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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研究生阶段城乡规划与设计课程改革方法，以北京回龙观、天通苑地区的城市社区更新规划为教学案例，
借鉴“六步骤”模式构建系统化教学模式，将为中国城乡人居环境建设发出“好声音”(VOICE) 作为教学目标，提出应从以
下 5 个方面培养城乡规划专业的研究生：一是 value，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二是 operation，即掌握系统科学方法论；三是
information，即勇于阐释个人的观点；四是 cooperation，即具备良好的与人合作协商的能力；五是 expression，即具备优秀
的绘图技能。该教学模式可为开设有同类研究生课程的高校构建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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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OICE" Teaching Model for Postgraduate Planning and Design Courses: Take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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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eaching case of community renewal planning in Beijing Huilongguan and Tiantongyuan areas, the 
curriculum reform in postgraduate educ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and design courses is explored, a six-step teaching mode 
is established, and the "VOICE" teaching model for China's urban and rur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is proposed: correct value, 
systematic operation, challenging information, good cooperation, and masterful graphic expression.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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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肩负着为实现国家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培养高水平复合型人才的重任 [4-5]。设计类课程是高层
次设计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核心教学环节，是培养学生
前瞻性能力、综合思维能力、专业分析能力、公正处
理能力、共识建构能力、协同创新能力的关键课程，
直接关系到规划行业全面引领国家及地方层面城乡空
间环境建设的质量 [6]。
随着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升，规划设

计与规划实施、规划管理衔接得更加紧密，将从“以

0　引言

城乡规划专业教育是支撑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和城镇化建设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 [1]，旨在培养适应城
乡建设发展需要，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应用实践能力，
富有社会责任感、团队精神和创新思维，具有可持续发
展和文化传承理念，可从事城乡规划编制、规划管理和
应用研究的专业人才 [2-3]。在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发展模
式全面转型的背景下，城乡规划学学科的研究生教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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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与设计的研究生课程改革的模
式和路径。本次课程改革以天通苑南街
道TE社区 (以下简称“TE社区”)四片
区为对象。
天通苑南街道是北京市大型社区治

理和城市更新的典范样本区域，包括回
龙观、天通苑地区(以下简称“回天地区”)，
辖区面积约为5.6 km2(含 1 km2 的森林
公园)，总人口约为12.4万，是回天地区
人口密度最高的片区之一。天通苑南街
道下辖15个社区、1个村，大多数社区
都是2000年以前建成的，是当时的经济
适用房建设区域，现属于城市老旧小区
范畴。目前，该区域面临人口高度集聚、
交通拥堵、停车难、开放空间少、基本
公共服务设施欠账多、市政基础设施配
套不完善等问题，是昌平区乃至北京市
发展中的“痛点”。这个区域是可以让
学生“直面真场地和真人群”“真题真做”
的理想教学对象。

3　课程教学目标

立足“真场地”、面对“真人群”、
架构“真途径”、提出“真方案”、解决“真
问题”，这是研究生阶段城乡规划与设
计课程的特征。在核心课程的学习过程
中，城乡规划学科的学生只有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掌握系统科学方法论、勇于
向外界阐述自己的观点、善于对内合作
对外协商、精通各类图纸表达技能，才
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规划设计师，才能在
未来的设计或管理工作中为中国城乡人
居环境建设发出“好声音”(VOICE)。因此，
本课程提出将“好声音”(VOICE)作为教
学目标，“好声音”(VOICE)主要包含5
项内容：一是“V”，即value(价值观 )，
指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二是“O”， 即
operation(方法论 )，指掌握系统科学方
法论；三是“I”，即 information(阐释
力)，指勇于阐释个人的观点；四是“C”，
即cooperation(合作力 )，指具备良好
的与人合作协商的能力；五是“E”即

空间设计为导向的增量规划”向“以社会、
经济、环境等多元要素共同作用的综合
型规划”转变 [7]，从以工程设计为主转
向工程设计与制度设计并重，最终变为
以制度设计为主 [8]。因此，立足于新时
期国家重大战略要求和城乡规划行业与
学科的转型需求，培育能兼顾设计、管理、
统筹的综合型人才成为新时代城乡规划
学科重要的人才培养目标，这对以规划
设计为核心的研究生阶段的城乡规划与
设计课程教学方法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1　传统课程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1.1　“假题假做”与“真题假做”
传统规划设计课程往往脱离真实的

