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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施工图设计在“园林材料与构造”课程中的应用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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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此文旨在探讨园林施工图设计在“园林材料与构造”课程中的重要性及其应用。通过分析园林施工图设计与园林材料

与构造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及传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文中提出了将园林施工图设计融入课程的改革方案。该方案通过以项

目为载体、以施工图设计为语言的实战型教学模式，增强了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研究结果

表明，这种教学模式能够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为培养优秀的园林工作者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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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importance and application of landscape construction drawing design in the course of 

"Landscape Materials and Construction". By analyzing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garden construction drawing design and garden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 as well a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raditional teaching,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reform plan to integrate garden 

construction drawing design into the curriculum. This program enhances students' practical operation ability and promote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rough a practical teaching mode that uses projects as the carrier and construction drawing design as 

the language.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is teaching model can enhance students'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ultivating excellent landscape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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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材料与构造”课程作为园林工程技术专业的

核心课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该课程旨在使学生全面了

解园林材料的种类与特性，并熟练掌握园林景观工程中各

类常见景观元素的构造知识，为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

奠定坚实的基础。然而，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该课程的

教学内容往往偏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而未能充分考虑到

实际工作岗位对技能的实战需求，导致教学内容与实际需

求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 

在实际园林施工图设计中，施工材料的选择与运用是

至关重要的环节。材料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施工的质量，因

此必须进行合理分析并严格把控。同时，园林景观工程的

核心在于“景”，这就要求在保证材料质量的基础上，还

需灵活搭配各种材料，以体现出景观的“美”，从而展现

其欣赏价值。然而，在实际调查中我们发现，由于忽视这

一重要因素，导致大量施工材料被浪费，搭配不合理，无

法充分展现景观的欣赏价值。此外，实际施工中还经常出

现尺寸规格不合理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工程成本的控制和

景观价值的体现。
[1]
 

这些问题不仅与高职学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不

符，而且暴露出课程在设计上的不足。具体表现为课程缺

乏一体化系统性设计，教学方法单一，教师缺乏实际园林

工作经验，以及课程评价方式不够全面。这些问题共同导

致了课程教学效果与实际工作岗位对专业技能的需求不

匹配，难以实现设计与施工的高效对接。进而影响了学生

专业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使学生在未来职业发展

中难以有效应对工作岗位中出现的各种实际应用问题。 

因此，为了满足园林行业发展的人才需求，我们有必

要将园林施工图设计融入“园林材料与构造”课程中。通

过以项目为载体，以园林施工图设计为语言，将知识点进

行串联，并以企业设计要求为标准进行设计实践。这样的教

学改革旨在强化学生的系统性学习吸收，增强他们的实际应

用能力，从而形成实战型教学模式，进而提升学生的专业素

养和创新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职场的需求。 

1 园林施工图设计与园林材料与构造的关系及

影响 

园林施工图设计与园林材料与构造之间存在着紧密

且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构成

了园林工程的核心框架。在这一框架中，园林材料与构造

为施工图设计提供了基础、依据和保障
[2]
，而施工图设计

则对材料与构造的选择与施工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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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园林材料是表达设计理念的基本元素，是设计

师将抽象思维转化为具体实体的桥梁。在园林施工图设计

的阶段，设计师需根据园林的整体风格和实际需求，精心

挑选材料，以确保园林的美观性、实用性和耐久性。例如，

木材的温暖质感能营造出自然、亲切的氛围，而石材的坚

硬与稳重则能展现出园林的大气与庄重。同时，园林施工

图设计还需细致考虑材料的施工性能和质量，如材料的强

度、抗腐蚀性、耐久性等，以确保施工过程中的顺利进行

和园林工程的长期稳定。 

其次，园林构造的设计在园林施工图设计中占据着举

足轻重的地位。构造的设计需确保结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这是园林工程得以顺利实施和长期使用的基础。在施工图

设计中，需对构造的受力状况、连接方式、地基处理等进

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以确保园林工程的稳固与可靠。此

外，园林构造的设计还对空间布局具有显著影响。通过巧

妙的构造设计，可以创造出丰富多样的空间形态和景观效

果，满足游客的多样化需求，提升园林的整体观赏价值。 

最后，园林施工图设计对园林材料与构造具有重要的

指导作用。施工图设计是将设计理念转化为具体施工方案

的过程，通过合理的材料选择和构造布局，能够更精准地

体现设计师的意图和理念。同时，施工图设计还包含详尽

的施工细节和工艺要求，这些对园林材料与构造的施工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在石材铺地过程中，施工图设

