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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以来，尤其是在国土空间规划工作全面启动之后，国土空间规划变革对复

合型人才需求更为迫切。规划类专业人才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的实践者和创新者，专业要求也逐步转向学

科交叉融合。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作为综合型规划类专业，在新的政策背景下，也面临着角色转变和行

业变革。本文基于国土空间规划改革需求背景，分析当前高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课程体系普遍存

在的问题，论证其改革的必要性，提出相关改革措施，为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高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专业课程体系改革提供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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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as proposed by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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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orm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has become more urgent for compound talents especially 
after the comprehensive launch of land spatial planning. As practitioners and innovators of land 
spatial planning, planning professionals have gradually shifted their professional requirements to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s a comprehensive planning major, human geography and ur-
ban-rural planning are also facing role changes and industry changes under the new policy back-
ground. Based on the reform needs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human geography and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 also demonstrate the necessity of its reform and propose relevant reform 
measures. Our study could provide relevant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the professional curricu-
lum system of human geography and urban-rural planning in other universities, and strive to cul-
tivate compound talents that are more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national strategy and social de-
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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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由于规划部门职责交叉和现行各类规划重叠，国家提出了“多规合一”的改革举措。为了保

证“多规合一”的科学性、权威性、连续性和监督的有效性，2019 年 5 月自然资源部印发了《关于全面

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标志着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全面启动。同年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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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明确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

规划等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成为我国国土空间管理的主要手段[1]。在这个背景下，

规划行业随之也亟需改变人才储备的方向，从事国土相关规划的人员需同时具备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国

土空间开发保护、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等全新的专业知识。由于以往的城市交通、

住房保障、文化遗产等方面的复杂问题并未解决，因此国土空间规划行业的人才知识储备形成了跨领域

的交叉融合的新模式。 

2. 国土空间规划改革需求 

面向新时代的国土空间规划改革，国家对相关学科建设、专业队伍建设和行业管理等提出了更高要

求，高校作为科研创新和输送专业人才的机构需深入领会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精神，充分认识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性，才能充分应对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的新需求。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作为 2012 年教育部专

业设置改革后的新型专业，其以地理学和规划学为核心学科，课程体系涵盖了地理学、规划学、环境学、

生态学和管理学等多个学科内容，是一个兼具综合性和实践性的专业[2]。在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基

本形成的大背景下，现有体系下的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也逐渐显现出其局限性，亟

待进行课程体系改革以满足国土空间规划的新方向和新要求。 
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人才培养学科建设需更加重视对生态系统演化以及城市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

在土地利用和空间资源配置理论上，在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和推进绿色发展上不断加强研究[3]。国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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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变革对复合型人才需求更为迫切，不仅需要具备不同尺度空间形态规划知识与设计能力，也需要具

备极强政策性的国土空间规划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更需要兼具政策理解与专业应用、学习沟通与实务

执行能力。根据教育部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培养目标，该专业是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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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宏观、中观区域规划和土地管理，从

事城乡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研究、教学、开发或应用的高素质复合型专业人才，正好能够满足和

适应国土空间规划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因此，高校作为培养专业人才的摇篮，应该准确识变、科学应变、

主动求变，切实增强改革意识，把握国际规划学科发展新趋势，应对国家建设的新需求，开拓多样化的

国土空间规划人才培养道路。 

3. 专业课程体系现状 

目前全国有近 150 多所高校开设了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培养了一大批掌握各种城乡规划和区

域分析相关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的综合性人才。但是，由于各个高校的发展背景、师资队伍以及对专

业定位存在差异，形成了各异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也出现了相应的问题。 

3.1. 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技能培养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兼顾地理学和规划学为主干学科，地理学具有理论性，规划学注重操作性，

因此该专业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实践性。但是目前由于各个高校开设的规划类实践课程相对较少，理论

与实践课程比重并不均衡，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教学存在较大难度，学生的理论知识不能很好的运用到实

践中[4]。以湖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 2018 年培养方案为例，除了通识类课程里会

