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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社区规划教学优化策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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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型城镇化发展时代，城乡结构、布局及管理的单元逐步细分，对于社区的精细化管理和规划已逐步形成新的体系，针

对这样的规划背景，本文分析了社区规划教学现阶段的不足之处，重点从社区规划实践及教学内容的拓展和优化方面提

出了具有的有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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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eaching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Community Plann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Abstract】the era of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urban and rural structure, layout and management unit gradually subdivided, for the 

community fine management and planning has gradually formed a new system, in view of such planning backgroun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community planning teaching, focus on the community planning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with targete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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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作为城市管控的基础单元，如今在城市生活与发展建

设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人们逐步意识到提升社区环境品质，

促进社区产业经济发展对城市及乡村的综合发展具有非常直接的

渗透作用。基于社区理念的社区规划渐渐在城乡规划体系中凸显出

其重要地位。由于目前我国的社区规划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规划

实践研究和教学科研还无法完全达到同步，目前高等院校里的城乡

规划专业作为未来城乡规划师、社区责任规划师的培养基地，在其

教学体系构建、教学内容组织等方面都还存在滞后，不完善的情况，

如何顺应当前的时代及社区发展趋势，及时调整教学定位，更新教

学素材，在学术和实践领域探索出更加具有时效性的规划发展及教

学之路是目前非常重要的课题之一。 

1  研究背景 

1.1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社区规划”的角色意义 

智能、低碳、集约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我国现阶段城乡建设发

展的主流方向，在经历了初期探索和爆发增长期之后，目前已进入

了稳步深化阶段。有别于过去大规模增长型发展模式，在如今以存

量规划为主导的时代，由于人们对城市及乡村功能提升、安全宜居、

多元包容、环境改善的重视，该方针更加注重城乡融合发展、城市

功能性的发挥、城市空间秩序的梳理、人对环境的社会需求、城市

品质的可持续性优化。 
社区规划作为城乡规划精细化工作体系中的一个子环节，是直

接承载绿色低碳环保、智能管理、集约发展等规划理念的载体，是

以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为导向的具体形态。在社区这个管理单元中

实现低碳智能的目标，可以从社区用地功能的分配、社区结构优化、

提升景观品质、绿色节能技术建造以及科学化管理等方面去落实，

从而创建自然舒适的友好型环境，由此满足人对生活空间的高品质

需求。 
1.2  我国“社区规划”的发展动态 

我国社区规划发展起步相较于西方国家较晚，以最早开始尝试

社区规划探索的深圳市为例，共经历了三个阶段：①侧重于社会发

展规划，主要通过出台配套政策、建立有效的制度管理机制来推动

社区的管理和建设；②以社区经济发展为导向进行物质空间形态规

划，配置产业发展空间；③在协调土地及空间规划、生态保护规划、

城乡规划、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全面落实综合发展规划，切实解决社

区经济发展、社区土地分配、社区产业转型等各类问题。 
此外，深圳在全国率先开展“社区规划师”制度，分为三种类

型：“规划主管部门派出型、第三方技术人员聘任型、社区利益代

表型”，开创了全新的社区管理模式，扩大公众参与的覆盖面，真

正以协调社区的基层问题为核心，全方位、多角度思考空间格局和

发展策略。 
目前，我国社区规划发展的总体策略是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指

导原则，保障社区资源公平分配，创建共享且宜居的社区环境。生

态社区、多元复合型社区、健康社区的规划模式已成为主流趋势。

社区管理体制的完善，建设品质的不断提升将推动城乡建设的整体

发展水平。 

2  社区规划教学现存问题 

2.1社区规划教学体系框架不完善 
目前，我国大多数大专院校城乡规划专业的设计类课程体系大

多以传统规划类型为主导，例如理论课程基本围绕城乡规划原理设

置，设计类课程的设置一般从宏观的城市总体规划到中观的控制性

详细规划，再到微观层面的修建性详细规划。而社区规划类课程，

例如居住区规划设计、城市住房与社区规划等只是作为传统规划体

系的子项目分支而存在，并未能形成独立的、理论与实践互通的、

层次完整的教学框架。 
2.2 社区规划教学的内容范围相对局限 

“社区规划”的概念最早起源于 19 世纪的西方国家，发展至

今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历程，从早期对景观营造的物质形态规划的重

视，到中期强调社区服务功能的实用主义规划，最后落在以人为本

的新城市主义规划。经过近 200 多年的积累，逐步形成了完善的社

区规划理论以及设计理念。 
我国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为了配合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首次将社区规划的概念引入城市管理工作。由

于国情和城市规划管理实际工作的差异性，我国现行的城乡规划法

律法规还没有将社区规划纳入城乡规划编制体系，这就直接导致了

在城乡规划的教学活动中关于“社区规划”的教学范围相对局限。

很多院校对于“社区”的定位还仅仅停留在“居住小区”这一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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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单元范畴，完全忽略了“多元社区”、“15 分钟生活圈”、“乡村

社区”等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型社区概念。此外，大多数院校都将关

注点落在物质形态规划的技术层面上，缺乏对于城市社会学、城市

经济学、区域管理类等综合关联性知识体系的重视。 
2.3  教学内容陈旧，社区规划理念落后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以及城市管理水平的提升，社区规

