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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植物与种植设计》课程质量报告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景观植物与种植设计

课程负责人：张旻

课程团队成员：赵莹、杨千卉、刘艳姣

建设单位：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学时：48

课程网址：

https://mooc.icve.com.cn/cms/courseDetails/index.htm?classId=e091bfa279e92
3dbfe63d04d6008afe7

二、课程定位及建设思路

（一）课程定位与目标

景观植物与种植设计课程是面向环境艺术设计（景观设计方向）

开设的一门专业核心课，同时为其他专业和社会学习者提供在线学习

服务，课程共 48学时，3学分。

本课程以植物学、规划设计、艺术美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为基础，

以仿生的源泉与启迪功能为切入点，介绍城市园林常用植物材料，讲

述景观规划设计中植物应用的基本原理与方法，以及城市规划中相关

的植物知识，了解园林景观与各种植物的关系以及相关的植物知识；

掌握景观规划设计中植物应用的基本原理与方法；了解城市森林、植

物与城市防灾等一般知识。引导学习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深入生

活，在设计实践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努力创

https://mooc.icve.com.cn/cms/courseDetails/index.htm?classId=e091bfa279e923dbfe63d04d6008afe7
https://mooc.icve.com.cn/cms/courseDetails/index.htm?classId=e091bfa279e923dbfe63d04d6008afe7


《景观植物与种植设计》课程质量报告

2

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在国家政策、法律法规指引

下完成景观设计项目；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

美育精神，创新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景观设计。

（二）结构与内容

立足教学目标，按照植物设计师工作任务及学生学习认知规律，

以“培育秉持生态文明理念，设计为民，开拓创新的新时代设计英才”

为课程思政主线，岗课赛证融通对接“具备正确的艺术观和创作观，

较高的专业审美和人文素养，能够积极弘扬中华美育精神”等职业岗

位素养，紧跟国家政策要求，对课程内容进行重构优化，形成了景观

植物基础认知、分类型植物景观设计、居住区种植设计、课程拓展 4

个教学模块，18 个学习任务的课程。课程内容对接植物设计师职业

岗位需求，提升了专业素养，对接课程思政目标强调价值引领，开发

了 25 个系列微课，每个微课都配套了学习任务单和进阶练习，满足

学生个性化需求，助力学生成长。

三、教学目标

《景观植物与种植设计》课程是一门针对多样化学习者的网络教

学课程。本课程设定的培育对象和对应目标包含两类对象：针对环境

艺术设计专业的业内对象，通过课程提升他们的专业素质，搭建起相

互交流的平台，提高他们的进阶研修的起点；针对艺术院校的选修生

与社会各领域的设计爱好者，通过课程获得比较全面的知识积累和技

能体验，丰富文化生活或培育他们成为潜在的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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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对学习者述求整合，将课程目标确定如下：

表 1 教学目标一览表

知识目标

1. 了解园林景观与各种植物的关系以及相关的植物知识；

2. 掌握景观规划设计中植物应用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3. 了解城市森林、植物与城市防灾等一般知识；

4. 掌握景观植物在景观中的功能和分布；

5. 通过学习使学生基本掌握景观设计中园林绿化设计的基本方法；

6. 了解景观植物的形态特征。

能力目标

1. 加强对园林绿化设计的基本知识、绿化景观设计方法的认识；

2. 让学生多了解景观设计中植物的基本常识，并具有一定的地理学知识；

3. 引导学生加强对人居环境的知识了解；

4. 要求学生对环境生态知识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

素质目标

1. 具备在规定时间内自主完成实训任务的能力；

2. 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

3. 具有高度责任心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4. 养成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具备较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5. 善于交流、沟通，具有较好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

