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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城市规划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机

遇和变革，城市规划教育逐步融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

城市规划教育的数智化可以分成三个层面来思考，这三个层次的重叠就像交响乐的三个

声部，同时推进、相互关联但又彼此区分。深入总结过去十年城市规划教育在数字化和

智能化背景下的转型与创新探索，分析城市场景、城市规划教育教学，以及配套管理改

革等三个方面的焕新。回顾城市场景智能化的多维发展；探讨城市规划教育中智能化教

学方法的引入，如数字化平台、虚拟现实、跨学科合作等；提出在智能化背景下城市规

划教育所需的管理改革，强调知识更新、决策支持系统应用和教师技术培训的重要性。

通过综合讨论，为未来城市规划教育的智能化转型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建议。面对技术

迅速更新换代的挑战，城市规划教育需要进行全方位的调整，以适应智能城市发展的需

求，并培养出能够应对未来挑战的跨学科人才。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urban

planning education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and transformative opportuni‐

ties.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virtual reality are gradually being integrated into planning education.

This change toward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tization can be understood on three

levels, resembling three interwoven yet distinct voices of a symphony progressing in

harmony. This paper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

tive developments in urban planning education over the past decade in the backdrop

of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It examines this renewal in three key aspects:

urban scenarios, urban planning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supporting management

reforms. The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multidimensional development of urban sce‐

narios intelligentization. Next, it explores approaches to intelligent teaching in urban

planning education, including the use of digital platforms, virtual reality, and interdis‐

ciplinary collaboration. Finally, it proposes essential management reforms in urban

planning education,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knowledge updating, the applica‐

tion of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and technical training for educators.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the paper provides both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

cal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futur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planning educa‐

tion. Faced with rapi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urban planning education must un‐

dergo a fundamental shift to meet the needs of a smart city and to train interdisci‐

plinary talents capable of addressing future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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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是一门关系到城市发展与人类福祉的重要学科。城

市规划学科自20世纪初期创立以来，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演

变。最初，城市规划主要关注城市的空间布局和功能分区，强

调结构与美学。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城市规划逐步引入了环境、

经济和社会等多维度的因素。在20世纪末，随着信息技术的崛

起，城市规划开始借助计算机辅助设计（CAD）等工具，逐渐

实现了技术与理论的结合[1]。
近年来正面临着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深刻变革。自20世

纪初期城市规划学科创立以来，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城

市规划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包括如何应对

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人口密集和资源分配等挑战，还包括如

何利用先进技术提高城市的管理效率和生活质量。智能化技术，

尤其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的出现，为城市

规划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潜力和变革空间[2]。本文围绕城市规划教

育的数智化焕新进行详细探讨，分析在城市智能化背景下城市

规划教育如何发展与应对这些挑战。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为城市规划提供了全新的决

策支持工具。数据分析技术可以处理来自城市各个方面的庞大

信息，如交通流量、能源消耗、空气质量等，为规划师提供精

准的数据支持[3]。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算法，

使得城市规划不仅仅依赖传统方法，而更多依靠智能工具来优

化规划方案、预测未来发展趋势[4]。智慧城市设计的理念逐渐形

成，强调可持续性、资源优化利用和智能化管理[1]。
这些技术变革的到来为城市规划教育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传统的规划教育更多侧重于理论教学和手工绘图，但随着技术

