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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生态与风景园林欣赏”课程教学大纲

英文名称：Urban and Rural Ecology with Landscape Appreciation

课程编号：0010857

课程性质：通识教育选修课

学分：2.0 学时：32

课程类别：□工程经济与项目管理 ☑美育修养与艺术鉴赏（美育课程） □

□科学探索与创新发展 □道德修养与身心健康 □沟通表达与全球视野

面向对象：全校本科生

先修课程：无

参考教材：

[1]《风景园林学导论》,杨锐,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1.

参考书目：

[2]《中国古典园林史（第三版）》, 周维权,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3]《中国园林文化史》, 王毅,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一、课程简介

北京是中国古典皇家园林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拥有大量的皇家园林和美丽的城市风景。

在北京建都 800余年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先为今天的后入留下了大量的宝贵风景与园林遗

产，并不断启发后人。“城乡生态与风景园林赏析（双语课）”是一门有具有美育特征的通

识教育选修课程。本课程将从“生态文明”的视角，帮助学生打开欣赏风景园林的大门。

并通过自然科学、人文历史的相关知识，帮助同学们分析风景园林的独特美学价值、科学

价值和艺术价值。

二、课程地位与教学目标

1、课程地位：本课程是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的通识课程。课程讲授风景园林的基础

知识、基本原理、空间美学等。并从“生态文明”的视角，结合城乡生态、空间设计、规

划治理等多元角度对风景园林的历史、发展、前沿，经典案例、典型案例、身边案例展开

分析。通过对风景园林的物质空间特征、选址特色、空间要素、审美特征、景观风貌、文

化价值、生态价值、科学价值等内容的详细讲解，帮助同学们理解风景园林对当前“生态

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支撑。并进一步了

解中国风景园林在世界的重要地位，彰显我国文化内涵和背后广阔深邃的文化渊源。以增

强青年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和我国审美特色传承的坚定信心。

2、教学目标：

课程教学目标从知识、能力、思维、价值，四个维度设置课程教学目标。

1) 知识：使学生系统掌握风景园林的基本涵义、典型案例和意境审美特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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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理解风景园林的发展简史，以及风景园林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2) 能力：通过案例剖析帮助同学了解赏析风景园林常见的分类，了解我国风景园

林的分布特点，熟悉我国著名风景园林代表的特点、文化内涵、审美内涵和科

学内涵。了解评价风景园林的价值尺度和方法。

3) 思维：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城乡生态与风景园林相互作用的重要性。对中国古

典园林的典型代表、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的典型案例的美学价值、科学价值。

4) 价值：帮助学生掌握赏析风景园林的“生态文明”、“人文文化”、“意境审美”

等视角。

教学目标分层包括：掌握、理解、了解三个层次。

掌握：使学生系统掌握风景园林的基本涵义、典型案例和意境审美特征。掌握赏析风

景园林的“生态文明”、“人文文化”、“意境审美”等视角。

理解：帮助学生理解风景园林的发展简史，以及风景园林的发展现状和趋势，进一步

理解城乡生态与风景园林相互作用的重要性。尤其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典型代表、皇家园林

和私家园林的典型案例的美学价值、科学价值有更深的理解。

了解：通过案例剖析帮助同学了解赏析风景园林常见的分类，了解我国风景园林的分

布特点，熟悉我国著名风景园林代表的特点、文化内涵、审美内涵和科学内涵。了解评价

风景园林的价值尺度和方法。

思政目标：帮助学生树立“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价值观念，并建立起中国古典

园林在世界的重要地位的民族自信，以及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对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作用。鼓励青年学生通过风景园林赏析更好地热爱祖国，了解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

理解中国风景园林“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美学特征，坚定文化自信。

3、支撑的毕业能力项：[1] 思想政治与德育（课程思政），[3] 问题分析，[6] 使用现

代工具，[8]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13] 终身学习。

4、育人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帮助学生理解我国风景园林在世界民族之林的重

要地位，和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建立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提升学生

