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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大学关于制订 2022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
意见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学校组织本科教育教学活动、实现人才

培养目标的基本纲领。为深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中

国教育现代化 2035》《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的意见》《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新时代山东高等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山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实施方案》《关

于推进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落实学校第五

次党代会决策部署，建立健全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切实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现就制订 2022 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提出如下指

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全国教育大会和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以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教育理念为先导，以推进素质教育为主线，以

提高应用能力为核心，坚持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理论教学与

实践教学相结合、立足学校实际与放眼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相结

合、学生现实需要与终身发展相结合、服务区域经济社会需要与学生

多样化发展要求相结合的原则，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夯实基础，

强化专业，提升素质，合理构建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增强培养

方案与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行业产业发展需求的

契合度，全面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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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立德树人”。不断完善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把“立德树人”融入德智体美劳“五育”教育教学各环节，贯通学科

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推进全程全员全方位育人，

实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三位一体”，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推进“四个融合”。人才培养方案在传承和做强做优专业特

色的基础上，结合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要求，推进本科生培养与研

究生培养、专业建设与学科建设、教学与科研、育人与育才“四个融

合”的教育教学改革。

（三）坚持学生中心。坚持“以生为本”，落实“四个回归”，尊

重学生成长成才规律，充分考虑当代大学生的人格特点、心理需求和

学习特点，为学生充分发展自己的志趣、特长与潜能创造条件。充分

发挥综合性大学优势，优化“因材施教、分类培养”人才培养模式和

课程体系，注重学生个性发展，满足学生成长成才和社会对人才的多

样化需求。

（四）坚持产出导向。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未来经

济社会发展对专业人才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的新要求，以突出能

力培养的产出导向教育理念为指导，立足学科专业建设基础和办学优

势，科学确定各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

（五）坚持质量标准。认真落实《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

质量国家标准》、专业认证、本科教学审核性评估、行业准入等重要规

范、标准和要求，注重课程的前瞻性、知识的系统性、结构的严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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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课程与课程、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课内教学与课外指导的关

系。

三、基本要求

（一）优化人才培养目标

坚持面向需求和产出导向，凝练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

构建“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核心”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做好培养方案顶层设计，厘清内外需求与培养目标、培养目标与毕业

要求、毕业要求与课程体系、教学环节、教学内容等的关系矩阵，构

建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体系，做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知识、能力、素

质全面协调发展、综合提高。

1.学校总体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

培养目标：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富

有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创新创业能力和良好发展潜质的高素质应用

型专门人才。

培养要求：根据学校人才培养总体目标，学校毕业生应具备以下

知识、能力和素质：

（1）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

品质、团结协作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2）具备一定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创新创业等领

域的知识和素养，具有较强的外语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具备较高的

信息素养。

（3）系统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了解相关学科发展现状及前沿动态，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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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以及继续学习

和不断提高的能力。

（5）具有良好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

（6）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

好的心理素质。

2.各专业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

在认真对 2016 年以来培养目标达成情况充分评价的基础上，结合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业发展需求和专业办学实际，依据学校人才培

养总体目标和培养要求，参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 年）》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专业认证要求，借

鉴国内外高水平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先进经验，突出学科专业特色，

研究分析明确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科学合理制订体现专业特

点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

（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坚持通识教育基础上宽口径专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深化“因

材施教、分类培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鼓励因院制宜，推动科教融

合、产教融合、医教融合、校地校企校际合作等育人方式，探索拔尖

创新、卓越计划和交叉复合等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丰富双学

位、辅修专业、微专业、创新实验班等培养计划，激发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1.深化“因材施教、分类培养”教育教学模式改革

按专业类进行大类招生大类培养的专业，要根据专业实际和特点，

制定专业分流方案，并纳入人才培养方案；第一次专业分流前，按专

业类设计学生共同修读的学科基础课程。根据学生多样化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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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分流后，应设置专业提高方向、专业应用方向和专业任选课

程等若干个专业发展方向，每个专业方向的课程设计要体现关联性、

系统性，设计若干课程组；通过聘请校内外富有教学经验和实践经验

的兼职教师、借助慕课（MOOC）和私播课（SPOC）等课程资源，增加

选修课比例，为学生自主学习和个性发展创造足够的空间。鼓励学院

开设跨学科专业的交叉课程，鼓励学生跨学院、学科、专业选修课程，

选课学分计入学生毕业总学分。鼓励在大学一年级开设专业导论课或

新生研讨课，适当安排学科基础课程。

2.探索实施“主专业+微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基于学校学科专业综合优势，主动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新产业的需求，构建新型跨学科专业组织模式，探索开发 4-10 门课程

组成、每门课程原则上为 2～3 学分、总学分控制在 12-30 学分的课

程模块，建设微专业，促进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等学科

专业交叉融合和产学研用协同发展，满足复合型人才培养以及学生的

个性化发展和多样化需求。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专业选修课程模块

后，增设微专业选修模块，由学生根据个人发展需要自主选修，是否

选修微专业课程、选修微专业数量均不列入主专业毕业必要条件。学

生依照学校发布的微专业招生简章，修满所选微专业全部课程合格的，

由微专业开设高校颁发微专业证书。获得微专业证书的学生，可向所

在学院申请，经学院审核同意、报教务处备案后，可抵免 2 学分通识

选修课程。未获得微专业证书并决定不再继续修读该微专业的学生，

若有与主专业应修课程修读要求相同的合格课程，可向学院提出申请，

经学院审核同意、报教务处备案后，可免修主专业应修的相应课程。

微专业课程学分学费按微专业开设高校学分收费规定收取，详见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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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章。

3.深化教师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山东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

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教育部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学前教

育等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

专业认证实施办法”等文件精神和师范专业认证标准，统筹兼顾教师

职业资格的基本要求与职业发展的长远需要，构建“通识教育类课程+

专业教育类课程+教师教育类课程”的教师教育类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设置教师教育必修模块和教师教育专业任选模块，科学设置“见习+

实训+研习+实习”实践教学环节，贯穿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全过程，

推进师范教育本硕贯通培养。非公费师范生培养实行“二次选拔”，选

拔有从教志向和乐教适教的学生修读师范专业；积极探索“互联网+

教师教育”新模式，将新技术融入师范教育；探索开展“工科+教师教

育”的职业教育优秀师资人才培养模式，为工科学生拓宽成长路径。

（三）完善课程体系结构

坚持“立足行业、面向社会、强化应用、突出实践”，参照专业认

证标准和行业指导标准、规范，立足学校办学优势与特色，积极吸纳

优秀企业家、行业专家、专业技术人员共同参与人才培养课程体系论

证。工科类专业要依据《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科学设置课程，农

工经管类专业课程设置要强化实践应用，基础文理类专业课程设置要

做到理论与实践并重，师范类专业要依据《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科

学设置课程做到学术性与师范性并重。深化“五育”并举，加强思想

政治教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处理好德智体美劳“五育”关系。

厚植学科基础，拓宽专业口径，凝练核心课程，强化实践课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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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优化“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多元特色实践”的“厚基础、重实践、

强能力”专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适度降低培养方案总学分、总学时，

提高选修课程数量及在总学分中比例。要立足教育教学全过程，对现

有课程逐一进行梳理，优化课程体系结构和教学环节，加大课程重组

和整合力度，精减与人才培养目标相关度较低的课程，整体优化教学

内容，提高教学效率。坚决杜绝因人设课，每门课程都应明确知识、

能力和素质培养的具体要求，保证培养方案设置的课程有用、有效、

先进、科学、规范。

鼓励学院跨学科专业探索综合应用能力培养，开设产教协同课程、

项目化课程、学科交叉课程，实施因材施教，为学生个性、全面发展

提供多样化选择。

（四）完善实践教学体系

推进应用性强的工农医经管等专业开设学院建设现代产业学院，

鼓励文理专业加强实践教学体系优化，将实践能力培养和创新创业教

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统筹推进实践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大力加

强探究性课程、开放实验、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化课程、产教融合课

程的建设。鼓励各专业结合专业特点按需开展社会调查、现场实践等

实践教学活动，增强实践性教学环节的系统性、整体性和综合性，促

进教育教学与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科研训练相结合，突出对学生工

程意识、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培养。提高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

例，理工农医等专业实践学分比重不低于 30%，人文社科等专业实践

学分比重不低于 20%。

理工农医类专业要加大对实验课程内容的调整与整合，16 学时及

以上的实验课程要独立设课；不足 16 学时的实验课程，一般应在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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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后独立设置。对于课时较少或暂时不宜独立设置的实验课，要按

照要求开足实验课。要尽量开设选修实验课，或者在实验课中设置选

修实验项目，以满足分类培养的要求，提高实验室开放程度。

对理论教学、实验教学、专业实习实训、毕业论文（设计）、社会

实践活动、就业创业指导等教学环节，要统筹兼顾、一体化设计，理

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开设的课程要单独注明实践教学所占的学时、

学分，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要紧密联系，通过政产学研用结合与兴趣

小组带动，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五）深化课堂教学改革

坚持“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位一体课堂教学理念。

实施课堂革命，打破沉默课堂，深化研讨式、启发式、项目式等教学

方式改革；推进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推行混合式教学，

实现由“教师中心”向“学生中心”、满堂灌的“单声道”向互动式的

“双声道”、“知识输入”（哪些内容我要讲授）向“知识输出”（哪些

能力是学生通过学习应该获得的）、“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的“四

个转变”。强化课程质量意识，提高课程建设质量，打造一批选用高水

平教材，具有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线下、线上、线上线下混合、

虚拟仿真和社会实践一流课程。

（六）优化学业评价方式

以学生能力达成为导向，建立灵活多元、科学合理的学业评价方

式。改进学业评价方式，强化过程性考核，提高平时成绩（如课前预

习广度、课中参与深度、随堂测验或单元测验得分、互助学习贡献、

课后作业练习完成质量、期中考试等）比重，促进记忆性考核向综合

评价转变。每门课程要结合课程目标和学生综合素质要求，在培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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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及课程标准（教学大纲）中明确相应的过程性考核方式和考核标准。

