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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自觉为导向的城市建设
与规划史课程思政教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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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福建理工大学 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福建  福州    350018；2.澳门城市大学 创新设计学院，澳门     999078）

摘要：城市建设与规划史课程教学以文化自觉为导向，通过构建认知-理解-反思-自立的课程思政

教学框架，结合古今中外城市建设史、城乡规划思想史两大教学板块，从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工匠精神、

家国情怀等方面深挖课程思政元素，搭建了主干-支系的课程思政元素融入路径。运用多元教学方式，

引导学生学习和继承中国优秀城市规划传统，理解世界城市发展规律，践行行业职业精神，实现知识传

授与育人同向同行的课程思政教学目标，以为城乡规划专业相关理论课程思政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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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可以认为是“课程思

政”的总源头［1］。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的师生座谈会上提出：“践行课程思政应遵循立

德树人，为课程思政注入强大活力”［2］。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国教育大会的精神，2020
年 6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从立德树

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科学设计思政课程教学体系、结合专业特点推进思政课程建设等方面提出

了指导性建议，这在我国高校教育与思想政治相结合的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近几年，国内学者

们围绕课程思政开展了大量实践与研究，截至 2022年 4月，在中国知网上以“课程思政”为主题搜索

期刊论文已达到 23 151篇，囊括了文、史、哲、理、工、农、医等所有学科，主要研究方向大致包括课程

思政的基本内涵和功能定位、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关系、课程思政的基本原则、课程思政呈现的

问题、课程思政设计及实施路径等方面［3］。课程思政是以课程为基础，在知识传授中彰显价值引领，

因此深化课程思政建设是实现“同向同行”机制的重要手段［4-5］，结合专业特点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是实现课程与教学创新的重要手段，也仍将是未来课程思政建设的重点［6-7］。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的重要性［8］，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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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三大标志为文字、青铜器和城市［9］，因此，研究城市的起源与发展是认识中

国文明的重要途径。面对新时代中国城乡建设与发展，为国家培养具有扎实专业基础和良好的专

业素质，以及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城乡规划人才是高校教师的光荣使命。专业教师队伍

围绕城乡规划原理课程、城市建设史课程、城市设计课程等开展了相关课程思政研究［10-12］，其中城

市建设史课程思政研究主要以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史为主，但结合融合中外城市建设与规划思想史

进行课程思政研究的较少。因此，本次课程思政教学以城市建设与规划史课程为例，融合中外城市

建设史与城市规划思想发展史两大板块内容，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四个自信、培育工匠

精神和建立正确历史观、发展观等视角进行专业课程教育与课程思政建设，引导学生正确看待中西

文化差异，积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学生国际视野，为新时代中国城乡建设发展培育优秀

规划师。

一、城市建设与规划史课程思政的目标

（一） 关于城市建设与规划史课程

城市建设与规划史是福建理工大学城乡规划专业学生 10门核心课程之一，是学科与专业基础

必修课，一般安排在第四学期，共计64课时。教学内容包含两部分：一是中外城市建设史；二是中外

城市规划思想史。中外城市建设史包括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城市建设史、国外古代和近现代城市建

设史，主要讲述中外各历史时期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典型城市的规划布局特点及其规划手

法；城市规划思想史主要讲述世界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过程和具有重要影响的城市规划思想。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能使学生熟悉城市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世界城市规划的各种模式和城市规划思

想，能以正确的历史观、世界观看待中国古今城乡建设与发展，有助于学生以史为鉴，启发其创新性

规划思维，并能在后期学习工作中，应用古今中外的优秀城市规划理论来开展实践。

（二） 城市建设与规划史课程思政的目标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如何正确地认识传统文化，并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建设新的中国文化，是实

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途径［13］。城市建设与规划史课程是城乡规划专业学生认知世界城市发展规

