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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城乡规划学科
研究生培养研究进展与展望

刘玉亭， 陈妍妍， 魏宗财
（华南理工大学 建筑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1）

摘要：新工科是国家工程教育发展的新思维和新方式。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亟待改革，响应新

工科发展的战略选择。既有研究对新工科背景下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的理念、方法等相关内容进

行了探讨，但对相关成果的系统梳理相对欠缺。采用质性文本分析方法，借助 NVivo 软件对既有研究成

果进行了梳理和凝练总结。结果表明，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培养基本要求、现存问题和优化策略三方面，

其中，基本要求与优化策略是研究焦点，对现存问题的讨论仍有待深入。面对新工科的需求，城乡规划

学科研究生培养应通过优化培养模式、改革创新教学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完善支撑条件建设等积

极应对。未来研究需深入剖析现存问题，强化不同案例的对比分析及追踪研究，提升研究成果的科学性

和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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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是新经济、新产业背景下工程教育改革的重大战略选择［1］，强调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以融

合创新为范式［2-3］，以社会力量和国际合作为支撑，探索工程教育的新理念、新结构、新模式、新质量

和新体系［4-6］，具有引领性、交融性、创新性和发展性特征［1，7］。作为一门以应用为导向、以多要素融

合为特征的工学类一级学科［8］，城乡规划学科亟须对新工科建设要求做出改革响应。其中，城乡规

划学科研究生教育与规划实践和研究直接相关［9］，肩负着为城乡发展和国土空间治理培养高层次创

新型人才的重要使命［10-11］。作为本科教育后的高层次专业教育［12］，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教育具有

研究性、应用性及高层次性特征，更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9，12］。相较于本科教育，新工科背景下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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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规划学科研究生教育在教学目标、理念、方式、内容等方面具有更高层次的要求。深化城乡规划

研究生教育改革，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是新工科建设的重要任务。目前已有一些学者依托案例分

析，探讨了新工科背景下不同院校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相关的优化路径［13-15］，但研究成果的针

对性较强，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探讨有待深化，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梳理有待强化。

本研究拟采用NVivo软件对新工科背景下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质性

文本分析，并对该领域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梳理，进一步凝练和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结合新工科发展

的目标需求，探索新工科背景下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的具普适性的优化策略，为城乡规划学科

研究生教育发展提供参考。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数据库。以“‘主题=新工科’‘主题=城乡规划/城市规划/建筑/风景园

林’‘全文=研究生’”为条件进行检索，截至 2024年 3月 13日，共检索到 103篇文献。选取其中与研

究主题密切相关的文献，包括直接研究或部分内容涉及"新工科"背景下城乡规划及其关联学科研

究生培养的文献，最终保留40篇。

（二） 研究方法

采用质性文本分析方法，基于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方式［16］，借助NVivo软件对所选文献资料进

行自下而上的归纳分析，以实现对既有新工科背景下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相关研究成果的系

统整理。首先，进行开放式编码，对 40篇文献进行拆解、概念化，形成 120个三级节点；其次，在开放

编码的基础上，进行轴心式编码，将三级节点分类归纳为 11个二级节点；最后，进行选择式编码，将

节点抽象为 3个一级节点（表 1），具体为新工科背景下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的基本要求、现存

问题和优化策略三方面。

表 1　文献内容三级编码

一级节点

新工科背景下城乡规

划学科研究生培养

基本要求

（406）

现存问题

（86）

优化策略

（430）

二级节点

培养目标要求（309）
教学内容要求（69）
教学理念要求（28）
培养模式问题（21）
教学体系问题（47）
师资队伍问题（12）
支撑条件问题（6）
培养模式优化（130）

教学优化改革（222）
师资队伍建设（55）
支撑条件建设（23）

三级节点（部分）

创新创业能力、实践能力、复合型人才

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满足产业发展需求

成果导向、以学生为中心

综合培养能力单薄、忽视学生差异

教学方式问题、教学内容问题、教学质量

评价问题

教师专业背景单一、教师实践经验不足

教材内容滞后不系统

贯通式培养、个性化培养、多学科交叉融

合、多方协同

教学方式创新、教学内容优化、教学质量

评价机制健全

多学科背景的师资队伍、教师能力提升

创新实践平台建设、搭建国际交流平台

注：括号内为编码参考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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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工科背景下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基本要求

根据质性文本分析结果，新工科背景下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基本要求是重要内容之一，共