场地问题与使用人群需求，设计训练偏
重于空间形态设计和指标控制规范，设
计开展的前提往往都是“纸上文章”[6]；
学生少有机会深入场地开展田野调查，
不了解空间不同使用主体的利益诉求，
设计过程中往往采取“单兵作战”的方式，
缺乏团队合作。由于缺乏真实性的教学
对象和协作型的教学安排，传统规划设
计课程难以培养学生的专业分析能力和
协同创新能力 [9-10]。

1.2　“形式主义”与“图面美学”
传统规划设计课程较注重对学生的

方案构思能力、设计技术及图纸表达能
力的培养，学生在进行规划设计时往往
前期调研分析不深入，设计成果偏重于
空间形态造型，过于追求形式，部分设
计思路和设计理念全凭主观臆断且标新
立异，缺乏实用性、客观性 [11]，设计表
达“只会画不会说，也不敢说”。这种
工程技术型的思维惯性难以培养学生的
前瞻性能力和综合思维能力 [10]。

1.3　“闭门造车”与“坐井观天”
传统规划设计课程教学多由具有城

乡规划、风景园林、建筑学背景的教师
主持，这些教师在面对复杂城市问题时

就表现出知识结构相对单一的短板，而
有着大量社会实践经验的规划设计和管
理人员却少有时间与精力系统地研究规
划学科的教育问题，从而形成产学研不
对称的格局 [10]。人才培养体系缺乏来自
企业的生产实践视角与面向政府、社区
和市场等多种利益主体的实际应用视角，
难以培养学生的公正处理能力和共识建
构能力 [9-10]。

1.4　“直线过程”与“单向评价”
传统规划设计课程教学多采用“任

务书—一草方案—方案修改—二草方案—
方案确定—方案表现”的单线过程 [11]。
结课评价也多采用课程教师根据学生平
时表现和最后提交的方案成果进行主观
打分的单向评价方式。整体上看，传统
规划设计课程教学难以培养学生系统的
“分析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规划设计能力。
可见，传统以工程技术型人才培养

为核心、“草图—成图”单线的规划设
计课程教学模式难以应对存量提升时代
更新规划所面临的“真场地和真问题”，
需要从以下4个方面对规划设计课程教
学模式进行改革：在价值观上让学生认
识到规划对象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在
方法论上要求学生掌握新时代规划的系
统逻辑；在教学安排上让有经验的设计
师和对规划有想法的利益主体参与课程
教学并对学生的方案成果进行评价；在
教学成果上除了注重对学生图面表达能
力的培养，还要重视对其方案阐释表达
能力的培养。

2　课程教学对象

2020年，笔者作为中国农业大学城
乡规划专业团队牵头负责人受聘为北京
市昌平区天通苑南街道的责任规划师，
笔者团队将主持的城乡规划与设计的研
究生课程与老旧社区更新、治理工作紧
密结合，积极探索存量提升转型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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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教学目标与教学模式框架图

expression(表现力 )，指具备优秀的绘
图技能。

4　课程教学模式

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教授Carl Steinitz
提出了规划设计和教育的“六步骤”模
式(即表述模型—过程模型—评价模型—
改变模型—影响模型—决策模型)，认为
规划不是被动的、完全根据自然过程和
资源条件来追求一个最合适、最佳的方
案，在许多情况下，规划是一个决策导
向的过程。规划本身不是决策，而是对
决策的支持。只有通过“六步骤”模式
进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往复过程，
才能得出结论找到答案 [12]。本次课程改
革在借鉴“六步骤”模式的基础上，与
城市老旧社区更新规划结合，构建面向
存量提升时代的研究生阶段的规划设计
类课程教学模式(图1)。

4.1　表述模型
在表述模型阶段，学生需直面“真

场地”，围绕TE社区的道路交通、机动
车与非机动车停车空间、绿地和活动空
间、私人违建侵占空间、公共服务设施、
景观小品设施等开展系统的田野调查。
在地图上标记空间中各类设施、植被的
位置和数量，找出积极或消极空间，初
步梳理出空间资源的类型和所处位置。