律、理解中国传统城市规划思想、把握当代城乡规划思潮的重要窗口，能为后续专业知识和技能的

学习夯实基础，是开展课程思政的重要领地。因此，本次城市建设与规划史课程建设融合课程思政

元素，确立了以下课程思政目标。

目标 1：弘扬中国古代优秀的城乡规划传统和社会主义伟大的革命精神，教育引导学生传承中

华文脉，增强“四个自信”。

目标 2：深化职业道德教育，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以及强

化创新意识和专业素质。

目标 3：使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进而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使命。

二、城市建设与规划史课程思政的设计与实施

全球化背景下，费孝通先生就重建中国文化自信问题，提出了“文化自觉”的理念，其含义包括

真正弄明白中国的文化思想、提炼中华文化精华和学习其他文明的长处等［13］。因此，人们应该对其

所处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起源、形成、特色和发展趋势，并通过学习先进的外来思想以增强

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该课程的教学意义正符合文化自觉的思想过程。因此，本次课程思政教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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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引入文化自觉思想，建立认知-理解-反思-自立的课程思政教学框架，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搭

建以历史脉络为主干，规划人物-城市-规划思想为支系的教学模式，通过课前引导预习、课中授课、

研讨互动、作业汇报、课后知识拓展等教学环节，将课程思政元素潜移默化地带入课堂。

（一） 构建以文化自觉为导向的课程思政教学框架

文化自觉思想强调对自我文化的深刻理解为开端，以自我文化、外部文化的反思为过程，以自

我文化的再创造为目标。从课程教学内容来看，中外古代、近现代城市建设及其规划思想教学内容

符合对文化自觉的理解和反思过程，可为学生后期的再创造奠定基础。因此，结合文化自觉的形成

思路，本次课程教学尝试构建认知-理解-反思-自立的课程思政教学框架，以促进学生的文化自觉

与历史自觉（图1）。

1. 认知

认知是本次课程思政实施的首要环节，该环节通过向学生讲述中国古代城市、近现代城市、国

外古代城市和国外近现代城市四部分内容，使学生能够熟知中外各历史时期城市规划建设的特点、

规划方法及其所形成的规划思想，并能解读国内外城市建设的异同点。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可充分

展现我国古代辉煌的文明和优秀的传统城市规划思想，近现代城市建设可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革命史，同时通过介绍国内外优秀的规划师，可促进学生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培育学生的工匠

精神，以及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

2. 理解

理解建立在认知基础上，通过对国内外典型城市规划案例的学习，结合政治、文化、技术、生态

等多元视角，促进学生掌握世界城市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基本脉络，建立正确的历史观、世界观、大

局观和角色观。课程教学中，通过分析与总结中国古代各历史时期城市规划设计方法及其规划思

想，让学生理解极具东方文化内涵的山水空间格局营建思想，进而弘扬中国古代优秀的城市规划传

统；通过对西方先进城市规划思想的学习，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认清中国当前在全球化发展中的

位置，并强调应注意分析、研究与借鉴西方经验，决不能盲目照搬，要做到辩证、科学、理性。

3. 反思

反思是实现文化自觉的重要环节，在课程教学中通过案例教学、课堂讨论等方式引导学生对中

外城市发展历程及其规划思想展开辨析。首先，以“中国传统城市规划设计方法如何传承、传承内

容是什么”为导向开展教学，引导学生学习和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其次，通过近现代国内外

城市建设发展对比分析，让学生认清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发展正确方向，以强化道路自信。同

时，也应看清当前世界城市规划的主导理论多源于西方，在学习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更应立足中

国自身特点，做到西为中用，激发家国情怀。最后，以国内外规划师为榜样，教育学生成为一名合格

的规划师所应具备的专业素养、职业操守和个人品格，以强化工匠精神。

4. 自立

自立是文化自觉的最终目标，更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目标。通过讲述中外当代城市规划思

想，让学生认清中国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城市建设发展正面临着空间同质化、文化同质化等严峻挑