有 38篇文献（406个编码参考点）涉及相关内容的讨论。结合新工科建设要求及研究生教育特性，

相关研究重点从教学理念、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三方面提出要求（图1）。

（一） 教学理念要求：树立规划教育新理念

新工科建设强调理念引领［5］。共有 16篇文献（28个编码参考点）涉及教学理念要求的讨论，相

关研究立足于具体院校（如东部地区的河北工业大学、东北地区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及中部地区的中

南大学等）的实践经验，指出新工科背景下的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应借鉴CDIO（Conceive，De⁃
sign，Implement，Operate）理念，树立工程教育新理念［4-5］，并全面落实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理念［5］。

鉴于新工科的交融性、创新性和发展性等特征，面向新工科的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需借鉴

CDIO理念，树立创新型、综合化、全周期规划教育新理念。。CDIO理念强调以“构思、设计、实现、运

行”的全生命周期为载体［17-18］，通过“做中学”和“项目驱动教学”等方式，从工程基础知识、个人能

力、人际团队能力和工程系统能力四个方面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18］，与新工科建设要求及研究生教

育特性相符合。因此，新工科背景下的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可借鉴CDIO理念，树立创新型规

划教育理念，推行新型教学方式，着力培养研究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树立综合化规划教育理念，强化

对研究生的跨学科教育及综合能力培养，为规划行业输送复合型高层次人才；树立全周期规划教育

理念，依据规划项目的全生命周期设计研究生培养方案，以科教结合、产教融合等新型培养模式为

抓手，优化研究生培养全过程，提升研究生的方案构思、方案设计、成果表达、实践应用等综合

能力［5，19］。

面向新工科的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需在教学设计、实施和评价等环节全面落实“学生中

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理念。“学生中心”是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理念

的核心［20］，强调研究生的主体地位。“学生中心”理念引领下，应立足于学生的需求和发展制定培养

方案，推动研究生切实参与教学设计和教学活动，依据“学生学什么、怎么学、学得怎么样”而非“教

师教什么、怎么教、教得怎么样”设计教学内容、方式和评价机制，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转向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学［20］。此外，应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个性化发展，设置多元化课程供学生依据个人

兴趣和需求选择，并提供针对性教学指导，从标准化教学转向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学［21-22］。

图 1　新工科背景下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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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导向”是以学生学习预期成果为核心的教学理念［23］，强调从成果（培养目标）反向设计培

养方案。“成果导向”理念指导下，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需依据规划行业和社会发展对规划高层

次人才的需求，明确培养目标，制定合适的培养方案，确保研究生培养与产业发展相适应［20］。

“持续改进”是教学质量评价需遵循的核心理念，强调全过程的动态评价。城乡规划学科研究

生培养需建立健全动态评价及持续改进机制，对研究生培养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质量监测，并依

据教学成效动态调整教学方案，持续改进培养方案，从而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24-25］。

（二） 培养目标要求：培养复合型、创新型和应用型人才，打造规划教育新质量

结合新工科建设需求及先前教育改革经验，基于对东部地区的同济大学、东北地区的吉林建筑

大学、中部的中南大学及西部地区的云南农业大学等院校的教学实践案例分析，既有研究（35篇文

献，309个编码参考点）指出城乡规划学科应培养面向规划行业发展需求的能力过硬、思想品德良

好、视野开阔的复合型［26-27］、创新型［28-30］和应用型人才［30-31］。

首先，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应具备过硬的综合能力，包括专业学习、创新创业、实践应用、社会

化能力等。相较于强调基础知识传授的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更强调培养学生的专业研究能力，包

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9，32-33］。基于新工科的学科交融性、动态发展性特征［7］及研

究生教育的高层次性，新工科背景下的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不仅需具备对本专业知识的系统化学

习能力［21，34］，还应兼备对地理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能力［34］，以及自主学习［25，35］和

思辨学习能力，保持知识的动态更新。同时，基于新工科的创新性特征及规划体系改革的新形

势［36］，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还应具备在规划实践中提出新思路，运用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的创

新创业能力［25，37］。有关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创新能力是城乡规划专业用人单位最看重的职业

素养［38］。此外，基于城乡规划学科的社会实践导向，规划人才须兼备专业实践及社会实践能力。一

方面，要求规划人才能在实践中灵活应用专业知识、相关软件技术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另一方面，要

