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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一流本科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以华南理工大学为例

李敏稚， 刘奕宏

（华南理工大学 a.建筑学院； b.亚热带建筑与城市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 c.广州市景观建筑重点实验室，

广东 广州 510640）

摘要：国家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一流本科课程建设成为培养优质人才和推动教育改革的

重要途径。城市设计学科具有整合与协同的特点，在指导高品质人居环境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城市设计专业教育在我国起步较晚，面临发展目标不清、体系混杂和标准不一等问题。华南理工

大学建筑学院的城市设计教学立足于传统建筑学科优势，坚持以全面培养学生的思政素养、国际视野、

专业知识、创新能力为目标，历经二十余年的建设和改革，创立了特色鲜明的高水平教学体系。建筑设

计（五-六）（城市设计专门化方向）作为其中的核心课程，以拓宽专业基础和深化实践研究为改革路径，

构建了“高阶国际合作+多学科协同+学研产一体”的设计教学模式，在城市设计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取得

良好成效。通过介绍华南理工大学城市设计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目标、课程建设及应用情况、课程特色与

创新、课程建设计划与建设效果等，以期为城市设计类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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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本科课程质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才培养质量，课程建设作为大学建设重要一环和人才

培养载体，却处于高校工作和高等教育研究的边缘［1］。随着国家“双一流”高校和学科建设战略的稳

步实施，课程建设与改革逐渐从研究边缘走向研究中心。2019年颁布的《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

建设的实施意见》为如何高质量建设一流本科课程指明了方向：一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

深化和改革高等教育教学；二是建设适应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的一流本科课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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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不同类型高校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全覆盖；三是实施一流本科课程“双万计划”，即用三年左右时间

建设万门左右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和万门左右省级一流本科课程。2020年 11月，教育部公布首批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共计 5118门，包括 1875门线上一流课程、728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

1463门线下一流课程、868门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以及 184门社会实践一流课程。通过“高质

量”“多类型”“范围广”“强示范”的一流本科课程体系，营造改革创新的浓厚氛围，促进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完善以质量为导向的课程建设激励机制，带动教材建设和专业发展，推动高等

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革命”，助力中国高等教育跃上新台阶。

随着“双一流”高校和学科建设工作全面开展，一流本科课程作为一流大学建设的核心要素，在

课程理念上突出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在课程建设上注重反映学科前沿动态和社会发展需求；在课程

建设方法上注重教学模式设计与改革，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和教学互动。国内高校在一流本科课程

建设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如何为不同类型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创新课程模式？如何有效整

合优势资源以培养学科和专业需要的优质人才？华南理工大学的建筑设计（五-六）（城市设计专门

化方向）作为首批入选的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积极持续地探索这一系列问题的创新性解决路径。

一、课程教学体系设计

华南理工大学的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均入选教育部2019年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名

单，学科基础雄厚。建筑学院孙一民教授率先将城市设计作为建筑教学的重要内容，逐步建立城市

设计教学的基本架构，2010年城市设计教学已进入建筑设计国家级精品课程，随后教学团队参照国

际先进教学体系构建起城市设计专门化教学体系（见图1）。

（一） 课程背景与定位

城市设计是对城市形态和空间环境所作的整体构思和安排，是落实城市规划、指导建筑设计、

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的有效手段。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城市设计，不断提高城市设

计水平。在我国城镇化发展转型中，随着《城市设计管理办法》《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设计指南》等文

件颁布，城市设计在人居环境高质量建设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国内“建筑老

图1　城市设计专门化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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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先后在建筑学本科教学中加入城市设计专门化方向，主要内容为城市设计或城市更新，倾向

于基础性调查研究或概念性设计训练［2］。同济大学于2020年2月，成为国内首个开设城市设计本科

专业的院校，次年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也成功开设该专业。目前两校的城市设计专业仅为四年制本

科，虽然课程体系制定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但是整体教学架构仍处于持续探索阶段，培养计划未

