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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部署为前提，以建立全新模式的高校教学体系为依据，以专业办学３１年的教学成
果为研究基础，中南大学城乡规划教学团队构建了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五大类课程群来实施教学改革。课程思政教育是

教学改革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基于中南大学城乡规划专业近１０年的毕业生和５个年级在校生的有效问卷数据，利用应
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包含４个一级指标和２０个二级指标的思政教学效果评价体系，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评价中南大学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五大类课程群核心课程思政的实施成效；基于ＢＯＰＰＰＳ教学模型规划精准课程思政五大类课程群核
心课程的教学设计，完成国土空间规划专业核心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及教学模式研究，为构建“大思政”格局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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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土空间规划是一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政策
性较强的新专业方向，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核

心课程思政教学可行性研究，对于提高核心课程

教学质量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是可

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

的基本依据。因此，要实现“多规合一”，强化国

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为了

满足我国城乡规划转型发展和国土空间规划行业

对具有“以人为本、服务社会、科学发展”专业价

值观高层次应用型领军人才的需求，中南大学城

乡规划教学团队以专业办学３１年的教学成果为
研究基础，构建了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五大类课程

群来实施教学改革。在实施效果层面建设课程思

政，对实现立德树人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具有推动作用。

１　构建国土空间课程体系思政共同体的
逻辑进路

国土空间体系五大课程的专业属性和每门课

程内置的思政模式构成国土空间课程体系思政共

同体，其逻辑进路是：从教学主、客体关系的评价

内涵入手，优良的教学成效是教学改革的重要组

成。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可根据在课程思政

中的角色和作用分为管理、实施、受教和社会四

类。评价客体即评价内容分为四个层次：对学校

的评价、对专业的评价、对课程的评价和对学生的

评价。

１．１　评价指标的必要性
从学生视角出发，评价指标包括学生成长发

展、学生能力提升和学生获得感三个维度。从教

师视角出发，可以从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课程思

政、教学效果、教学纪律、职业操守等方面来构建

评价指标体系［１－２］。现阶段，分别构建国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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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体系课程思政教学一级、二级、三级评价指

标，构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评估指标体系，从定

性和定量两个角度分析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课程思

政教学的实施效果。

１．２　评价体系遵循的原则
我们必须明确评价主体、评价原则和评价客

体，这关系到整个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可行性

和指导性。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课程思政教学

评价体系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如下。

（１）个性与共性相结合。从本专业的普遍性
和原理性专业知识出发，根据中南大学课程目标

和特色明确评价工作的重点与难点，构建课程思

政评价指标。

（２）定性评估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对评价主
体各项行为活动的本质及其属性进行质性评价，

做出价值判断。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对研究对象的

思政意识、行为活动和情感进行量化处理，为研究

提供数据支撑［３］。

（３）发展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相结合［４］。发

展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是教学评价的基本方法。

多元化的评价有助于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课程

思政建设，健全新型创新人才培育体系。

１．３　评价主体之间的关系
将教师、社会等参与性评议主体纳入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课程思政评价活动体系中，形成多主

体、全过程、发展性的评价指标体系。

（１）学生。作为课程思政的对象，学生能直
接反映课程思政建设效果及课程思政实施效果。

（２）教师。教师是课程思政的一线推动主
体。应重点考察：教师是否确立了正确的价值取

向；思政元素的挖掘是否科学、客观、合理；提升教

学质量、夯实研究本原的内在根基是否紧紧围绕

“教学求质量、科研求发展、学科求突破、管理求

创新”发展理念来建设。

（３）社会主体。社会主体是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思政教学价值的承接者，评价的发现性与动态

性可直接反映社会需求。

１．４　评价客体指导课程思政的落实
评价客体包括学生和课程。重点考查学生在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课程思政改革前后思想、态度

和能力的变化，关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纪

律、教学效果、职业操守等方面的考核，调整课程

思政教学内容和教学设计。

２　创新协作机制，促进国土空间规划课程
思政共同体发展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课程建设中，通过各层级

