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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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
——以云南农业大学城乡规划专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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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意味着人才供需端的城乡规划专业课程体系需要做相应调整。论文以云南农业大学城乡

规划专业为例，探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城乡规划专业课程体系的改进。论文梳理了云南省农业大学城乡规划专业的办学

历程及专业特色，对原课程体系进行分析：原课程体系存在部分课程设置与时代学习工具及软件的发展不符、与新时代国

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能力需求不一致、专业实践环节课程需要改进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对新的人才培养方案所对应的

课程体系及课程设置进行了改进，形成了适应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课程体系。

国土空间规划；城乡规划专业；课程体系

1、城乡规划专业与城乡规划学科发展

城乡规划专业随着城乡规划学科的发展而发展，学科的发
展又跟社会及城市建设的发展紧密结合。我国城乡规划学科起
源于西方，西方的城乡规划学科公认始自 1909 年英国利物浦
大学设立城市规划专业和美国哈佛大学设立城市规划研究生培
养大纲与规划教授职位之时。

1.1  新中国成立后，城乡规划专业及城乡规划学科的发
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城市规划专业发展阶段，标志是 1952 年在同
济大学设立的第一个城市规划本科专业，这一时期城市规划
专业培养的人才是面向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状态下的城市建设
及改革开放后国家大步向前发展的城市建设阶段。在此期间，
我国虽经历过文革时期各方面包括城市建设的停滞不前，但改
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城市建设欣欣
向荣，城市面貌得到了极大的改变；此时的城市规划在当时的
学科分类中依托建筑学一级学科，专业课程体系以城镇物质空
间环境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体型艺术和景致审美为基本的评判
标准。

第二阶段是城乡规划专业发展阶段，标志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乡规划法》的实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
废止。2007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次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同时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是为了加强城乡规划管理，改
变城乡二元格局，协调城乡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
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制定的法律。这一时期，为
适应城乡规划行业的发展，城乡规划专业注重宏观到微观层面
的城乡规划体系的构建； 2011 年，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下发通知，公布了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
新目录增加了“城乡规划学”一级学科，属于工学，专业代码
0833，学科从以往属于建筑学一级学科发展成为独立的城乡规
划学一级学科；城乡规划专业课程体系以修建性详规→控制性
详细规划→总体规划为主线，注重学科体系的构建。

第三阶段城乡规划专业的内涵转变为国土空间规划，标志
是 2019 年 5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的下发，明确在原来主体功能区
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城乡规划等“多规合一”的基础上，构

建以“四梁八柱”为核心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国土空间规划
这一变革将对城乡规划学科产生重大影响，也对人才培养及课
程体系重构提出诉求。本文探讨在这一背景下我校城乡规划专
业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的改进。

2、我校城乡规划专业发展历程及原有课程体系设置

2.1  专业发展历程及专业特色
云南农业大学城乡规划专业前身为 1986 年开办的村镇建

设专业，2001 年开办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本科，2013 年
专业名称调整后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业，2014 年开始招收城
乡规划专业本科学生，学制四年。

经过多年的发展，本专业目前已形成立足云南边疆民族地
区，以国土空间规划和城乡规划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人才为培
养目标，基于国家新工科专业建设进行升级改造，发挥以“专
业 + 小语种”特色优势培养模式的专业。

