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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he traditional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education is facing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actical innovation path of the teaching method of 
intelligent ecological landscape planning, and aims to inject new vitality into the landscape design education. The paper defines the 
concept of intelligent ecological landscape planning and new teaching requirements, analyzes the limitations of teaching methods 
such as lack of pertinence, interactivity, and practicality, adopts a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grated teaching mode, and combines 
GIS, CAD, VR and other tools in teaching practice. By comparing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teaching method is verified to enhance students’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innovation ability. The experiment involved 
200 students, random sampling in June teaching results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spatial perception, ecological design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To study and discuss the potential influence 
of intelligent teaching methods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problem solving, teamwork and lifelong learning ability, so a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future education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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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可持续发展和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传统景观规划设计教育面临挑战与机遇。论文探索智能化生态景观规划教学方法的
实际创新路径，旨在为景观设计教育注入新活力。论文定义智能生态景观规划概念及新教学要求，分析教学方法局限如缺
针对性、互动性及实践性，采用信息技术融合教学模式，结合GIS、CAD与VR等工具于教学实践，通过对比实验组与对照
组学习成效，验证教学方法提升学生专业技能与创新能力。实验涉200学生，随机抽样六月教学成果分析。结果显示，实验
组在空间感知、生态设计应用及创新思维方面明显提升。研究讨论智能教学方法培养学生问题解决、团队合作及终身学习
能力的潜影响，为未来教育改革提供理论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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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与数据分析的快速发展，智能化生态景

观规划教学迎来了全新机遇。本研究深入探索 GIS、RS、

CAD 及 VR 等先进技术的融合应用，旨在全面增强学生的

专业技能与创新思维。GIS 与 VR 技术为景观空间的动态管

理与虚拟设计提供了无限可能，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空间感

知能力和生态设计水平；CAD 则以其精准的制图与模拟功

能，进一步丰富了设计表现力和教学效果。此外，通过构建

VR 沉浸式学习环境，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地理解生态景观规

划中的微观与宏观元素，从而全面深化专业知识与技能。教

学实验显示，在空间感知能力、生态设计理念的应用及创新

设计思维方面，涉及 GIS、CAD、VR 工具融合教学的学生

群体明显优于传统教学方法所培养的学生 [1]。智能化教学方

法也在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团队协作精神及终身学习能

力上展现了其独特的有效性。随着社会对生态与可持续发展

的重视和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智能化生态景观规划教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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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法将有助于培育出能够适应未来城市生态发展需求的

高素质设计人才，为现代化城市建设和管理提供新的视角和

方案 [2,3]。

2 智能化生态景观概述 

随着技术进步，智能化景观规划成为教育新趋势。工

具如 GIS、RS、CAD、VR 及参数化设计提升设计精度与效

率。GIS 精确分析地形、土壤和植被，强化数据支持。遥感

技术便于监管和获取环境变化信息。CAD 规范化图纸，提

高工效；VR 提供沉浸式体验，预见效果；参数化设计简化

复杂问题，快速多方案创新。这些技术促进信息流通，丰富

解决策略，提出教学挑战，需教师强化技术教学与实践。教

育应注重工程实践，案例教学让学生深刻理解技术，促进理

论实践发展。智能化技术更新了景观规划方法。GIS、RS、

CAD 和 3D VR 实现数据全流程数字化，GIS 显著于生态参

数测绘、数据集成及评估。技术集成提升规划专业性和科学

性，增强方案精度与执行性。智能化面临技术适应性、操作

门槛、人才挑战。GIS 与 CAD 融合，高效处理空间数据，

精确生态规划，需长期知识和操作技能。此外，VR 虽然提

供了沉浸式体验环境，让规划设计师和用户可以更直观地预

见规划成果，但这也对从业者的技术熟练程度提出了新的要

求。在生态功能区划、绿地系统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

面，智能化景观规划的方法已经展现出对传统规划方法的重

大改进 [4,5]。特别是在生态恢复项目中，采用遥感监测可以

持续跟踪植被恢复动态，为景观维护提供了依据和指导。针

对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构建，GIS 等技术也能够帮助规划者

更加细致地分析城市绿地网络 [1]。至此，推动技术与教学结

合，提升生态景观规划质效，需整合智能化技术与最佳实践。

建立动态监控系统和可视化平台，将改变设计师工作方式，

提高规划的社会和科学价值。

3 教育教学方法分析

智能化生态景观规划教学标准化、体系化。传统教学

融理论案例，重视知识技能，教师用幻灯片讲授多学科景观

设计理论，但批判性不足，难发挥学生主动性创造性，并重

视形态视觉，轻视生态功能和可持续性。内容死板，结构分

明，各部分孤立，缺系统整体教学 [6]。学生对景观元素的认

识多限于理论层面，现场实践机会有限，难以形成真正意义

上的跨学科综合能力。景观设计的项目实践主要以个人或小

组形式完成课程作业，教师对设计过程的指导多为阶段性审

查，反馈周期长，学生独立探索的空间受限 [7]。由于传统教

学中考察方式多以闭卷形式为主，导致学生应试心理突出，

创新实践意识相对薄弱。此外，受技术和资料限制，学生对

于生态景观环境的数据分析与模拟能力培养不足，缺乏对复

杂生态系统演变规律的深入理解与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生态景观规划教育的深度与广度 [2]。

