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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城乡规划专业
本科课程体系优化探索

——以河北建筑工程学院为例
姜乖妮， 董宏杰， 王 苗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与艺术学院，河北 张家口 075000）

摘要：国土空间规划的推进对学科交叉融合与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城乡规划学科在新时代

背景下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从国土空间规划切入，论述了城乡规划学科的重要性和人才培养的新要

求，剖析了城乡规划本科教育需要解决的四个主要矛盾——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与创新教学方式、理论类

课程与设计实践类课程、旧知识体系与新规划体系、单一学科框架与交叉学科知识，从而得出了城乡规

划学科亟待进行人才培养模式转型和课程体系优化的结论。根据新时代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养需求，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及时调整培养方案，确定了兼具实践思维、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和运算思维的复合型

高素质人才培养模式，从理清课程体系脉络、增设学科交叉类课程、促进理论和实践的融合三个方面对

专业教育课程体系进行了重构。学校依托新的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进行了教学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教

学效果，提升了专业人才培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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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2月，新组建的自然资源部提出“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推

进多规合一。由此，规划领域迎来重大变革，我国正式进入新的规划阶段。2019年 5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出台，基本框架为“五级

三类四体系”，如图 1。《意见》将国土空间规划界定为“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

图”“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并对国土空间规划的主要工作目标和内容提出明确

要求。

回顾历史，我国规划体系自“一五”时期即存在“多规并存”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规划类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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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增多，除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外，各部门也根据需要编制了不同类型的专项规划。按照规划涉

及的领域，已有相关研究将其划分为 8大类、68中类和 96小类［1］。由于编制部门、侧重领域、数据来

源和编制精度等诸多不同，这些规划各自为政，常常出现互相“打架”的局面，难以形成合力有效指

导城市发展。为此，业界呼吁“多规合一”，相关的研究和探讨也持续了多年。《若干意见》明确了国

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地位，打破传统规划模式，以“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等各类空间规划，推进“多规合一”，引导并约束规划编制、审批、实施、监督等各项工作健康有序开

展，解决了以往规划体系杂、类型多、融合难等问题。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逐步从工业文明时代迈进生态文明新时代。新时代

的规划体系要跳出工业文明的工程建设体系框架，转向建立生态文明的空间治理体系，思维方式也

要从工具理性向生态理性转变［2］。不同于传统规划侧重研究城乡建设活动，国土空间规划以整个国

土空间作为研究对象，以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滩、漠、海、岛、城、镇、村等作为其构成要素［3］，

关注整个国土空间中全部资源要素的统筹安排，强调国土空间的完整性。从传统城乡规划到新的

国土空间规划，这一重大转变对城乡规划学科及其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作为与国土空

间规划关系最为密切的学科，以建筑学为传承的城乡规划专业（工学）①亟需顺应时代变化，适时转

变人才培养模式、调整课程体系，培养更多符合国家发展需求的规划专业技术人才。为此，本文以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城乡规划专业（工学，五年制本科）为例，以适应新的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为人才培

养目标，探讨专业课程体系如何优化。

一、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城乡规划学科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 机遇：城乡规划学科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城乡规划体系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其中城市规划分为总

体规划和详细规划。在新的规划体系中，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构成了国土空间规划

的“三大类”。可以看到，相比于传统的城乡规划，国土空间规划虽然具有更高的权责，但是二者在

体系构成上仍有一定的重合度。城乡规划的内核是对人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综合部署、安排和

管理，国土空间规划则主要针对整个国土空间中的资源要素进行统筹［4］。人类的各项活动均直接或

间接影响着国土空间的布局，国土空间规划对于人类的开发保护建设活动也具有一定的指导和约

束作用。因此可以认为，国土空间规划与城乡规划在规划理念、理论研究、价值属性等方面均具有

一定的重合度，城乡规划是与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理念最为契合的主体支撑学科［5］。