的发展，未来的城市规划人才需要具备跨学科的知识背景，能

够使用现代技术进行城市管理、预测和优化[5]。

1 规划教育研究背景

当前关于城市规划教育的文献和教学实践尚显不足，存在

多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城市规划教育的文献和实践都缺乏系统化，相关的

理论框架、研究成果和教育模式未能形成统一且连贯的体系[5]。
在现有的文献中，虽然有不少关于城市规划教育的讨论，但大

多集中在某些具体的领域，缺乏跨领域的理论整合，导致城市

规划教育缺乏整体性视角，无法为实践提供有效的指导和支持。

这种缺乏系统化的局面使得城市规划教育难以根据时代的需求

进行合理的课程设计和教学改革[6]。
第二，当前的城市规划教育改革并没有按照特定的方向展

开。虽然社会和市场对城市规划教育提出了新的需求，但在教

育实践中，这些需求并未得到充分的回应。改革的方向通常较

为模糊，很多学校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仍旧依赖传统模式，缺

少面向未来的创新[5]。例如，在信息技术、智能化工具以及可持

续发展等方面的教育投入不足，导致毕业生无法有效应对现代

城市规划的挑战。此外，一些学校对新兴领域的理解和采纳也

缺乏统一标准，无法在改革中取得突破。

第三，各学校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存在迷茫和不清晰的情况。

不同高校在城市规划教育中应用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差异较大，

导致教学效果的差异化和资源的浪费[5]。一方面，一些高校可能

过度强调理论的传授，而忽视了与实际规划工作的结合，导致

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思维不足[7]。另一方面，一些学校虽

然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但由于缺乏系统的规划和实施策略，

使得改革进程缓慢且效果不显著，教育质量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第四，城市规划教育的实践过程也存在明显的碎片化问题。

在各个教育环节之间缺少有效的衔接与协调，导致学生的学习

经历断裂，难以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5]。课程设计中，有些内容

过于分散，教师间的协作和课程内容的整合不足，学生难以在

各学科间建立联系，导致学习效果大打折扣[8]。这种碎片化的教

学实践使得城市规划教育无法培养出既具备理论基础又能适应

实际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第五，跨学科的融合不足也是当前城市规划教育面临的主

要问题之一。城市规划本身就是一个高度综合的领域，涉及地

理、建筑、环境、社会等多个学科，但在教学实践中，学科之

间的壁垒仍然较为明显[9]。各个学科的教学内容往往缺乏交集，

学生只能在单一学科的框架下进行学习，难以培养跨学科的视

野和思维方式。实践中的跨学科融合不足，导致学生在实际工

作中难以应对复杂的城市问题，缺乏全面的解决方案。

第六，城市规划教育的透明度问题也是一大隐患。教学改

革的过程和结果往往缺乏公开透明，教学质量和改革成效难以

评估和监督[5]。许多学校的教育改革进展缓慢，缺乏有效的反馈

机制，导致教育质量的提升难以得到保障。透明度的缺乏使得

改革过程中出现问题时难以进行及时调整和改进，影响了教学

的质量和效果。

总之，当前城市规划教育存在多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亟须

进行系统化的改革，明确教学方向，提升实践过程的协调性，

注重跨学科融合，并提高教育透明度，以更好地适应现代城市

发展的需求。

2 城市规划教育的智能化

2.1 城市场景本身的智能化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智能化技术在城市管理中扮

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推动了城市资源利用效率、管理水平

以及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10-11]。在此背景下，城市规划教育需要

紧跟时代发展，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并应用这些智能化技术，以

应对未来城市的复杂需求。本节从多个关键领域分析城市场景

的智能化进程，探讨如何通过教育培养学生的相关技能。

（1）大数据与城市分析技术在智能化城市建设中起着核心

作用。规划师一方面借助图像识别、深度学习等技术工具，全

面收集交通流量、环境质量和土地使用等客观数据；另一方面

基于传感器、AR媒介的空间行为采集与计算，调查空间使用者

的主观感知[12]。结合对“空间”和“人”的分析，解释城市现

象、发现城市问题，并进而做出更加精准的规划决策。以纽约

市的“开放数据平台”为例，利用大数据收集的交通流量、建

筑物能耗等信息，通过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帮助规划师优化交

通管理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碳排放[13]。学生在城市规划教

育中将学习如何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如机器学习、数据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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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数据清洗等方法，发现潜在规律，预测交通高峰期和空气污

