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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为例，基于学生视角对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系统而细致的调查

分析。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式，收集了大量一手数据，并运用统计分析方法进行了深入剖析。研究

发现，学生对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整体课程安排满意度较高，但在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等方面仍

存在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改进建议，旨在优化城市管理专业教育、提升教学质量。

同时研究还强调了学生建议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高校和教育工作者应持续关注城市管理专

业的发展动态，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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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Guangxi Minzu Norm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conducted a systematic and de-
tailed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for urban management majors from 
the student’s perspective.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primary 
data was collected and analyzed in depth using statistical methods.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students are generally satisfied with the overall curriculum arrangement of the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for urban management major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issues identified in areas such as 
curriculum design and practical teaching. In response to these issues, targeted suggestions for im-
provement are proposed, aiming at optimizing urban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en-
hancing teaching quality. The study also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of student suggestions in the 
talent cultivation process and emphasizes th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long with educators, 
should continuously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management majors and explore innovative 
talent training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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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城市管理专业在培养现代城市管理人才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作为新文科背景下的一个重要学科，城市管理专业不仅承载着传授专业知识的使命，还肩负着培养学生

跨学科思维、创新能力以及社会责任感的重要任务。因此，从学生视角出发，深入了解他们对城市管理

专业的认知与课程设置满意度，对于优化专业教育、提升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城市管理专业 2018~2023 级学生的全面调查，从学生视角出发，对该专

业的认知与课程设置满意度进行了系统而细致的分析。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多种方式，我们收集了大

量一手数据，并运用统计学方法进行了深入剖析。在此基础上，我们试图揭示当前城市管理专业教育中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改进建议。 

2. 文献综述 

近年来，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受到了广泛关注，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丁建和王

海兵(2019)在探讨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时，强调了实践教学和产业需求对于培养高质量人才的重

要性，认为这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社会责任感[1]。高芳、马蒙和肖珏(2018)则进一步提出了

基于产业需求的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并详细阐述了校企合作和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方法[2]。 
张峥和郝根喜(2017)分析了当代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特点和趋势，提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

培养模式改革，包括优化课程设置和加强实践教学环节[3]。王刚(2016)则重点研究了城市管理专业人才

培养的课程体系，指出建设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对于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至关重要[4]。 
刘丹(2015)关注了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中的教学改革与实践，特别是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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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探讨了其对学生实际能力培养的积极作用[5]。杨明和刘洋(2014)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课

程设置、实践教学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改进措施[6]。 
徐海玲等于 2023 年以浙江某高校为例，深入探讨了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路径，为其他高校提供

了宝贵的借鉴经验[7]。刘玉婷等于 2022 年则研究了基于教育技术的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展现了

教育技术在提升人才培养效果方面的巨大潜力[8]。 
陈晓芳等于 2021 年通过 SWOT 分析，为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对策建议，有助于更好地应

对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变化[9]。王俊丽和王强(2020)研究了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课程建设，为优

化课程设置和提升教学效果提供了理论支持[10]。 
最后，张敏和董健(2019)通过实践与探索，总结了一些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实践经验，为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11]。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理论体系，也为相

关教育部门和高校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 
综上所述，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仍需继续深化和完善。尤其是

基于学生视角的研究尚不成熟，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才培养模式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本文基于学生

实际需求，对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进行深入分析，旨在从学生的角度出发，为相关部门提供更有价值

的参考。 

3. 调查数据来源与对象特征分析 

(一) 问卷调查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针对城市管理专业的学生进行。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城市管理专业自

2018 年招生以来，截止目前为止有两届毕业生，2018 级和 2019 级。笔者通过和城市管理专业分管领导、

专业负责人、教研室主任、老师们以及 2018 级~2023 级的学生们进行初步访谈，在充分吸纳各位领导和

老师以及同学们的修改建议之后选择了 2021 级 10 名学生进行调查。对于个别不具有针对性或可操作性

的问题，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审查和修改，以确保问卷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在修改过程中，我们充分考虑

了学生的实际需求和反馈，对问题进行了重新设计和调整，使其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情况，更能够反映