4.2　过程模型
在过程模型阶段，要求学生立足“真

场地”，通过“背对背”观察法，记录
社区中各类人群在不同时段对各类空间
资源的使用情况，了解社区中各要素是
如何运转的、空间的功能与结构间存在
怎样的关系、居民是如何使用这些空间
的，并从设计师的角度初步研判场地空
间资源存在的问题。

4.3　评价模型
在评价模型阶段，要求学生面对“真

人群”，对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
物业管委会等组织的管理人群，以及社
区居民等使用人群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
了解各利益主体对社区现状的评价及对
空间的现实需求。在前3个教学阶段，
要实现“教研融合、校社结合”，就需
要学生对人与场地之间的关系进行科学
分析，总结当前各类空间在使用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和居民对空间的需求，分析
社区空间问题和居民需求产生的原因。

4.4　改变模型
在改变模型阶段，学生通过情景规

划方法提出“真方案”。情景规划是处
理复杂和不确定环境中的规划问题的有
力手段 [13]，是一个对模糊的不确定目标
进行多次头脑风暴和不断搜寻，进而寻
找到若干个相对清晰的目标的多解规划
过程与方法 [14]。为了让学生掌握在存量
提升背景下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主体
的规划方法，本课程在规划设计方案教
学阶段采用情景规划方法。这种规划方
法是以团队合作的方式探索出若干个相
对清晰的目标，并基于此构建相应的规
划情景，提出多个解决社区空间问题和
居民需求的规划方案。在这个教学阶段，
践行教研交融理念，反复进行课堂教学
(头脑风暴和问题总结)—现场调研(场地

和人群深化调查)的流程，使规划设计方
案“接地气”；在校企结合中，规划设
计院有经验的设计师走进课堂与任课教
师共同指导学生，使规划设计方案“见
真章”。

4.5　影响模型
在影响模型阶段，学生将提出的多

个情景规划方案在社区议事厅进行公示，
并由学生团队向管理人群代表(包括街道
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物业管委会等组织
的管理人员)和使用人群代表(包括社区
居民等)进行公开阐释，接受公众对多个
情景规划的质询和评估，并回答“规划后
的空间改变会带来什么不同”和“公众对
每一个改变有什么样的评价”两个核心问
题。在这个教学阶段，实现了“教产研交
融，校企社结合”，教学课堂是社区议事
厅，教学过程是规划的公众参与，规划成
果和学生实践成绩的打分人是任课教师、
设计师及各类人群代表。

4.6　决策模型
在决策模型阶段，学生辅助社区议

事厅的各类人群代表进行最终的规划设
计方案决策。第一轮开展的社区议事厅
评估会议往往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各主
体会对设计方案提出优化建议。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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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议事厅一般通过不断地对情景规划
方案进行深化—阐释—评估和再深化—再
阐释—再评估，最终选定一个相对最优
解的规划方案。这个教学阶段让学生充
分了解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主体进行规
划时所要经历的过程。在这个阶段教产
研交融得更深、校企社结合得更加紧密，
并且上述5个步骤的教学过程多次循环，
如此，形成的“真方案”才是能解决“真
问题”的好方案。

5　课程改革过程

5.1　表述模型：场地物质空间调查
教学阶段
在场地空间调查教学中，学生调查

了公共建筑、公共服务设施、公共空间
的数量和位置，并根据统计结果进行图
示对比，绘制了反映建筑一层院落、停
车位、车行和步行道等社区开放空间要
素关系的剖面图，以直观地反映社区各
类物质空间要素的现状 (图2)。在本阶
段的调查中，学生们发现了4个需深入
调查的问题：①TE社区的划线停车位共
计463个，但社区内普遍存在不按标志
线停车的现象，实际停车数远大于停车
位数量。由于学生们是在日间开展入场
调查的，有很多车辆并未回到社区。因此，
需要寻求更科学、合理的统计方式来调
查TE社区每日业主车辆的真实停放数量