加强题库建设，推进教考分离。

四、学制、总学时、毕业学分

（一）学制

1．采用弹性学制。标准学制为四年的专业，学习年限一般为 3～

8 年；标准学制为五年的专业，学习年限一般为 4～10 年。学生参军

期间不计入学习年限。

2．本方案按四年或五年的标准学制编制。

（二）总学时

1. 四年制人文社科类专业总学时≤2500，理工农医类专业总学时

≤2700。五年制本科专业总学时≤3000。

2. 总学时不含学生自主选修的微专业学时。

（三）毕业学分

1．原则上，四年制人文社科类专业总学分 160 左右，理工农医科

类专业总学分 170 左右；五年制本科专业总学分≤200。

2.参加专业认证的专业，可根据专业认证要求，适当调整总学时

学分。

3. 毕业学分不含学生自主选修的微专业学分。

五、培养体系

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由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专业教育课程体系和实

践教学体系三部分组成，体系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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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包括通识教育必修课程和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1．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大学语文、公共体育、

军事理论与技能训练等。通识教育课程贯穿到人才培养全过程，鼓励

学生在线学习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和军事理论、形势与政策等通识教育

必修课程。本次修订将通识教育必修课程总学分设置为 41 个学分，计

入总学时数 736 学时。

（1）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要求

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形势政策”、“四史”教育，共 288 学时，18 学分，其中实践教学 5

学分。该类课程由马克思主义学院根据中宣部教育部《新时代学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教材〔2020〕6 号）、《教育部办公

专业实践

人才培养体系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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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关于在思政课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的通知》（教

社科厅函〔2021〕8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

估实施方案（2021—2025 年）》（教督〔2021〕1 号）等文件要求开设。

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共同精神支柱和强大精神动力。

要本着“进头脑”“要管用”的原则，精讲课内、加强课外、形式多样、

提高效果。优化思政课程线下教学内容与网络教学资源，深化模式改

革，采取校内、校外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方式，主要包括参观考察、观

读活动、走访调研、社会实践等形式，各教研室根据课程安排和教学

目的拟定计划和选题，由任课教师担任指导教师，在学院总体安排下，

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2）“大学外语”课程开设要求

各专业学生根据发展需要在“大学英语”、“大学俄语”、“大学日

语”、“大学韩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等课程中选择其中一种语言课

程作为“大学外语”修读。“大学外语”课程共 192 学时 12 学分（含

实践教学 4学分），分 4 个学期开设，第一、二学期每学期 4学分，每

周 4学时；第三、四学期每学期 2 学分，每周 2学时。学生在选修《大

学英语》（一）、（二）、（三）后，面向未达到《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

版）基础目标的学生继续开设《大学英语（四）》，面向已达到较高水

平的学生开设《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和《跨文化交际》等课程，

供各学院根据专业发展要求和学生多元需求选择修读。该课程由大学

外语教育学院负责开设。开课学院要贯彻落实教育部有关文件要求，

加强与各学院各专业沟通交流，深化大学外语教学改革，创新大学外

语教学模式，拓宽学生国际视野，增强学生语言能力和国际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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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各专业学生多样化、个性化发展需要。

（3）“公共体育”课程开设要求

贯彻《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文件要

求，加强体育教育，以体育智、以体育心。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公

共体育”课程，每一学年学生须选择一项不同运动项目作为学习内容，

满足掌握 2 项运动健身技能的要求。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体育与健康

一般理论知识，各运动项目的专项技能和健身方法等，共 144 学时，4

学分，其中实践教学 2 学分。该课程由体育学院负责开设。学生须修

满学分，并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中各项目的测试达标，

方可毕业。经费划拨由体育学院自主选择按学分乘系数 2 或按 144 学

时计算。

（4）“军事理论与技能训练”课程开设要求

“军事理论与技能训练”由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教育、军事技能

训练两部分组成，共 2 学分。其中，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教育为 16 学

时，计 1 学分；军事技能训练时间为第一学期第 1-2 周（14 天，不计

入总学时），计 1 学分。由后备军官学院根据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

员部《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教体艺〔2019〕1 号）、教育

部《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教材〔2020〕5号）的要求开

设。该课程要达到让学生了解掌握军事基础知识和基本军事技能，增

强国防观念、国家安全意识和忧患危机意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

承红色基因、提高学生综合国防素质的目的。

（5）“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等 3 门课程调整为通识教育必

修课程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32 学时，计 2学分，由大学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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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负责开设。

公共艺术修养系列课程，学生须至少选择修读满 2 学分方可毕业。

由美育教育中心负责开设，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教育部关于切实

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组织开设以审美和人文素养培

养为核心、以创新能力培育为重点、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

艺术经典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公共艺术修养系列课程。

“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由学生工作处就业指

导中心结合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学生个性发展特点，分两个学期开

设，共 32 学时，计 2 学分，其中，第一学期开设“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与就业指导（一）”，以职业生涯规划、入学与适应性教育为主，16

学时，计 1学分；第六学期开设“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以就业指导为主，16 学时，计 1 学分。

（6）特殊专业课程开设说明

体育教育、运动训练、运动康复、舞蹈学专业可不开设“公共体

育”课程；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可不开设“大学外语”；思想政治教育，

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专业可不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课程；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历史学，外国语

言与外国历史专业可不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思想政治教

育、法学专业可不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思想政治

教育专业可不开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课程；教育学、小学教育、学前教育专业可不开设教师教育类公共课

程；艺术类专业可不开设公共艺术课程。但以上课程的教学要求要全

面贯穿到相关专业课程教学中去，教学标准和要求不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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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由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创新创业

教育、教师教育五个模块组成。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模块

的课程由各学院组织申报开设，创新创业教育模块的课程由创新创业

学院组织申报开设，教师教育模块的课程由教师教育学院组织申报开

设。创新创业模块中“创新基础”“创业基础”为限选课程，两门课程

各 1 学分，所有专业学生均需修读。原则上，理工农医类专业应选修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模块课程，文科类专业应选修自然科学模块课程。

各专业根据培养目标、专业认证等要求，自主合理确定学生应选修模

块、每个模块应选学分。

“大学语文”课程由通识教育必修课程调整到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的人文科学模块，32 学时，2 学分，该课程由文学院大学语文与写作

教研中心负责开设。开课学院要以培养学生汉语言文字的应用能力和

水平、文学审美素养、传统文化素养与现代人文精神为目标，全面促

进当代大学生文学审美素养的提升、人文精神的养成、思想境界的升

华、创新性思维的培育与健全人格的塑造。

（二）专业教育课程体系

专业教育课程体系包括专业教育必修课程和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1．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包括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二个模块。

学科基础课程模块是指《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

（2012 年）》中同一学科门类下各专业学生均应修读的课程，该课程

模块由专业所在学院负责设置。依据《聊城大学本科新生第一学年基

础教育计划实施意见（试行）》（聊大校发〔2018〕96 号），各专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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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学期开设新生研讨课或专业导论课程，共计 16 学时，1 学分。

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大学化学等学科基础课程实行分级教学，各学

院根据专业需要自主选择。按专业类招生的专业，分流前专业类内各

专业修读相同的学科基础课程。课程设置见附件 4。

专业核心课程模块设置由各学院根据专业特点自主设置，各学院

要围绕专业核心课程建设，梳理专业知识点，整合优化相关课程，科

学分配理论课时与实践课时。构建综合性、前沿化、少而精的专业课

程体系。

2．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专业选修课程根据不同类型人才的培养需求和毕业去向，如就业、

考研、跨学科发展、开发学生专业兴趣、拓展专业能力等因素设计多

元化的课程体系。各专业需对学生选修课程的修读进行专业帮助与指

导。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一般设方向和专业任选课模块，方向模块包括

专业提高方向、专业应用方向、特殊需求方向，学生根据自身特点至

少选择一个专业方向修读。教师教育专业要设置教师教育专业选修方

向，供教师教育专业学生任选。专业任选课程门数与学生应修课程的

门数之间的比例一般应在 2:1 以上，学院应积极利用慕课（MOOC）和私

播课（SPOC）等课程资源，丰富专业选修课程，增加课程数量，满足学

生在学分制管理模式下个性发展的需要。在保证专业核心课程的基础上，

尽量减少必修课程，增大选修课程（包括专业教育选修课、实践教学选

修课程、通识教育选修课）的比例。鼓励开设学科交叉课程，包括跨专

业课程、跨学科课程；学生至少须跨学院、跨学科、跨专业选修 1门课

程，不少于 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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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类课程模块单独列出，其学时学分比例严格按照教育部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和师范专业认证标准的执行，教师教育课程设置表

见附件 5。

（三）实践教学体系

实践教学体系分为基础实践、专业实践、综合实践三个层次，包

括军事技能训练、劳动教育与实践、社会实践、实验、各类实习、课

程设计、项目化课程、产教融合课程实践、毕业设计（论文）等实践

教学环节。各学院要充分重视实践教学，强化实践育人，每个层次设

计不同实践教学模块，增加实践教学学分比重，着重培养学生实际动

手能力、专业实践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专业实践教学学分所占总学

分的比例：理、工、农、医等专业实践学分比重不低于 30%，人文社

科等专业实践学分比重不低于 20%。

1.基础实践。旨在培养学生基础性技能。主要包括基本技能训练

（如金工实习、电工实习、教师职业技能微格训练、三字一话等）、基

础实验、劳动教育与实践等。

“劳动教育与实践”课程开设要求。“劳动教育与实践”课程，32

学时，计 1 学分。由学生工作处负责开设，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教育部大中小学

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精神和要求，准确把握新时代劳动教育内

涵，与专业生产劳动、科研训练、社会实践相结合，明确劳动教育重

点、主要内容、考核方式等，形成工作方案，构建劳动教育课程体系，

必须确保本科阶段不少于 32 学时，把劳动教育做实、做到位。

2.专业实践。旨在培养学生掌握基本的专业技能和方法，促进学

生科学思维能力的提高。主要包括专业实习实训（如专业见习、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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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产实习、课程实习、社会调查、工程测量、艺术写生、实习

支教、研习等）、课程论文（设计）、项目化课程、产教融合课程、专

业实验（包括验证性、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项目化课程引导学生以动手设计和制作应用为主，通过项目载体，

实现交叉学科知识的融合应用。各专业须设置不少于 4 个学分的项目

化课程，并构建逐级提升的项目化课程体系，即从新生基础性项目化

课程至大二阶段的提升性项目化课程，最终大三、大四阶段进入创新

性、研究性项目化课程。学生在项目实践过程中边学边做，提升团队

协作能力、沟通表达能力、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产教融合课程是学校现代产业学院多主体协同育人过程中或各专