战，让学生了解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仍

任重而道远，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爱国情怀。

（二） 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本次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自信、道路自信与爱国情怀：通过对上古时期中国城市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介绍，弘扬中

华文明；通过对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史内容的讲授，弘扬中国古代优秀的城市规划思想；通过对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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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和革命根据地城市建设内容的讲授，弘扬革命文化；通过对1949年后中国现代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当代中国城乡规划的蓬勃发展内容的讲授，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

（2）工匠精神：以国内外各历史时期重要的规划人物为切入点，通过介绍规划人物的生平、职业

生涯、规划案例等，让学生准确理解行业精神。解读城乡规划师所应具备的广博知识、坚持不懈的

学习态度和一颗为民之生的规划心，强化学生的工匠精神和职业操守。

（3）建立正确的历史观、世界观：通过对世界城市建设和规划思想史的学习，让学生熟悉世界城

市发展的客观规律，认清在全球化发展大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意识到中国传统城市规划思想

传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的城市规划思想，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能在今

后的学习工作中，学会古为今用、西为中用。

（三） 搭建主干-支系的思政元素融入路径

本次课程思政教学路径以历史时间脉络为主干，以规划人物-城市案例-规划思想为支系，搭建

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路径（图2）。

1. 主干

“主干”是指世界城市建设发展时间轴，按照中外历史发展特点，分别对中国和国外城市建设历

程进行划分。首先，中国城市建设史的时间主干划分为三部分：古代（1840年以前）、近代（1840年—

1949年）、现代（1949年以来）［14］；国外城市建设史的时间主干分为：古代（1640年以前）、近代（1640

图1　“文化自觉”为导向的课程思政教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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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917年）、现代（1917年—1945年）和当代（1945年至今）［15］。

2. 支系

中外城市发展过程中都涌现了一批重要的规划师、建筑师，造就了诸多典型城市规划案例，形

成了丰富多样的城乡规划思想，许多规划思想影响至今，为推进城市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本

次课程思政以各历史时期典型城市规划案例为载体，以各历史时期重要规划匠人为切入点，从介绍

规划人物的生平、职业生涯、主要规划活动，形成规划者-城市-规划思想的教学路径（表 1、表 2）。

对于历史资料未明确指出规划师的案例，则建立城市-规划思想的教学路径，将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和工匠精神等思政点自然融入教学课堂。
表1　中国古代、近现代主要规划人物-城市-规划思想一览表

上古

时期

夏商周

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

秦汉

时期

上古先民开展人居活动及其形成的早期人类聚落，

如半坡遗址、姜寨遗址、石峁古城等

1.禹建立夏朝

2.盘庚迁殷（安阳殷墟）

3.西周先民古公亶父、公刘等开展的迁居活动；

4.周公旦营建西周王城

1.管仲及其《管子》

2.各国营建的燕下都、齐临淄、赵邯郸、郑韩故城、曲

阜鲁城、楚都郢、西周淹城

1.秦始皇、蒙恬规划营建秦咸阳城

2.晁错营建秦时的边疆地区

3.娄敬、萧何营建汉长安城；王莽建礼制建筑

1.原始聚落的选址思想

2.“制器尚象”的规划传统

1.中国早期城市的产生

2.适应自然的都城选址思想

3.亶父、公刘等先民形成的相土尝水、辨方正位等

选址思想

4.《周礼》营城思想

1.《管子》因天时就地利的规划思想

1.秦咸阳、汉长安大尺度山水空间格局的营建思

想和象天法地的规划手法

2.晁错“乐其处而长居”的边疆地区营建理念

3.礼制思想的复兴

朝代 主要规划者及其规划案例 主要规划思想

图2　主干-枝系的课程思政教学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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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

