创新和大国工匠精神,
树立学生正确的职业观。例如介绍“全盛期-隋

唐时期园林的总体概况”时,提及建造技术,引出

了隋朝石匠李春建造著名桥体赵州桥的事迹,表
现了李春既是心灵手巧、不畏辛劳的工匠,更是一

位才智出众、富于创造精神的建筑大师。再如讲

授“成熟后期-明清时期皇家园林”时,增加了对

蒯祥及香山帮的介绍。明成组朱棣营建北京时,
为标榜自己,对工程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

营建北京的过程中,蒯祥技艺高超,带领蒯鲁班发

挥了重要作用。他绘图能力极强,不但能迅速完

成设计任务,而且能较好地理解皇上的意图,所以

获得很大的信任和荣耀。从普通工匠逐步晋升到

工部侍郎,这与蒯祥过硬的专业技术,务实肯干、
坚持不懈、精雕细琢的敬业精神,敢问天下先的创

新精神和谦逊俭朴、协作共赢的大国工匠精神密

不可分的。通过思政资源的引入、思政元素的突

出,学生们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放低姿态,去认

真学习,去踏实做人[5]。
2.3.4 深化课程思政内容 如深化对中国园林

史中出现的实例和中国园林“天人合一”的设计理

念的讲授,以增强学生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意

识,培养学生的绿色生态设计理念,见表3中章节

“转折期-魏晋南北朝”。
2.4 改革教学方式,充分发挥其在课程思政教学

中的作用

2.4.1 做好教学总体设计,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上曾说过,“要把做人做事的道理、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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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把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

和责任融入各类课程教学之中。”中国园林史课程

思政建设秉承了总书记精神,对标高校办学宗旨,
符合了园林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园林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从与园林专业相关的重大事

件、从历史的角度、对比的角度去深入挖掘课程思

政元素,匹配思政素材,精心做好教学总体设计,
不断进行教学反思,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目的[7]。
2.4.2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史论课

程本身就涉及很多历史故事,讲解知识时,插入一

些历史小故事,使枯燥的理论讲解变得有趣,也通

过历史故事向学生传递传统美德。也可结合理论

知识点引出名人事迹,达到思政育人的目的[8]。
如在讲授西湖时,引入白居易和苏轼疏浚西湖、为
民治水,后人为其建白堤、苏堤的故事,倡导学生

景观设计一定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讲授沧浪

亭和拙政园园名的内涵时,引入园主人的心系国

家,忧国忧民的情怀,教导学生应以国家发展为己

任,学好本专业知识去回报国家和社会。

表3 课程思政契合的教学内容及其教学方法设计表

章节标题 课程思政契合的教学内容 思政映射 方法手段

绪论 园林基本概念、世界园林体系、中
国园林的世界地位

“园林”一词来源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含义,强化对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三大园林体系比较,增加

文化自信,培养爱国精神。

查 资 料、案 例 分

析、三维动画

生成期-秦汉 象天设都设计手法、一池三山布局

手法、阿房宫景观内容特征

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及古代的传统隐逸文

化;继承优秀的传统园林设计手法;古今比较感受

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图纸分析、视频、
图片

转折期-魏晋南北朝 文人园林 尊重自然,保护生态;认识到和平的珍贵。 小 组 讨 论、角 色

扮演

全盛期-隋唐 长安街、大明宫 国家强盛是园林发展根本;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

深和优秀。
翻 转 课 堂、情 景

模拟

成熟前期-宋 艮岳、西湖 弱国无外交;祖国丰富的园林资源。 访谈法、任务驱动

成熟后期-明清 颐和园、圆明园、故宫、苏州园林 工匠精神;诚实守信;职业自信。 VR虚拟、思维导

图、模型构建

中国近现代园林 民国时期园林、新中国园林、2022
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崇礼核心区

