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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新工科“五维形态”的城乡规划
课程结构反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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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城乡规划教学如何匹配国土空间发展尤为重要。城乡规划作为实

践性较强的工科专业，课程成果是直接检验其授课效果的高效工具。针对目前理论课程教学成果路径

设置模糊、实践创新性不足、理论知识繁杂枯燥等问题，本研究面向新工科（人文维度、规模维度、政治维

度、产业维度与人文维度）“五维形态”，将 OBE 理念分解为 5个阶段运用到课程结构设计中，结合课程技

术、规模、政治与人文成果形成知识模块、能力模块及素质模块，力求提升城乡规划专业理论课教学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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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到 2025年新工科产业相关人才缺口将达 950万人。自 2017年，教育部先后发布了《关

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知》《关于推荐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的通知》等文件，国内学者开始

致力于探索全球工程教育中具备竞争力的中国教育模式与经验。然而，面向巨大人才缺口与发展

需求，亟需相关专业在教学方法中提出应对措施。对城乡规划专业而言，传统教学模式规划过于侧

重空间思维设计表达与训练，学生创新能力与综合素质培养被长期忽视，在对标新工科建设过程中

亟需探索新的课程设计路径。在我国城乡建设关键阶段，结合新工科需求，完善城乡规划课程教学

体系，以优化一流学科建设为目标探索课程体系的设计路径，有助于更加科学高效培养符合时代特

征与发展需求的城乡规划专业学生。

一、新工科背景对城乡规划专业课程结构设计提出的新要求

新工科背景下，城乡规划教育改革对我国未来城乡空间建设与经济转型升级都具有切实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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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作用［1］。然而，目前其理论课程普遍存在课程成果路径设置模糊、实践创新性不足、繁杂枯燥等问

题［2］，与新工科提出的“五维形态”相距甚远。教学“成果”如何匹配“五维形态”的“技术、规模、政治、

产业、人文”建设目标来满足国土空间建设实际需求是关键问题［3］。

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已从新工科指导思想出发，结合专业课程差异，着重探讨了提升课堂教学质

量的方法策略［4］。大部分研究认为课程是教学体系中最微观却最为关键的环节，是对人才培育模式

优化的最直接途径；“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学理念也被重点关注［5］。其次，快速提升创新思维与授

课效果成为“新工科”教学研究中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6］。同时，课程结构持续改进与人才评价

体系构建是相关研究的热点领域。对城乡规划专业而言，专业课程涉及城乡政治、人文、经济、产

业、社会及环境等方面，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系统具有参与者多、系统复杂的特点，如图 1所示。已

有研究学者基于新工科“五维度”评价体系提出了“五闭环”课程教学持续改进方法［7-8］。相关研究

强调多学科交叉融合，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结果作为新工科建设的核心内容［9-10］。

二、成果导向型教学与城乡规划专业课程设计需求契合性

（一） 基于成果导向型教育理念建立的教与学互促培养模式

西方发达国家早在 1981年就提出了成果导向教学（Outcomes-based Education，以下简称OBE）
理念，在美国、英国等教育大国已有多年探索实践，其中，“反向设计”是重要方法构成之一。

“教”与“学”成果表达是OBE理念关注的核心问题。1981年，美国学者 Spady率先提出OBE［11］，

教学实施过程和课程体系构架都是为了达成学生最后的学习成果产出。其中，课程结构的“反向设

计”是重要手段［12］。

OBE理念也被各国用于高等教育改革与实践的课程体系优化。2010—2020年，巴基斯坦、巴西

等 7所大学在本科及研究生教育改革中，全面借鉴OBE理念指导教学和课程体系改革。中国香港

城市大学制定《2010—2015年策略性发展计划》，按照成果导向目标来规定和协调各项教学内容。

2016年中国成为《华盛顿协议》正式成员后，国内教育专家、学者和高校管理者等开始深入探讨OBE
理念对教育教学的指导。至 2021年，OBE理念已被大量运用于实践类教学课程中，成为教与学互

促的典型培养模式。

图1　新工科背景下城乡规划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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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工科“五维形态”与OBE理念在课程结构设计中耦合的可行性

课程结构作为课程体系金字塔基石，新工科“五维形态”为其夯实基础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