业在校企合作过程中共建的具有区域产业、行业特色的课程。这类课

程把产业理念、产业技术、产业文化、产业资源融入课程建设，从而

实现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贯通融合，服务应用型人才

培养的重要媒介。设有现代产业学院的二级学院，须梳理在办学过程

中形成的能够稳定开出、具有产业特色、校企共同开设的课程或工程

案例，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授课方式，至少开设 2 门，每门不少于 1

学分（16 课时）的现代产业学院课程，供相同或相近学科、专业的学

生选修。未设现代产业学院的二级学院，可依托立项的校级质量工程

项目（校企合作课程）、校级以上校外实习基地等平台、学院和专业办

学过程中校企深度合作的案例和成果，至少开设 1 门不少于 1 学分（16

课时）的校企合作课程，供相同或相近学科、专业的学生选修。

3.综合实践。旨在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分析解决社会实际问

题的能力。主要包括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以及专业性的创业

实践、社会实践等第二课堂实践活动。第二课堂课程 3学分（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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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校团委按《聊城大学“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实施细则》（聊大校发

〔2019〕17 号）文件规定实施。

单独设置的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名称要规范统一，课程名称后面

要用“--实验”、“--设计”、“--实习”、“--实训”、“--实践”。

七、学分计算

（一）学分计算要求

1.理论课 16 学时计 1 学分，单独设课的实验、实训、上机课按

32 学时计 1 学分。

2.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应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集中进行的实践教

学每周计 1 学分，分散进行的实践教学环节每 2-4 周计 1 学分，各专

业也可根据专业实际需要调整学分计算标准。

3.学时学分换算不够整数时，按四舍五入计算。

4.经学校批准出国留学、研修所得学分换算办法，按学校有关规

定执行。

（二）创新创业实践学分

各学院对大学生参与专业科研实验、论文撰写、专利开发、创业

实践、各类学科竞赛等活动并取得一定成绩或成果，认定相应学分，

可充抵专业选修课程学分，最高不超过 6 学分，具体要求和学分认定

办法，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经省级以上主管部门组织考核并获得相

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按级别高低分别计 2～4 学分，对应的课程可申

请免修，免修课程的学分认定由各学院确认，报创新创业学院审核，

教务处备案。

（三）等级考试学分

非英语专业学生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在 425 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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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425 分），可申请免修 2 学分的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免修课程的学

分认定由各学院确认，报教务处审核备案。

（四）学时、学分分配表

标准学制为四年和五年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各课程模块学时、

学分分配见下表。

学时、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736

42（含实践 12

学分）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

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

专业教育选

修课程

专业提

高方向

课程组 1

课程组 2

……

专业应

用方向

课程组 1

课程组 2

……

专业任选课程

微专业选修课程 不计入 不计入 不计入

教师教育课程

（仅限师范类专业）

必修
≥14 9-10%

选修

实践教学

理工农医类专业
≥30%（含通识教

育实践）

人文社科类专业
≥20%（含通识教

育实践）

合计

标准学制为四年的

专业

人文社科类≤

2500，理工农医

类≤2700

人文社科类 160

左右，理工农医

类 170 左右 100%

标准学制为五年的

专业
≤3000 ≤200

说明：

1.各专业围绕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自主设置专业任选课程，也可以让学生跨学院、专业选修课程，

鼓励开设学术前沿讲座课程。课程门数、学时学分由各学院自主设定。

2. 非独立设课的实验教学的学时、学分计入实践教学学时、学分，理论与实验学时、学分的具

体比例由学院根据专业特点和管理规定确定。

3.微专业选修课程模块，由学生根据个人发展需要自主选修，是否选修微专业课程、选修微专

业数量均不列入主修专业毕业必要条件，学时、学分均不计入主修专业总学时、总学分。微专业课

程学分收费按微专业开设高校规定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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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说明

（一）各学院的培养方案编制修订工作，由院长统一领导，成立

由教授委员会主要成员和专业负责人组成的编制工作小组。在人才培

养方案编制过程中，充分调研论证，更新教育教学理念，注意吸收国

内外同类专业的经验，注意征求和吸纳用人单位、优秀校友、在校学

生和学生家长的意见。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经学院教授委员会或专家

组审议通过，院长核准签字后，报教务处。经校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审议，报学校批准后执行。

（二）各需要认证专业的课程设置，必须符合相应专业认证标准

要求。

（三）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主要课程（环节）与培养要求，要制

订学生毕业要求对本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矩阵、主要课程（教学

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四）培养方案的平均周学时控制在 26 学时左右，最多不超过

36 学时。每学期开课门数（包括必修和选修）原则上控制在 10 门以

内，期末考试课程一般不超过 6门。

（五）工科等应用性强的专业可根据实际需要，安排暑期小学期

教学，暑期小学期一般集中安排在秋季学期开学之前，主要安排校内

外实习实训，也可以安排一些小型课程或讲座。小学期课程列入人才

培养方案，计入教学工作量。

（六）开展中外合作办学、校企合作、卓越计划、创新创业实验

班、贯通培养、公费师范生、公费农科生、微专业、第二学士学位、（辅

修）双学士学位等培养专业要体现专业人才培养特色，须单独制订人

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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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学院根据专业需要选择《聊城大学高等数学等学科基础

课程设置表》（附件 4）当中的课程，不可自行调整学时学分。

（八）通识教育必修课“军事理论与技能训练”中军事技能训练

14 天不计入总学时，通识教育必修课共 41 学分 720 学时。

（九）各专业需在培养方案备注栏填写具体的修读要求。

（十）各专业培养方案在执行中，如遇特殊情况需要变动，在符

合学校基本要求的基础上，由学院向教务处申明理由并提出修改建议，

经核准后执行。

（十一）本次修订的培养方案自 2022 级起执行，解释权归教务处。

附件：1．聊城大学课程编码规则

2．聊城大学学院（单位）代码

3．聊城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设置表

4．聊城大学高等数学等学科基础课程设置表

5．聊城大学教师教育课程设置表

6． XXXX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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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聊城大学课程编码规则

一、课程号码编制定义

此次新编制的课程号码共 10 位： 01 0 00 0 00 01

第 1-2 位为教学单位代码；

第 3位为专业代码（通识教育课程代码为 0）；

第 4-5 为课程类别代码；

第 6位为开课学期代码；

第 7-8 位为方案修订年份代码，新增课程本次为 22；

第 9-10 位为课程序号代码；

课程类别代码：

通识教育课程代码为 1，通识教育必修课程为 11，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为 12。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代码为 2，学科基础课程为 21，专业核心课程为 22。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代码为 3，专业提高方向为 31，专业应用方向为 32，专业任选课

程为 33。

实践教学代码为 4，实验课程代码 41，其余专业实践课程 42。

二、其他说明

新版课程号码的编制中，部分课程将会在课程名称后标注相关课程属性说明。如，

双语教学课程在课程名称后标注“（双语）”字样；独立开设的实验课程在课程名称后标

注“（实验）”字样；独立开设的上机课程在课程名称后标注“（上机）”字样；独立开设

的课程设计，在课程名后标注“（课程设计）”字样。

独立开设的课程，单独计算学分，单独考核，考核方式可由各教学单位自定。

系统已有课程（课程名称、学分相同）的课程号码继续使用，不再编制新号，新增

课程编号不可与系统已有课程编号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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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聊城大学学院（单位）代码

单位编号 单位名称

01 商学院

02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03 马克思主义学院

04 教育科学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05 体育学院

06 文学院

07 外国语学院（大学外语教育学院）

08 美术与设计学院

09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10 数学科学学院

11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12 化学化工学院

14 地理与环境学院

15 生命科学学院

16 传媒技术学院

17 计算机学院

1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9 农学与农业工程学院

20 音乐与舞蹈学院

21 法学院

22 建筑工程学院

23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24 药学院

25 后备军官学院（武装部）

28 医学院

29 质量学院

3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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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聊城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设置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总

学

时

开设

学期
备注

思想

政治

理论

课程

03011118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Moral Character and Introduction to Law 3 48 一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分

为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
门中选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

据《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

若干意见》（教社科

〔2018〕1号）、《新时代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教育

部办公厅关于在思政课

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重

点的“四史”教育的通

知》、教育部《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

评估实施方（2021—2025
年）》（教督〔2021〕1号）

等文件精神开课，包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

好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18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48 二

03011318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ies of Marxism 3 48 三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48 三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48 四

03011118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8 一

03011218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8 二

03011318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8 三

03011418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8 四

“四史”教育 1 16 1-8

美育

类课

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

艺术课程定。）

2 32 1-8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至少

选修 1门、2学分。学生

自主选修课程包括《音乐

鉴赏》《中国美术史》《东

昌府本版年画艺术》《山

东民歌赏析》《艺术与审

美》《带你听懂中国传统

音乐》《中国传统音乐作

品》《视觉艺术设计》《音

乐与社会》等，详细课程

名单见每学期选课通知。

大学

外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64 一 1.共 12学分，分 4个学期

开设，第一、二学期每学

期 4学分（理论教学 2学
分、实践教学 2学分）；

第三、四学期每学期 2学
分；实践教学共 4学分；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64 二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32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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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总

学

时

开设

学期
备注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

语》《大学俄语》《大学日

语》《大学韩国语》《大学

西班牙语》中任意一种语

言模块课程。具体课程名

称、课程号依学生选修

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

对未达到《大学英语教学

指南》（2020版）基础目

标的学生继续开设《大学

英语（四）》，对已达到较

高水平的学生，根据各学

院、专业发展要求和学生

多元需求开设《高级英

语》、《专门用途英语》和

《跨文化交际》等课程，

供学生选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

开课。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32 四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36 一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

“公共体育”课程，每一

学年学生须在篮球、排

球、足球、太极拳、网球、

健身田径、软式排球、健

美操、武术、乒乓球、拳

击、散打、羽毛球、垒球

体育舞蹈、体育游戏等项

目中选择一项不同运动

项目作为学习内容，满足

掌握2项运动健身技能的

要求。

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

为实践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6 二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6 三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6 四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32 一/二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

咨询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18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6 一/二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

能训练 1学分为实践教

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

教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

学院授课，第二学期在西

校区学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期

第 1-2周，不计入总学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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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总

学

时

开设

学期
备注

职业

规划

与就

业指

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一 1.分第 1、6学期各开设 1
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