和停放方式。②TE社区内的非机动车车
棚有9个，但自行车和电动车并不是全
部停放在车棚内。由于入场调查是在日
间开展的，很多非机动车并未停在日常
停放的位置上。因此，还需要调查非机
动车日常停放的位置，以及形成这种停
放方式的原因。③TE社区的绿地率约为
24%，社区的公共开放空间数量少、面
积小且设施不足，那么居民是如何使用
这些绿地和开放空间的？居民在使用过
程中有什么诉求？这也是值得研究的问
题。④建筑一层院落的平均进深为6～
7 m，院落进深最大的超过了11 m，且
TE社区内公共开放空间被蚕食、侵占的
情况普遍存在。居民对公共开放空间被
私家院落侵占有什么看法和意见？对政
府为创建“无违建社区”而统一部署的
将一层院落侵占的公共开放空间进行整
体拆除的行动有什么看法和意见？如何
确定一层院落的长、宽达到多少米算是侵
占了公共空间？20多年前社区建成交付
业主时的一层院落空间范围究竟是多少？
 

5.2　过程模型：场地空间使用观察
教学阶段
针对上述问题，学生们提出以下应

对策略：①在21：00左右进入场地统计
停车数量并标注停车位置(因为老旧社区
的非划线停车现象严重)，以摸清社区一
天内高峰时刻的停车状况 (20：00以后

是老旧社区内停车的高峰时刻，乱停乱
放的现象最为严重)；通过物业公司查询
TE社区内部居民办理的停车卡数量，以
查验社区停车场内非本社区居民的车辆
数量。②在调查机动车停车情况的同时
展开非机动车停车观察，摸清非机动车
停车的规律和动因。③在天气情况良好
的工作日或休息日选择9：00—10：00、
15：00—16：00、20：00—21：00 等居
民活动的重要时段，对居民的场地使用
情况开展“背对背”的行为注记观察，
了解居民在场地中的行为规律并绘制活
动图谱。④通过居委会查询居民购房合
同中规定的院落空间范围，通过城建档
案馆查找报建底图，在社区中找到符合
合同标准的院落空间，分析一层院落空
间中违建现象产生的原因。
学生们在深入观察后，有了更进一

步的发现 (图 3)：①在单日停车数量最
多的时刻，在463个停车位停满的情况
下，还有约490辆车停放在未划标志线
的位置，即TE社区每日最大停车数约为
953辆。这些乱停乱放的车辆普遍占用
道路、公共绿地等空间，影响了居民的
安全通行，产生了消防隐患。当前物业
记录的办理了停车卡的车辆共计650辆，
由此可知有303辆车是TE社区外的车
辆。②非机动车停车位内停放的多是破
旧、无人使用的自行车或电动车，因车
棚缺少充电装置，便利性不足，非机动

一层院落进深统计绿地面积统计

图 2　 TE社区空间调查示意图

宅旁绿地
中心绿地

一层院落进深
红线范围
建筑

图例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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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高，社区管理的刚性要求也就能顺
利达成，进而实现由“制”到“治”的转变。

5.4　改变模型：情景预设与规划
设计方案教学阶段
在明确TE社区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之后，任课教师、有经验的设计师带领
研究生以团队头脑风暴和相互合作的方
式确定了若干个具有针对性的、相对清
晰的目标，并据此构建相应的规划情景。
其中：目标一为着重解决机动车停车位
不足的问题，对应的情景一为拆违后腾
退的空间全部补充为停车位；目标二为
着重解决绿地和开放空间紧缺问题，对
应的情景二为拆违后腾退的空间全部转
化为绿地和开放空间；目标三为同时兼
顾解决停车位不足与开放空间紧缺问题，
对应的情景三为拆违后腾退的空间按比
例转化为停车位和开放空间。
(1)对应情景一的规划方案
情景一的目标是解决机动车停车位

不足问题，将拆违腾退后的空间面积和
现有绿地空间按等量面积置换，再将置
换后的空间全部规划为停车位。根据对
应情景一的规划方案，在绿地率保持不
变的前提下，规划实施后，TE社区内可
以增加453个车位，届时停车位可达到
916个，这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TE社区
停车位不足的状况。见图4。
(2)对应情景二的规划方案
情景二以解决绿地和开放空间紧缺

问题为目标，将拆违腾退后的空间置换
为绿地和开放空间。根据对应情景二的
规划方案，规划实施后，TE社区的绿地
率将增长至29%，结合社区内慢行系统
的优化提升，将会形成完整的社区绿地
和开放空间系统。见图5。
(3)对应情景三的规划方案
情景三以同时解决停车位不足与开