的文化素养、美学鉴赏、科学修养和社会责任感，激发学生浓烈的艺术兴趣。“在新的起

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

化使命。”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要求

本课程主要讲授城乡生态与风景园林的基础知识，以“生态文明”为视角，以“审美”

为主线。通过对风景园林赏析的讲授，从自然特征、历史文化、哲理艺术性、科学原理、

文化交流等多角度反映风景园林与人们生活的广泛关联。进而突出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

的审美特色。主要教学要点包括：（1）走进风景园林（风景园林概论）；（2）风景园林与

生态学（风景园林背后的生态学原理与知识）；（3）中国和西方古典园林；（4）中国和西

方风景区与国家公园；（5）世界遗产与风景园林；（6）城市景观与风景园林；（7）园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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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博览会与风景园林；（8）风景园林的自然与人文要素；（9）风景园林的发展趋势；（10）

北京的风景与园林，等内容。

课程要求包括：要求学生完成课堂学习、课后阅读、课后作业、调研作业、美学赏析

作业，以及最终结课考查。并通过分组、讨论、汇报、拍照、讲解，以及诗歌和戏剧等方

式方法，表达出学生对于风景园林的美学、科学、文化等方面的理解。并引导同学们建立

对中国风景园林文化的自信和对“生态文明”的热爱。

具体教学内容及要求如下（教学内容及重点（
▲
）、难点（

★
））：

表 1 教学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对应关系

章节名称 教学内容及重点（
▲
）、难点（★）

教学目标（√）

1 3 6 8 13

第一章

走进风景园林

风景园林概论

风景园林的概念与释义
▲

风景的概念与渊源★、园林的概念与渊源★

风景园林与人居环境科学、建筑学、城乡规划学
▲★

√ √ √

第二章

风景园林与

生态学

生态学的概念与释义★

生态学的缘起与发展

风景园林与生态学的交叉结合
▲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风景园林

√ √ √ √

第三章

中国古典园林

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历程概述

中国古典园林的起源

中国古典园林的孕育期、转型期、发展期、成熟期
▲

中国皇家古典园林撷粹
▲

中国私家古典园林撷粹
▲

中国诗画与中国古典园林★

√ √ √

第四章

西方古典园林

西方古典园林的发展历史概述

西方古典园林的起源

西方古典园林的欧洲演变发展脉络
▲

西方古典园林的近代发展

西方皇家古典园林典型案例赏析

西方私家古典园林典型案例赏析

从古典园林走向现代景观
▲★

√ √

第五章

日本古典园林

日本古典园林的发展历史概述

大和时代园林（300～592年）的池泉山水园

飞鸟时代园林（593～710）模仿本国景观

奈良时代园林(711～794年) 吸取中国文化

平安时代园林(794～1185年) 寝殿造园林与净土园林

日本古典园林典型案例赏析

中国与日本古典园林比较
▲★

√

第六章

中国风景名胜区

与国家公园

中国风景名胜区概述

中国的五岳与名山
▲

中国风景名胜区的发展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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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家公园
▲

中国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第七章

西方风景区与

国家公园

西方风景区概述

美国的国家公园历史与发展
▲

欧洲的国家公园发展

国家公园在世界各地的发展

西方典型风景区与国家公园案例赏析

√ √

第八章

世界遗产与

风景园林

世界遗产的分类与概述

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评价★

世界著名自然遗产与风景园林案例赏析

我国的世界遗产与风景园林案例赏析

我国世界遗产的文化特征
▲★

√ √ √ √

第九章

城市景观与

风景园林

城市景观与风景园林概述

城市景观与城市生态学
▲

城市景观的自然因素

城市景观的人文要素★

田园城市

公园城市

花园城市

城市景观的发展趋势
▲★

√ √ √ √

第十章

园林园艺博览会

与风景园林

园林园艺博览会与风景园林概述

世界园林博览会的历程

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历程

我国的世界园林与园艺博览会案例赏析
▲

我国的园林园艺博览会发展★

√ √ √

第十一章

近现代国际风景

园林发展

风景园林的发展与趋势

风景园林与生态学的深度结合
▲

风景园林与城市建设的深度结合★

风景园林与身心健康的结合
▲

风景园林与新技术的结合★

√ √ √

第十二章

风景园林的自然

要素

风景园林的自然要素总结

风景园林与山水林田湖草
▲

风景园林与植物景观

风景园林与海绵城市

风景园林与生态低碳
▲

风景园林与气候适应★

风景园林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风景园林与“两山理论”
▲

√ √ √ √

第十三章

风景园林的人文

要素

风景园林的人文要素总结
▲

风景园林与社会经济★

风景园林与诗歌戏曲

风景园林与地域文化

风景园林与名人雅士

风景园林与老幼关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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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园林与爱情亲情

