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或章节） 
项目四：园林的构成体系与造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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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二 1、2 节 

网络 1 班、2 班 505 11（单） 四 1、2 节 

     

教学目标 

（知识/能力/素

质） 

知识目标： 

1.掌握园林造景的基本原则； 

2.掌握园林的形态构成要素； 

3.掌握园林造景的表现形式； 

4.掌握园林造景的手段方法。 

能力目标： 

1.能列举常用的园林造景原则； 

2.能分析和解决园林造景审美问题； 

3.能列举常用的园林形态构成要素； 

4.能分析和解决园林艺术形态问题； 

5.能运用园林造景手法和艺术形态进行美学创作。 

素质目标： 

通过学习园林景观的造景手法和艺术形态、完成实训任务和熟练技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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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的造景手法； 

2.园林艺术形态表现。 

难点：  

1.园林造景手法的快速准确运用； 

2.园林造景中艺术形态的综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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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园林造景的原则、形式、手法、艺术形态等内容。 

实践：实训项目一：小场景园林空间方案设计——庭院方案设计（设计阶段）。 

二、讲授内容 

子项目 3 园林的造景手法（1学时） 

3.1 园林造景的原则 

因地制宜： 作为园林用地，也就是说，造园在一开始即选择好的基础，便规定了该园

已经拥有一定的性质。如高山的巍峨，平地的开阔，水势的磅礴等。因此，造园的布局构

筑，要充分地利用天然的地势地形，无论其地势地形的高低、平坦、方圆弯曲，都应该随

地势地形而取景、而造景。计成在《园冶——相地》中所说：“如方如圆，似偏似曲，如长

弯而环璧，似偏阔以铺云。高方欲就亭台，低凹可开池沼”。（意为：园林的布局，要利用

天然的地势，合乎方的就其方，适其圆的就其圆，可偏就其偏，可曲就其曲，如遇长而弯，

其结构应该像环壁，若为偏而远者，其层砌好似铺云，其高而方正的，则就它的高方处建

造楼台，其地深凹者则就它的低洼处开凿池沼，就地造园，才能“构园得体”。）《园冶》一

书的精髓，可归纳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巧于因借，精在体宜”两句话。“虽由人

作，宛自天开”，说明造园所要达到的意境和艺术效果。“巧于因借，精在体宜”是最为精

辟的论断，亦是我国传统的造园原则和手段。“因”是讲园内，即如何利用园址的条件进

行改造加工。 

因此，顺其自然，因地制宜，在高处建亭台塔楼，在平坦处布置花坛图案，在低凹处

挖池塘湖泊，并将造园要素（山石、植物 、建筑等）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组合联系，使

得各景物形成对比、形成韵律节奏，才能组合成优美怡人的园林风景，从而满足人类改造

自然、美化环境的目的要求。 

对比的支配性：对比，即事物的对立双方的相互比较、相互影响的关系。对比例子很多：

如大与小、高与低、动与静、水平与垂直、光滑与粗糙、沉重与飘逸等。对比具有变化、

生动、果断、干脆的性质，可以提高重要景物的视觉效果，事实上，任何造型艺术都不可

能没有对比。 

自然界中，景物间的对比是普遍存在的。如，山与水、峰与谷、崖与洞、泉与瀑、植

物与建筑等，当特性有差异的景物相连时，其中一方会因此而显得更美或两方面各显其美。

“牡丹虽好，仍须绿叶扶持”。有了绿叶的对比和衬托，牡丹更显其红艳绚丽。 

因此，在造园过程中，对比是成为突出主景的重要技法之一。 

任何优秀的造园作品，必定有一个主题。园林作品的布局，从整体到局部，必须围绕

主题进行布置安排，从而将主题鲜明的反映出来。为此，一个理想的造园作品，必须将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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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的诸多材料要素进行艺术处理，使得某一景物处于主导的、占优势的地位，即主景；其

