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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专业英语课程
教学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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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国际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对城乡规划专业英语课程教学提出了新要求,针对这一课程教

学内容和方式的改革势在必行。 以重庆大学城乡规划专业英语课程教学为例,通过梳理教学中缺乏系

统课程设计,未能有效推动专业知识的学习及与基础英语课程重复等问题,提出注重专业知识而非语言

传授的教学原则和培养学生英语思维的教学目标。 在此原则和目标指导下,从教学层面完善课程系统

设计、引入新兴知识、培养学生英语思维、强化专业知识传授并积极处理好与基础英语课程的关系,同时

可通过拓展现有教学方式、推动交流与总结并利用新兴网络教学平台等手段实现教学改革,以满足当前

对城乡规划专业英语课程的要求及有效发挥这一课程对其他相关课程的辅助及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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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英语课程简介

城乡规划学科教学、科研和实践的国际化程度提升,对从业者的专业英语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在国际化趋势影响下,教学方面国内各大高校城乡规划专业的国际联合教学发展迅猛[1] ,科研方面

随着国际学术交流频率的提升,在引入更多新技术及科研成果的同时,各国间论文合作与国际学术

会议举办越发频繁[2-3] ,而实践方面也有更多境外规划师参与国内项目,因此,相关人员的专业英语

水平对这些合作交流项目开展的效率和成果都起到决定性作用。 然而,当前国内高校城乡规划学

科专业英语课程的内容设置及教学模式仍停留在十多年前课程设置之初的状态,难以满足当前国

际化背景下日益提升的专业英语要求[4] 。 同时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教学手段甚至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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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但现有专业英语教学仍然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利于前沿知识的传授及教学效率的提升。
为应对当前教学环境的变革,城乡规划学科专业英语课程的改革势在必行。

专业英语课程在国内建筑规划类院校的教学体系中主要设置为主干课程的补充课程,以英语

教授专业知识,对其他主干课程的教学进行补充。 目前这一课程在大部分规划院校教学大纲中被

设定为选修课。 重庆大学城乡规划专业英语课程开设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一直安排在三年级上半学

期。 鉴于三年级的教学目标为专业通识性知识的普及,课程的教学目标被设定为讲授专业通识性

知识,仍沿用课程设置之初的专题讲座模式进行教学,即通过不同主题的专题授课模式传授相关专

业知识,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难以满足国际化背景下的城乡规划学科教学需求。 如何优化这一

课程设置,提供当前国际化信息化时代背景下规划学科需要的知识并辅助其他主干课程的建设值

得探讨。

二、专业英语课程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系统设计

目前城乡规划专业英语课程沿用专题讲座的形式进行教学,缺乏整体的课程设计。 每次专题

讲座只针对一个方向的专题研究展开,而专题研究的选择与授课教师的偏好相关,缺乏对专题整体

逻辑关系的系统设计,因而专题之间的关联性不强,学生在接收到一系列知识点的同时并不明晰知

识点之间的相关性[5] 。 知识点过于分散也不利于学生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难以形成整体知识

框架。
这种专题形式的授课方式易导致各个专题知识点的讲解不深入。 由于涉及多个专题,每个专

题可讲解的课时有限,难以较深入全面地讲解单个专题的相关知识,难以引导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

深入思考。 但深入系统的专业知识学习需一定的相关知识作基础,专业英语课程讲授的知识点难

以起到辅助主干专业课程的作用。
此外,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联性不足。 专业英语课程作为选修课,对其他主干课程应起到怎样

的辅助作用尚不明确,是通过英语来讲解另一门专业知识,还是对现有主干课程知识体系的补充,
这一课程体系设计的缺乏导致各类专题讲座有与其他课程内容冲突的风险。 例如,现有课程中的

生态专题与城市生态学课程内容重复。 鉴于城市生态学课程已经全面系统地讲授了生态学相关知

识,专业英语课程再以专题的形式对相同的知识进行阐述,不仅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浪费了

教学时间。
(二)未能推动专业知识的学习

因受到英语语言限制,现有专业英语课程未能提供深入的专业知识讲解。 专业知识的讲授需

要大量专业词汇作为基础,其语言要求高于普通的英语课程[6] 。 既要兼顾英语的教学方式,又要教

授专业知识,其授课深度自然受到一定限制。 如果深入地讲解专业知识,必然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