求具备团队协作［37，39］、沟通交流、动态适应等社会化能力。

其次，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应形成良好的政治品德及工程伦理意识。研究生教育应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养成良

好的政治品德。此外，基于规划工程实践的复杂性［40］和社会联系性［41］，需着重培养城乡规划学科研

究生的工程伦理意识。一方面，注重培养“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5，42］，强化社会责任感；

另一方面，提高工程实践中的道德判断力，秉承以人为本、公平正义、规避风险、和谐共处的伦理原

则，强化协调工程实践利益矛盾与价值冲突的能力。

最后，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应具有开阔的前沿视野和国际视野。基于新工科的动态发展性特

征，新工科人才需积极追踪学科前沿和社会热点，主动学习前沿科研成果及新兴技术知识，保持前

沿视野。同时，关注国际学术动态，学习掌握国外研究成果内容，与国际接轨，拓宽国际视野，增强

国际竞争力。

（三） 教学内容要求：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及规划体系改革，探索规划教学新内容

基于新工科发展要求，相关研究（24篇文献，69个编码参考点）通过对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的专

业理论课和专业设计课、思政课等进行分析，从社会发展及产业发展两方面对新工科背景下的城乡

规划学科教学内容提出要求。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是新工科背景下城乡规划学科教学内容的基本要求。

城乡规划学科服务于特定的国家制度及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其定位及研究内容深受国家发展战略

导向和社会发展需求影响。同时，新工科建设强调战略导向。因此，新工科背景下的城乡规划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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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应与国家发展战略及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服务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

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相关内容纳入专业知识体系，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统筹推动及社会经济发展输送专业人

才［14，43］。不同地区院校城乡规划学科的教学内容设计还应依据地域性特点有所侧重。例如，河北工

业大学规划学科教学应有针对性地引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相关内容。

满足产业发展需求、把握学科发展动态是新工科背景下城乡规划学科教学内容的重要要求。

新经济发展及国家规划体系的转型改革使城乡规划学科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发生了变化。因此，

新工科背景下城乡规划学科教学内容也应做出相应调整。一方面，将产业和技术的最新发展、行业

对人才培养的要求纳入教学过程，推进人才培养链与产业链有机互动与衔接［44］，使教学内容覆盖城

乡规划、建设、管理全流程，并打通“最后一学里”，与产业发展需求密切对接；另一方面，将学术界最

新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紧跟学科前沿。同时，规划体系的转型促使规划学科涉及的领域

逐步扩展，城乡规划学科的教学内容应引入社会、经济、自然资源等相关领域的知识，以适应学科发

展动态。

三、新工科背景下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现存问题

目前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实践与新工科建设目标要求仍有一定差距。一些研究通过具体

院校案例对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问题主要集中于培养模式、教学体系、

师资队伍和支撑条件四个方面。

（一） 培养模式问题：对新工科的产业需求导向适应不足，社会力量参与不够充分

人才培养模式是高等教育领域的基本问题，包括人才培养目标及培养方式［45］。当前城乡规划

学科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均尚未能完全适应新工科发展需求。

在培养目标方面，尽管既有研究对其制定要求进行了广泛讨论，但相关要求在当前目标制定实

践中尚未完全落实。首先，对社会、行业发展需求的适应性不足。目前部分高校城乡规划学科研究

生的培养目标仍是依据传统规划体系制定，更新滞后，与新工科建设及规划体系转型下社会、行业

发展的新需求脱节［15］。其次，能力要求不全面。目前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重点仍聚焦于学生

的专业能力，对其跨专业学习、实践应用、创新创业等综合能力的重视不足，导致研究生能力过专，

服务领域单一［14］。最后，对思想品德培养的重视不足。传统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目标多重视学生

的专业素养，而忽视学生政治品德、工程伦理意识的培养［39］。以全国第四轮城乡规划学科评估排名

前五的高校研究生培养目标为例（表 2），除了东南大学，其余高校均忽视了学生社会化能力和工程

伦理意识的培养。

在培养方式方面，传统培养方式落后与新型培养方式实施机制不完善并存。城乡规划学科研

究生传统培养方式存在着衔接性与针对性不足的问题。一方面，城乡规划学科本科生、研究生培养

相互独立，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等衔接性不足，难以实现人才培养的层次递进，降低了培养效率与成

效；另一方面，传统教学采取标准化培养方式，忽视了学生的个体差异，难以实现因材施教，偏离“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需要优化更新。传统培养方式已难以适应新工科发展需求。基于此，校