它诸景物处于从属的、陪衬的地位，即衬景。主景规定着衬景，衬景对主景起衬托、渲染

的作用，从而使主景得到更进一步的强化和突出。主景与衬景互相联系，形成对立统一的

整体，具有特定的美学价值。（例如拙政园） 

造园的基本材料要素有树木花草、水土山石、亭台楼阁等。这些材料性质不同，形态各

异，组合成一定的环境空间，互相联系。造园过程中可利用这些材料的不同线条、形体、

体重、色彩、明暗、性格或空间的开朗与封闭形成对比。 

组合联系的完整性：单个的一棵树，一块石头，一潭水，一幢建筑，无所谓组合联系。

组合联系是针对造园作品的完整性而言，是对造园各要素进行艺术处理，通过合理的布局

来实现。一个和谐完美的造园作品，必定是对各造园要素进行组合联系的结果，使得各要

素成为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统一的整体，组成一个诗情画意的空间环境，从而反映出一

定的美学特征，显示出美的价值。造园作品中，如果没有组合联系，各材料要素便像一盘

散沙，让人不知所措，无所适从，只会使人产生烦闷、急躁、讨厌的情绪。杂乱无章，根

本就谈不上美，也绝无美感可言。只有通过组合联系，才能显示出完整的秩序的美。 

组合联系的表现手法主要是：联系与分隔。 

■联系。是一要素与另一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关连的一种关系，它包括各材料要

素之间的联系（局部的）和总体上的联系。联系的方式很多，有前后联系，造成景观的深

邃；有左右联系，使得造园的场面宽大；有高、中、低景物的联系，而形成层次丰富的画

面（例如拙政园）。高地形—山顶与塔楼联系，组合成独特的风景景观和赏景立地。植物与

建筑配合，消除了建筑物的粗糙呆板感，增加了整个景观活泼生动、和谐统一的美学价值。

植物、山石等倒映在池塘水面上，形成一虚一实，一真一幻的对比，构成一幅朦胧迷离的

图画，令人游兴大增；流水拍击石块，形成跃动的涡流和水花，发出悦耳的声响，给静默

的山石带来了生机和活力。由于各材料要素彼此间联系，互为“关照”，互相映衬，消除了

丑陋的、不协调的因素，从而更突出了造园作品的主题，以及各景物的审美效果。 

■分隔。为了使造园意境更为深邃，又采用了分隔的手段，分隔园内的景物以及形成的

空间，从而形成丰富而有变化的画面。如用低矮绿篱分隔景物，造成隔而不断的景观，用

植物、山石、建筑等，遮挡人的部分视线，形成通透的屏障，创造出“庭院深深深几许”

的深邃景观。分隔空间，另一大作用是具有天外有天、豁然开朗的境界。在中国古典园林

中，一般常用的造园原则是利用天然环境，建造一个楼面进行分隔，从而使人在感觉上获

得了另一个空间，一个更大的艺术境地。在简单而完美的广阔空间中，具有令人心旷神怡

的力量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总之，将造园各要素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组织安排，以构成情景交融的空间环境，这

就是组合联系的作用。景物位置的适当，即能构造出一个理想的景观。组合联系中的联系

与分隔，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只有联系，没有分隔，景物不免混杂；只有分隔，没有联

系，景物如同散沙，没有章程。通过组合联系，达到各景物相互呼应，相互对比、映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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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对比和谐、具有韵律节奏的布局，创造出系统的、完整的美的画面。 

