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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类院校城乡规划专业建设实践探索
—以江西师范大学为例

□　李小云，张　玉

[ 摘　要 ] 师范类院校是城乡规划专业办学的高校类型之一，其可持续发展存在办学模式依赖师范路径、师资队伍结构性短缺、
实践教学难以支撑人才培养需求等问题。随着国土空间规划学科体系的逐步构建，作为重要支撑的城乡规划学科面临着新的
机遇与挑战。文章以江西师范大学城乡规划专业为例，重点从培养方案演变、课程内容体系、人才培养机制、学科特色定位
等方面总结了其作为师范类院校专业建设的经验，并面对国土空间规划的新要求，提出发挥师范类院校专业优势、强化“服
务型”人才培养、构建“五类一体”的课程体系、推进实践能力联合培养等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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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Major in Normal Universities: Taking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Li Xiaoyun, Zhang Yu
[Abstract] Normal university is one of the types of universities majoring i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problems such as relying on teacher training paths, structural shortage of teaching staff, and weakness in practice to support 
the demand for talent training. With the gradual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of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the discipline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is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aking the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major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of its major construc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training program 
evolution, curriculum content system, talent training mechanism, discipline characteristics and orient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the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making use of the professional 
advantages of norm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rengthening the training of "service-oriented" talents, building a " five categories 
in one " curriculum system, and promoting joint training of practic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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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为 36.6%；同时开设两个专业的高校共有 26 所，
其中师范类院校有 2 所①。经统计，人文地理专业的学
科背景多为地理类，城乡规划专业的学科背景则主要分
为建筑类、地理类、农林类和经济管理类四大类。其中，
建筑类城乡规划专业占比居多，为 69.90%，地理类城
乡规划专业占比相对较少，为12.14%。截至2021年5月，
全国共有 54 所高校的城乡规划专业通过评估，其中江
西师范大学为通过专业评估的唯一一所师范类院校。

经过多年的发展，师范类院校的城乡规划专业建
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工科类院校相比，尤其相较
于以“老八校”为代表的建筑类院校，以及南京大学、
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等为代表的理工类院校，师范类

0 引言

师范类院校通常指以师范教育为主的高等院校。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产业化背景下出现
的高校扩招、合并浪潮，为了拓展学校办学空间，服务
地方经济、提升高校竞争实力，师范类院校纷纷向综合
性高校转变，学科涵盖文、理、工、商、法、医等门类，
同时开办了许多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应用型专
业，城乡规划专业便是其中之一 [1]。数据显示，目前全
国开设城乡规划本科专业的高校共有 206 所，其中师范
类院校有 9 所，占比为 4.4%；开设人文地理与城乡规
划本科专业的高校共有123所，其中师范类院校有45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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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实践学
时占比则更低。尤其有些院校因培养年
限短，课程体系缺乏足够的实践支撑，
与工科类院校相比存在明显不足。而且，
由于办学时间相对较短、缺乏坚实的学
科基础、学校投入经费少等，师范类院
校城乡规划专业在仪器设备、实验室和
实践基地建设等方面较其他工科类院校
更为薄弱。实践教学过程中也受师资水
平、实践平台的影响，课程任务书多以“假
题假做”的形式，学生难以接触到实际
的规划项目和方案，设计实践课的效果
大打折扣。总之，师范类院校城乡规划
专业受专业背景、师资水平和实践平台
等因素的影响，容易导致在人才培养上
重理论、轻实践，在实践教学环节中重
程式化的设计训练、轻创新能力培养。

此外，由于大众对师范类院校专业
教育的固有认知，师范类院校城乡规划
专业的社会认可度低，部分招聘单位甚
至认为师范类院校城乡规划专业的毕业
生“不会画图”，而倾向于招收理工类
院校城乡规划专业的毕业生。因此，提
高师范类院校城乡规划专业的社会认可
度，仍然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2 江西师范大学城乡规划专业建设
实践及对策