计会明确规定石材的规格、颜色和纹理等要素，以确保整

体景观效果的统一和协调；在植物种植过程中，施工图设

计会精心挑选植物种类和种植方式，以实现最佳的观赏效

果和生态效益。
[3]
 

总之，园林施工图设计与园林材料与构造之间存在着

紧密且相互依赖的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园林工程的核心

要素，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园林工程实现其设

计目标和功能需求。 

2 园林施工图设计在“园林材料与构造”的应

用特点及优势 

（1）园林施工图设计在“园林材料与构造”课程中

的具体应用方式 

在“园林材料与构造”课程教学中，园林施工图设计

被用作核心教学手段，并紧密结合具体工程项目，将园林

材料与构造的知识点巧妙融入施工图设计中。这一应用方

式不仅促进了学生对课程知识的吸收，还增强了他们的实

际应用能力。具体来说，园林施工图设计在课程中的应用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材料选择与标注环节，学

生需学会识别和分类各种园林材料，如木材、石材、混凝

土、塑料等，并深入了解它们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同时，

学生还需按照统一的技术设计标准，准确标注材料的名称、

规格、数量等信息，为实际施工提供准确依据。其次，在

构造设计与实现方面，学生需掌握花坛边界处理、水景驳

岸设计、道路铺装方式及亭台做法详图等细节设计。通过

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学生需确保设计图中详细展示各种构

造的实现方式，包括材料的连接方式、固定方法、防水处

理等，以保障施工质量和安全。再者，图纸绘制与解读是

园林施工图设计的重要环节。学生需根据具体项目选择合

适的材料与构造形式进行规范绘制，并能准确识别图纸上

的材料、理解构造内容，从而有效监督和指导园林项目的

建设。此外，学生还需具备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如材料质量问题、构造缺陷等。最后，在新材料与新技术

应用方面，课程应介绍最新园林材料和技术，如架空砖、

新型防水材料、智能化灌溉系统等，并探讨它们在施工图

设计中的应用。同时，学生应掌握三维建模、虚拟现实等

新技术，以提高设计效率和质量。 

（2）园林施工图设计融入课程后带来的教学优势 

园林施工图设计融入“园林材料与构造”课程后，带

来了显著的教学优势：首先，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

合。园林施工图设计作为园林工程设计的重要阶段，其详

细性、精确性、系统性等特点使其成为连接理论与实践的

桥梁。通过融入课程，学生能够直接接触到实际工程中的设

计语言和表达方式，从而拉近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
[4]
。

这种深度融合不仅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理论知识，还能培

养他们的专业素养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其次，提供了丰富

且真实的案例资源。园林施工图设计涉及大量真实项目案

例，这些案例可以作为教学素材，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

掌握园林材料的特性和构造方法。通过分析案例，学生能

够更加直观地了解不同材料在实际工程中的应用情况以

及不同构造方法的优缺点。这种基于真实案例的教学方式

丰富了教学内容，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再者，

促进了知识融合与应用能力的提升。园林施工图设计与

“园林材料与构造”课程内容高度契合，使得课程中所学

的材料性质、构造方法等知识在施工图设计中得到了具体

应用。这种融合有助于学生形成系统性的知识结构，并提

高他们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通过参与施工图设计过程，

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技能，从而加深对专

业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最后，实现了低成本且高效的实践

训练。相比于实际的施工实践，园林施工图设计作为一种

成本较低的重复实践方法，具有极高的教学价值。它不仅

能够模拟现实岗位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训练，还能高度

还原实际工作中的场景和需求。同时，模拟训练所需的器

材、设备及场地受限制条件较少，更容易组织和管理。此

外，模拟成果的修改和优化更加方便简单，学生可以不断地

尝试和改进，直至达到满意的效果。这种低成本且高效的实

践训练方式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果和实践训练的价值。 

3 “园林材料与构造”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3.1 教学方法单一 

“园林材料与构造”课程在教学方法上的单一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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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抑制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阻碍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限制了创新思维的发展。 

（1）过度依赖讲授法 

在课程中，教师往往采用讲授法作为主要教学手段，

课堂上缺乏与学生的互动和交流。这种单向的知识传递方

式使得学生在课堂上处于被动地位，难以激发他们的学习

积极性和主动性。例如，在讲解园林材料的选择和应用时，

教师可能只是简单地罗列各种材料的优缺点，而没有引导

学生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讨论，导致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停