四、课程资源建设情况

（一）课程建设历程

本课程依托省级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于2019

年开始作为专业核心课程建设。2020年12月在智慧职教职教云面向本

校学生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在学校SPOC使用情况中合肥信息技

术职业学院、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漳州理工职业学院、安徽城市

管理职业学院使用了本课程。2022年3月在智慧职教MOOC学院面向校

内外广大学习者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已经完成两期教学，正在

筹备第三期课程的开课。

（二）基本信息规范

课程基本信息完整，课程页面包括课程介绍、教学团队、课程公

告、课程学习、作业考试等信息，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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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景观植物与种植设计》课程基本信息

为有效引导学习者开展线上及混合式教学，将每个任务的学习任

务单（图2）、课件PPT（图3）、微课视频（图4）、进阶练习（图5）

同步到在线课程平台，学习者能清晰地了解本课程各个项目内容、目

标、课时、授课计划、学习要求等信息；课程内容采用视频、动画（图

6）、文档、图片、习题（图7）等富媒体资源展示，满足学生个性化

学习需求。根据省级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学资源库项目建设要求，本

课程做到了导航清晰明确、版式设计新颖、内容简洁易寻找，学习者

能快速地了解课程，开展线上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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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学习任务单

图 3 课件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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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微课视频

图 5 进阶练习

图 6 动画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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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课程题库

（三）资源建设应用

本课程丰富的线上资源满足了学习者的需求，支持全程在线自学

自主完成课程。在省级项目的支持下，该课程教学资源总数为 374 个，

其中微课资源（54个），视频类资源（124 个），音频类资源（11

个），动画资源（2 个），图形/图像类资源（63个），PPT 演示文

稿类资源（35个），文本类资源（85个），题库（150 道）。课程

拓展资源库包含教师现场讲解植物，学生分析植物配置，优秀设计作

品等多样化扩展资源。围绕“对植物设计师职业的理解”、“居住区

种植设计如何做到以人为本”等专题设置了主题讨论，并开展在线答

疑等环节。

各类资源数量如表 2所示。资源结构比例按照教学需求和学习规

律合理分配，资源分布情况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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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资源数量分布

模块 任务
微

课

视

频

动

画

虚

拟

交

互
PPT

图

形

图

像

文

本

其

他

项目一：

景观植物

基础认知

任务一：概念与功能

认知
4 4 4 9 2

任务二：生态属性认知 1 5 10 19 2

任务三：美学属性认知 1 8 13 2

任务四：文化属性认知 1 3 10 1

项目二：

分类型植

物景观设

计

任务一：树木景观设计 4 4 1 11 1

任务二：草坪与地被景

观设计
2 1 2 6 1

任务三：花卉景观设计 2 3 1 5 1

任务四：水生植物景观

设计
1 1

任务五：小结与拓展 3 1 1 1

项目三：

居住区种

植设计

任务一：走进居住区

绿地
1 1 1 1

任务二：居住区植物群

落选择
1 1 1 1

任务三：居住区种植设

计程序
1 1 1

任务四：小结与拓展 1 1 1 1

项目四：

课程拓展

任务一：相关书籍和

规范

1 1

任务二：常用植物认知 10 42 1

任务三：种植设计案例

与优秀作业

1 54

任务四：设计手记 11

任务五：植物配置解读 52

总计 25 116 2 35 54 85 29

图 8 《景观植物与种植设计》课程教学资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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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内容更新

本课程于 2019 年开始建设，2021 年立项为“省级环境艺术设计

专业教学资源库”课程建设子项目后，教学团队深入调研了解植物设

计师岗位职责，结合国家教学标准和风景园林行业企业标准，紧扣湖

南省大学生风景园林学科竞赛要求，以风景园林学科为引领，基于工

作任务进行了整体教学设计，将教学内容重构为景观植物基础认知、

分类型植物景观设计、居住区种植设计、课程拓展四个教学模块。

本课程符合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特征，以学生为中心构建体现信息

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课程结构和教学组织模式，课程知识体系

科学，资源配置全面合理，在智慧职教面向全网授课；使用微信小程

序即可登陆学习课程，适合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能有效提高教学质

量。

（五）学习考核评价

依据服务校内学生和校外在线学习者的课程定位，采用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核评价。校内学生成绩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

