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或章节） 
项目五：园林表现形式与审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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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二 1、2 节 

网络 1 班、2 班 505 13 四 1、2 节 

     

教学目标 

（知识/能力/素质） 

知识目标： 

1.掌握园林景观的表现形式； 

2.掌握园林景观的表现手法； 

3.掌握园林造景的表现形式； 

4.掌握园林造景的鉴赏要点。 

能力目标： 

1.能对园林景观空间进行设计与表现； 

2.能够灵活运用园林表现形式和手法； 

3.具备园林景观的审美能力与鉴赏能力。 

4.能运用园林造景手法和表现形式进行美学创作。 

素质目标： 

通过学习园林景观的表现形式和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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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林的表现形式。 

难点：  

1.园林美学创作和评价； 

2.园林造景现场艺术效果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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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园林表现形式、手法等内容，边观察，边分析。 

实践：实训项目一：小场景园林空间方案设计——庭院方案设计（出图阶段）。 

二、讲授内容 

子项目 1 园林的表现形式与手法（2学时） 

1.1 园林的表现形式 

    园林意境的表达方式 

意境是中国美学对世界美学思想独特而卓越的贡献，中国古典美学的意境说，在园林艺

术、园林美学中得到了独特的体现。所以，就园林艺术而言，意境就是由物境（园景形象）

和情境（审美感情、审美评价、审美理想）在储蓄的艺术表现中所形成的高度和谐的美的境

界。 

意境生于艺术形象，特定的形象是产生意境的母体，没有形象的意境一般来说是不存在

的。造园必须达到一定效果才算有意境，应把握以下几点： 

入题：就是要与主题相吻合 

入情：选景融情则意境自生 

入画：就是创造优美的自然风光 

入诗：运用诗境造景，景中有诗 

入典：运用历史典故的意境造景 

入理：体现哲学、美学、文化理论 

入时：就是要有时代气息，时代精神 

直接表达方式： 

  在有限的空间内，凭借山石、水体、建筑以及植物等四大构景要素，创造出无限的言 

外之意和弦外之音。 

形象性的表达 

典型性的表达 

游离性的表达 

联想性的表达 

模糊性的表达 

间接表达方式： 

  托物言志，借景抒情，这种方法比直接表达手法更加委婉动人。 

园林意境的创作体现 

构建一池三山，向往海岛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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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名山胜景，诗化自然风光 

借鉴文化古典，引用神话传说 

情调比德思想，突出人化景物 

运用优秀诗文，追求诗情画意 

注：“比德”二字取意亲近自然、亲近山水之德性。“比德”充分体现着自然审美的丰

富而又深刻的内涵，蕴含自然之美与人的精神相统一，尽显和谐之美。“君子比德”是孔子

的重要思想。突出了自然美学观念，所谓“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种“比德”的山水自然

