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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网时代特点

互联网时代以互联网为核心，把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紧密连

接在一起，构建出全新的社会形态与发展模式。与以往相比，互

联网时代是一个突出新技术、新模式应用的时代，具有很多新的

特点。首先，它具有信息爆炸式增长与快速传播的特点。各类信

息技术的应用，使得信息的获取、处理和传播速度、广度得到了

快速提升，为高校中国古典园林教学带来了新的可能。其次，它

具有产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的特点。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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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国古典园林具有涉及课程多、涵盖内容多、时间跨度长、学习难度高等特点，传统教学模式往往难以满足学生学习

需求。互联网时代下，各类信息技术发展成果被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为教师进行中国古典园林教学创新提供了重要

支持。教师需要转变教育理念，利用信息技术丰富教学资源、个性化设计教学流程与内容、优化课堂互动环节，为学

生创造更好学习条件。基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互联网时代特点及其对高校中国古典园林教学改革的促进作用，而后结

合教学实际提出可行的教学改革路径，旨在为各位同行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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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volving multiple courses, covering a wide range 

of content, having a long time span, and high learning difficulty.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s often 

fail to meet students' learning needs. In the Internet era, variou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providing important support for 

teachers to carry out teaching innov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s. Teachers need to change 

their educational philosophy,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enrich teaching resources, personalize 

teaching processes and content, optimize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create better learning conditions 

for student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net era and its role 

in promoting the teaching reform of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n 

proposes a feasible teaching reform path in combination with teaching practice,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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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产业不断涌现，传统产业得以转型升级，形成了许多新的经济

增长点，比如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电子商务等，都是互联网技

术发展的典型成果，为人们的生活与学习带来了更多的便利。教

师可以结合互联网时代的这些特点，将更多新思路、新资源、新

方法融入教学活动，推动中国古典园林教学的创新发展。

二、互联网对高校中国古典园林教学改革的促进作用

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各类新技术、新资源逐渐推广到教育

传统中国古典园林教学模式效率较低、师生课堂互动少、教学效果查，严重影响了该课程的授课质量。随着网络及科技的发展以及

学生思想和对事物认知的变化，为了更好地满足学生学习需求，教师需要立足于互联网时代背景加强新型中国古典园林教学路径的探

索，通过信息化措施实现对教学资源的丰富、教学流程与内容的个性化设计、课堂互动环节等进一步优化。在此基础上提高学生的园林

艺术审美及鉴赏能力开阔设计思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同时通过学习增强学生的专业认同感及对中国古典园林优秀思想理念传承和

发展的使命感，最终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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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为教学改革提供了新思路。对于高校中国古典园林教学而