心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六

以上通识必修课程学分合计 41 720

人文

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

通识教育课程

1.各专业根据培养目标、

专业认证等要求，自主确

定学生应选修模块、每个

模块应选学分。

2.原则上，理工农医科专

业应选修人文科学、社会

科学模块课程，文科类专

业应选修自然科学模块

课程。

3. 创新创业模块中的“创

新基础”“创业基础”为

限选课程，两门课程各 1
学分，所有专业学生均需

修读。

社会

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

通识教育课程

自然

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

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

信息、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创新

创业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

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教师

教育

主要涵盖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教育

技术等的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学分合计

通识教育课程学分合计

注：《军事理论与训练》的“军事技能训练”14天不计入总学时；“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教育”第一学期在东校

区学院授课，第二学期在西校区学院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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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聊城大学高等数学等学科基础课程设置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堂
教学

实践
教学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1002112201
高等数学（一级，上）
Advanced Mathematics
(Level 1, Volume I )

5 80 80 0 一 考试 数学科学学院

1002112202
高等数学（二级，上）
Advanced Mathematics
(Level 2, Volume I )

4 64 64 0 一 考试 数学科学学院

1002112203
高等数学（三级，上）
Advanced Mathematics
(Level 3, Volume I )

3 48 48 0 一 考试 数学科学学院

1002122201
高等数学（一级，下）
Advanced Mathematics
(Level 1, Volume II)

5 80 80 0 二 考试 数学科学学院

1002122202
高等数学（二级，下）
Advanced Mathematics
(Level 2, Volume II)

4 64 64 0 二 考试 数学科学学院

1002122203
高等数学（三级，下）
Advanced Mathematics
(Level 3, Volume II)

3 48 48 0 二 考试 数学科学学院

1002132201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2 32 32 0 三 考试 数学科学学院

10021322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2 32 32 0 三 考试 数学科学学院

1102122201 大学物理 I（一）
College Physics I (一) 3.5 56 56 0 二 考试

物理科学与信息
工程学院

1102132202 大学物理 I（二）
College Physics I (二) 3.5 56 56 0 三 考试

物理科学与信息
工程学院

1102122203 大学物理 II
College Physics II 4 64 64 0 二 考试

物理科学与信息
工程学院

1102122204 大学物理 III
College Physics III 2 32 32 0 二 考试

物理科学与信息
工程学院

1104122205 大学物理实验 I（一）
Experiments of College Physics I (一) 0.5 16 0 16 二 考试

物理科学与信息
工程学院

1104132206 大学物理实验 I（二）
Experiments of College Physics I (二) 0.5 16 0 16 三 考试

物理科学与信息
工程学院

1104122207 大学物理实验 II
Experiments of College Physics II 0.5 16 0 16 二 考试

物理科学与信息
工程学院

1202112201 大学化学Ⅰ（上）
College Chemistry I (上) 3 48 48 0 一 考试 化学化工学院

1202122201 大学化学Ⅰ（下）
College Chemistry I (下) 3 48 48 0 二 考试 化学化工学院

1204112201
大学化学实验Ⅰ（上）

Experiments of College Chemistry
I(上)

1 32 0 32 一 考试 化学化工学院

1204122201
大学化学实验Ⅰ（上）

Experiments of College Chemistry
I(上)

1 32 0 32 二 考试 化学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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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堂
教学

实践
教学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1204132201
大学化学实验Ⅰ（下）

Experiments of College Chemistry
I(下)

1 32 0 32 三 考试 化学化工学院

1202112202 大学化学Ⅱ
College Chemistry Ⅱ

3 48 48 0 一 考试 化学化工学院

1202112203 大学化学Ⅲ
College ChemistryⅢ 2 32 32 0 一 考试 化学化工学院

1204112202 大学化学实验Ⅱ
Experiments of College Chemistry Ⅱ

1 32 32 0 一 考试 化学化工学院

1204122202 大学化学实验Ⅱ
Experiments of College Chemistry Ⅱ

1 32 0 32 二 考试 化学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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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学数学课程设置方案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期 主要知识点

高等数学一级 10 160 1-2

函数与极限；导数与微分；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

不定积分；定积分；定积分的应用；常微分方程；空间解

析几何与向量代数；多元函数微分法及其应用；重积分；

曲线积分与曲面积分；无穷级数。

高等数学二级 8 128 1-2

函数与极限；导数与微分；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

不定积分；定积分；定积分的应用；常微分方程；空间解

析几何与向量代数；多元函数微分法及其应用；重积分；

曲线积分与曲面积分；无穷级数。

高等数学三级 6 96 1-2
函数、极限与连续；一元函数的微分学；一元函数的积分

学；常微分方程；空间解析几何与向量代数；多元函数的

微分学；二重积分；无穷级数。

线性代数 2 32
4

(1-9周)

行列式的定义、行列式的性质与计算、行列式按行（列）

展开、克拉默法则；矩阵的定义及其运算、逆矩阵的定义

与性质、方阵可逆的判别条件、逆矩阵的求解；矩阵的初

等变换和初等方阵、矩阵秩的定义与性质、线性方程组的

求解；n维向量及其线性运算、线性相关和线性无关、向

量组的秩、向量空间、线性方程组解的结构；特征值和特

征向量、向量的内积和正交矩阵、方阵的相似变换、实对

称矩阵的对角化、二次型、二次型的相似标准形及其变换。

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
2 32

4
(10-18
周)

随机事件及其概率，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多维随机变量及

其分布；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大数定律与中心极限定理；

数理统计的基本思想；参数估计；假设检验。

一、高等数学课程说明

（一）高等数学Ⅰ、Ⅱ、Ⅲ分两学期进行，学时安排：第一学期，高等数学Ⅰ、Ⅱ、Ⅲ分别为

80 学时、64 学时、48 学时；第二学期，高等数学Ⅰ、Ⅱ、Ⅲ分别为 80 学时、64 学时、48 学时。

（二）建议开高等数学Ⅰ的专业：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各专业，化学化工学院化学工程与

工艺、应用化学专业，农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各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各专业，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专业、工程管理专业，药学院各专业，计算机学院各专业，数

学科学学院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三）建议开高等数学Ⅱ的专业：化学化工学院化学专业，生命科学学院各专业，医学院各专

业，环境与规划学院各专业，传媒技术学院教育技术专业，农学院园艺、园林、动物科学、动物医

学、种子科学与工程、植物保护专业，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学专业。

（四）建议开高等数学Ⅲ的专业：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旅游管理专业、商学院各专业。

（五）上述各专业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开设高等数学Ⅰ、Ⅱ、Ⅲ。

二、线性代数课程说明

线性代数为每周 4学时，按 8 周计算，总学时数为 32 学时。建议开设专业：化学化工学院化学

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学专业，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各专业，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各专业，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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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工程学院各专业，商学院各专业，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工程管理专业，药学院各专业，

数学科学学院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旅游管理专业，计算机学院各专业，生

命科学学院各专业、环境与规划学院各专业、传媒技术学院教育技术专业、农学院各专业，医学院

各专业。

三、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说明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为每周 4学时，按 8 周计算，总学时数为 32 学时。建议开设专业：化学化工

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学专业，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各专业，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各专

业，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各专业，商学院各专业，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工程管理专业，药学院

各专业，数学科学学院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旅游管理专业，计算机学院各

专业，生命科学学院各专业、环境与规划学院各专业、传媒技术学院教育技术专业、农学院各专业，

医学院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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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学物理课程设置方案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期 主要知识点与课时分配 备注

大学物理 I 7 112 2-3

主要内容包括：力学部分（运动学、动力学、刚体定轴转

动、机械振动、机械波）（28 学时），电磁学部分（真空中的静

电场、静电场中的电介质、恒定磁场、变化的电磁场）（28 学

时），热学部分（热力学、分子动理论）（20 学时），光学部分

（几何光学、波动光学）（24 学时），拓展视野部分（量子力学、

原子核物理、相对论、固体物理、材料物理等）（12 学时）

建议理工

类专业开

设。

大学物理 II 4 64 2

主要内容包括：力学（运动学、动力学）（10 学时），刚体

定轴转动（4学时），静电场（真空中的静电场、静电场中的电

介质）（10 学时），磁学（电流的磁场、电磁感应）（8 学时），

热学（分子运动论、热力学）（8 学时），振动（简谐振动及合

成）（4 学时），机械波（4 学时），波动光学（10 学时），近代

物理简介（6 学时）。

建议部分

理工类专

业开设。

大学物理

III
2 32 2

力学简介（8学时），电磁学简介（8学时），热学简介（6

学时）、光学简介（8学时），近代物理简介（2 学时）。

建议文史

类相关专

业开设

大学物理实

验 I
1 32 2-3

主要内容包括：(1) 测量误差及误差分析（实验理论）；（2）

实验数据处理基本知识（实验理论）；(3) 测量刚体的转动惯

量（力学）；(4) 测量金属材料的杨氏模量（力学）；(5) 牛顿

第二定律（力学）；(6)玻耳共振（力学）；(7)伏安法测电阻（电

学） ；(8)学习用示波器测量基本电学量（电学）；(9) 静电

场描绘（电学）；(10)单臂电桥测量电阻（电学）；(11)测量空

气的比热容比（热学）；(12) 测量材料的导热系数（热学）；

(13)线膨胀系数测定（热学）；(14)冰的熔解热（热学）；(15)

显微镜,望远镜原理与使用（光学）；(16) 透镜焦距的测定（光

学）；(17) 用光的干涉测量透镜的曲率半径（光学）；(18) 光

电效应（光学）。

建议理工

类专业开

设。

大学物理实

验 II
0.5 16 2

实验教学一学期，共 16 学时。实验教学主要内容包括：

(1) 测量误差及数据处理基本知识（实验理论）；(2) 测量金

属材料的杨氏模量（力学）；(3)玻耳共振（力学）；(4)学习用

示波器测量基本电学量（电学）；(5)单臂电桥测量电阻（电学）；

(6) 测量材料的导热系数（热学）；(7)线膨胀系数测定（热学）；

(8)显微镜,望远镜原理与使用（光学）；(9) 透镜焦距的测定

（光学）。

建议部分

理工类专

业开设。

有关说明

1.大学物理应与高等数学课程相衔接，建议从第二学期及以后开设：《大学物理 I》第二、三学

期开设，《大学物理 II》和《大学物理 III》第二学期开设。

2．根据实际，大学物理实验 I、大学物理实验 II 与理论教学同步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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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学化学课程设置方案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期 主要知识点 备注