2.1 应对规划行业需求及专业评估
要求，积极调整人才培养方案

江西师范大学城乡规划专业脱胎于
地理专业，创办于 1995 年，其人才培养
方案的调整主要经历了源于地理学背景
的起步发展、强化技能训练的学科整合
和面向专业评估的稳步提升 3 个阶段。
早期培养方案主要借鉴了国内地理背景
院校的经验，注重区域与城镇规划的知
识体系的培养，并将五年本科教学计划
压缩为三年或四年完成。由于师资以地
理学专业背景的老师为主体，建筑、市政、
园林等专业师资配备相对薄弱，导致原

校的培养模式，或简单套用工科类院校
的城乡规划培养模式，导致目标定位不
准，人才培养模式单一。  

1.2 高层次专业人才引进困难，师资
队伍结构性短缺

据统计，全国拥有城乡规划学学术
型博士点的院校共 15 所，每年毕业的全
日制普通学术型博士约有 150 名，虽然
有一定数量的海外留学博士补充，但多
数毕业生就业时会选择 985、211 等重点
工科类院校，或选择发达地区及城市，
师范类院校在科研平台、工作环境和收入
待遇等方面都不具备优势，难以吸引城乡
规划专业博士毕业生，使高层次专业人才
的引进成为师范类院校城乡规划学科建设
的一大难题②。首先，即使大部分师范类
院校已经有一定数量规模的师资队伍，但
与城乡规划人才培养的师资要求存在一
定的差距，普遍存在高级职称教师少、
教师专业符合度低、年龄结构与职称结
构不合理等问题。例如，在江苏师范大
学 10 名城乡规划专任教师中，6 人为地
理学相关专业、3 人为经济或者法学相关
专业、1 人为建筑学专业，教师专业符合
度较低③；在商丘师范学院 14 名专兼职
教师中，博士仅有 4 人④，博士占比较低。
其次，师范类院校新引进的专业教师大
多为非城乡规划专业的博士应届生，缺
乏规划实践经验。最后，受“最低标准
为博士”人才引进政策的限制，多数师
范类院校难以引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
高级工程师，或能胜任实践教学的优秀
硕士毕业生，导致“双师型”教师不足，
难以保障城乡规划专业实践课程的质量。

1.3 实践教学内容难以支撑人才培养
需求，专业课程体系有待完善

师范类院校城乡规划专业多以地理
学为背景，往往形成以理论为主、以实
践为辅的课程体系。经统计，师范类院
校城乡规划专业实践学时占比普遍较低

院校的城乡规划专业往往存在专业认知
不足、师资力量薄弱和教学条件有限等
方面的问题，其如何发展也受到部分学
者的关注，但缺乏从专业评估视角进行
探讨 [1-2]。为此，面对师范类院校中城乡
规划专业发展所遭遇的困境，本文希望
通过总结江西师范大学城乡规划专业建
设的实践经验，探讨师范类院校如何办
好城乡规划专业或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专业，并思考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师范
类院校如何发展城乡规划专业。

 

1师范类院校城乡规划专业建设
面临的困境

1.1 办学模式依赖师范路径，人才
培养模式单一

虽然师范类院校的办学目标都在朝
综合性大学方向转变，但这种转变只在
教育部直属的师范院校中比较明显，而
对于一些非重点或地方性师范院校来说，
其办学仍然长期依赖师范路径 [3]，传统
的教育学、人文社科等学科依然是学校
发展的核心，在经费投入、人才引进、
课程安排、成果认定和奖励政策等方面
也会倾向于这些优势学科，往往忽略了
城乡规划等相对弱势的工科专业，且对
城乡规划专业缺乏足够的认知。通常情
况下，师范类院校城乡规划专业的培养
方案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依托
原有的地理学科并加以改进，这种模式
不但与城乡规划的工科专业性质有一定
的差异，而且师范类院校也缺乏像北京
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重点大学
所具有的综合性学科基础 [4]；另外一种
模式则是完全借鉴工科类院校城乡规划
专业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要求，这又
与师范类高校缺少建筑、景观学科背景，
实验实习设施及师资配备相对不齐全的
现状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这两种培
养模式容易让一些师范类院校忽略自身
优势和地域特色，仍然按照传统师范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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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培养模式下的毕业生动手能力较弱，
社会认可度较低。为此，从 1998 年开始，
江西师范大学对原培养方案进行调整，
加强了物质形态规划设计的相关内容，
并尝试结合规划设计实践项目，加强学
生实践动手能力的训练，以弥补实践性
培养的不足。