留在表面层次。 

（2）实践环节缺失 

由于教学方法的单一性，实践环节在“园林材料与构

造”课程中往往被忽视。学生缺乏将理论应用于实际的机

会，导致他们难以深入理解和掌握课程中的知识点。例如，

在园林构造的设计和施工环节，学生往往只是通过课本和

图片来了解相关知识，而没有机会亲自到现场进行实地考

察和操作，这使得他们对园林构造的实际应用情况缺乏直

观的认识和了解。 

3.2 课程缺乏一体化系统性设计 

（1）教学目标与实际需求脱节 

课程目标的设计往往基于课本知识，而未能充分考虑

工程实际需求或实际工作流程。这使得学生在完成课程后，

难以满足未来社会的实际需求，也无法有效应对工作岗位

中出现的各种实际应用问题。例如，课程目标可能只是要

求学生掌握园林材料的基本知识和构造原理，而对于如何

将这些知识应用于实际的园林设计和施工中却缺乏明确

的指导和要求。 

（2）教学内容零散 

缺乏一体化系统性设计的课程往往导致教学内容零

散、碎片化。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以形成系统性的知识结

构，也不利于知识的内化和创新性思维的培养。例如，课

程可能会分别介绍各种园林材料和构造方法，但对于它们

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整体应用却缺乏深入的讲解和剖析，导

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到困惑和迷茫。 

3.3 教师缺乏实际园林工作经验 

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实践能力是衡量其教学质量的重

要标准之一
[5]
。然而，在“园林材料与构造”课程中，许

多教师缺乏实际园林工作经验，这限制了他们的教学创新

能力，也影响了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 

（1）难以提供具体的设计案例 

由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教师在教授相关课程时往往

无法提供具体的设计案例，使得教学内容缺乏实用性和针

对性。例如，在讲解园林构造的设计方法时，教师可能只

是简单地介绍一些理论知识和设计原则，而无法结合具体

的实际案例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讲解，导致学生对设计方法

的掌握停留在理论层面。 

（2）无法进行现场教学 

现场教学是培养学生实践技能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

由于教师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他们往往无法进行现场教学，

导致学生无法亲身体验和了解园林材料和构造的实际应

用情况。例如，在园林构造的施工环节，如果教师没有实

际的施工经验，就无法带领学生到现场进行实地考察和学

习，使得学生对施工流程和质量控制等关键环节缺乏直观

的认识和了解。 

3.4 课程评价方式不够全面的问题 

传统的课程评价体系在“园林材料与构造”课程中

往往过于依赖于笔试和考试，这忽视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创新思维和其他重要的综合能力的评估。 

（1）评价手段单一 

课程评价主要依赖于笔试和考试，这种评价手段过于

单一，无法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果和潜能。同时，这种

评价方式也容易导致学生的学习目标发生偏差，使他们将

精力过多地放在应付考试上。例如，在评价学生的园林构

造设计能力时，如果只是通过笔试来考查学生对理论知识

的掌握程度，而无法通过实际操作或项目设计来评估学生

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那么这种评价方式就是片面的、

不全面的。 

（2）忽视综合能力评估 

传统的课程评价体系往往只关注知识掌握的结果，而

忽视了学习过程中的过程性评价和综合能力的评价。这使

得学生在培养实践能力、创新思维等方面得不到充分的重

视和锻炼。例如，在评价学生的园林材料与构造课程学习

成果时，如果只是关注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而忽视

了对学生在团队合作、沟通协调、问题解决等方面的综合

能力的评估，那么这种评价方式就无法全面反映学生的真

实水平和潜力
[6]
。因此，需要建立更加全面、多元化的课

程评价体系，以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4 园林施工图设计在“园林材料与构造”课程

中的积极作用及实施策略 

在传统“园林材料与构造”课程的教学模式中，理论

知识的传授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而实践操作的重要性则相

对被忽视。这种模式下，学生虽能掌握园林材料与构造的

基本理论，但在面对实际园林项目时，往往难以将理论知

识有效转化为实践技能。同时，单一、缺乏互动性和创新

性的教学方法也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因此，

将园林施工图设计融入“园林材料与构造”课程，成为提

升教学质量、增强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 

4.1 积极作用 

（1）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园林施工图设计作为园林

材料与构造理论知识的直接应用，能够促使学生将课堂上

学到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具体的施工图纸，从而加深对理论

知识的理解。同时，施工图设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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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激励学生主动查阅相关资料，进一步巩固和拓展理论