放空间紧缺问题为目标，拆违腾退的空
间按一定比例补充为停车空间和绿地。
根据对应情景三的规划方案，规划实施
后，TE社区的绿地率将从现状的24%增

车大多停放在单元楼栋内或单元楼门前，
不少住户私下拉线充电，增加了空间的
无序性和消防安全隐患。③在观察场地
中重要时段的居民行为规律，并对居民
的活动图谱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居民
的活动受无序停车和场地空间品质影响，
对既有场地和设施的利用率较低。④通
过向居委会咨询、在城建档案馆调档发
现，一层院落的宽度范围标准是3.5 m。

5.3　评价模型：社区人群评价与
问题总结教学阶段
对TE社区的管理人群和使用人群进

行访谈与问卷调查是摸清TE社区空间现
状及各类人群诉求的重要途径。在任课
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们设计了一份满意
度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社区景观绿
地品质、休闲活动空间、慢行系统等，
并设置了包含使用者需求和意见建议的
访谈提纲。
从评价结论来看，92%的受访者对

社区的整体环境品质不满意，认为休闲
活动空间一般或对休闲活动空间不满意
的受访者分别占36%、28%，认为停车
情况一般或对停车情况不满意的受访者
分别占52%、24%，认为社区慢行系统

一般或对社区慢行系统不满意的受访者
分别占52%、40%。
本教学阶段需要指导学生对场地调

查和社区人群评价所反映的问题进行总结
分析，并将分析结果作为第四步“改变模
型”中的定位、目标设定的重要前提与依
据。在教师牵头引导的头脑风暴后，得出
本次规划需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有限的
公共空间和不断扩展的私人空间之间“公
与私”的矛盾；社区多样的空间问题和有
限的空间资源之间“多与少”的矛盾；居
民日益增长的生活新需求和社区完全饱和
的空间旧容量之间“新与旧”的矛盾；居
民参与规划的意愿强和公众参与渠道受限
之间“强与弱”的矛盾；社区管理目标中
的刚性要求与居民能否达成普遍认同之间
“刚与柔”的矛盾。
“公与私”的矛盾是TE社区公共空

间更新规划设计过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
唯有先将“私有”的空间转为公共空间，
才能腾挪出可以用于提升改造的空间，
进而解决“多与少”“新与旧”这两组
矛盾。“强与弱”的矛盾是TE社区公共
空间更新规划实施过程中面临的主要矛
盾，打通公众参与渠道，使居民的意愿
得以反映、落实，居民的配合程度自然

图3　场地观察示意图

社区内的划线停车位 社区内20：00—21：00高峰时刻的非划线停车位置

划线停车区域 非划线停车区域
图例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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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6%。再结合慢行系统的优化提升，
社区内将形成较为完整的绿地和开放空
间系统，停车位将增加289个。见图6。

5.5　影响模型：公众参与规划设计
方案评估教学阶段
本阶段的教学课堂从学校搬到了社

区。学生们在社区议事厅公示3种情景
下的规划方案，并向管理人群代表和使
用人群代表进行公开阐释，在方案汇报
和“面对面”质询完成之后，代表们采
用“背对背”观察法匿名填写打分表，
分别对3个情景的规划方案打分，并注
明每个方案的优点和问题。
从打分的结果看，9.1%的代表倾向

于方案一，4.6%的代表倾向于方案二，
86.3%的代表倾向于方案三。可见，代
表们不太支持将腾退空间单纯用于增加
开放空间或者增加停车位的方案，大多
数代表都倾向于兼顾停车位与开放空间、
成本居中的规划方案。

5.6　决策模型：最终规划设计方案
确定教学阶段
通过代表们的“背对背”网上投票，

最终将对应情景三的规划方案作为相对
最优解。在这个教学阶段，学生能够充
分了解通过社区议事厅不断地对情景规
划方案进行深化—阐释—评估和再深化—
再阐释—再评估，最终选定一个相对最优
解的全过程。可见，社区规划设计与社
区治理相结合有助于促进存量提升时代
城市老旧社区更新由“制”向“治”转变。