2005 年，江西师范大学创办建筑学
( 五年制 ) 本科专业，承担建筑类相关课
程的师资力量得到了有效补充和完善，
同年将城市规划专业本科改为五年制，
并重新制定了人才培养方案。针对学生
就业主要面向本省、市、县基层的实际
情况，新培养方案的教学内容强化以物
质空间规划设计为核心，强调与建筑学
专业教学的交融和互补，注重培养学生
的实操技能，较好地满足了当时江西省
对基层城乡规划建设技术人才的需求。
2011 年，江西师范大学将城乡规划调整
提升为一级学科，同年对 2005 版教学计
划进行修订，强调“厚基础、宽口径”，

并与建筑学、土地资源管理、房地产经
营与管理等专业相补充，逐步形成多学
科交叉的特色。同时，依托校属规划设
计研究院的规划项目，继续加强师生的
专业实践能力培养，以提高城乡规划专
业的市场适应性。

2013 年，根据《高等学校城乡规划
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 (2013 年版 )》，新
修订的培养方案从优化课程体系、调整
知识结构着手，完善了社会、经济、人文、
环境等交叉学科内容，同时加强城乡规
划与建筑学、风景园林、地理学、社会
学等领域的横向联系，使城乡规划专业
的教学安排和培养目标更适应我国城乡
发展的综合性需求。2016 年，专业评估
通过后，根据评估委的意见和建议，江
西师范大学从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
教学条件和教学管理等各方面进行调整，
尤其从市场需求及规划师执业的角度出
发，对培养目标、培养模式、课程体系、
专业主干课及主要实践环节进行优化，

再次修订并形成了科学合理、突出应用
能力的人才培养方案，努力找准师范类
城乡规划专业发展的定位。

2.2 夯实学科基础，强化城乡土地
利用和物质空间规划相结合的课程
体系

城乡规划学成为一级学科，推动了
城乡规划从传统的物质空间规划转向融
入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的综合性规划
的变革 [5]。虽然不同学科背景下的城乡
规划专业课程体系有着一定的差异性，
但基本形成了包含“基础、主干、选修”
三大部分的课程结构 ( 图 1)。根据《高等
学校城乡规划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 (2013
年版 )》要求，依托江西师范大学人文社
科学科发展相对完善这一优势，城乡规
划专业加强了与地理学、管理学、经济学、
历史学、法学和环境学等相关学科的融
合与合作，体现专业教学的综合性和系
统化，逐步形成了“一心、两轴、双围绕”

表 1  部分师范类院校城乡规划专业实践环节情况

学校 专业 主要实践环节 总学时 / 个 专业实践
学时 / 个

专业实践学
时占比 /％

江西师范大学 城乡规划 美术写生实习、模型制作基础、建筑设计、城市与建筑认知实习、详细规划设计、
城市道路与交通设计、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城市工程管线设计、城市设计、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设计

4　432 2　752 62.1

江苏师范大学 城乡规划 美术写生实习、城乡规划社会调查实习、城市设计实训、建筑设计、计算机辅
助设计实习、居住区规划设计实践、城市总体规划实习、城市道路与交通专项
实习、规划师业务实践实习

3　128 1　340 42.8

安徽师范大学 城乡规划 美术写生实习、城市与建筑认知实践、城乡社会综合调查实践、城市空间特色
认知实践、城乡规划专业综合实践、建筑设计实践、详细规划实践、城乡总体
规划实践、城市设计实践

3　125 954 30.5

绵阳师范学院 城乡规划 建筑美术综合实习、测量周、城乡认识调查研究、总体规划实践、详细规划实
践 ( 城市设计实践 )、城乡规划综合设计实践 ( 一 )、城乡规划综合设计实践 ( 二 )

3　716 1　648 44.3

六盘水师范学院 城乡规划 城乡规划野外实习、素描水彩写生、城市测量学实习、城市规划调查实习、建
筑模型制作实习、城市道路与交通规划课程实习、城乡住区规划课程设计、城
市详细规划课程设计

