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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Habitat III holding and The New Urban Agenda publishing, new data and technology innova-
tion such as Big data and Internet of Things, and new requirement for of urban master planning 
compilation, education reform for urban master planning curriculum is extremely urgent. This 
study proposes four fields, like content of courses, teacher troop, teaching methods and examina-
tion method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tion, by integrating new urban development models, new da-
ta and technology, and new ideas in the contents, depending on multiple types of teachers, using 
various kinds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examination methods to realize multiple aims. These aims 
can be classified as theoretical recognition and methodology application,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synthetic analysis, oral expression, PPT making and map drawing, and group cooperation. 
Thus, the students can cope well with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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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2016年“人居三”的召开及《新城市议程》的提出，大数据、物联网等数据及技术革新，及国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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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体规划编制改革的新要求，《城市总体规划》课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在教学内容、教师队伍、教

学方式及考核方式等方面均应有所行动，将城市发展新模式、新数据、新技术及新规划思路与理念融入

该课程的教学，依托多元教师队伍，采用多种教学方式，突出过程性考核及实践性教学，实现学生的综

合能力培养目标体系，包括理论认知及方法应用、独立思考及综合分析能力、口头表达能力、PPT制作

及作图技能、小组协作能力等。通过能力的培养与提升，才能保证学生应对时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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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联合国第三次住房与可持续城镇化大会(以下简称“人居三”)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至 20 日在厄瓜多

尔首都基多市召开，是联合国近年在人居环境发展领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全球会议[1]，所提出的《新

城市议程》对未来城市发展与规划建设方面提出了诸多要求，吴志强院士亦提出了“人居三”对城市规

划学科的影响[2]，这些要求对于规划师及潜力规划师、城市发展的其它专业人才提出了新的挑战与机遇。

随着城市大数据的兴起及应用、物联网的发展，对城市发展与建设具有较强冲击，面临多规合一、新一

轮城市总体规划改革，《城市总体规划》课程必须要进行教学改革。《城市总体规划》课程的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考核方式等方面均需有所变革，才能保证所培养的学生能更好的应对新时代发展要求。 

2. 教学内容调整与教师队伍新要求 

2.1. 教学内容调整 

教材相对于社会发展，有些滞后，课程教学中需进行内容调整与补充完善，纳入最新的其它相关研

究成果及著作，尤其是国内外高质量期刊论文及著作，同时该课程的应用性决定其必须引入最新的规划

方案与规划思路，各规划局或规划设计院的作品是必备资料。需要参考的资料见表 1，包括 2 本教材，

多种国际国内期刊，多个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及最新的理论与实践。除教材以外，其它几种前沿性及革新

性的资料需随时纳入课堂教学中，如传统的交通数据是通过 OD 调查及资料收集，现在可借助交通大数

据，包括 OD 数据、GPS 轨迹数据、出租车、轨道交通数据，对于分析交通总量及分布、出行行为等具

有较好效果，有助于更好的编制城市交通体系规划。2014 年，空间规划(多规合一)被提上议事日程，多

规合一编制不能局限于 AutoCAD 平台，需考虑动态化、多张图的整合，GIS 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

ARCGIS 基础上开发的 Geodesign 得到了应用，这些前沿需要传达给学生。 
对于主要教材，根据章节需要调整的内容见表 2。 
推荐学生在业余时间关注清华大学龙瀛博士的《大数据与城市规划》课程，及百度慧眼、城市数据

派等提供的相关资料及案例，关注城市规划相关公众号(如“中国城市规划”)及城市规划、城市发展等领

域的相关会议，保证学生不局限在课本上的内容学习，要熟悉多个方案，熟悉新的技术及数据发展对城

市总体规划编制改革与创新的作用，以便更好的应对就业及未来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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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Bibliography and references 
表 1. 教材及参考资料 

类别 资料名称 出处 

主要教材 城市总体规划原理(郐艳丽，田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参考教材 城市总体规划(杨振华等) 机械工业出版社 

参考书籍 
城市规划常用资料速查(第 2 版) 

城乡规划编制技术手册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 

 

参考期刊 

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学刊、规划师、城市发展研究、国际城市规划； 
Journal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Planning Theory 

期刊数据库 

城市总体规划方案 省会城市及其它城市，第四轮及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方案 
(多从多规合一视角编制)；国外城市案例 

 

其它参考 国际国内会议及大数据、GIS、 
智慧城市等在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中的进展 

 

 
Table 2. Contents needs to be adjusted 
表 2. 调整内容 

原有章节 新增或补充内容 

2章 城市发展理论 
3章 城市规划理论 补充《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孙施文)的部分理论 