大学化学

Ⅰ（上）
3 48 1

主要包含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

教学内容，48学时，3学分。

建议非化学、化工专业的理、工、

农、医等相关专业，尤其是考研

内容包含化学基础知识的选择

开课。

大学化学

Ⅰ（下）
3 48 2

主要是有机化学进行内容，48

学时，3学分。

建议非化学、化工专业的理、工、

农、医等相关专业，尤其是考研

内容包含化学基础知识的选择

开课。

大学化学

Ⅱ
3 48 2

课堂教学主要包含无机化学、分

析化学以及含能源等相关基础知识

的教学内容。

建议非化学、化工专业的理、工

等相关专业，但考研内容不涉及

化学基础知识的选择开课。

大学化学

Ⅲ
2 32 1

主要包含无机化学、分析化学以

及有机基础知识教学内容。

建议非化学、化工专业的理、工

等相关专业，但考研内容不涉及

化学基础知识的选择开课。

大学化学

实验Ⅰ

（上）

1 32 1

第一学期主要包含无机实验及

分析实验，32学时，1学分。

第二学期主要是有机实验，32 学

时，1学分。

建议非化学、化工专业的理、工、

农、医等相关专业，尤其是考研

内容包含化学基础知识的选择

开课。

大学化学

实验Ⅰ

（下）

1 32 2

第一学期主要包含无机实验及

分析实验，32学时，1学分。

第二学期主要是有机实验，32 学

时，1学分。

建议非化学、化工专业的理、工、

农、医等相关专业，尤其是考研

内容包含化学基础知识的选择

开课。

大学化学

实验Ⅱ
1 32 2 主要是无机及分析实验。

建议非化学、化工专业的理、工

等相关专业，实验内容不包含有

机实验选择开课。

有关说明

1. 大学化学课堂教学具体教学内容可根据开课单位实际情况，结合学生专业特点进行适当调整。

2. 其它学院开设分析化学、仪器分析、化工原理、物理化学等课程不包含在“大学化学”中。

3. 大学化学Ⅰ分两学期完成，其中第一学期 48 学时，3学分，第二学期 48 学时，3学分。

4.大学化学Ⅱ、大学化学Ⅲ主要针对理、工类专业，考研不涉及化学基础知识，且对授课内容有

特殊要求，分别含能源、有机化学相关基本知识点。

5.大学化学实验教学具体教学内容可根据开课单位实际情况，结合学生专业特点进行适当调整。

6.其它学院开设分析化学实验、仪器分析实验、化工原理实验、物理化学实验等课程不包含在“大

学化学实验”中。

7.大学化学实验Ⅰ分两学期完成，其中第一学期 32学时，1学分，第二学期 32学时，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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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聊城大学教师教育课程设置表

课程

模块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课堂

教学

实践

教学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必修

课程

0402231801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2 32 32 三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1.师范类

专业学生

需在必修

课程模块

修 读 14
学分，在

选修课程

模块选修

4学分。

2.现代教

育技术开

课学期按

文理科学

院分别设

在第三、

四学期。

3.由相关

学院开设

的课程由

学生所在

学院负责

开设，开

课学期与

考核方式

由学院确

定。

0402231802 教育学概论 2 32 32 三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0402241804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

业发展
1 16 16 四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0402241807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

育
1 16 16 四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0403341801 班主任工作 2 32 32 四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1602231804 现代教育技术 2 40 24 16 三/四 考试 传媒技术学院

…… 相关学院

选修

课程

040335180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1 16 16 五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0402241808 教育公共政策 1 16 16 五/六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0402241809 家庭教育学 1 16 16 五/六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 相关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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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XXX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黑体，三号，加粗，居中】

【英文名称：新罗马体，三号，不加粗】

（专业代码：新罗马体，小四号）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黑体，四号，加粗，下同】

【参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20 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

质量国家标准》（2018 年）各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教育部等部委、专业指导委员会、教学指

导委员会制定的“指导性专业规范”、“专业认证标准”，结合本专业特色确定；其他专业参考工程教育

认证标准明确。】【宋体五号，行间距 22 磅，下同。】

（一）培养目标【黑体，小四，不加粗，下同】

【目标定位、目标内涵、目标评价，符合“专业认证标准”要求。】

目标 1【宋体五号，行间距 22 磅，下同。】

……
（二）毕业要求（以师范类专业为例）

1. 践行师德（A）

A1. 师德规范

A1-1：……；

A1-2：……；

【宋体五号，行间距 22 磅，字母和数字用新罗马体，五号，数字后用“.”结尾用“；”最后一条结

尾处用“。”】

A2. 教育情怀

A2-1：……；

A2-2：……；

【宋体五号，行间距 22 磅，字母和数字用新罗马体，五号，数字后用“.”结尾用“；”最后一条结

尾处用“。”】

2. 学会教学（B）（分别参照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专业认证标准）

B1.……；

B1-1：……；

B1-2：……；

【宋体五号，行间距 22 磅，字母和数字用新罗马体，五号，数字后用“.”结尾用“；”最后一条结

尾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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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B2-1：……；

B2-2：……；

【宋体五号，行间距 22 磅，字母和数字用新罗马体，五号，数字后用“.”结尾用“；”最后一条结

尾处用“。”】

3. 学会育人（C）

C1. 班级指导

C1-1：……；

C1-2：……；

【宋体五号，行间距 22 磅，字母和数字用新罗马体，五号，数字后用“.”结尾用“；”最后一条结

尾处用“。”】

C2. 综合育人

C2-1：……；

C2-2：……；

【宋体五号，行间距 22 磅，字母和数字用新罗马体，五号，数字后用“.”结尾用“；”结尾处用“。”】

4. 学会发展（D）

D1. 学会反思

D1-1：……；

D1-2：……；

【宋体五号，行间距 22 磅，字母和数字用新罗马体，五号，数字后用“.”结尾用“；”结尾处用“。”】

D2. 沟通合作

D2-1：……；

D2-2：……；

【宋体五号，行间距 22 磅，字母和数字用新罗马体，五号，数字后用“.”结尾用“；”结尾处用“。”，

下同】

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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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 四/五 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计划总学时为 XX 学时，总学分

为 XX 学分。允许学生在 3～8 或 4～10 年内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

予条件者，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 XX 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学科间用“、”隔开】

主要课程：【课程间用“、”隔开】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本专业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及主要专业实验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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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
政治
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分为
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门中
选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据
《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
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意
见》（教社科〔2018〕1号）、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教育部办
公厅关于在思政课中加强以
党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
教育的通知》、教育部《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
评估实施方（2021—2025
年）》（教督〔2021〕1号）等
文件精神开课，包括“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好
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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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
课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术课

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至少选修
1门、2学分。学生自主选修
课程包括《音乐鉴赏》《中国
美术史》《东昌府本版年画艺
术》《山东民歌赏析》《艺术
与审美》《带你听懂中国传统
音乐》《中国传统音乐作品》
《视觉艺术设计》《音乐与社
会》等，详细课程名单见每
学期选课通知。

大学
外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学
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大
学俄语》《大学日语》《大学
韩国语》《大学西班牙语》中
任意一种语言模块课程。具
体课程名称、课程号依学生
选修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对未
达到《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2020版）基础目标的学生
继续开设《大学英语（四）》，
对已达到较高水平的学生，
根据各学院、专业发展要求
和学生多元需求开设《高级
英语》、《专门用途英语》和
《跨文化交际》等课程，供
学生选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开
课。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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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公

共体育”课程，每一学年学

生须在篮球、排球、足球、

太极拳、网球、健身田径、

软式排球、健美操、武术、

乒乓球、拳击、散打、羽毛

球、垒球

体育舞蹈、体育游戏等项目

中选择一项不同运动项目作

为学习内容，满足掌握 2项
运动健身技能的要求。

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为实

践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能训
练 1学分为实践教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教
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学院授
课，第二学期在西校区学院
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期
第 1-2 周，不计入总学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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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16 1 一 考查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学
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心
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16 1 六 考查

合计 42 30 12 736 520 216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理工农医科专业应选修人文
科学、社会科学模块课程，
文科类专业应选修自然科学
模块课程。
具体选修模块，各专业根据
培养目标、专业认证等要求，
自主确定学生应选修模块、
每个模块应选学分。
创新创业模块中“创新基础”
（3101222201）、“创业基础”
（3101242202）为限选课程，
两门课程各 1学分，所有专
业学生均需修读。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信息、
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创新创业教育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教师教育 主要涵盖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教育技术等的通识教育课程

学分合计： ， 其中理论学分： 、实践学分： ；学时合计： ，其中理论学时： 、 实践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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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新罗马五号 【英文名称用新罗马，五号，居中，下同】

小计

专业

核心

课程

小计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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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小计

小计

（学生应修学分、学时）合计

微专业选
修

课程编号、课程名称，由学生自主选修的微专业在教务系统内自
动生成。

微专业课程模块，由学生自
主选修，不计入主修专业总
学分、学时。修满微专业合
格课程的，由微专业开设高

校颁发证书。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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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教师

教育

课程

（非

师范

类专

业直

接删

除此

模块）

必修

0402232201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Developmental and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 2 32 32 2 三 考试

1.师范类专业学生需在必修

课程模块修读 14 学分，在

选修课程模块选修 4学分。

2. 现代教育技术开课学期

按文理科学院分别设在第

三、四学期。

3.由相关学院开设的课程由

学生所在学院负责开设，开

课学期与考核方式由学院

确定。

0402232202 教育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402242204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Occupational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1 1 16 16 1 四 考试

0402242207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Mental Health and Moral Education 1 1 16 16 1 四 考试

1602232204 现代教育技术
Modern Teaching Technology

2 1.5 0.5 40 24 16 2 三/四 考试

0403342201 班主任工作
Class Management 2 2 32 32 2 四 考试

……
小计

选修

040335220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Education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1 1 16 16 1 五 考试

0402242208 教育公共政策
Public Policy on Education

1 1 16 16 1 五/六 考试

0402242209 家庭教育学
Family Pedagogy

1 1 16 16 1 五/六 考试

……

小计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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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劳动教育与实践，各专业根
据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开设，
不少于 32 学时。

……

小计

专业

实践

……

小计

综合

实践

毕业论文（设计）
Graduation Thesis（Design）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八 考查

……

小计

选修 ……

小计

合计

总计

注：改革课程考核方式，推行全过程学业评价，科学合理测评学生学习效果，原则上期末考试成绩权重不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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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所有毕业要求指标点逐条对应，