3　008 976 32.4

华东师范大学 人文地理与
城乡规划

自然地理学实习、人文地理学实习、城市规划实习、区域规划实习、计算机地
图编制、居住区规划与设计

2　664 576 21.6

湖南师范大学 人文地理与
城乡规划

城市与区域认知实习、专业课程实习、规划设计 CAD、规划设计综合实习 2　634 624 23.7

天津师范大学 人文地理与
城乡规划

城市规划设计、土地评价与土地管理、土地信息系统、遥感数字图像处理、
ArcGIS 软件操作与使用

2　514 266 10.6

资料来源：根据各院校官方网站所公布的培养方案进行统计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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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结构。“一心”是指与建筑学专
业共平台搭建的，作为学生进入高年级
学习的前期准备课程，如素描基础、色
彩基础等。“两轴”是指横向拓展的“学
校公共必修课程”轴及纵向深化的“专
业主干课程”轴。“学校公共必修课程”
安排在低年级 ( 一、二年级 )，内容为学
校通识教育课程，具有综合性特征；“专
业主干课程”安排在高年级，包含城市
修建性详细规划原理、城市总体规划原
理、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原理、城乡规
划管理与法规等专业主干课程，这是不
同学科背景的城乡规划专业都需建构的
基础平台 [6]。“双围绕”是指由“专业限
选课程”和“专业任选课程”所构成的“专
业选修课程”教学板块，课程涵盖了城
乡规划专业本科教育评估标准对“智育”
培养要求的 7 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此外，
学科建设还强调与学院其他专业的交融
和互补，并以此建构了城乡土地利用和
物质空间规划相结合的教学内容体系，

较好地满足了地方基层城乡规划建设“全
面技能”人才培养的教学需求。

 
2.3 开辟多种实践途径，加强培养
学生的综合思维及创新能力

实践教学是高校培养学生实践技能
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对于本科人才
的培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7]。为了适
应城乡规划的复杂性、综合性与实践性，
江西师范大学将实践性教学贯穿在整个
城乡规划专业的教学体系中，主要分为
两个阶段：建筑学基础学习阶段和城乡
规划深化学习阶段 ( 图 2)。第一阶段为
基础实践模块，是建筑学专业教学的基
础阶段，城乡规划与建筑学专业共享基
础教育平台，共有 4 个学期，目标是培
养学生扎实的建筑及空间设计基础；第
二阶段为核心实践和扩展实践模块，主
要进行城乡规划专业综合训练，共有 6
个学期，培养学生具备从事城乡规划专
业领域工作的基本能力。同时，借助专

业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经过凝练、派
生，再设计成为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
驱动项目。城乡规划专业一、二年级主
要是基础课程的学习与实践，三、四年
级学生开始进行较深入的专业理论学习
并通过参与挑战杯、“互联网＋”和创
新创业等各类竞赛，开展资料收集、文
献阅读及综述、研究方案的设计与实施、
研究结果的表达与交流等科研活动，既
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和专业分析能力，
又增加学生的协同创新实践体验 ( 图 3)。

2.4依托实践基地和“双师型”师资，
建立内外联动的全过程人才培养机制

城乡规划专业建设需要充分利用校
外资源，加强与规划行业的协同教育，构
建“理论－实践－就业”全过程人才培养
机制。在校内实践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校
外实践实习基地成为师范类院校城乡规
划专业实践教学平台的有效补充。为培
养学生的实际操作与动手能力，江西师范
大学城乡规划专业依托校内设计院实践平
台和校外 13 家实践基地，构建了“ 产、
学、研”协同教育的合作模式。专业教学
内容强调与工程实践的结合，强化教学
过程中将规划设计院的真实项目引进专
业课程，如在“总体规划设计”“控制
性详细规划设计”等实践课程中，选用
规划项目作为设计任务书的“真题”，
并聘请项目负责人参与课程的指导，从而
引导学生充分参与从项目研究、构思设计
到最终实施的全部环节 [8]，使学生在毕业
前就具备较强的规划实践能力。