时期

隋唐

时期

宋元

时期

明清

时期

近现代

1.曹操规划建设曹魏邺城；李业兴规划建设东魏邺南城

2.李冲规划建设北魏平城、洛阳城

3.王导规划建设南朝建康城

4.文人士大夫的人居创造，以陶渊明为例

1.宇文恺规划建设隋唐长安城、洛阳城、仁寿宫等

2.文人的地方人居营建：如柳宗元与柳州、永州、白

居易与杭州、王维与辋川别业

3.文人题咏与天下名楼

1.后周世宗柴荣对开封的改建、扩建

2.郭守敬的水利建设

3.刘秉忠规划建设元上都、元大都

1.蒯祥设计建设明紫禁城建筑群

2.福建省主要城市的相关营建者：如沈钟与屏南县、

杜士晋与连城县、曹公与沙县、贺世骏与长乐县等

1.陈占祥

2.卢毓骏

3.梁思成

4.吕彦直

1.邺城“参杂古今，具造新图”的规划模式

2.融合多民族色彩的北魏平城与洛阳城

3.结合自然环境的礼制空间秩序探索

4.山水人居环境营建的探索

1.两都并立的区域规划思想；正与变、规整与灵活

两相结合的都城规划思想

2.文人士大夫所倡导的以民为本的山水田园规划

思想

3.天下名楼的文化遗产传承思想

1.以民为本的都城规划思想

2.中国古代水利规划思想

3.结合大尺度水面的都城布局创造

1.明清北京城市中国传统城市规划思想的杰出代表

2.福建地区生态治水理念和因借自然的山水城市

营建思想

1.《大上海都市计划》

2.南京《都市营建计划纲要》

3.梁陈方案《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的

建议》

4.南京《规划首都都市区团大纲草案》

续表

朝代 主要规划者及其规划案例 主要规划思想

两河流域、古埃

及、古爱琴海时

期

古希腊、

古罗马时期

中世纪

时期

两河流域地区

1.萨尔贡二世：尼尼微城

2.乌尔纳姆：乌尔城

3.尼布甲尼撒二世：新巴比伦城

古埃及地区

1.古王国时期法老美尼斯：孟菲斯

2.中王国时期第十一朝法老：底比斯城

3.新王国时期法老：德埃尔城

古爱琴海地区

1.古希腊先民修建的特洛伊城、罗德城、克诺索斯城

和迈锡尼城

1.希波丹姆：米利都城

2.费地：雅典卫城

3.维特鲁威：《建筑十书》

1.“规划师”们：修建了锡耶纳、巴黎、佛罗伦萨、威尼

斯等城市；

1.崇尚“力”、宗教色彩浓厚和神灵至上的城市建

设思想

2.重视城市空间秩序的建立

3.浓厚的宗教色彩，重视宫殿建筑群的建造和公

共服务设施的建设

1.希波丹姆模式

2.追求人的尺度、人的感受和同自然环境相协调

的思想

3.强烈的实用主义态度、凸显永恒的秩序思想、

彰显繁荣与力量的大比例模数手法

1.讲求宗教图景与自然秩序的规划思想

表2　　国外古代、近现代主要规划人物-城市-规划思想一览表

时间 主要规划者及其规划案例 主要规划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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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