划的政策导向正逐步走向规范化。以“社区责任规划师”制度为例，

国家希望由此助力城市更新、社区生活圈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切实落

地，通过该制度的推进去引导公众参与，让规划师深入社区了解实

情，有效解决当前存在的规划对社区利益关切不够，基层缺少规划

专业技术力量，城乡空间规划管理欠缺等问题。其次，社区规划的

技术手段也在不断优化。以“韧性社区”理论为例，在面对大型公

共卫生危机的大背景下，它为落实社区精细化治理，构建城市防灾

避难体系提供了有效支持，实现了社区在多元风险情景下的结构调

整和功能优化，有利于改善城市或社区应对突发公共风险的措施。 
然而，目前的社区规划课程教学素材和设计理念完全不能与以

上这些行业动态趋势同频。教学内容上还依然只是围绕着居住区用

地结构来组织教学，侧重于相关规划技术指标的合理性、物质形态

的图示化表达，没有考虑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技术升级对社区发

展提出的新要求。 
2.4  社区规划教学方式过于单一，实践性不强 
目前针对社区规划设计实践类课程，主要的教学模式是以设计

任务书为核心，分阶段以方案讨论、图纸评析等方式与学生进行交

流讨论；社区规划理论课程，主要是以讲授形式完成教学目标。然

而，就社区规划这类实践性较强的课程而言，这样相对传统的教学

模式无法完全满足教学需求，比如社区调研、实践案例对比、数据

分析、采访调查等环节都需要师生走出课堂和设计教室深入社区采

集数据，拓展更多互动方式。 

3  社区规划教学改革升级策略 

3.1架构多元立体型教学体系框架 

过去传统工科及建筑学理论背景下的社区规划课程体系是重

点关注物质形态设计类课程的单一模式，覆盖面不全是最明显的短

板。如今的社区规划教学目标是要加强学生对社区的深层次认知，

理解社区发展的内驱力，掌握组织及管理的协调方式，合理把控空

间形态的组织。由此，对于教学体系的构架需要转变为更加立体的

多元复合型课程体系模式。具体可分为三个版块：①社区规划理论

课程版块；②社区规划设计课程版块；③社区规划实践课程版块。 
首先，就理论版而言，过去与社区规划相关的理论内容主要是

在《城市规划原理》这一核心规划理论课程中有部分呈现，并没有

独立地具有针对性的理论课程，因此升级策略应当填补这个空白，

充分考虑社会发展、城市管理以及市场经济对社区规划的各类诉

求，增加城市社会学、应用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住房与社区规

划理论，社区金融及产权理论、管理学理论等相关课程。 
其次，设计课程所涉及的社区类型不能再仅仅局限于“城市居

住小区”这一城市中最基本的空间单元，而要充分考虑城乡空间组

织的多元性，在设计课程任务的选择和安排上拓展类型，将“旧城

社区更新改造”、“新城市片区规划”、“15 分钟生活圈布局”、“乡村

社区营建”、“社区景观塑造”等不同类型都纳入到社区规划的设计

范围。此外，设计课程的重点不能一味地只侧重物质形态的规划，

而要培养学生加强对于社区各类要素的分析和应用，教导学生将理

论结合实际，从社区的实际问题出发，考虑相应的设计策略去寻求

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而不是纸上谈兵，只追求图纸的形式美。 
最后是加强对实践类教学内容的重视程度，带学生深入社区进

行实地教学，让学生在真实的社区环境中掌握调研观测、问卷分析、

数据统计、沟通协调、模型构建等实践技能。 
3.2  在教学内容中拓展社区规划类型 

“社区”的本义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

会生活共同体。在大多数院校的社区规划课程中，过去也基本是围

绕“居住型小区”来进行教学活动的。然而，随着时代及社会的发

展变迁，“社区”的范围和类型也越来越广泛，教学内容需要与时

俱进地调整，扩大社区维度，让学生对社区的认知提升到一定的广

度。例如：①按照区位界定可分为传统型社区（旧城区）、城市社

区、农村社区、小城镇社区等；②根据形成机制的差异，又可分为

传统型社区、分配型社区、商品型社区、转制型社区和混合型社区

等；③按照功能定位可分为工业社区、老龄化社区、儿童友好型社

区、文化社区、商贸社区、居住型社区、产业社区、教育社区等；

④按照空间结构可分为单位型社区、板块型社区、15 分钟生活圈社

区等。 
3.3更新社区规划营建理念，调整教学重点及方向 

在目前新型城镇化的宏观发展背景下，社区规划的理念已逐步

从物质功能以及空间形态为主导转向了对人们居住环境共治共享

的全面关注。具体而言就是不仅要关注社区所承载的基本功能，居

住空间的物质形态，建筑的组合方式、道路的布局等，还要在规划

与管理中充分考虑社区的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管理效能、技术更

新、人文精神等方面的要素。 
在社区规划理念转型的带动下，社区具体的规划方式和教学重

点也应当做出适应性调整：“①在教学中调整规划方向，完成从“居

住区物质型规划”到“社区综合型规划”的转变；②在规划教学中

大量引入经过实践考验的成熟经验，例如“新城市主义社区规划方

法”、“韧性城市”等；③将教学重点从过去对社区空间形态语言的

塑造与表达转为对学生项目数据分析能力、社区问题协调能力、功

能配置布局能力、物质形态规划能力的综合培养。 

4  结语 

我国的社区规划发展起步较晚，相应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都

还在逐步探索中，西方国家的规划建设管理经验并不完全适应我国

的国情，尤其是针对构成复杂的邻里社区单元。因此，在这样的社

区背景下开展教学活动，需要将教学的定位调整为以社区实践为基

础，以科研为支撑，以创新为导向的多轨并进模式。一方面在实践

层面强调对社区发展规划核心要素的呈现，让社区空间开发与城市

总体环境相适应，让社区发展定位与社会经济规律保持同频；一方

面在教学和建设管理模式上，不断探索更加具有社会适应性和可持

续性的渠道，从而建立更加完善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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