提交教务处时，请删除本表中红字）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1：……

（注意权重值之和等于 1）

……

A1-2：……

（注意权重值之和等于 1）

……

……

（注意权重值之和等于 1）

……

A2-1：……

（注意权重值之和等于 1）

……

A2-2：……

（注意权重值之和等于 1）

……

……

（注意权重值之和等于 1）

……

B1-1：……

（注意权重值之和等于 1）

……

B1-2：……

（注意权重值之和等于 1）

……

……

（注意权重值之和等于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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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新罗马体，五号，居

中，下同】

【仿宋，五号，居中，无英

文 下同】

【仿宋，五号，居中，

无英文 下同】

专业

核心

课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非师

范类专

业直接

删除此

模块）

必修

课程

……

选修

课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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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736（其中，理

论课堂教学

520学时，实践

教学 216学时，

不含军事技能

训练 2周）

42（含实

践 12）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教师

教育

课程（非师

范类专业

直接删除

此模块）

必修课程

选修课程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

实践
216 12

非独立设课实

践学分比例
%

专业教育课程实践
（如无，请删除此

行）

基础实践

独立设课实践

学分比例
%

专业实践

综合实践

选修（如无，请删除此行）

合计
100%（不含非独立

设课实践学分比例）

九、其他说明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五（四年制

请删除）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建议修读学分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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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大学本科专业设置一览表（2022 年）

序号 所属学院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标准学制（年） 招生时间

1 政治与公共

管理学院

010101 哲学 4 2005

030205T 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 4 2016

120402 行政管理 4 2003

2 法学院
030101K 法学 4 2000

030102T 知识产权 4 2014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3 思想政治教育 4 1974

4 商学院

（质量学院）

020101 经济学 4 1999

120201K 工商管理 4 2001

120206 人力资源管理 4 2001

120203K 会计学 4 1998

020302 金融工程 4 2018

120601 物流管理 4 2011

120703T 质量管理工程 4 2016

120702T 标准化工程 4 2019

5 教育科学学院

040101 教育学 4 1996

040107 小学教育 4 2006

040106 学前教育 4 2010

071102 应用心理学 4 2004

6 传媒技术学院

040104 教育技术学 4 1993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4 2004

130508 数字媒体艺术 4 2007

130310 动画 4 2009

7 体育学院

040201 体育教育 4 1986

040206T 运动康复 4 2018

040202K 运动训练 4 2007

8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4 1974

050302 广播电视学 4 2002

9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4 1974

050207 日语 4 1999

050103 汉语国际教育 4 2007

050205 西班牙语 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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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学院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标准学制（年） 招生时间

9 美术与设计学院

130401 美术学 4 1989

130405T 书法学 4 2016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4 1994

130503 环境设计 4 1994

10 音乐与舞蹈学院
130202 音乐学 4 1990

130205 舞蹈学 4 2012

11 历史文化与旅游

学院

060101 历史学 4 1984

120901K 旅游管理 4 2002

060106T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 4 2015

12 数学科学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4 1974

080910T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4 2018

13
物理科学与信息

工程学院

070201 物理学 4 1974

080703 通信工程 4 2002

080701 电子信息工程 4 1997

080705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4 2019

14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1 化学 4 1974

081301 化学工程与工艺 4 1995

070302 应用化学 4 2005

15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生物科学 4 1986

083001 生物工程 4 1995

16 地理与环境学院

070501 地理科学 4 1988

070504 地理信息科学 4 2001

082503 环境科学 4 2004

17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

080414T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4 2019

080401 材料科学与工程 4 2005

080407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4 2007

080405 金属材料工程 4 2012

18 机械与汽车工程

学院

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 2005

080207 车辆工程 4 2010

080204 机械电子工程 4 2013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50

序号 所属学院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标准学制（年） 招生时间

19 计算机学院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 1995

080717T 人工智能 4 2020

080902 软件工程 4 2008

080903 网络工程 4 2010

20 建筑工程学院

081001 土木工程 4 2006

082801 建筑学 5 2007

120103 工程管理 4 2009

21 农学与农业工程

学院

090301 动物科学 4 2006

090401 动物医学 4 2002

090502 园林 4 2004

090102 园艺 4 2002

090103 植物保护 4 2003

090112T 智慧农业 4 2021

082701 食品科学与工程 4 2005

22 药学院

081302 制药工程 4 2012

083002T 生物制药 4 2013

100701 药学 4 2020

23 医学院
101006 口腔医学技术 4 2014

101101 护理学 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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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The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Philosophy
（专业代码：010101）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直面自然与社会、人类群体与个体的历史与现实，培养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素

养和系统的专业基础知识，具有一定的哲学理论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社会活动能力和科研能力，

具有较高外语水平的理论研究人才以及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实际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

高级专门人才。

目标 1：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较强理论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目标 2：培养具有系统哲学基础理论素养和良好学术科研潜力的理论型人才；

目标 3：培养能在党政机关和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事管理、行政、宣传等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二）毕业要求

1.知识结构（A）

A1: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学等；

A2: 自然科学知识：科学史、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状况等；

A3: 工具性知识：外语、逻辑学、行政职业能力、科研方法与科研训练等；

A4: 专业知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美学原理等。

2.能力结构（B）

B1: 知识获得：自学能力、表达能力、信息处理能力等；

B2: 知识应用：分析和解决问题、论辩和写作能力等；

B3: 反思创新：较强的反思和创新意识、反思和创新能力等；

B4: 交流合作：语言表达和交流能力，合作学习和竞争能力等。

3.素质结构（C）

C1: 思想道德：热爱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

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C2: 文化素养：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学术水平；

C3: 科学人文：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和情怀；

C4: 国际视野：具有良好的学科及其他方面的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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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学生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A1.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H H M

A2.自然科学知识 H M M

A3.工具性知识 H H H

A4. 专业知识 H H H

B1. 知识获得 H H H

B2. 知识应用 H M H

B3. 反思创新 H H H

B4. 交流合作 H M H

C1. 思想道德 H M H

C2. 文化素养 H M M

C3. 科学人文 H M M

C4. 国际视野 H H H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四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计划总学时为 2400学时，总学分为

160学分。允许学生在 3～6年内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

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哲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

主要课程：哲学导论、科学技术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宗教学、美学原理、中国哲学原著导

读、西方哲学原著导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社会学、公文写作等。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本专业实践性教学环节主要包括课堂内实践、基础实践、专业实践、专业教育课程内实践、综

合实践等。其中课堂内实践不少于 11个学分，基础实践 1学分，专业实践 5个学分（包括项目化课

程、产教融合课等）、综合实践（包括第二课堂、毕业实习、毕业论文）15个学分。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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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
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
政治
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 3学
分为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由马克思
主义学院开设，在 4门
中选修 1门，大学四年
期间完成即可。每学年
循环开设，上学期：中
共党史（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新中国史(The
history of New China)。
下学期：改革开放史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社会主义发
展史（The history of
socialism）。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美育
课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术

课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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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
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大学
外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
咨询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职业
规划
与就
业指
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 16 16 1 一 考查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
中心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 16 16 1 六 考查

合计 36 26 10 640 456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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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
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
科学

本部分需修 4学分。其

中“创新基础”“创业基

础”为限选课程，两门课

程各 1学分，所有专业

学生均需修读。原则上，

文科类专业应选修自然

科学模块课程。

社会
科学

自然
科学

创新
创业
教育

3101222201 创新基础 1 1 16 16 1 二 考查

3101242202 创业基础 1 1 16 16 1 四 考查

教师
教育

学分合计： 40 ， 其中理论学分：30 、实践学分：10 ；学时合计：704 ，其中理论学时： 520 、 实践学时：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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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0222112201
哲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3 3 48 48 3 一 考试

本部分学生须修学科基础
课 19个学分，304个学时；
专业核心课 44个学分，704
个学时。总计须修 63 个学
分，1008个学时。

0222122202
逻辑学

Logic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222112203
现代自然科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Modern Nature Science
3 3 48 48 3 一 考试

0222122204
社会学

Sociology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222122205
政治学原理

Politics Theory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222132206
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ics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222112207
新生研讨课

Freshman Seminar 1 1 16 16 1 一 考查

小计 19 19 304 304

专业

核心

课程

0222232201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一）

Principle of Marxist Philosophy Ⅰ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222242202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二）

Principle of Marxist Philosophy Ⅱ
4 4 64 64 4 四 考试

0222232203
中国哲学史（一）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Ⅰ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222242204
中国哲学史（二）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Ⅱ
4 4 64 64 4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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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0222232205
西方哲学史（一）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Ⅰ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222242206
西方哲学史（二）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Ⅱ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222262207
伦理学

Introduction to Ethics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试

0222252208
宗教学

Introduction to Religion Study
4 4 64 64 4 五 考试

0222252209
美学原理

Introduction to Esthetics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试

0222252210
科学技术哲学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Sci-Tech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试

0222252211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

Originals Pre-reading of Marxist Philosophy
4 3 1 64 48 16 4 五 考试

0222252212
中国哲学原著导读

Originals Pre-reading of Chinese Philosophy
4 3 1 64 48 16 4 五 考试

0222252213
西方哲学原著导读

Originals Pre-reading of Foreign Philosophy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试

小计 44 38 6 704 608 96

合计 63 57 6 1008 912 96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58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提高

方向

思想

史方

向

0223162201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History of Marxist Philosophy 4 4 64 64 4 六 考试

选修说明：学生可结合自身
兴趣和专业发展方向，在专
业教师指导下在“思想史方
向”、“专题研究方向”和“原
著导读方向”任意选修相关
课程。也可在“专业应用模
块”和“专业任选模块”中选
修课程。选修课程可多选，
至少须修 36 个学分， 计
576个学时。

0223172202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Western Marxism 3 3 48 48 3 七 考试

0223152203
现代西方哲学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223162204
西方伦理思想史

History of Western Ethical Thought 3 3 48 48 3 六 考试

0223162205
中国伦理思想史

History of Chinese Ethical Thought 3 3 48 48 3 六 考试

0223172206 西方美学史

History of Western Esthetics 3 3 48 48 3 七 考试

0223162207
中国美学史

History of Chinese Esthetics 3 3 48 48 3 六 考试

0223142208
中国政治思想史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223172209
西方政治思想史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3 3 48 48 3 七 考试

0223172210
中西宗教简史

Histor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Religion 3 3 48 48 3 七 考试

0223172211
西方科学哲学

West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3 3 48 48 3 七 考试

0223172212
科学技术史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 3 48 48 3 七 考试

小计 37 37 592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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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提高

方向

专题

研究

方向

0223162213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
Topics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3 3 48 48 3 六 考查