涉及到的专业基础理论课以外，专业核心模块中理论教学占 74.36%，实践教学占 25.64%。根据教育部《关

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理工农医类本科专业实践教学应不少于 25%，基本

符合要求。专业方向模块中区域发展与城乡规划方向必修课程中理论教学占 66.66%，实践教学占 33.33%，

选修课程中理论教学占 87.69%，实践教学占 12.31%；人文地理与城乡研究方向必修课程中理论教学占

81.82%，实践教学占 18.18%，选修课程中理论教学占 87.45%，实践教学占 12.55%；专业实践教学学分

占总学分 25.97%，具体包括专业课内实践教学占比 5.19%，独立实践(实验)课占比 6.49%，集中实践教学

环节占比 11.69%和课外创新实践占比 2.6%。可以看出，虽然总体上的实践课程占比符合基本要求，但是

各个专业模块方向的实践课程均衡性有待提高，选修课的实践课程还有进一步拓展。 

3.2. 实践教学缺乏统一考量标准  

目前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实践教学模式比较丰富，主要形式有实验课、社会调查、课程教学

实习、专业调研、科研活动等[2]。虽然实践教学模式多样，但是实践教学课程的质量并不高。主要有以

下三个原因：一是在实践教学课程中，老师无法进行有效监督，学生自主学习意识薄弱，参与积极性不

高，仅以获得学分为目的，加之考核方式简单，学生相对容易通过，学生对实践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

二是许多实践课程的开设虽然能够教会学生“制图”、“空间分析”等基础性技术，但是学生更多是为

了完成实践任务，很少进行独立思考，不能触类旁通，在后来的就业和科研中并没有产生很好的基础性

作用。三是实践教学模式缺乏情境模拟，学生能够学到的知识比较宏观和抽象，规划实践则是相对具体

的。比如，信息类课程虽然学习了各种数据获取、空间分析和建模的方法，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能够独立

完成的学生很少，更不用谈综合应用。此外，国土空间规划所需信息技术和空间数据具有综合性和复杂

性，有些高校师资队伍和硬件设施更新相对缓慢，学生接受到的知识和技术体系也相对不足，也会客观

上导致学生能力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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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课程学科体系衔接不够紧密  

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开设的先后顺序和学时比例不合理，加之课程体系分散，不同学科之间衔接不

紧密，学生的知识框架构建逻辑不够清晰，无法形成模块化的知识体系。地理学作为基础理论学科，少

数高校将经济地理学，计量地理学、交通地理学等基础课程开设在大三，而将规划制图等实践性较强的

课程开设在大二，可能会导致学生在进行规划类课程实践时缺乏必要的地理理论基础。同时，在国土空

间规划背景下，许多高校还未开设国土相关理论和实践课程，国土空间规划本身作为国土空间管理与发

展的蓝图，如果缺乏对国土相关知识、背景和政策的了解，在把握宏观方向上就容易出现偏差。目前，

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指导下，非常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课程中应适当加入生态环保

等相关课时，统筹地理学、规划学、生态学及管理学等学科交叉体系将会成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

培养的重要方向。 

4. 专业课程体系改革措施 

4.1. 注重实践教学，创新实践模式  

实践是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还可以夯实理论知识基础[5]。人文

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有一些专业基础理论比较抽象，需要将理论和实践课程教学相结合，让学生通过实

践操作来检验所学理论知识以便加深对理论的理解。特别是鼓励开展实地项目或者模拟实验教学，将所

学的信息类软件的应用、遥感图像处理等课程，在实地项目中进行操作，提高实际操作的综合能力。2022
年 2 月，在重庆大学举办的城乡规划专业本科“六校联合毕业设计”启动会，以“城市·山水·艺术·未

来——重庆九龙半岛更新城市设计”为题探讨重庆未来“国家示范旧城更新”样板地区的发展目标、模

式和路径。这种创新的学术交流模式，通过确立一个主题，学生自主建立团队，以政府提供的试点项目

为平台，能够让学生在实际项目中通过竞争促进理论和实践交流。这项活动可以有效的促进“教”和“学”

的交流，学生们通过真实的项目规划实践，交流规划经验，体会专业的应用价值，能够很好的提升专业

认同感，增强学生就业市场的竞争力。虽然规划需要遵循科学规律，但是面对不同的地域分异，需要具

有不同的规划思维，在“不变”中“改变”和“创新”。因此，这样的活动和项目意义重大，各大院校

应该借鉴和参与，共同联合打造规划项目平台，为后续高校规划实践教育提供有效的提升路径。  

4.2. 鼓励行业对接，加强理论联系  

高校相关院系可以通过在全国或者当地设立国土空间规划相关专业实习与实践基地和工作站，尽早

让大学生学习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后进行实习实践训练。鼓励各高校相关院系发挥校企合作优势，邀请