同时，积极发挥校外企业导师的作
用，共同构建“双师型”的教师队伍，
以解决高层次专业人才难以引进的困境，
既满足实践教学需求，又为学生增加毕
业实习与就业的机会，并可通过实习基
地和校外导师对毕业生专业能力的反馈
信息，及时调整专业教学，实现从传统
培养模式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   

此外，为了建立内外联动的人才培

图 1  城乡规划专业课程体系结构示意图 图 2  专业实践教学阶段示意图

图 3  专业学习与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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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长效机制，学院还筹建了城建校友网
站、校友管理系统、城建校友群和城建
校友会 4 个平台，充分、有效地利用校
友资源，解决传统师范类高校人才培养
过程中以课堂为主、以课外为辅、课堂
内外难以有效联动的问题，实现学生学
业、就业的无缝对接。

2.5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培养“留
得住、用得上”的复合应用型本土
人才 

地方师范类院校办学依赖所处地域，
生源主要来自本地，其培养的专业人才
也主要服务于本地。同时，地方城乡建
设发展不仅需要规划的专业技术人才，
还需要能参与规划全过程，具有协调、
沟通等复合应用能力的规划师。江西师
范大学城乡规划专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
针对本省历史文化遗产较多、生态资源
丰富的地域特点，将江西省的村镇发展
建设、历史遗产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
生态保护等纳入教学内容，设置突出地
域特色的课程，如村镇规划与建设、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工程测量、古建
筑认知实习、城乡社会调查等。同时，
学生课程实践的选题及研究对象也主要
面向江西省城乡建设，强化对地域性课
题的关注。总之，针对江西省地方规划
人才比较缺乏的现状，该专业着力为地
方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实践能力
强的复合应用型本土人才，尤其是重点
培养对传统历史文化具有较深了解和把
握能力的地域性专业人才，有效服务于
江西省规划事业的发展。

经过 20 多年的建设，江西师范大学
在省内已经有一批扎根在基层的校友，
发挥了地方性院校的功能，为地方城乡
规划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经统计，
江西师范大学城乡规划专业本省籍生源
达 90% 以上，服务于本土的毕业生占比
达 70% 以上，人才质量得到江西省规划
界的普遍认可。

2.6 挖掘特色优势资源，凝练可
持续发展的城乡规划专业定位与
研究方向

办学特色是专业建设的灵魂 [9]，除
了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和教学质量等方
面的特色，专业建设及研究方向也是在
长期办学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
高校的重要办学特征。师范类院校城乡
规划专业起步相对较晚，办学实力相对
较弱，其专业建设不能盲目追求“大而
全”，或在所有的研究方向上都有一定
的优势，而必须清醒认识到自身的正确
定位与发展特色。因此，为进一步凸显
专业办学特色和本土优势，江西师范大
学城乡规划专业以服务于“新型城镇化”
和“乡村振兴”为目标，结合地方社会、
经济发展的需要及城乡建设的实际情况，
针对地域性课题进行了多维度的学术探
讨。以确定具有一定优势、特性鲜明的
研究方向。江西省有着丰富的自然、历
史文化遗产资源，城镇化增长的空间较
大，小城镇在城乡发展的过程中仍起着
重要的作用。为此，城乡规划专业教师
在长期面向地域特色资源的科研和学术
活动中，依托纵向的科研课题及社会实
践项目，逐渐确定几个较为稳定的专业
研究方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更新、住
区规划、景观规划与生态修复、村镇建设
研究。尤其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村镇建
设两大领域，科研与教学都已取得丰硕的
成果，形成极具地域特色的专业定位与研
究方向。

3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师范类院校
城乡规划专业建设的思考

3.1 顺应国土空间规划学科发展
态势，发挥师范类院校城乡规划
专业优势

国土空间规划不仅包含生产力及城
乡发展布局，还包含对水、土、气、海、
林、矿、草等主要自然资源要素的关注 [10]，

涵盖了地理学、海洋科学、生态学、测绘
科学与技术、农业资源与环境、林学、城
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公共管理等多个
一级学科 [11]。其中，地理学是国土空间
规划重要的学科平台，也是师范类院校
的传统优势学科。因此，师范类院校城
乡规划专业建设应紧密关注国土空间规
划学科发展的态势，充分发挥地理学专
业背景的优势，将地理学理论、方法和
技术贯穿于城乡规划编制与管理内容的
全过程 [12]，凸显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
城市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等理论及技
术对国土空间规划的支撑作用，实现地
理学与城乡规划的完全融合。尤其是人
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优势更为明显，
其包含了地理学、规划学、管理学和环
境科学等多学科内容，并立足于宏观、
中观区域规划和土地管理 [12]，已具备了
国土空间规划相关的理论基础。