相关探索大多处于理念层面，缺乏对课程结果的设计量化落地，而OBE理念则直接给出了相应操作

方法，为新工科“五维形态”以课程成果的方式取得最优化教学效果提供了保障。

对于城乡规划教学，深入论证“五维形态”与OBE理念的内涵关联性，做好课程结构顶层设计是

成果导向型教学成功的关键。传统理论课教学中，强调以城乡空间思维形成为中心的培养模式［13］，

难以满足新工科背景下更高创新性、更强实践能力、更优职业素养的培养要求。OBE理念在城乡规

划理论课程中的应用，能较好地提升课程成果创新性，及增强课程内容的实践性［14］，只有建立合理

的量化体系评价作为支撑，才能在城乡规划理论课程建设中更好应用。

本研究旨在借助课程结构反向设计方法，提升专业理论课教学的实用性，推动“五维形态”的切

实落地，如图 2所示。以城乡规划专业本科三年级必修课城市生态学与绩效分析为例，突破以往以

生态学理论讲解为核心、课程实用性相对较弱的问题，耦合新工科“五维形态”与OBE理念，完成成

果维度下的反向课程结构设计，促使学生在各板块学习中紧密依托“五维形态”成果需求，树立生态

发展观并充分认识其应用途径。

三、城乡规划专业课程结构反向设计案例建设路径

（一） 课程反向设计目标

从知识、能力、技能三维提升的基本需求出发，拓展新工科五维形态内涵建设要点，形成“时间-
成果-主体”的课程设计目标维，如图 3 所示。其中，时间维度反映了课程成果阶段性差异与侧重

点，分为环境建设与资源配置、成果规划、成果实施、成果评价与反馈4个阶段；主体目标包括新工科

背景下城乡规划教育教学涉及的教师、学生、政府、学校、科研机构、用人单位、行业协会、家庭等，反

映了不同主体的差异，并区分其权利、义务和责任；成果维度以课程面向的关键知识点、能力培养点

和技能培养点为基础，耦合技术、规模、政治、产业与人文训练目标。

（二） 课程结构设计方法

1. 课程目标系统制定

课程结构设计方法主要包括调查研究法、文献与经验总结法和德菲尔法。其中，在成果设置阶

段主要使用前两种方法。首先，针对各类课程参与人进行问卷调查，得出课程成果重点内容。针对

课题关键问题与难点问题，以访谈形式收集整理所需数据。查阅并整理相关理论基础与文献资料，

解析OBE理念、新工科发展等研究进展与热点问题，探索“五维形态”中各维度的落地路径与成果表

图2　“新工科+OBE”理念对城乡规划课程改革适宜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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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总体来看，结构体系构建包括知识子系统、能力子系统和素质子系统。

在知识子系统中，侧重“技术-科研、社会-环境建设、资源配置”建立的目标成果体系，以生态学

理论作为本门课程的基础知识，在课程初期阶段引领学生以生态学思维反思城市问题，以基础科研

与社会作为主体目标，注重学生基础理论与认知深度的提升；其他重点难点内容以跨学科复合型知

识为主，紧密联系经济社会、人文活动、生态空间等内容，使授课对象实时了解整个社会环境、城乡

生态环境的现状，并懂得相关领域现代信息技术与方法的实际应用，强调结合国家发展与环境变化

需要采用适宜的技术手段解决实际问题。

与知识系统相对应，在能力子系统中，重点强调复合型能力的培养，复合型能力是城乡规划学

生在设计院、研究院、政府等部门协同工作中胜任实际工作的重要能力，构建以课程生态观塑造与

批判性思维为重点的知识系统是课程能力子系统培养的重要方面。在课程结果设置中，对能力的

考核要体现学生综合处理生态问题的技术能力，考核学生在面对城乡空间环境的生态问题的综合

处理能力，尤其是学生紧跟国家政策、与时俱进的终身学习能力。

素质子系统是在“知识、能力、技能”三维目标基础上，注重学生专业、人文、创新创业等素质的

综合培养，激发学生在生态空间规划与管理中形成创新思维与主动思考的能力。

以上子系统的拆解是课程设计的重要过程方法，将各系统的影响因素充分考虑并形成相互协

同的整体，并明确课程成果的形式、表达方式与投入比例，也是课程反向设计的重要步骤之一，

见表1。
2. 课程思政体系建设

新工科“五维形态”建设下，强化课程思政的融入是直击教学最终目标的有效手段。为了直达

价值观培育主目标，课程各教学单元设计思政元素实现思政体系在教学过程和内容的全覆盖。

（1） 课程思政建设重点：以道德涵养与法治思维培养生态价值观。

人与自然关系——传统文化自信与生态文明发展观。“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

系”“山水林湖田草是生命共同体”和“两山”理论深深透露着生态共同体意识，体现着中国人自古以

来对于自然的道德关怀。在授课中重点关注人与自然维度的道德关系，向学生明确人对于自然的

道德主体责任。在各章节讲授中贯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德性伦理的特点，结合“仁、义、礼、智、信、

忠、孝、慈、俭、恕”等德行内容，传递“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态思维，强调人对于自然的道德

责任是个人素养的体现。

图3　课程反向设计的目标维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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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伦理思维培养——新时代科学发展观。以生态伦理思维回应现代公共社会中的行为规