规划行业专业技术人才和知名专家学者开设专题讲座，让学生及时了解国土空间规划相关行业前沿及发

展趋势，激发学生专业学习的内生动力和专业认同感。同时鼓励相关专业教师在申请纵向和横向课题时，

逐渐从纯地理学或规划学科方向，转向国土空间规划理论的创新与应用研究，才能够在理论课程教学中融

入理论创新思想，在实践教学教授当前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专题规划的重点和难点，做到真正的教学相长。 

4.3. 构建模块化课程，拓展理论广度  

模块化的课程体系可以帮助学生构建清晰的知识理论框架，既能加强学生理论学习的深度，又能进

一步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一方面，相关院系可将同一模块的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综合在一起，同时做

好课程的衔接，这样不仅可以加强各个学科体系之间联系，也可以提升各个模块之间的紧密度。另一方

面，提高各个模块中的实践教学占比，并重视必修专业课和选修专业课的实践学时的均衡性。同时，构

建模块化的课程体系建议邀请国土自然资源相关部门负责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单位负责人或行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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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不仅能让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标准提供实际性的经验参考，也能让学科体系培养方案更加清晰

的体现国土空间规划人才的市场需求，弥补高校毕业生在知识和能力上存在的短板。模块化课程的构建，

既能使学生在学校内学到更加全面的知识，也可以减少他们步入社会后的工作障碍，提高工作适宜能力。 

4.4. 强化信息类课程，拓宽技能体系  

规划类专业本身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但是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简单的制图软件已经无法满足空

间信息的分析和整合，随着互联网等大数据的迅速发展，城镇化进程速度更快，区域发展的不确定性更

加突出，因此迫切需要开设信息类课程来助力规划方案的前瞻性与科学性。如何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

智能以及 3S 技术，融合多源数据，集成多种模型，建构集数据分析–决策模拟–VR 展示于一体的智能

规划决策支撑体系，成为当前规划技术推进的重要方向[6]。因此，未来的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课程体系

中应该开设更多的空间信息技术类理论和实践课程，通过大数据挖掘与处理手段，更加科学的还原和模

拟国土空间变化过程和趋势，找到其客观发展规律，让学生的知识体系从平面上升到立体空间维度，进

而更加符合国家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目标。同时，各高校应该加强信息技术类师资队伍建设，重视国土空

间规划类实践人才引进，实时更新软硬件设备，加强对现任教师的信息技术方面操作培训等。 

4.5. 使用案例教学，建立规划案例库  

案例教学作为目前全国正在推广的教学手段之一，让传统的教师讲授知识变为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教

学，通过老师引导与评价，互动交流来促进知识吸收。案例教学具有很强的趣味性，理解性，记忆性，

沟通性和使用性，其优点可使教学课堂实现反转，大大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使用案例教学，建立

规划案例库和优秀作品库，教师通过讲解典型案例，学生主动参与探讨和沟通，进而不断提高学生独立

规划设计的能力。例如，2022 年 1 月自然资源部公布了“2021 年国土空间规划实践优秀案例入选名单”，

是由自然资源部从全国各地自然资源部主管部门征集的典型案例，具有宝贵的参考借鉴意义，可作为案

例库的主要素材来源之一。高校目前也开展了国土空间规划类的比赛，但是参与度还不够广泛，可以扩

大宣传力度，通过此类竞赛收集各类优秀规划案例，并编写规划案例库。同时，可以利用课程实践将学

生的实践成果进行整理，选出优秀的学生规划作品，形成优秀作品库，上传至网上教学平台，在全国范

围内与不同层次和区域特殊的高校师生进行共享交流，并收集不同地区的优秀作品，提升优秀作品库的

范围和质量[7]。 

5. 结语 

新时期规划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应服务国家地方需求，不断探索国土空间规划人才培养新方法、新

路径。规划人才培养要立足规划、保持地方特色、百花齐发，为党和国家培养更多能够担当新时代使命

和责任的国土空间规划复合型性综合人才。高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人才培养的

重要专业，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课程皆有待进一步改革来提高社会需求适应性。因此，在新的课程体系

构建中，需保证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的比重协调，使二者有机结合，才能让学生做到融会贯通，学以致

用。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关注课程教学理论问题的同时，也应及时把握国内外规划行业的发展趋势

并及时进行课程教学调整，时刻关注学生的学习反馈，不断优化培养方案，调整课程体系，积极响应国

家政策和国土空间规划新要求，为国家培养出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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