生态景观建设、嘉兴红色景区建设

增强民族使命感;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深入生活,
树立正确的园林艺术景观和可持续景观设计理念;
新时代科学发展观;红船精神[6]。

画 布 呈 现、快 速

提问

2.4.3 充分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信息

技术,推动互联网+思政教育模式创新 现代化

信息技术手段使课程授课形式变得更加丰富,在
课堂和课后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加深学生对

于课程知识的理解,也使得学生意识到科学技术

的力量。例如在讲授“苏州园林”,可利用电脑登

录苏州园林官微,VR体验苏州各园的全景,让学

生身临其境,真切感受到科技强国的力量[9]。教

师鼓励学生要紧跟时代步伐,充分利用现代化资

源,勇于创新,多设计出具有人工智能的现代园林

作品。
2.4.4 引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艺术,加深对园林

专业知识的理解 在中国古典园林发展过程中山

水诗、山水画、山水园林三者密不可分、和谐发展,
通过引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艺术,加深学生对于

专业知识点的理解,更好地达到思政教育的目的。
如在讲解“园林的转折期-魏晋南北朝”章节内容

时,引入“魏晋风流”,讲述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人格

美。展示如宗炳等著名山水画家的画作,重温陶

渊明、谢灵运、王羲之等山水作家的诗文,在诗情

画意中感受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园林作为中国传

统文化艺术经典的魅力[10]。
2.4.5 设置“思政考核”项目,形成多元化考核评

价方式 将课程思政模块纳入中国园林史课程考

核方案。采用行程性评价,知识能力目标与思政

目标考核相结合,教师学生个人、小组团队和第三

方评价相结合的多元化考评体系(第三方主要指

教学团队的国企工作人员)[11]。成绩构成比例

为:期末考试占50%、实践考核占15%、平时考核

占10%和思政考核占25%。思政考核成绩构成

比例为:思想道德素质占25%、园林内涵素养占

25%、生态文明素质占12.5%和职业道德与规范

占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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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几点体会

3.1 加强互联网等媒体资源的利用

通过超星泛雅(学习通)、bilibili网站(APP)、
QQ群、微信群、视频号、微博、抖音等学生更感兴

趣的形式向学生定期推送内涵思想教育并与学科

相关的新闻、文章、视频及讨论主题,并开展直播

教学,配备弹幕、留言区、论坛区等鼓励学生自由

发声和交流讨论,解答学生疑问。这样使学生易

于接受、积极参与,更主要的是能及时关注并掌握

学生的心理动态和思想变化,了解学生的真实想

法和思想需求。再有通过公开言论,可让众多舆

论声音中占主导地位的主流声音能够影响其他声

音。这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有力抓手,借此达

到“润物细无声”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12]。
3.2 思想政治教育还要融入课堂教学之外

真正的教育应该贯穿在教育的全过程,课堂

教学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教育活动的终结。建议可

将重要的专业教学隐性思政资源,融入到校园文

化建设中。以吉林农业科技学院为例,以教学改

革团队中的辅导员老师牵头带领学生创建“园冶”
社团,与校学工部门配合,在校园文化节中开展如

“读园史经典,绘经典园图”“做名园的金牌导游”
等竞赛活动;开展如“红船精神与中国园林史”“中
国园林与世界”等主题讨论活动;开展如“周文王

建灵台”“白居易和他的一亩三分地”等情景剧演

出活动。在这些校园社团文化活动中,学生既巩

固了所学的中国园林史课程知识,又可通过参与

和亲身体验,让思想得到深刻的洗礼。专业教师

还充分利用特定节日,在课前或小课间播放具有

隐性思政元素的视频、音乐,建立起与学生的思政

互动。如在国庆期间上课前,可先准备好手持小

国旗,课前或课间投影播放历年国庆天安门广场

前花坛的动态图片或视频,由教师带动学生边观

看边挥舞国旗共唱《我和我的祖国》,这样学生通

过观看视频资料感受到专业领域的历史变化的同

时又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
3.3 及时进行教学反思

思考、反省、探索和解决课程思政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要留意课程思政教学中的“闪光点”和“小
瑕疵”,设法“定点清除”有碍课程思政建设中的问