第十四章

北京的风景园林

北京的风景园林概述

北京的世界遗产
▲★

北京的皇家园林赏析
▲

北京的私家园林概述

北京的寺观园林赏析

北京的名山与风景赏析

北京的大型公园绿地
▲

北京的绿色基础设施★

√ √ √ √ √

第十五章

诗意的栖居与

风景园林

诗意的栖居概述
▲

风景中的诗歌

园林中的楹联

诗的意与风景园林的境★

中国的意境审美
▲

√ √

第十六章

城乡生态与

风景园林

城乡生态与风景园林总结

我国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的风景园林途径
▲

风景园林与宜居城市
▲

风景园林与乡村景观

风景园林与哲学人生★

课程重点回顾

课程难点回顾

√ √ √ √ √

课程考核 √ √ √ √ √

四、教学环节安排及要求

1. 课堂讲授：本课程的教学环节包括课堂讲授、讨论、作业及结课考查等。课堂讲

授 32 学时。本课程是一门通识课程，汇集了风景园林学、美学、生态学、环境学等多学

科知识。为了让学生充分理解和掌握学习的内容，感悟中华民族风景园林与地域特色在教

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优势，采用短视频、动画、图片及照片等手段加深印象，并和文人雅

士典故相结合，结合案例教学使复杂问题简单化、抽象问题具体化、难点问题通俗化，并

通过小组合作、课堂汇报等形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的教学效果。

2. 作业：主要章节每章布置讨论题目一题。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我国风景

园林的美学特点。并在课堂上引导学生积极讨论，发挥学习能动性，提高学习效果。

3. 考试：根据具体情况，在下述考试形式：（1）写调研报告一篇；（2）开卷考试；

（3）闭卷考试，任选一种。本课程为考查课程，按百分制评分最后成绩，其中平时成绩

（包括听课、作业、考勤、课堂讨论等）占 40%，期终考试占 60%。

五、教授方法与学习方法

1、教授方法：

本课程的教学环节包括课堂讲授、讨论、汇报、作业及期末考查等。课堂讲授 32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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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本课程是一门通识课程，从美育角度赏析风景园林的发展变迁、生态与环境、人文与

文化等内容。课程是汇集了风景园林学、美学、生态学、环境学等多学科知识。为了让学

生充分理解和掌握学习的内容，增强趣味性，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优势，结合真实案