2.2  2014 版人才培养方案所对应的课程体系及专业课
程设置

云南农业大学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养注重工程化教育，依
据专业认证标准基本要求，以注册城乡规划师基本素养和综合
能力为目标，培养具备扎实的自然与人文科学基础，掌握专业
基本理论和知识，具备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终身学习能力的
高素质复合型应用人才。城乡规划专业自 2014 年招生开始，
至今已完成 2014 版、2019 版、2019 修订版人才培养方案制定
与修订。其中，与各版人才培养方案相对应的课程体系，课程
设置及课程教学内容不断完善，以适应新时代国土空间“多规
合一”背景下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2014 版人才培养方案中专业课程设置为“学科共同”、“专
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实践教学”
五个模块，其中“学科共同模块”由高等数学、美术Ⅰ（素描）、
美术Ⅱ（水彩、水粉）、画法几何与阴影透视、建筑与规划制
图、视觉设计基础 6 门课程组成，计 23 学分 368 学时，课堂
240 学时，实验 128 学时；“专业基础课模块”由设计初步Ⅰ
和 II、城乡规划概论、建筑表现技法、建筑设计原理、城市建
设史、测量与地图学、场地设计、城市环境与生态 9 门课程组
成，计 21.5 学分 344 学时，课堂 240 学时，实验 104 学时；
“专业核心课模块”由城乡规划原理、城乡规划设计 I、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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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设计 II、城乡规划设计 III、城乡规划设计 IV、城市设计、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 7 门课程组成，计 29.5 学分 472 学时，课
堂 200 学时，实验 272 学时；“专业选修课模块”设置建构、
建筑构造、计算机辅助绘图 ( 规划 CAD)、计算机辅助设计 ( 规
划效果图 )、中外建筑史、建筑设计、城市地理学、地理信息
系统（ArcGIS）、环境心理与行为学、市政工程管网规划、景
观规划设计、区域规划概论、历史城镇保护与开发、乡土建筑
概论、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城乡规划管理与法规、专业
英语等课程，部分课程为必选课程，如建构、建筑构造、计算
机辅助绘图 ( 规划 CAD)、计算机辅助设计 ( 规划效果图 )、建
筑设计、环境心理与行为学、市政工程管网规划、景观规划设计、
区域规划概论、历史城镇保护与开发、城乡规划管理与法规等，
在此模块中要求修够 29 学分；“实践教学模块”由“专业实践”
和“毕业实践”组成，“专业实践”模块设置专业认知实习、
美术实习、建构实训、城市认知实习、测量与地图学实习、快
题设计、传统村落调研测绘 7 门课程，计 10.5 学分 168 学时；“毕
业实践”模块含毕业设计和毕业实习两门课程，计 16 学分 256
学时。以上，需要修够专业课程共计 129.5 学分。

2.3  原有课程设置所存在问题
通过对 2014 版人才培养方案所对应的课程体系进行梳理

后，发现该课程体系设置存在以下问题：

2.3.1  部分课程设置与时代学习工具及软件的发展不符
对应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国家城乡建设

发展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坚实的城乡规划设计基础
理论知识与应用实践能力，富有社会责任感、团队精神和创新
思维，具有可持续发展和文化传承理念，主要在专业规划编制
单位、城乡规划管理、决策咨询、房地产开发等部门从事城乡
规划设计、开发与管理、房地产筹划等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型应
用人才。

学生城乡规划编制能力、城乡管理能力都是一步一步建立
起来的。为使学生获得空间想象及空间造型能力的训练，14 版
人才培养方案开设了画法几何与阴影透视及建筑与规划制图两
门课程，计 6 学分 96 学时；但因时代的发展，计算机及各种
绘图软件的普遍应用，学生通过电脑绘图能快速直观的获得空
间思维能力训练，并不需要像以往计算机和软件稀缺时代设置
那么多课程和学分来进行训练，此部分内容及学分学时数可适
当减少。

2.3.2  课程设置与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能力需求
不一致

2014 版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仍偏向于物质
空间和环境的审美训练，缺少当代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对生态
环境、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的关注，缺少相应的课程设置，虽
然在选修课中也设置有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等课程，但因
为专业总学分和现有师资条件限制，实际并没有开设这些课程，
因此导致学生在进行社会问题分析时缺少知识支撑。

2.3.3  结合就业市场需求，增设建筑大类课程
为满足城乡规划专业学生进入社会后有一部分学生会进入

建筑设计行业的市场需求，在课程体系中增设建筑设计原理、
建筑构造、建筑设计 I 和 II 等课程，以培养学生空间思维和造
型能力，同时可加强学生建筑设计能力训练以适应社会需求。