时期

巴洛克和绝对

君权时期

资本主义

初期

1900至二战前

二战后至1960
年

1970-1980年

1.阿尔伯蒂：理想城市模式；费拉瑞特：理想城设计

方案；斯卡莫奇：理想城市与帕尔玛诺瓦城

2.罗塞蒂：弗拉拉城；弗兰切斯科：米兰城；罗马教皇

修建罗马城

3.米开朗基罗、伯鲁乃列斯基、桑加洛等：罗马市政

广场；伯那多、拉斐贝尼尼等：圣彼得大教堂及广场

1.封丹纳：罗马改建

2.勒 .诺特尔：维康府邸和凡尔赛宫；芒萨尔：旺多姆

广场；拉斯特拉模特：都灵

1.早期城市规划思想探索：摩尔的乌托邦、欧文的新

和协村、傅立叶的法兰斯泰尔、戈定—盖斯

2.霍华德：莱彻沃斯和韦林

3.盖迪斯：塞浦路斯、丹弗姆林

4.马塔：马德里

5.戈涅：工业城市

6.伯恩海姆：芝加哥规划；格里芬—堪培拉城市总体

规划

7.西谛：《建筑艺术》

1.勒 .柯布西耶：《明日城市》《光明城》《雅典宪章》

2.莱特：广亩城市

3.沙里宁：大赫尔辛基规划

4.“芝加哥学派”：城市结构三大经典模式

5.佩里与雷德朋：“邻里单位”、雷德朋新城规划

6.昂温：莱彻沃斯卫星城

7.克里斯塔勒：德国南部中心地

1.艾伯克隆比：大伦敦规划；

2.吉伯德：哈罗新城

3.勒 .柯布西耶：昌迪加尔；科斯塔：巴西利亚

4.斯密斯夫妇：簇群城市

1.凯文 .林奇：城市意象

2.罗威、科勒：拼贴城市

3.简 .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4.刘易斯 .芒福德：大都市带生长的概念模式

5. S.Arnstein：市民参与阶梯

1.便利与美观的规划思想

2.高雅与精英主义思想

3.尊重文化与“后继者”原则的规划思想

1.追求整齐、具有强烈秩序感、几何形态美学的

规划思想

2.古典主义：王权、财富与超越自然的规划思想

1.空想社会主义

2.田园城市思想

3.综合的城市规划思想

4.带形城市模式

5.工业城市模式

6.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

7.强调向自然学习、与自然合作的规划思想

1.“形式理性主义”的规划思想；提倡“功能主义”

2.“广亩城市”思想

3.有机疏散理论

4.同心圆模式、扇形模式、多核心模式

5.“邻里”为城市的细胞、提倡人车分离、强调社

区的归属感、文化认同感等

6.卫星城市概念

7.中心地理论

1.分散主义思想、区域规划思想、集合城市模式、

卫星城模式的多元融合

2.融合田园城市与邻里单位的新城规划思想

3.明确的功能分区思想

4.“人际结合”的规划思想

1.强调城市结构和环境的可识别性和可意向性，

“城市认知地图”

2.反对城市按照功能进行区划、割断文脉

3.讲求城市多样性，认为城市设计应从研究人的

心理需求出发

4.从历史发展观认识城市，强调文化与城市的相

互作用

5.公众参与城市规划

续表

时间 主要规划者及其规划案例 主要规划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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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以来

1.安德雷斯·杜安尼和伊丽莎白·普拉特赞伯克夫

妇：TND；彼得·卡尔索尔普：TOD
2.美国马里兰州州长 P.N.G.Lendening：美国城市增

长管理界线案例

3.贾米 .勒讷；库里蒂巴

1.新城市主义规划思想：紧凑、宜步行、功能复

合、可支付行和珍视环境

2.精明增长思想；

3.践行生态城市与可持续发展理念

续表

时间 主要规划者及其规划案例 主要规划思想

（四） 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实施案例

以隋唐时期的城市建设和资本主义初期西方城市发展两个教学环节为例，介绍主干-枝系课程

思政融入路径，探索案例式、互动式、任务驱动式等多元教学手段在教学组织过程中的应用，进而回

应认知-理解-反思-自立的教学框架。

1. 隋唐时期的城市建设

（1）主要教学内容。

该章节教学内容要求学生熟悉隋唐时期的社会经济背景，掌握隋唐时期都城规划特点，了解隋

唐时期地方城市建设特点，熟悉隋唐时期的城市建设成就及其对国际城市发展的影响，熟悉隋唐城

市营建的主要思想。主要的城市建设案例有隋唐长安城、隋唐洛阳城、日本平城京和平安京，地方

城市永州、柳州、杭州等。

（2）搭建规划人物-城市-规划思想的教学路径。

首先，隋唐都城建设，形成宇文恺—隋唐长安城、洛阳城等主要规划思想的教学路径；其次，隋

唐地方城市建设，主要介绍文人士大夫对地方城市建设的影响，以柳宗元—永州、柳州—规划思想、

白居易—杭州等规划思想为例，让学生准确理解作为一名城乡规划师应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一心

