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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问题为导向的工科设计类课程线
上教学改革与创新实践

——以城市设计课程为例

张益峰
（南京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导致广大高校无法正常线下教学，各高校纷纷开展线上教学实践。

但由于传统工科设计类课程的特殊性，线上教学无法适应其要求。基于此，以南京大学城市设计课程教

学为例，对其教学任务、目标进行剖析，认为线上教学存在基地现场调研难、线上教学深化难（方案信息

损失大、师生线上交流浅）、线上答辩误差大等问题。继而提出“云”调研的创新（线上“云”选题、线上

“云”调研）、线上教学的改革（“VR”技术的运用、线上交流的优化）、线上答辩的纠偏等系统化改革创新

思路，为未来设计类课程线上线下融合和线上教学改革深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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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不少高校的正常教学秩序造成严重影响，在此背景下，广大高校根

据“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1］的要求，积极展开相关工作，普遍采用线

上教学方式来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工科设计类课程线上教学的优势与困境

各大高校线上教学的实践创新成果丰硕，普遍采用中国大学MOOC、学校专属平台、腾讯会议、

网易云课堂等多样化平台，通过在线授课、直播课堂、录播授课［2］以及视频会议讨论等方法进行教

学，逐步探索系统化的线上教学方式与考核手段，经受住了疫情考验。但是，针对工科设计类课程

的线上教学方法，各地高校尚未形成成熟的系统化解决方案，教学问题依然存在，教学效果有待提

升，教学方法也有待进一步实践创新，因此，有必要进行相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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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科设计类课程线上教学的优势

工科设计类课程的线上教学有其突出的优势：一是有利于线上资源的充分利用。通过MOOC，

学生可以享有国家级精品课程，直接聆听到大师的知识讲授［3］，通过互联网，可以查阅包含文字、图

画、影像、3D数据等在内的多类型海量信息数据；二是有利于摆脱教学活动组织的时空束缚。通过

互联网以及相关电脑软件、手机APP等的应用，师生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地在线完成教学工作，实现

从教室内“面对面”到在线上“键对键”教与学的转型，师生设计交流方式由传统教室内“一对一”或

“一对多”切换到线上“一对一”与“一对多”同步并行的教学方式。设计课程的相关信息可以被无限

复制、传输与回放，也有利于课后学生进行复习与回顾；三是有利于教学全程的有效管控［4］。通过对

授课数据信息的分析，教师可以实现对学生日常出勤表现、课堂测试、上课表现、设计成果的全程数

字化管理，自动生成学生的平时成绩。教师还可以通过相关数据信息的反馈，了解学生掌握知识的

情况，进而总结教学现存的问题，对症下药，使后续教改方案的调整优化有据可依。

（二） 工科设计类课程线上教学的问题

但是，传统工科设计类课程教学有其特征，其教学目标是让学生在掌握设计的基本理论与实践

方法基础上，通过系统化学习具备独立进行工程设计的能力。与适合进行线上教学的讲授类课程

相比，工科设计类课程线上教学主要存在以下特征：首先，设计类课程教学以理论教学为辅，实践教

学为主，明显有别于传统理论课教学的单纯知识传授。因此，“做”是设计类课程的核心，需要师生

协同背景下“教、学与做”的密切配合，通过“教、学”最终让学生掌握“做”的方法、提升“做”的能力。

而线上教学在教学环节尚可应对，但在“做”的环节问题最大。其次，“做”的实践教学环节需要师生

深度的交流互动。在指导学生如何“做”的过程中，需要师生“面对面”交流，部分无法用语言进行表

述的内容，还有赖于“师与徒”的相互默契。只有通过交流，让学生认识到自身设计存在的问题，教

师才能为设计工作的推进提供明确修改意见与目标指引，这恰恰也是线上教学的弱项。因此，在疫

情管控背景下，作为应急之举的工科设计类课程的线上教学，在实践教学环节，往往产生不同程度

的问题。

二、城市设计课程线上教学面临的困境

以建筑学专业高年级城市设计课程为例，城市设计是建筑学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通过城市设

计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城市设计的基本理论知识、分析方法与设计手法，具备独立完成城市

