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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从东西方高等教育的“研讨”传统入手，对当代德国高校的城市规划研讨课教学进行评

述，指出该研讨课教学由三部分构成：课题设置，教师可独立或合作开设城市规划研究课供学生选

修，课题会随教师队伍的变动而有所变化；学习过程，包括课下准备和课堂教学，学生在课下阅读、

分析相关文献资料，在课上就课题的调研成果进行交流；评价方式，采用五分制评分办法。德国城市

规划研讨课教学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辨证思考和合作交流能力等方面对我国高校的城市规划教学改

革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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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全球化时代，城市规划课程教学应当

是开放的、研究性的。教师无论是讲授西方

的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还是与我国社会、经

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历史街区更新、居住区规

划和新城建设等问题时，都需要着重培养学

生对知识探索和发现的能力。如果能够调动

起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那么将会为课程带来

更自由的教学氛围、更积极的交流和更大的

信息量，从而达到卓有成效的教学效果。在

当代西方国家的高校里，研讨课教学

(Seml nar)就是这样一种学生与教师、专家

共同研究、交流学术理论与见解的互动式教

学模式，其目的在于多维度地激发学生的学

习潜能，把知识的“输入”和“记忆”转变为

“求索”与“思辨”。在剖析德国高校城市规划

研讨课的构建方法之前，有必要对东西方高

等教育的“研讨”传统进行一下简要的回顾。

2东西方高等教育的“研讨’’传统

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有

提倡自由交流与批判性思考的传统，均重视

学习者对学术思想的主动建构能力的培养。

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稷下学宫”是各学派

百家争鸣的学术高地，西汉官学的最高学府

“太学”也把相互问难与讨论视为重要的教学

形式；宋代的书院还打破了官学闭门授课的

模式，实行门户开放，欢迎远近学者前来交

流和辩论，形成了开放、自由的课堂氛围。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

学与古代高等教育机构并没有直接的传承关

系。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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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德国的高等教育为蓝本，引

入研讨课教学模式，提出“思想自

由，兼容并包”的方针。而后，浙江

大学、复旦大学、杭州大学等高等学

府也相继引入研讨课模式[1|。但自

1949年以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在

很长一段时期内借用苏联的经验，强

调为工业建设培养“高级专门人才”，

因此大学教育注重学生对权威性知

识的掌握和继承，很大程度上忽视

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如果不能充

分鼓励学生对知识的主动建构，势

必造成教育产品的规格化和创造性

人才的匮乏[2—31。

西方的研讨课最早出现于16世

纪德国的师范学校，德国哥廷根大学

的哥斯纳教授于1737年首次将其引

入大学教育。1809年，德国改革家

洪堡在创立柏林大学时提出“科学无

权威、学术自由”的主张，进一步确

立了研讨课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随

着19世纪德国高等教育思想的广泛

传播，研讨课成为西方高校重要的授

课方式之一。

在城市规划教育领域，当代德国

高校的城市规划研讨课教学也许能给

我们带来积极的思考和有益的启示。

8德国高校城市规划研讨课
的构建

在现代主义建筑教育兴起的20

世纪初，无论是在德国的“包豪斯”