6　课程改革的价值与成效

6.1　“六步骤”+“VOICE”—
实现理想教学目标
基于“六步骤”构建的系统化教学

模式，以及从价值观 (value)、方法论
(operation)、阐释力(information)、合作
力(cooperation)、表现力(expression)5
个方面对研究生开展的素质培养，在增

图5　对应情景二的TE社区公共绿地、一层院落和停车空间总平面图

图6　对应情景三的TE社区公共绿地、一层院落和停车空间总平面图

图4 　对应情景一的TE社区公共绿地、一层院落和停车空间总平面图 

社区总平面图

社区总平面图

社区总平面图

单元总平面图

单元总平面图

单元总平面图

图例

图例

图例

慢行步道 
公共绿地空间 
一层院落空间 
机动车停车空间 
机动车路边停车空间
非机动车停车空间
单向行驶路段
双向行驶路段

慢行步道 
公共绿地空间 
一层院落空间 
机动车停车空间 
机动车路边停车空间
非机动车停车空间
单向行驶路段
双向行驶路段

慢行步道 
公共绿地空间 
一层院落空间 
机动车停车空间 
机动车路边停车空间
非机动车停车空间
单向行驶路段
双向行驶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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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研究生规划设计能力的同时还为其树
立了正确的规划价值观，有助于城乡规
划专业的学生在工作中为中国城乡人居
环境建设发出“好声音”(VOICE)。

6.2　教产研相互融合，教学手段
互通
在教学中，教师一方面鼓励学生交

叉运用社会学、生态学、城乡规划学等
学科方法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另一
方面通过头脑风暴、团结协作、独立阐释、
图纸表现等教学手段培养学生解决问题
的能力。通过这一系列教产研相互融合
的措施，学生的专业分析能力大大提高，
协同创新能力也得到了增强。

6.3　校企社有机结合，教学成果
实用可行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校任课教师、

设计院有经验的设计师、社区管理人群
和使用人群三方有机结合，课堂既在教
室也在社区“真场地”；面向的社区“真
人群”既是规划方案的评价者和决策者，
也是学生成绩的评价者。最终形成的教
学成果不再是“闭门造车”的个人创意，
而是汇集集体智慧的“真方案”。课程
改革后形成的极具实用性的教学成果，
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提升了学
生的综合思维能力。

6.4　“启发+引导”贯彻始终，
师生教学相长
本科阶段传统城乡规划与设计课程

大多采用“1对多”的教学模式，1位任
课教师的教学方式往往决定了多位学生
的专业认知和技术水平。研究生阶段的
城乡规划与设计课程教学如果采用相同
的教学模式会让学生们感到索然无味。
因此，本次课程改革采用了贯彻始终的
“启发+引导”式教学模式，教师更多
的是扮演“传道与解惑”的角色。可见，
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自主地“分析问
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研究生阶

段城乡规划与设计课程教学“授之以渔”
的良好途径。这一协作和互动式的教学
过程实现了师生教学相长，促进了学生
的慎思笃行。受到正确“启发+引导”
的学生爆发出的创意能量往往超乎想象，
提出的很多观点未必是教师提前“备课”
就能启发出来的。

7　结束语

研究探索通过“六步骤”的系统化
教学模式，培养城乡规划专业研究生5
个方面的综合能力，即“Ｖ”(value，价
值观)、“Ｏ”(operation，方法论)、“i” 
(information，阐释力)、“C”(cooperation，
合作力)、“E”(expression，表现力)。
教学过程中教产研相互融合，教学体系
关联互促、教学手段整合互通；校企社
有机结合，教学过程丰富多彩、教学成
果实用可行；“启发+引导”贯彻始终，
师生之间教学相长、学生砥砺笃行。该
教学模式可为开设有同类研究生课程的
高校构建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借鉴。
当前，中国城乡规划正处在从增量

扩张向存量提升转型的新阶段，以规划
设计能力培养为核心的研究生阶段的城
乡规划与设计课程更应顺应这一趋势进
行课程改革，只有培养能兼顾设计、管理、
统筹的多元化、综合型研究生高层次规
划设计人才，才能在未来的设计或管理
工作中为中国城乡人居环境建设发出“好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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