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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urbanization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to urban planning professionals, and thus as 
the main body for professional training colleges should actively respond to this chang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curriculum of most universities in this stage emphasizes on architecture curri-
culum setting, while ignoring the creat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geography and ecology course, 
which cannot adapt to the new situation, and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revising training programs 
and teaching programs are a priority, by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of “985” 
and “211” universities, the profession establishment background,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curri-
culum setting.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1) with the total class hours unchanged, architecture 
courses can be moderately reduced, and necessary hours for ecology and geography courses 
should be offered; 2) a diversified ecology and geography courses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namely ecology and geography courses should combine compulsory and elective courses, as well 
as introduction and theory points courses, so as to form a complete curriculum system; 3) profes-
sional teaching force should be established with solid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and practical ex-
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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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型城市化对城市规划专业人才的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专业人才培养主体的高校应积极应对这

种变化。本文通过对代表性“985”及“211”高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立背景、课程设置的现状等方

面的系统分析，指出了我国现阶段大部分高校的课程设置偏重于建筑学课程的设置，而忽略了地理学及

生态学课程的开设与强化，难以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的基本事实，认为修订培养方案与教学计划是当务

之急。本文建议：1) 在总课时不变的情况下，适度减少建筑学专业课的数量和课时，为开设生态学和地

理学课程提供必要的课时；2) 建立多元化生态学和地理学课程的开设课程体系，即生态学和地理学课程

的开设要必修和选修、概论课与分论课结合，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3) 建立相配套的具有扎实

专业知识背景和实践经验的专业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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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城市规划方案的不稳定及长官意志和政绩观的突出导致片面追求城市的建

设速度，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影响人类生活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突出性城市问题，例如人口拥挤、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困难、半城镇化、城市居民幸福感缺失、城市贫困等问题在我国城市中广泛

存在[1]；其次，多数城市发展产业结构雷同，使我们的城市缺乏经济特色，不重视城市历史文脉的挖掘

与保护，使我们的城市文化内涵缺失[2] [3]。 
诸多的城市问题影响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而这些问题凸显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各级行政

官员的干预，二是各高校培养的规划设计师以及相关从业人员本身的知识结构、培养技能方面存在问题[4]。 
目前，众多学者对前者的讨论研究较多，而对后者的研究相对比较欠缺，因此，本文对我国高校城

市规划专业的课程设置、培养目标、发展趋势进行研究，以期为新型城市规划人才培养提供一定的指导，

适应时代的需要[5]。 

2. 研究材料及方法 

2.1. 高校选取 

首先通过搜索罗列出所有设置城市规划专业的综合性高校，根据各高校的资料可得性及地区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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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分别选取了部分“985”、“211”高校进行分析对比(表 1)。 

2.2. 数据收集 

主要通过搜索各高校院系网站、高校招生简章、发送电子邮件等途径，收集关于城市规划专业的设

置课程及相应的课时。 

2.3. 资料分析 

整合并分析通过上述方式所取得的相关数据资料，主要通过 Excel 列表及制图的方式，重点分析所

选取高校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总课时及分类课时、专业设立背景的特点及相关问题，进行比较和归

纳。 

3. 结果分析 

3.1. 培养目标 

本文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开办有城市规划专业的“985”及“211”高校，它们或者是以建筑学为核

心或者以地理学为核心的培养模式，对其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地理学和生态学课程的开设情况进行了

对比和分析(表 2、表 3)。 
通过对以上 12 所比较有代表性的“985”高校的城市规划专业的培养目标及主干学科等方面进行对

比分析，不难发现其中大多数院校如：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四川大学等院校的城市规划专业是以建筑

学科为主要培养模式，注重城市形体规划，培养具有城市规划学科高级技术人才。而少数的院校如：北

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是以经济地理为主要培养方向，注重区域与城市规划，培养具有地理学理论素养的

科研、管理等专业人才。 
由此可见，大部分 985 高校的城市规划专业是以建筑学为核心的培养模式，以城市物质形体规划为

导向，培养学生的手工绘图能力，快速构图能力、空间思维以及空间形体设计能力[6]。而对于地理学和

生态学学科的忽视较明显，有的仅仅只开设一门课程，有的甚至没有开设这两类学科及相关的课程。 
在该培养模式的导向下，直接导致了学生在实际的规划中扮演的只是绘图员的角色或是在实际规划

工作中，不能很好的分析规划对象，理解大空间尺度的区域分异，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