为民的职业素养、博大的山水情怀，以强化工匠精神。

（3）教学环节设计。

以课堂授课、案例教学为主，介绍该时期社会经济背景、宇文恺的生平及其职业生涯，宇文恺规

划设计的隋唐长安城、洛阳城的规划特点；介绍柳宗元和白居易的生平，柳宗元对柳州、永州的城市

建设贡献，以及白居易对杭州的城市建设贡献；以日本平城京和平安京为例，介绍该时期中国城市

建设的国际影响，思政融入点包括文化自信、工匠精神等。

课堂上采用互动讨论的方式，让学生完成对隋唐长安城与洛阳城的比较分析，进一步掌握该时

期都城规划传统，扎实课程知识，培养学生总结归纳的学习能力。考虑到隋唐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已

开展了丰富的人居环境营建，以任务驱动式，让学生通过资料查阅、文献阅读等方式了解其他士大

夫的城市营建案例，进行知识扩展，强化工匠精神，并在课堂上采取 PPT汇报的方式进行作业展示

和课堂互动讨论（表3）。

2. 资本主义初期西方城市发展

（1）主要教学内容。

该章节教学内容要求学生了解 19世纪西方城市发展的基本情况，熟悉西方近代重要城市的产

生与发展，熟悉资本主义初期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早期探索，了解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产生。主要

的城市建设案例有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柏林、意大利米兰、西班牙巴塞罗那和奥地利维也

纳等。

（2）搭建规划人物-城市-规划思想的教学路径。

主要结合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早期探索环节，构建人物-城市-规划思想的教学路径。首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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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为内容，介绍摩尔的乌托邦、欧文—新和协村、傅立叶—法兰斯泰尔、戈定—盖斯

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介绍空想社会主义在城市规划思想发展史上的意义。其次，以近

代人本主义规划思想为内容，介绍了霍华德—莱彻沃斯、韦林—田园城市思想、盖迪斯—塞浦路斯、

丹弗姆林—综合规划思想等内容。同时，就现代机械理性规划思想代表，介绍包括马塔—马德里—

带形城市理论、戈涅—工业城市设想—工业城市模式、西谛—城市形态研究等内容。最后，就城市

美化运动实践内容部分，介绍了伯恩海姆—芝加哥城市总体规划、格里芬—堪培拉城市总体规划及

其对后期城市绿地规划的影响，让学生了解西方近现代规划师为创造美好人居环境而做出的巨大

努力，强化职业素养和工匠精神。

（3）教学环节设计。

首先，以课堂授课、案例教学为主，介绍该时期社会经济背景、主要规划思潮、重要规划人物及

其实践，思政融入点主要为工匠精神。

其次，课前让学生选择一位感兴趣的规划师，深入了解其生平、规划事迹和主要规划思想，并在

课堂上结合上述规划人物进行课堂翻转，加深学生对这一时期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认识。