出学生对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真实看法和需求。通过反复推敲和修改，我们最终形成了问卷调查的

终稿。 
2023 年 12 月，针对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018~2023 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 184 份，

有效填写人次为 128 份，本文的分析基于 128 分有效问卷进行分析。 
(二) 被访者基本特征 
1) 学生年级分布 
参与调研的学生来自不同年级，其中 2021 级和 2022 级学生占比最高，均为 24.46%，其次是 2023 级

和 2020 级学生，占比分别为 20.65%和 17.39%。这表明调研结果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能够反映不同年

级学生对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基本看法。 
2) 学生专业志愿选择 
参与调研的学生表示，在填写志愿时，受访的 28 名学生中将城市管理专业作为志愿的学生占比为

36.72%，而未选择该专业的学生占比高达 63.28%。这反映出城市管理专业在学生中的认知度和吸引力有

待提高。 
3) 学生专业认知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城市管理专业的喜好程度呈现多样化。其中，表示“非常喜欢”和“喜欢”的

学生占比分别为 1.56%和 25.78%，而表示“不太喜欢”和“非常不喜欢”的学生占比分别为 12.5%和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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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学生对该专业的喜好程度为“一般”，占比为 56.25%。这表明城市管理专业在学生中的认知度和

认可度有待提高。 

4.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设置的调查分析 

(一) 专业课程思政融入 
在对城市管理专业的专业课程进行思政融入的调查中，显示 91.41%的学生认同课程中思政元素的有

效整合，而只有 8.59%的学生觉得专业课程缺乏思政性。这一发现凸显出城市管理专业的课程设计在融

合思政教育方面的努力，这不仅促进了学生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培养，也提高了他们对专业学习的认

同感。 
(二) 专业课程认知 
学生对于城市管理专业所需掌握的知识和能力有较为清晰的认识。85.16%学生认为学习城市管理专

业可以掌握现代城市管理科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技术与方法，83.59%的学生认为该专业有利于了

解我国城市管理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制度等方面。此外，76.56%的学生们还认为该专业能够培养

宏观决策能力和微观管理能力，70.31%的认为能够培养学生具备从事城市规划与管理、智慧城市管理、

城市危机管理、社区与物业管理等教学科研、政策分析和实际工作的能力。 
(三) 课程安排合理性 
关于城市管理专业的专业核心课课程安排是否合理的问题，被调查的 87.5%的学生表示合理。然而，

仍有 12.5%的学生认为课程安排不合理。这提示我们在课程安排方面仍需进一步优化，以满足学生的实

际需求。在调查专业核心课应该安排在哪一学期较为合理时，学生们的意见呈现出一定的差异。不同课

程在不同学期的安排需求各异，这要求我们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充分考虑课程的内在逻辑和学生的实际需

求，以实现课程安排的合理化。 
(四) 专业方向选修课模块选择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城市管理专业课程模块在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在参与调研的 128 名学生中，各

个模块的选择情况如下： 
城市执法模块共有 79 名学生选择，占比达到 61.72%；城市建设模块的选择人数更是高达 103 人，

占比达到 80.47%，成为最受欢迎的模块；社区管理模块也有 82 名学生选择，占比 64.06%；创新创业模

块的选择人数为 74 人，占比 57.81%，虽然相对于其他模块略低，但也显示出一定的受欢迎程度。 
综上所述，各个城市管理专业课程模块在学生中都有一定的受众基础，尤其是城市建设模块受到了

广泛的关注和选择。这也反映出学生们对于城市管理专业的认识和兴趣在不断提升，他们希望通过学习

不同模块的知识，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和社会贡献做好准备。 
(五) 新文科背景下，城市管理专业希望增设课程情况 
在参与调研的学生中，关于不同城市管理专业技术和应用的选择情况呈现出一定的趋势和特征。 
首先，大数据技术在城市管理专业中的应用受到了广泛关注和认可，选择“大数据技术应用”和“大

