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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理念为相关学科的建设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
课程改革是农林院校相关专业教学面临的重要挑战。以华南农业大学为例，在梳理国土空间规划
相关学科体系与人才培养方式的基础上，分析其现有课程设置与发展困境。并立足农林院校本身
特点，从发展理念更新、核心课程强化两方面探讨主干学科城乡规划的适应性改革目标与方向，
以期为农林院校构建适应国土空间规划的课程体系构建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Abstract 
The new concept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has raised new demand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elated disciplines and talent cultivation. Curriculum reform i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related majors geared towards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is a 
crucial issue in teaching. Using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current curriculum and developmental difficulties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 relevant disciplinary system and talent cultivation methods in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dditionally, grounded in th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ie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adaptive reform goals and directions for the main 
discipline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from two aspects: updating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strengthening core courses. The aim is to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curriculum system suitable for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in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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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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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了国土空间规划的总体
框架，明确提出要加强国土空间相关学科建设。国土空间治
理要素由单一向综合拓展，管理模式由部门分治转向由自然
资源部进行全域、全要素、全过程和全维度的治理。新的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与治理理念对相关学科的建设和人才培养提
出了新要求。目前，与国土空间规划相关的学科发展以单学

科知识体系更新与深化为主，学科交叉融合程度难以满足国
土空间规划的需求 [1]。建设相关学科的融合教育是解决复杂
问题和驱动创新发展的途径，也是探索建立能力突出的高层
次国土空间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新机制 [2]。

国外的空间规划教学已形成了一套适应社会和行业发展
的综合体系。德国依托其联邦制政体，形成了自上而下、层
级分明的空间秩序规划体系，并在该体系下进行“联邦 -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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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 - 地方”4 个层级的规划 [3]。为支撑该空间规划体系
及实施指导，德国《框架考试法》明确规定，在高校独立规
划科系中，规划实践部分的课程设置要着重培养学生在多种
地域背景下的规划实际操作能力 [4]。美国空间规划教育则形
成自下而上的“自由型”空间规划体系，以学科自治为特色，
依据院校优势发展出侧重设计（如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
学）、侧重公共管理和社会科学（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以及综合发展（如麻省理工学
院、哥伦比亚大学）的 3 类主要空间规划培养模式，并依据
院校定位或区位特点增设相应课程，如沿海院校提供海岸资
源规划方向的课程 [5]。

国内多所院校针对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的总体要求，
围绕城乡规划专业进行了教学改革探讨与实践。传统以工科
为背景设立城乡规划专业的院校往往立足其浓厚的建筑学背
景，通过知识点增设、课程重组和体系创新的方式进行改革，
从而实现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接轨。如清华大学规划系开设
的“国土空间规划”系列设计课，在贯彻建筑学知识的同时，
重视空间资源配置优化技能的提升；天津大学在“新工科”
贯通、融合、交叉和创新的教育框架下，探索实施与国土空
间规划编制要求相对应的“三类七群”的课程设计体系。依
托理科（地理学）为背景发展城乡规划的院校更多尝试整合
本校相对齐全的学科资源，培养擅长多规协调、融合和转化
的综合性人才。如北京大学的国土空间规划教育依托“一院
两系”（城市与环境学院下的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和城市与经
济地理系），探索培养城乡规划学与地理学兼容并包的国土
空间规划人才；中山大学城乡规划人才培养方案整合学院自
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科学、
城乡规划 4 个系，培养以理论、宏观和空间分析见长的综合
性规划人才。

以农林为学科背景的院校面向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需
求，也进行了一些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改革，如北京林业大
学形成了以城市生态与风景园林融合发展为特色的城乡规划
人才培养体系；南京林业大学进行了“规划 - 生态 - 地信”
跨学科的培养体系创新 [6]。但目前工科类和理科类院校仍是
国土空间规划知识体系建立以及人才培养和输出的主力，农
林院校的特色和“话语权”并不突出。因此，很有必要立足
农林院校的自身天然优势，探讨其面向国土空间规划与时代
发展的学科体系改革。本文以华南地区最大的农林院校华南
农业大学为例，立足学校定位与学科优势，探讨其在国土空
间规划新知识体系下的多学科交叉融合教学与人才培养改革
路径。

