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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年来城市规划专业低年级的教学等同于建筑学专业低年级的教学，造成了学生对高年级城市规 

划专业课阶段的学习难以适应。针对这一问题的根源，分析了城市规划与建筑学专业的不同特点，提出了城市规 

化专业低年级教学改革的措施，并结合教学实践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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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二、思考与认识 

长久以来，城市规划专业历届毕业学生一直存 

在三大疑惑，一是感觉刚进入专业学习却马上就要 

毕业离校；二是到四年级才开始真正开始专业学习， 

从建筑学思维转到规划思维时间太仓促；三是上四 

年级后，考研、找工作要耗掉太多精力，而此时城规 

专业课开始大量开设，使学生疲于应付。 

这些困惑是源于城市规划专业在低年级(大三 

之前)的教学训练中，面向专业特点的训练缺位，而 

完全等同于建筑学的基础训练，导致城规学生在转 

向高年级学习的短短两年时间里，难以适应专业课 

阶段“太多的”专业训练内容。虽然从历史的渊源来 

看，城市规划与建筑学是两个关系密切而界限较为 

模糊的“姊妹”专业；但是从发展的趋势来看，作为一 

个完整的专业，城市规划不应该成为建筑学专业的 

附属物，不应该只在高年级的教学中才体现出两个 

专业的区别。诚然，两个专业可以共同进行低年级 

的专业基本素质教育，但决不应该等同视之。为了 

完善规划专业自身教学体系，规划专业低年级的教 

学应该找到自身的特点，建立一套适合于城规专业 

低年级的教学方案。 

要建立一套适合于城规专业低年级的教学方 

案，则必须回答以下三方面的问题：首先，建筑学专 

业与城市规划专业的根本不同究竟何在?其次，由 

建筑学思维向规划思维转变的根本困难在哪里?最 

后，在教学实践中究竟从哪里人手去解决问题?哪 

些东西是最基本的，需要首先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不明，则教学改革就迷失了大方向；第二个问题不 

明，则教改就失去了针对性；最后一个问题是要搞清 

楚教改的具体方式。 

(一)建筑学专业与城市规划专业的不同特点 

究竟何在 

当前，城市规划专业所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广、所 

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大，从而越来越多的区别于传统 

建筑设计的种种方面。这里在充分尊重两者历史渊 

源的前提下，尝试来揭示两者的种种不同之处。 

因此概括起来，要培养一名合格的城市规划专 

业人才，要求他必须建立系统观与辩证观，他的思维 

方式必须立足于整体、把握全面，他的方法论原则是 

“非线性”[3 的(主要标志是复杂性、多值性、随机性、 

偶然性、不稳定性、不可逆性、非加和性等)，在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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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和价值取向上追求知识的“相对确定性、统计性 和有主体干预的客观性等0”[ ] 

表 1 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特征比较 

(二)由建筑学思维向规划思维转变的根本困难 

在哪里?如何入手解决? 

从两个专业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思维本 

质上两者最基本的差别就在于一个“重理”一个“偏 

情”。也就是说在原来的教学计划中，学生在经过 3 

年的形式、空间等偏重于“形象思维”的训练之后，突 

然要求他们通过短期的规划学习一下子就具备规划 

所需的较强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这大 

大超出了学生的接受能力，这正是规划专业存在诸 

多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面对这种短时间内“跨思维”所带来的问题，可 

行的教改思路是在低年级就及早进行“规划思维”和 

“规划方法”等的渗透与培养，在紧扣住规划“重理” 

而不“偏情”的特点的同时，应该渗透什么内容、如何 

渗透以及渗透到什么程度等。对这些方面有如下思 

考，可以将渗透内容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在一 

定阶段要求掌握的；第二层次是在一定阶段要求理 

解的；第三层次是在一定阶段要求了解的。可根据 

学生的年级、能力及教学大纲要求，兼顾到学生在校 

5年的学习安排，以及规划学科培养人才的长远要 

求，拟定上述 3个层次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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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在低年级的教学中，首先可以渗透理 

性的分析方法、如城市规划的设计程序和基本方法； 

其次可以渗透一些城市规划专业中的常用术语的涵 

义，如结构、系统、观念、目标、原则、方法、途径、赋形 

等；最后可以涉及到“规划意识”、“规划观”等重大问 

题。 

三、教学实践 

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应该注意把规划思维方式、 

工作方式与教学结合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从基地分析入手培养学生的理性分析能力 

首先，根据个人选择按地块进行分组，分组确定 

后原则上不允许变动，目的是培养学生遇到困难的 

时候持之以恒地去解决，而不能象以前那样先做一 

个方案，然后在几个地块之间来回变换，看适于哪个 

地块就选择哪个地块。 

分组后以小组为单位对基地及基地环境进行讨 

论，分析该用地及设计条件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这 

样的方式可以培养学生的集体协作能力，是规划专 

业学生应具备的一项基本专业素质，同时，在做设计 

前进行充分的分析研究工作也是今后城市规划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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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基本要求。 端，强调教学中以学生为本，强调自学的重要性，自 

讨论完成后要求以小组为单位提交每片用地的 觉地引导学生自学，培养其主动性和兴趣。在课程 

分析报告，阐述用地及周边条件对于建筑设计的有 设计中合理借鉴研究生培养方式，如采用“答辩”的 

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归纳出主要的矛盾，即在设计中 方式进行教学研究；在实践课程中结合问题穿插“专 

应该努力解决的一些问题，因为一个好的建筑就在 题研究”(如基地分析研究)及“论文写作”，成为学习 

于它在满足功能、流线、形体要求的前提下能解决好 成绩的一部分并加以考核。 

各方面的问题。以小组为单位提交的报告归纳的应 叩 姑{五 

该是一些主要的、高层面的问题，一些次要的、低层 一 

面的问题应该出现在个人报告的分析之中，结合个 在本文的最后，作为推进教学改革的主要动力 

人的设计从不同的程度、层面、角度加以解决。在小 之一，教师的责任也必须被提及。相比过去，教改对 

组分析完成之后，小组总结出的结论就应该是该小 教师的要求更高了。我们认为在讲授课方面，教师 

组设计人员共同遵守的设计要求，同一个问题有不 备课要做到“懂、透、化”(搞懂知识，吃透教材，化书 

同的解决方式，因此，遵循共同的设计原则不会导致 本知识为自己知识再二度转化为学生知识)，讲课要 

方案的雷同，起到的是使众多的设计能与设计用地 做到“精、细、美”(精讲精练，细致设计，用美的力量 

及周边条件更好地、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作用。 令学生动情、晓理、益智)， 力求讲出真味、趣味、风 

最后，在设计成果的表达中要求有一定分析图 味、余味，乃至令人回味无穷。在辅导课方面，应该 

的内容，以检验学生的设计成果与前期分析之间的 紧紧围绕对规划学生“重理”思维的培养，引导学生 

关系以及是否能用分析结论正确指导设计成果。 对规划设计对象进行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多手 

(二)强调方法，灌输以“方向一方法一方案循环 段、多因素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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