通过国土空间规划进行不同类型空间规划的有机融合，有助于打破不同类型规划之间的壁垒，

①本文仅针对以建筑学为依托的城乡规划专业（工学）展开研究。

图 1　国土空间规划的“五级三类四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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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信息交换和共享，对构建完善的编制审批、实施监督、法规政策、技术标准体系具有深远意义。

未来的国土空间规划将更加注重各类空间规划的统一、综合。在这一规划体系中，城乡规划必然居

于主导地位，其学科重要性不言而喻［6］。因此，城乡规划学科应抓住此次发展契机，完成对理论体

系、知识结构、课程框架的深化转型，发挥在国土空间规划领域的重要作用，培养更多优秀专业

人才。

（二） 挑战：对人才的专业素质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传统城乡规划强调“调查—分析—规划”的过程，主要运用定性分析的方法，依据基本事实推理

得到方案，着重于结果。而生态文明时代的国土空间规划是站在传统规划上的又一次创新，要求规

划思维由工具思维转向生态思维［2］，通过规划手段实现自然资源的全域、全要素、全生命周期管控，

建立“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构建全过程的数字化国土空间治理体系。与之前以工程建设为

主的规划设计不同，国土空间规划提出了以下新的要求。首先，国土空间规划需要进行现状分析和

评估，强调理性思维。其次，国土空间规划进行“双评价”（主要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

发适宜性评价，具体见评价指南）和“三区三线”划定工作，其内核需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Python
等数据分析工具完成，依靠运算思维。最后，国土空间规划通过现状推导得出规划结论的过程，运

用到多学科的理论知识、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既需要逻辑思维又需要强大的知识储备，如图 2。这

些新的变化，既需要传统工科模式培养的以规划设计、成果编制为主的工程型人才，又需要具备逻

辑思辨和理论推导能力的创新型人才，还需要掌握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理论的知识

型人才，以及具有一定数据处理、计算和分析能力的技术型人才。目前，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工作

正在全国范围如火如荼地开展，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因此，必须与时俱进，直面城乡规划学科的新

挑战，尽快调整人才培养目标，优化课程体系。

二、城乡规划专业本科教育现状

（一） 传统人才培养难以适应新发展趋势

我国以建筑学为依托的传统城乡规划专业，以培养设计类人才为主，其专业主体课程分为理论

类、设计类和实践类课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具体而言，理论类课程以课堂讲授为主，一般有明确

的基本教学任务、规定的学时数和指定教材。对教学环节限制较多，要在有限的教学时数内实现师

生、生生之间的充分有效互动难度很大。加之，在更新速度上，相关规范往往快于教材，这要求教师

不断学习，适时更新授课内容。此外，目前理论类课程考核多以考试成绩或课程论文作为检测学生

学习效果的依据，难以完全反映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程度，从理论学习到实践应用的衔接需要强

化。设计类课程在小班授课的情况下，多能实现一对一指导，教师可以针对性地解答学生的问题，

但受课时的限制，学生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互动探讨不多。学生也将精力更多地放在了设计

表达和图纸绘制方面，与课程所期望的提升创新设计思维的目标差距甚远。此外，传统人才培养模

式对学生的个性和潜力挖掘不足，对规划思维、研究能力和设计能力训练不够，对逻辑推理能力和

图 2　国土空间规划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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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能力的培养未充分到位。

（二） 理论类课程与设计实践类课程之间衔接不足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具有复杂性和规范性，认识到复杂性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教育实践，认识到

规范性有助于引导教育实践的正确方向［7］。城乡规划专业的理论类、设计类和实践类课程，即处于

这种兼具复杂性和规范性的关系之中。目前现状是，大部分理论课程教授均以课本的概念辨析、基

本理论讲授为主，与实际项目案例的结合不够。与此同时，设计实践类课程对专业理论的主动对接

也不够，导致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比较薄弱，更不能很好地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提炼成相关课程内

