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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深度学习理论,探索在原有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在城市设计系列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元

素,以实现全方位育人。 从强化教学目标的引领、合理组织并拓展教学内容、“沉浸式”教学过程的组织

和完善课堂教学评价体系等方面,对城市设计系列课程的全链条教学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提出教学

改革方向。 通过对课程教学全链条的精心设计,促进师生之间的互动、科学理性与人文情感的交融,使
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更自然地融合,学生的专业学习与个人成长更紧密地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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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

育教学全过程。 2017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

意见》,提出要“健全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掘各门课程中的德育内

涵,加强德育课程、思政课程建设”。 2018 年 9 月 10 日全国教育大会后,教育部出台《关于加快建设

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要求高校全面加强课程思政建设。 “课程思政受

到各个层面的高度重视”,已从地方教学实践转化为新时代振兴本科教育与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重

要着力点。
本研究响应中央和教育部的相关部署,基于深度学习理论,探索在原有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在

城市设计系列课程各个教学环节融入价值观、职业道德、科学观、思维方法等思政元素,并充分挖掘

多方社会资源,通过多个教学环节和多样化教学手段,构建“术”和“道”相结合、多方资源协同育人

的专业教学模式,实现全方位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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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度学习理论的内涵

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理论起源于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的研究。 深度学习原指利用计算

机对人脑抽象认知和深层结构的模拟,优化人工智能处理复杂数据的能力。 随后,深度学习的概念

开始在教育学中得到应用,并从教育技术发展到学习理论。 1976 年,美国学者马顿( Marton,F. )和

萨尔约(Saljo,R. )在《论学习的本质区别:结果和过程》一文中提出了“深层学习”与“表层学习”概

念,这被认为是教育学领域首次明确提出“深度学习”。 他们认为,深度学习的学习者追求对知识的

理解,并将已有知识与特定教材内容进行批判性互动,探寻知识的逻辑意义,使现有事实和所得结

论建立联系[1] 。 深度学习理论在教育学中的应用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加拿大学者艾根(K.
 

Egan)教

授的研究,他在著作《深度学习:转变学校教育的一个革新案例》中对教师教学活动和学生学习过程

进行了全新的阐释,提出了深度学习的三个标准:知识学习的充分广度( Sufficient
 

Breadth)、充分深

度(Sufficient
 

Depth)和充分关联度(Multi-
 

dimensional
 

Richness
 

and
 

Ties),以对应知识的符号表征、
逻辑形式和意义系统三个组成部分[2] 。 2005 年,黎家厚教授率先引进国外深度学习理论成果[3] ;郭

元祥教授与李坤崇教授联合推进能力导向的深度学习实验研究,深化课堂教学改革[4] ;田慧生教授

也以深度学习为切入点推进课程教学改革[5] 。 之后,深度学习理论逐步被广泛应用于学科核心素

养养成的教学研究中。 深度学习理论重视让学生沉浸于知识学习的情境中,强调批判性思维,注重

实现知识的内在价值,为当下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思路。

二、城市设计系列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一)
 

城市发展的新形势对城市设计系列课程教学的新要求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城市设计作为一个学科领域进入我国以来,国外一些先进的设计理念和研究

成果随之被引进。 基于我国本土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学者们由此展开了积极的思考和探索。 除学

术界外,近年来政府部门也逐步认识到城市设计的意义和重要性。 2015 年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特

别提出,要加强城市设计,提高城市设计水平;2016 年住建部提出要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工作;2017 年

住建部颁发《城市设计管理办法》,推进城市设计试点工作,城市设计学科进入跃升发展的机遇期,
城市设计系列课程也逐渐成为高校建筑类院系专业教学的一个重点。

2017 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更加急需大量的城市设计专业人才。 因此,通过城

市设计系列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在课程教学与国家实际需求之间搭建桥梁,使课程教学主动服务于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满足新形势下国家建设和发展对高校的新需求。
(二)城市设计的融合性和多维性为课程思政教学提供巨大潜力

城市设计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作,其本身具有的融合性和多维性,决定了对学生的培养必须是

全方位的,包括设计的价值取向、职业道德、科学认知方法、辩证的思维方法等。 在城市设计系列课

程教学知识体系中,蕴含了大量的思政元素,通过有效发掘与整合,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全球视

野与家国情怀。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借鉴深度学习理论,着力拓展教学内容的广度、深度和关

联度,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城市问题的复杂性和多维性、相关政策法规的相互融合、涉及利益主体的

多元性以及团队合作的必要性等等,以实现全过程和全方位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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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设计系列课程思政的全链条教学设计

(一)
 