共同参与、共同培育、共同发展的综合育人模式来

实现各层级的整体育人功能。通过科学、标准的

层次分析法来确立全新的创新协作机制，建立目

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三个层次协同发展的分析

结构模型。

层次分析法（ＡＨＰ）最早由美国运筹学家萨
蒂（Ｓａａｔｙ）提出，他将与决策有关的元素划分为目
标、准则、方案等若干层次，形成一个多层的分析

结构模型［５－６］。我们借助模糊层次分析法来量化

评价指标和选择最优方案，通过改进评判标度来

构造更实用的判断矩阵以确保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课程思政共同体的建立。

２．１　把控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课程思政共同形态
根据我们三个月来收集的３２７份有效问卷的

数据，结合模糊层次分析法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课程思政教育评价模型，将其分为目标层、准则层

和指标层三个层次。目标层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专业核心课程思政教育评价的总概；根据评价对象

将学生成长、教师教学、专业建设、社会评价设定为

准则层；指标层共包含４个一级指标和２０个二级
指标（如表１所示）。
表１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课程思政教育评价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

课程思政

教育评价

Ｙ

学生成长Ｒ１

教师教学Ｒ２

专业建设Ｒ３

社会评价Ｒ４

思政意识Ｒ１１
文化自信Ｒ１２
学习态度Ｒ１３
学习成绩Ｒ１４
实践能力Ｒ１５
职业规划Ｒ１６
学术道德Ｒ１７
教学内容Ｒ２１
教学方法Ｒ２２
师生互动Ｒ２３
专业认同感Ｒ３１
升学情况Ｒ３２
就业方向Ｒ３３

跨校交流与合作Ｒ３４
专业实践Ｒ３５
培养方案Ｒ３６
生活作风Ｒ４１
职业操守Ｒ４２
责任担当Ｒ４３
工作态度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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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课程思政评价的逻辑
进路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课程思政的基

础，构建比较权重矩阵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课程

思政开展客观评价的依据，是建立科学、系统评价

体系的关键步骤。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课程思政评

价的逻辑进路具体表现为确定各层次、各因素的

权重分值时，采用一致矩阵法进行两两比较，即对

表１同一级别的任意两个评价指标进行重要程度
比较并进行定量判断，从而构造面向不同层级的

两两比较的ｎ×ｎ判断矩阵，称 Ａ＝（ａｉｊ）ｎ×ｎ为“成
对比较矩阵”（如表２所示）。

表２　判断矩阵中各因素重要程度比较

Ａ Ａ１ Ａ２ Ａ３ … Ａｎ
Ａ１ １ ａ１２ ａ１３ … ａ１ｎ
Ａ２ ａ２１ １ ａ２３ … ａ２ｎ
Ａ３ ａ３１ ａ３２ １ … ａ３ｎ
    

Ａｎ ａｎ１ ａｎ２ ａｎ３ … １

　　注：Ａ１～Ａｎ指表１中同一级别的不同评价指标。

采用九分标度法作为判断矩阵 Ａ的标度方
法（如表３所示）。

表３　判断矩阵中元素ａｉｊ的标度方法定位

标度 含义

１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３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

稍微重要

５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

明显重要

７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

强烈重要

９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

极端重要

２、４、６、８ 上述两相邻判断的中值

倒数
因素ｉ与ｊ比较的判断为ａｉｊ，则因素ｊ与 ｉ比
较的判断ａｊｉ＝１／ａｉｊ

２．３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课程思政评价逻辑进路
的数字模型分析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课程思政评价逻辑进路的

数字模型建立在层次分析法基础之上。以层次分

析法为主要设定，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所谓一

致性检验，是指对Ａ确定不一致的允许范围。设
ｎ阶一致阵的唯一非零特征根为ｎ，ｎ阶成对比较
矩阵Ａ的最大特征根λ≥ｎ，当且仅当λ＝ｎ时Ａ
为完全一致的判断矩阵。理论上，如果 Ａ是一致
阵，则有：ａｉｊａｊｋ＝ａｉｋ，１≤ｉ，ｋ≤ｎ。λ比ｎ大得越
多，表示Ａ的不一致性越严重。以最大特征值对
应的特征向量作为被比较因素对上层某因素影响