例、采用视频、动画、图片及照片等手段加深学生理解。并结合身边案例调研、日常生活

经验将复杂的课程问题简单化、抽象问题具体化、难点问题通俗化，并通过小组合作、课

堂汇报等形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的教学效果。最终形成互相学习的良好氛围。

2、学习方法：

本课程的学习过程包括教师讲授、课后阅读、实地调研、问题思考、撰写汇报等多形

式的结合。学生们在认真听取教师讲授和演示文稿的讲解，通过案例分析和课堂赏析对每

章的知识点和能力点进行学习；结合每章教程最后提供的思考题和练习题，总结自己在学

习过程中掌握、理解、了解了哪些知识。并通过课后作业对相关知识学习的调用和拓展，

做出完整和准确的解答。对于还有哪些还未完全理解和不够清晰的知识；根据自己学习和

作业的反馈与思考，重点针对各章的重点、难点内容进行复习，力争解决在完成思考和练

习题中还存在疑问和不足。此外，针对不容易理解、消化和掌握的难点知识，可向老师请

教。同时课后可结合实地调研案例、查阅专业资料、浏览国际网站，延展知识面，拓展前

沿，并与同学老师交流讨论。

六、学时分配

表 1 各章节学时分配表

章节 主要内容
学 时 分 配

合计
讲授 习题 实验 讨论 其它

1 走进风景园林 2 2

2 风景园林与生态学 2 2

3 中国古典园林 2 2

4 西方古典园林 2 2

5 日本古典园林 2 2

6 中国风景名胜区与国家公园 2 2

7 西方风景区与国家公园 2 2

8 世界遗产与风景园林 2 2

9 城市景观与风景园林 2 2

10 园林园艺博览会与风景园林 2 2

11 近现代国际风景园林发展 2 2

12 风景园林的自然要素 2 2

13 风景园林的人文要素 2 2

14 北京的风景园林 2 2

15 诗意的栖居与风景园林 2 2

16 城乡生态与风景园林 2 2

合计 32 32



7

七、考核与成绩评定

1. 作业：主要章节每章布置讨论题或作业题一题。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深入学习风

景园林的美学特征与背后的文化价值。并在课堂上引导学生积极讨论，发挥学习能动性，

提高学习效果。

2. 考试：根据具体情况，在下述考试形式：（1）撰写北京城乡生态与风景园林调研

报告一份；（2）开卷考试；（3）闭卷考试，任选一种。本课程为考查课程，按百分制评

分最后成绩，其中平时成绩（包括听课、作业、考勤、课堂讨论等）占 40%，期终考试占

60%。

表 2 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分布表

考核方式 比例（%） 主要考核内容

作业 40% 本课程主要与重点内容的课堂作业完成情况

期末 60% 北京城乡生态与风景园林调研报告

制定者：薛飞 执笔

批准者：郑善文

202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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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生态与生态美学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英文名称：Urban and Rural Ecology with Introduction of Ecoaesthetics

课程编号：0010856

课程性质：通识教育选修课

学分：2.0 学时：32

课程类别：□工程经济与项目管理 ☑美育修养与艺术鉴赏（美育课程） □

□科学探索与创新发展 □道德修养与身心健康 □沟通表达与全球视野

面向对象：全校本科生

先修课程：无

参考教材：

[1] 生态美学导论（修订版），曾繁仁，商务印书馆，2020

参考书目：

[2] 生态美学读本，刘彦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 美学散步，宗白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4] 街道的美学，芦原义信，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一、课程简介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生态美学成为当前中国美学领域富有生命力的新的理

论形态与艺术生长点。“城乡生态与生态美学导论（双语课）” 是一门有具有美育特征的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课程以生态美学为中心，探索中国生态美学前沿性、代表性。课程借

助城乡生态的建设、发展与案例分析，帮助同学们理解我国“生态美学”与“生态审美”

的渊源、发展与前沿。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我国传统与当代文化中的生态审美的美学特点。

随着我国“美丽中国”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新要求，“生态美学”可以帮助青年学

生思考“美学”的新方向和发现“审美”的新时代趋势，指导青年学生在美学方向延伸思

考，进而服务我国全方位的“生态文明”建设。

二、课程地位与教学目标

1、课程地位：本课程是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的通识课程。课程讲授生态美学的起源

与发展相关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典型审美趋势和新的美学思想等。并从“生态文明”

的视角，结合城乡生态的现实案例、经典案例、典型案例、身边案例展开美学分析。通过

分析中国和西方生态美学思想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以及生态审美智慧，帮助

同学们理解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

中所蕴含的特有的中国生态美学和生态审美的深刻魅力。并进一步帮助学生更加深刻地理

解中国文化在世界美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彰显我国文化内涵和背后广阔深邃的文化渊源。

以增强青年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和我国审美特色传承的坚定信心。

2、教学目标：

课程教学目标从知识、能力、思维、价值，四个维度设置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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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知识：使学生系统掌握生态美学的基本涵义、理论渊源、审美特征。