设计任务的能力。在学习中，学生需要根据教师布置任务书的要求，完成指定基地的现场调研，分

析其发展资源要素，总结其存在问题与内在动力，生成其城市设计理念，对功能空间进行定位策划，

进行空间规划设计，最终形成一整套完整的城市设计成果。

根据城市设计教学任务和目标安排，结合多年教学实践经验总结，将城市设计课程按照授课先

后程序和内部逻辑关系，归纳总结为空间策略生成、设计成果完成、最终成绩生成三大任务阶段和 9
个模块（图 1）。第一阶段，空间策略生成。在学生完成前期知识准备学习后，按照现状调研—资源

分析—概念生成的路径展开任务，在教师指导下形成明确的城市设计目标与空间规划策略。第二

阶段，设计成果完成。以空间规划策略的落地为目标，进行空间设计深化，分别从其功能结构、交通

景观、行为活动等方面予以深化，最终形成完整的城市设计成果，是三个阶段中最为重要的核心设

计阶段。第三阶段，最终成绩生成。最终成绩生成以城市设计最终答辩成绩为主，以平时课堂表现

成绩、中期设计成果成绩为辅，通过3项成绩加权计算得出每位学生的最终成绩。

从近年 2次城市设计线上教学实践情况看，3个阶段的线上教学实践均存在不同类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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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的核心问题在于学生无法进行现场调研，导致现状研究苍白，设计概念空泛，后续规划设

计脱离实际情况而无法落地深化；第二阶段的难点主要在于线上教学深化困难，原因之一是方案信

息损失大，用于交流的设计图纸与文件表达手段落后，更多的是基于上帝视角的空间设计与设计师

的个人主观感受，无法让人精准感受到空间设计的具体细节，带来大量信息损失。原因之二在于师

生教学过程的时空分离，导致师生线上交流氛围差，难以达到“面对面”的效果；第三阶段的主要问

题在于线上答辩结果误差大，设计成绩与学生实际水平存在一定偏差，需要进行相应的纠偏。

（一） 基地现场调研难

基地现场调研是城市设计的起始环节，也是学生了解现状、发现问题、激发灵感的关键环节。

按照教学要求，学生需要掌握区域背景资料、地理信息数据、上位规划，以及历史、文化、人口、经济、

特色事件等情况，还需要直接进入基地现场，对现状建设、地形地貌等进行调查，通过现场集体访

谈、问卷调查、实地观察等方式深入了解建设现状与背景信息，为后续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如果学

生无法到达现场，仅仅依靠线上资料与残缺的图片信息，无法获取第一手信息，不能获得直观感受

和建立空间概念，也不了解问题表象之后潜藏的动因，往往使后续的城市空间设计如空中楼阁。

（二） 线上教学深化难

1. 方案信息损失大

空间问题是城市设计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完成空间设计自始至终是城市设计的主要任务，但

这并非线上教学所擅长。基于当前网络速度、线上教学手段的局限性，城市设计课程中的“线上授

课”环节可以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但“线上改图”环节还难以达到传统线下师徒传承式、面对面改

图的效果。当前“线上改图”的主要流程是：课前，学生将其设计思路与设计成果转译为电子文件，

如 SketchUp格式的 3D模型、DWG格式的电子文件、JPG格式的图片文件、PPT格式的汇报文件等。

课上，师生以这些电子文件为媒介，通过线上平台交流，进行深入讨论与方案调整。由于这些电子

文件表达实际空间信息的局限性，线上空间设计阶段教学问题突出，迫切需要技术方式的更新。

2. 师生线上交流浅

城市设计课程有其特殊性，学生既需要具有较强的理论基础与归纳演绎能力，同时更需要有空

间思维想象与创造能力。线上教学基本胜任设计理论与方法的知识传授，而对于空间设计的个性

化指导则力不从心。由于线上教学秩序难以掌控、师生间时空分离、“面对面”交流缺乏，“教”“学”

与“做”之间无法有效衔接，线上教学的成效更多取决于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和个体领悟力，教师的引

图1　城市设计线上教学问题与对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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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作用有所下降，直接影响教学效果。