范，在各章节讲授中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绿色发展理念”“五位一体”建设中包含的社会公

德理念渗透到实现代际、群体之间的环境公平与正义的生态伦理学中，拓展到生态文明的公德涵义

中，使学生在生态伦理思维构建中理解中国近代以来道德规范从“家庭伦理”向“社会伦理”“国家伦

理”的艰辛探索，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融入，促进高校学生真正树立公德意识，增强公德意识的

主体责任感，在未来设计实践工作中将道德意识转化为道德实践。

生态环境法治思想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

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的保

障。”引导学生及时把握其中蕴含的制度建设精神和制度遵循意识，将章节内容中的技术方法讲授

与相关的环境司法、法治思维、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相结合，从城乡规划法治中国建设的高度理解

中国在环保制度化、法治化方面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并学会用法律规范人们的环境行为，培养

生态文明观念、生态法治意识，预防和解决环境纠纷，实现环境正义。

（2） 融入思政元素的课程内容。

从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观建立出发，在生态教育体系统筹下，以城市生态学与绩效评价课程为

例，将“生态技术、生态文化、生态伦理、生态哲学、生态安全、生态保护”生态教育思政要素有机融

入，见表 2。其中，37%的教学内容与传统文化自信相结合，41%的教学内容与生态文明发展观相结

合，22%的教学内容与新时代科学发展观相结合。

表1　新工科各维度下OBE成果达成方式

新工科
维度

技术

规模

政治

产业

人文

课程内容

城市生态规划基本理论

城市生态绩效评价
基本方法

城乡绿地系统与
绿道规划

传统村落生态治水
多维绩效评价

城市生态功能区划

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城市生态功能区划

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实践案例解析

城市生态绩效评价
应用技术

实践案例解析

城市生态系统与
生态城市

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OBE成果形式

技术成果：课后案例分析+课堂
汇报

规模成果：与“城市设计”“城市
园林与景观规划”等设计类课程

联动

生态价值观形成

国家与国际生态问题的关注

“互联网+”及各类相关竞赛参与

生态良知观培育

OBE达成方式

案例生态空间规划方法解析

生态空间绩效测度分析报告

城乡绿道规划方法综述报告

低技术生态治水案例分享

提交在联动设计课的作业中
应用本门课程的成果

生态问题案例分析+治理报告

各国生态安全格局建设报告

为参与相关竞赛做准备，提交竞赛参与方案

提交相关课程作业中应用本门课程的生态
观应用实际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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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融入思政元素的知识单元表

教学章节

1.1
1.2

1.3

3.3

4.1-4.7

5.1
5.2
5.3
6.1

6.2

7.1-7.4

8.1

8.2

9

教学内容

生态城市内涵与规划内容

城市生态规划发展过程与
研究进展

城市生态规划现状问题及
发展趋势

可持续发展理论、
人类生态学理论

城市生态绩效评价
基本方法

遥感影像获取与图像解译
技术

理信息系统分析技术

空间句法分析技术

城市生态功能区概述与
区划内涵

城市生态功能区划
工作框架

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城乡绿地系统规划

城乡水系统规划

实践案例解析

思政元素融入点

生态城市概念、内涵、特征、功能及规划内容

中西城市生态规划差异

中西城市生态规划现状问题及发展趋势对比

人与自然关系

生态系统承载力评价、敏感性评价、适宜性评价、生态风
险评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指标

体系与评价模型构建

生态绩效评价模型的评价因子选取及模型构建

城市生态功能区划的内涵及其发展趋势

生态功能区划的工作程序、技术路线

构建方法与城镇化生态风险指标体系

生态格局变化的量化模拟预测

绿地系统与绿道系统的绩效评价体系应用、
空间结构模式与规划路径

生态治水领域高可持续性与低维护度的
绩效评价技术方法理解

各类生态空间绩效评价的评价方法与结果释疑

思政目标

新时代科学发展观

传统文化自信与生
态文明发展观

传统文化自信

生态文明发展观

新时代科学发展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时代科学发展观

生态文明发展观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新时代科学发展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时代科学发展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统文化自信与生
态文明发展观

传统文化自信与生
态文明发展观

新时代科学发展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 教学内容构建及组织

在解读新工科“五维形态”内涵、拆解OBE理念基础上，以城市生态学与绩效评价课程为例，从

学习成果设定出发，完成“分析教学对象-制定教学目标-选择教学方法与内容-实施教学评价”的课

程结构设计。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结合景观学、地理信息科学等技术方法，从“理论-技术-实践”