延伸至研究生层级，人才培养效果和专业建设水平有待检验。因此，高等教育中培养具有国际视

野、能够面对国际化竞争，具有全面综合专业能力和高学术水准的优质人才成为国内建筑学科的重

要任务［3］。构建面向国际化的城市设计与实践教学模式，对进一步深化发展学科教育水平和专业学

术水准有着积极意义。

（二） 课程教学目标

在多年教学实践中，教学团队总结出城市设计教学应全面培养学生的思政素养、专业知识和创

新能力，帮助其实现以下目标：（1）系统理解城市设计基本原理和方法，建立城市发展动态观和系统

观，熟练运用多学科知识分析城市发展问题并进行综合评价；（2）系统掌握多维尺度下城市空间环

境调查、分析、认知和设计能力，自主运用新方法和新技术解决复杂问题；（3）掌握城市公共空间研

究方法，建构基本的城市空间形态设计逻辑，了解城市设计组织、操作、导控和管理方法；（4）培养团

队意识、协同能力、开拓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具备社会责任感和全球化视野。

（三）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虽然城市设计专业开设院校不断增多，但是我国的城市设计教育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教学模

式较为单一，缺乏与国际多样化教学的有效对接［4］；二是教学体系建设不完整，缺乏从理论到实践的

整体训练架构，出现与社会现实需求脱节的情况；三是课程体系未能充分满足“两性一度”的人才培

养要求。

（四） 课程改革优势资源及其应用情况

1. 依托优势资源，构筑高水平的国际合作教育平台

（1）建立国际教学名师主导、梯队层次合理的联合教学团队。由教学名师孙一民教授和密歇根

大学城市设计专业负责人 Roy Strickland教授担任教学主持，Berkeley的 Perter Bosselmann 教授、TU 
delft的Vincent Natin教授等知名学者作为课程导师。（2）依托国际一流教育和科研机构的教学合作

平台。例如，SCUT与 TU delft联合成立的“城市系统与环境联合研究中心”、华南与都灵的“城市设

计联合实验室”、亚热带建筑与城市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等。（3）依托高水平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例如，2019年 4月华南理工大学与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合办的建筑学（城市设计方向）专业硕士教

育项目获教育部批准，成为全国第一个城市设计硕士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华南理工大学，该项目也为

完善华南城市设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提供了强大支撑。

2. 坚持创新导向，构建“拓宽专业基础”和“深化实践研究”并重的教学体系

（1）建立以国际化视野及复合型知识结构为目标的宽口径基础型教学体系。（2）优化以实践技

能和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的高阶研究型教学体系。

3. 创建“开放协同+学研互动”的合作教学模式，推动双向平等的国际教育交流

（1）以城市设计专门化主干课、毕业设计（城市设计板块）为核心，以通识课程等为基础，以海外

名师专题讲座、国际联合工作坊、国外访学交流等为补充，形成多专业协同的开放式课程架构［5-6］。

（2）依托重大工程设计项目，在本科高年级及研究生教学中开展实践型研究和联合培养等，构建“学

研产一体”的互动式教学模式。

（五） 课程教学组织实施情况

城市设计是建筑学专业核心方向之一［7］，涵盖了城市规划学、建筑学、风景园林学、社会学、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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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环境心理学、交通市政工程等。通过四年级的建筑设计（五）和建筑设计（六）课程设置，从场地

调研、专题研究到设计训练，从小尺度到中大尺度的题目，全流程精准化提升学生的城市设计能力

与国际视野。

二、课程教学改革实践

（一） 课程教学改革特色

在观摩和借鉴国际先进的城市设计课程教学基础上，总结多年教学经验，通过中外比较研究和

设计案例教学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城市可持续发展观、爱国主义情怀、专业伦理价值

观；通过系列城市设计教学和训练（小组合作完成）培养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协同合作能力。教学

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率先提出城市设计作为建筑教育的工具

在教学改革进程中，以城市设计理念与方法深化建筑教育改革，培养创新设计思维。开创性提

出建筑学科城市设计教育体系改革整体思路，持续推动贯穿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城市设计专门化

教学改革。在本科城市设计专门化课程中，以世界经典城市设计案例为例（见表 1和表 2），从阅读、

研究与城市相关的理论和现象入手，一是了解认知城市的各种途径和方法，为掌握城市设计方法奠

定基础；二是通过现场考察、案例解读等方式对构成城市的各个系统及其要素进行认知和体验，强

调行为参与和角色代入；三是理解城市空间形态中格网、街区、建筑、道路、景观等类型的研究意义

和方法，解读其背后蕴含的复杂历史、地域、人文等因素；四是引领学生理解和阐述城市设计与建筑

设计、城乡规划和风景园林的关系，让学生基本掌握城市设计调研方法和城市空间分析方法，强化

城市设计概念教学，建立城市设计思维方式。在训练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城市设计价值观，关注