[7]。因此，我们应该增加地理学和生态学课时，并通过必修和选修及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多种形式，将地

理学和生态学思想融入到城市规划专业教学中来，既重视物质空间规划的培养，又重视宏观理论的学习，

培养出既是城市系统分析师又是城市设计师的城市规划人才[8]。 
根据表 3 可知： 

3.1.1. 学校类型差异 
工科型大学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培养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如北京工业大学及河北工业大学的城市规

划专业，主要采取的是以建筑学为核心的培养模式，因此注重技能培养，主要输送的是应用型人才。 
综合型大学如云南大学、福州大学则是注重培养科研及管理人才。 
师范类院校如湖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则是注重培养从事教学、研究与管理的专门人才。 
农学型院校如东北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则注重培养乡镇规划、园林规划方面的人才，原因归于

农学类院校比较注重新农村建设、土地资源、园林规划等方面的发展。 

3.1.2. 地区差异 
东部高校的目标主要是培养与城市规划特点相结合的，掌握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及建筑设计专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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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Representative college selection results 
表 1. 代表性高校选取结果 

地区 东部 中部 西部 

“985”高校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同济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山

大学、浙江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武汉大学、中南大学 重庆大学、四川大学 

“211”高校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工

业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福州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太原理工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湖南师范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贵州大学、云南

大学、西藏大学、西北大学、宁

夏大学、新疆大学 

 
Table 2.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geographical, ecological curriculum setting of “985 Colleges” list 
表 2. “985 高校”培养目标及地理、生态课程设置一览表 

培养模式 高校名称 培养目标 主干学科 地理学课程 生态学课程 

以建筑学为

核心的培养

模式 

清华大学 
培养能够在专业规划设计机构、管理机

构、研究机构从事城乡规划设计、管理等

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建筑学、 
城市规划 人文地理学 城市生态学、

环境学导论 

同济大学 
培养从事城市规划设计与管理，参与城市

社会与经济发展规划、区域规划等工作的

人才。 
建筑学 城市地理学与城

市社会学 无 

东南大学 培养掌握城市规划理论知识及专业技能，

了解城市规划相关知识的高级专门人才。 
城市规划与

设计 城市地理学 城市环境与城

市生态学 

浙江大学 培养具备规划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高

级城乡建设、规划研究、设计、管理人才。 建筑学 城市地理学 城市环境与城

市生态学 

南京大学 
培养从事城市规划设计与管理，城市道路

交通规划、城市市政工程规划、区域规划

以及研究等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建筑学 自然地理学，人

文地理学 
城市环境生态

学 

中南大学 培养城市规划、设计、管理和研究工作的

创新型、应用型高级城市规划专业人才。 城市规划 城市地理学 城市环境与城

市生态学 

四川大学 培养城市规划、设计、建筑设计及建筑群

体项目设计等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建筑学 
城市规划 无 无 

重庆大学 培养能够从事城市规划与设计、规划管理

及项目策划等方面工作的高级技术人才。 城市规划 无 无 

以地理学为

核心培养模

式 

北京大学 
培养适应城市规划、管理、房地产开发、

土地管理、企业管理与咨询、城市与区域

研究及大专院校教学科研等岗位的要求。 
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交

通地理学，经济

地理学 
无 

北京师范大学 培养能够从事科研、教学、资源开发利用

与规划、管理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地理学 
土壤地理学，地

貌学 
植物地理学 

城市生态学 

中山大学 
培养具有综合理论素养，城市规划专业基

础知识和技能的高级管理型、专业型和应

用型人才。 
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人

文地理学 无 

武汉大学 

培养从事空间信息采集、处理及分析、地

理信息系统应用开发、土地资源规划和管

理、生态环境管理和评价等方面研究的专

业人才。 

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地

貌学，人文地理

学，经济地理学 
景观生态学 

http://gaokao.xdf.cn/list_4613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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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geographical, ecological curriculum setting of “211 Colleges” list 
表 3. “211 高校”培养目标及地理、生态课程设置一览表 

地区 高校名称 培养目标 地理、生态课程 高校类型 

东 
部 

中国矿业大学 主要是培养在资源环境评价、数字城乡规划管理、地球信息科学等

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教学、生产和管理工作的高级技术人才。 
自然地理学、经济

地理学 工科型 

河北工业大学 主要是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的基础厚、口径宽、能力强的城市规划学科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无 工科型 