1 农林院校国土空间规划教学与人才培养的方向
现有国土空间规划的人才培养和知识生产以工科类和理

科类院校为主导和主流，前者侧重培养社会经济知识与建筑、
工程技术的人才，后者则偏重于区域经济和城市规划 [7]。农
林院校国土空间规划相关专业大多是在园林基础上衍生发展
而来，长期以来存在着专业发展方向与定位相对模糊，人才
培养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与理工科类院校同质化的问题，亟待
寻求新的发展突破。随着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进入城乡统筹

发展时期，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成为农林类大
学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 [8]，同时为农林院校城乡规划发展带
来了新机遇。从学科发展和自身优势来看，农林院校可以从
以下 3个方面挖掘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养的优势。

1）以“三农”为重点
在农业农村方面，推动各类农业空间融入“五级三类”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完善农业空间管控内容，是推动乡村
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国土空间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也逐渐
成为未来国土空间研究的重点问题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方
向 [9]。而农林院校作为培养面向乡村人才的主要阵地，有长
期从事乡村区域研究的深厚基础。此外，既有的乡村规划
基本上是从“物”到“物”的规划，注重村庄居民点、相
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对农民的需求关注较
少 [10]。农林院校作为培养新时代“一懂两爱”（懂农业、
爱农村、爱农民）人才的重要基地，在课程体系的构建中有
充分渗透传统农业知识技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理念和“爱
农村、懂农民”深厚情怀的时代使命 [11]。在此背景下，农
林院校规划人才也把握了扎根农村、了解农民的契机和优势。

2）以资源要素为核心
国土空间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承载要

素。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国土资源整治和生态修
复成为国土空间规划及研究的重点 [12]。而作为农林院校优
势资源聚集地和突出特色的农学和涉农类学科，其广博精深
的学科基础为培养面向“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资源要素的精
细化规划和治理人才提供了雄厚的支撑。推动转换农学和涉
农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将各类相关资源要素学科的理论、
方法与实践技术，纳入国土空间尤其是农业空间的编制与管
理全过程，从空间规划视角思考人对资源的使用、保护行为
及其政策性规范，是规划学科的关键所在，也是农林院校的
专业优势所在。

3）以地域特征为引导
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历史人文和经济发展复杂

多样。当前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从地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整体性视角，揭示区域环境资源系统的承载能力和开发适
宜性 [13]。而农林院校依托区域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特色办
学，是地方农林科技创新与成果转换的重要力量，也是区
域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聚集地。因此，农林院校应注重解
析区域城乡空间本体问题，梳理地域文化特色、风貌风格，
为区域国土空间规划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将学科进行特
色化培育 [14]。

2 华南农业大学现有相关课程体系与困境
2.1 国土空间规划相关课程设置

华南农业大学作为华南地区唯一一所以农业为特色培养
综合型人才的高校，在区域国土空间规划中担任着重要且独
特的角色。在学校 101 个本科专业中，与国土空间规划相关
的专业为 28 个，占比 27.7%，主要分布在林学与风景园林
学院、资源环境学院、农学院、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和
公共管理学院，涉及工学、农学、理学等学科门类，知识维
度涵盖资源保护与利用、资源评价、资源与技术以及资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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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等方面（表 1）。
2.2 相关课程体系的问题
2.2.1 课程与院系结构限制专业融合创新

华南农业大学在国土空间规划领域开设了数量众多的
相关学科，且这些学科均具备鲜明的特色和突出的专长。然
而，目前该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仍沿用了传统的学科分化模式，
以单学科发展为主导，基于各自特定的研究对象、方法和逻
辑体系，形成了以分科教学与考核为特色的国土空间规划人
才培养模式。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才培养的灵活
性 [15]。在组织层面，学科发展融合受制于“校 - 院 - 系”
的科层化学科管理模式 [16]，进一步阻碍了知识生产的创新，
难以满足国土空间规划转型的需求。
2.2.2 学科支撑与交叉融合不足