专业词汇的教学,而现有城乡规划专业英语课程作为选修课,其课时有限,受限于 16 ~ 32 学时的课

程安排,这一教学目的显然难以实现[7] 。
课程目前并未能提供专业学习所需要的英语思维。 英语思维的构建是知识学习和能力培养中

需要掌握的核心技能,但目前因为课时限制及课程体系设置等问题,专业英语课程难以帮助学生构

建专业知识学习中所需的英语思维。 中英文论文写作的思路迥异,而培养英文写作思维需要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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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及系统的构建,目前专业英语课程较短的课时安排难以达到这一目标要求。
(三)与基础英语课程重复

专业英语课程与基础英语课程内容和教学模式较为雷同。 目前专业英语课程主要以阅读能力

的培养为主,通过课堂英语讲解,发放英语阅读材料的形式进行教学,辅以提交英语读后感作为课

后考核。 这一教学形式与目前基础英语课程的授课形式相似,专业英语课程虽然教学内容跟专业

相关,但实际教学模式着重培养学生的英语技能,忽视了培养学生使用英语进行专业知识探索的能

力。 学生在课堂访谈中反映目前专业英语课程跟英语课程较为类似,课后提高最明显的是英语阅

读能力和听力,而他们却并不清楚学习这门课的意义,仅把这门课作为另一门英语课学习。
思辨能力的培养是专业英语课程区别于基础英语课程的重要部分。 鉴于中国学生思辨能力较

弱这一问题[8] ,专业英语课程可通过对专业知识点的梳理带动逻辑思维和思辨能力的建构。 但目

前专业英语课程的授课模式及内容与基础英语课程重复,不利于发挥专业英语课程培养学生思辨

能力的作用,因此,专业英语教学模式亟待改革。

三、教学内容的改革

鉴于以上梳理的城乡规划专业英语课程教学的三大问题,提出课程改革应以传授学生英语思

维能力而非提升语言水平为主,进而培养学生运用英语技能查找所需知识、构建专业知识框架的能

力,以提升其自身专业素养。 由此,文章提出可从完善系统设计、传授新兴知识及英语思维、强化专

业知识并明晰与基础英语课程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教学内容改革(图 1)。

图 1　 城乡规划专业英语改革框架

(一)系统设计的完善

鉴于现有课程缺乏整体控制这一问题,未来城乡规划专业英语课程可加强对课程自身框架的

系统设计。 针对课程所在年级设定相应的教学目标,再依据教学目标划定具体的课程结构,明确每

节课之间的关联性。 如沿用现有专题讲座的形式进行教学,需提前设计各专题组成的整体框架,厘
清各个专题内容之间的关联。 同时在上课之初使学生明确课程结构,以帮助学生快速把握知识间

的关联,建立其知识体系框架[9-10] 。
同时应注意这一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联。 课程间的关联与这一课程所在年级的教学目标密切

相关,即依据各年级不同的教学目标设定课程间不同的关联状态。 一、二年级以基础知识教学为目

标,专业英语课程如果开设在这一阶段应重视专业英语词汇及相关基础知识的传授,培养学生形成

良好的专业习惯;而三年级以专业通识性知识教育为目标,这个阶段的专业英语课程应注重多方面

专业知识的综合培养,以增强学生的专业素养;四年级及以上以分类专业知识教育为目标,这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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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如设置专业英语课程,需强化所传授知识的深度[11] 。 目前国内建筑规划类院校城乡规划专业英

语课程因学校的教学计划差异,设置学期有所不同。 如,同济大学将课程安排在五年级上期,而武

汉大学安排在三年级上期,其授课学时也从 16 到 36 学时不等。 因此,重庆大学城乡规划专业这一

课程的学期安排也应依据当前阶段的教学大纲及教学目标进行相应调整。
此外,城乡规划专业英语课程对其他主干课程的辅助作用应纳入课程系统设计进行统筹安排。

如这一课程设置在一、二年级,考虑到这一阶段对专业知识广度的要求,专业英语课程应对主干课

程内容形成补充,在现有框架的基础上增加知识点;如这一课程设置在三、四年级,考虑到这一阶段

对专业知识深度的需求,专业英语课程应加强现有主干课程的内容深度,因而课程内容的安排以提

高知识点深度为主。
(二)新兴知识的引入及英语思维的培养

课程应注意强化国际新兴专业知识的传授。 鉴于城乡规划专业英语课程作为选修课受到课时

限制,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面深入地教授一个学科的专业知识,同时考虑到专业英语的课程特色,可
强调国际新兴知识点的教学。 利用英语的语言优势,对接国际最新的学术及设计信息,有效缩减过