数据城市治理”的学生占比均为 77.5%。其次，人工智能与城市管理的结合也成为了学生们关注的焦点，

选择了“人工智能与城市管理”，占比高达 83.13%。此外，“智慧城市管理应用”也受到了学生们的青

睐，占比 80.63%。相比之下，“SPSS 软件应用”的选择人数相对较少，占比 59.38%。最后，“其他”

选项的选择人数占比 1.88%，说明学生们在选择时主要集中在了调研提供的几个主要选项上，对于其他

未列出的技术和应用关注度较低。 
总之，学生们对于城市管理专业中的大数据技术应用、人工智能与城市管理、大数据城市治理以及

智慧城市管理应用等技术和应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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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城市管理专业学生希望增设实践教学平台情况 
在参与调研的学生中，各个实训平台的选择情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首先，“城市智慧网管综合实

训平台”的选择人数最多，占比高达 86.25%；其次，“城市经营管理实训平台”和“AI 智慧城市产业应

用与创新实训平台”也受到了较多学生的青睐，占比分别为 75%和 78.75%；另外“公共事务大数据模拟

决策平台”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仿真实训平台”的选择人数占比分别为 66.88%和 65.63%；最后，

“其他”选项的选择人数最少，占比 1.25%，说明学生们在选择时主要集中在了调研提供的几个主要实训

平台上。 
综上所述，学生们在选择城市管理专业实训平台时，主要关注那些与智慧城市、大数据、AI 等前沿

技术紧密相关的平台，同时也关注城市经营管理和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等实际应用领域。这反映出学生们

对于城市管理专业的认知逐渐深化，他们希望通过实训平台提升自己在多个方面的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 

5.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置中存在的问题探析 

(一) 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的融合尚存在不足 
在当前城市管理专业教育中，尽管教师们在融合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上付出了显著努力，但成效并

未达到预期。据 92%的学生反馈，他们在专业课程中虽能察觉到思政成分的存在，但这些成分与专业知

识的结合显得松散，往往呈现出分离的状态，无法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状况限制了学生通过专业

学习深入理解其社会价值和意义的能力，进而影响了他们培养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过程。 
具体而言，部分专业课程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仍主要集中于专业知识的讲授，对思政教育的融入缺

乏足够的关注和引导。这导致他们未能将思政元素高效地整合进专业教学中，或者所采用的融入方式缺

乏自然性和相关性，难以激发学生的共鸣。 
(二) 学生对专业课程的认知度不足 
调查数据揭示，仅有 25.78%的受访学生表达了对城市管理专业的喜爱。这一比例指出学生对城市管

理专业的整体认知有待加强，许多学生对于该专业所要求的知识和能力构成缺乏明确理解，对未来学习

与职业发展所需具备的技能和素质认识不足。这种认知上的不明确和不确定性可能对他们的学习动力和

成效产生负面影响，使得他们难以有效制定符合个人发展的学习计划与目标。 
进一步地，16.41%的学生表示对城市管理专业不感兴趣，这部分受访者对该领域可能存在误解或偏

见。他们可能认为城市管理专业过于理论化，与实际工作需求脱节，或担忧其就业前景。此类错误观念

不仅影响他们的学习态度和成效，甚至可能导致对专业的完全失望。 
(三) 不同学生对课程安排持有不同的意见 
尽管绝大多数学生(87.5%)对课程设置表达了满意，但仍有一定比例的学生觉得课程安排不尽合理。

这种差异性可能源自学生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多元化的需求和期望。某些学生可能倾向于对特定课程

进行课时扩充或内容深化，而另一些学生则可能认为部分课程繁复且与专业目标不紧密相关。此外，课

程之间衔接的紧密程度及其逻辑关联是影响学生满意度的关键因素。若课程间缺乏有效衔接或逻辑关联

不够明确，学生可能会感到困惑，难以构建系统的知识结构。 
(四) 专业方向选修课模块选择不均衡的问题 
在城市管理专业的选修课程设置中，不同模块根据其知识和技能的培养目标而设计。然而，当前观