企合作、“双导师制”等新兴培养方式应运而生［46］，然而具体的实施机制尚未完善，社会力量参与不

够充分。校企合作存在职责不明确、合作细则不健全的问题［30］，难以实现预期成效。有研究发现，

大部分学生认为企业实习经历并未能使其知识和能力得到有效提升［47］。“双导师制”则存在校外导

师引入标准不明晰、对研究生指导流于形式的问题，具体实施机制有待健全［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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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学体系问题：尚未全面落实新工科教学理念，前沿性和全面性不足

一是，教学方式有待创新。目前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课程教学多采取与本科生教学相一致的

“灌输式”教学方式，忽视了研究生教育与本科教育特性和目标的差异，导致学生的课程参与度较

低，学习效果一般。以“研究性”为特征的研究生教育更应鼓励研究生主动发现知识、探索知识，强

调研究生的自主学习和研讨。因此，为提升研究生教学成效，教学方式亟须创新。

二是，教学内容有待扩充。基于对具体课程的剖析，学者指出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教学内容多

集中于传统的专业基础知识，前沿知识相对较少，与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融合程度有限，难以适应

新工科发展的交融性和发展性特征。部分研究生课程内容甚至与本科教学内容存在重复［49］，忽视

了研究生与本科生在知识结构、专业能力等方面的差异［50］，且难以体现研究生教育的高层次性。城

乡规划课程注重理论知识教学，忽略了实践教学，存在工科教育理科化问题，难以适应新工科的实

践导向。教学内容需要从多学科交叉融合、学术前沿、实践教学等方面补充，在本科教学内容基础

上进行拓宽和深化，凸显前沿性、交叉性、应用性和高层次性。

三是，教学质量评价机制有待健全。城乡规划学科仍以相对单一的作业和考试作为研究生培

养质量的主要评价方式，忽视了对研究生实践能力、综合素养的全面考核，且忽视了学习过程的重

要性，评价结果支持力有限，不利于研究生培养发展，教学质量评价机制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51］。

（三） 师资队伍问题：交叉背景和实践经验不足，难以保障新工科融合创新范式实现

师资队伍是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既有研究指出，城乡规划学科教师团队普遍存在

着专业背景单一、实践经验不足、“非工化”现象严重的问题。

一是，城乡规划学科教师团队专业背景相对单一，多学科交叉融合程度不足。目前城乡规划学

科师资队伍仍以规划学科背景的教师为主，社会学、生态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背景教师较少，且城

乡规划学科教师与其他专业教师的有效合作较少。例如，华侨大学尝试组建了具有不同学科背景

的教师团队以支撑“人工智能+城市交通规划”研究生培养模式，但由于不同学科教师的合作经验不

足，在实际教学中各学科教师往往只负责各自的学生及专业部分，导致跨学科合作流于形式，难以

为跨学科背景研究生培养提供有效保障。

表 2　全国第四轮城乡规划学科评估排名前五高校研究生培养目标

清华大学

同济大学

天津大学

哈尔滨工业

大学

东南大学

学硕

专硕

学硕

专硕

学硕

专硕

学硕

专硕

学硕

专硕

能力要求

专业学

习能力

1
1
1
0
1
1
1
1
1
1

创新创

业能力

0
0
1
1
1
1
1
1
1
1

实践应

用能力

1
1
0
1
1
1
0
1
1
1

社会化

能力

0
0
0
0
0
0
0
0
0
1

思想品德培养目标

政治

品德

0
0
1
1
1
1
1
1
1
1

工程伦

理意识

0
0
0
0
0
0
0
0
0
1

注：各高校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目标整理自各高校官网公布的研究生培养方案；1 表示该校培养

目标提及相关内容，0表示培养目标未提及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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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受教师聘用和考核制度的影响，许多城乡规划学科教师实践经验较缺乏，“非工化”现象

严重。高校聘用教师注重其学历及科研能力，忽视对规划实践经验的考量，导致“双师型”教师愈来

愈少。同时，考核注重教师的科研水平，导致教师工作重点从工程实践转向学术研究，“非工化”问

题突显。

（四） 支撑条件问题：配套教学资料和环境未能适应新工科的创新性和发展性特征

教学资料、教学设施、教学环境等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支撑条件［52］。基于不同院校的案例分

析，学者们认为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仍存在教学资料更新不及时、教学环境不够完善等问题。