评价相结合、线上与线下成绩结合的方式进行考核评价，校外学习者

成绩采用线上考核的方式。

校外学习者总成绩为 100 分。学生得分=资源完成分数*资源完成

比例 40%+考试平均分*考试得分比例 20%+作业平均分*作业得分比例

15%+测试平均分*测试得分比例 15%+讨论得分*讨论得分比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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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学生总成绩为 100 分。学生得分＝线上 50%+线下 50%。其中

线上成绩=线上课程视频 20%+线上章节测验 10%+线上主题讨论 10%+

线上考试 10%，线下成绩=学习态度和考勤 10%+职业素养 5%+劳动素

养 5%+课堂展示 10%+作品质量 20%。

五、课程建设质量保障体系

（一）建设团队保障

1.承担授课任务

近 3 年来，课程团队主要成员 4人中有 3人承担了本门课程教学

工作，1人承担了助教工作。

2.课程负责人开展教学研究及获得教学奖励

课程负责人为副教授，主持教育部职业院校信息化教指委1项，

主持益阳市社科课题5项，主持参赛作品《壶中花园，怡然天地——

庭院植物景观设计》荣获2020年湖南省职业院校教师职业能力竞赛教

学能力比赛二等奖，主持《侗心未泯，画地成景——公园景观设计之

方案构思》荣获2020年湖南省职业院校教师职业能力竞赛教学能力比

赛思政赛项三等奖。

3.团队成员开展教学研究及获得教学奖励

团队成员 4 人，2人被遴选为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1 人为中级

工程师。团队成员既是骨干教师又是工程师，是专兼结合、教培一体

的双师型教师团队，“双师型”教师占比 100%。课程团队主持教育

部职业院校信息化教指委课题《区块链视域下高职艺术设计类人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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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素养培育教学质量评价有效性研究》，主持省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课题《高职学生核心素养培育下信息技术与艺术设计学科课程整

合创新研究》，主持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协会课题《自媒体时代下

学生核心素养培育融入艺术设计专业教育实践研究》，团队成员荣获

2021年湖南省职业院校教师职业能力竞赛教学能力比赛二等奖2项，

多次指导学生参加“艾景奖”、“湖南省大学生风景园林学科竞赛”

等竞赛，荣获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4项，三等奖 7项。课程团队结构

合理，师德师风优良，教学表现力亲和力强，教学成果积累丰富，教

学改革意识强，信息素养高。

表 3 课程建设团队一览表

主要成员（序号 1 为课程负责人）

序

号
姓名 出生年月 单位 职务 职称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授课任务

1 张旻
1983 年

02 月

湖南工艺

美术职业

学院

专任

教师

副教

授
17769377516

289083369@q

q.com

负责课程总

体设计、课

程思政理论

研究与应用

2 赵莹
1984 年

12 月

湖南工艺

美术职业

学院

专任

教师
讲师 17726197672

627860320@q

q,com

负责课程资

源建设、负

责理论研究

与应用推广

3
杨千

卉

1989 年

05 月

湖南工艺

美术职业

学院

专任

教师
讲师 13017180504

247360712@q

q.com

负责教学管

理和课程资

源建设

4
刘艳

姣

1986 年

12 月

湖南工艺

美术职业

学院

无 中级 18711712781
443230269@q

q.com

负责教学管

理和课程资

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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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费保障