韵律节奏的流动性：对于任何一部艺术作品来说，都必须具有生命力，具有内在的韵律

节奏。韵律节奏是各物体在时间和空间中，按一定的方式组合排列，形成一定的间隔并有

规律的重复。因此，韵律节奏具有流动性，是一种运动中的秩序。在这里，必须强调说明

的是，韵律节奏的本质，不是单个物体简单的重复，而是物体与物体彼此间关系的重复。 

造园作品中的韵律节奏，是由要素自身的形状、色彩、质感等以及植物、建筑、山、石、

水等造园要素的连续、重复的运用，并在连续、重复中按照其一定的规律，安排适当的间

隔、停顿所表现出来的。它具有丰富而又复杂的特性，如植物的树干、树冠、叶序，水的

流动及波纹、山峦的起伏层次，石块的叠放错落，园林建筑横向线条展开层叠的序列节奏

等。这是要素自身的韵律节奏。池塘水与驳岸石的组合，水与踏步石的组合，植物与植物

之间的组合，空间连接空间等，多要素之间组合形成的韵律节奏，更具有丰富性和含蓄性。 

举例说明： 

道路两旁的行道树，由于种植时的距离与植物种类不同，所产生的韵律节奏的效果也不

同。相同植物的等距离种植，树干的重复出现，产生出垂直方向的韵律节奏，树冠勾勒出

的轮廓线连续起伏的变化，产生出水平方向的韵律节奏，每一垂直、水平组成一个层次，

相同层次的反复，形成一种整齐划一的韵律节奏。不同种类的植物等距离种植，或者不同

种类的植物以不等距离但有一定规律的种植，具有丰富而含蓄的韵律节奏，尤其是后者的

种植方式由于树干的垂直韵律与树冠轮廓线的水平韵律均有变化，所组成的每一层次也不

尽相同，形成一种生动活泼的丰富多变的韵律节奏，给人一种含蓄而有趣的感觉，令人留

连，回味无穷。 

 

 

 

 

 

 

 

 

池塘里水的波纹，驳岸石的横向叠放，形成一种同一旋律的韵律节奏；池塘中，起小桥

作用的踏步石，由于其组成的曲线状，包含着线条的运动节奏，在恰当的跨距间，放置一

块块大小不等的石头，从而奏出强有力的韵律节奏。 

用大小不等而形状相似的组石（作为铺路材料），铺成弯曲的园路，表现出韵律节奏。

石与草的关系又形成一种韵律，所谓“草七分，石三分”，即韵律。 

正如音乐中，兴奋与忧郁的旋律，过强过弱的节奏不能混用一样。为了突出地表现造

园作品的主题，就必须有目的的并慎重地选择和使用造园材料要素，使之形成适合于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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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韵律节奏。 

3.2 园林造景的手法 

造景手法，是园林艺术中用于表现园林空间景观的特色和风格的方法。“景”即境域

的风光，也称风景。是由物质的形象、体量、姿态、声音、光线、色彩以至香味等组成的。

景是园林的主体，欣赏的对象。自然造化的天然景（野景）是没有经过人力加工的。大地

上的江河、湖沼、海洋、瀑布林泉、高山悬崖、洞壑深渊、古木奇树、斜阳残月、花鸟虫

鱼、雾雪霜露等，都是天然景，园林造景时要充分加以利用。 

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发展了自然山水园。园林造景，常以模山范水为基础，“得景随

形”，“借景有因”，“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趣”，“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等。 

造景方式主要有： 

（1）挖湖堆山，塑造地形，布置江河湖沼，辟径筑路，造山水景； 

（2）构筑楼、台、亭、阁、堂、馆、轩、榭、廊、桥、舫、照壁、墙垣、梯级、磴道、 

景门等建筑设施，造建筑景； 

（3）用石块砌叠假山、奇峰、洞壑、危崖，造假山景； 

（4）布置山谷、溪涧、乱石、湍流，造溪涧景； 

（5）堆砌巨石断崖，引水倾泻而下，造瀑布景； 

（6）按地形设浅水小池，筑石山喷泉，放养观赏鱼类，栽植荷莲、芦荻、花草，造水 

石景； 

（7）用不同的组合方式，布置群落以体现天际线和季相变化或突出孤立树的姿态，或 

者修剪树木，使之具有各种形态，造花木景； 

（8）在园林中布置各种雕塑或与地形水域结合，或单独竖立，成为构图中心，以雕塑 

为主体。 

造景手法主要有： 

（1）分宾主：造园必须有主景区与次要景区，造景时要处理好主要景观和次要景观的

关系。堆山有主、次、宾、配，园林建筑也要主次分明，植物配置也要主体树种与次要树种

搭配，主要景物作为风景线的终点景物,在形状、大小、高低、色泽、位置等方面都比较显

著，一般放在游人注意的集中点。次要景物除本身的欣赏价值外主要作用是烘托主景，如果

处理不好，将直接影响到主景的表现。无论运用何种手法，关键在于保持主次分明，不能喧

宾夺主。 

（2）布虚实：实景与虚景园林或建筑往往通过空间围和状况、视面虚实形成人们观赏

视觉清晰与模糊，并通过虚实对比、虚实交替、虚实过渡创造丰富的视觉感受。在园林风景

中，虚与实的表现是多样的，景物的实体，占有一定的空间，树丛、山石、厅堂，为实；风

景中的留空处，或者即使有景物，但以空疏或轻巧的状态存在，如空旷的草地，宽广的水面，

剔透的栏杆为虚等。在造景中处理好虚实的关系，会增加美观，产生浓烈的情趣与魁力。 

（3）做呼应：呼应表示景物之间的相互联系，造景风格也要相互呼应。景物之间也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0%91%E5%B8%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2%AC%E5%B4%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0%9F%E6%99%AF/22814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3%B4%E9%81%93/1083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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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联系，园区之间的联系以外，一个景物本身各组成部分之间也要注意呼应，比如，古典