0223162214 先秦哲学专题
Topics of Pre-Qin Philosophy 3 3 48 48 3 六 考试

0223172215 宋明理学专题
Topics of Song and Ming Philosophy 2 2 32 32 2 七 考试

0223162216 现代中国哲学专题
Topics of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3 3 48 48 3 六 考试

0223172217 中国哲学前沿专题
Frontier issues of Chinese Philosophy 2 2 32 32 2

七 考试

0223162218 康德哲学专题
Topics of Kant Philosophy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223172219 西方哲学前沿专题
Frontier issues of Western Philosophy 2 2 32 32 2

七 考试

0223162220 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专题
Frontier issues of Marxist Philosophy 3 3 48 48 3 六 考试

0223162221 数理逻辑
Mathematical Logic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223162222 心理学专题
Topics of Psychology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223172223 后现代主义专题
Topics of Post Modernism 2 2 32 32 2 七 考试

0223172224 技术哲学专题
Topics of Technology Philosophy 2 2 32 32 2 七 考试

小计 28 28 448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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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实践
理

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

业

提

高

方

向

原著

导读

方向

0223162225 国学经典导读
Introductory Reading of Chinese Classics 3 3 48 48 3 六 考试

0223172226 《论语》研读
Reading to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2 2 32 32 2 七 考试

0223162227 老庄哲学原著研读
Reading to Laozi and Zhuangzi works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223162228 新儒家哲学原著导读
Introductory Reading of Neo-Confucius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223162229 柏拉图哲学原著研读
Reading to Plato works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223172230 亚里士多德哲学原著研读
Reading to Aristotle works 2 2 32 32 2 七 考试

0223172231 康德哲学原著研读
Reading to Kant works 2 2 32 32 2 七 考试

0223162232
现代西方哲学原著导读

Introductory Reading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

3 3 48 48 3 六 考查

0223172233 宗教学原著导读
Introductory Reading of Religion Originals 2 2 32 32 2 七 考试

0223172234 伦理学原著导读
Introductory Reading of Ethics Originals 2 2 32 32 2 七 考试

0223172235 科学技术哲学原著导读
Introductory Reading of Sci-Tech Originals 2 2 32 32 2 七 考试

0223172236 美学原著导读
Introductory Reading of Esthetics Originals 2 2 32 32 2 七 考试

小计 26 26 416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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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应用

方向

0223262201 文博基础
Foundation of cultural relic and Bibliography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试

0223272202 科技与社会
Sci-Tech and Society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223262203 社会心理学
Social Psychology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试

0223262204 应用伦理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Applied Ethics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试

0223262205 哲学专业英语
Specialty English of Philosophy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试

0223252206 社会发展哲学
Philosophy of Social Development 3 3 48 48 3 五 考查

0223262207 管理哲学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223262208 环境哲学
Topics of Environment Philosophy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223252209 政治哲学
Philosophy of Politics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223222210 文化哲学
Philosophy of Cultures 3 3 48 48 3 二 考查

0223262211 历史哲学
Philosophy of History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223262212 教育哲学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2 2 32 32 2 六 考查

小计 30 26 4 480 416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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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

修

专业

任选

课程

0223322201 管理学
Management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223332202 公文写作
Document Writing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223342203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
Global Politics, Economy & International Relation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223362204 领导科学
Science of Leadership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试

0223382205 电子政务
E-government affairs 3 2 1 48 32 16 3 八 考试

0223362206 行政能力测试与申论
Administrative ability test and Application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查

0223372207 公共关系学
Public Relations 3 2 1 48 32 16 3 七 考试

0223372208 现代礼仪与口才实务技巧
Modern Etiquette and Eloquence Skills 3 2 1 48 32 16 3 七 考试

0223372209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Academic Norms and Thesis Writing 3 2 1 48 32 16 3 七 考查

0223372210 社会调查方法
Social Survey Method 3 2 1 48 32 16 3 七 考查

0223312211 中国共产党历史（线上+线下）
Party History 2 2 32 32 2 一 考试

0223352212 社会主义发展史
Development History of Socialism 2 2 32 32 2 五 考试

0223342213 知识论导论
Introduction to Epistemology 3 3 48 48 3 四 考查

小计 37 29 8 592 464 128
（学生应修学分、学时）合计 36 36 576 576

微专业选修
课程编号、课程名称，由学生自主选修的微专业在教务系统内

自动生成。

微专业课程模块，由学生自
主选修，不计入主修专业总

学分、学时。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63

注：改革课程考核方式，推行全过程学业评价，科学合理测评学生学习效果，原则上期末考试成绩权重不超过 50%。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总

学

分

理论实践
总学

时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022422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2 二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各专业根
据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开设，
不少于 32学时。

小计 1 1 32 32

专业

实践

0224222202 项目化课程（一）
Project CourseⅠ 2 2 32 32 2 二 考查

0224232203 项目化课程（二）
Project Course Ⅱ

2 2 32 32 2 三 考查

0224252204 机关事务管理（产教融合）
Fusion Education Courses 1 1 16 16 1 五 考查

小计 5 5 80 80

综合

实践

0224272202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6 6 12周 七 考查

0224282203 毕业论文
Graduation Thesis 6 6 12周 八 考查

0224282204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3 6周 八 考查

小计 15 15 30周 30周

合计 21 21 112 112

总计 160 123 37 2400 2008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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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学

生能够掌握本学科关联科

目的知识。

社会学 0.2 考试

政治学原理 0.2 考试

政治经济学 0.2 考试

哲学导论 0.2 考试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 0.2 考查

A2.自然科学知识：学生能

够掌握自然科学方面的相

关知识。

现代自然科学概论 0.4 考试

科学技术哲学 0.4 考试

知识论导论 0.2 考查

A3.工具性知识：学生能够

掌握外语、信息技术、文

献检索及论文写作等方面

的基础知识。

大学英语 0.4 考试

哲学专业英语 0.1 考试

逻辑学 0.2 考试

科研方法与科研训练 0.2 考查

公文写作 0.1 考试

A4. 专业知识：学生能够

掌握本专业各个基础科目

的知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0.2 考试

中国哲学史 0.2 考试

西方哲学史 0.2 考试

哲学导论 0.1 考试

美学原理 0.1 考试

伦理学 0.1 考试

逻辑学 0.1 考试

B1. 知识获得：掌握本专

业的方法论及相关基础知

识的进一步深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 0.2 考试

中国哲学原著导读 0.2 考试

西方哲学原著导读 0.2 考试

中西宗教简史 0.2 考试

科研方法与科研训练 0.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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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2. 知识应用：学生能够

将理论知识付诸实践，提

升阅读文本能力、实践能

力。

机关事务管理（产教融合） 0.2 考查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 0.2 考试

中国哲学原著导读 0.2 考试

西方哲学原著导读 0.1 考试

美学原理 0.1 考查

科学技术哲学 0.1 考试

中国共产党历史 0.1 考试

B3. 反思创新：学生具有

较强的反思和创新意识、

反思和创新能力等。

毕业论文 0.2 考查

第二课堂 0.2 考查

项目化课程 0.2 考查

逻辑学 0.1 考试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0.1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 0.1 考查

机关事务管理（产教融合） 0.1 考查

B4. 交流合作：学生能够

具有语言表达和交流能

力，合作学习和竞争能力

等。

大学体育 0.2 考查

毕业实习 0.2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1 考查

美学原理 0.1 考试

社会学 0.1 考试

中国共产党历史 0.1 考试

新生研讨课 0.1 考查

项目化课程 0.1 考查

C1. 思想道德：热爱社会

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具有良好的思想品

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0.2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概论 0.2 考试

“四史”教育 0.1 考试

形势与政策 0.1 考查

中国共产党历史 0.1 考试

政治学原理 0.1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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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C2. 文化素养：具有一定

的文化素养和学术水平。

美学原理 0.2 考试

中国政治思想史 0.2 考试

中国共产党历史 0.2 考试

宗教学 0.1 考试

中国哲学原著导读 0.1 考试

哲学导论 0.1 考试

伦理学 0.1 考试

C3. 科学人文：具有一定

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

识和情怀。

逻辑学 0.2 考试

西方哲学史 0.2 考试

科学技术哲学 0.2 考试

知识论导论 0.1 考查

现代自然科学概论 0.1 考试

文化哲学 0.1 考查

中国哲学史 0.1 考试

C4. 国际视野：具有良好

的学科及其他方面的国际

视野。

西方哲学史 0.2 考试

西方哲学原著导读 0.2 考试

现代西方哲学 0.2 考试

现代西方哲学原著导读 0.2 考查

中西宗教简史 0.1 考试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 0.1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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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必

修

课

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0222112201 哲学导论

0222122202 逻辑学

0222112203 现代自然科学概论

0222122204 社会学

0222122205 政治学原理

0222132206 政治经济学

0222112207 新生研讨课

专业

核心

课程

0222232201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一） 哲学导论

0222242202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二） 哲学导论

0222232203 中国哲学史（一） 哲学导论

0222242204 中国哲学史（二） 哲学导论

0222232205 西方哲学史（一） 哲学导论

0222242206 西方哲学史（二） 哲学导论

0222262207 伦理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0222252208 宗教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0222252209 美学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0222252210 科学技术哲学 哲学导论

0222252211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0222252212 中国哲学原著导读 中国哲学史

0222252213 西方哲学原著导读 西方哲学史

专

业

教

育

选

修

课

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思想史

方向

0223162201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0223172202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西方哲学史

0223152203 现代西方哲学 西方哲学史

0223162204 西方伦理思想史 伦理学

0223162205 中国伦理思想史 伦理学

0223172206 西方美学史 美学原理

0223162207 中国美学史 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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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选

修

课

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思想史

方向

0223142208 中国政治思想史 政治学原理

0223172209 西方政治思想史 政治学原理

0223172210 中西宗教简史 宗教学

0223172211 西方科学哲学 科技哲学

0223172212 科学技术史 科技哲学

专题

研究

方向

0223162213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 中国哲学史

0223162214 先秦哲学专题 中国哲学史

0223172215 宋明理学专题 中国哲学史

0223162216 现代中国哲学专题 中国哲学史

0223172217 中国哲学前沿专题 中国哲学史

0223162218 康德哲学专题 西方哲学史

0223172219 西方哲学前沿专题 西方哲学史

0223162220 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专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0223162221 数理逻辑 逻辑学

