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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矿区生态修复、采煤塌陷地生态恢复等教研工作实践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体会到城乡规

划学科对生态学知识的需要和对“规划-生态”复合型人才的强烈渴求,基于此,培养“规划-生态”复合

型人才的改革设想逐渐形成。 通过创建生态学课程群,构建基于学科交叉的“规划+生态”课程模块,引
入丰富的教学方法组织课程并实施教学实践;同时采用科研反哺教学的方法,将学生引入到科研课题

中,通过“真题假做”和“真题真做”的方式,让学生站在科学研究的第一线,学习专业基础知识、基本技

能和学科前沿知识;在此基础上,通过不断拓宽国际化教育资源,打通国际交流渠道,实现以城乡问题为

导向,以生态学理论与方法为手段的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最终实现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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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潘安湖考察调研,在看到原来的采煤塌陷

区经过生态修复变成湖阔景美的 4A 级国家湿地公园时由衷夸赞,并强调采煤塌陷区的治理要坚持

走符合我国国情的矿区转型发展之路,打造绿水青山,并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继“生态文明

建设”写入十八大党章后,大量可操作性强的具体部署细节出现在十九大报告中,例如降低能耗物

耗、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等,这对我国美丽中国建设以及环境问题的改

善有着非常好的指引作用。 近十年来,笔者所在团队参与包括徐州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四川嘉阳

国家矿山公园、徐州九里湖等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示范性工程在内的多项矿区塌陷地生态恢复、
生态补偿以及生态修复项目,在日常教学和科研实践中,深刻体会到脱胎于采煤塌陷区的矿区转型

规划对有生态学学科背景的人才需求越来越趋向于复合型和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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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合型人才培养现状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新时代新形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对教育和学习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复合型人才培养被逐渐引向科学、系统和规范的发展轨道。 复合型人才即具有多种

能力的综合性人才,这类人才不仅具有某一领域的突出专业技能,而且还具备与该领域相关的其他技

能,他们的知识结构与能力并非是简单的叠加,而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 发达国家的复合型人才

培养目前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例如美国的 CBE 模式、德国的双元制模式、澳大利亚的 TAFE 模式

和英国的学院制、导师制等,这些模式的探索与形成,与其国家的社会发展及学科需要息息相关。 中国

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起步晚,但近年来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公选课的开设、双学位教育、大
类招生、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等。 总体来看,中国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还不规范、不成体系,还未能

与国家发展需要接轨,也未能适应新时代的快速变化。

二、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时代语境

学科交叉、创新融合是当今世界的学术主流发展方向之一,是科学前沿的生长点。 弱化专业界

限,强化学科交叉是高等教育不断发展的趋势[1] 。 高等院校的专业细分似乎已跟不上学科发展和

教育发展的步伐,如何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是当务之急。 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符合

学科交叉发展的需要,引导和鼓励学生了解并掌握关联学科的发展和方法,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
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综合素质。 交叉学科背景下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并不是简单地将不同学科的知识

分别传授给学生,而是要打通专业界限,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学科交叉意识和能力,以及

国际视野[2] ,通过打破学科间的壁垒,实现文理综合、理工渗透。
城乡规划学是集研究性与应用性于一体的学科,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乡规划学学科的作

用日益凸显,规划对城市和乡村的发展起到了前瞻性的作用。 生态学是一门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

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不仅可以提供给城乡规划学科以生态学的视

角,同时也可以提升学生处理各种关系的能力。 在新时代的语境下,“规划-生态”复合型人才培养

需要将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更全面、更系统地展现给学生,培养既掌握生态学理论,又具备实际操

作经验的新型城乡规划人才,让城乡规划学的学生可以在未来的城市建设中更好地运用生态学原

理和方法,促进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三、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改革探索

(一)优化课程教学体系,构建交叉课程模块

英国利物浦大学于 1909 年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城市规划学科,随后,西方国家的高等院校陆续

引入该学科,经过百余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适应西方社会发展需要、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并

行的城市规划教育体系。 当前,西方较为系统的城乡规划学科是多学科不断交叉融合发展的结果,
如地理学、区域经济、环境保护、公共管理、艺术学、美学、生态学等。 生态学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

期在全球环境危机背景下融入西方城乡规划学科的,此后,生态城市建设逐渐成为西方城市建设的

主要方向。 目前,国际知名高校的城乡规划学科相继开设了生态学相关课程,如英国剑桥大学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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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规划-生态”复合型人才培养思路框架图