还是在苏联的“呼捷玛斯”，研讨课都

是教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4|。然

而，对于大多数中国高校的城市规划

教学而言，研讨课还是—个比较陌生

的教学模式。那么在当今德国高校的

城市规划教学中，研讨课一般是如何

构建的呢?针对此问题，笔者通过对

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魏玛包豪斯大

学和雷根斯堡应用技术大学等院校

中城市规划研讨课的观察，可将研讨

课的教学过程分为如下三个组成部

分。

112规划师pL，一nnER5

3．1课题设置

德国建筑类院校中的教授(PrO—

fessor)乖口讲师(H1 tarbel ter)者阿
以独立或合作开设城市规划研讨课。

课程的选题往往依据任课教师的主

要研究方向，或与设计课程的实际需

要相结合进行设置。研讨课涉及建筑

学、城市国十、区域规划、风景园林、

城市社会学和文化地理学等多个领

域，体现出一定的广泛性和综合性，

目的是拓宽学生的专业知识面，培养

学生多视角认知城市与建筑的能力。

学生既能够选修感兴趣的课题，又能

够通过自由参与其他课题的讨论、交

流来获取更多的知识。另外，城市规

划的各种讲座课、研讨课和设计课并

非各自独立，而是由任课教师根据需

要综合设置。

研讨课的课题随着教师队伍的

变动而有所变化。为保证教学的品质

及给课题输入新的内容，德国高校讲

师的合同期为三年一届，最多被聘任

两届。包括慕尼黑工业大学在内的许

多高校甚至把讲师的任期严格限定

为一届。随着新任讲师的到来，为城

市规划教学注入的新血液不仅有新

的研讨专题，还有新的执教风格和理

论观点[5]。此外，根据理论教学的实

际需要，德国的许多高校每个学期都

会聘请一定数量的校外乃至国外专

家前来授课。例如，魏玛包豪斯大学

建筑学院“欧洲城市研究”硕士专业

每年都会外聘两位以上的学者(任课

的学者来自英国、意大利、荷兰、中

国和日本等国)，开设用英文授课的

理论研讨课。在该专业2005年～2006

年度的课程安排中，供选修的理论研

讨课达九种之多，而且所有课程都集

中安排在每周的前三天，以利于学生

在课下有充足的时间自主学习。

3．2学习过程

参加研讨课的学生—般被限制在

20人以内，任课教师将其分为不同的

研究小组，每个小组负责—个专题的

调研和汇报。在第一节课上，任课教

师对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综述，给出

重要的参考文献目录，鼓励学生广泛

研读相关资料。学生对课题的研讨分

为课下准备和课堂教学两个部分。

(1)课下准备。

为方便学生课下的自主学习，大

学图书馆有专职的管理员负责指导

学生掌握图书馆和网上数据库等文

献资源的检索方法。大学图书馆不仅

有大量的专业书籍，还专门设有供研

究小组成员集体使用的书桌和隔音

的讨论室。小组成员在课下共同阅读、

整理和分析文献资料，在相互讨论中

逐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构建课题汇

报的框架，并进行多次汇报预演。任

课教师会定期和研究小组进行沟通，

了解其学习的进展；研究小组遇到问

题时也会主动寻求教师的帮助。

(2)课堂教学。

城市规划研讨课的课堂教学强

调所有参与者之间的积极互动。研究

小组的成员在汇报时要系统地介绍

课题的调研成果与自己的理解、思考

和主张，其他同学可自由地提出自己

的见解和疑问，与汇报者进行交流和

辩论；教师以与学生平等的身份听讲

和提问，但要注意引导学生的思路，

积极肯定有见地的观点，纠正错误的

意见，并就大家感兴趣的内容进行知

识和信息的补充。有时教师还有意提

出错误的论点，考察学生对知识的理

解。汇报结束后，教师进行知识点的

总结，并对汇报小组的成果和表现进

行点评。汇报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到对

理论的研究和知识的建构中，同时还

锻炼了学生的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

教师通过课堂上的观察，能够客观地

发现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从而

及时地提出意见和建议。

城市规划研讨课的参与者不局

限于选课学生和任课教师。德国高校

的各个院系一般分散于城市各处，高

校的建筑有的属于单幢建筑，有的形

成周边式的街坊，极少出现类似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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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门禁式校园。在德国高校中，

