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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建构主义理论作为国际教育改革的一种新的主流思想，已成为教育

界的热门话题。认知弹性理论是建构主义主要学派之一，关注的是结构不良领域

高级知识的获得。本文在回顾了建构主义和认知弹性理论之后，重点对其给结构

不良领域的非农林院校植物造景教学特征和模式带来的启示进行探讨，并试图建

构用于非农林院校植物造景教学的对策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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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构主义是在认知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独特的学习观，它强调学习的主动

性、实践性、创造性和社会性，并对学习与教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和思想，作

为国际教育改革的一种新的主流思想，对教育的诸多方面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和积

极的意义。认知弹性理论是建构主义学派之一，关注结构不良领域高级知识的获

得。非农林院校植物造景教学因其跨学科、基础薄弱、概念复杂性和案例差异性

而成为典型的结构不良领域，建构主义主要学派之一的认知弹性理论及其教学模

式对非农林院校植物造景教学模式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一、关于建构主义和认知弹性理论  

  建构主义理论是在皮亚杰的“认知结构说”的基础上，通过科恩伯格和斯滕

伯格等人的进一步研究而发展起来的。它提倡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

学习，强调学习者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和对所学知识意义的主动建

构， “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中的

四大要素。  

  认知弹性理论是建构主义主要学派之一，其理论核心是：在结构不良领域要

达到高级知识获得的目标，必须在不同时间、不同方式安排的情境中，为了不同

的意图、从不同的观点重新学习同样的学习材料。该理论鼓励一种更加自由的学

习方法，强调弹性学习环境的重要性，从而增强学习者在结构不良领域学习、理

解、保持和应用知识的能力。结构不良问题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概念的复杂

性，二是案例的差异性。  

  二、非农林院校植物造景教学现状分析  

  目前高校的园林、景观、环艺和城市规划等专业或方向都涉及植物造景的问

题，课程名称有多种称谓，如植物造景、植物设计、园艺绿化、景园植物学、景

观植物学等。植物造景作为主要专业课程之一，上游承载了园林景观设计，绿地

系统规划设计，景观设计、城市规划等设计应用课程，下游需要园林树木学、花

卉学、植物学、园林植物遗传育种学、植物生态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生物学、

苗圃学等相关基础课程的支撑，它不是一门独立存在的课程，必须有下游多门基

础课程的支撑，才能学好植物造景课程，才能为上游专业设计应用课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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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有利于培养高水平专业设计和管理人才。  

  1、 部分院校植物造景相关课程设置概况  

  开设植物造景类课程的院校基本分为农林类院校和非农林类院校（如城规类

院校或建筑环艺类院校），以下是部分不同院校植物造景相关课程开设情况。   

表 1：不同类型院校植物造景相关课程开设情况  

学校  

类型    学校名称    专业或方向    植物造景应用课程（上游）    植物造景

基础课程（下游）  

农林院校    安徽农业大学    园林专业    园林规划设计    园林树木学、园

林植物栽培学、植物病理学、植物遗传育种、植物生物学等  

    南京林业大学    环艺方向    园林规划设计    园林树木学、花卉学、苗

圃学等  

    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原浙江农业大学）    园林专业    风景园

林导论、园林规划设计、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园林树木学、花卉学、园林植物

遗传育种、园林植物病虫害等 

非农林院校    中国美术学院    环艺方向    造园设计、景观设计    无  
    山东理工大学    城规专业园林方向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设计    无  
    浙江科技学院    环艺方向    景观设计、建筑外环境设计、环境与规划    无  
    浙江工业大学    环艺方向    园林设计、景观设计    无  
                  