染情况等，为城市规划决策提供科学依据[14]。
（2）人工智能与决策支持系统的应用使得城市规划更加智

能化。数据挖掘技术、多元图解迭代生形方法等新技术在辅助

规划方案生成的同时，云端模型、多时空网络分析可对方案进

行模拟，如功能布局、雨洪预测等[15]。以新加坡的智能交通系统

（ITS）为例，该系统可通过实时监测交通状况，调节交通信号

灯，缓解交通拥堵[16]。学生将在课程中学习如何运用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和优化算法来预测和优化城市规划决策，包括交通流、

土地使用和公共服务等[17]。然而，人工智能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

也面临一些挑战，例如数据质量问题、隐私保护和伦理问题

等[18]。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直接影响决策的效果，而人工智能

系统的黑箱问题可能影响决策的透明度和公正性[19]。因此，学生

还需学习如何应对这些技术挑战，确保人工智能在城市规划中

的合理应用。

（3）城市规划教育还需关注智能城市技术的应用，包括智

能交通系统、智能建筑和物联网等。通过专项课程，学生将掌

握如何利用智能设备进行数据收集、分析和资源优化配置[20]。在

与计算机科学、智能建造等交叉的课程设计中，学生不仅需要

学习城市规划理论，还需掌握机器人技术、虚拟现实和人机交

互等跨学科知识，以更好地理解这些智能技术，并运用在城市

场景的自动化建造与响应式运维之中[15]。这种跨学科的教育模式

有助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多领域知识解决城市问题的能力[21]。
（4）智慧城市设计理念的形成是城市规划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智慧城市不仅关注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还包括智慧交

通、智能电网和绿色建筑等要素，强调资源的高效利用、环境

保护以及市民生活质量的提升[22]。实际应用中，智慧城市设计注

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例如，阿姆斯特丹通过智能照明和智能

交通系统的应用，不仅减少了能源消耗，还提高了城市的可持

续发展能力[23]。学生将在课程中学习如何将这些智能化设计理念

转化为具体的城市规划方案，以满足未来城市发展的需求[24]。
（5）城市数据的伦理与隐私问题也应成为城市规划教育的

重要内容。随着大量城市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如何平衡技术应

用与数据保护成为一个关键问题[25]。学生将学习如何在应用智能

技术的同时，保护市民的隐私，并理解数字治理在城市规划中

的重要性[26]。与此同时，智能化技术使得城市能够进行实时监测

和应急响应，这要求学生学会利用技术手段解决城市中的实际

问题，如交通事故、环境污染等[27]。
综上所述，城市规划教育需要全面考虑城市智能化进程中

的各个关键领域，从大数据分析到人工智能应用，再到智慧城

市设计理念的形成，培养学生在智能城市建设中的综合能力[28]。
通过跨学科的学习和实践，学生将能够掌握先进的技术工具，

推动未来城市的高效、可持续发展[29]。

2.2 城市规划教育和教学的智能化

随着智能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城市规划教育也逐渐引入新

的教学工具和方法，以提升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体验[30-31]。本节

探讨城市规划教育中智能化应用的各个方面，包括数字化教学

平台、人工智能辅助教学、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VR/AR）等

技术，以及跨学科合作和创新。

（1）数字化教学平台已经成为城市规划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通过在线学习平台和虚拟课堂，教学内容实现了数字化，

极大地提升了教学的灵活性与可访问性[32]。例如，MOOC（大规

模在线开放课程）平台广泛应用于城市规划课程的在线授课，

不仅提供丰富的课程资源，还能够实时跟踪学生的学习进度，

进行个性化推荐，帮助学生根据个人节奏进行学习[33]。平台还通

过互动功能，促进学生与教师和同学之间的沟通与讨论，及时

解决学习中的难题，并提供即时反馈，从而优化学习效果[34]。
（2）人工智能（AI）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日益增多，尤其

是AI驱动的教学助手和聊天机器人，它们能够为学生提供实时

学术支持，如快速解答常见问题、作业批改和评分等功能，从

而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35]。AI工具还能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习数