无论是讲座课还是研讨课，市民都可

参与其中。因此，城市规划研讨课上

常会出现退休教授、规划师或者对课

题内容感兴趣的普通市民，他们的参

与拓宽了课堂上的知识面，增加了课

堂上的信息量。另外，参加城市规划

研讨课的学生也不局限于某个年级。

德国高校建筑学院的学习一般分为

初级阶段(Vordl D]om)和主体阶段

(HauDtstudl um)，学院设有面向各

个学习阶段的城市规划研讨课，对选

修者无学龄限制[6J，研讨课上的学生

在年级上往往有多至三四年的差异，

这非常有利于学生在合作和讨论中

相互观摩与学习。

3．3评价方式

参与城市规划研讨课的学生不

仅要进行课题汇报，还须单独撰写结

题论文，教师综合这两项的成绩进行

课程评分。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表现

所做的笔录也是综合评分的重要依

据，同时也体现了教师对学生的尊

重。高校对学生的结题论文有标准化

的格式要求，学生在撰写论文的过程

中要学习掌握科学、严谨的科技论文

写作方法。有些高校的图书馆还将所

有的研讨课结题论文存档并向全校

师生开放，供其查阅。这不仅有利于

知识的交流，更有助于培养学生对自

己负责的学习态度。

德国高校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学

课程普遍采取五分制的评分办法，不

同于中国高校的百分制评分办法。由

于学生在城市规划研讨课上的表现

难以精确计量，采取五分制的评分办

法将成绩分为不同的质量级别，模糊

同一级别上的细微差异，这样的评分

方式不仅较为客观，而且易于操作。

4启示

在德国高校的城市规划研讨课

上，教师的角色√1人给学生传输知识的

“讲授者”转变为引导学生主动学习

知识的“导演”和“参与者”，学生是

课堂上的“主角”，整个教学过程提倡

民主、自由，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通过观察德国高校的城市规划研讨

课教学，不滩绂明翼_具有如下的优点：

(1)培养学生自我管理学习的能

力，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l生。

相比较而言，我国传统的城市规

划教学往往以教师为中心，通过对知

识的强调、重复来强化学生的记忆，

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而未

能真正发挥学习的主动性[”。德国高

校的城市规划研讨课教学使学生转

变为参与教学进程、获取知识的主

体，符合建构主义教育理论提出的

“以学生为中心，在主动的沟通、互

动中建立学习者的知识体”的观点，

因而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

(2)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辨证思

考的能力，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

力。

在研讨课中，现有的城市规划知

识并不被看作是确定的、权威性的，

而是探索I生的、开放性的，学习不仅

是学生对经典学术思想的了解，更是

学生个人见解的表达和不同学术观

点的碰撞过程，教学活动同时是—个

创新和思辨的过程。同时，团队式的

学习模式不仅有利于学生深入理解

所学知识，而且锻炼了学生合作、沟

通和交流的技能，而后者正是市场要

求规划师具备的必要素质。

(3)拓展学生的理论知识架构，

避免城市规划教育产品的规格化和

单一化。

研讨课搭建了一个开放式的平

台，课堂上进行讨论的知识既有教师

课前指定的“规定动作”，又有学生

广泛阅读文献后共同收集、整理的新

资讯和新观点。相较于“教师从头讲

到尾”的教学模式，学生、教师共同

参与、研究的研讨课教学模式，带来

的无疑是更宽的知识面与更大的信

息量。

(4)培养学生在学习中的竞争意

识和对自己负责的精神。

研讨课上的课题汇报就像学生

们展示自我的“星光大道”，无论是

在对学术内涵的理解上，还是在语言

表达上，教师都要考核每个研究小

组、每个学生的能力与表现，这就促

使学生在汇报之前必须进行大量的

准备工作，也使城市规划的教学kl课

堂延伸到了课外，从而大大地提高了

学习的成效。

如何对我国高校现有的城市规

划教学进行改革，更好地为学生夯实

理论基础，是我国城市规划教育的重

要课题。德国高校城市规划研讨课注

重建立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

之间互动的知识平台，塑造学生自

主、创新和思辨的专业精神，其经验

值得总结和借鉴。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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