城市公共价值和人的需求，认识城市设计形态成果及其与城市相关背景的内在关联。

2. 领先践行基于城市发展前沿问题的实践和教学深度一体化

华南理工大学依托本土一系列重大城市设计实践项目展开长期教学，如国内领先的广州琶洲

西区城市设计、广州历史城区更新、中荷英联合粤港澳大湾区韧性城市设计研究等，聚焦和解决城

市发展的重要实际问题。课程题目分为城市设计题目和联合工作坊两大类（见表 1和表 2），根据教

学需求交叉进行。将课程教学内容引入实际场地设计训练，从形态认知到基于创新“设计能力”和

团队协同能力培养的国际联合工作坊教学模式（见图 2），循序渐进把控尺度变化，发扬立足于华南

理工大学的“形态设计”教育特色与优势，使学生基本掌握城市设计目标下的空间形态设计方法，帮

助学生辩证理解地区发展的驱动条件，理性判断城市形态演变背后的各种支撑机制。

表1　城市设计课程安排——形态设计

题目设置

①认知城市训练——典型城市区域形态和肌理调研

②世界经典城市设计案例研究（如纽约、巴黎、巴塞罗那、

东京、柏林等）

③电影认知城市课程（一周，海外名师计划Roy Strickland
教授主持）

④国际联合工作坊（华南理工大学—伯克利联合等）

⑤中小尺度地块城市设计与重点建筑概念设计（如滨水

区、旧城更新、城市⑥中心区、街道设计等，主要针对单个

地块或相连的若干个地块）

配套讲座

①城市设计认识——阅读、调研与分析

②凯文林奇“五要素”

③城市设计的定义与地段调研分析方法

④海外名师和国际联合工作坊导师专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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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城市设计课程安排——综合训练

题目设置

①中等尺度城市区域的城市设计（包括重点地段及重要节点

的城市设计内容要求，高层建筑等复杂功能建筑单体的基本

设计方法训练和规范性掌握）

②结合设计题目的城市形态专题研究

③城市设计导则和实施技术训练（针对单个或若干个地块，

分为通则体系、地块导则两个部分）

④城市视频拍摄制作课程（一周，海外名师计划Roy Strick⁃
land教授主持）

⑤中大尺度城市区域的城市设计（应基本涉及城市最重要的

功能区域，涵盖系统、分项、地块具体设计导控的完整内容体

系训练）

⑥认知城市课程（由海外知名教授导学，亲身考察美国、欧

洲、亚洲等经典城市案例，并撰写具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报告）

配套讲座

①城市设计经典名著导读

②现代城市形态研究前沿理论及重要趋向（结合

教学团队的研究方向）

③城市设计成果表达和导则编制方法简述（结合

实践项目讲述）

④海外名师和国际联合工作坊导师专题演讲

图2　城市设计专门化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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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国内创新设立城市设计专门化教学机制

依托现有建筑学专业教学体系，强化教学特色，以城市设计专门化主干课程为核心，推动教学

组织、课程结构和成果考核模式改革。以建筑设计（六）课程为例，整体采取“思政课统领和渗透”

“理论讲授+实践操作”“长短题结合”“个人专题研究+小组综合设计”“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基本能

力+素质拓展”等结构严谨的教学组织方法，整合设计教学特性与实际从业需求，培养学生认知、规

划、设计、评估等操作能力。

4. 构建“高阶国际合作+多学科协同+学研产一体”设计教学模式

开展多层次、高水平国际教育与研究合作。优化国内外资源形成常态化的双向国际联合教学，

极大提升学科水平和国际影响力。以专门化教学和多专业参与的毕业设计城市设计板块为主干，

强化跨学科协同设计训练，培养具备团队精神和跨界能力的复合创新人才。系统整合建筑、规划、

景观学科的设计教学体系，以课程组织机制创新为路径，构建多专业、复合学科的设计人才培养平

台。持续优化“学研产一体”的设计教学模式。搭建涵盖国外多所知名高校城市设计专业的多方合

作平台，每年引入 1~2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外城市区域为跨学期或整学年的城市设计题目（项目），通