北京工业大学 
培养目标主要突出北京城市建设规划相结合的特点，立足北京，面

向全国，向国内以及外资的规划设计、咨询等企事业单位提供熟练

掌握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技术型实践性人才。 
无 工科型 

福州大学 
具备城市规划理论和建筑设计理论知识，掌握城市规划、城市设计

及建筑设计专业技能，了解城市规划及建筑设计相关知识的高级专

门人才。 

环境生态学、城市

地理学 
以工为主

的综合型 

中 
部 

东北农业大学 
具备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具有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立足宏观和中观，能够从事城镇规划、乡村规划、

区域规划的编制以及城乡和区域发展研究的专业人才。 

自然地理学、经济

地理学 农科 

东北师范大学 
培养能在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和行政管理部门从事城乡规划与管

理、区域规划与管理、土地规划与管理、资源与环境管理等科研、

教学与管理的专门人才 

自然地理学、人文

地理学、经济地理

学、城市地理学 

综合性师

范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培养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详细规划设计和规划管理的高级专

门人才。 
 工科 

湖南师范大学 
具有扎实的数理、外语、制图和计算机基础，身体健康，能在城乡

规划与设计、旅游规划、资源管理、环境保护等领域从事教学、研

究与管理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城市地理学、生态

学、人文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环境

学概论 

师范、研

究教学型

大学 

西 
部 

四川农业大学 

具备城市规划与设计、城市管理等方面知识，具备良好的城市规划

理论素养，掌握城市规划专业技能，能从事城市规划设计与管理，

开展城市道路规划、城市市政工程规划、城市生态规划、园林游憩

系统规划等方面工作的城市规划学科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城市地理学 农林型 

云南大学 

本专业培养具备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

基本技能，能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和行政管理部门

从事科研、教学、资源开发利用与规划、管理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

才。 

城市地理学 综合型 

西藏大学 

具备国土资源开发与管理、城乡规划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

能，具备与本专业领域相适应的文化素质、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新

精神，面向西藏城乡建设、新农村建设第一线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满足西藏城乡建设、新农村建设中各级乡镇对国土资源管理与城乡

规划方面的人才需求。 

生态学基础 综合型 

宁夏大学 
具有从事调查研究和综合分析城市与区域问题、生态环境规划与管

理、城乡区域规划工作的初步能力；培养具有较好的科学素养及初

步的教学、研究和资源开发、规划管理的基本技能型人才。 

自然地理学、人文

地理学导论、经济

地理学 
综合型 

新疆大学 国土资源整冶、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规划管理、生态环境规划以及

城市规划与管理等方面的科研及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 
自然地理学、经济

地理学 综合型 

 
能，了解城市规划及建筑设计相关知识的高级专门人才[9]；如北京工业大学的培养目标是主要突出北京

城市建设规划相结合的特点，立足北京，面向全国，向各单位企业提供熟练掌握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技术

型实践性人才。 
中部高校主要是培养城乡规划与管理、区域规划、城镇规划方面的人才；如东北师范大学的培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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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是培养能在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和行政管理部门从事城乡规划与管理、区域规划与管理、土地规划

与管理、资源与环境管理等科研、教学与管理的专门人才。 
西部高校主要是注重培养新农村建设中各级乡镇对国土资源管理与城乡规划方面的人才需求。如西

藏大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面向西藏城乡建设、新农村建设第一线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满足西藏城乡建

设、新农村建设中各级乡镇对国土资源管理与城乡规划方面的人才需求[10]。 
从各大高校的培养目标来看，一方面，城市规划专业培养的毕业生是具有制图、建筑设计、计算机

应用等基本技能，掌握对城乡空间组织进行研究和规划设计，对建设项目进行规划管理的方法和技术，

熟悉有关城乡资源与环境、城镇建设及规划管理的政策法规的专门人才[11]。 
另一方面，该专业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同时城市规划学也是一门知识系统涵盖面极广的

综合性学科，要求学生广泛了解并深入挖掘历史、人文、科技、环境和经济等学科知识。 
因此，各高校培养目标的设定与实际是相符的，本专业的学生既是全才，更是专才。所以各高校课

程的设置应该与培养目标相一致。通过课程设置等措施培育全面综合型城市规划人才。 

3.2. 课程设置 

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各高校的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生态学课时来分析目前各高校城市规划专业

的课程设置是否合理。 

3.2.1. 总课时比较 
图 1 是对一些有代表性的“985”高校城市规划专业的课程设置即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地理学以及

生态学的总学时设置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大多数院校城规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建筑学和城市规划 
学的课程总学时比重大，占绝对优势，而地理学和生态学的课程总学时比重极小，部分院校甚至没

