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

 参赛项目：教学设计

 参赛组别：高等职业教育组

 专业大类：土建大类/建筑设计类

 专业名称：园林工程技术

《园林文化与美学》课程

教学设计方案

| 小场景园林空间模型制作



教学单元 小场景园林空间模型制作 课程名称 园林文化与美学

所属专业 园林工程技术 授课对象
2018级园林181班/182班

大一第1学期

课时安排 2课时（45分钟/课时） 选用教材
高职高专园林专业教材

园林美学（第3版） 朱迎迎、李静主编
中国林业出版社

授课地点 园林模型与制图实训室 课程属性 专业技术平台课程（专业基础课）

课程类型 理实一体化教学 考核方式 过程 + 结果考核（考查为主）

 课程信息

教
学
分
析

一
、
课
程
定
位
（
教
学
项
目
与
单
元
分
析
）

在本专业课程体系中，作为大一初始学习阶段，后续

衔接其他专业技术平台课程。本课程导入园林工程项

目建设所涉及的最新政策、规范和标准，以当前园林

行业企业实际工程项目为载体，结合国家职业岗位技

能鉴定范围、内容和考核要求，按照中西方园林文化

特征和美学原理进行理论讲解和实训操作。

本教学单元选自课程“项目六：园林管理与园林美学
的关系”中的实训项目二下的“小场景园林空间模型
制作”。本课程单元重点学习园林景观模型制作工艺
和流程，学生提高三维空间感知、图纸绘制与效果表
现、艺术审美、团队合作等方面能力，通过进阶式实
训任务安排，信息化教学资源利用，让师生全方位互
动交流，促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质量。

“校 + 企”共同建立本专业课程体系

 课程教学定位依据

1.课赛结合（本教学内容与职业技能竞赛项目

相结合）；

2.课岗对接（本教学目标能力要求与职业岗位

标准相对接）。

 课程教学理念模式

引入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突出“以学生为主

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学理念。通过基于岗位

工作过程的项目化教学，采用“项目引领、任

务驱动”教学模式，校企共同参与课程教学环

节，积极发挥双方教学资源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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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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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学

内容

 理论部分（0.5课时）

操作规程讲解：园林模型制作工艺与流程

1.底盘安装工艺与流程

2.构件加工工艺与流程

 实践部分（1.5课时）

实训项目操作：小场景园林空间模型制作

任务1：模型底盘安装

任务2：模型构件加工

任务3：任务书编制

三、

学情

分析

系统性学情分析

（调查问卷 + 问题收集 + 共性总结）

 已完成模型图纸绘制，模型制作兴趣较高

 缺乏三维空间想象力，比例尺度概念模糊

 女生多男生少，分组操作应注意合理搭配

 操作任务分工不明确，模型制作速度较慢

 部分学生有一定美术功底，造型能力较强

 大多数学生性格较内向，不善于沟通交流

针对学情分析明确解决问题

1.加强其主观能动性 2.利用专业软件观测 3.要求小组男女搭配

4.组织课前任务交底 5.充分发挥专业特长 6.提升团队合作意识

专业软件观测 分组男女搭配 团队有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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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图讨论区

交流展示区

安装加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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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学

目标

知识目标

 掌握园林景观模型的特点、用途和类型

 掌握园林景观模型的制作工艺和流程

 掌握园林景观模型的表现形式和手法

 掌握园林景观模型美学效果的表现方法

课程教学总体目标

通过学习本课程，学生能具备熟练思考和表达园林文化与美学的能

力，掌握园林艺术鉴赏与创作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掌握园林景观模

型制作工艺和流程，能够进行园林三维空间造型，能够把控场景比

例尺度关系，能独立进行园林审美与评价。

通过课程学习，为后续专业核心课程学习打下坚实基础，培养科学

严谨、诚实守信、勇于创新的职业素质素养，具有“安全第一、质

量第一、经济、美观、实用”的意识，按照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和

绿色生态的规范标准进行操作，具有家国情怀和工匠精神，成为懂

设计、能施工、会管理的基层一线管理干部和技术骨干。

能力目标

 能够正确使用园林模型材料和工具

 能够灵活运用园林的表现形式和手法

 具备小场景园林空间的组织和构成能力

 具备小场景园林空间的造型能力与审美能力

素质目标

 具有严谨细致、诚实守信的专业作风

 具有工匠精神、吃苦耐劳的专业精神

 具有团队协作、沟通表达的专业意识

 具有创新拓展、敢于突破的专业思想

五、

教学

重难

点

 教学重点

1.园林景观模型制作的流程和工艺

2.对照方案图纸进行园林模型制作

 教学难点

1.园林景观模型的比例尺度把控

2.园林景观模型的艺术美感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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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策略

教
学
策
略

一、

教学

架构

采用“目标管理、问题导向、过程监控、考核评价、经

验总结“五维教学架构。

学生通过六个层面，递进式学习过程。

二、

教学

方法

与手

段

 教学方法

1.案例法

2.演示法

 教学手段

充分运用多媒体视频教程播放、课程作品展示、沙盘实景观摩、专

业软件建模、图纸分析说明、参考资料分享、学生总结汇报等直观

有效的教学手段，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全面掌握所学内容。

教师进行实际案例分析

教师进行现场实物演示

教学手段分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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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理念与模式（聚焦学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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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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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前

自学

二、

课中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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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课后

拓展

师生利用自习和周末时间，在线连接本课程兼职企业导师。

采用“专题沙龙+头脑风暴”形式组织学生与企业导师互动

交流，企业导师根据学生学习情况进行分析和点评。

 阶段性课程学习汇报

 阶段性课程成果展示

 由学生提出存在问题

 由企业导师在线答疑

 有企业导师在线点评

 由任课教师现场总结

师生与企业导师开展“专题沙龙+头风风暴”教学活动

课后优化完善课后跟踪辅导

课后批改反馈 课后能力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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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考核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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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反思与整改

教
学
反
思
与
整
改

一、

教学

效果

与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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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问题

反思

与整

改

 整改措施

 问题反思

 少部分学生课前自学效果一般  需提高学习兴趣和加强主观能性

 少部分学生课中任务完成滞后  需加强进度管控和提升团队意识

 少部分学生课后缺乏巩固拓展  需注重自我总结和促进成果形成

 在本课程教学组织与实施方面  需完善信息化教学的标准和制度

 在本课程教学管理与考评方面  需增加企业导师监管和评价环节

 在本课程信息化教学资源方面  需利用国家政策和企业优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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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附件

教
学
附
件

一、

实训

任务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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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考核

评分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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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组

名单

与考

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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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总结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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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获得知识技能，教学设计的目的是创造和开发促进学生掌握专业知

识技能的学习资源和学习环境。

在技术迭代迅速的今天，传统的教学模式必然会受到挑战。如何从容地应对无处不在的

信息教育技术对传统教育的影响，如何高效率地利用、共享、整合教学资源，需要教育

工作者认真思考。将课程的教学内容与信息技术结合起来，以满足学生对灵活化、标准

化和专业化学习的需求。在未来高等教育领域，混合型的学习体验必将会成为主流，学

生可以在线上、课前、课中和课后获得多重指导。

—— 参赛者的话

敬请
专家
批评
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