6) 能力：帮助学生掌握生态美学的发展脉络和中国传统文化在生态美学发展中的

重要地位，建立完整的生态审美能力。通过案例剖析和经典作品分析帮助同学

了解生态美学的深刻意蕴。

7) 思维：帮助学生理解生态美学的经典思想、关键人物和理论，以及生态美学和

生态审美的发展现状和趋势，进一步理解城乡生态与生态美学的实践与理论的

相互作用。了解世界经典的生态美学思想和我国经典的生态美学思想。

8) 价值：帮助学生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美学思想的理论价值。熟悉我国著名

的生态美学思想人物和作品以及典型代表的主要特点、文化内涵、审美内涵和

理论内涵。了解使用生态美学的理论解释“生态文明”、“美丽中国”、“高质量

发展”等深层问题。

教学目标分层包括：掌握、理解、了解三个层次。

掌握：使学生系统掌握生态美学的基本涵义、理论渊源、审美特征。掌握生态美学的

发展脉络和中国传统文化在生态美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理解：帮助学生理解生态美学的经典思想、关键人物和理论，以及生态美学和生态审

美的发展现状和趋势，进一步理解城乡生态与生态美学的实践与理论的相互作用。尤其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美学思想的理论价值有更深的理解。

了解：通过案例剖析和经典作品分析帮助同学了解生态美学的深刻意蕴。了解世界经

典的生态美学思想和我国经典的生态美学思想。熟悉我国著名的生态美学思想人物和作品

以及典型代表的主要特点、文化内涵、审美内涵和理论内涵。了解使用生态美学的理论解

释“生态文明”、“美丽中国”、“高质量发展”等深层问题。

思政目标：帮助学生树立“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价值观念，并建立起中国传统

文化在世界生态美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牢固树立民族自信，以及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对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进而树立制度自信。鼓励青年学生通过生态美学的思考，

更好地热爱祖国，保护环境，了解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中国特有的“人与自然

天人合一”的美学传统，坚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

3、支撑的毕业能力项：[1] 思想政治与德育（课程思政）；[3] 问题分析；[5] 研究；

[8]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13] 终身学习。

4、育人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帮助学生理解我国生态美学思想在世界民族之林

的重要地位，和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通过生态美学的学习深刻理解“生

态文明”建设的深刻内涵，建立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提升学生的美学文化素养、美学鉴

赏能力，激发学生浓烈的艺术思辨兴趣。践行“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

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要求

本课程主要讲授城乡生态和生态美学的基础知识，以“生态文明”为背景，以“美学

理论”为主线。通过对生态美学理论和思想发展和内涵的讲授，从思想渊源、哲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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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哲理艺术、文化交流等多角度向青年学生展现“生态美学”的新生命力。进而

突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学思想和“天人合一”的审美特色。主要

教学要点包括：（1）生态美学产生的经济社会背景和哲学与文化背景；（2）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

（3）中国和西方的生态美学资源；（4）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的生态审美智慧；（5）生态美学的理论

内涵；（6）中国和西方作品中的生态美学解读；（7）城乡生态建设中的生态美学思考；（8）

生态美学的反思；（9）身边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美学分析，等内容。

课程要求包括：要求学生完成课堂学习、课后阅读、课后作业、调研作业、美学分析

作业，以及最终结课考查。并通过分组、讨论、汇报、拍照、讲解，以及诗歌和戏剧等方

式方法，表达出学生对于生态美学的理解与启发。并引导同学们建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

信和对“生态文明”建设背后的“生态美学”的热爱。

具体教学内容及要求如下（教学内容及重点（
▲
）、难点（

★
））：

表 1 教学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对应关系

章节名称 教学内容及重点（
▲
）、难点（★）

教学目标（√）

1 3 5 8 13

第一章

生态美学导言

生态美学的研究意义
▲

生态美学的研究现状

生态美学的研究方法★

√ √ √

第二章

生态美学产生的

经济社会背景

人类已经走在交叉路口上——由工业文明过渡到生态文明的觉醒
▲

《增长的极限》——人类应该选择另一种发展模式

人与自然的崭新关系——从“祛魅”到部分“复魅”★

后工业文明时代——生态文明时代
▲

生态文明建设对中国的现实紧迫性
▲

√ √ √ √

第三章

生态美学产生的

哲学与文化背景

由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整体的转型
▲

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的提出——由传统认识论到当代存在论的转

型★

√ √ √ √

第四章

生态美学产生的

文学背景

现代生态批评产生的文学基础

文学生态批评的产生与发展的历程★

生态批评的原则与主要特征
▲

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女性文学批评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的生