有开设地理学及生态学；只有少数院校城规专业的地理学和生态学的课程设置比重大。因此，我们应该

增加地理学和生态学课时，将地理学和生态学思想融入到城市规划专业教学中来，合理地平衡技能训练

和地理学及生态学思维。 
通过图 2 四类课程总课时设置的对比分析可知：“211”高校的课程设置中，建筑类和规划类两类课

程总课时所占的比重较大，而地理类和生态类两类课程的总课时所占比重很小，有的院校甚至都未涉及

两类课程的设置。其中，明显可以看到图中的河北工业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建筑类总课时明显高于其他

院校，主要是因为河北工业大学的城市规划专业是在土木建筑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比较注重建筑学

技能的培养，因此，建筑类总课时明显高于其他院校。 
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大部分高校在城市规划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的设置学时

比重很大，而地理学和生态学的设置学时比重小，有的甚至为零，城市规划理论学习中存在地理学和生

态学的缺失。 

3.2.2. 类型比较 
以下各图分别是对以地理学、建筑学为核心的相关院校的城市规划专业所设置课时进行的比较分析，

并结合各城市规划专业的发展基础来分析对四类课程的课时设置的影响。表 4 列举了相关“985”和“211”
院校的城市规划专业的发展基础。 

图 3 对比了以经济地理为培养模式的有代表性的 985 高校的城市规划专业的人文地理学、自然地理

学和生态学开设课时。其中，北京大学仅以必修的形式开设了人文地理学，武汉大学以必修的形式开设

了自然地理学和生态学，而以选修的形式开设了人文地理学，其中生态学课时比重大；中山大学以必修

的形式开设了人文地理学、自然地理学，两者开课课时相同；北京师范大学以选修的形式开设了自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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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Four categories courses’ total hours of “985 Colleges” compari-
son chart 
图 1. “985 高校”四类课程总课时比较图 

 

 
Figure 2. Four categories courses’ total hours of “211 Colleges” compari-
son chart 
图 2. “211 高校”四类课程总课时比较图 

 

 
Figure 3. In the geography core of “985 Colleges” course hours comparison 
图 3. 以地理学为核心的“985 高校”课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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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basic of department including urban development planning profession list 
表 4. 城市规划专业所在学院的发展基础一览表 

“985”高校 学院名称 发展基础 

以地理学为核心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地理系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地理系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地理系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地理系 

以建筑学为核心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建筑系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土木系与建筑系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建筑系 

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建筑系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土木工程学系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土木建筑系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建筑系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建筑系 

“211”高校 学院名称 发展基础 

以地理学为核心 

中国矿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煤田地质系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系 

云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院 地理科学系与地理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地理系 

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地理系 

东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土地规划专业 

以建筑学为核心 

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土建系建筑学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建筑系 

贵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建筑系 

东北农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林区道路工程系 

 
理学和生态学，没有开设人文地理学。因此，可以看出这四所高校，开设地理学和生态学的侧重点不同，

课时设置比重也有所差异。但总的来说，都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全面的地理学和生态学课程系统。 
图 4 描述了以地理学为核心的有代表性的“211”高校城市规划专业的人文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和生

态环境学的开设课时。其中，中国矿业大学有以必修课的形式开设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生态环境

学，并且课时安排合理。缘由便是该校本专业所在的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的发展前身是煤田地质系，学

院的主要组成包括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有以必修课的形式开设地理学相关课程，但是未

涉及生态学课程的开设。这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该校本专业所在的地理科学学院的发展基础为 1949 年建立

的地理系。湖南师范大学以必修课的形式对三门课程均有开设，并且课时安排较合理。主要是因为该校

本专业所在的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是在原地理系基础上整合发展相关学科、拓展新专业于 2001 年 12 月

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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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In the geography core of “211 Colleges” course hours comparison 
图 4. 以地理学为核心的“211 高校”课时比较 

 
云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学院由原地球科学系、云南省地理研究所以及云南大学澄江动物群研

究中心共同组成，因此地理类课程均有开设；宁夏大学以必修课的形式开设三门课程，并且课时安排较

合理。原因归于该校本专业所在的资源环境学院的前身是宁夏大学地理系，所以在地理课程的设置上比

较注重。五所高校的规划专业所在的学院均是在地理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比较注重地理方面的