教学资料方面，存在教材内容更新不及时、资源不充足的问题。既有的城乡规划学科教材多针

对本科教学，侧重规划基础知识［50］，局限于固定的传统理论框架内容，虽然体系完整、覆盖全面，但

未能及时将规划前沿知识和交叉学科信息纳入框架理论体系，内容更新滞后于新技术、新方法、新

标准的发展［53］，对新工科背景下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的适用性不足。以城乡规划原理为例，该

教材包含 5大篇 22章，涉及经济、地理等方面，体系完善、知识全面，但相关概念和规范已落后于现

行的城市用地分类、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等相关内容，且缺乏实际案例分析、规划实际工作模式介

绍等内容［54］。此外，支撑规划实践教学的数据资源有限，数据获取困难且存在时效性较差、精细度

不足、质量不佳等问题，限制了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实践教学的开展。

教学环境方面，支撑研究生实践活动、创新活动的教学平台建设有待完善。目前部分院校已开

始尝试搭建面向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的创新实践平台及实训基地，但尚不成熟，平台维护有待加

强。同时，基于新工科建设对人才培养的新需求，构建国际交流、多学科交叉合作等平台的重要性

显著，但目前城乡规划学科教学实践对相关平台建设的重视仍然不足。

四、新工科背景下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优化策略

结合新工科背景下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的基本要求，针对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的现

存问题，既有研究从培养模式优化、教学优化改革、师资队伍建设、支撑条件建设四方面提出了相应

的优化策略（图2）。

（一） 培养模式优化：以新工科特征为导向探索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新模式

在新工科教育背景下，传统的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已难以适应社会、行业发展对人才

的新需求，培养目标更新及培养方式改革创新迫在眉睫。

1. 培养目标更新是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优化的首要任务

面对新工科背景下的培养目标要求，针对现存问题，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目标需主动对接

社会、行业发展需求，加强对学生综合能力及思想品德的培养，为规划行业输送适应学科行业发展

需求的能力过硬、思想品德良好、视野开阔的复合型、创新型和应用型人才。

2. 培养方式改革创新是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优化的重要手段

为提升研究生培养的衔接性与系统性，可考虑实施“本-研”一体化的贯通式培养方式（图 3），依

据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的区别，统筹安排培养方案。一方面，研究生培养目标应在本科生培养目标

基础上进一步拔高。本科教育着重培养具备扎实基础知识和一定规划专业知识的“通才”，而研究

生教育强调能力培养，旨在培养适应规划行业发展的复合型、创新型和应用型高层次“专才”；另一

方面，可打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体系，系统安排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的形式与侧重点，实现不

同层级间的衔接与递进。本科课程注重基础性知识的系统性讲授，而研究生课程强调前沿性、交叉

性和研讨性。以同济大学开设的贯穿本、硕、博全流程的数字化建筑相关理论课程为例，如数字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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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学概论（本科）、从图解思维到数字化建造（硕士）、建筑性能化建构（硕士、博士）等［55］，以特定知识

框架为线索，系统安排课程顺序及内容深度，实现教学的连贯性与系统性。

为增强研究生培养的针对性与差异性，可推行特色化培养方式。一方面，不同院校的城乡规划

学科应依托学校优势、地方特色及需求挖掘自身办学特色，通过特色化培养为规划行业输送差异化

人才。例如，重庆大学以其所在地的典型山地城市特点为优势，将山地城乡规划建设作为学科主要

发展方向［56］。另一方面，应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因材施教。具体而言，可借鉴卡迪夫大学的教学经

验，依据学生特点定制个性化培养方案，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与特长发挥。

为适应新工科的学科交融性，需重视跨学科课程体系建设，增加社会、经济、管理等规划学科相

关领域的通识课程，强化跨学科问题实践训练，并积极开展跨学科学术交流活动，鼓励学生参与其

中，培养学生的跨界思维及跨界整合能力。同时，可深化与相关专业院校的合作，尝试制定协同培

养方案，实现跨专业课程共享与教学资源互动。例如，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广岛大学建

筑学院与大连民族大学设计学院合作开设中日联合设计工作坊，不同学院、专业的教师共同指导学

生，实现了不同院校的优势互补，有效提升了学生的跨专业协作能力。

为对接社会、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应强化社会力量参与，深化推进多方协同培养方式，建立健

全高校与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等多方主体的协同机制。一方面，通过校企合作促进产教融合，完善