师范类院校在历史、艺术、公共管
理等人文社会学科方面也具有较强的优
势，这一优势不仅可以有效应对城乡规
划从物质空间形态向公共政策的转换，
还顺应了国土空间规划作为法定政策及
治理手段的定位，有利于城乡规划专业
在“国土空间”的基础上，继续拓展并
吸取历史、社会、经济、法律等领域的
知识，推进国土空间规划法规政策的相
关研究，以及学生专业能力培养的转型
调整。因此，师范类院校应充分利用其
人文社科的学科优势，依托公共管理、
法学、社会学等专业基础，加强学生公
共利益协调、政策法规制定和行政管理
等能力的培养，为国土空间规划工作输
出高水平规划管理人才。

3.2 面向国土空间规划工作性质，
强化服务型的综合性专业人才培养 

首先，相比城乡规划，国土空间规
划工作需要具备全面、系统、多学科的
知识背景，规划师将面对范围更广、类
型更多和影响因素更多的空间对象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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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除了包含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
修建性详细规划等内容的核心课程外，
还需要引入更多体现师范类院校办学特
色，包含生态评估、资源评价、环境保护、
法规政策和技术标准等内容的国土空间
规划相关课程，如自然资源学、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和空间规划法规等课程。同
时，随着国土空间规划对信息化与大数
据需求的增加，师范类院校通过与地理
学、计算机与软件等学科建立共享方式，
将 GIS、RS、空间数据库等知识 [12] 纳入
规划技术类相关课程 ( 图 4)。

师范类院校也可根据自身优势和特
色，采取局部突破的方式，有重点、有
顺序地从不同领域进行课程体系的拓展
及完善，如地理学背景的城乡规划专业
可以重点加强自然地理、RS、“双评价”
课程内容的建设，管理学背景的城乡规
划专业可以针对土地资源管理、资源配
置、法规等内容进行强化。而且，随着
课程思政建设的推进，师范类院校应依
托其思想政治理论的优势平台，将思政
教育与专业技术知识相结合，如在城市
发展史、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课程中，
增加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知识、价值理
念及精神追求等，让学生在了解专业知
识的同时，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
历史观和文化观。

 
3.4 加强国土空间规划师资整合，
多途径推进实践能力的校内外联合
培养

国土空间规划是在城乡规划、土地
利用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等诸多工作
基础上形成的全新工作体系 [11]，面对国
土空间规划不断提出的新要求，传统城
乡规划的专业基础难以全盘统筹。因此，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城乡规划人才的培
养关键在于强大的师资力量，师范类院
校需加强专业人才的引进，在规划、地
理、建筑等核心专业的基础上，适当地
吸取相关领域如土地资源管理、环境、

其培养也需从更广的专业领域进行积极
响应。因此，师范类院校不仅需要培养
城乡规划人才宏观、整体规划思维，更
需要加强培养跨学科、多专业知识的储
备和应用能力，尤其需要加强培养学生
在合作沟通、综合协调方面的能力，以
满足国土空间规划对自然、社会、人文、
环境、建筑等不同领域理论及工作内容
统筹安排的综合性需求 [14]。

其次，现有国土空间规划管理不仅
偏向于公共政策，还更强调规划设计单
位对政府部门的全过程服务。师范类院
校，尤其是地方性师范类院校的就业市
场主要在本地，需要加强培养规划人才
的服务意识及参与、沟通、组织的能力。
为此，专业人才培养需要扩展相关知识
内容，针对国土空间规划公共政策属性
的强化，增加管理和政策研究的相关内
容，让学生掌握从技术到政策转换的方
法 [15]，也可通过讲授与研讨不同的专题，
设计院或管理单位的专家讲座，规划项目
沟通协调的实践体验等，增强学生对国土
空间规划工作性质的理解，弥补课堂理论