课程设置。其中东北师范大学并没有涉及生态环境学课程的开设。结果表明，五所高校的课程设置比较

偏重于地理学课程的开设，但是忽视了生态学课程的合理设置，因此，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课

程体系。 
可以看出的是所选取的具有代表性的“985”与“211”高校中该专业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学

和生态学课程设置系统。 
图 5 对比了以建筑学为培养模式的“985”高校的城市规划专业的人文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和生态学

的开设课时，不难发现，大部分院校开设了生态学，但仅仅是设置一门课程而已，几乎没有相关先修课

程，而且相比建筑学课程来说，该课程课时设置较少，而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课程开设很少，甚

至很多高校都没有开设这类课程。因此，可以看出大部分工科院校的城市规划专业都忽视了自然地理学

和人文地理学的重要性，关于生态学课程的开设，也没有形成一个体系，而是单一的开设一门课程。 
图 6 描述了以建筑学为核心的有代表性的“211”高校城市规划专业的人文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和生

态环境的开设课时。其中，河北工业大学与北京工业大学是以选修课的形式开设了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

理学，并且课时安排较少。主要是因为两所学校的本专业所在的学院是在建筑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所以比较注重建筑课程的设置，而忽视了对规划起着重要作用的地理学方面课程的设置。而贵州大学则

未以任何形式开设三门课程，原因主要归于该校本专业所在的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前身是贵州工业大

学建筑系，所以难以避免的出现了同样的忽略地理学科学习的问题。 
结果表明，所选取的三所高校是以建筑学为核心的代表性高校，存在着忽视地理学及生态学课程的

开设，未以任何必修的形式开设此课程，因此，形成了一个不合理的以建筑学为核心的单一的课程设置

体系。 
通过对“985”及“211”高校的课程设置及学院发展基础的分析发现二者都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其

一，在以地理学为核心的高校中，很重视地理课程的设置，但是没有注意到地理学的先修课程的设置以

及地理学和生态学体系的形成，如东北农业大学仅以必修的形式开设人文地理学，与之密切联系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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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In the architecture core of “985 Colleges” course hours comparison 
图 5. 以建筑学为核心的“985 高校”课时比较 

 

 
Figure 6. In the architecture core of “211 Colleges” course hours comparison 
图 6. 以建筑学为核心的“211 高校”课时比较 

 
地理则未以任何形式开设，生态环境学的课程设置相对而言没有与地理学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北京大

学仅开设了人文地理学，而没有开设自然地理学和生态学的课程；其二，以建筑学为核心的高校中，十

分重视建筑学科课程的设置，地理学科变得可有可无，出现了忽略地理学和生态学课程设置的问题。如

华南理工大学和重庆大学，在课程设置中并未开设地理学和生态学的课程。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 通过对各高校的城市规划专业课程设置中的课时分析可知，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的课程总学时比

重大，占绝对优势，而地理学和生态学的课程总学时比重极小，有的甚至未开设地理学及生态学课程。 
2) 通过对各院校的发展前身进行分析，大部分院校的城市规划专业是在建筑学与土木工程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受建筑学和土木工程的影响较深，直接导致各高校城市规划学习中存在着地理学和生态学

的理论缺失问题，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学和生态学体系。 
3) 目前各高校城市规划专业大多数是以建筑学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培养出来的学生对城市空间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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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划能力强，而缺乏对城市地理和生态等宏观城市问题的分析。这其中重要的原因便是师资队伍的中

坚力量主要是原建筑学专业的教师，缺乏地理学和生态学专业教师。 

4.2. 建议 

1) 针对不同高校的优劣势，各高校应该在课程设置上取长补短，注重学科优化组合，改变单一的偏

重于建筑学的课程设置模式，即在总课时不变的情况下，适度减少建筑学专业课的数量和课时，适当增

加生态学和地理学的开设课时。 
2) 在保证城市规划基本教育和统一规格要求的基础上，作为必修课独立开设地理学和生态学课程，

同时要增加地理学和生态学的先修课程、选修课程以及系列课程加以辅助，如地理学中不仅是人文地理

学还要有自然地理学、地图学、第四纪地质学基础等，生态学中包括植物生态学、环境生态学等。注重

各类课程的合理配置，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学和生态学课程体系。 
3) 城市规划之前最重要的是对规划地区的人文环境、自然条件、生态环境等进行调查研究[12]，这

对教师的知识背景及实践经验具有很高的要求，因此，高校可以从外系或外学院聘请具有扎实专业知识

背景和实践经验的专业教师，使得教师的专业基础和知识背景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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