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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风景园林教育大会论文集》

内容概要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高等学校风景园林学科专业指导小组、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编著的《2012年风景园
林教育大会论文集(一级学科背景下的风景园林教育研究与实践)》是2012年中国风景园林教育大会论
文集。内容涉及一级学科背景下的风景园林教育诸方面，反映了当代中国风景园林教育研究最新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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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学科建设21世纪初中国需要怎样的风景园林学？风景园林专业教育评估的基本思考人才培养质量之反
思从整合到系统  ——论当代风景园林教育南京林业大学园林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建设研究面向一级学
科的风景园林课程体系改革美国佐治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本科教育的启示从国际认证看风景园林专业
特色发展  ——以印度尼西亚茂物农业大学为例面向研究生教育的风景园林学科研究方法晋升“一级
学科”后风景园林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对风景园林学科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的思考风景园林一级学科背
景下园林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建设具岭南地域特色的风景园林学科教育体系初探哈尔
滨工业大学风景园林学本科教育探索基于3个平台的风景园林教学思考  ——沈阳建筑大学风景园林学
科体系研究建筑学背景下的风景园林专业教育转型探讨风景园林的跨领域学科教育：“墨尔本模式”
的借鉴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院校风景园林专业建设风景园林学科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几点思考  ——
以同济大学为例基于实践项目的风景园林研究生探索型教育  ——以无锡市本地木本植物指数调研为
例普遍模式学科化与学科模式学校化  ——风景园林新学科硕士培养模式研究构想园林专业实践教学
体系建设构想与实践独立院校园林专业教学改革思路探索  ——以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为例    教育理
念案例教学与项目实践  ——植物景观方向研究生培养12年全日制风景园林专业硕士“产、学、研”培
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以“知行合一，转识为智”为理念的中外园林史教学景观设计教学中应引入全生
命周期概念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风景园林专业设计课教学探索关于风景园林生态设计思维的认知与培
养场地规划设计的环境学知识体系构建美国LAAB组织现状研究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从美国LAAB组织
的价值观来看中国的风景园林专业评估风景园林教育中环境伦理观念的树立风景园林专业职业素质和
能力培养的探讨审美体验：中国景观学教育在认识论上的缺失风景园林专业的可持续发展教育探讨立
足闽台合作的风景园林高等教育寻求对话：风景园林学科的社会化趋势及任务地方院校风景园林专业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探索新疆风景园林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思考    教学方法基于场所认知
的风景园林设计教学风景园林设计教学中“传承历史，融贯中西”新探景观生态化设计理论与实践教
学融通的桥梁  ——景观生态化设计的“图式语言”教学框架东南大学《风景园林设计》课程“方法
教学”浅析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交互式教学实践研究从“两步曲”到“三步曲”的一次教学实验  ——
华中科技大学风景园林专业课程系列教学改革(一)风景园林教学评价体系创新及教学方法改革探讨景
观设计教学实验教学方法改革研究杠梁结构工作室与空间立方体  ——空间操作作为建构设计教学的
多种途径风景园林专业的建筑设计教学研究建筑类院校风景园林专业园林植物类课程教学探讨  ——
以重庆大学风景园林专业为例园林景观设计体验式教学方法探讨城市公园设计教学方法改革探讨从自
然形态到艺术构成  ——第一学期综合Studio教学实践的思考风景园林建筑设计类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探索  ——以东北林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为例西南林业大学园林设计重点课程建设实践探析美国弗吉
利亚理工大学“风景园林树木学”及相关课程教学特点分析基于“蒙太奇”手段的园林史数字化教学
模式探索有限开放命题，全面互动设计  ——公园设计教学优化探索结合风景的建筑空间布局教学实
践探索注重游戏行为的场地空间  ——风景园林专业幼儿园建筑设计课改革探索感受风景的空间  ——
风景园林专业山地旅馆建筑设计课教学探索    课程进展旅行计划：注重景观认知能力的专业教育华中