设计专业开设了生态前沿科学等课程;德国波恩

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开设了生态与区域景观、城市

生态学等课程;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城

市规划专业开设了生态系统与人类影响等课程;
日本东京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开设了生态景观等

课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开设了生

态学、景观生态学、区域生态学等多门课程。
 

中国城市规划教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起

步较晚,1952 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由同

济大学金经昌教授在国内首创城市规划专业。
到 2011 年,教育部批准城乡规划学设立一级学

科,这标志着该学科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

认可。 截至 2018 年底,全国设有城乡规划学的

高等院校将近 200 所[3] 。 在多年的城乡规划学科建设中,生态学理论与方法在学科专业课程教学

中的结合度并不高,新型城镇化提出后,各高校陆续展开了将生态学与城乡规划学相结合的教学实

践。 城乡规划学从建筑学中分离成为一级学科后,国内知名高校如同济大学、天津大学、东南大学、
南京大学等开始尝试在现有城乡规划学课程体系中增设生态学相关专业课程,如景观生态、城市生

态、环境生态等[4] ,以顺应我国城乡规划学学科的发展需要。
虽然我国生态学与城乡规划学相结合的教学实践已逐步展开,但城乡规划学科内的生态学课

程仅浅显地介绍了生态学理论和方法,这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城乡规划学的学科发展迫切

需要融合生态学学科思想的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有必要在国家政策和学科发展的双重指引

下,逐步完善相关课程设置,将生态学学科的专业课程建设成为城乡规划学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创建生态学课程群,构建基于学科交叉的“规划+生态”课程模块,以城乡问题为导向,以生

态学理论与方法为手段,通过引入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组织课程并实施教学实践,对教学效果进行

真实评价,不断改进和完善整个教学体系[5] ,推动城乡规划一级学科课程体系的进一步优化,培养

具有生态学背景的城乡规划学优秀学生,实现“规划-生态”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体现学科专业和

人才培养特色。
以中国矿业大学城乡规划学学科为例,由教授、副教授和青年讲师组成学缘和年龄结构合理的

教研团队,应国家发展和学科发展所需,将生态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作为必修课程,融入城乡

规划学的研究生培养计划之中,切实为城乡规划学科课程体系的不断完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

思路。 在此基础上,以专题设计为依托,以教师项目实践为案例,分专题介绍生态学在城乡规划中

的应用,如图 2,包括矿区生态修复、城市雨洪设计、建筑热环境设计、海绵城市建设、美丽乡村建设、
田园乡村建设等。 例如,在古村落调研课程中,引导学生从生态学的视角分析古村落保护的必要

性,并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生物多样性等)和技术(生态分析、植物修复等),进行

古村落的修复性规划设计。 课堂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积极落实“学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强调以学

生的学习为本,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意愿和未来发展需要,重视学生的学习效果,调
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我探索性[6] 。 在“学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指引下,教研团队结合自身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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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教学经验,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如传统授课、翻转课堂、教育戏剧、实例教学

以及研讨交流等,将知识传播由“点”(聘请国外专家来校做学术报告)至“线” (聘请国内生态学领

域知名专家学者来校做系列专题讲座),再到“面”(教研团队组织完成完整的课程教学),以丰富课

堂教学内容,提升课堂整体教学效果,充分调动学生参与交流、主动获取知识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综

合运用生态学理论知识解决城乡规划建设问题的能力。
(二)强化实践教学体系,实现科研反哺教学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在“宽口径、厚基础”的教育理念下,专业化协作程度

不断加强,城乡规划学的人才培养模式除了传统的课程教学之外,更应注重实践教学环节,注重提

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以满足当今社会对城市建设的新要求[7] 。 实践教学是在传统课堂教学基础上,
为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人才而实施的重要的教学环节,是巩固理论知识,提升学生理论联系

实践能力,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和科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保障。 在高等教育不断发

展的背景下,实践教学已经成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复合型、创新型、国际化人才不可或缺的重

要环节。 而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还应与高水平的科研紧密结合,实现科研反哺教学,让科研与

教学相辅相成。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课程的目标是将学生引入到教师的科研课

题中,通过“真题假做”和“真题真做”的方式,让学生站在科学研究的第一线,学习专业基础知识、掌
握专业基本技能、了解学科前沿知识,将理论方法应用于实践。 在科研项目的选择方面,既考虑横

向项目与纵向课题的搭配,又要兼顾学科的发展需要,提供古村落保护、美丽乡村建设、矿区重建、
乡土聚落更新等横向项目(多为企事业委托项目),以及城市建筑调研、绿色基础设施构建、人居环