（三） 线上答辩误差大

城市设计最终答辩多采用线上集体评图的方式，可以通过腾讯会议、钉钉等软件来组织答辩，

先由学生分别对各自的方案进行汇报，再由受邀的教师与专家根据学生表现予以点评提问并计分，

按其成绩汇总平均即可得出最终答辩成绩。但在多次评图实践中，由于评图时间短、人数多、学生

汇报能力差异、专家对作品信息掌握不全面等因素，答辩成绩与学生实际设计水平之间易产生误

差，需要予以纠正。

三、城市设计课程线上教学的改革创新

城市设计课程的线上教学解决了疫情期间的教学难题，但无法解决整体授课质量有所下降的

事实。基于前文总结的三大问题，我们尝试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实践改革与创新，取得了一定

成效。

（一） “云”调研的创新

城市设计的类型有其多样性，按照其尺度不同分为总体城市设计、片区级城市设计、地段级城

市设计。城市设计的尺度越大，需要调研的内容越宽泛，尺度越小，则需要调研的内容越深入。基

于城市设计课程安排的局限性，选题的尺度多以片区级、地段级两种城市设计类型为主，其实践类

型也可以细分为开发型、保存型与城市更新型、社区型城市设计等。因此，城市设计课程教学类型

有着多样化的选择，在教学初始阶段首要解决的就是设计的选题问题，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大纲要求

提供若干设计任务供学生进行选择。

1. 线上“云”选题

受制于疫情影响，师生无法直接见面，只能借助于网络平台，在线上共同推进选题工作。首先，

教师在提供选题的同时对各设计任务进行解读，学生以此为基础，依托线上信息资源对各设计选题

进行了解，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规划背景信息类。可以通过相关网站、数据平台、电子文

献数据库等，获取规划地域的人口、经济、社会、用地、地形地貌、水文气象，以及发展沿革、历史文

化、重大事件等简要背景信息；（2）专业规划信息类。主要包含上位规划、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以及

其他已编制完成的专业类规划或建筑设计方案等，学生通过线上获取，可以了解到几个推荐基地的

基本规划与建设信息；（3）线上物质空间信息类。学生可以事先通过现状 CAD地形图、百度地图、

Bigemap和Google卫星图片、3D街景地图等方式获取规划调研地块的平面信息与3D信息，从而建立

推荐规划基地的总体概念。

通过以上信息的叠加，学生可以建立调研基地的初步空间概念与背景信息，再根据教学目标与

个人选择偏好，确定城市设计的选题并进行结对组合。而授课教师则可以在线上根据总体教学需

求和选题的具体情况，进行“一对一”“一对多”的沟通，按照学生选题不同进行编组教学，为后续教

学打下基础。

2. 线上“云”调研

学生完成线上“云”选题后，则需要根据城市设计教学任务目标要求，对“云”选题阶段确定的基

地按照初步调研内容框架更进一步地深化落实，同时需要在教师的帮助下，进行现场调研。城市设

计的现场调研信息，根据其内容信息属性，可以划分为三类：（1）中观空间信息类。如规划地块的土

地使用现状、道路交通现状、空间格局现状、总体空间轮廓等；（2）微观建设信息类。如沿街立面、地

标建筑、主要节点建筑、文保建筑、步行街区、绿地景观、开放空间等；（3）现场社调信息类。这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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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要求学生到达现场，有目的地通过问卷、观察、访谈、勘察等方法展开调查，取得第一手的调研资