最后，进行同时期中外城市建设发展对比，让学生看到近现代中国城市建设与西方国家的差

距，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表4）。

三、城市建设与规划史课程思政融入考核标准

课程考核内容包括书面考试、课程作业和课堂讨论互动三部分。首先，书面考试（40%）：课程

思政考核点主要体现在论述题中，通过对比国内外典型城市规划案例，让学生从社会经济发展水

表3　隋唐时期的城市建设章节教学内容与教学环节安排

教学内容

1.隋唐时期的社会经济背景

2.规划人物宇文恺

3.隋唐长安城规划特点

4.隋唐洛阳城规划特点

5.对国际城市建设的影响

6.文人士大夫对地方城市建设的影响：柳宗元和白居易为例

7.地方城市：柳州、永州和杭州

8.比较分析隋唐长安城、洛阳城

9.其他文人士大夫的城市建设案例

课时

2

1
1
1

教学方法

课堂授课

案例教学

课堂授课

案例教学

课堂研讨

课程作业

课堂汇报、研讨

课程思政融入点

文化自信

工匠精神

弘扬传统文化

文化自信

工匠精神

弘扬传统文化

弘扬与传承中国优秀传统城市规划思想

弘扬传统文化

强化工匠精神

表4　资本主义初期西方城市发展章节教学内容与教学环节安排

教学内容

1.工业革命与近代城市的产生与问题

2.西方近代重要的城市

3.城市规划思想的早期探索

各规划人物-城市案例-规划思想

4.中西方城市建设进程对比

课时

2

教学方法

课堂授课

案例教学

翻转课堂

课程思政融入点

工匠精神

激发爱国情怀

建立正确的世界观、

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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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城市规划特点和规划思想等方面解读中外城市发展的共性和差异性，结合自己所熟悉的城市论

述其未来发展方向，并且考核学生能否运用理论知识反思当前城市发展现状，强化文化自觉的自立

能力养成。其次，课程作业包括三部分（40%）：一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与思想部分，以文人士大夫

与城市营建为课程作业，融入工匠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等思政元素；二是国外古代城市建设与思想

部分，依托国外典型城市规划案例解析，引导学生进行中外城市建设案例的对比分析，能总结城市

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为主要思政元素考核点；三是世界城市规划思想史

部分，以近现代国内外规划师为索引，引导学生详细解读某一位规划师的生平及其规划实践案例，

梳理其规划思想的流变与特点，能结合当前某一城市发展提出其思想的当代应用意义，融入中华民

族复兴、家国情怀、西为中用、古为今用等思政元素。最后，课堂讨论互动（20%）：主要安排在每个

章节开始第一课时，用来回顾前面章节的学习情况，例如让学生展示自己所喜欢的规划师，通过多

案例的课堂翻转，实现自主学习，引导学生自我融入、自我塑造，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学效果。

四、结语

本次城市建设与规划史课程的思政教学探索，阐述了该课程思政建设的切入点和目标，引入了

文化自觉理念，结合课程教学知识版块构建认知-理解-反思-自立的课程思政教学框架，深入挖掘

文化自信、道路自信、革命文化、工匠精神、正确世界观、历史观等课程思政元素，结合案例式、讨论

互动式、任务驱动式等多元教学方法，搭建了以历史时间发展为主干，以规划人物-城市案例-城市

规划思想为支系的课程思政融入教学路径，最后结合课程考核强化课程思政融入点，发挥课堂育人

功能，落实教师育人责任。

城市建设与规划史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仍需探索如何进一步提升课程思政元素融入的亲和力，

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式，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效果评价体系建构等内容，为推动高校课程思政建设

做出更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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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the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story of urban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course with the orientation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ZHANG Hong1，2

(1.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118, P.  R.  China; 
2.  Faculty of Innovation and Design, City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999078, P.  R.  China)

Abstract: The course on the history of urban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is oriented toward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builds a framework of cognition-comprehension-reflection-self-reliance for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mbining the history of urban construction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ideas in two teaching sections, and tapping the elements of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erms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road self-confidence, 
craftsmanship and family and country sentiment, it is to build a backbone-branching pathway for the integration 
of elements in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pplying diverse teaching methods to 
guide students to learn and inherit Chinese excellent urban planning traditions, comprehend the laws of world 
urban development and practise professionalism in the industry, it i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a same direction of knowledge transfer and people nurturing.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relevant theory courses i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Key words: history of urban constructio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urban planning; cultural consciousness;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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