程度的权向量，其不一致程度越大，引起的判断误

差越大。因而使用（λ－ｎ）数值的大小来衡量Ａ
的不一致程度。

定义一致性指标ＣＩ＝λ
－ｎ
ｎ－１

，当ＣＩ＝０，则具

有完全一致性；当 ＣＩ接近于 ０，则有满意的一致
性。为衡量ＣＩ的大小，引入随机一致性指标 ＲＩ。
假设共有 ｍ的判断矩阵：Ａ１，Ａ２，Ａ３，……，Ａｍ则
生成一致性指标：ＣＩ１，ＣＩ２，ＣＩ３，……，ＣＩｍ。则 ＲＩ
计算如下：

ＲＩ＝
ＣＩ１＋ＣＩ２＋… ＋ＣＩｍ

ｍ
＝

λ１＋λ２＋… ＋λｍ
ｍ

－ｎ

ｎ－１
（１）

ＲＩ结果如表４所示。

定义一致性比率为 ＣＲ＝
ＣＩ
ＲＩ
，当一致性比率

ＣＲ＜０．１时，则 Ａ的不一致性程度在允许范围内，
通过一致性检验。

表４　一致性指标ＲＩ的数据值

ｎ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ＲＩ ０ ０ ０．５８ ０．９０ １．１２ １．２４ １．３２ １．４１ １．４５ １．４９ １．５１

２．４　课程思政评价的逻辑进路数字模型实践
成果

本次调研共收到有效问卷３２７份，来自中南大
学城乡规划专业毕业１０年内的学生和５年制在读
学生。调研问卷各项数据验证了课程思政教育评

价模型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三个层次的分析指

标是科学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课程思政评价逻辑

进路一致矩阵法的比较结果是客观的。中南大学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课程思政教育实施后取得的数

据成果指标数论证是可行的（如表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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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中南大学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课程思政教育准则层及目标层分值结果

评价对象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课程思政教育４个一级指标评分

学生成长 教师教学 专业建设 社会评价
总评分

中南大学城乡规划专业学生 ９１．２５ ９０．３６ ８９．１２ ９２．８０ ９１．６８

　　表５数据显示，中南大学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课程思政评价总分为９１．６８，教学质量等级为“优
秀”。其中，社会综合评价得分最高为 ９２．８０，取
得良好成效。其次为学生成长，评分为９１．２５，意
味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课程思政对学生思维方式

的转变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具有一定的

积极影响，有利于增强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教

师教学评分为９０．３６，说明学生对课程设计、考核
方式和课程进度安排的满意度较高。以中南大学

城乡规划专业为例确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课程思

政评价逻辑进路数字模型，有力补充了关于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课程思政评价创新协作机制的

研究。

３　精准思政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课程思
政教学设计的成效把控

中南大学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课程改革中

建立了五大类课程群：国土空间规划类课程群、

形态／空间设计类课程群、规划理论与相关知识
类课程群、空间分析技术类课程群、实践与执业

类课程群。各课程群包含的专业核心课程如表

６所示。

表６　中南大学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五大课程群

课程群 专业核心课程

国土空

间规划

类课程

群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课程群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原理、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课程群
村庄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原理、控制性详细规划

国土空间专项规划

课程群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城乡基础设施规划、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园林景观规划、风景旅游规划