容。以城乡规划学科的核心理论课程城乡规划原理为例，绝大多数高校采用 2010年出版的第四版

教材，而当时的教材内容安排与现在的国土空间规划相比，在规划体系、规划内容、用地分类等诸多

方面有较大差异，难以有效对接、指导国土空间规划下的规划设计实践。

（三） 旧知识体系与新规划体系不相适应

国土空间规划提出至今，其编制体系、规范、规章制度等均未形成完整、成熟的逻辑框架，理论

体系也尚未完善，与城乡规划专业现行课程体系的融合存在不少困难。但就目前形势看，城乡规划

专业大多仍沿用旧的知识框架，对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内容鲜少涉及，也未根据学科动态调整课程

体系［8］。一方面，各大高校受培养计划和培养方案的限制，缺乏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有效衔接［9］，

课程设置陈旧；另一方面，部分教师对行业最新动态、新政策了解不及时，理解不到位，知识储备也

未更新，仍按照固定思维和模式授课，教学内容陈旧。以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中的“总体规划”为例，

大部分高校城乡规划专业在四年级进行总体规划课程教学时，仍以讲授传统的总体规划编制方法

为主，对空间规划尤其是国土空间规划内容的涉及偏少。

（四） 单一学科框难以有效实现学科交叉融合

国土空间规划是包容性很强的综合规划体系，不仅需要原城乡规划学科的知识，而且需要地理

学、经济学、社会学、遥感和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共同参与。在现有基础尚不具备形成国土空间规

划专门学科的条件下［10］，城乡规划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最具统筹优势的学科，需要适时发挥其

引领作用，根据时代发展更新专业知识框架，有效融入多学科知识，建构更加完善的知识网络［11］。

一方面，城乡规划学科首先应明确培养目标，在理清原有知识脉络的前提下对现有课程体系进行适

当优化，增设更多的学科交叉类课程；另一方面，将学习的选择权给予学生，鼓励其阅读更多的专业

类参考书籍，扩大专业知识视野。

综上，城乡规划学科必须及时做出相应调整，与国土空间规划相关政策和理论知识进行有效衔

接，并与多学科知识做好对接，建立更加完善、更具现实意义的知识框架。

三、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城乡规划专业本科课程体系优化探索

城乡规划学科应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背景、新趋势，力求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城乡规划专业积极响应国家要求，总结专业本科教育现状问题，根据国土空间规

划的新要求，结合社会需求，探索人才培养模式转型、优化本科课程体系，建立更具时代特色的学科

体系。

（一） 课程教学与人才培养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城乡规划专业创建于 2000年，为五年制本科专业。学院对国土空间规划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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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人才培养的新要求进行了积极探索，在传统授课模式的基础上积极调整新的培养方案，主要思

路如下。

（1）继续沿用传统的工科培养模式，增加工程实践类课程比例，培养学生进行专业知识转化和

应用能力。

（2）对接最新政策文件与研究成果，丰富学科理论框架，提升学生理论知识体系的广度和深度。

（3）融入地理学、社会学、遥感、信息科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

法和技术手段处理问题的能力。

（4）增加数据分析类课程，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运算思维。

学院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适应国家城乡建设发展需要，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团队精神，

集实践思维、理论思维、逻辑思维、运算思维于一体，在城乡规划领域具备扎实的应用实践能力、理

论研究能力、逻辑推导能力和运算分析能力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根据新的人才培养目标，学院

按照新的培养要求适时对课程体系进行了优化。

（二） 课程体系优化

结合新目标、新要求，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及时调整人才培养的方式方法，梳理城乡规划学科知

识脉络，优化培养方案，形成了兼具专业性和创新性的课程体系。优化后的本科课程体系分为通识

教育课程、学科教育基础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和实践教学环节四大板块，如图 3。学校根据城乡专业