言，互联网不仅带来了新的教学模式，而且促进了学生学习方式

的改变、教师教学效果的提升 [1]。结合相关文献资料与笔者实践

经验，本文将互联网对高校中国古典园林教学改革的促进作用总

结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互联网为中国古典园林教学改革提供

了丰富的教学资源。教师一方面可以通过在线图书馆、数字博物

馆、学术数据库，可以轻松地获取到与中国古典园林相关的各类

素材；另一方面可以利用高清图片、视频和虚拟现实（VR）技

术对中国古典园林进行直观化呈现，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园林

之美 [2]。其次，互联网促进了高校中国古典园林教学的个性化发

展。教师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智能推荐等技术，向每一名学生

推荐个性化学习方案，指导他们针对自身学习上的不足之处进行

强化训练 [3]。最后，互联网强化了师生互动与交流。以雨课堂等

智能教学软件为依托，教师与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在线交流和

讨论。这些智能教学软件的使用既丰富了教师的教学形式，也能

够拓宽学生学生的知识面，增加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有效互动 [4]。

三、互联网时代下高校中国古典园林教学改革路径

（一）开展视听化教学，促使学生感知美

近年来，互联网发展非常迅速，对教育领域形成了重要影

响。教师在实施中国古典园林教学过程中，要准确把握互联网时

代特点、找准课程教学信息化靶点开展视听化教学，为学生提供

更加优越的学习条件，提升学生对中国古典园林之美的感知。这

要求教师深入研究“互联网 +中国古典园林教学”理念与模式，

以先进的教学理念为指导、以成功的案例为借鉴进行教学改革，

实现内容呈现方式的创新 [5]。比如，教师可以在“互联网 +”理

念指导下，将典型案例制作成微课，通过微课构建视听化教学模

式，让学生在丰富感官刺激下感知中国古典园林之美。首先，教

师可以通过下载网络资源或者实地拍摄的方式，获取关于典型中

国古典园林的视频、图片等素材，融入微课视频。结合这些直观

化的内容，对中国古典园林文化内涵、审美特点进行解说，能够

帮助学生对中国古典园林之美形成整体、直观印象。例如，在讲

到园林造景手法时，一般会讲到障景、对景、漏景、框景以及借

景等手法，其中借景就是将园外的景物借到园中来，拙政园中入

园见塔的著名景点就是远香堂借北寺塔的景。如果只是单纯的从

理论层面进行描述，学生会觉得很抽象，难以理解。但如果通过

视频，学生便可充分体会和理解借景的造景手法，学生既能学习

理论知识，又能感受园林文化的意境之美 [6]。其次，教师要结合

教学目标与进度，为学生设计个性化学习任务。比如，可以要求

学生分成小组，在微课基础上进行自主学习，并参考微课制作自

己感兴趣或者家乡典型古典园林的短视频。学生自主学习、制作

短视频过程既是一个审美过程，也是一个应用专业知识的过程，

能够强化对中国古典园林之美的感知。

（二）构建信息化情境，促使学生发现美

情境在高校中国古典园林教学的应用，能够为学生构建探究

性学习空间，激发其想象，促使其更加敏锐地发现美 [7]。大学生

具有较强的主观能动想，教师应针对此特点构建信息化情境，促

使其在情境所构建的广阔空间中自主发现美。如此，可以构建出

更加生动、有趣、高效的学习环境，让中国古典园林课程学习变

得更加轻松、愉悦。比如，讲解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特点时，

教师要利用网络资源构建信息化情境，促使学生主动探索、发

现 [8]。首先，教师需要通过高清视频全方位展示中国古典园林的

景观风貌，激发他们对中国古典园林美的欣赏。在情境感受的同

时，穿插专业知识的讲解，让学生了解中国古典园林典型案例的

艺术特点。其次，在学生初步掌握相关知识点的基础上，教师可

以通过与导游连线或者视频与线上语音讲解相结合，让学生跟随

导游视角发现中国古典园林美。连线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可以在

平台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与其他网友交流思想，从不同角度感知

古典园林之美 [9]。最后，教师提出讨论主题，引导学生总结中国

古典园林的艺术特点，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详细说明。这样的学

习任务设计，能够增强教学活动的开放性，给予学生更为自由地

发挥空间，可以使学生的思维更加活跃 [10]。

（三）构建虚拟化空间，促使学生创造美

VR、AR等虚拟仿真技术可以辅助教师创设智能化教学场

景，为学生提供全息化、沉浸式学习场所。教师在结合互联网时

代背景进行中国古典园林教学改革过程中，要善于利用虚拟仿真

技术构建虚拟化空间，促使学生在虚拟化空间中感知、创造美。

比如，教授中国古典园林造景手法时，教师可以利用 VR虚拟仿

真技术构建虚拟学习空间，为学生提供直观感受 [11]。首先，教师

要利用 VR虚拟仿真教学系统呈现中国古典园林，让学生瞬间“穿

越”时空，亲身体验漫步其中的感觉。在该虚拟空间中，学生可

以触摸建筑，感受园林布局的巧妙，甚至与虚拟的古人进行交

流，了解园林背后的故事。通过这样的方式，引导学生探究中国

古典园林造景手法，让学生更加深刻的体会中国古典园林 "虽由人

作，宛自天开 "的审美旨趣 [12]。其次，教师可利用 VR虚拟仿真

教学系统呈现新的场景，要求学生结合该场景进行园林设计，将

中国古典园林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上。该环节，学生可以组成小

组，进行讨论、互相学习来共同完成任务。这种学习方式不仅能

够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促使他们在相互交流中不断加深对

中国古典园林造景手法相关知识的理解，而且能够帮助他们在运

用的过程中实现知识迁移 [13]。

（四）引入数字化教学平台，促使学生探究美

教学环境可以改变教与学的关系，促进教师主导作用、学生

主体作用的进一步发挥，是教师提升中国古典园林教学效果的关

键所在 [14]。互联网时代下，教师要通过引入数字化教学平台实现

教学环境的改造与升级，从而将信息技术教学优势发挥到更大。

比如，教授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历程的相关知识时，教师可以利用

线上教学平台对教学环境加以优化，通过创新、升级课堂教学环

境改变教与学的关系，让“教”更好地服务于“学”。首先，教师

要利用线上教学平台分享关于中国古典园林的影视片段，让学生

结合一定的历史时空探究中国古典园林之美。在这一环节，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结合影视片段，将其中涉及的中国古典园林风格进

行对比，例如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域的造园思想和风格。这样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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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能够激发学生对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历程的探究兴趣，使其自

愿自觉地处于教学环境当中。其次，教师要组织学生将思考结果

分享到线上教学平台，并对其进行整理、归纳。教师依托分享、

整理、归纳的过程促使学生以时间为线索纵向了解中国古典园林

发展历程，能够帮助学生理清知识脉络，建立对中国古典园林发

展历程的整体认知 [15]。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园林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较强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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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课程，具有涉及课程多、涵盖内容多、时间跨度长、学习难

度高等特点，对教学模式的构建提出了较高要求。为了更好地满

足学生学习需求，教师需要结合互联网时代背景，将各类信息技

术发展成果有效运用到日常教学中，从而实现对教学资源、教学

模式的丰富、对教学流程与内容的个性化设计、对课堂互动环节

的进一步优化。具体而言，教师应准确把握互联网时代特点，了

解其对高校中国古典园林教学改革的促进作用，而后通过开展视

听化教学、构建信息化情境与虚拟化空间、引入数字化教学平台

等措施促进学生的高效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