教学的局限性与不足 [16]，以适应国土空
间规划服务型的综合性专业人才的培养
需求。

3.3 立足生态文明建设，围绕空间
规划核心问题优化课程内容体系 

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不仅为国土空间
规划提供了理论指引，还为城乡规划学
科所面临的发展转型提供了思路，尤其
是对“山水林田湖草”全要素的管控，
成为生态文明语境下城乡规划专业的重
要关注点。因此，师范类院校应该在生
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指导下，立足其在长
期服务区域城乡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办
学特色，围绕规划学科“空间”这一核
心问题，依托地理学科优势，将课程内
容拓展至生态、资源、政策等方面，形
成“五类一体”的课程体系结构，以满
足综合性人才培养的需求。

城乡规划设计类的内容仍然是课程
体系的核心内容 [16]，但基于国土空间规
划“山水林田湖草”的全方位管控，以
及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

图 4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城乡规划课程内容体系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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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学等学科背景的人才。不过，师范类
院校往往面临高端人才难以引进的困境，
为此，需要加强对现有教师的培训学习，
鼓励并资助教师参加省内外国土空间规
划学习研讨和相关理论知识、政策文件
学习，积极参与教学改革课程及规划项
目，不断更新专业教师的知识体系，提
升其解读新政策的能力。同时，也可探
索行业老师互聘机制，不断充实教师队
伍，解决博士人才难以引进的问题。

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还需通过
多方合作与参与，加强校内外实习基地
的建设，如与联系密切的规划设计院、
大型地产公司、规划管理部门建立长期
的合作关系，尽可能为学生提供参与实
践的机会 [8]，推进产教融合、政校合作、
校企合作。依托教师的规划项目或科研
课题，推动学术实践，组织并鼓励学生
积极参与挑战杯、“互联网 +”、创新创
业等竞赛和暑期社会实践，实现学生实
践与创新能力的校内外联合培养。对于
师范类院校来说，校友是产学研合作过
程中的重要资源，对大学生的校内学习
和校外就业有着重要的意义，专业的发
展需要调动校友的各种教学资源，如安
排优秀校友或资深校友开设相关专业讲
座，加强与校友企业共建共享，合作建
设研究中心、实训基地、实验室等，多
方共同促进规划人才的联合培养。

4 结语

师范类院校城乡规划专业主要依托
地理学基础创办，经过多年的发展，其专
业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综合性的
工科类院校相比，往往存在专业认知不足、
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条件有限等问题，其
可持续发展也面临着办学模式依赖师范路
径、师资队伍结构性短缺、实践教学难以
满足人才培养需求等困境。随着生态文明
建设战略的提出，自然资源部的成立与规
划行业的变革，城乡规划专业也面临着新

的发展机遇。江西师范大学作为目前唯一
通过专业评估的师范类院校，其专业建设
实践及对策可以为类似院校提供一定的参
考。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师范类院校
城乡规划专业需发挥师范类院校的优势，
强化服务型的综合性专业人才的培养，围
绕空间规划核心问题优化课程内容体系，
多途径推进实践能力的校内外联合培养。
当然，按照国内外城乡规划学科发展和人
才培养的需要，师范类院校仍需充分利用
学校学科综合和专业多元化的特点，多渠
道、全方位地拓展与国内外高校、科研院
所和规划设计单位的教学科研合作交流，
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找准自身的特
色与发展定位，这也是多数非重点院校城
乡规划专业建设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 注　释 ]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在线掌上高考查专
业，网址为 https://gkcx.eol.cn/special。

②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专业
库，网址为 https://yz.chsi.com.cn/zyk/。

③数据来源于江苏师范大学地理测绘与城
乡规划学院教师信息，网址为 http://uec.
jsnu.edu.cn/4908/list.htm。

④数据来源于商丘师范学院测绘与规划学
院城乡规划专业介绍，网址为 https://
hjyghxy.sqnu.edu.cn/info/1095/3263.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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