华南农业大学现有国土空间规划人才的培养主要依托城
乡规划、土地资源管理、风景园林等学科。以城乡规划为例，
其教学以“知识目标 - 能力目标 - 素质目标”为培养规格，
人才培养课程结构由必修课、选修课和实践 3 个部分构成，
必修课包含通识必修和专业必修，选修课包括通识选修和拓
展选修。其中，专业必修课指涉及专业基本理论、基础知识
和技能训练的课程，是培养合格国土空间规划专业人才的基
础保障；通识选修涵盖学校开设的所有选修类课程；拓展选
修是在城乡规划专业基础知识框架下进行延伸，旨在进一步
深化和拓展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是跨学科交叉融合的关
键接入点，也是体现农林院校优势的重要模块之一。现有的
华南农业大学城乡规划的课程设置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学分课时不足，分布不合理
华南农业大学城乡规划专业知识类课程（包括专业必

修、拓展选修与专业技能类实践）学分要求为 110.5 分，专
业课共 1324 课时，分别占毕业学分、课时要求的 64.4% 和
60.5%。相较于城乡规划专业评估较好的院校，华南农业大
学专业课程的学分占比相对较低（表 2），导致专业课时无
法支撑学生对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的把握。

2）实践板块缺乏支撑
华南农业大学城乡规划的实践课程主要包括基础技能实

践、多尺度规划设计综合训练、毕业论文、毕业实习等。但
现有的教学实践板块主要依托学院内部的实践平台，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的使用未形成常态化，不少实习基地处于无实质
合作状态，综合效应不高 [17]。此外，现有实践课程缺乏科
研和学术基础支撑，还未形成高水平的教学与人才培养模式，
教学成果得不到转换，无法为培养高水平、综合性人才提供
良好支撑。

3）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适应性不足
体系适应性主要指城乡规划专业教育内容适应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的能力。在规划理念层面，体系适应性体现为空间
发展向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转变 [18]。但华南农业大
学现有课程主要从城乡建设空间出发，存量发展的思维渗透
不足，且易导致学生对研究对象认知错误，忽略城乡规划学
科的社会和人文属性以及自身服务“三农”的优势。在技术
层面，人工智能及数据分析辅助逐渐成为国土空间规划的前
沿课题 [19]，同时对规划师提出了更高的数理统计和分析要

知识维度 专业名称 所属院系 所属门类

资源保护

生态学 *
资源环境学院 理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 *

森林保护
林学与风景林学院

农学
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
区管理

植物保护 * 植物保护学院

资源利用

农学 * 农学院

农学
草业科学

林学与风景林学院林学 *

园林
水产养殖学 海洋学院

资源评价
海洋科学 海洋学院

理学资源环境科学
资源环境学院

环境科学

资源与技术

环境工程
资源环境学院

工学

地理信息科学
测绘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 管理学
统计学 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 理学
风景园林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工学建筑学

城乡规划

资源与人

土地资源管理 公共管理学院
管理学旅游管理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学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学

表 1 华南农业大学现开设专业中与国土空间规划相关的学科
Tab.1 Disciplines related to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in 
the current majors offered by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注：*为重点学科。

学校名称 学制 专业课学分 专业总学分 专业课学分占比

清华大学 四年 113 169 66.9%

同济大学 五年 141 200 70.5%

重庆大学 五年 155 200 77.5%

哈尔滨工业大学 五年 163 220 74.1%

四川大学 五年 187 223 83.9%

华南理工大学 五年 154.5 191.5 80.1%

华南农业大学 四年 79.5 171.5 64.4%

表 2  多院校城乡规划专业学分分布
Tab.2  Distribution of credits i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programs in multiple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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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尽管华南农业大学城乡规划专业
的培养要求明确提出对计算机辅助设
计、统计分析软件应用以及地理信息
系统应用基础知识的学习与掌握 [20]，
但对大数据、基于智能计算技术的辅
助决策系统、仿真模拟模型等人工智
能相关技能的培养和训练仍不足 [21]。