的培养重点和要求，调整了不同模块的构成课程和最低学分要求，如表1、图4。其中，通识教育课程

板块包括思想、政治、安全教育、军事类、体育类、文化素质类，以及创新创业、第二课堂、劳动教育等

课程，至少完成 39学分，其中必修课 33学分；学科教育基础课程板块包括理工基础类、信息技术类、

学科基础类和集中实践类课程，至少完成 50学分，其中必修课 42学分；专业教育课程板块包括专业

基础类、专业核心类和集中实践类课程，至少完成 59学分，其中必修课 49学分；实践教学环节板块

包括军事训练、认识实习、测量实习、美术实习、古建筑测绘实习、生产实习、参观实习、规划师业务

实践实习和毕业实习等。学生最低毕业学分应达到 212学分，其中理论课程 148学分（含选修课 22
学分），实践教学环节64学分。

（三） 专业教育课程体系重构

城乡规划专业教育课程主要集中在三、四年级开设，形成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导向的综合性课程

体系，如图 5。具体包括建筑设计基础、建筑设计、城乡规划设计等设计类课程，城乡规划概论、城乡

规划原理、中外城市建设史、城乡规划管理与法规、城市道路与交通规划、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学、

城市工程系统规划等理论类课程，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地质学基础等学科类课程，地理信息系

图 3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城乡规划专业本科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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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应用、城乡规划数字化设计方法等技术类课程，以及设计周等实践类课程。最终，以理论类课程

为基础、技术类课程为工具、设计类课程为手段，共同服务于实践，构成较为完备的知识网

络（图6）。

1. 理清课程体系脉络

考虑到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的新要求，除通识课程外，将国土空间规划作为骨架串联所有专业相

关课程。首先，完善核心课程知识结构，在城乡规划概论、城乡规划原理、城乡规划管理与法规等课

程中逐步渗透国土空间规划相关内容，为学生建构起完善的知识语境。其次，优化主干课程授课方

式，在专业必修课程规划设计A、B、C、D中融入实际工程项目，培养学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最后，增设国土空间规划配套课程，配合国土空间规划最新要求，调整地理信息系统应用教学大纲，

开设遥感概论等技术类课程和土地评价与管理、地质学基础等管理类课程。

表1　城乡规划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构成及最低学时、学分分配比例表

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

学科教育基础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

总计

课程类别

思想、政治、安全教育、军事类

体育类

外语类

文化素质类

创新创业、第二课堂、劳动教育课程

理工基础类

信息技术类

学科基础类必修

学科基础类选修

学科基础类集中实践

专业基础类必修

专业基础类选修

专业核心类必修

专业核心类选修

专业核心类集中实践

-

总学时

308
144
128
96
32
64
24

584
128
-

344
40

440
120
-

2452

学分

21
4
8
6
5
4

1.5
36.5

8
8

21.5
2.5

27.5
7.5
51

212

比例/%
9.91
1.89
3.77
2.83
2.36
1.89
0.71

17.22
3.77
3.77

10.14
1.18

12.97
3.54

24.05
100

     表中加粗的项目为实践教学环节。

图 4　城乡规划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构成及最低学时、学分分配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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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设学科交叉类课程

针对教育部对新工科建设的要求，需适当增加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5］。国土空间规划明确提出

将地理信息系统（GIS）作为技术平台，从现状分析评估、“双评价”、三区三线划定、规划编制到国土

空间用途管制和监督实施，都离不开地理信息系统的支持［12］。不同于传统规划专业更重视 CAD、

Sketchup和 Photoshop等软件的应用，当前的规划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性体系，具有更加开放、

包容的特点。因此，一方面，注重在课程体系优化过程中增设一些学科交叉类课程和相近专业课

程，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譬如吸收人工智能、智慧城市、数字孪生等新技术，开设了城乡规划数字

图 5　城乡规划本科专业教育课程体系

图 6　国土空间规划导向下的专业教育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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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设计方法、城市系统分析方法等新兴技术类课程，开阔学生视野；另一方面，引入了风景园林规划

与设计概论、城市环境色彩规划与设计、建筑材料等相近专业课程作为选修课，形成综合性、复合性

的课程体系。

3. 促进理论与实践融合

为有效提高学生专业技术能力，建立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必要联系，完成专业理论到工程实

践的转化。学院优化区域规划概论、村镇规划、城市防灾、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专业必修课程

教学大纲，融入更多实践内容，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参与性和互动性；增设专业公文写