据，实时监控学生的学习状态，并根据学生的需求提供个性化

的反馈和教学建议，从而提升教学效率与质量[36]。这些智能化工

具不仅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还能够帮助教师了解学生

的学习进度，优化教学策略[37]。
（3）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的应用则为城

市规划教育带来了全新的学习体验。通过VR技术，学生可以在

虚拟环境中进行城市规划模拟，直观地感知空间布局、交通网

络等复杂的规划概念[38]。同时，AR技术则允许学生在现实世界

中叠加虚拟数据，进行城市规划的实时模拟和优化[39]。学生通过

沉浸式的学习体验，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城市规划的实际操作

和设计原理，进而提升其空间感知能力和规划设计能力[40]。
（4）城市规划教育的智能化应用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工具的

使用，更强调学科间的跨学科合作与创新。智能化技术的应用

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城市规划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还需要具备

数据分析、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等跨学科的知识[32]。在跨学科

的课程设计和虚拟团队项目中，学生能够通过合作学习，模拟

城市规划中的实际合作与决策过程，进一步提高其综合解决问

题的能力[35]。
（5）自适应学习系统也是智能化城市规划教育的一个重要

发展。借助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教育平台能够自动调整

教学内容的难度和节奏，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体验[32]。通过

这样的系统，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和需求，灵活选择

合适的学习路径，进而提高学习效果[34]。
（6）城市规划教育是一个深度聚焦于实践能力培养的议题。

在高等教育的范畴内，任何专业的培养体系都离不开能力提升

的目标，而这一过程往往需要结合实际的案例[16]。城市规划教育

尤其如此，格外注重理论教育、方法教育在实践场景中的应

用[41]。单纯的理论传授难以让学生完全信服所学理论和工具的实

际意义，只有当这些理论被应用于具体的实践场景中，学生才

能真正认识到其价值所在[39]。
因此，数智化技术的引入应首先应用于学生实践能力的提

升，克服传统实践教育中空间限制和人员集聚的难题[31]。通过数

智化焕新，增加跨国界、跨学校的学生参与网络联创的可能性，

构建包含五个层次的实践教育项目[33]。学生可以选择长期跟进现

场实践或进行阶段性调研，短期体验式学习和全程线上学习也

是可供选择的实践方式。同时，数智化技术也为异地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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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提供了便捷性和可能性[38]。
综上所述，随着智能化技术的引入，城市规划教育正在逐

步实现教学模式的转型[30,32]。从数字化教学平台到人工智能辅助

教学，再到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的应用，这些智能化工具

和方法不仅丰富了学生的学习体验、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还提升了教育质量[35]。跨学科合作与创新、自适应学习系统的加

入进一步推动了城市规划教育的智能化发展，帮助学生更好地

适应未来智能化城市规划的挑战[34]。

2.3 关于城市规划教学中要进行配套的管理改革

为了适应智能化背景下的城市规划教育，必须进行一系列

配套的管理改革。这些改革措施不仅涉及课程内容的更新，还

包括决策支持系统的应用、跨学科的知识融合以及教师技术培

训等方面[42-43]。本节探讨这些改革的具体内容，以推动城市规划

教育的现代化和智能化。

（1）技术驱动的知识更新是城市规划教育改革的基础。随

着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迅猛发展，课程内容需要不断更新，

以融入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智慧城市设计等新兴技术[44]。通

过引入这些前沿技术，学生能够掌握如何将新技术应用于实际

的城市规划过程中[45]。同时，新的教学方法如翻转课堂、项目式

学习等应逐步融入城市规划教育。这些方法可以帮助学生不仅

掌握理论知识，还能在实践项目中应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从而提高学习的互动性和实践性[46]。
（2）城市管理与决策支持系统（DSS）的应用是现代城市规