4）区域和院校特色体现不足
以华南农业大学城乡规划现有课

程的拓展选修部分为例，其开设了规
划与设计、生态与园林、管理与策划、
跨门类 4 个选修模块，其中包含了较
多软件类和美学类的培养类课程，并
不适应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强调政策
性和理性的发展方向 [18]。此外，各个
模块下的课程主要由城乡规划所在的
林学和风景园林学院开设，且较为分
散凌乱、不成体系，与国土空间规划
理念契合的课程寥寥无几，更未能与
农学、林学、海洋科学等华南农业大
学优势学科交叉融合，也未能体现华
南农业大学的区位特色与优势。此外，
选课缺乏足够的弹性，对拓展规划人
才的相关知识，凸显农林院校国土空
间规划人才优势的支撑作用并不明显。

3 国土空间规划人才培养体系构建
对策与建议方案

华南农业大学入选第二轮 “双一
流”建设高校，凸显了以作物学为一
流学科的农学和涉农学科在今后高质
量内涵式发展中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
和基础地位。这同时意味着，加快高
等教育改革，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和
产学研协同创新，培养具有创新能力
的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是推动华南
农业大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考虑到国
土空间规划在规划内涵、规划层级、
理论体系方面基本延续了城乡规划的
核心内容，两者在规划属性和规划价
值层面有很强的一致性 [22]，本文立足
农林院校在城乡规划人才培养上的优
势，从更新发展理念出发，探讨在知
识体系重构过程中发挥农林院校资源
配置优势的路径，以响应国土空间规
划发展需求，为粤港澳大湾区美好人
居环境和优质生活圈的构建，输送具
有华南农业大学特色的复合型规划人
才（图 1）。

图 1 华南农业大学国土空间规划学科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策略
Fig.1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the discipline system and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land spatial planning in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3.1 基础保障：构建适应学科集群
的发展理念

传统的中心组织，即由科层机构
形成的组织管理理念，极大地限制了
学科集群的发展 [23]。创新和科学的学
科制度、组织和发展观念是保证国土
空间规划相关学科融合、构建完善知
识体系的基础。

一是要清晰定位人才培养特色。
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需求和服务地
方高质量发展的使命，依托华南农业
大学林学、风景园林、农学和生态学
等传统优势学科，结合建筑和地理学
等学科背景与特色，制定农业大学特
色鲜明的人才培养方案。同时，坚持
树立学生“以人为本”的规划价值观
和绿色、健康与可持续的规划理念。

二是要拓展“超越本学科”的发
展视野。即要立足学校特色和本专业
自身价值与责任，基于社会和行业发
展需求，谋划科学、可持续的学科发
展路径和目标，在积极实现与国土空
间规划知识体系接轨的同时，充分发
挥农业大学的专业特色。

三是要建立适应需求的学科调整
机制。即针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关键问
题，立足华南农业大学特色学科和优
势资源，打破院系分割所造成的思维
限制。在统一调整机制下对相关学科
课程进行增补、分类和调整，激发学
科融合的潜力。

四是要构建融合多元主体的特色
“学科共同体”。依托华南农业大学

各级教育实践基地以及重大研发计划、
实践项目，构建以教学为中心，以科
研为基础，以育人为目标的“教学 -

科研 - 育人”三位一体的科教协同育
人模式。并结合理论教学，通过嵌于
实践教学中的专题调研和教学科研项
目，构建“院（工作室）- 校（校内实
习基地）- 企（校企联合培养基地）”
联动式三级实践教学平台。
3.2 核心强化：城乡规划等主干学
科的转型升级

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华
南农业大学城乡规划等主干学科在既
有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上，应进一步
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特色，注重
对学生综合素质、创新能力和个性发
展的综合培养，同时积极依托农学和
涉农学科深厚的学科基础与丰富的实
践平台，积极转换其高价值、高创新
的科研成果，以响应国土空间规划发
展需求。以城乡规划为例，从体系适
应性、学分课时适应性、地域适应性
和实践适应性 4 个层面探讨其适应性
改革方向（表 3）。

1）学分课程适应性改革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城乡规划

专业，需要面对在知识体系、技术方
法等方面不断丰富的教学需求与紧张
的专业课时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
在调整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的学分和
学时分布比例、优化美术类课程的基
础上，探究原有课程体系适应未来发
展的改革方向，如对原有城乡规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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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开课学院 学时 学分 改革方向 改革内容