校企合作机制。依靠校企合作协议明确校企权责，高校为企业项目提供专业知识及技术支撑，企业

为师生提供参与规划工程实践的机会。鼓励企业参与研究生教学的各个环节，定期举办企业见面

会，及时了解企业需求及意见，促进研究生培养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实现合作共赢。另一方面，整

合科研资源深化科教融合，将科研项目、成果引入教学，以科研反哺教学，有助于培养研究生的创新

图 2　新工科背景下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的基本要求、现存问题及优化策略

图 3　“本-研”一体化的贯通式培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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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及科研能力［53］。

（二） 教学优化改革：以国家规划体系转型为契机推进教学体系改革

为适应新经济发展需求及国家规划体系的转型改革，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教学需从教学方式、

教学内容、思政教育、教学质量评价四方面进行优化改革。

1. 教学方式创新：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主动参与式教学

基于新工科教育理念，教学方式应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从灌输式教学转

变为双向互动的启发式、研讨式教学，从被动式教学转变为主动参与式、探索式教学。学生成为课

程的主体，教师角色转变为引导者和启发者，师生围绕课程内容展开密切的交流与研讨。在教师的

启发下，学生主动对教学内容进行探索和思考，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并能有效培养学生的自

主学习、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开设的研究生核心课程景

观学理论为例，研讨式教学方式得到了 90% 以上学生的认可，80% 以上的学生认为通过该课程学

习，其调研技能和口头表达能力得到较好提升。具体而言，城乡规划学科可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混合式教学方式建立翻转课堂，依托慕课、SPOC等线上平台展开教学，学生在线上自主学习课程知

识，在线下课堂与同学、教师进行研讨。

此外，为了强化研究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教学应重视案例式、项目式

教学。在理论知识教学的基础上，引入实际规划工程项目案例，使学生切实了解真实的工程实践及

其所需的知识支撑与技术要求，促进研究生的专业能力、实践能力、工程伦理道德等的提升。例如，

李甦等［31］根据云南农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研究生培养的实践经验，发现案例式教学强化课堂讨论，

可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及专业能力。

2. 教学内容优化：模块化课程体系建设

加强课程体系建设、更新课程教学内容是城乡规划学科教学优化的重要手段。整体而言，应重

视课程体系的系统设计和整体优化［57］。以研究生培养目标和能力要求为依据，将研究生所学课程

归纳整合为不同模块单元，包括专业教学、跨专业教学模块等。在模块化的基础上建立相关课程

群，强化各课程之间的联系与衔接，系统安排课程的先后顺序，注重课程知识难度的递进，增强课程

体系的系统性与整体性。

具体而言，各模块的课程群建设均有待强化，课程教学内容也有待更新优化。在专业教学模块

中，应增加实践类课程比重，构建“理论+实践”课程群。将规划实践项目引入课程，采用“实题、实

地、实操”的实践训练模式，提升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在跨专业教学模块中，可开

设社会、管理、经济等相关学科课程，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课程群。深化不同学科课程之间的交叉

融合，注重各学科与规划相关知识的教学，有助于研究生知识背景的扩展及跨界学习能力的培养。

各模块课程的教学内容均需与时俱进，将前沿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及时补充新兴技术教学，

向学生介绍学科研究新进展、实践发展新经验［6］，有助于研究生紧跟学科发展前沿。

3. 教学质量评价机制健全：多方多元的全方位全过程评价机制

教学质量评价是教学成效的重要保障。应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五

唯”评价方式，建立健全教学质量评价机制，由多主体采用多元评价方式，从多维度对学生进行动态

的全过程考核。

首先，由企业、专家、教师、学生构成多方评价主体。企业着重从行业实践的角度进行评价，专

家、教师则主要从专业视角开展评价，学生评价包括学生互评以及自我评价，从而形成主客观兼备

的全方位评价体系。其次，在现有考核方式的基础上，补充答辩、课堂展示等多元化评价方式，从专

业素养、道德修养、实践能力等维度进行全面评价。最后，强调动态的过程考核，对研究生培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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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的质量监测，从而指导教学活动的动态调整，保障研究生教学的适用性与实效性。

（三） 师资队伍建设：以校企合作为突破口推进“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

新工科建设对研究生师资队伍也提出了新要求，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的

关键。首先，基于新工科的学科交融性特征，应打造多学科背景的师资队伍。跨学科、跨专业组建

教学团队，从不同学科视角开展课程教学及指导，为多学科知识背景的研究生培养提供强有力

支撑。

其次，教师专业能力、实践能力、道德素养的全面提升是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要求。专业能力

