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学术学位硕士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33                  学科名称：城乡规划学 

 

1.培养目标 

面向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培养掌握城乡规划学学科基础及前沿

理论、研究与实践方法，具有严谨的学术研究能力和良好的学术素养，能够独立

在本学科及跨学科之间从事学术研究的，具有国际视野的高水平创新型学术人才。 

2.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基本要求 

（1）应具备的品德及基本素质要求 

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热爱祖国，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

担当社会责任；秉承“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校训精神，信念执着、品德优良；

坚守学术道德的诚笃情操。 

（2）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及结构 

具备宽广的自然及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具备城乡规划学学科基础理论知

识，了解城乡规划学领域国内外最新学术发展趋势；具备开放兼容的跨学科知识

结构，  

（3）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具备善于知行结合和团队协作的意识；兼具文理艺素养、视野开阔面向国际

的专业底蕴；具备良好的科研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

力与方法。 

3. 培养方向 

（1）城乡规划设计理论与方法  （2）城镇形态与风貌规划概论 

（3）寒地人居环境规划        （4）城乡历史文化保护规划理论 

（5）城乡安全与区域规划理论  （6）城乡规划管理与法规 

 

 

 



4. 课程体系设置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课内/实验 
学分 

开课 

时间 
备注 

学 

位 

课 

程 

 

公 

共 

学 

位 

课 

MX61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2 2 秋 必修 

MX61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必修 

FL62000 第一外国语（硕士） 32 2 春 必修 

学 

科 

核 

心 

课 

AR64304 城市设计理论与方法 24 1.5 春 

必选 

AR64303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 24 1.5 秋 

AR64305 城市交通规划理论 24 1.5 春 

AR64306 城市景观风貌 24 1.5 秋 

AR64102 建筑科学研究方法 24 1.5 秋 

AR64353 地理信息和遥感分析技术

应用 

16/8 1.5 春 

AR64301 规划设计研究Ⅰ 48 3.0 秋 

选

修

课

推

荐

列

表 

城 乡

规 划

理 论

与 基

础 

 

AR64351 区域与城市发展战略 16 1.0 秋 

 

AR64355 城市学 16 1.0 春 

AR64359 生态人居环境规划 16 1.0 春 

AR64356 城市社会学理论与应用 16 1.0 春 

AR64357 城市规划与经济 16 1.0 秋 

AR64360 城市形态学理论与方法 16 1.0 春 

城 乡

规 划

管 理

与 政

策 

AR64354 
城市规划管理法规与公共

政策 
16 1.0 春 

 AR64358 城市安全与灾害风险管理 16 1.0 春 

AR64361 
公众参与城乡规划理论与

机制 
16 1.0 秋 

城 乡
规 划
技 术
与 方
法 

AR64302 规划设计研究Ⅱ 32 2.0 春 必选 

AR64362 
绿色基础设施与弹性城市

设计专题 
8 0.5 春  

AR64363 定量研究方法 16 1.0 秋  

AR64364 质性研究方法 16 1.0 春  

共建课 
AR64365 城市设计理论前沿 32 2.0 春  

AR64366 城市可持续空间结构 16 1.0 秋  

其它 
AR64180 建筑设计与多媒体应用 16 1.0 春  

AR64181 身体觉知设计 16 1.0 春  

必修环节 

AR68301 经典文献阅读及学术交流 - 2 秋 必修 

AR69001 学位论文开题 - 1 秋 必修 

GS68001 社会实践  1 秋 必修 



补修课 
      

      

学位课程为考试课程，选修课程一般为考查课程。原则上用 0.75～1学年时

间完成课程学习，用 1～1.25学年完成硕士学位论文。 

城乡规划学科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总学分要求为 31学分，其中学位课不

少于 17学分，选修课 10学分（其中跨专业选修课不少于 2分），必修环节 4学

分。 

经典文献阅读具体要求见附录 1。 

学术交流活动包括 workshop和学术讲座。学生参加 workshop，每次计做 0.5

学分；参加学术讲座，每个学术讲座 0.1学分，多选不限，最多记 1学分。具体

的讲座时间、名称、主讲人等详见学院通知。研究生在宣读论文或听完每次学术

讲座后的一周内填写上交《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交流活动记录表》，由

导师签字后交学院备案作为记学分的依据。 

 

 

 

 

学院党委审核意见：                  教学委员会审核意见： 

 （党委书记签字）                  （教学委员会主任签字） 
 

 

 

院（系）意见：          

 

 

日期： 

 



附录：城乡规划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经典文献阅读要求及考核办法 

一、基础阅读文献目录（51 篇） 

1.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 宋俊岭，等，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2. 简·雅各布斯.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 金衡山，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3. 彼得·霍尔. 文明中的城市[M]. 王志章，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4. 彼得·霍尔. 明日之城——一部关于 20 世纪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M]. 童

明，译.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 

5. 保罗·诺克斯，等. 城市化[M]. 顾朝林，等，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6. 彼得•霍尔. 城市和区域规划[M]. 邹德慈，等，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2008. 