去依赖翻译进行知识接收的时间差[12] ,有助于开拓学生的思路及视野。 学生虽然可自行上网搜索

各类资料,但并不清楚哪些资料更有专业价值,也难以与其他既有课程形成关联,因而这一课程对

新兴专业知识的引入,对学生在接收知识过程中形成的指向性引导非常重要。
英语思维的培养是城乡规划专业英语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 这一思维的建构可从设计思维和

论文写作思维两方面入手。 设计思维方面,可通过对国外设计逻辑框架的梳理和相关知识点的传

授,使学生了解国内外设计框架的区别,学习设计体系背后的生成机制,加深其对专业知识体系的

理解;论文写作思维方面,可通过对国外科学性论文写作思路及英语表达逻辑的传授,拓宽学生的

论文写作视角并提高其论文写作的规范性和科学性[8] 。
(三)专业知识的强化及与英语课关系的处理

针对当前专业英语课程与基础英语课程重复这一问题,专业英语课程应强化专业知识,并处理

好其与英语课程的关系。 专业英语课程不只是基于专业材料的英语阅读课和听力课,而应利用英

语手段传授专业知识,培养学生利用英语技能探索专业知识的能力。 如,在教学中明确及强化各类

专业知识点,以专业知识点的传授(而非英语)作为教学的出发点。 同时,可增加英语写作要求,通
过英语写作推动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归纳总结,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13] 。

此外,可在所设定的教学框架基础上依据教学需求额外加入相关专题以强化专业知识体系。
专题可以是现有框架专业知识的补充,也可以是框架中某一部分专业知识的深化。 这样灵活可变

的教学内容有助于提升专业英语教学中专业知识的广度及深度。 如,可增加历史遗产保护的相关

专题,将遗产保护的起源、发展过程和未来规划等以英语讲授,拓展学生相关领域的知识面。

四、教学方式的改革

(一)拓展教学方式

拓展现有城乡规划专业英语课程教学的深度及广度需要引入多种教学方式。 现有专业英语课

程以阅读英语材料和英文讲解为主,容易使学生产生英语课之感。 未来这一课程可考虑引入各类

教学方式,例如,采用研讨会的形式进行教学[14] ,引导学生对选定题目的专业知识用英语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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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总结、现场交流并将最终成果写成研究报告。 这样全周期自主式的专业知识学习可发挥英语

这一技能的辅助作用[15-16] ,利用英语传授专业知识,进而培养学生探索更多专业知识的能力。 可将

设计课融入专业英语课程教学中[17] ,形成基于设计的专业英语授课模式,引导学生学习西方设计框

架的逻辑思路,进而推动其应用专业知识完成设计的前期分析、中期设计及后期分析这一过程,还
可在授课中增加各类案例讨论,通过案例教学增加对课程内容的具体阐述,不同的案例讨论也有助

于展现专业英语的不同使用方式及范围,提升学生对专业英语应用的认知。 这一教学模式可有效

推动学生对规范性专业词汇及设计框架的掌握及应用,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
(二)推动交流与总结

除拓展新的教学方式,课程改革也需对既有教学模式进行优化。 首先,可增加与学生的互动和

交流。 现有课程主要通过教师讲解来传授知识,即以讲解论文或其他专业材料的形式进行,不重视

与学生的沟通交流。 但以往教学经验表明,通过课堂提问及讨论等形式,可有效启发学生思维,并
引导其自主学习[18-20] 。 课堂上可采用多种互动交流模式,如增加课堂提问、举办小型辩论会等形

式[21] 。 可设定研讨主题,让学生根据这一主题运用专业英语技能进行资料搜集及现场讨论,在辩论

中加深学生对各类专业知识的理解,以推动其对专业知识的深入思考并形成利用英语探索专业知

识的学习习惯,由此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其次,可在课程中增加知识归纳总结环节。 知识点的归纳总结非常重要,缺乏总结的专业学习