科技大学全日制风景园林专业学位硕士毕业设计实施办法及其解说数字化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教学展望
基于城市景观意识培养的“城市认识实习”课程教学实践探索宾夕法尼亚大学风景园林系核心设计
课LARP-601教学方法风景园林规划设计课教学体系优化研究  ——以华南理工大学景观建筑设计专业
为例“形态认知到生境设计实践”  ——西建大景观学专业植物基础课程教学研建生态理念指导下的
场地规划课程构建艺术院校背景下的风景园林课程教学思考《造型基础》教学中三个问题的思考与探
索毕业设计选题存在问题及对策  ——以长江大学风景园林专业为例《园林植物设计》课程教学优化
设想概念模型在规划设计中的作用  ——景观专业高年级设计课程教学探讨风景园林专业英语的教学
模式实践与思考基于设计竞赛的园林规划设计课程教改探索风景园林学背景下景观建筑设计专业高年
级法制课程的建设风景园林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改革在立体建构中发展与创新  ——风景园林
设计表现教学研究    相关研究延续场所精神的景观设计途径中国历史园林保护的现状与思考探索景观
化城市的设计途径环境影响下的景观建筑设计研究德国城乡绿化以及现代中国景观一些问题建立具有
我国特点的人居景观准则  ——及其促进风景园林学科和城市规划学科教育与实践的重要意义国外防
灾避难绿地规划建设经验及其启示基于空间形体分析法的景观设计手法探讨关于风景园林设计标准的
几点思考从几个实例来谈风景园林学的实践城市化滨水空间的规划研究  ——以南京秦淮河治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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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ITY-green模型的两城市公园森林生态效益比较从现代绿色生态住宅景观设计引发的思考生命记
忆的再生  ——城市棕地不同改造思路的探讨西和县滨河公园景观规划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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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阪神大地震后日本城市防灾公园的作用　　1995年阪神大地震，这次大地震造成了史无前例
的巨大损失，神户市内1250个大大小小的公园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死亡的人数中有90%
是死于地震引起的建筑倒塌，而死于二次灾害的很少［10］。　　在这次震灾中，日本城市公园发挥
了避难疏散的重要作用，地震发生后，居民首先向室外安全空间转移，31万多人被分散在1100个避难
所中避难，其中神户市的27个公园都成了居民的紧急避难所，避难人数仅少于各类学校，位居第二。
同时公园成为地震后提供救援物资、各类生活信息、咨询服务，以及受害者相互交换信息和聚会的场
所，也发挥了隔离火势蔓延的作用。这次灾害再次向我们警示，城市必须规划建设包括防灾公园在内
的防灾避难场所，为市民提供安全有效的防灾避难空间。阪神大地震之后，日本立即积极展开城市复
兴计划，重新检讨城市中防灾公园布局的合理性和防灾设施的完备性，并提出改造现有公园或规划建
设新的防灾公园设想，以强化城市公园的防灾避难功能［11］，在该地区的重建规划中，公园绿地系
统的防灾功能受到了极大的重视。　　（4）阪神大地震后日本城市防灾公园的规划与建设　　阪神
大地震之后，日本进一步提高了对城市公园防灾避难功能的认识，并展开了更多的尝试和建设。1996
年7月，城市计划中央审议会（日本建设者的咨询机构）在“关于今后城市公园等的建设与管理”报
告中提出，要将建设防灾公园、加强城市共同的防灾功能作为建设城市公园的重点。1996年开始实施
“第六个城市公园建设计划”，把面积在1公顷以上的城市公园都作为防灾公园，扩大防灾绿地面积
。1998年日本建设省制定了《防灾公园设计和指导方针》，详细规定了防灾公园的定义、功能、设置
标准及相关设施等方面内容，并把防灾公同划分为6种类型：广域防灾据点、广域避难场所、暂时避
难场所、避难通道、缓冲绿色地带、街心公园。日本为促进防灾避难公园绿地的建设发展，各个地方
团体在进行“具有防灾功能”公园绿地建设时均可从国家得到建设补助金和优待措施，这样制度上的
宏观调控有效地促进了防灾绿地建设的展开［12］。2000年又出版了《防灾公园技术便览》，全面论
述了防灾公园的规划、设计、建设中的相关问题，并开始在一些城市建设防灾公园，如厚木市防灾公
园、兵库县三木综合防灾公园等的规划与建设［13］［14］。日本现行的城市绿地规划体系由“绿地
总体规划”和“绿地基本计划”两种目标组成，在“绿地总体规划”中绿地配置方面规定要从环境保
护、休闲、防灾、城市景观构成4个方面将各类绿地整体进行配置［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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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高等学校风景园林学科专业指导小组、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编著的《2012年风景园
林教育大会论文集(一级学科背景下的风景园林教育研究与实践)》是2012年中国风景园林教育大会论
文集。内容涉及一级学科背景下的风景园林教育诸方面，反映了当代中国风景园林教育研究最新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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