1

必修 专业基础

文科数学 数学与信息学院 48 3 - -

基础美术Ⅰ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40 2.5 学分课程适
应性改革 改后学分：1.5 分

建筑制图 32 2 - -

设计初步 64 4 - -

实践 专业技能
建筑制图课程实验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16 0.5 - -

设计初步课程实习 +2 2 - -

2

必修 专业基础

测量学 资源环境学院 32 2 - -

基础美术Ⅱ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40 2.5 学分课程适
应性改革 改后学分：1.5 分

建筑设计 I 64 4 - -

计算机辅助设计 32 2 - -

实践 专业技能
建筑设计Ⅰ综合实习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2 2 - -

测量学实验 资源环境学院 16 0.5 - -

3

必修

专业基础

建筑设计Ⅱ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32 2 - -

景观设计 32 2 体系适应性
改革

课程内容增设：在介绍传统景观格局构造方法的基础
上，穿插城乡空间分析方法、数字化设计等先进设计
辅助分析工具
修改开课单位：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联合数学与信息
学院

专业核心
城乡规划原理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32 2 学分课程适

应性改革
修改课程名称：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原理
修改学时：48
修改学分：3

城市建设史与规划史 32 2 - -

选修

规划与设
计模块 中外建筑史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32 2 - -

生态与园
林模块

钢笔画技法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32 2 学分课程适
应性改革

删除课程

园林艺术鉴赏 32 2 删除课程

新增模块：
生态与资
源模块

新增课程：生态文明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资源环境学院 32 2 特色适应性

改革

课程内容：多视角结合讲述生态文明建设、全球环境
治理与中国的责任担当，城乡规划专业在新时代生态
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
建设的实践与成果

新增课程：区域“三农”
概论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农学院 32 2 特色适应性

改革
课程内容：系统介绍粤港澳大湾区农业产业特征及“三
农”政策理论

实践 专业技能 建筑设计Ⅱ综合实习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2 2 - -

4

必修 专业核心
地理信息系统应用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24 1.5 - -

城乡生态环境与绿地系
统规划 32 2 - -

选修 规划与设
计模块

城乡规划设计 I（住区
规划设计）（必选）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64 2 学分课程适
应性改革

修改课程名称：国土空间总体规划Ⅰ（住区规划设计）
（必选）
修改学分：3

设计表现 32 2 - -

实践
专业技能

城乡规划设计 I（住区
规划设计）综合实习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2 2

学分课程、
实践适应性
改革

修改课程名称：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I（住区规划设计）
综合实习
修改开课单位：林学和风景园林学院联合深圳市建筑
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等（院级实践教学基地）共同
开设

地理信息系统应用课程
实验 16 0.5 - -

创新创业 农事技能通识训练（耕
读教育 B）

基础实验与实践训练
中心 +1 1 - -

表 3  华南农业大学城乡规划专业现有课程设置与课程修改内容
Tab.3  Existing curriculum and curriculum modifications for the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program a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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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必修 专业核心

城乡道路与交通规划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32 2 - -

新增课程：村镇国土空
间综合整治规划 32 2 体系适应性

改革

课程内容：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以非建设用地（如
耕地、园地、林地等农用地）为主要整治对象，讲解
村镇全域全要素以及相关实践研究

选修

规划与设
计模块

城乡规划设计Ⅱ（乡村
规划）（必选）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48 3
学分课程、
实践适应性
改革

修改课程名称：国土空间总体规划Ⅱ（乡村规划）综
合实习（必选）
修改开课单位：林学和风景园林学院联合广东高质资
源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院级实践教学基地）共同开
设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32 2 - -

生态与园
林模块

乡土植物园林开发与利
用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32 2
特色适应性
改革

特色适应性
改革

修改选修模块：生态与资源模块城市林业 32 2
景观生态学 32 2

新增模块：
生态与资
源模块

新增课程：区域海洋资
源概论 32 2

课程内容：依托基础海洋学，了解海洋能、海洋灾害
和海洋污染等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海洋知识，逐步
建立海洋资源保护与利用意识
开课单位：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联合海洋学院