知识，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2）丰富教学方法：园林施工图设计的融入，为课

程带来了案例教学、项目驱动教学等多元化的教学方法。

这些教学方法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还

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课堂更

加生动有趣。 

（3）促进课程一体化系统性建设：园林施工图设计

涉及园林材料的选择、构造方式的确定以及施工图纸的绘

制等多个方面，与“园林材料与构造”课程的内容紧密相

连。将其融入课程，有助于促进课程内容的整合和优化，

形成一体化、系统性的课程体系，提高学生的综合运用知

识能力。 

（4）督促教师对实际园林工作经验学习与验证：园

林施工图设计的教学要求教师具备丰富的实际园林工作

经验。因此，这一改革将督促教师不断学习和积累实际工

作经验，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
[7]
。同时，通过

指导学生完成施工图设计任务，教师也可以验证自己的教

学方法和手段是否有效，从而不断改进和优化教学方案。 

（5）完善课程评价方式：园林施工图设计的融入，

使得课程评价方式更加多元化。除了传统的理论知识考核

外，还可以通过施工图设计的完成情况、团队合作的表现、

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多个方面来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从而

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 

4.2 实施策略 

（1）精心选择教学内容：为确保学生能够全面理解

并掌握园林施工图设计的核心要素，我们精心选择了与园林

施工图设计紧密相关的教学内容，包括园林材料的认知、构

造原理的讲解、经典案例的分析以及法规与标准的介绍等。 

（2）采用多元化的教学策略：我们采用了案例教学、

项目驱动教学、互动式教学以及实地考察与调研等多元化

的教学策略。通过案例教学，让学生理解设计背后的材料

选择与构造逻辑；通过项目驱动教学，让学生亲身体验从概

念设计到施工图绘制的全过程；通过互动式教学，增强学生

的参与度和互动性；通过实地考察与调研，让学生近距离观

察实际园林项目，加深对材料应用与构造细节的理解。 

（3）注重软件技能的培训：为了提升施工图绘制的

效率与精度，我们注重软件技能的培训，教授学生使用

AutoCAD、SketchUp 等专业设计软件。同时，鼓励学生将

软件技能与理论知识相结合，提高施工图设计的实战能力。 

（4）建立全面、客观的评价体系：我们建立了包括

过程性评价、成果性评价、同伴评价与自我评价以及反馈

与改进在内的全面、客观的评价体系。通过多元化的评价

方式，全面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和综合素质，为学生的全

面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综上所述，将园林施工图设计融入“园林材料与构造”

课程，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还能够

激发他们的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为培养优秀的园林设计

师奠定坚实的基础。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深度聚焦于园林施工图设计在“园林材料与构

造”课程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实际应用价值。通过细致入微

地剖析园林施工图设计与园林材料与构造之间的紧密联

系及相互作用，我们深刻认识到施工图设计在园林工程建

设中的不可或缺性，以及它作为理论与实践融合的桥梁，

如何有力地促进学生专业知识的内化与实际应用技能的

提升。 

研究揭示，传统“园林材料与构造”课程往往偏重理

论知识的灌输，而忽视了实践操作的重要性，导致教学内

容与行业需求之间存在显著的差距。为破解这一难题，本

文将园林施工图设计创新性地融入课程教学中，构建了一

种以项目为驱动、以施工图设计为沟通语言的新型教学模

式。这种实战导向的教学模式不仅显著提高了学生的实践

操作能力，还促进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深度融合，极

大地增强了教学的实用性和吸引力。 

在园林施工图设计的具体应用层面，其在材料选择与

标注、构造设计与实现、图纸绘制与解读以及新材料与新

技术应用等方面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应用实践

使学生能够全面掌握园林材料与构造的核心知识和技能，

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础。同时，园林施

工图设计的融入还为学生提供了丰富且真实的案例资源，

有力地促进了知识的整合与应用能力的提升，实现了低成

本且高效的实践训练效果。 

此外，本文还深入剖析了传统“园林材料与构造”课

程教学存在的诸多问题，如教学内容与行业需求脱节、教

学方法单一、课程缺乏系统性设计、教师缺乏实际工作经

验以及课程评价方式不全面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提出

了将园林施工图设计融入课程的改革方案，并详细阐述了

其积极效应和实施策略。这些改革举措不仅有助于提升学

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还能够激发他们的创新意识，

为培养优秀的园林设计师奠定坚实的基础。 

展望未来，随着园林行业的蓬勃发展和新技术的不断

涌现，园林施工图设计在“园林材料与构造”课程中的应

用将面临更多新的挑战和机遇。我们将继续深化教学改革，

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加强与行业需求的对接，

努力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园林专业人才，

为园林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同时，我们也诚

挚地邀请更多的学者和专家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共同推

动园林教育的持续进步和发展，为园林行业的未来注入新

的活力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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