（三）制度保

该课程建设总经费 8万元。严格执行相关制度法规，提高资金

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确保转款专用、专账核算。

障

学校在线课程管理制度和机构健全，已出台在线课程教学管理办

法，对课程选用、教学、评价、督导和学分认定等进行了规范，线上

与线下课程教学同管理、同要求，有支持在线课程建设和实施的激励

制度，提供人员、经费保障。学校重视版权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严格

管理，规范严谨。教材选用合理，符合规定，引用资源规范，符合教

学需求。

表 4 资源库建设制度文件一览表

序号 类别 文件名称

1

项目管理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学资源库共建共享联盟章程

2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学资源库项目管理办法

3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资金使用与管理实施细则

4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学资源库校际学分互认管理办法

5
项目建设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主持院校定期沟通协调制度

6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技术标准

7
应用推广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学资源库校企合作新技术应用推广管理办法

8 专业教师信息化能力培养与考核制度

六、资源建设质量控制过程

依据《资源库建设项目技术规范汇编（2017 版）》，资源素材

建成后首先由课程负责人检查，再提交学院资源库资源审查负责人进

行资源审核，审核通过后进行课程发布。在课程应用过程，课程团队

安排专门负责教师，进行课程资源应用过程中学生所提出的问题整理，

将学生反馈传达给具体资源模块负责教师。资源在经过一个学期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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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后，课程团队深入企业进行调研，和企业合作进行资源应用效果

分析讨论，对资源的滞后性和应用效果不佳的资源进行更新、替换，

资源更新每年不少于 10%。

七、典型学习方案

（一）本课程教学组织安排

本课程构建了完整的教学资源序列，借助智慧职教 MOOC 学院城

市景观植物与种植设计课程平台和手机端微信小程序开展线下教学，

各项教学活动过程基于课程平台进行全程考评，对学生学习情况实时

跟踪、数据分析，做到教学过程线上全程记录，可回溯。形成能学辅

教的适合大规模在线开放学习和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的设计类课程。

（二）“三段式”教学模式

以项目三：任务一 树木景观设计为例：

1.课前导学

教师提前在教学平台发布学习任务。学生登录平台后，按照“学

习任务单”完成任务，自学知识点。学生通过课前任务完成对教学内

容的初步感知，为突破教学重难点做铺垫。

2.课中助学

教师检查教学平台中学生资源完成度、主题讨论区，师生在线答

疑互助学生解决重难点问题，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或调整学习方法

等；布置课后进阶练习。

3.课后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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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学生在已学知识的基础上，通过进阶练习，使知识得以

进一步拓展，能力得以进步一发挥，体验得以进一步延续，习惯得以

进一步培养。进阶练习体现了专业性、时代性、开放性。学习者可以

结合课中教学自主查找资料、检索资源库中的设计案例等，完成进阶

练习。

八、建设完成情况

根据资源库课程建设目标和任务，资源库建设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如表 5 所示。

表 5 资源库建设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值

目标值 完成情况 完成率

数量指标

微课类资源(个) 55 25 45%

视频类资源(个) 103 116 113%

动画类资源（个） 3 2 66%

其它非文本类资源（个） 7 11 157%

文本类资源（个） 63 85 135%

图形图片类资源（个） 57 54 95%

演示文稿 ppt 资源（个） 12 35 292%

课程习题（道） 150 150 100%

虚拟仿真类资源（个） 1 0 0%

交互类资源（个） 1 0 0%

质量指标

原创资源占比（%） 80 100 125%

活跃资源占比（%） 85 90 106%

资源年更新率（%） 10 20 200%

推广效益

指标

利用课程开展线上教学或线上

线下混合教学的期数（期）
2 3 150%

教师发帖数（条） 20 93 465%

教师回帖数（条） 50 68 136%

教师发布实训任务、作业、测

试、考试（次）
10 64 640%

教师批阅、批改数（人次） 200 1207 603%

学生留言数（条） 200 3635 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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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课程应用和推广情况