强化教学目标的引领

艾根的深度学习理论提出,在教学与学习过程中要将深藏于知识表层符号和内在结构之下的

道德与价值意义,与学习者的个人经验及生命体验建立深层关联,挖掘知识所凝结的思想要素与德

性涵养,通过转化促进学习者个体的精神发育[6] 。
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首要的一步是在教学目标的制定上注重“术”与“道”的结合,系统设计

德育递进路径,并固化于教学大纲中。 因此,如何从城市设计系列课程的综合性出发,发掘教学知

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并进行价值模块整合,是系统设计德育递进路径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研究尝试从城市问题的复杂性和多维性、相关政策法规的融合、相关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和团

队合作等四个层面,对城市设计系列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以及价值模块进行梳理(表 1),以引领教

学内容的拓展和组织。
表 1　 城市设计系列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和价值模块示例

城市设计的综合性体现 可发掘的思政元素 价值模块

城市问题的复杂性和多维性

国家发展战略、专业认同、职业精神、历史思维、地域特色…… 家国情怀

价值取向、人文素养、专业思维…… 个人品格

认识论、方法论、可持续发展观、系统思维、逻辑思维、辩证

思维……
科学观

相关政策法规的融合

社会责任与担当…… 家国情怀

职业道德、合规性…… 个人品格

整体观、求真务实…… 科学观

相关利益主体的多元性

区域发展平衡、弱势群体关怀…… 家国情怀

同情心和同理心、洞察力…… 个人品格

协调和平衡矛盾的能力、辩证思维、创新思维…… 科学观

团队合作 沟通能力、协调能力、集体观念…… 个人品格

　 　 (二)拓展并合理组织教学内容

艾根提出的知识学习充分广度理论,旨在为知识的理解提供广阔的支撑框架;而充分深度理论

则强调通过知识理解来建立认识方式,提升思维品质,尤其是批判性思维品质。 因此,深度学习理

论强调学习过程是从符号理解、符号解码到意义建构的认知过程,这一过程是层进深化的。
城市设计系列课程知识结构主要包括基础知识、设计技能和专题知识三个部分[7] ,依次具有层

进性。 其中,基础知识包括城市设计基本概念、历史与理论、城市开发和更新管理的各种策略与政

策等;设计技能包括设计前期分析和研究、设计创作,以及与各方沟通交流的技能与技巧等;专题知

识则包括跟踪反映城市发展动向和热点的研究课题,以及相关案例分析,如城市气候环境的调节、
公共卫生危机的空间应对、城市更新与活力提升等,都是当前全球性的城市热点问题。 从基础知识

到专业技能再到专题前沿热点,知识由浅入深,逐步积累提高,形成整体的知识体系。
城市设计系列课程知识结构的层进性,与德育递进教育是同向同行的。 在教学中需要拓展并

合理组织各个层级教学内容的专业教育要点和德育重点(表 2)。 从表 2 可以看出,城市设计系列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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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思政的德育重点,会随着专业教育要点的层层推进,呈现从核心到外围、从个人素质到社会担当

的逐步拓展和升华的递进过程。
表 2　 城市设计系列课程教学内容专业教育要点与德育重点的梳理

知识结构 专业教育要点 德育重点

A-基础知识

A-1

基本概念

A-1-1 城市设计及其过程框架

A-1-2 城市设计的价值及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

专业认同

A-2

基本理论

A-2-1 城市设计历史与设计理论

A-2-2
 

城市设计创作理论与过程

人文素养
认识论
方法论

A-3

导控机制

A-3-1 城市更新策略与政策

A-3-2 城市土地政策与房地产开发

A-3-3 中国城市规划管理概述

A-3-4 城市设计导则与奖励机制

国家发展战略

区域发展平衡

职业道德

合规性

B-设计技能

B-1

设计分析

B-1-1 城市空间综合分析方法

B-1-2 城市交通与步行系统分析

B-1-3 活动与行为分析

B-1-4 数据采集、物质空间分析技术

系统思维

逻辑思维

辩证思维

B-2

公众参与

B-2-1 公众参与形式与组织技术

B-2-2 问卷设计与公众座谈

弱势群体关怀

同情心和同理心

洞察力

B-3

设计创作

B-3-1 城市设计创作过程与成果形式

B-3-2 图示与模型交流

B-3-3 项目汇报与谈判技巧

协调和平衡矛盾的能力

辩证思维

创新思维

沟通能力

团队精神

C-专题知识

C-1

案例赏析

C-1-1 城市设计案例解析

C-1-2 城市设计案例考察
地域文化特色

C-2

热点专题

(不断增加)

C-2-1 中国城市设计管理制度与管理办法解读

C-2-2 步行适宜的城市街道空间

C-2-3 城市历史保护与景观系统

C-2-4
 

城市设计项目环境影响评估

C-2-5
 

公共卫生危机的空间应对

……

科学观

可持续发展观

社会责任与担当

　 　 (三)
 