划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决策支持系统通过帮助规划师快速、准

确地分析复杂数据，从而制定最佳决策，提升城市规划的效率

与精准度[47]。在城市规划教育中，教师应加强学生对DSS系统的

理解与应用，培养学生的数据分析和决策能力[48]。通过案例分析

等实际教学方式，学生可以学会如何运用DSS系统优化城市规

划决策，提高他们的专业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为了适应智能化的需求，跨学科的知识融合也显得尤

为重要。城市规划教育应将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编程等领域

的知识融入课程，推动学科间的融合，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43]。
这种跨学科的教学模式不仅帮助学生全面掌握必要的技术工具，

还能培养他们在复杂、动态的城市环境中进行规划决策的

能力[46]。
（4）创新教学方法与模块化课程设计是提升城市规划教育

适应性的关键。应根据城市规划领域的不断变化，采用模块化

课程设计，将传统教学与新兴技术结合[45]。通过灵活的教学模

式，课程内容能够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调整，确保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既能掌握传统的规划理论，又能理解和应用最新的技术和

方法[49]。此外，模块化课程设计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和需求，提

供更加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实际应用

能力[50]。
（5）随着智能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教师能力的提升与技术

培训成为了城市规划教育改革中的重要一环。教育部门应为教

师提供AI、大数据、VR/AR等新技术的培训，确保教师能够有

效使用这些技术进行教学[46]。只有当教师具备了足够的技术能

力，他们才能够更好地指导学生，帮助学生在智能化城市规划

领域取得成功[43]。
（6）教育评估与质量保证的智能化同样至关重要。随着智

能化技术的应用，课程评估和质量保证也需要依赖智能工具[43]。
例如，数据分析可以帮助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并根据评估结

果优化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从而确保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45]。
这种智能化的评估方法不仅提高了教学管理的效率，也确保了