境调查、生态环境修复、建筑热环境设计等纵向课题(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及校级科研项目)供学

生选择,如图 2。 依托教师团队的科研成果,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课程不断引入新的教学理念和教

学方法,如学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导师制模式、辩论赛借鉴模式、多元化翻转课堂方式等,以科研和

学科发展为引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升学生应用 ArcGIS、MapGIS、Envi-met、AI 等软件以及获

取与分析大数据的能力[8] ,为学生就业和深造奠定前期基础。
除了具体实践课程外,实习实践(认知实习、毕业实习等)以及毕业设计(包括联合毕业设计)也

是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实现科研反哺教学实践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实习实践

中,依托课程教学内容,结合任课教师的纵横向科研项目,选择校外实习基地,如申家庄煤矿、徐州

权台煤矿、山西三都村、徐州丰县岳庄村、徐州贾汪区温泉小镇等,促进学生对课堂学习内容的理解

和对专业的热爱,丰富学生的专业知识领域,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先进的设计观念,拓宽学

生的就业方向[9] 。 在毕业设计中,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积极与学校其他学院(如电气与动

力工程学院、矿业工程学院、环境与测绘学院、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等)以及外校(如郑州大学、南京

工业大学、苏州科技大学等)联合,强化学生学科交叉融合思想,培养学生的大局观,发扬为服务国

家能源战略而奋发进取、为建设美丽中国而献身的精神。 由多学院教师联合指导的毕业设计(论

文)《生态·和谐·重生———申家庄洗煤厂工业遗产改造设计》获 2017 年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团队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奖。 此外,学生完成的设计作品在国家级、省部级竞赛中多次获奖,如表

1。 教师团队也因此获校级优秀教学团队殊荣,且以复合型人才培养为核心的教改项目获校级重点

项目立项资助,教学成果获校级优秀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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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课程体系

表 1　 2019 年学生竞赛获奖信息汇总

奖励名称 特等奖
一等奖

(金奖)

二等奖

(银奖)

三等奖

(铜奖)

其他奖

(优秀奖)

全国三维数字化设计大赛 1 1 4

亚洲设计学年奖 1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2 2 2 5

中国人居环境设计学年奖 1

第八届太湖奖设计大赛 2

第五届“紫金奖”文创创意设计大赛 1

第六届紫金奖-建筑及环境设计大赛 1 5

2019 江苏艺术设计大赛 1

　 　 (三)打通国际交流渠道,开阔学生国际视野

在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国际合作成为学术交流的常态。 对于国外的城乡规划学科而言,国际

合作已经成为学科发展和学生培养的必要环节。 我国现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
意味着我国特别需要与发达国家进行合作交流,以更好地应对国家快速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规划

问题。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和输送的重要基地,应积极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建立与国(境)外大学、
国际专业机构的长期联系,开拓交流渠道,引进国(境)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探索国际交流与合作

路径[10] 。 跨文化交流能力是高校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目标之一,也是新世纪规划人才应具备的基本

素质之一。 从切实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来看,国际化和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使得仅运用单一学科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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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知识和技能来解决城乡建设中复杂、多元的问题越来越吃力,亟需“规划-生态”复合型人才。
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对于促进全面素质人才培养、拓宽城乡规划学人才出口具

有重要意义。 因此,有必要在“规划-生态”复合型人才培养过程中打通国际交流渠道,拓宽国际化

教育资源,使学生在面对国际化项目、国际化市场环境和中国设计企业国际化转型时能够游刃

有余。
中国矿业大学以矿业为特色,承担着为资源枯竭型矿区输送“规划-生态”复合型人才的责任和

义务,国际交流与合作一直是学校城乡规划学科人才培养的特色之一。 在国际合作背景下,中国矿

业大学城乡规划学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规划-生态”复合型人才,为盘活我国矿区现存资

源、实现矿区生态重建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善创新”为人才

培养原则,制定以生态学为基础、以生态规划为指导的“规划-生态”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积极引入

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城市规划、生态学以及景观设计等多学科专家学者,让不同学

术和文化背景的教师为学生提供国际前沿的研究进展和思路,同时,通过工作坊制的国际联合教

学、学分互认式的国际联合培养,以及学期制的国际交换交流等形式,探索实施复合型人才培养的

改革途径和主要方法,构建符合时代特征和社会需求的“规划-生态”复合型人才国际化培养模式。
通过寻求与国际同类高校、研究机构共建学科平台的方式优化学术资源,发扬学校城乡规划学科在