智能化技术在生态景观规划教育中显著提升了教学质

量和效率。GIS、CAD 及 VR 等技术的引入突破了传统的教

学模式，为学生提供了沉浸式的学习体验。这些工具不仅使

复杂的概念和设计理念得以更直观高效地传达，还帮助学生

进行精细且系统化的生态景观分析。

在教学过程中，GIS 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空间数据的采

集、管理和分析。这些应用不仅提升了学生在土地利用规划

中的技能，还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处理地理空间信息。

通过实际操作GIS软件，学生学会如何收集和分析地形数据，

这对他们未来在生态景观规划中的实际应用至关重要。

CAD 技术则在提高设计精确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生可以通过 CAD 软件详细地绘制和修改设计图纸，增强

了他们对设计概念的理解和应用能力。CAD 工具使得学生

能够在虚拟环境中进行设计理念的预测和验证，帮助他们更

好地理解和改进设计方案。

VR 技术的引入使得设计可视化成为可能。学生可以在

三维空间中体验自己的设计理念，从而激发他们的创新潜能

和设计兴趣。先进的三维建模和模拟技术能够在虚拟环境中

构建真实的地形、植被和水系，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空间想

象力和创新能力。

智能化生态景观规划教学具有复合性和多维度的特点。

它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景观规划的基本概念与设计原则，还

需要熟练操作各种技术工具，以便有效解决实际问题。通

过实践教学，学生可以深入挖掘和创新应用生态理念，实

现生态保护与景观设计的有机结合。例如，在一个项目中，

学生可能会利用 GIS 技术进行现场数据的收集和分析，通

过 CAD 软件进行设计图纸的绘制和修改，最终利用 VR 技

术进行设计的可视化展示和体验。这种全方位的教学方法不

仅提升了学生的专业技能，还培养了他们的综合素质和创新

能力。

通过对这些技术工具的应用，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

应用生态景观规划的核心概念和方法。这不仅提升了他们的

学习效率，还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智

能化生态景观规划教学方法的应用，不仅提升了风景园林教

育的质量，也推动了教育教学的创新，为构建新时代风景园

林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综上所述，智能化技术在生态景观规划教育中的应用

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有效补充和提升。通过 GIS、CAD 及

VR 等技术的引入，学生不仅能够更直观高效地理解和应用

复杂的生态景观规划概念，还能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这对风景园林专业的学生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

影响。

4 实践应用与创新案例 

本研究采用现代智能化工具与传统生态景观规划教学

相结合，案例强化学生的空间感知能力、生态设计理念及创

新思维。通过互动平台，学生多维感知城市生态空间，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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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分析地形、植被和水文。利用 CAD，在模拟环境中重

构景观项目，优化生态适应性与美学价值。结合 VR 技术，

学生体验设计的空间效果与生态影响。统计数据表明，此教

学方式提升了学生的沟通协调能力和问题解决效率。实验组

学生在设计创新性、成果多样性及空间感知准确度上显著进

步，空间感知能力提升 17%，生态设计理念正确应用率增

加 21%，创新设计思维提高 15%。智能化工具的整合使用

丰富了教学方法，提升了教学深度与广度，为培养创新型生

态景观设计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创新策略显著激发了学生的创造力，并提升了学生的

综合能力。通过将 GIS、CAD 和 VR 技术整合到教学中，

培养了学生的高级分析技能和处理复杂生态问题的能力。

在模拟生态系统的教学过程中，200 名学生使用 GIS 技术进

行精确的地形分析，利用 CAD 工具强化绘图与模拟能力，

而 VR 技术则提供了沉浸式的体验。这些技术的整合形成了

一套智能化的教学流程。经过六个月的教学实验，实验组学

生在设计技能和生态敏感度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提升了

33%；创造力方面的提升更是高达 40%。这些数据表明，智

能教育方法在提升学生各方面能力方面具有极大的潜力和

实际效果。此外，智能教育方法还激发了学生解决问题、团

队协作和自学的能力，展示了其在教育中的巨大潜力。

此研究不仅为智能教育的推广提供了成功的示范，还

为景观设计教育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成功案例展示了

智能技术与教育的有效融合。通过实证研究和教育理论的结

合，推动了教育方法的更新，解决了传统教学中的一些问题，

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未来的生态挑战。智能化教学方法的应

用，不仅提高了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还为生态景观

规划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为未来培养出更多

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提供了保障。

5 结论

在智能化生态景观规划教育中，本研究通过对 200 名

学生的实践教学进行分析，证实了 GIS、CAD、VR 等工具

在提升学生空间感知、生态设计理念及创新思维方面的有效

性。研究讨论了这些教学方法在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团

队合作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方面的潜在影响，这些能力对风

景园林专业毕业生的职业发展至关重要。研究显示，GIS 工

具在现场数据采集与分析中能够显著提高学生对项目的适

应性和应对问题的能力。通过 CAD 工具，学生可以在虚拟

环境中进行设计理念的预测和验证，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理

解和改进设计方案。VR 技术则在方案演示过程中激发了学

生的创新潜能和设计兴趣，使得他们能够更具创造力地进行

设计思考和表达。

智能化教育方法的应用不仅提升了风景园林教育的质

量，也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具体而言，这些方法通过提

供更为真实和互动的学习环境，使学生能够更直观地理解复

杂的生态系统和景观设计原理，进而培养出更具实践能力和

创新精神的专业人才。此外，这些智能化工具的使用还推动

了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为构建新时代风景园林专业人才培养

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8]。

通过本研究的分析和讨论，我们不仅验证了智能化工

具在生态景观规划教育中的有效性，还揭示了其对学生未来

职业发展的重要影响。这些发现为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

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智能化教育方法在高

等教育中的普及和应用，从而培养出更多符合新时代要求的

高素质风景园林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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