难以实现对分散知识点的逻辑梳理,也无法使学生对所学知识举一反三[22-23] 。 现有教学重点关注

知识的传授,缺乏对学生归纳总结能力的培养,在未来的城乡规划专业英语课程教学中可采用思维

导图等教学手段引导学生总结其所学知识,也可通过写作的方式归纳学生的各类想法[24] ,或综合采

用以上各种方式积极推动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总结及思考。 这类归纳总结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各

个知识点之间的关联,快速构建其知识体系框架。
注重交流与总结的教学模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 当学生开始对所学知识进行总结

时,也逐步对所学知识进行反思。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有意识地营造讨论、质疑、争辩的环境氛围,
并对学生进行引导,着重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思辨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一系列能力的培养

也与系统框架的构建密不可分,因而课程教学方式的改革应与课程内容的改革并行,互为补充。
(三)结合网络平台

在国际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新知识的传授及专业知识的强化都应积极利用网络平台的资

源,以更直观生动的方式开展教学[25] 。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国内外实时联合教学得以实现,可
与国外高校合作授课等开展专业英语课程在线联合教学[16] ,将专业能力与英语技能结合。 由于疫

情的影响,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引入并尝试这一教学手段, 并取得了较好的教学

效果[26-27] 。
结合慕课等在线课程平台,将平台知识与课程需求相匹配,通过对专业知识难易程度的分类,

结合慕课等相关英文课程进行教学[28] 。 概念性的专业知识可让学生在课外通过慕课平台自行学

习[29] ,而复杂的专业内容或理论讲解等则可通过实际课堂讲授。 该授课方式可有效避免现有课程

难以深入全面地讲解专业知识这一问题,也不受选修课课时少的限制,有效拓展了课程时长,并有

助于提升教学深度。 同时,慕课平台提供的多种课程资源也有助于学生查找课程相关知识点,自行

拓展其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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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在国际化信息化程度日益提升的时代背景下,城乡规划专业英语课程教学改革非常重要。 文

章系统梳理了目前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课程教学不应以语言教学为主,而应利用语言手段

传播专业知识这一教学原则。 基于此教学原则,从教学内容层面提出一系列改革方向,如完善系统

设计,提升课程内部的关联度及其他课程与专业英语课程之间的关联度,利用英语手段传授国际前

沿专业知识及培养英语思维,强化专业知识并处理好与基础英语课程的关系等。 从教学方式层面

提出拓展现有教学形式、加强交流与总结环节,结合新兴网络平台推动课程教学改革,以提升专业

知识教学的广度及深度,为高校城乡规划专业英语课程改革提供一些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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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backgroun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ization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for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and
 

the
 

reform
 

of
 

this
 

course
 

is
 

imperativ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academic
 

English
 

course
 

teaching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major
 

in
 

Chongqi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By
 

sorting
 

out
 

its
 

current
 

teaching
 

lack
 

of
 

systematic
 

design 
 

failure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learning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duplication
 

with
 

basic
 

English
 

courses 
 

it
 

is
 

proposed
 

that
 

this
 

course
 

should
 

focus
 

o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rather
 

than
 

English.
 

The
 

teaching
 

goal
 

of
 

this
 

course
 

should
 

be
 

cultivating
 

students '
 

English
 

think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principle
 

and
 

goal 
 

this
 

article
 

proposes
 

to
 

improve
 

the
 

curriculum
 

system
 

design
 

from
 

the
 

teaching
 

level 
 

introduce
 

new
 

knowledge 
 

cultivate
 

English
 

thinking 
 

strengthen
 

the
 

transfer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actively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with
 

basic
 

English
 

courses.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expand
 

the
 

existing
 

teaching
 

methods 
 

promote
 

communication
 

and
 

summaries 
 

and
 

use
 

emerging
 

network
 

teaching
 

platforms
 

to
 

realize
 

teaching
 

reforms
 

to
 

meet
 

the
 

current
 

requirements
 

for
 

academic
 

English
 

courses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and
 

effectively
 

play
 

the
 

role
 

of
 

this
 

course
 

in
 

assisting
 

and
 

supporting
 

other
 

related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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