   
  2、非农林院校植物造景教学现状分析  
  (1)缺乏基础支撑，学生植物配置概念不清。由表 1 可以看出：农林类院校的相关专业

更偏向于植物方面，并且有的院校同时开设了园林树木学、植物分类学、植物生物学、植物

遗传育种、园林苗圃学等基础课程，而建筑环艺类院校和城规类院校的艺术表现课程较多，

但植物方面的基础课程欠缺。植物基础知识和配置应用能力的缺乏成为学生前进道路上的绊

脚石。   
  (2)设计缺乏创新，课程基础目标与发展性目标偏离方向。很多学生在做作业的时候，

根本不去思考，不去考虑现状如何，不少作业照搬模仿，千篇一律，以致很少有符合功能要

求、个性鲜明耐人寻味、境界高深、意味深长的植物造景作品。许多毕业生在未来的设计生

涯中习惯性的照搬形式主义借鉴模式，人为割裂课程基础目标与发展性目标培养之间的内在

联系，导致长远的发展歧途。  
  (3)教学方式简单，教学内容实用性不强。传统教学方式过分强调接受和掌握，忽略了

发现和探究，学生学习成了纯粹被动地接受、记忆的过程，从而压抑了学生的兴趣和热情。

缺少设计实践和多重学习方式的练习和巩固，使许多培养出的学生步入社会以后无法真正进

行植物景观设计。  
  由以上可见，非农林院校植物造景教学处于典型的非良性结构领域，建构主义主要学派

之一的认知弹性理论对其教学模式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  
  三、教学模式的影响和启示  
  建构主义及其认知弹性理论目前已开发出的比较成熟的模式主要有随机访问、情境认

知、认知学徒制三种。由于建构主义及其认知弹性理论与传统教学理论之间的差异和其教学

固有的优势，受其影响的非农林院校植物造景教学模式也体现出自身的特征，主要体现在课

程观、教学观、师生观、教学过程、媒体作用等几个方面。植物造景教学不再是那种预先设

定的内容为主，而应是师生之间的对话。要强调通过参与者的行为和相互作用而形成，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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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将由讲解员、传授者、主导者转变为学生自主学习的协调者、合作者、指导者和学生

建构意义的促进者，教学媒体将由原来作为教师讲解的演示工具转变为学生学习的认知工

具，加强学生感性认识，使教学环节衔接更紧密，从而成为非农林院校植物造景课程教学的

得力助手。  
  三种教学模式的借鉴应用不是独立的、割裂的，而是交叉的、复合的。教学应基于情境、

基于案例、基于问题解决，强调学生对知识的建构，教师与学生都是教学过程的主体，强调

师生间、学生间的动态信息交流，进行讨论式教学、提问式教学，专题式教学和师生换位式

教学等新颖的方式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积极性，实现师生互动，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四、出路与对策探讨   
  根据认知弹性理论对非农林院校植物造景教学模式的启示，下面的策略需要整合进相关

教学设计和教学实践当中。  
  1、强调表征多元化和重视教学情境化 
提供植物造景学习内容的多种表征而不是依赖简单的图式来描述对象或事件；提供相同的信

息以及该信息的不同观点的多种表征来支持概念的复杂性，从而能够比较和对比结构不良学

习领域案例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力求将多元表征的知识内容嵌入相关的上下文或背景之中，

使得多元表征的知识和多元化的情境关联起来，为学习者提供一个对复杂知识进行探索的环

境，最终有利于学习者对知识复杂性的理解与掌握。  
  2、加强学生迁移能力和创新精神培养  
  教学的终极目标是学习者能力的培养，而知识的迁移应用正是能力的外化和体现。植物

造景是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应针对专业学生的特点，对课程考核内容和方法进行改革，

采取多样化考核内容和方法，如理论知识、认知实习、专题作业、设计实践等综合考核，提

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增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及学生就业的竞争力和适应性。  
  3、加强相关院校交流和设计实践  
  非农林与农林类院校之间的师生要多交流和协作进行知识的互补；让学生尽量参加设计

实践和竞赛，促进学术交流和强化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既锻炼了学生设计实践能力，又会让

他们多一份对社会的了解和社会责任感，一份作为植物景观设计师的责任感。  
  非农林院校植物造景教学是典型的具有概念复杂性和案例差异性的结构不良领域，建构

主义及其认知弹性理论对其教学模式特征、教学方式、教学对策和出路等有着重要的、积极

的意义和启示。它将有利于促进植物造景教学中复杂概念的理解和知识的迁移应用，有利于

学生完成和深化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有利于培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胜任不同设计场所

和设计目标的创新型、复合型植物造景专业人才，对于推进植物造景课程教学改革将产生深

远的影响和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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