6 章城镇体系规划与城市总体布局 补充城市形态案例 

全程讲解中需穿插《城乡规划法》、大数据、新技术、城市总体规划新思路与理念的相关内容 

2.2. 教师队伍建设 

由于教学内容的变革，教师自身水平的提升迫在眉睫，从事该课程教学的教师需从理论筹备、规划

阅历、对新技术及前沿把握方面有所加强，才足以驾驭该课程的教学。教师可组成理论教学、实践教学

队伍，也可将实操能力强的规划局或规划院的相关人员纳入教师队伍中；教师队伍可分常规教学教师及

客座讲师，以最新的理论与实践新知识来武装该课程教学。常规教学教师必须接受新理论、新数据与新

技术的学习或培训，必须接轨国际国内时代变革，才能保证在该课程教学的教学质量。 

3. 教学方式与考核方式 

关于城市规划教学方面的研究已有许多经验，包括杨俊宴，史北祥，何邕健、卜雪旸[3] [4] [5]等，

他们主要是针对城市规划专业或城市规划师，与本文专指《城市总体规划》课程有些不同，但他们提出

的能力评价及教学改革等方面的宝贵建议值得学习与借鉴。城市总体规划是实践性课程，不仅仅需要在

理论上扎实学习，还需参与实际规划编制，在编制过程中需涉及几个环节，且这些环节在新时代背景下

需有所变革。天津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在总规阶段分为“纲要方案—规划方案—专项规划(研究)—成果编制”

四个阶段，课时分别为 6 周、4 周、4 周和 2 周(对应 48、32、32 和 16 个学时) [5]，总课时为 128 个课时，

与此不同，宁夏大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仅有 80 学时，在该课程的教学中将直接进入规划方案编制

阶段，除了理论教学外，实践环节主要是让学生完成城市总体规划案例讲解及编制模拟，具体任务包括

两个，第一任务是让学生收集国际国内典型城市如省会城市、省部级城市、新一线城市及国际范例城市

的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对该方案进行解析，作为展示(presentation)的环节，设置主持人和点评专家，可达

到几重目的：① 使学生熟悉城市总体规划的主要内容；② 锻炼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口头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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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 制作技能及独立思考能力；③ 对各方案的比较认知训练；④ 增加对规划评审现场的感性认识；第

二任务是分组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内容，任务名称为“基于智慧城市研究的《银川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0)》修编”，由于课时有限，在课程教学中仅安排了主要章节，其它章节需同学们课后思考，

同时涉及人员分配问题，主要内容及注意事项见表 3。该项任务的完成将达到一下培养目的：① 对城市

规划方法的应用(计算及图件制作)；② 独立思考与小组协作能力；③ 担任小组长的组织带动能力。 
表 3 中仅将 5 个方面的内容作为学生的主要任务，主要在于单一学期没法完成该规划，同时该课程

又需集中锻炼学生在现状分析、方法应用、统筹协调、方案比选等方面的锻炼，且需紧密结合新数据、

新手段完成各章节内容及图件制作；同时在学期末，邀请部分专家作为该规划的评审专家，模拟规划评

审现场，同时为同学们的小组协作及规划编制水平进行打分，作为课程考核内容之一。对于城市规划的

方法应用可参考牛强等[6]学者的总结，增强同学们对于该领域方法的总体认识。 
考核方式不能完全局限在过去的闭卷考试，增加过程性考试，案例分析及讲解环节综合关注学生的

综合分析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及 PPT 制作技能等；编制过程的数据收集、文本写作、小组协作及图件制

作过程中软件操作等环节，均应作为得分点，改革传统的考核模式。具体做法见表 4，方案解析及编制

占期末总分的 50%，突出过程性评价比例。 
 
Table 3. Tasks for Yinchuan urban master plan (2017-2030) based on smart city perspectives 
表 3. 基于智慧城市研究的《银川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0)》内容 

主要内容 注意事项 

1.总则  

2.市域城镇体系规划  

3.目标与战略  

4.城市性质与发展方向  

5.城市规模(人口、用地) 人口预测方法、用地标准、 
各类城市建设用地的比例及人均标准等 

6.城市空间布局(空间结构、功能分区等) 多因素的考虑、功能合理化、POI 数据及社交媒体数据的应用等 

7.城市交通体系规划 与城市规模、空间布局的衔接，交通大数据的应用 

8.城市市政设施配置与规划 
(给排水、供电、供热、燃气等；公共服务设施) 

市政新标准、与人口、用地规模的衔接，注意质量及公平性，

公共设施配置的科学合理性 

9.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10.生态网络(绿地系统)规划  

11.环境保护规划  

12.综合防灾规划  

13.近期建设重点 近期行动计划与重点项目库 

 
Table 4. Assessment methods 
表 4. 考核方式构成 

 注意事项 比例(以 100 分为总分) 

方案收集及解析 制定任务的完成度；PPT 制作；口头表达；是否具

有自己的思考或见解；是否纳入最新的动态 
30 

规划编制环节 规划任务的完成度；协作能力 20 

期末闭卷考试(理论)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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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展望 

面对城市发展新要求，新数据、新技术的冲击及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改革的大背景，《城市总体规划》

课程教学需在教学内容丰富与完善、教师队伍重建、教学方式及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改革，才能保障学

生的综合能力培养，才能保证学生适应未来就业及深造需求。通过该课程的教学改革，将达到较好的效

果，在学生的口头表达(专业术语的应用)、对规划方案的比较分析能力及编制规划的综合能力、小组协作

等方面均有提升。但单一学期的学习仅仅是迈入规划大门的第一步，要想在规划道路上持续前进，仍需

不懈努力，需要丰富多学科知识及技能，时刻把握城市发展前沿，以应对新要求及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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