7. 彼得·尼茨坎普. 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 1 卷）区域经济学[M]. 安虎森，

等，译.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8. Serge Salat. 城市与形态：关于可持续城市化的研究[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2012. 

9. A·E·J·莫里斯. 城市形态史（上/下）[M]. 成一农，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10. 尼格尔·泰勒. 1945 年以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M]. 李白玉，等，译. 北

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11. 亚历克斯 克里格，等. 城市设计[M]. 王伟强，等，译.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

社，2016. 

12. 凯文·林奇. 城市形态[M]. 林庆怡，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13. 阿尔多·罗西. 城市建筑学[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14. 罗伯·克里尔. 城镇空间：传统城市主义的当代诠释[M]. 金秋野，等，译. 北

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15. 克利夫·芒福汀. 街道与广场[M]. 陈贞，等，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 

16. 芦原义信. 街道的美学[M]. 尹培桐，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17. 伯恩鲍姆，等. 美国景观设计的先驱[M]. 孟雅丹，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2003. 

18. 安东尼·滕. 世界伟大城市的保护：历史大都会的毁灭与重建[M]. 郝笑丛，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19. 丹尼斯·罗德威尔. 历史城市的保护与可持续性[M]. 陈江宁，译. 北京：电子

工业出版社，2015. 

20. 国际城市（县）管理协会，等. 城市政府规划实践[M]. （原版第 3 版）. 北

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21. 联合国人居署. 城市规划——写给城市领导者[M]. （原著第 2 版）.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22.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文化[M]. 宋俊岭，等，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23. 史蒂文森. 城市与城市文化[M]. 李东航，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4. 艾伦·J·斯科特. 城市文化经济学[M]. 董树宝，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0. 

25. 贝淡宁，等. 城市的精神[M]. 吴万伟，译. 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

社，2012. 

26.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27. 理查德·桑内特. 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M]. 黄煜文，译. 上

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8. 迈克尔·索斯沃斯，等. 教导与城镇的形成[M]. 李凌虹，译. 北京：中国建筑

工业出版社，2006. 

29. 阿兰·B·雅各布斯. 伟大的街道[M]. 王又佳，等，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2009. 

30. 伊塔洛·卡尔维诺. 看不见的城市[M]. 张密，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31. 莎伦·佐金. 裸城[M]. 丘兆达，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32. 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 嬗变的大都市——关于城市的一些观念[M]. 叶齐茂，



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33. 道格·桑德斯. 落脚城市：最终的人口大迁徙与世界未来[M]. 陈信宏，译. 上

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34. 马克·吉罗德. 城市与人：一部社会与建筑的历史[M]. 郑炘，等，译. 北京：

建筑书店，2008. 

35. 马歇尔. 城市的秘密：地下万象[M]. 周洁，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2008. 

36. 勒盖茨，等. 城市读本[M]. 张庭伟，等，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3. 

37. 塞缪尔·亨廷顿，等.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M]. 程

克雄，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38. 刘易斯·芒福德. 技术与文明[M]. 陈允明，等，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2009. 

39.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 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

迁[M]. 严挺，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0. 戴维·哈维. 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缘起的探究[M]. 周宪，等，编. 阎

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41. 孙施文. 城市规划哲学[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 

42. 周一星. 城市规划寻路[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43. 徐苏宁. 城市设计美学[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44. 顾朝林. 城市社会学[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45. 张京祥. 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46. 童明. 当代中国城市设计读本[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47. 刘滨谊. 现代景观规划设计[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48. 武廷海，等. 空间共享[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49. 王军. 城记[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50. 陆铭. 大国达城[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51. 亚历山大·R·卡斯伯特. 理解城市——城市设计方法[M]. 邱志勇，等，译. 北

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二、专题阅读文献 

由导师结合课题研究方向给出 20 本专著作为扩展文献供学生选择进行专题

阅读。 

三、考核方式 

1.经典文献阅读是从事科研创新研究的重要基础，在阅读过程中，注意积累

经典，并学会批判性思考，形成基本的判断力和理解力。城乡规划学科学术学位

硕士研究生需完成下述环节方可获得“经典文献阅读”环节的 1 学分。 

在导师的指导下，从上述给定的 51 本基础阅读文献目录中选择不少于 10 本进行

阅读，并完成不少于 3000 字的读书报告。 

2.结合导师研究方向，从导师提供的 20 本专题阅读文献中选择不少于 10 本

进行阅读，并完成一篇 4000-6000 字的小论文，论文正文后需列出参考文献（不

少于 25 篇）。 

3.以上读书报告由导师负责审核，签字后交学院备案作为记学分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