题,要做到“课前思考”和“课后反思”,随时随地、
及时捕捉并记录点滴的创意想法。只有这样不断

反思、不断改进,才会优化教学效果。

4 结语

综上,通过学生多元化考核成绩,学生自我评

价,任课教师、辅导员对学生在课上课下各方面表

现的反馈,以及国企人员对学生毕业后就职表现

的反馈,发现学生专业知识与思想水平有了同步

提升,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增强了,对园林

文化的自信度、自觉性和传承意识也得到加强,更
重要的是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的公民价值

准则融入到自己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
中国园林史课程教学改革是需要不断完善

的,如从中国历代都城变迁、著名园林作品形成过

程、园主和造园家事迹等思政资源中去挖掘中国

历史和中国园林史中的课程思政元素,绘制课程

思政思维导图,建好课程思政案例库,编制课程思

政教材,积极申报课程思政示范课和建成课程思

政课程体系,由点到线再至面,直至完成该课程思

政的全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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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PresentSituationandProspectofIntegrated
PestManagementofSoybean

GAOYuan
(HeilongjiangSeedIndustryTechnicalServiceCenter,Harbin150080,China)

Abstract:Soybeanisoneofthemostimportantfoodcropsintheworld.Pestmanagementofsoybeanusually
requiresalargeamountofchemicals.Integratedpestmanagement(IPM)istoputforwardthemostreasonable
andbeneficialmanagementmeasuresfromtheecologicalpointofview,takingintofullconsiderationthe
ecologicalbalance,socialsecurity,economicbenefitsandcontroleffects.Thispapersummarizedthehistorical
backgroundofsoybeanIPM,tookthedevelopmentofsoybeanIPMinBrazilandtheUnitedStatesasan
example,discussedtheimportanceandmainchallengesofsoybeanIPM developmenttosustainablecrop
production,andputforwardsuggestionstoadapttothecurrentsoybeanproductionIPM.Withtherapid
developmentoftransgenictechnology,itisnecessarytodesignamodernIPMprogramthatadaptstothenew
characteristicsofplants,soastoprovidesecurityforfoodsecurityandenvironmentalprotection.
Keywords:soybean;integratedpestmanagement(IPM);sustainablecrop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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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andPractice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
intheCourseofHistoryofChineseLandscapeArchitecture

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
XINLihong,DIYanying

(JilinAgriculturalScienceandTechnologyUniversity,Jilin132101,China)

Abstract:Inrecentyears,theministryofeducationhasvigorouslypromotedthereformofcollegecurriculum
teachingwiththegoalof“curriculumideologyandpolitics”,promotingtheorganicunityanddeepintegrationof
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andprofessionalknowledgesystem.TakingthehistoryofChineselandscape
architecturecoursewithgoodideologicalandpoliticalfoundationasanexample,thispaperexpoundsfiveways
tocarryoutteachingreformbybuildingateamcapable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nstructionofthecourse,

optimizingtheteachingobjectivesofcurriculumideologyandpoliticsinthesyllabus,reconstructingtheteaching
contentofthemajorthataredeeplyconsistentwithcurriculumideologyandpolitics,reformingtheteaching
waythatplayanimportantroleincurriculumideologyandpolitics,andincreasing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
assessmenttoformadiversifiedevaluationsystem.Andbasedonthethreepointsofstrengtheningtheuseof
mediaresourcessuchastheinternet,integrating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tooutsideofclassroom
teaching,andtimelyteachingreflection,thispaperputsforwardtheexperienceofcurriculumideologicaland
politicaleducationreform,andputtingtheconcept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throughthewhole
processofcollegeeducation.
Keywords:historyofChineselandscapearchitecture;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teachingreform;

experienceofteaching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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