态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实践存在论的生态理论
▲★

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创新理论中有关生态文明的论述
▲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生态理论建设中的基本贡献
▲

√ √ √

第六章

生态美学的西方

资源

西方 18 世纪以来的生态美学资源

海德格尔的生态审美观★

西方 20 世纪兴起的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
▲

√ √ √

第七章

儒家的生态审美

智慧

孔子与儒家的古典生态智慧与生态审美智慧
▲

《周易》的“生生之谓易”的生态审美智慧★
√ √

第八章

道家的生态审美

“道法自然”的生态存在论
▲

“道”为“天下母”的生态生成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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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 “万物齐一”论的生态平等论

“天倪”“天钧”说的生物环链思想

“守中”与“心斋”“坐忘”的古典生态现象学

“至德之世”的生态审美理想★

第九章

中国传统绘画艺

术中的生态审美

智慧

国画是中国特有的“自然生态艺术”

国画特有的“散点透视法”

国画“气韵生动”的美学原则的生态审美意蕴
▲

国画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原则与“天人合一”思想★

国画“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艺术目标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精神
▲

国画“意在笔先，寄兴于景”呈现人与自然的友好关系

√ √ √

第十章

生态美学的内涵

（上）：生态存在

论美学观

马克思实践存在论哲学的指导
▲

生态存在论美学观的内涵★

中国古代的生态存在论审美智慧
▲

生态存在论视野中的环境美学★

√ √ √ √

第十一章

生态美学的内涵

（中）：生态美学

的对象与方法

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生态系统的审美★

生态美学的研究方法——生态现象学★
√ √ √

第十二章

生态美学的内涵

（下）：生态美学

的基本范畴

生态审美本性论★

“诗意地栖居”
▲

“四方游戏说”

家园意识
▲

场所意识

参与美学

生态文艺学

两种生态审美形态：阴柔的安康之美与阳刚的自强之美

生态审美教育

√ √ √

第十三章

中国文学作品的

生态美学解读

《诗经》的生态美学解读
▲★

回望家园：《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生态美学解读
√ √

第十四章

外国作品的生态

美学解读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生态美学解读

《白鲸》的生态美学解读
√ √

第十五章

城乡生态建设作

品的生态美学解

读

风景中的生态美学解读
▲

园林中的生态美学解读
▲

城市公园中的生态美学解读
▲

乡村景观中的生态美学解读

生态技术中的生态美学解读★

√ √ √ √

第十六章

生态美学的反思

坚持生态美学的生态存在论的哲学基础

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

生态美学今后的发展
▲

课程重点回顾。

课程难点回顾。

√ √ √ √

课程考核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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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环节安排及要求

1. 课堂讲授：本课程的教学环节包括课堂讲授、讨论、作业及结课考查等。课堂讲

授 32 学时。本课程是一门通识课程，汇集了生态美学、美学、生态学、环境学等多学科

知识。为了让学生充分理解和掌握学习的内容，感悟中华民族生态审美特色，在教学中充

分利用多媒体优势，采用短视频、动画、图片及照片等手段加深印象，并和文人雅士典故

相结合，结合案例教学使复杂问题简单化、抽象问题具体化、难点问题通俗化，并通过小

组合作、课堂汇报等形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的教学效果。

2. 作业：主要章节每章布置讨论题目一题。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我国传统

与当代文化中的生态审美的美学特点。并在课堂上引导学生积极讨论，发挥学习能动性，

提高学习效果。

3. 考试：根据具体情况，在下述考试形式：（1）写调研报告一篇；（2）开卷考试；

（3）闭卷考试，任选一种。本课程为考查课程，按百分制评分最后成绩，其中平时成绩

（包括听课、作业、考勤、课堂讨论等）占 40%，期终考试占 740%。

五、教授方法与学习方法

1、教授方法：

本课程的教学环节包括课堂讲授、讨论、汇报、作业及期末考查等。课堂讲授 32 学

时。本课程是一门通识课程，从美育角度学习生态美学的发展变迁、生态与环境、人文与

文化等内容。课程是汇集了生态美学、美学、生态学、环境学等多学科知识。为了让学生

充分理解和掌握学习的内容，增强趣味性，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优势，结合真实案例、

