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或章节） 
项目三：园林风格主题与理念模式 

授课类型 授课进度 班级 地点 周次 星期 节次 

理论  □ 

实验  □ 

实训  □ 

其它  □ 

符合 □ 

超前 □ 

滞后 □ 

停补 □ 

网络 1 班、2 班 505 9 二 1、2 节 

网络 1 班、2 班 505 9（双） 四 1、2 节 

     

     

教学目标 

（知识/能力/素质） 

知识目标： 

1.掌握园林景观风格选择标准； 

2.掌握园林景观主题与风格的关系； 

3.掌握园林景观主题选配方法。 

能力目标： 

1.能列举常用的园林景观风格； 

2.能分析和比较园林景观风格； 

3.能灵活运用园林景观风格主题。 

素质目标： 

通过学习园林景观的风格主题、完成实训任务并熟练技术技能，掌握园
林美学的基本内容，为今后在现场指导和操作过程中提升文化素养。培
养学习者严谨细致、吃苦耐劳、语言表达、艺术审美、团队合作、工匠
精神的素质能力。 

重点与难点 

重点： 

1.园林景观主题与风格的关系； 

2.园林景观风格的艺术特征 

。 

难点：  

园林景观风格主题的选配方法。 

主要教学方法 

与教学资源 

1.课件演示（PPT）结合板书教学，教学以理论讲授和课后辅导相结合，

并针学习内容，灵活使用教学方式方法。具体采用任务驱动法、项目教

学法、仿真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 

2.教学资源：投影仪、计算机、图书、网站、期刊、图纸、工程项目专

项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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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设计（主要教学环节、各环节要点、时间分配等） 

教学过程设计 

一、课程提要 

理论：学习园林景观的主题选配方法及表达等内容。 

中外园林鉴赏（中西方园林代表作品）。 

二、讲授内容 

子项目 3 园林的风格主题选配（4 学时） 

3.1 园林景观理念与主题的关系 

理念 

是设计师在空间作品构思过程中所确立的主导思想，它赋予作品文化内涵和风格特点。

好的理念至关重要，它不仅是项目的精髓所在，而且能令作品具有个性化、专业化和与众

不同的效果。 

主题 

指基于主题实体的设计，将一个主题贯穿始终，设计不分阶段，从概念设计到建设指

导再到具体运营都需要贯彻主题。广义主题是指除施工图设计以外的，为表现某一主题而

进行的设计。 

主题是把理念具象化的表现。艺术化、现代化的设计手法，园林要素的展现，就可以

很好地表达特定的绿地景观主题的内涵，并将主题文化的精髓加以提炼和升华，在景观空

间中实现文化场景的再现、文化资源的再生。 

3.2 园林景观主题的表达手法 

叙事 

在园林景观中，最常用的叙述手法是利用文字向游客展示某人物的生平或某个历史事

件的经过等，有时顺叙，有时倒叙或插叙。叙述的手法具有历时性的特点，对观众的感染

是渐进性的。未经过任何艺术渲染、不需要任何介质而直观地将景观主题展现出来。 

 

 

 

 

 

 

 

 

 

加拿大红色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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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 

隐喻通常借助具有某种情感语言的物质属性或人们赋予园林景观的不同文化场所的精

神内容和性格，激起人们联想，使希望表达的概念具有直观效果，从而使人们能够与场所

的精神进行对话以达到共鸣。常用的表现形式有雕塑、小品等，达到隐喻象征目的。 

 

 

 

 

 

 

 

 

 

 

北京奥林匹克广场 

模拟 

对园林景观元素的模拟，通常出现在较大型的绿地中，以文化产物的模拟等来契合园林

景观主题。也可以通过对某种记忆中的场景或情节的模拟，调动各种相关线索，自然事物的

模拟仿生，激发出亲切感，引导适当的推理，再现特定意义的主题。 

 

 

 

 

 

 

 

 

 

 

荷兰阿姆斯特丹公园 

抽象 

是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它需要对场地周围环境信息、城市历史、民族风情、传统习俗、

艺术成就与文化知识等方面进行深刻的认知和分析。在对具象景观对象的形体、特性进行准

确的提炼之后，利用原有景观形态，根据现有主题引申变幻，将其中的基本要素如点、线、

面、块等几何基本原型按照美的法则，通过空间变化（如平移、旋转、放射、扩大、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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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错位、扭曲等）有机组合起来，转化为与主题相关的、抽象的形态。 

 

 

 

 

 

 

 

 

 

 

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植物园 

“主题表达”，就是通过某种恰当的手法将设计者的创意或想法以直观的方式呈现出

来，使他人得以阅读和理解。因此，绿地主题的具体呈现，就是以园林景观要素为素材，经

过设计和施工的表达，创造出绿地中的景观美，通过这个景观美的暗示，表达作者的设计思

想。绿地主题的表达是依附于整个园林景观规划设计的过程，它与园林景观的功能规划、生

态规划、小品设计等息息相关。随着人们对园林景观审美要求的不断提高，绿地的表达要素

日益增多，各种表达手法及技术手段也不断发展成熟。 

3.2.1 山石、水体的配置  

  山石、水体是园林中最基本的景观素材。以山石表达主题的方式丰富多样，如扬州个

园中的四季假山，借助山石的形状或不同色泽，营造出春、夏、秋、冬四季景色的主题意

境，表达出“春山艳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的

诗情画意。此外，山石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它是一种可以被赋予内容的材质，以石造景可