教育目标的实现[50]。
综上所述，城市规划教育在智能化背景下的改革需要从课

程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创新、跨学科知识融合、教师培训到评

估与质量保证等多个方面进行全面提升。这些配套的管理改革，

可以有效提高城市规划教育的整体水平，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

未来智能化城市规划的挑战。

3 结语

城市规划教育的数智化转型是应对未来城市发展需求的关

键举措[42-43]。通过引入智能化技术，城市规划教育不仅能够提升

教学质量与效率，还能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培养具备跨学科能

力的专业人才[49]。本文从城市场景智能化、城市规划教育智能化

及管理改革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为推动城市规划教育的智

能化转型提供了理论框架与实践方向[46]。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与

教育改革的深入，城市规划教育将在智能化背景下焕发新的生

机和活力。面对这一趋势，教育者们应积极调整认知，深化思

想准备，协同推动未来城市的创新与发展。

首先，在探讨城市规划教育的焕新进程时，教师们必须深

刻且自觉地意识到，这一转型并非仅仅是院长及教授层面的责

任，而是关乎整个学校生态系统与学生群体的共同事业[50]。此过

程可划分为几个递进阶段：起始于传统的“前喻文化”，即教师

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单向传递模式；演进至“后喻文化”，在此阶

段，学生将新知反馈给教师，形成知识逆流的互动局面；最终

趋向于“同喻文化”，促进教育过程中的教学相长。尤为关键的

是，城市规划教育的数智化转型不止于此，它还广泛触及国际

组织、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网络教育平台等多个维度[47]。教师需

要从这些多元化主体中汲取智慧与资源，以实现教育内容与方

式的根本性变革，实现城市规划教育的“大同喻文化”。

其次，技术进步的跳跃性规律对教师在适应数智化教育环

境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2001年世界规划教育大会召开并建

立世界规划教育组织WUPEN以来，已经过去了 24年。在

WUPEN创立之初，为了促进教育资源的广泛传播与利用，特别

是考虑到非洲国家的实际需求，我们致力于降低技术门槛，以

便于这些地区接入教育资源并帮助他们构建自身的教育网络。

然而，在实践推进的过程中，我们观察到全球技术进步呈现出

一种非均衡且动态变化的特征，即“蛙跳现象”。某些曾经落后

的地区能够迅速采纳并应用新技术，实现跳跃式发展。这种技

术进步的非均匀性与跳跃性现象在国际间和国内区域间均存在，

教育者需具备前瞻性的视野，灵活应对技术变革，以更好地适

应并引领城市规划教育的未来发展。

最后，我们不能忘记新冠肺炎疫情对教育体系产生的深远

影响。疫情促使原本预期于2050年逐步成型的网络教育模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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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实现，显著推动了在线教育的普及与深化。外部社会与经济

环境的急剧变化，尤其是突发事件，能够不可预测地加快教育

模式的转型速度与力度。

在城市规划教育持续进步与发展的历程中，城市规划教育

应回归教育本质的三个核心层次：第一层次，培养未来规划师

的价值观与人格，这是数智化技术难以替代的；第二层次，聚

焦于高等教育的本质，即增强学生的专业能力，数智化技术可

以成为强化专业教育的有力辅助，但无法独立完成；第三层次，

优化学生交叉学科知识面的拓展程度与新知识的应用能力。随

着网络教育的兴起，这一维度的学习过程发生了显著变化，学

生通过网络平台自主学习，实现了知识面的自我拓展。数智化

技术在城市规划教育的三个层次中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

在第三层次——知识拓展方面，数智化的作用最为突出，促进

了知识的快速更新与应用能力的提升，但在前两个维度，尤其

是人格层面，教师的作用依然不可替代。

展望未来，随着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城市规

划教育将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与机遇。为应对这一变化，城市

规划教育必须持续创新教学方法，采用先进的技术工具，并培

养具备跨学科背景的专业人才，以支持智能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因此，教育者、政策制定者、行业专家以及科技界应携手

合作，推动城市规划教育的智能化转型。只有通过持续的改革、

技术创新和跨学科合作，才能为未来城市发展培养出更多符合

智能化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在此背景下，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和发展将至关重要：

（1）教学大纲改革：进一步回归人格、能力和知识的三个

教育层次，不仅关注学生的专业知识积累，同时重视其人格成

长与综合能力的提升，不断探索如何更有效地融合技术与人文

关怀，以实现教育的全面回归与升级。

（2）调整知识结构的外延：避免将知识结构限定得过于死

板，应将必修内容精简至核心，为学生腾出更多时间进行自主

学习与探索。赋予学生更大的自主选择权，允许他们根据自身

兴趣与职业规划，灵活选择所需知识点，从而培养其独立思考

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师生关系的同喻转变：在教学过程中，师生关系应逐

渐形成同喻文化。教师与学生平等对话，共同面对城市规划领

域数智化变革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促进师生间的深入交流与

合作，共同探索城市规划教育的新路径。

（4）跨学科融合与多学科交叉：城市规划需结合地理学、

环境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进行跨学科的交叉融合，

从而提升规划的科学性与前瞻性。当前教育体系过于注重知识

的积累，忽视了将这些知识转化为实际技能的过程。因此，需

加强跨学科协作的学习环境，促进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联系，进

一步探讨艺术、科技、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

（5）数据增强设计与智能技术应用：推动数据增强设计在

经典城市规划与设计中的应用，开拓新视角的规划设计方法。

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提升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与

前瞻性，并构建集数据分析、决策模拟与虚拟现实展示于一体

的智能规划决策支撑体系。

（6）实践与理论的平衡：当前教育体系往往过于注重知识

的积累而忽略了如何将这些知识转化为实践的能力。因此，应

关注如何培养学生成为能够反思并推动社会变革与城市可持续

发展的专业人才，强调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7）前沿理论的引入：在理论教育方面，注重新理论的引