的私家园林一定要有亭台榭，园中要放台古筝就比较贴切，如放一架钢琴就明显不伦不类了。 

（4）排层次：我们平时树木配植时也讲究高低层次，乔、灌、草从后向前栽植，形成

高低错落有致的景色。层次指景物前后远近出现的次序，这是园景呈现不同于图画平面表现

的特点。在景物的层次安排上下功夫，可使立体感更加突出。 

（5）求曲折：在造景中，曲折蕴藏着变化、幽深，运用得法，如顺着地形地物，配合

景物的演变，曲折的手法是对景物的形状作弯曲变化的布置，同时还及于景物表面的凹凸高

低起伏。能有效提高布局造景的质量。如园路、曲桥等景物就是求曲折的表现。中国的古典

园林艺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遗产，被举世公认为世界园林之母，世界艺术之奇观。它深浸着

中国文化的内蕴，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史造就的艺术珍品，是一个民族内在精神品格的生动写

照，是我们今天需要继承与发展的壮丽事业。 

常用的造景自然空间处理方式： 

中国造园艺术的特点，是园林创意与工程技艺的融合,以及造景技艺的丰富多彩。归纳

起来包括主景和次（配）景、抑景与扬景、夹景与框景、前景与背景、俯景与抑景、实景

与虚景、内景与外景、季相造景等。 

■主景/衬景 

主景是重点，是核心，是空间构图中心.能够体现园林的功能与主题，富有艺术感染力，

是欣赏者视线集中的焦点。衬景对主景起衬托作用，二者相得益彰又在布置上有所不同。 

■隔景/障景 

分隔园林景色，称为隔景。可分若干景点、景区显其特色；划分功能分区，满足园林各

项功能需求；游者可按其所好，避免相互干扰，对园景来说，能使景致丰富、深远，增添构

图变化。障景：中国传统艺术历来讲究含蓄，所以园林造景也绝对不会让人一走进门口就看

到主景，把最好的景色藏在后面，这叫做“先藏后露”、“欲扬先抑”、“山穷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称“障景”，如公园入口处常有假山遮挡就是障景的手法。 

■框景 

通过园林的门框、廊柱、窗、洞、树丛等的空缺之处，把远处的山水景色或人文景观收

入其中，即为框景。框景是把真实的自然风景（植物景观），用类似画框的门、窗、框架或

由乔木枝叶交互合抱而成的自然空框以及人工整形的绿门、绿窗或绿框架而形成的透明空

隙，把远景（远处的植物景观)包围起来，使游人产生错觉，将现实风景误以为是画在纸上

的图画，因而把自然美升华为艺术美。 

■借景 

借景有多种方式：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借景的原则：“极目所至，俗

则屏之，佳则收之”。因其可以增加园内的空间层次和景观深度，形成空间的虚实、疏密、

明暗的变化对比；沟通内外空间；丰富空间内容和意境，增强空间气氛和情趣，因而在中国

古典园林中应用广泛。白居易的“庐山草堂”便是借植物之景的佳作。自居易构建草堂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91%E6%99%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B9%E6%99%AF/457803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1%86%E6%99%AF/4577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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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草堂为视点近借护崖的千余竿修竹、直插云霄的古松老杉、缀织攀绕的女萝和茑萝、自然

野趣的花卉，远借春花烂漫的锦秀谷，从而使他的“庐山草堂”成为中国古代自然园林的代

表作之一。 

①远借：所借的景需要有一定的高度，保证不受园外山石、树木的遮挡，有的在院内设

置高台或建筑，如北京颐和园的“湖山真意”远借西山为背景，近借玉泉山，在夕阳西下、

落霞满天时赏景，景象曼妙； 

②近借：将园周围相邻的景物引入视线之中，如沧浪亭临河滨建复廊； 

③邻借：在园中欣赏相邻园林的景物； 

④互借：两座园林或两个景点之间彼此借资对方的景物； 

⑤仰借：在园中仰视园外的峰峦、峭壁或邻寺的高塔。如北海借附近万春亭； 

⑥俯借：在园中的高视点，俯瞰园外的景物； 

⑦应时借：借一年中的某一季节或一天中某一时刻的景物，主要是借天文景观、气象景

观、植物季相变化景观和即时的动态景观。如香山的霞标石壁和苏州街旁的寅辉城关都是

属于应时借。 

 