采用视频、动画、图片及照片等手段加深学生理解。并结合身边案例调研、日常生活经验

将复杂的课程问题简单化、抽象问题具体化、难点问题通俗化，并通过小组合作、课堂汇

报等形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的教学效果。最终形成互相学习的良好氛围。

2、学习方法：

本课程的学习过程包括教师讲授、课后阅读、实地调研、问题思考、撰写汇报等多形

式的结合。学生们在认真听取教师讲授和演示文稿的讲解，通过案例分析和课堂赏析对每

章的知识点和能力点进行学习；结合每章教程最后提供的思考题和练习题，总结自己在学

习过程中掌握、理解、了解了哪些知识。并通过课后作业对相关知识学习的调用和拓展，

做出完整和准确的解答。对于还有哪些还未完全理解和不够清晰的知识；根据自己学习和

作业的反馈与思考，重点针对各章的重点、难点内容进行复习，力争解决在完成思考和练

习题中还存在疑问和不足。此外，针对不容易理解、消化和掌握的难点知识，可向老师请

教。同时课后可结合实地调研案例、查阅专业资料、浏览国际网站，延展知识面，拓展前

沿，并与同学老师交流讨论。

六、学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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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章节学时分配表

章节 主要内容
学 时 分 配

合计
讲授 习题 实验 讨论 其它

1 生态美学导言 2 2

2 生态美学的经济社会背景 2 2

3 生态美学产生的哲学与文化背景 2 2

4 生态美学产生的文学背景 2 2

5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 2 2

6 生态美学的西方资源 2 2

7 儒家的生态审美智慧 2 2

8 道家的生态审美智慧 2 2

9 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的生态审美智慧 2 2

10
生态美学的内涵（上）：

生态存在论美学观
2 2

11
生态美学的内涵（中）：

生态美学的对象与方法
2 2

12
生态美学的内涵（下）：

生态美学的基本范畴
2 2

13 中国文学作品的生态美学解读 2 2

14 外国文学作品的生态美学解读 2 2

15 城乡生态建设作品的生态美学解读 2 2

16 生态美学的反思 2 2

合计 32 32

七、考核与成绩评定

1. 作业：主要章节每章布置讨论题或作业题一题。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深入学习生

态美学思想与其背后的文化价值。并在课堂上引导学生积极讨论，发挥学习能动性，提高

学习效果。

2. 考试：根据具体情况，在下述考试形式：（1）撰写北京城乡生态与生态美学调研

报告一份；（2）开卷考试；（3）闭卷考试，任选一种。本课程为考查课程，按百分制评

分最后成绩，其中平时成绩（包括听课、作业、考勤、课堂讨论等）占 40%，期终考试占

60%。

表 2 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分布表

考核方式 比例（%） 主要考核内容

作业 40% 本课程主要与重点内容的课堂作业完成情况

期末 60% 北京城乡生态与生态美学调研报告

制定者：薛飞 执笔

批准者：郑善文

202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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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环境的生态新论”课程教学大纲