2.3.4  专业实践课程需改进
专业实践课程问题有三：
其一，专业实践课程设置在短学期，但短学期设置课程较

多，无法完成 7 个专业实践课程。专业实践课程共设置 7 门课程，
利用每学年 7 月两周时间进行教学，四年制城乡规划专业设置
6周短学期，每周完成一个教学课程只能完成6个专业实践课程，
因此会将专业认知实习或者测量与地图学实习课程放在相应的

课程教学中利用课余时间完成，如测量与地图学实习课程与测
量与地图学课程放在同一学期进行教学，而不是进短学期进行
教学。

其二，快题设计不应作为一门课程进行设置。14 版人才培
养方案中设置了快题设计这门课程，但快题设计只是一种能力
训练，不应作为单独的课程进行设置，可设置在设计课程的教
学环节中。

其三，传统村落调研测绘教学时长不够。根据实施情况反
馈，传统村落调研测绘要完成实地调研、测绘、模型制作等教
学环节，环节多，任务重，教学时间不够，应该调整为二周。

3、现有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的改进

针对以上问题，城乡规划专业建设小组对原有人才培养方
案进行了调整，在大工科背景下，经过 2019 版人才培养方案
和 2019 修订版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最终形成了 2019 修订版
人才培养方案，所对应的课程体系形成了“大类基础必修课”、
“专业必修课”、“综合实践（必修）”和“专业选修课”四
个模块，其中“大类基础必修课”模块含高等数学、美术Ⅰ（素
描）、美术Ⅱ（水彩、水粉）、艺术造型、设计基础 I 和Ⅱ、
工程制图、工程测量、工程测量实习 9 门课，计 26 学分 416
学时，理论 224 学时，实验 192 学时；“专业必修课”模块含
建筑设计原理、城市建设史、建筑设计 I 和Ⅱ、城乡规划原理、
城乡规划设计 I—IV、城市设计 10 门课 38 学分 608 学时，理
论 296 学时，实验 312 学时；“综合实践（必修）”模块含专
业认知实习、美术实习、劳动教育、艺术造型实训、城市认知
实习、传统村落调研测绘、毕业实习、毕业设计 9 门课程，计
21 学分 336 学时，全部为实验实践教学；“专业选修课”模块
课程设置基本与 14 版课程设置相同，只是将城市地理学、城
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等课程设置为必选课，此模块要求选够
34 学分。以上，需要修够专业课程共计 119 学分。

2014 版和 2019 版城乡规划人才培养方案所对应的课程体
系在模块数量及模块名称均有变动。2014 版人才培养方案所对
应的课程体系中专业课程共设置“学科共同”、“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实践教学”五个模块，
最终的 2019 修订版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对应的专业
课程体系改为“大类基础必修课”、“专业必修课”、“综合
实践（必修）”和“专业选修课”四个模块，模块数量减少一个 ,
模块名称也做了相应变动，如原来的“学科共同”模块变为现
在的“大类基础必修课”模块，原来的“专业基础课”、“专
业核心课”模块合并为现在的“专业必修课”模块，课程也随
之调入相应的模块中，现在的课程模块更合理。

与 2014 版相比，2019 版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对
应的课程及教学内容做了相应改进：如 2014 版中只设置了一
门建筑设计课程，为加强学生的建筑设计能力，2019 版中设置
了建筑设计 I 和Ⅱ两门建筑设计课程；2014 版中的城市地理学、
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等课程只是“专业选修课”模块中的
选修课程，并没有实际开课，2019 版中这几门课程均调整为必
选课程，这样可增强学生对城市地理、城市社会及城市经济问
题的关注；2014 版和 2019 版均开设了城乡规划设计 IV 课程，
但教学内容由以前的城市总体规划转变为现在的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教学内容更符合现在的规划体系。

以上为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的改进。

4、结语

经过几年的实施及改进，城乡规划专业课程体系更加完善，
能够满足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对城乡规划专业人才能力
培养的需求。各课程与专业人才能力对应如下图：



2021【3】12  3 卷 12 期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教育发展研究  • 229 •

随着时代的发展，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所对应的课程体系将随着社会对本专业人才能力需求的变化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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