三个层面，围绕城市生态学理论基础、生态空间绩效测度、生态绩效分析的应用与实践等系统讲授，

使学生掌握城乡生态空间绩效分析的基本原理与技术手段，明确生态空间评价标准，并应用评价结

果分析城乡空间生态结构、解读生态智慧规划。同时，使学生树立可持续的城市生态发展观，充分

认识城乡空间规划中的生态智慧与应用途径，进而探求改善城乡生态空间结构合理、功能高效、关

系协调的有效途径。

以新工科“实践性-创新性-职业素养培育”等人才培养内核，在案例应用中完成教学对象分析

与目标制定，明确课程学习成果所蕴含的本质内涵与时代价值，以“学习成果”为核心，将新工科“五

维形态”在课程结构中与“技术成果-规模成果-政治成果-产业成果-人文成果”一一对应，据此匹配

“知识-能力-素质”课程教学模块，具体研究框架，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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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雪，等 面向新工科“五维形态”的城乡规划课程结构反向设计

在课前准备环节，基于“五维形态+OBC”构建“成果蓝图”体系，从课程本质内涵、时代价值、能

力目标出发，确定课程期望的学习成果。解析能力结构与课程体系的映射关系，建立针对城乡规划

专业“课程成果”设置适宜性的评价体系，对案例课程中既有课程设置的成果进行评价，并立足“实

践性+创新性”完善课程成果体系。

基于OBLT的教学内容反选，完成课程教学内容设计。以城市生态学与绩效评价为例，从学习

成果出发，在校内、校外教学环节分别设置达成成果的教学路径，反向设计课程的“知识-能力-素
质”模块。在课程体系中探索“科研下探”的教学成果获取路径。将教学内容模块与国家级、省级等

相关实验平台充分关联，结合研究所在的吉林建筑大学，课程相关成果均在“寒地城市空间绩效可

视化评价与决策支持平台”支持下完成，调动学生多维度获取实践成果的积极性，围绕城市生态学

理论基础、生态空间绩效测度、绩效分析实践等方面展开，使学生掌握基本原理与技术手段的同时

形成正确的生态智慧良知观。

以OBA“自我参照”方式组织成果完成情况评价，形成课后成果考核与评价体系。就该课程的

学习成果评价而言，应更强调达成学习成果的内涵和个人学习进步情况考核，根据每个学生能达到

教学目标的程度，结合“知识-能力-素质”各模块特征，分别赋予评定等级，构建“多维递进”的评价

体系，并在实践过程中结合实际情况适时修订评价系统。

最后，在课程结构修订中，结合OBI课程评价体系持续优化成果体系。在已有教学体系上，通

过课程实践效果修订课程结构。同时，探索相关教学成果与创新示范基地、教师团队、教育资源共

享平台及思政课的对接，完善学习成果设定的多元化与科学性。

四、结语

本研究面向新工科“五维形态”，从知识、能力、素质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了课程成果设定路径，力

求在理论视角与实践内容上实现课程结构组织方法的创新。在城乡规划教学体系改革中，本研究

首次融合新工科与OBE理念，通过凝练“新工科+OBE”理念核心，在城乡规划专业教学中探索课程

图4　城市生态学与绩效评价课程反向设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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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设置的重要影响因素与成果，在最初的学习成果设置及最后的成果实施两个阶段形成“双评

价”体系，两者相互促进，从而实现课程建设的改进与优化，将新工科“五维形态”落实到城乡规划专

业课程模块设置中。同时，以典型课程为例，以“成果反向设计”优化课程结构。在典型课程的教学

对象分析、目标制定、内容模块设计、实施评价等环节，应用OBE理念的各个子概念，以“自我参照”

式评价体系构建凸显对学生个体成长结果的关注。

本研究可应用于案例课程城市生态学与绩效分析及城乡规划领域相关其他课程的持续优化，

为新工科背景下城乡规划专业教学中跨学科、前沿性、研究性课程的深度化建设、精品化建设提供

理论基础与应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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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rse curriculum structure design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under the 
coupling of new engineering five-dimensional form

JIANG Xuea， ZHAO Hongyua，WANG Chunqingb

(a.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b.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Jilin Jianzhu University, Chang⁃
chun 130119, P. R. China)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new situation of new engineering, how to match the teaching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land spac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s an engineering major with 
strong practicality,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curriculum results are an efficient tool to test its teaching effect 
directly.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fuzzy setting of curriculum achievement path, lack of practical innovation, 
complex and bor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in the current theoretical curriculum desig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five-dimensional form of new engineering, such as humanistic dimension, scale dimension, political 
dimension, industrial dimension and humanistic dimension, and puts OBE concept into five stages to the design 
of curriculum structure. Combined with the curriculum technology, scale, politics and humanities achievements, 
the knowledge module, ability module and quality module are formed,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oretical courses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Key words: new engineering; curriculum structure;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OBE concept; ecological 
wisdom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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