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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中国国家发改委、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联合发布《关于编制“十三五”产教融合发展工程规划项目

建设方案的通知》(发改社会〔2016〕547 号)，启动实施职业教

育产教融合发展工程规划项目，包括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

校)、高等职业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等 3 项内容。这说

明应用型本科教育是满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

人才的需要，对于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起到积极的

促进作用。在此大环境下，我们要积极探寻培养城乡规划应用

型人才的方法，培养一批满足当下时代发展要求的城乡规划

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2 根据市场导向，明确培养目标，合理开

发、开设课程，更新教学内容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城乡规划专业现行教学体系基本

沿用了原传统研究型高校的设置标准这与当前的人才市场需

求契合度不高，而且在人才培养工作的过程中，除设计院实

习、城市认知实习等课程外，真正去了解研究当下行业情况的

课程太少，接触实际工程的机会也太少；在培养目标的确定、

教学计划制定、组织实施和评价，一系列的过程中，用人单位

的参与度不高，这就导致了学生在毕业后往往需要通过用人单

位的二次培训才能胜任工作岗位。鉴于以上情况，在制定培养

方案时，要多与用人单位沟通，听取相关意见，结合当前前沿

规划领域内容合理开发、开设课程，更新以往陈旧教学内容。

3 改革教学方法、考核方式，注重实践教学

应用型大学有别于学术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更重视

实践教学、强化应用型人才培养[1]。经过多年实践教学的探索

我们发现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

节，也是提高学生社会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从

教学体系建设体现“应用”二字，其核心环节是实践教学。城乡

规划专业是一门技术应用与管理并重的专业，需要有较强的

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传统以教师为主导，学生被动接受知识

的教学方式要改变，要求以学生为主导，教师作为引导者的身

份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同时引进实际项目进课堂，注重实践教

学，考核的方式可与实际项目的成果挂钩。

4 加强校企合作，培养应用型人才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城乡规划专业课程开发和教学方

法改革效果不显著，大多仍采用研究型学科式的课程模式，使

毕业生职业能力难以满足企业需求。为改变这一现状，真正培

养应用型人才，可以加强校企合作。一是学校借助企业这一平

台，让学生参与到实际的工程生产中去，了解工程设计的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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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各种知识和技能，不断成长进步；而植物会被精心地浇水除

草，顺利地长大开花，美丽的花很容易吸引人们的目光。例如：

These young people will soon be the flower of our nation.这
些年轻人很快就会成为我们国家最杰出的人才。

4 以花隐喻时间

用花隐喻时间时，和上面的用法有相似之处，表示人最美

好的青春年华、年富力强的阶段或者国家、机构、组织等最兴

盛的时期。花盛开的时候光彩夺目，鼎盛时期的国家、机构等

同样万众瞩目。例如：

How can you waste the flower of youth like that? 你怎么可

以如此浪费美好的青春年华？

What literature was in flower in England in the Victorian
age? 维多利亚时代哪种文学在英国盛行？

5 以花隐喻写作风格

写作风格多种多样，有的文章运用了各种修辞手法和华

丽的辞藻，就像蔷薇、樱花等植物枝头开满花朵，所以，以花隐

喻华丽的写作风格。例如：

Flowers of speech are the characteristic of his books. 他写

的书的特征就是辞藻华丽。

flower通过隐喻由“花”衍生出新的词义，它的派生词

flowering和 flowery有同样的用法。flowering 作名词时词义为

“开花，成熟，繁荣，兴旺”，而 flowery 的词义是“花似的，多花

的；辞藻华丽的”。

6 以花隐喻繁荣、兴旺

经济、商业等的繁荣与兴旺时处处欣欣向荣，一片繁华，

而鲜花的盛开也会让人感到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例如：

The flowering of the nation will benefit all of us. 国家的繁

荣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益。

7 结语

从对 flower的词义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英语中，

人们通常用直观、具体的事物来隐喻抽象概念。通过这样以具

体映射抽象的方法，人们可以用简洁、洗练的语言来形象地表

达复杂、抽象的概念。英语中这样的用法很多，在教学的过程

中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利用隐喻去记忆多义词，以得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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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在这一过程中接受企业一线设计师的指导，把自己所学知

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增强自己做实际工程的能力，让自己所学

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二是企业借助学校这一平台，以学

生为导体传播企业文化，扩大影响力，提升知名度。在这一模

式下，学校可以了解到当前行业前沿发展状况，根据企业岗位

需求，开发相关课程，更新教学内容，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职业

能力。

5 注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同时也要加紧

专业特色建设

市场导向下各高校注重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而应用型人才

的核心竞争力是离不开自身专业的特色，所以专业特色的建

设是培养应用型人才不可或缺的部分。专业特色的建设一是

要结合国家政策、行业大环境；二是要结合地域特色。201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新的《学位授

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正式将“城乡规划学”提升为一级学

科。城乡规划专业是以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为根本任务、促进土地科学使用为基础、促进人居环境根本

改善为目的，涵盖城乡居民点的空间布局规划，培养城乡规划

专业的技术和管理人才。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位于中国西

南地区，城乡规划专业特色的建设可结合中国西南地区的地

域特色，注重西南地区城市、建筑、人居环境等研究，创造自己

专业的核心理念，打造专业品牌特色。

6 结语

应用型本科区别于普通本科在于应用型本科偏向于应用

技术型人才培养，普通本科主要以学术研究型定位办学。应用

型本科重在“应用”二字，要求以体现时代精神和社会发展要

求的人才观、质量观和教育观为先导，以在新的高等教育形势

下构建满足和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学科方向、专

业结构、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教学环节、教学方法和教学

手段，全面提高教学水平，培养具有较强社会适应能力和竞争

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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