管理与策
划模块

统计分析软件应用 32 1 体系适应性
改革

课程内容增设：增加 Python 程序设计、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等前沿内容
修改开课单位：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联合数学与信息
学院

城市社会学 公共管理学院 32 2 - -

跨门类模
块 公文写作 公共管理学院 32 2 学分课程适

应性改革 删除课程

实践
专业技能

城乡规划社会实践调研
课程实验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32 1 - -

城乡道路与交通规划课
程实习 +1 1 - -

城乡规划设计Ⅱ（乡村
规划）综合实习 +2 2 - -

城乡规划认知实习考察 +1 1 - -

创新创业 管理技能通识训练 +1 1 - -

6

必修 专业核心
城乡规划设计Ⅲ（详细
规划与城市设计）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64 2 学分课程适
应性改革

修改课程名称：国土空间总体规划Ⅲ（详细规划与城
市设计）

国土空间规划与法规 32 2 - -

选修

规划与设
计模块

城市地理学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32 2 - -

环境行为心理 32 2 - -

管理与策
划模块 城市经济学 32 2 - -

跨门类模
块

岭南历史与文化 人文与法学 32 2 学分课程适
应性改革 删除课程

工程项目管理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32 2
新增模块：
生态与资
源模块

新增课程：粤港澳大湾
区规划概论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人文与法学院、资源
环境学院

32 2 特色适应性
改革

课程内容：综合土地、水文、植被、气候等资源环境
（尤其是农林资源）的分析，系统介绍粤港澳大湾区
在空间格局、产业体系、科技创新的发展历程

实践 专业技能

环境行为心理课程实习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1 1 - -

城乡规划设计Ⅲ（详细
规划与城市设计）综合
实习

2 2 学分课程适
应性改革

修改课程名称：国土空间总体规划Ⅲ（详细规划与城
市设计）综合实习
修改开课单位：林学和风景园林学院联合广东省城乡
规划设计研究院（校级实践教学基地）共同开设

城乡规划设计Ⅲ（详细
规划与城市设计）课程
实验

64 2 -

修改课程名称：国土空间总体规划Ⅲ（详细规划与城
市设计）课程实验
修改开课单位：林学和风景园林学院联合广东省城乡
规划设计研究院（校级实践教学基地）共同开设

表 3  华南农业大学城乡规划专业现有课程设置与课程修改内容（续）
Tab.3  Existing curriculum and curriculum modifications for the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program a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ontinued)

学期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开课学院 学时 学分 改革方向 改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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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城乡规划设计类课程进行名称、课时的调整。
2）实践适应性改革
应充分发挥华南农业大学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的

优势，在“院（工作室）- 校（校内实习基地）- 企（校企
联合培养基地）”联动式、递进式三级实践教学平台中，进
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依据实践课程的选项立题和知识
结构，在低年级的认知实习和高年级的实习实践课程中，分
别邀请相应企业设计人员、政府管理人员等主体参与课堂，
进行跨界交流，引导学生接触前沿国土空间规划研究成果与
实践案例，并实地参与实际项目与各环节流程。通过此模式
发挥产学研一体化优势，以实践服务大湾区的发展、规划和
建设。

3）体系适应性改革
乡镇总体规划作为“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实

践各类管控要素精准落地的重要一环 [24]，是培养农林院校
学生认知可持续发展、服务“三农”能力导向的基础层级。
但现城乡规划专业教学在开设面向村镇的规划实践课程时，
尚未充分铺垫国土空间规划框架内的村镇规划理论知识。因
此，考虑在第 5 学期开设“城乡规划设计Ⅱ（乡村规划）”
时，同步开设“村镇国土空间综合整治规划”课程，培养学
生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思维，加强村镇总体规划理论与实践
课程的衔接。

此外，在优化现有传统基础类课程的基础上，联合华南
农业大学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的前沿研究成果和特色师
资力量，更新城乡规划数理统计分析方法的内容。如考虑在
第 3 学期“景观设计”课程中穿插城乡空间分析方法、数字
化设计等先进设计辅助分析工具；在第 5 学期“统计分析软
件应用”中增加 Python 程序设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前
沿内容。