料。总之，现场调研环节直接影响后续教学效果，常规线上调研永远难以替代现场实地调研的效

果。为弥补常规线上调研的局限性，更好地提升教学效果，我们提出线上“云”调研的创新来解决

问题。

线上“云”调研的创新，就是现场调研的主要任务由调研教师高质量完成，师生间的信息沟通在

线上完成，全部的调研信息也上线供学生使用。师生凭借腾讯会议、抖音等现场直播平台展开互动

与交流，学生在线上同步获取教师视角的全方位调研信息，进而更好地完成调研工作。调研教师的

工作分工，则可以按照实地调研的内容信息特征与调研方法，划分为现场直播团队、空间认知团队、

社会调查团队，各团队间在统一部署下通过分工协作来完成调研工作。

其中，现场直播团队是“云”调研的核心，需要安排经验丰富的教师，根据教师自身对于基地的

理解，有目的地对调研方案进行整体把控与细节设计。在调研过程中可以按照预先设定的路径，分

阶段按步骤对基地现状特征、建设条件、存在问题、发展动力等进行归纳总结，穿插以旁白、采访、对

话等互动环节，与学生展开线上互动，激发学生的头脑风暴，帮助学生进入角色。由此，随着教师现

场调研推进与同步讲解互动，学生能够获得更多身临其境的感受，达到现场调研的目的。

空间认知团队，则可以安排动手能力强的年轻教师专门负责，与现场直播团队基本同步，其主

要任务是获取更多的现状建设细节。团队可以综合运用相机、手机等设备现场拍摄整体街区风貌、

中心节点区域、重点地段景观、重要建筑细节等人眼视角的空间信息，同时还可以采用无人机对基

地及周边现状从鸟瞰视角进行慢速度全方位航拍以及主要位置定点360度环视航拍等方式，进一步

使用大疆智图三维建模软件获取现状建设的三维信息。在获取这些数据后，团队即可将相关信息

资料打包上线共享，让学生获得规划地块翔实的现状空间认知资料。

社会调查团队，可以安排沟通能力强的教师带队展开相应工作，灵活机动地采用观察、访谈、勘

察等传统方式获取相关信息，同时也需要更多发挥网络信息优势，如采用现场发放纸质问卷、微信

问卷、微信投票、APP推送等新颖方法展开调研以获取调查数据。为了取得较好的调研效果，团队

还可以求助于当地政府、社区、志愿者等以获取帮助，力求在社会调查环节做到尽善尽美。

由此，在教师的帮助下，通过师生线上协同，学生可以顺利完成线上“云”选题、强化线上预调

研、深化线上“云”调研，进而较为全面地获取城市设计工作展开所需要的调研信息，进而为后续城

市设计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 线上教学的改革

1.“VR”技术的运用

用于线上交流的城市设计成果主要有图纸、模型两种空间表达方式，图纸表达格式主要有

DWG格式的电子文件、JPG格式的图片文件、PPT格式的汇报文件等，模型表达格式主要有 3DMAX
与 SketchUp两种 3D模型。两种表达方式相比，图纸表达有着简单快捷、文件量小的特点，但对设计

成果表达信息有限；3D模型表达的空间方法有所改进，同时文件量稍大，但也存在空间反映上尺度

较大、研究视角偏宏观的问题，无法提供身临其境的空间感受。

据此，VR 技术被认为是目前最好的改进方案。VR 技术是在 AutoCAD、3DMAX 等空间设计软

件基础上的一次新的革命，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等领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BIM与VR技术

的融合使用，可以最大限度地展示还原建筑与城市空间的实际存在场所感，进而带来最直观的感

受［5］。通过VR技术运用，师生对城市空间的设计研究可以从传统的“上帝视角”转化为“实时在地

人眼视角”，进而最大限度地还原空间的本来面目，强化师生双方对于方案本体空间的认知，减少因

线上课堂师生间时空分离所带来的信息损失，也有助于进行更深入的交流讨论。因此，在城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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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线上教学的初步构思阶段与空间深化阶段，大力提倡VR技术的运用，能显著提升教学效果。

2. 线上交流的优化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城市设计往往沿着理念生成演绎与空间设计深化两条路径同步互动展

开。因此，教学活动的重构，需要分别在理念环节与实践环节予以创新。

理念环节重构。在理念生成与演绎环节，线上教学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采取多样化方法。