子项目 4 园林的艺术形态（1学时） 

艺术形态：是诉诸欣赏者感官的外部形式，这种形式由塑造艺术形象的各种媒介（色

彩、 线条、音乐、文字等）所决定。简单理解为艺术的表达形式，是作者与欣赏者产生视

觉、情感的媒介，是作者独有的表达方式。它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具象的。 

艺术形式：形式是指事物和现象的内容要素的组织构造和外在形式。艺术形式与艺术

内容并举，指的是艺术作品内部的组织构造和外在的表现形态以及种种艺术手段的总和。 

艺术是意识形态.也是生产形态。任何艺术，它的本质特征是审美的、创造性的意识形态；

也是审美的、创造性的生产形态。艺术，是人借助一定的物质材料和工具，借助一定的审

美能力和技巧，在精神与物质材料、心灵与审美对象相互作用，相互结合的情况下，充满

激情与活力的创造性劳动。艺术，是人类按照美的规律创造世界，同时也按照美的规律创

造自身的实践活动。 

4.1 园林的形态构成要素 

自然形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8B%E7%89%A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9%BA%E6%9C%AF%E5%86%85%E5%AE%B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9%BA%E6%9C%AF%E5%86%85%E5%AE%B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1%A8%E7%8E%B0%E5%BD%A2%E6%80%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0%BB%E5%92%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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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形态——云南红土地                尊重自然的住宅景观 

构成形态： 

4.2 园林的形式美 

地形美： 

地形美包括： 

1.筑山 

2.理水 

 

 

■筑山 

中国园林重假山，西方园林重雕塑。 

 

 

 

 

 

 

假山主要有：太湖石、泰山石等。太湖石，又名窟窿石，是由石灰岩遭到长时间侵蚀

后慢慢形成的，分有水石和干石两种，形状各异，姿态万千。它最能体现皱、漏、瘦、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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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态之美。 

■理水 

 

 

 

 

 

植物美： 

 

 

 

建筑美： 

建筑可以很全面的表现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一个地域的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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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阁                            榭 

 

 

 

 

 

 

墙                               窗 

 

 

 

 

 

 

孔洞                               

空间美：                            文化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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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园林的形态表现形式 

 

 

 

 

 

 

 

 

 

 

 

 

 

 

 

 

 

 

实训项目一：小场景园林空间方案设计——规程部分（0.5 学时） 

给学习者下发本项目课程实训任务书，对操作的规范和程序、内容和要求进行说明。 

在课程实训规定时间内，通过手绘（快速表现）或使用 AutoCAD、Photoshop、SketchUp

等专业软件以及 Office 办公软件，根据实践教学指定操作环境，以小组形式（3人/组）自

主命题，完成一套小场景园林空间设计方案（庭院方案设计）。 

附件：方案设计用地示意图（范围：100 ㎡，可按照规定面积自行调整，如正方形、长

方形、圆形或不规则形用地等） 

图纸绘制比例： 1:50（A4图幅） 

 

 

 

 

 

 

 

举例一：正方形用地标准           举例一：长方形用地标准 

20m 

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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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规程部分具体详见本项目课程实训任务书。 

 

实训项目一：小场景园林空间方案设计——操作部分（1.5 学时） 

本项目课程实训任务、内容和要求一览表 

学习者根据本项目实训任务、内容和要求，分部分项进行操作。任课教师在课程实训

过程中进行系统性指导。 

1.实训操作注意事项讲解； 

2.图纸绘制标准与方法（含案例演示）； 

3.成图表现标准与方法（含案例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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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小场景园林空间方案设计：收集素材+创意构思+草图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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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训项目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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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小结 

1．园林的造景原则； 

2．园林的造景手法； 

3．园林的形态构成要素； 

4．园林的形态表现形式； 

5．如何将专业知识运用于岗位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