入尤其是数智化理论，并进行数智化理论与规划理论实践的融

合。教师应积极关注理论动态，引导学生接触并学习世界最前

沿、最新的网络教育资源，紧跟时代步伐，拓宽学术视野。

（8）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模式：城乡规划专业在实践中面临

线上教学互动与设计实践指导的阻力，因此，线上线下融合的

课堂将成为城乡规划学科自适应教学模式的发展方向。构建集

成体系的课程资料文件库、便于反馈的作业系统与开放的线上

讨论平台，将极大提升教学效率和学生参与度。

（9）公共参与与透明度提升：增强公众在城市规划中的参

与度，提升规划过程的透明度与公开性，确保规划的公平性与

公正性，以促进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支持。

（10）数智化评价体系：为了应对在线/混合学习与职业技能

学习趋势，必须设计新型评价工具，增强微证书认证的适用性，

完善数智化评价体系和决策系统，提升教育成果的评价与反馈

效果。

（11）产学研合作平台：高校应构建数字化转型的产学研合

作平台，为城乡规划学科人才培养提供高效的教育培养模式，

推动学术研究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12）基础设施与数据共享：加强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研究

与建设，强化城市感知系统的构建，打破数据孤岛，建立统一

的数据共享平台，以支撑城市规划与管理的智能化发展。

总之，城市规划教育的数智化转型是应对未来城市发展挑

战的必由之路。通过持续创新和深化改革，我们能够培养出更

多适应智能化城市需求的高素质专业人才，为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坚实的支持①。

注释

① 经过长期的思考，我发现城市规划——这一门实践导向、创新导向、

未来导向的专业学科教育，可能正面临着自其建构以来前所未有的

重大变革与挑战。因此，在2024年的全国城市规划教育年会上，正

式将“城市规划教育焕新”作为会议主题，很大程度上源于数智化

和智能化对规划教育的未来改革和焕新将起关键性历史作用的认

知。

特别感到欣慰的是，全国超过200位老师积极响应，参与了围

绕这一主题的城市规划教育焕新接龙讨论。其中，毕凌岚老师贡献

了“智慧+专业教育”“新时期专业教育”“规划职业价值观”“全能

力体系”等关键词；韦仕川老师强调规划教育需与国土空间规划实

践紧密结合；魏晓芳老师提出了“城乡规划教育迭代升级”以及

“跨校、跨区、跨专业的虚拟教研室”等关键议题；唐乐老师提出

“城市可持续运维”等关键词；邓春凤老师提出“城乡规划学科生态

性”与“知识图谱”的重要性；余压芳老师提出了“产教融合”“学

习共同体”及“虚拟仿真”等关键词；陆张维、范佳、林从华、张

潇、高元等老师对城乡规划人才培养的目标与体系进行了构想；张

秀芹老师思考了“AI时代城乡规划专业知识体系架构”；顾康康老

师提出了“专业实践教学联合体”关键词；范凌云老师提出对“行

业下行背景下规划教育转型升级发展”的思考；贺慧老师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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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产学研深度融合”等关键词；段文老师提出了“本土化、宽口径

人才培养”与“大数据赋能”等关键词；李斌老师构思了“工+商”

融合背景下的城乡规划专业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胡俊辉老师

提出“规划本土化教育模式”关键词；吴巍老师提出“数智化背景

下基于知识图谱的城乡规划专业教学资源优化与开发”；袁敬诚老师

提出了“基于人工智能的课程教学共同体”等关键词；黄健文老师

提出“粤港澳城市设计数智赋能与知识图谱建设”；孟媛老师提出

“社区规划师参与基层治理的创新与实践”；邓雪湲老师提出了“城

市规划教育焕新的国际谱系与本土源流”的关键词，感谢每一位为

城市规划教育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路与见解的老师。

这个关键词接龙的过程，对我有重大的启发，也是我在这篇文

章成文思考过程中的关键支撑点。希望这篇文章也是对这些老师投

入城市规划教学数智化和智能化焕新的热情投入、敏锐观察及深入

思考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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