4）特色适应性改革
重新梳理整合现有课程以及选修模块，积极融入华南农

业大学优势学科。考虑将生态与园林模块和跨学科门类模块
整合为生态与资源模块，在剔除“钢笔画技法”“园林艺术
鉴赏”“公共艺术设计”“建筑设计”等有关园林美学培养
类课程的基础上，进行多阶段课程优化。在第 3 学期联合资
源环境学院、农学院增设“生态文明”“区域‘三农’概论”
课程，引领规划类学生形成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意识，以及厚植知农爱农情怀，了解农
村各项经济活动的特征规律和区域政府对农业农村的政策。
这些课程为今后推动学科创新、实现学校特色成果转换奠定
思想和理论基础。在第 5 学期原有介绍城市林业等课程的基
础上，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绵长的海岸线与丰富的海洋资源，
新增“区域海洋资源与生态”课程，扩充学生对区域资源生
态的认知。

7

必修 专业核心
城乡规划设计Ⅳ（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64 4
学分课程、
实践适应性
改革

修改课程名称：国土空间总体规划Ⅳ

选修

规划与设
计模块

国外城市规划理论与实
践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32 2 - -

城市生态学 32 2 - -

遥感基础与应用 32 2 - -

生态与园
林模块

公共艺术设计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32 2 学分课程适
应性改革

删除课程
建筑摄影 32 2

管理与策
划模块

城市文化与特色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32 2 - -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32 2 - -

新增模块：
生态与资
源模块

新增课程：粤港澳大湾
区城乡社会调查

64 4
特色适应性
改革

课程内容：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社会背景，结合社会调
查和师生讨论，系统学习城乡规划调查的方法体系、
资料收集途径和数据分析方法

实践 专业技能

公共艺术设计课程实习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1 1
学分课程适
应性改革

删除课程

城乡规划设计Ⅳ（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 综合实
习

2 2
学分课程、
实践适应性
改革

修改课程名称：国土空间总体规划Ⅳ 综合实习
开课单位：林学和风景园林学院联合广州市城市更新
规划研究院等（省级实践教学基地）共同开设。

8 实践
专业技能

毕业实习 ( 工学 )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6 6 - -

毕业论文 / 设计 ( 工学 ) 8 8 - -

创新创业 创新创业实践 2 2 - -

表 3  华南农业大学城乡规划专业现有课程设置与课程修改内容（续）
Tab.3  Existing curriculum and curriculum modifications for the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program a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ontinued)

学期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开课学院 学时 学分 改革方向 改革内容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132广东园林 /观点

在上述分点分类介绍各类资源的基础上，联合资源环境
学院、人文与法学院在第 6 学期生态与资源板块下增设“粤
港澳大湾区规划概论”课程代替原有的“岭南历史与文化”
课程，综合、系统地介绍粤港澳大湾区在空间格局、产业体
系和科技创新层面的发展历程，并结合土地、水文、植被、
气候等资源环境的分析，为面向培养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国
土空间规划综合人才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支撑。同时，在第
7学期生态与资源板块下增设“粤港澳大湾区城乡社会调查”
课程，要求学生立足对区域资源和生态的基本认知，结合社
会调查方法理论和当下区域实际生态安全事件（城市热岛、
海平面上升等）开展调研，探讨社会与生态间的相关性和因
果关系。

4 结语
新时代国土空间治理的转型向高校相关人才的培养提出

了新要求。当前，农林类院校的学科体系与国土空间规划人
才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错位，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适应
性优化是匹配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需求的必由之路。本文在
梳理现有农林院校国土空间规划教学和人才培养体系的基础
上，以华南农业大学为例，探析其现有相关课程体系问题，
并从构建适应学科集群的发展理念，和国土空间规划人才培
养主干学科的转型升级 2 个方面出发，对华南农业大学的多
学科交叉融合改革方向进行探讨，以期强化多学科交叉融合，
推进具有农林院校特色和优势的国土空间治理人才培养和队
伍建设，并为类似农林院校的相关人才培养改革与发展提供
参考。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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