方面，要求教师不仅应掌握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还应紧跟学术前沿，及时更新知识。鼓励教师积

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及论坛讲座，通过同行交流不断提升自身专业能力。实践能力方面，促进教

师向“双师型”转变，兼备良好的理论教学及实践教学能力。鼓励教师到企业参与工程实践，深刻了

解行业实践需求，积累实践经验。道德素养方面，要求教师具有良好的政治品德及工程伦理意识，

通过课程思政和自身道德修养感化学生，促进学生的道德养成［58］。

最后，把握校企合作的机会，吸纳企业工程师、专家参与教学，壮大师资队伍。一方面，聘请企

业工程师担任研究生的校外导师，依托其丰富的实践经验为研究生提供工程实践教学与指导，培养

研究生实践应用能力。例如，天津大学城乡规划专业组建了一支由当地城乡规划领域专家和部门

领导构成的兼职企业导师队伍，企业导师丰富的工作经验助推了研究生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59］。

另一方面，邀请企业工程师、行业专家开展讲座，讲解学科发展动态、行业发展动向，明晰产业、学科

发展需求。

（四） 支撑条件建设：以教材更新和平台建设赋能新工科人才培养

为优化研究生培养质量，应完善支撑条件建设，确保教学资料、教学环境等满足教学需求。针

对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相关支撑条件的现存问题，应加强课程教材及教学平台的建设。

在课程教材建设方面，应及时更新教材内容，为课程教学提供良好支撑。《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

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将课程教材质量作为学位点合格评估、学科发展水平、教师绩效考核

和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的重要内容。课程教材建设已成为人才培养优化、学科发展的重要方面。为

保障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质量，相关教材应紧跟社会、行业发展动态，与规划体系改革转型的

新形势相适应，在传统理论内容的基础上及时更新补充社会热点、学术前沿及新兴技术等相关内

容，注重教材内容质量及时效性［60］。

在教学平台建设方面，应结合研究生培养要求完善相应平台建设。针对研究生创新创业及实

践应用能力的培养，搭建创新实践平台，提供实践场地、设备等支持，为研究生实践教学提供保障。

针对研究生国际视野的培养，构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便于研究生了解国际学术动态。此外，还应

适应混合式教学方式的发展，充分利用线上资源搭建课程教学和师生互动平台，提升教学效果。

五、结语

基于质性文本分析，梳理和总结新工科背景下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的相关研究内容，具体

包括研究生培养的基本要求、现存问题和优化策略三个方面。首先，对接国家战略与产业发展需

求，树立创新型、综合化、全周期规划的教育新理念，落实“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国际工

程教育专业认证理念，培养面向学科行业发展需求的能力过硬、思想品德良好、视野开阔的复合型、

创新型和应用型人才是新工科背景下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的基本要求。其次，基于案例分析，

指出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在培养模式、教学体系、师资队伍和支撑条件四个方面存在问题。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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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针对现存问题，结合城乡规划新工科教育发展目标和需求，提出培养模式优化、教学优化改革、

师资队伍建设、支撑条件完善等方面的优化策略。

总体而言，目前新工科背景下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研究数

量相对较少，研究体系尚不成熟，研究内容有待进一步深化。从编码参考点数量来看，新工科背景

下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基本要求和优化策略是既有研究的重点，而关于现存问题的讨论相对

较少，未来研究可强化对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生培养现存问题的剖析。此外，既有研究多为针对某一

具体院校、单一时间截面的案例分析，研究结果的个案局限性明显，且缺乏对优化策略实效性的考

证，未来研究可强化不同院校的对比分析及追踪研究，提升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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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graduate education i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in the context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LIU Yuting， CHEN Yanyan， WEI Zongcai
(School of Architectur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 P. R. China)

Abstract: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is a new form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development. Graduate 
education i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needs to be reformed in response to the strategic choice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ain studi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to figure out the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of 
graduate education i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in the context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However, a 
systematic analysis is lacking. This study conducts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n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by NVivo 
software. It is found that studies focus on the basic requirements, existing problem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mong them, the basic requirement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re attached more atten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optimizing the cultivating mode, innovating the teaching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and improving the supporting conditions are important 
for graduate education i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Future studies can deepen th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strengthe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fferent cases and conduct tracking research, so as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ity and universality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Key words: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graduat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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