“沉浸式”教学过程的组织

除了强调学习过程的层进性,深度学习理论还提出“沉浸式学习”的重要性,强调学生对学习过

程的深度参与和投入。 因此,结合上述各模块教学内容的特性,探索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在教学

过程中引导学生自我体验和感悟,以达到润物无声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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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系列课程教学旨在培养学生有效收集和分析城市存在的问题,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的能力。 因此,在教学中不应仅注重课堂上的理论讲授,而应设置大量的实践环节,引导学生深入

城市,深入社会,思考并解决问题。
例如,对于城市要素的跨学科、多维度的分析训练,是拓展教学的广度和深度、培养学生创造性

设计思维的基础。 这方面的训练主要在四年级上学期的城市设计概论课程教学中,围绕形态、认
知、社会、视觉、功能、时间等六大维度展开。 每个维度的教学分为“基本概念及理论讲述” “分析方

法训练”“理解与整合城市问题训练”三大板块,第一个板块以课堂讲授为主,后两个板块以学生分

组开展课外调研与课堂汇报相结合的方式完成[8] 。 在各个课外调研环节融入思政元素,为学生拟

定不同的调研主题,如“为特殊人群服务的社会空间调研” “促进安全性的空间建构方式和手法”
“传统节庆活动空间使用记录”等。 通过一系列的主题调研,让学生沉浸在不同的街区环境中,逐步

改变以往高高在上的“专业视角”,学会设身处地体会不同人群的需求,学会深入挖掘和思考各种城

市问题背后的原因(图 1),实现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社会担当、人文关怀

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的教学目标。

图 1　 地铁站厅空间使用调研成果(来源:学生作业)

优秀的城市设计,必须基于对场地的物质空间特性,以及使用者的认知、使用需求和行为习惯

等方面的深入调研和解读。 培养学生立足场地、面向设计的调研分析能力,是城市设计系列课程教

学训练的另一重要任务。 在四年级下学期的城市设计课程教学中,引导学生运用“公共空间—公共

生活”调研法(即 PSPL 调研法)开展设计前期的场地调研,训练学生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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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效了解和掌握人们在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中的行为特点,为城市设计提供依据(图 2)。 与此

相对应,在这个过程中德育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能力,以及提升学生面对城市

问题的预见能力。

图 2　 基于调研成果的设计定位与策略(来源:学生作业)

(四)完善课堂教学评价体系

在教学评价方面,摒弃以往单纯以学生的设计图纸为依据的成绩评定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对课

堂学习、实地调研、汇报交流、专题设计等多个环节的综合评定。 通过“小组+个人”相结合的多元评

价方法和多维度评价指标,对学生的学习状况和学习成果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价,将课程教学评价和

学习效果评价从单一的专业维度,向人文素质、职业胜任力、社会责任感等多维度延伸,以激发学生

的内在学习动力。

四、结语

对学生而言,课程学习过程也是一种成长经历,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学习动力的激发、引
导和维持至关重要。 通过对课程教学全链条的精心设计,促进师生之间的互动,科学理性与人文情

感的交融,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更自然的融合,学生的专业学习与个人成长更紧密的结合。
本研究目前主要关注城市设计系列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课堂教学模式,后续将探索如何发掘

和利用社会资源,充分利用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等专业社会实践条件,通过各种实践教学环节引导

学生主动体验和领悟,有效促进学生对课程知识的理解、掌握与拓展,同时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

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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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eep
 

learning
 

it
 

was
 

explored
 

that
 

in
 

the
 

teaching
 

of
 

urban
 

design
 

series
 

courses
 

how
 

to
 

integrate
 

the
 

inspir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with
 

the
 

original
 

knowledge
 

system
 

in
 

order
 

to
 

achieve
 

all
 

-round
 

educ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strengthening
 

the
 

guidance
 

of
 

teaching
 

goals
 

expanding
 

and
 

rationally
 

organizing
 

teaching
 

content
 

organizing
 

the
  

immersive
 

teaching
 

process
 

and
 

improving
 

the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study
 

of
 

the
 

full-chain
 

teaching
 

of
 

urban
 

design
 

course
 

is
 

conducted
 

and
 

the
 

next
 

step
 

of
 

teaching
 

exploration
 

is
 

proposed.
 

Through
 

the
 

elaborate
 

design
 

of
 

the
 

full
 

-chain
 

of
 

courses
 

teaching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s
 

integrated
 

and
 

the
 

interaction
 

of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nd
 

humanistic
 

emotion
 

is
 

promoted
 

so
 

that
 

professional
 

teaching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n
 

be
 

more
 

naturally
 

integrated
 

and
 

the
 

professional
 

learning
 

of
 

students
 

is
 

closely
 

related
 

to
 

personal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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