察到的现象是，各个模块之间的选择人数差异显著。例如，有 59.39%的学生倾向于选择新媒体运营与管

理模块，而土地评价与管理模块仅有 6.25%的学生意向选择，这可能导致后者因选课人数不足而难以开

设。 
这种不均衡的选课分布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对于热门模块，选课人数的激增或许会导致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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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载，进而影响教学效果；同时，大量学生集中于特定模块可能会限制他们探索其他知识领域的机会，

从而缩减了他们的知识视野和思维广度。另一方面，对于那些选课人数较少的模块，可能会因达不到最

低开课人数而面临取消的风险。这不仅减少了学生的课程选择，也可能对专业人才培养的多样性和综合

性造成负面影响。 
(五) 新文科背景下对新兴技术和应用、实践教学平台设置难以满足学生需求 
在新兴文科教育的背景下，现有的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平台似乎未能充分回应学生们对探索前沿技

术与应用的强烈需求。数据显示，83.13%的学生对人工智能与城市管理课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 80.63%
的学生则偏好智慧城市管理应用相关课程。在实践教学平台的选择上，有高达 86.25%的学生希望参与城

市智慧网管综合实训平台，同时，78.75%的学生对 AI 智慧城市产业应用与创新实训平台抱有极高的热

情。 
这一现象揭示了当前课程体系在整合新兴技术与应用场景方面的不足。学生们迫切希望在理论学习

与实践操作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他们渴望通过更多的实践活动来应用所学知识，以解决实际中的

问题。然而，由于实践教学平台的数量可能有限，加之内容更新不够及时或与行业需求存在一定差距，

因此未能为学生提供充分的支持。 

6. 优化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 深化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的融合 
首先，增强课程设计的系统性和实践性。专业课程设计应考虑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结合，同时融

入思政教育元素。课程内容应围绕城市管理的核心问题，如城市规划、城市社区、公共政策等，结合国

家发展战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从多角度理解专业

知识与社会发展的关联，培养其批判性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其次，优化教学团队的构成。鼓励专业教师与思政教师共同参与课程开发和教学实施。通过组织跨

学科教学研讨会，促进不同背景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设计融合思政内容的专业课程。此外，引

入行业专家参与课程讲授，结合实际工作经验，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 
最后，强化学生参与和反思。通过小组讨论、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等形式，加深学生对社会责任的

认识并促进其实践承担。设立特定的课程项目，要求学生在社区或非营利组织中进行实地工作，然后撰

写反思报告，以此实现从实践中学习和反思。这些活动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还能促进

其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和责任感的培养。 
(二) 提升学生对专业课程的认知度 
根据调查，80.98%的学生对城市规划设计能力表现出高度的看重，而 83.7%的学生则认为城市管理

能力至关重要。这些数据清晰地反映出学生对这两大核心能力的关注和需求。为了进一步提升学生对这

些核心能力的认知，可以采取以下具体策略： 
首先，组织专题讲座或研讨会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可以邀请在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领域具有丰富经

验的专家和学者，分享他们的成功案例、实践经验和行业前沿动态。使学生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城市规划

和城市管理的理论框架、实践方法和未来发展趋势，从而激发对这些领域的兴趣和热情。 
其次，开设与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相关的实践课程是关键。可以设计一系列与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

紧密相关的实践项目，如城市规划方案设计、城市管理案例分析等，让学生在完成这些项目的过程中，

掌握核心技能和方法。 
同时，还可以与企业或政府合作，建立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平台，使他们能够

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学习和应用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的核心技能。 

https://doi.org/10.12677/ve.2024.135262


宰晓娜 等 
 

 

DOI: 10.12677/ve.2024.135262 1685 职业教育 
 

(三) 优化课程安排 
调查结果显示，88.04%的学生积极支持与政府、学院、企业等机构的合作，而 78.8%的学生则表达

了对开展名校教授公开课的强烈愿望。针对这些反馈，可以在课程安排上进行如下优化： 
首先，为了响应学生对与政府、企业合作的需求，可以增加与政府、企业合作的实践课程。这类课