过海外名师计划引进国际著名城市设计专家、教授讲学，实地调研国内外优秀城市空间，增加国际

化城市设计体验，拓宽城市设计视野，逐步强化城市设计课程教学特色和优势。

（二） 课程改革创新点

1. 国际化的培养目标创新

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设计人才培养需求呈现多元化、跨学科趋势［8-9］。（1）依托高水平国际合

作平台和三个学科优势资源，结合城市设计发展的国际经验和现实需求，重新定位城市设计在国内

建筑学科中的人才培养目标；（2）着眼于我国城市转型发展所面临的新困难和新机遇，促进学生应

用学科前沿新技术和新方法解决城市复杂系统问题，培养真正具有全球化视野、跨学科整合能力、

开拓创新能力的高水平城市设计人才。

2. 复合化的教学体系创新

创建和发展“专业基础”与“实践研究”并重的复合型城市设计教学体系。（1）以国际化教学团队

为引擎，以学院教学体系为本体，将国际联合设计教学、设计工作坊、专题讨论、场地调查、访学交流

等国际化教学模式与现有三个一级学科教学体系进行系统结合；（2）通过课程组织机制创新，为不

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搭建灵活的跨学科学习平台，构建城市设计教学体系与建筑学、城乡规划学、

风景园林学科设计人才培养模式有效融合的新途径。

3. 开放式的教学方法创新

借鉴国际学科发展经验，建立“开放协同+学研互动”的城市设计课程结构和教学模式。（1）整合

不同学科教学资源，提供针对不同专业培养要求的开放式双语教学课程和国际交流形式；（2）采用

师生双向选择的导师制模式，强调设计训练中教学互动，激励学习的自主动力和创新意识；（3）强化

“学研产一体”优势，通过双向对等的国际教学交流和联合培养机制，有效提高人才的国际竞争力，

扩大学院的国际影响力。

（三） 课程建设计划

1. 改革方向

培养具有综合专业基础、核心设计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城市设计人才。构建具备先

进教学理念、面向国际化的城市设计教学和课题研究模式，进一步提升学科教育水平和社会影

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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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革措施

（1）强化基于“新工科”理念和创新设计能力培养的城市设计教学模式，在教改中引入高阶性、

具挑战性的教学理念与方法；（2）以城市设计教学为核心，深化多层次、高水平国际教育与研究合

作，优化教学资源组合，建立常态化、双向对等的国际联合教学机制，不断提升华南理工大学城市设

计教育品牌影响力；（3）继续完善国内首创的城市设计专门化教学机制，强化多学科融合与互鉴，凸

显多专业协同教学特色；（4）拓展完善跨学科的城市设计板块教学模式，在毕业设计环节开展深入

的学科协同与合作，培养复合型设计人才，强调基于工程项目真实环境的调查、分析和设计训练，综

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城市复杂性问题，培养具备团队精神与跨界整合能力的创新人才，强化校企

合作模式下的城市设计优秀职业人才培养导向；（5）优化“学研产一体”的设计教学模式，结合实践

深入教学，依托优质的国际化科研平台和国家重点实验室资源，构筑双向交流、多元实践的创新人

才培育平台。

三、课程建设效果及总结

（一） 培养质量获得国际性高度认可

课程教学改革已实施多年，效果和评价反馈良好，通过常态化组织“国际联合设计工作坊”“教

育部海外名师计划课程”，开设“毕业设计城市设计板块”“城市设计专门化”等［10］，连续培养了大批

具有国际视野的城市设计创新人才。建筑学科的城市设计专门化方向学生均以优异成绩毕业，获

得专门化教育证书。结合POLITO、TU Delft、UCB、TUM等名校的本科生和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已

构建起高水平、强特色的城市设计“学研产”基地（见图 3）。项目实施以来，专门化方向的毕业生累

计有超过80人去往康奈尔、麻省理工、哈佛、香港大学等北美、欧洲和亚洲著名高校的城市设计专业

（方向）继续学习深造，表现广获好评。

图3　外专理论讲授、国际工作坊、境外访学交流等

115



高等建筑教育               2024 年第 33 卷第 5 期

（二） 国际合作学生受益面广

课程体系面向建筑学院广大学生，以建筑学科为基本面，逐渐拓展至其他学科和专业的学生，

鼓励学生开展多专业合作和跨领域研究。经过国际视野与本土创新两个维度训练，学生能够从系

统、未来角度看待和理解场地；在复合模式下，提高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在不同设计思潮影响下，