对于共性的知识点与问题进行集中讲授与问答，针对个性化问题可以“一对一”线上答疑；对于需要

探索的问题可以采用学生专题分组讨论、教师同步点评、会后集中小结的方法解决。为活跃课堂氛

围，线上讲授时可以搭配线上课堂提问、问卷测试、头脑风暴、主题探讨等多样化方式，来激发学生

兴趣。

实践环节创新。其创新核心在于营造师生“面对面”的虚拟时空氛围，可以从两方面入手。首

先是空间表达方式的创新，需要理顺实体空间与数字空间的转换关系，使课堂研讨的空间载体完成

从图纸、模型两种方式到图纸、模型、VR空间有效整合的进化。VR新技术的应用使设计方案的提

升成为可能。通过VR新技术，师生双方可以在空间上感受身临其境的效果，进而深度沉浸感受空

间的设计，沿着“空间设计方案生成—沉浸式空间感受—空间问题总结—设计调整深化”的技术路

线，实现对设计方案的直接提升。

其次是传统改图方式的线上延续，主要通过 ZOOM、腾讯会议等线上教学平台，使用其自带的

屏幕共享、视频和语音直播、文字聊天、互动批注等功能进行实践运用。教师可以使用带屏幕手写

功能的电脑，如“苹果平板、Surface Pro、ThinkPad Yoga 系列电脑”或者电脑外接手写板进行线上改

图，尽可能达到“面对面”的效果和“教、做、学”的有效衔接。通过线上设计改图，实现传统改图线下

“一对一”到线上“一对多”的转型，学生既可以集体观摩教师改图的全过程，也可以聆听对共性问题

的讲授，极大地提升了设计课堂的整体效率。因此，与线下教学相比，设计类课程的线上教学具备

技术先进、效率提升等优势，在某些方面甚至优于线下教学。

（三） 线上答辩的纠偏

城市设计课程的最终成绩主要由课堂成绩、中期成绩和城市设计答辩成果三部分构成。平时

课堂成绩主要根据学生个人出勤率、课堂表现、课堂作业等生成；中期成绩主要根据期中集中递交

的阶段性成果评出；答辩成绩则主要由教师与专家对最终成果的评审得出。由于线上教学的局限

性，课堂成绩、中期成绩和城市设计答辩成绩都可能存在一定偏差，因此有必要进行优化调整。

课堂成绩与中期成绩的优化，一方面有赖于对平时课堂成绩与中期成绩两个分值构成比例的

科学优化，另一方面，应在实际操作中向学生能力培养、创新意识培养、主动性提升等方面倾斜，适

当弱化对记忆型知识点掌握情况的考核，由任课教师以线上系统自动生成的数据为基础进行适度

调整。

答辩成绩的纠偏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在答辩专家构成上，充分发挥线上优势，发挥时空自

由优势，优化评图专家构成，在本校教师积极参与的基础上，在线邀请城市规划管理部门、设计单

位、开发建设部门等相关领域的专家，从多元维度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在分值构成上，发挥线上

优势，将设计打分进一步细化，可细分为目标与策略、功能结构、空间形态、交通组织、环境景观、成

果表达等各部分并赋予适当的权重，体现出分值的严谨性与科学性。同时，针对评图过程仓促、专

家对设计成果信息掌握不全面的问题，可以事先将学生的设计成果与汇报提纲发送给专家，让专家

更为熟悉设计成果。针对学生汇报能力差异导致的不合理现象，则可以适当增加任课教师权重，最

终由任课教师进行微调，促成最终答辩成绩考评的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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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终身教育的理念现已深入人心。未来高校的多校区设置、授课教师的多样化构成、授课对象的

扩大化等因素都会促进线上教学的发展。作为传统方式的线下教学与新兴方式的线上教学有着各

自特色与优势，通过线上线下课程的灵活组织，可以满足不同类型的人才培养和课程设置要求。在

今后课程教学中，对于理论课可采取线上教学为主、线下教学为辅的方式，设计课、实验课及实践课

可采取线下教学为主、线上教学为辅的方式［6］。城市设计课程的线上教学改革尝试为工科设计类课

程的线上教学创新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借鉴。但如何总结经验、扬长避短，形成融合线上线下教学的

改革方案，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做到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新，进而实现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伟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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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oriented online teaching reform and innovative practice of 
engineering design courses: taking urban design course as an example

ZHANG Yifeng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Nanjing Universty, Nanjing 210093, P. R. China）

Abstract: The sudden outbreak of the epidemic made it impossible for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traditional 
offline teaching in 2020, so universities developed online teaching practice. However, engineering design 
courses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which makes online teaching unabl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urses. So we take the urban design course in Nanji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analyze it’s mission and 
purpose, considering that online teaching has the following problems, such as difficulty of site investigation, 
difficulty in deepening online teaching (the loss of space information expression, the failure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the error in online oral defense. Accordingly, we carry out a 
systematic reform and innovation by the way of online site investigation（online site selection, online site 
investigation）, online educational reform (the use of VR technology, optimization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and 
online oral defense correction. All of this will provide useful experience for the future integr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and the deepening of online teaching reform.

Key words: design courses; urban design; online teach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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