作课程，提升学生的专业文本写作能力，为更好地步入社会开展相应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四） 优化后的教学反馈

依托国土空间规划，新版培养方案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专业教育课程体系，且根据每个学期

设计课程的教学要求建立起了更为完善的课程组织框架，如图 6。以本科四年级的学生为例，经过

前三年城乡规划概论、城乡规划原理、城市道路与交通等理论课程和规划设计 A、B设计课程的学

习，已经形成了最基本的规划思维。四年级上学期的规划设计C课程主要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的编制，下学期的规划设计D课程主要进行城市设计的学习，并组织学生参加学科竞赛。为与设计

课程的教学要求相互配合，四年级开展的理论课程为城乡规划管理与法规、城市经济学、城市设计

原理、地理信息系统应用等，主要目的是对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学习进行补充，并与城市设计的学

习做好衔接；实践课程为生产实习、城市设计参观实习等，主要目的是希望学生的学习成果能够在

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检验。

基于此，河北建筑工程学院进行了两年的教学试验，反响良好。城乡规划管理与法规课程除了

讲解城乡规划的相关法规外，开始逐步渗透国土空间规划相关内容，使得学生对于规划管理的各个

环节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和了解，明确了总体规划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并建立了基

本的法制观念。通过学习城乡规划学科相关的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地理学等课程，学生

了解并掌握了相应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开始尝试在总体规划的编制过程中运用多学科交叉融合

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地理信息系统应用课程改变以往理论性内容过多的授课方式，增加上机实

践的学时；加强了师生互动环节，鼓励学生在课堂上运用GIS进行空间数据的分析，由教师进行实时

讲解。经过GIS课程的训练，学生已经可以在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进行基本的“双评价”工作，数据

分析能力得到了较大提升，与规划设计C课程做到了有效衔接。通过城市设计原理课程的学习，学

生在掌握原则和方法的基础上，可以更好地应对规划设计 D 的课程要求，设计能力和水平提升明

显。图 7为四年级部分优秀作业的展示。相关授课教师普遍反映，在新的课程框架下，学生学习兴

趣大幅提升，逻辑推理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得到有效训练和增强，教学效果良好。

四、结语

国土空间规划的提出开启了新的规划阶段，标志着中国逐渐由工业文明的工程建设体系向生

态文明的空间治理体系转变，也引发了学界对规划学科发展方向的热烈探讨［13-15］。国土空间规划

最终的目标是能够对我国的国土空间进行实时动态监测，引导各级各类规划有序实施。目前，各级

国土空间规划正在紧锣密鼓地编制，城乡规划学科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随着华为宣布正式进军

国土空间规划行业，规划领域正式与数字世界接轨，即将迎来更加深远的技术革新，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的美好构想也不再是空中楼阁。受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影响，城乡规划学科跨学科、跨领

域的交流将越来越多，逐步向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16］。高校应自觉转变“象牙塔”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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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维，积极配合国家的战略部署，根据实际需求及时转变人才培养模式、优化课程体系，为国家和

社会输送更多高质量专业化人才。

图片来源：

① 图1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绘制。

② 图2根据《市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指南（试行）》总结绘制。

③ 图3~7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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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system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taking Hebei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s an example
JIANG Guaini， DONG Hongjie， WANG Miao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Art, Hebei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Zhangjiakou 075000, P. Ｒ. China)
Abstract: The promotion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professional talent training. The discipline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is facing major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and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alent training. It 
analyzes the four main contradiction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in th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which are traditional talent training mode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theoretical courses and 
design practice courses, old knowledge system and new planning system, single discipline framework and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It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discipline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urgently 
needs to transform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and optimize the curriculum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training needs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professionals in the new era, Hebei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timely adjusts the 
training plan and determines a compound high-quality talent training mode with practical thinking, theoretical 
thinking, logical thinking and computational thinking. It reconstructs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clarifying the context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adding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s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Relying on the new training plan and curriculum 
system, good teaching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and the training level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has improved.

Key words: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curriculum system; personne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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