引领同学对设计媒介表达的信息进行思考与应用。在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城市设计教学培养

核心理念和价值不断明晰，教学培养方法和体系逐渐完善，在项目中受益的学生人数逐年增加。

（三） 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创新实践能力明显提升

经过各类国际联合教学、联合设计工作坊和海外名师计划课程等创新型教学，学生的国际视

野、交流能力、专业素养、设计实践能力均得到大幅提升。2012年以来，开展国际联合设计教学和工

作坊逾30项，学生作业在哈佛大学、东京工业大学等国际名校进行评图和展览。学生在各类重大国

际和国内竞赛中多次取得优异成绩（见图 4），包括 2013年中国国际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综合奖）

国际第二名和国内第一名、2016 年亚洲弹性设计竞赛建筑优秀奖和评委推荐奖、2018 年第六届

TEAM20建筑与规划新人赛优等奖、2019年全国新型城市绿色空间系统设计竞赛一等奖、2022年中

国环境艺术学年奖景观设计金奖、2021年亚洲设计学年奖城市设计金奖、2022年大湾区城市设计大

奖学生组金奖等。

（四） 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示范辐射作用

城市设计教学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效应，体现了华南理工大学在教学模式创新和设计训

练拓展等方面的先进性和示范性。2014年《中国教育报》刊出《华南理工：不问起点直插前沿》专栏文

章，重点对建筑学科城市设计方向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的国际化平台进行了介绍。2021—2023年，

教学团队主要成员获国家级教学奖励 2项、省部级教学奖励 10项、校级教学奖励 3项（见图 5）。例

如：2018年《城市设计创新人才培育体系改革与实践》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20年《校企社

图4　部分设计课作业、竞赛获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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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的风景园林硕士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入选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校企合

作双百计划典型案例；2022年城市设计课程虚拟教研室获批教育部首批全国性课程教学类虚拟教研

室；2022年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二）课程——广州文冲船厂城市更新设计获广东省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学会优秀教育成果奖；2023年建筑与城市设计（Ⅱ）入选了全国建筑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

员会的首批建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线示范课程建设名单。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台湾淡江

大学、逢甲大学等数十所高校前来交流考察课程教学，也扩大了华南城市设计教育的影响力。

当代城市设计教育已转向以培养学生的多学科综合素养和设计整合能力为目标，以创新性教

学理念和方法为支撑的新模式，这也有效回应了城市设计学科和专业向“技术理性”“多元思维”“显

隐同构”“虚实孪生”等［11］内涵转型的需求，尤其在国家“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已

成为国内高校培养优质人才和推动教育改革的重要途径。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城市设计专门

化教学历经二十余年建设，已具备较为成熟的教学目标、理念、方法、手段、平台、体系，在拓展国际

视野和整合优势资源等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基于地方性设计实践项目和“学研产一体化”平

台的教学研究成果也持续得到业界及同行的肯定，产生了一定影响力，其中建筑设计（五）和建筑设

计（六）（城市设计专门化方向）作为核心课程，进行了主要的日常教学改革实践，承担了组织教学资

源及平台的任务，对探索一流本科课程的高质量建设道路至关重要。目前，教学改革仍然面临着如

何进一步提高资源整合效率和提升联合教学特色等难题。道阻且长，行则将至。紧抓机遇，守正创

新，才是城市设计教育健康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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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courses in urban 
design: taking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LI Minzhi， LIU Yihong
(a. School of Architecture; b.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ubtropical Building Science; c.Guangzhou Key Laborator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 P. R.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and promote educational reform.The 
discipline of urban desig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ation and synergy,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human living environment. However, urban design education has 
started late in China, and its development still faces problems of unclear objectives, mixed systems and different 
standards. Based on the 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disciplines, the specialized teaching of urban 
design i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of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ists on several goals, such as 
comprehensively cultivating students’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international visio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ability.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of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it has establish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and high-level teaching system. Among them, architectural design (V-VI) (specialisation in 
urban design) takes the reform path of broadening the professional foundation and deepening practical research 
to create a design teaching model of high-leve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 multidisciplinary synergy + 
integration of learning,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It has already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in urban desig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urban design cours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objectives of the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courses,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ours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novation of the courses, the construction plan and the 
construction effect and so on.

Key words: urban design；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innovative talents；open collaboration; 
interaction between learning an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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