程将包括但不限于实地考察、项目合作等形式，让学生有机会深入一线，了解行业前沿动态，积累实践

经验。也可以与城乡综合执法、大数据管理、市场监督管理等相关部门和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确保这类课程的开设比例达到 88%以上，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学习平台和更丰富的实践机会。 
其次，为了满足学生对名校教授公开课的需求，可以加强与其他学校的合作，引入名校教授资源。

通过开设公开课或在线课程的形式，让学生有机会聆听名校教授的精彩授课，拓宽学术视野，提升专业

素养。 
此外，在引入名校教授资源的同时，也将注重与本校教师的合作与交流。通过共同备课、授课等形

式，促进本校教师与名校教授之间的知识共享与经验交流，提升整体教学质量。 
(四) 平衡专业方向选修课模块选择 
数据显示，部分选修课的选课人数呈现出不均衡的现象。为了平衡这一现象，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深入分析冷门和热门选修课的选课数据是至关重要的。需要仔细研究学生选课的原因、动机

和偏好，以及他们对课程内容的期望和反馈。通过对学生兴趣和需求的深入了解，可以为后续的课程设

置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依据。 
其次，加大对冷门或新兴模块的宣传力度也是必要的。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学校网站等渠道，通过

发布课程介绍、教学视频、学生作品等形式，提高学生对这些模块的认知度和兴趣。同时，还可以邀请

相关领域的专家或教师进行线上或线下的宣讲，与学生分享他们的经验和见解，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此外，根据选课人数和教学效果，适时调整选修课的开设频次和容量也是必要的。可以根据历年选

课数据和教学评估结果，对冷门课程进行优化改进，提高课程质量和吸引力；对热门课程则可以适当增

加开设频次和容量，以满足更多学生的需求。同时，还可以考虑设置一些跨学科或综合性的选修课程，

为学生提供更加多元、全面的学习体验。 
(五) 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调查数据表明，高达 89.13%的学生普遍认为加强实践教学环节至关重要。这一发现不仅凸显了学生

对实践经验的渴望，也为学院提供了优化教学方案的明确方向。为了响应学生的这一需求，可以采取以

下措施来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首先，建立更多的校外实习基地是关键步骤。通过与各类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为学生提

供更为广阔的实践平台。这些实习基地不仅可以使学生亲身参与实际工作，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结

合，还能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行业运作，为未来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其次，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科研项目和创新创业活动也是至关重要的。设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如提供

资金支持、导师指导等，以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通过这些活动，学生可以深入研究某一领域，发挥创

新精神，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此外，定期收集学生对实践教学的反馈意见同样不可或缺。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等方式，及时了

解学生对实践教学的看法和建议，从而根据需求调整实践教学的内容和形式。这种互动式的反馈机制有

助于不断优化实践教学方案，确保其质量和效果达到预期目标。 
(六) 完善人才培养质量评估体系 
首先，制定一套详细的评估指标和标准。这套标准应该包括学生的满意度、就业率、用人单位的反

馈等多个维度，以确保评估的全面性和客观性。通过定期收集和分析这些数据，全面了解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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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效果，为后续的改进提供依据。 
其次，定期开展教学评估和学生满意度调查至关重要。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等形式，收集到学生

和教师对教学质量的反馈意见，了解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和不足。同时，还可以邀请校外

专家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评审，以获得更专业的建议和指导。 
此外，加强与用人单位的沟通与合作也是优化人才培养方案的关键。通过定期与用人单位进行交流，

了解他们对人才的需求和期望，掌握行业发展的最新动态。这不仅可以为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提供依据，

还可以建立更紧密的校企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就业资源。 
最后，根据收集到的反馈信息和数据分析结果，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持续改进和优化。这包括调整

课程设置、优化教学方法、完善实践教学环节等。通过不断地改进和优化，可以使人才培养方案更加符

合学生和用人单位的需求，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 

7. 结束语 

本研究以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为例，深入探讨了基于学生视角的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调查。通

过问卷调查、访谈等多种方式，收集了大量一手数据，并进行了深入剖析。研究结果表明，学生们对城

市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普遍持积极态度，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系列

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改进建议，以期进一步优化专业教育、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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