（一）本课程的教学效果

《景观植物与种植设计》课程目前累计互动总量为339568。课程

开课期数为3期：职教云开设一期，选课人数达244人；智慧职教MOOC

学院开设两期，选课人数达1936人；SPOC中引用本课程学习人数达696

人。选课人数合计2874人，具体情况如下：

图9 选课人数统计情况



《景观植物与种植设计》课程质量报告

16

图10 不同期数选课情况

本课程发布作业21次，总题数102道，参与人数1300人，批阅次

数1207次；发布随堂测验41次，总题数172道，参与人数968人；发布

考试2次，总题数26道，参与人数884人，具体情况如下：

图11 课程活动分布

本课程教师发帖93次，回帖68次；学生发帖548次，回帖3087次；

参与互动总人数为689人，发帖人数为176人，发帖回帖合计3796次，

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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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讨论区

本课程面向全网公开授课，适合学习者在线学习。重视学习任务

与活动设计，通过在线测试、线上线下讨论、在线答疑等，打破空间

界限，实现了师生之间、学生之间资源共享、问题交流和协作学习。

学生反映测试新颖便捷，任课教师减少了统分的压力，提高了工作效

率。

本课程明确了学生评价策略和学习激励措施，建立线上和线下融

合，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多元化考核评价模式，促进学

生自主性学习、过程性学习和体验式学习。注重对教学效果的跟踪评

价并开展教学研究工作。基于大数据信息采集分析，全程记录和跟踪

教师的教学内容和学生反馈的学习过程、行为和效果，促进因材施教，

提高学校及教师的教学质量。

（二）技术支持服务

本课程运行情况优秀，课程平台和学校信息中心提供全程信息技

术支持服务。课程团队配备了教与学全套课程资源（图 13），采用

颗粒化方式组织，围绕知识点展开、清晰表达知识框架，形成系列微

课。符合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特征，教学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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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素材类型统计

（三）课程示范引领

课程目前在智慧职教 MOOC 平台上连续开设 2期课程，选课人数

达 1936 人。在线开放课程中有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重庆应用技

术职业学院、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永州职业技术学院、黄冈

职业技术学院等 61所学校的学生及社会学习者、设计师选课并完成

全程学习，有完整的教学实施数据，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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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日志分布

十、特色创新

（一）基于艺术类专业特点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善于用党

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学生。高度凝练挖掘传统素材和当代素材等课程

思政元素。选取的传统素材要让学生了解中国传统生态文明理念的内

涵与精髓，领略中国传统园林的艺术魅力；选取的当代素材贴近学生

生活与时代脉搏，通过党的十九大召开、七十年国庆、北京园博会的

举行等热点事件与植物景观的联系，树立学生的家国情怀、生态意识，

在知识传授中强调价值引领，在价值传授中凝聚知识底蕴，实现“培

育自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创新性的新时代设计英才”教学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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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合课程特点设计“三段式”教学模式

本课程以教学一体化设计为主线，突出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组织

形式，信息技术运用于日常教学，师生、生生之间形成“课前导学、

课中助学、课后促学”的教学模式，有利于学习者掌握课程的基本理

论和提高学习效率。

十一、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持续优化课程资源，坚持更新

优化媒体素材类型，文本类型素材、图形（图像）素材、音频类

素材、视频类素材、动画类素材比例分布，使之更加合理，适当提高

动态视频类、动画类、虚拟仿真类、交互类素材的占比。完善题库内

容结构，优化试题类型，增加实操内容，融合非遗传承内容和考核标

准。

更新课件、咨询、企业合作案例、相关文献资料，及时解答常见

知识技能问题。每年更新不少于 10%的资源，规范资源格式，方便使

用，提高课堂效率，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提供资源条件。

（二）扩大课程辐射效应，助力推广

加大推广宜传力度，扩大适用范围，增加应用学校数量，更好地

为学校用户、企业用户、社会学习者提供学习机会和平台，为教师、

学员提供研讨平台，提升文化素养，促进就业与再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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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建边用边改善，《景观植物与种植设计》课程团队，将继续在

资源建设和推广应用上努力，充分发挥课程资源在资源库中的作用，

为社会各界提供优秀的共享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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