形态／空间设计类课程群
设计基础（１）（２）、设计初步（１）（２）、场地设计、城市设计原理、城市设计、居住区规划原理、居住区

规划、快题设计

规划理论与相关知识类

课程群

土地资源学、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国土空间规划管理与法规、空间规划前沿、城市

生态与环境模拟、自然地理学、区域规划、城乡规划原理、气候适应性空间规划设计、城市规划思想

空间分析技术类课程群
城乡规划数据科学、城乡遥感技术与应用、城乡规划调查方法、城市规划系统工程学、城乡系统分析

方法、城乡地理信息系统

实践与执业类课程群

控制性详细规划课程设计、城市设计课程设计、规划师业务实践、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课程设计、居住

区规划课程设计、城乡规划社会调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调研、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课程设计、生产实

习、毕业设计（论文）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五大课程群的建立过程
中，我们针对每门课程进行精准思政建设及布局。

专业课程中，主要采用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来提升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课程思政教育的精准性。在授课

前、授课中和结课三个阶段对每一门专业核心课

程进行了思政内容的设定。授课前，通过导入

（Ｂ）和目标（Ｏ）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树立明
确目标。课程学习过程中，通过前测（Ｐ）、参与式
学习（Ｐ）和后测（Ｐ）中教师与学生的互动研讨教
学来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工匠精神和职业道德，

同时，通过课程总结（Ｓ）提升学生知识和思政的

协调统一（如图 １所示）。我们通过 ＢＯＰＰＰＳ模
型来指导国土空间规划系统课程群核心课程思政

的层层导入及严密布局，来促进教育教学精准思

政建设的完善。

精准思维引导下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五大课

程群思政育人理念的建立，有助于有效提升思想政

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实施性，是促进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课程思政教育融合发展的创新举措。

以下以国土空间规划类课程群中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类课程群为例，分析ＢＯＰＰＰＳ模型指导下的专业
核心课程思政育人具体实施过程，如表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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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指导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五大课程群课程思政建设框架布局

表７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指导下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类课程群专业核心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课程群
专业核

心课程

关键思

政点
导入（Ｂ） 目标（Ｏ） 前测（Ｐ）

参与式学习

（Ｐ）
后测（Ｐ） 总结（Ｓ）

对应《纲要》

等供给研究

国土

空间

总体

规划

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

原理

人 文 素

养、家国

情怀

经典案

例学习

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基本概念、

技术方法、规划

内 容、工 作 程

序等

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

的发展形

势解读

结合案例进行现

状分 析、“双 评

价”、规划定位、

设计方案研究，具

备方案、汇报与表

达能力

公共政策

意识、人

本主义、

可 持 续

发展

国土空间

规划基本

理论、技

能和实践

能力

家国情怀、

文化素养、

职业道德

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

人 文 素

养、家国

情怀

经典案

例解读

辨析国土空间

问题的能力，规

划编制的基本

程序，协调和综

合处理的方法

和技术

实践性具

体 项 目

解读

多轮方案修改和

完善，图面表达、

计算机辅助设计、

文本编写等综合

能力

多方案比

较、综合

方案的能

力，方案

图 文 展

示、口头

汇报能力

务实的工

作作 风、

良好的合

作精 神，

具备社会

责任感。

家国情怀、

文化素养、

职业道德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五大课程群专业核心课程
思政是对传统思政课的补充和拓展。在我们建立

的五大课程群中应用课程思政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补
充、完善了传统思政教育的内涵及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专业课程思政育人实践活动的形式，突显了

兼顾个性与共性的培养方式，确立了国土空间治

理视域与治理体系的统筹、优化、引导和规制，确

保了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专业课程精准思政的可持

续发展，实现了国土空间规划教学体系、育人模式

的拓展和突破，对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内

在要求进行了较大提升，适应新时代“大思政”工

作格局的需求。

以中南大学城乡规划专业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五大专业课程群核心课程思政教育为对象构建总

体指标评价体系，引用层次分析法对其实践效果

进行评价。通过对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五大专业课

程群核心专业课程思政指标数据的提取分析发

现，其成效显著。我们必须在坚持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坚持协同育人教育理念、坚持遵循客观规律

的基础上探索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专业课程思政模

式，构建“大思政”格局以保证我们的教育在守正

创新中不断发展，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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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有效的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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