以掇山叠石，通过技术加工抽象变形为景观小品，也以作为文字图案篆刻的载体来直接传

达主题立意。 

  水体因为其自身的流动性，具有其形多变、其意多义的性格特征，被格外赋予了多种

文化意蕴。传统园林中的“曲水流觞”就是最能表现人文雅致、清高圣洁的理水形式。在

现代园林造景中，通过技术化处理，水的表达形态被进一步丰富，如溪流、瀑布、滴水、

浪潮、水雾、冰体等，充分调动了人们的视觉、听觉等感觉器官，表达出特定的园林主题，

使人在享受视觉冲击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不同的景观意境，体验观水、亲水、眺水、听水

和戏水等景观活动。 

  山石、水体通常也结合在一起进行景观设计，通过形态的变化和布局的设计，表达不

同的山水景观主题，达到更加深远的艺术意境。 

3.2.2 植物的配植 

  植物是绿地景观空间中具有生命的要素，也是绿地空间诠释主题的重要题材。其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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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造型、特征、地域性等，就如同无声的语言，能够衬托出景观的意义。植物整体群落

具有综合观赏的特性，以多样的姿态组成丰富的轮廓线，以不同的色彩构成瑰丽多彩而富有

寓意的画面。 

  园林景观设计中，植物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气候和地域特征的影响，不同的区

域内可供选择的植物品种不尽相同，这就更能够突出绿地景观的地域性特点。通常园林景观

主题的定位往往建立在城市特有的资源之上，因而在设计时，在不同的场所环境和背景之下，

应尽量合理选择能够代表本土特色的乡土植物，不仅能创造出特定含义的园林意境，还能陪

衬其他造园素材，更好地表达对地域景观主题的理解和阐述。 

3.2.3 建筑与小品的营建  

  建筑与建筑小品是园林要素中唯一一个完全人工的要素。从表象上看，建筑不受任何外

在环境的影响，不像植物或地形那样带有强烈的地域性，是设计时非常活泛的要素。但从深

层次而言，越是设计活泛的要素，越是需要充分熟悉其特定的背景环境。应该说，建筑融社

会生活的博大，含个人体验的细微，由于受技术工艺、材料等外在因素以及一定时空环境中

社会人文、文化内涵的影响，使得建筑在具体有限的形象里拥有特定的艺术性及表现性。正

因为如此，中国南北方的建筑也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而每一种形态都受到社会背景、

地域环境、风俗习惯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无形的，但也是根深蒂固的。  

  建筑小品是指那些功能简明、体量小巧、造型别致、富于特色的小型建筑物或艺术造型

体，如指示牌、垃圾箱、电话亭、雕塑、景墙、园灯和座椅等。它们虽然体量较小，但是数

量较多，色彩运用灵活、对主题的阐释更生动、形式更多样，在表达城市园林文化方面起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而，在设计园林中的建筑与建筑小品时，需要通过对区域内历史、文化元素的借鉴和

挖掘，赋予建筑以形式、色彩、结构上的深层含义来契合主题，使之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成为景观空间的焦点及标志。建筑与建筑小品的风格和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绿地景观

的风格和特色，因此能够最直观地表达绿地景观的主题。 

3.3 园林主题的选配方法 

主题是在规划、建筑、景观 三个方面进行诱导设计，将项目地块潜在的最大价值发

挥出来，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同时运用成熟崭新的设计理念统领全局、纲举目张，为其

后的各个环节赋予中心主旨，营造出一系列具有内涵和价值的园林景观。 

艺术作品在整体上呈现出的具有代表性的独特面貌称为风格。同一主题下可能有多种

风格，不同主题也可能用同一风格来表达。在主题确立的基础上，运用园林艺术和技术的

各种方法，因地制宜地使主题中的艺术形象得以生动的实现，这是以意驭术、文循意出的

过程，亦是融情入境，寄托设计者思想感情的过程。 

为主题的实现寻找准确、适合的园林形式，称为赋形。园林的布局，艺术形式的选择，

山岭、水体的位置和大体轮廓的确足，不同功能用地的划分和衔接，活动和安静景区的布

置，园林主景的位置等均要在主题的引导下统一协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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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选举一个国内外经典园林景观项目，分析其主题与理念的特征。 

课后 

辅导 

要点 

每周二、四晚修时间辅导和答疑；对学习者反映较多的问题在班级进行讲解；

对学习困难学习者，在其他时间进行单独指导。 

课 

后 

记 

本课程项目教学内容主要为基础知识学习，学习者能够全面掌握和应用。采

用“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学习者在理论学习中注重和强化技术技能。 

（说明：原则上每 2 节课撰写 1 份教案，可加页） 

园林构景要素如山水、植物、建筑、道路等均是主题所依附的重要物质形式，也是框

架基础之上不同类型的嵌块。在组景上可以通过文化脉络的延续、与原有主题的承接、特

色景观、标志物等的序列关系来强化主题氛围，景观节点处一些功能简明、体量小巧、造

型别致、带有意境的小型建筑物或小型艺术造型体也是主题的点睛之笔。在场地范围内，

利用可改造的要素构成与主题相关的平面形式，它是规划层面上对主题最直观的表达方式

之一。 

    中西方园林风格主题的特征比较： 

  

             西方园林风格主题特征                   中国园林风格主题特征 

主流地产园林景观风格主题的案例分析。 

视频播放与讲解（世界遗产名录之苏州园林或外国花园大改造：Love Your Garden）。 

 

内容小结 

1．园林景观主题与理念的内容； 

2．园林景观主题的选配方法； 

3．如何将专业知识运用于岗位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