英文名称：Ecological Idea on Architechture and Envirenment

课程编号：0009349

课程性质：通识教育选修课

学分：3.0 学时：48

课程类别：□数学与自然科学 □工程与技术创新 □社会与公民素养 □人文与艺术审美

□语言与国际视野 □经济与项目管理 □创业与职业提升 

面向对象：大二、大三理工科本科生

先修课程：无

教材及参考书：

[1] 夏云、陈洋等. 现代建筑科学基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年 09月

[2] 杨维菊等. 建筑构造设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 07月

[3] 同济大学等四校合编. 房屋建筑学.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 02月

[4] 夏云等. 生态可持续建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年 09月

一、课程简介

以城市的主体——建筑的剖解为载体，以生态发展的趋势为引导，主要通过实际案例

的解析，若干环节的思考题的讨论，帮助学部不同专业学生增进建筑与环境相关专业的了

解，提升彼此不同专业的理解与协调能力。

二、课程地位与教学目标

课程地位：面向城市建设学部相关专业的学生，搭建一个跨专业的沟通、了解平台，

为其之后的发展增添相关综合能力。

教学目标：以城市的主体——建筑的剖解为载体，以生态发展的趋势的解析为引导，

对于建筑与环境，生态平衡，多学科交叉融合，系统运行，彼此了解与合作，提升学业基

础的触类旁通。通过该课程，了解它专业的基本常识和要求，为互相合作、提供高品质工

程设计成果，增加综合能力，包括：设计能力，协调能力。理解彼此的工程语言和意图，

联合、系统、合理、独创的生态策略。

对应的教学目标为：[ 3 ]、[ 6 ]、[ 7 ]、[ 9 ]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要求

[1] 表示掌握。指学生能根据不同情况对某些概念、定律、原理、方法等在正确理解

的基础上结合事例加以运用，包括分析和综合。

[2] 表示理解。指学生能用自己的语言叙述、解释、归纳，并能把某一事实或概念分

解为若干部分，指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或与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

[3] 表示了解。指学生应该辨认的科学事实、概念、原则和术语等，知道事物的分类、

过程及变化倾向，包括必要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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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自学或粗讲。

第一章 建筑科学基础综合知识

第一节 房屋建造流程△；第二节 城乡规划简略△；第三节 建筑场地选择与营造△。

第二章 建筑单体

第一节建筑等级[3]；第二节建筑结构基础知识与抗震△；第三节建筑构件与物理效能

[3]；第四节 建筑表面装饰的新意义△；第五节 建筑管道常识△；第六节 建筑智能含义△。

第三章 建筑的生态策略

第一节 建筑与环境危机[3]；第二节 新型能源的建筑应用[3]；第三节 建筑综合效益

[2]；第四节 国家规范与国际履约△。

四、教学环节安排与要求

该课程面对城市建设学部若干专业学生，不同专业背景学生之间对于彼此专业的了解

极重要，故，总体课程以了解、理解为目标，若干环节对应布置开放式思考题，布置实例

调研作业，并汇报，作为结课方式和成绩依据。

五、教授方法与学习方法

教授方法：以指导学生自修理论为主，课堂主要以工程实际案例的分析支撑各章节的

理论内容，增强学生工程实践能力，提升学生在工程设计阶段的生态综合方案的构建能力。

学习方法：以课堂命题探讨的方式交流不同专业学生、师生的观点，给予学生更多的

表达机会，在交流中学习借鉴、阐述。

六、学时分配

表 1 各章节学时分配表

章节 主要内容
学 时 分 配

合计
讲授 习题 实验 讨论 其它

第一章 建筑科学基础综合知识 2 2

第二章 建筑单体 4 6 10

第三章 建筑的生态策略 18 2 10 6 36

合计 24 2 16 6 48

七、考核与成绩评定

若干环节对应布置开放式思考题，布置实例调研作业，并汇报，作为结课方式和成绩

依据。

表 2 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分布表

考核方式 比例（%） 主要考核内容

作业 60 主要章节设置开放式作业，集中提交。

期末 40 实际案例调研、分析，课堂报告，并提交。

制定者：夏葵

批准者：郑善文



16

2024 年 11 月


	 “城乡生态与风景园林欣赏”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简介
	二、课程地位与教学目标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要求
	四、教学环节安排及要求
	五、教授方法与学习方法
	六、学时分配
	七、考核与成绩评定

	“城乡生态与生态美学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简介
	二、课程地位与教学目标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要求
	四、教学环节安排及要求
	五、教授方法与学习方法
	六、学时分配
	七、考核与成绩评定

	“建筑与环境的生态新论”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简介
	二、课程地位与教学目标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要求
	四、教学环节安排与要求
	五、教授方法与学习方法
	六、学时分配
	七、考核与成绩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