国际交流领域的良好传统,与国际同类院校开展联合培养、联合课程、联合论坛和短期进修,拓宽城

乡规划学科的国际化专业教育资源,聚焦国内外学术前沿以及我国发展的重大问题,培养学生借鉴

并融合国际前沿,服务我国美丽中国建设的能力。
近十年来,中国矿业大学城乡规划学学科发展坚持对外交流与合作,在逐步稳定的中外联合课

程建设基础上,进一步拓宽生态学领域的国际交流渠道,推动联合课程稳定有序地开展,形成全面

涵盖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选修课、补修与自选课、公选课,以及长短期外教合作教学的多元化

交叉课程体系,培养学生拥有国际化的规划与生态双重视野。 城乡规划学科作为应用性学科,具有

很强的实践导向性,但任何实践都离不开理论的支撑。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生态学相关原

理与方法对于城乡规划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中国矿业大学城乡规划学通过联合课程设计、专题讲

座、系列报告、邀请访问等形式,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德累斯顿大学、罗斯托克大学、美国威斯康星

大学密尔沃基分校、明斯特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德国莱布尼茨区域和生态研究所等国际高等院校和

学术团体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和经常性的学术交流关系。 这些稳定的国际教学和科研合作对象

为城乡规划学科在国际合作背景下的人才培养与教学体系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扎实的合作平

台。 在联合教学中,中外教师团队帮助学生从被动地听报告、听讲座,到主动地参与到生态城乡规

划设计实践中来,与中外教师团队一同参与到“提出问题-设计学习-讨论作品-答辩表达”的教学

程序中,充分调动了学生参与交流、主动获取知识的积极性,在思想和观念交流碰撞中感受不同文

化背景的设计理念和方法,开阔了学生的国际化视野,提高了学生综合运用“规划-生态”知识的

能力。

四、结语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建设过程中的生态问题越发凸显,在去产能、供给侧改革的大环

境和大背景下,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行动中,对土地复垦、生态修复、生态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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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生态重建、生态产业、生态交通、生态经济、生态建筑等城乡规划专业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对城

乡规划专业学生熟练掌握和合理运用生态学理论与方法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 “规划-生态”复合

型人才培养顺应了学科发展及国家政策,在现有城乡规划学科中不断优化课程设置,并打破传统课

堂教学模式,采用现代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创建生态学课程群,强化实践教学体系,加强科研与教

学的联系,打通国际交流渠道,为全面提升城乡规划学科软实力水平与核心竞争力,加快高校城乡

规划学科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实现了以生态学课程为试点和起点的多学科融合跨专业培养模式,
以期为社会培养更多的“规划-生态”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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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achieving
 

gratifying
 

results
 

in
 

eaching
 

and
 

research
 

practices
 

such
 

as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mining
 

areas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coal
 

mining
 

collapse
 

areas 
 

we
 

also
 

deeply
 

realize
 

the
 

need
 

for
 

ecological
 

knowledge
 

and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i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Based
 

on
 

this 
 

the
 

idea
 

of
 

planning-ecology 
 

compound
 

talent
 

cultivation
 

reform
 

has
 

gradually
 

come
 

into
 

being.
 

That
 

is 
 

creating
 

ecology
 

course
 

groups 
 

establishing
 

the
 

interdisciplinary
 

planning
 

plus
 

ecological
 

curriculum
 

module 
 

introducing
 

various
 

of
 

teaching
 

methods
 

to
 

organize
 

and
 

implement
 

teaching
 

practices 
 

using
 

the
 

method
 

of
 

research
 

feeding
 

teaching
 

to
 

bring
 

students
 

to
 

scientific
 

projects 
 

and
 

with
 

the
 

way
 

of
 

simulation
 

and
 

practice
 

to
 

devote
 

them
 

into
 

researches
 

to
 

learn
 

professional
 

basic
 

knowledge 
 

basic
 

skills
 

and
 

discipline
 

frontier
 

knowledge.
 

Based
 

on
 

thi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resources
 

should
 

be
 

constantly
 

expanded
 

to
 

construct
 

a
 

urban
 

and
 

rural
 

problem
 

oriented
 

talent
 

training
 

mode
 

by
 

means
 

of
 

ecology
 

theory
 

and
 

method
 

and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compound
 

talent
 

cultivation.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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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discipl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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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und
 

talent
 

train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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