观，体现了儒家的道德感悟，实际上是引导人们通过对山水的真切体验，把山水比作一种精

神，去反思“仁”、“智”这类社会品格的意蕴。 

中西方园林的表现形式 

西方园林： 

西方人喜好园林建筑、雕塑，在园林中有着众多的建筑和雕塑。举例说明：在枯树上做

造型和图案，用以观赏。西方人讲究品种多，数量大。法国园林大多种鲜花，凡尔赛宫苑就

有二百多万盆花，而并不去欣赏其姿态，讲究的是品种和数量，以及各种花在植坛中编排组

合的图案，注重欣赏的是图案美。西方园林则表现为开朗，活泼，规则，整齐，豪华，奢移，

热烈。造园中的建筑，草坪，无不讲究完整性，以几何形的组合达到数的和谐。西方园林讲

究的是一览无余，追求人工的美，是一种开放式的园林，一种供多数人享乐的“众乐园”。 

    西方园林表现形式方面：基本上是写实的，理性的，重人工，重规律。 

中国园林： 

中国园林喜欢在园内堆山置石。看树赏花看姿态，不讲究品种，赏花只赏一朵，不求数

量。中国古典园林是以自省，含蓄，蕴藉，内秀，恬静，清幽，淡泊，循矩，守拙为美，重

在情感上的感受。对自然物的各种形式属性如线条，形状，比例，在审美意识中占主要地位。

空间上循环往复，峰回路转，无穷无尽，追求含蓄的藏的境界。是一种摹拟自然，追求自然

的封闭式园林，一种“独乐园”。 

中国园林表现形式方面:基本上是写意的，直观的，重自然，重想象，重联想。 

1.2 园林的表现手法 

源于织染、高于自然的手法 

“自然”是园林艺术创作的基本原则和最高标准。山、水、植物是构成自然风景的基础

要素，但在实际园林创作中绝非简单模仿这些构景要素的原始状态，而是在意识地通过改造、

调整、加工等艺术手段进行再创造，从而表现一个精炼概括的自然。 

建筑美与自然美相融合的手法 

建筑美与自然美融合是园林艺术创作的另一个主要特点。园林为了适应人居、游憩等多

方面的需求，建筑物较多，类型复杂。凡是殿、堂、亭、馆、轩、台等，不论其性质功能如

何，都能与山水花木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列风景画面之中，使建筑美与自然美融合起来，达到

人工与自然高度协调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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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与意境相结合的手法 

美学首要是意境，同一意境可以通过不同形式的艺术手法来表现。园林的意境是比直观

的园林景象更为深刻、更为高级的审美范畴，首先蕴含了造园者的人生态度，并通过精彩的

园林景观打动游人，使游人在园林中驻足，感悟造园者所赋予景物的思想内涵。 

抽象化与典型化相结合的手法 

缩移摹拟是现代园林艺术创作的方法之一。无论摹拟真山的全貌或截取一角，都能以小

尺度创造峰、峦领、濠、洞谷、悬崖、峭壁等复杂形象。从它们的堆叠章法和构图规则中，

可以看到天然景观的构成规则中，可以看到天然景观的构成规律。这种真山抽象化、典型化

的缩移摹拟是园林艺术创造的一个重要手法。 

植物配置与艺术概括相结合的手法 

园林植物配置尽管姹紫嫣红、争奇斗艳，但都以树木和花卉为主调，因为植物最能让人

联想到大自然丰富繁茂的景观。栽植树木不讲究成行成列，往往三五一组，以扎枝古干予人

蓊郁之感，运用少量树木的艺术概括表现天然植被的气象万千。 

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手法 

水体是大自然景观构成的重要因素，既有静止状态的美，又能显示流动状态的美。山水

关系密切，“山水环抱”一向被认为是最佳的成景态势。园林内开凿的各种水体都是自然界

河。湖、溪、涧泉、瀑等的艺术概括。人工理水务必做到“虽由人做，宛若天开”，哪怕再

小的水面也必须曲折有致。   

园林离不开艺术，艺术使园林更生动，更能使人们对园林产生神奇和梦幻般的憧憬。园

林艺术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园林是一个城市的眼睛和名片，它是一个地方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人与自然融合的体现。 

 

 

 

 

 

 

 

 

汀步的表现形式                        植物的表现手法 

 

实训项目二：小场景园林空间方案设计——规程部分（0.5 学时） 

根据本项目课程实训任务书，针对学习者实训过程中集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讲解和指导。 

1.文本格式：创建和储存的手绘稿、JPG、DWG 必须是源文件（分辨率≥150dpi），A4 

尺寸，可简单排版制作方案文本，不超过 6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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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果汇报：对照方案文本以组为单位制作成果汇报 PPT，页数不超过 8页。 

3.保存提交：将所有完成方案设计内容进行分类整理，文件夹命名为“班级+姓名”（如

“园林 xxx班+张三、李四等”），实训结束将作品提交任课教师并存档备案。 

注：课程最终结束前，每个学习者必须提交一份实训报告（根据实训过程，以学习总结

性内容为主），报告用图文表达，力求科学系统，简明扼要，字迹工整，不超过 800字。 

本项目实训操作部分在第 13周末完成，可课后附加时间进行。 

 

实训项目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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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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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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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小场景园林空间方案设计：文本制作+成果汇报+保存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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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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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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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文件整理与编辑（含文本制作）； 

3.方案文件整理与编辑（含汇报 PPT）。 

 

内容小结 

1．园林造景的表现形式； 

2．园林造景的表现手法； 

3．园林空间的设计过程和方法； 

4．如何将专业知识运用于岗位工作中。 

20m 

5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