0223162222 心理学专题 社会心理学

0223172223 后现代主义专题 西方哲学史

0223172224 技术哲学专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

原著

导读

方向

0223162225 国学经典导读 中国哲学史

0223172226 《论语》研读 中国哲学史

0223162227 老庄哲学原著研读 中国哲学史

0223162228 新儒家哲学原著导读 中国哲学史

0223162229 柏拉图哲学原著研读 公共组织学

0223172230 亚里士多德哲学原著研读 西方哲学史

0223172231 康德哲学原著研读 西方哲学史

0223162232 现代西方哲学原著导读 现代西方哲学

0223172233 宗教学原著导读 宗教学

0223172234 伦理学原著导读 伦理学

0223172235 科学技术哲学原著导读 科学技术哲学

0223172236 美学原著导读 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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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选

修

课

程

专业

应用

方向

0223262201 文博基础 中国哲学史

0223272202 科技与社会 科学技术哲学

0223262203 社会心理学

0223262204 应用伦理学导论 伦理学

0223262205 哲学专业英语 哲学导论

0223252206 社会发展哲学 哲学导论

0223262207 管理哲学 哲学导论

0223262208 环境哲学 哲学导论

0223252209 政治哲学 哲学导论

0223222210 文化哲学 哲学导论

0223262211 历史哲学 哲学导论

0223262212 教育哲学 哲学导论

专业

任选

课程

0223322201 管理学

0223332202 公文写作

0223342203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

关系
政治学原理

0223362204 领导科学

0223332205 电子政务

0223362206 行政能力测试与申论 政治学原理、逻辑学

0223372207 公共关系学 政治学原理

0223372208 现代礼仪与口才实务技巧 逻辑学

0223372209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0223352210 社会调查方法 社会学

0223312211
中国共产党历史（线上+线

下）

0223352212 社会主义发展史

0223342213 知识论导论 哲学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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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640（其中，

理论课堂教

学 456学时，

实践教学

184学时，不

含军事技能

训练 2周）

36（含实践

10） 22.5%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64 4 2.5%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304 19 11.875%

专业核心课程 704 44（含实践

6） 27.5%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576 36 22. 5%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184 10 10%（非独立设

课实践学分比

例）专业教育课程实践 96 6

基础实践 32 1
13.125%（独立

设课实践学分

比例）
专业实践 80 5

综合实践 28周 15

合计 2400 160
100%（不含非

独立设课实践

学分比例）

九、其他说明

学生可以结合自身实际，在院内院外进行跨学期跨专业选课修读学分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4.5 28.5 26.5 23.5 21 21 6 9 160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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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Political science,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undergraduate
professional training program

（专业代码：030205T）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鲁西、面向山东、辐射全国，培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具备优良的道德品质、良

好的心理素质，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宽广国际视野，能够适应

全球化与现代化需要；具有扎实的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专业知识，掌握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体系，

能够进行跨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具有严谨的思维方法，充满中国文化自信和强烈创新意识，能

够胜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财富创造部门等管理或服务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领导型人才。

1.知识目标：本专业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知识，打好认识和研究方法论

基础，具备较全面的知识结构和较高的文化修养。

2.能力目标：本专业要求学生在较全面知识结构基础上，全面提升专业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

具备应对复杂形势挑战的综合能力。

3.素养目标：本专业要求使学生获得良好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有良好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

任，敢于吃苦，甘于奉献。

4.就业目标：本专业主要为政府机关、社会管理部门、财富创造部门和国内外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机构输送高素质综合型应用人才。

（二）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方面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政治价值观、

经济分析与思维方法等方面的基本训练，树立正确的立场观，掌握调查研究、分析判断和协调组织

等方面的基本能力。

具体而言，毕业生应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的基本理论知识；掌握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以及系统分析、统计分析、调查分析等科学

方法或技术，达到如下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要求：

1.知识结构要求

A1: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文学、历史学、思想道德、艺术学、法学、社会学等。

A2: 自然科学知识：数学、统计学、运筹学等。

A3: 工具性知识：外语、计算机应用基础、行政职业能力、科研方法与科研训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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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专业知识：掌握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行政学、政府经济学、当代中国政治

制度、西方政治制度、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经济学、西方哲学等基本理论。

2.能力结构要求

B1:获得知识的能力：良好学习习惯、自我管理能力、终身学习意识、信息处理能力等。

B2:应用知识的能力：综合应用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计算机

应用能力、沟通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等。

B3:开拓创新能力：具有批判性思维和较强的创新意识，能够发现、辨析、质疑、评价本专业

及相关领域现象和问题，表达个人见解。

B4:交流合作能力：文字表达、语言表达和交流能力、一定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等。

3.素质结构要求

C1:思想道德素质：热爱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较高的社会责任感，了解国情社情民情，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C2:文化素质：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学术水平。

C3:科学与人文素质：具有一定的人文科学知识和情怀。

C4:身心素质：具有健全的心理和健康的体魄。

表 1 学生毕业要求对本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A1.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H M L H

A2. 自然科学知识 H M L M

A3. 工具性知识 H M M H

A4. 专业知识 H M M H

B1. 获得知识的能力 M H M H

B2. 应用知识的能力 M H M H

B3. 开拓创新能力 M H L H

B4. 交流合作能力 L H L H

C1. 思想道德素质 L M H H

C2. 科学与人文素质 L M H H

C3. 文化素质 M L H H

C4.身心素质 L M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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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四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允许学生在 3-8年内修满学分。计划

总学时为 2656学时，毕业学分为 161学分。学生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

位授予条件者，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1.主干学科：政治学、经济学、哲学。

2.主要课程：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专业选修课程、专业任选课程四类，各类具体课

程如下。

（1）通识教育课程：“大学英语、思想道德与法治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四史”教育、形势与政策、军事理论、体育、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

（2）专业教育课程：包括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方向）课程与专业任选课。其中，专业必

修课程包括学科基础课与专业核心课，主要有“政治学原理、中国共产党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

理、中国政治思想史、经济学原理、经济学说史、社会学、中国政治制度史、行政学、公共组织学、

政治经济学、政府经济学、逻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西方政治思想

史、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伦理学、公共关系学”。

（3）专业选修课程包括三个方向，具体课程设置如下：

政治学方向：“中国共产党建设、公共政策学、市政学、领导科学、社会调查方法、当代西方政

治制度、当代资本主义、组织行为学、公文写作、比较政治学、法学概论、行政法等”。

哲学方向：“美学、宗教学、中国哲学史（一）、中国哲学史（二）、西方哲学史（一）、西方哲

学史（二）、西方哲学原著导读、中国哲学原著导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科技哲学等”。

经济学方向：“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贸易、企业管理、组织行为学、计量经济学、市

场营销、经济法学、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等”。

（4）专业任选课程包括：“现代自然科学概论、现代中国哲学专题、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

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史、行政能力测试与申论、国家公务员制度、现代礼仪与口才实务技巧等”。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本专业涉及到的实践教学环节主要包括课堂内实践、基础实践、专业实践、综合实践等。其中

课堂内实践不少于 5个学分，基础实践 1个学分，专业实践 5个学分（包括项目化课程、产教融合

课程），综合实践（包括学生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第二课堂等）15个学分。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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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
政治
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 3学分
为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每学年循
环开设，上学期开设《中
国共产党历史》《新中国
史》，下学期开设《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在 4门中选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
据《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
干意见》（教社科〔2018〕
1号）、《新时代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
求》（教社科〔2018〕2号）、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在思
政课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
重点的“四史”教育的通
知》、教育部《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
实施方（2021—2025年）》
（教督〔2021〕1号）等文
件精神开课，包括“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
好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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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
课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术课

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至少选
修 1门、2学分。学生自主
选修课程包括《音乐鉴赏》
《中国美术史》《东昌府本
版年画艺术》《山东民歌赏
析》《艺术与审美》《带你
听懂中国传统音乐》《中国
传统音乐作品》《视觉艺术
设计》《音乐与社会》等，
详细课程名单见每学期选
课通知。

大学
外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
学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
《大学俄语》《大学日语》
《大学韩国语》《大学西班
牙语》中任意一种语言模
块课程。具体课程名称、
课程号依学生选修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对
未达到《大学英语教学指
南》（2020版）基础目标的
学生继续开设《大学英语
（四）》，对已达到较高水
平的学生，根据各学院、
专业发展要求和学生多元
需求开设《高级英语》、《专
门用途英语》和《跨文化
交际》等课程，供学生选
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
开课。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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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

“公共体育”课程，每一学

年学生须在篮球、排球、

足球、太极拳、网球、健

身田径、软式排球、健美

操、武术、乒乓球、拳击、

散打、羽毛球、垒球

体育舞蹈、体育游戏等项

目中选择一项不同运动项

目作为学习内容，满足掌

握 2项运动健身技能的要

求。

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为

实践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
询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能
训练 1学分为实践教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教
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学
院授课，第二学期在西校
区学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
期第 1-2周，不计入总学
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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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16 1 一 考查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
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
心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16 1 六 考查

合计 36 26 10 640 456 184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1.通识选修课至少选修 4
学分，课程任选。

2.原则上，理工农医科专业
应选修人文科学、社会科
学模块课程，文科类专业
应选修自然科学模块课
程。

3.创新创业模块中“创新基
础”“创业基础”为限选课
程，两门课程各 1学分，
所有专业学生均需修读。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信息、
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教师教育 主要涵盖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教育技术等的通识教育课程

创新创
业教育

3101222201 创新基础
The foundation of innovation 1 1 16 16 1 二 考查

3101242202 创业基础
The found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1 1 16 16 1 四 考查

小计 4 64 64

学分合计： 40 ， 其中理论学分： 30 、实践学分：10 ；学时合计：704 ，其中理论学时： 520、 实践学时：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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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0232112201 中国共产党历史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3 3 48 48 3 一 考试

本部分学生必须修够基础

课 22个学分，352个学时；

专业核心课 36个学分，576
个学时。总计修够 58 个学

分，928个学时。

0232112202 中国政治思想史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3 3 48 48 3 一 考试

0232122203 经济学原理
Economics Principle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232122204 经济学说史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y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232132205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Principles of Marx Philosophy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232122206 社会学
Sociolog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232112207 政府经济学
Government Economics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0232122208 新生研讨课
Freshman seminar 1 1 16 16 1 一 考查

小计 22 19 3 352 304 48

专业

核心

课程

0232222201 政治学原理
Politics Theory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232232202 西方政治思想史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232242203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Cotemporary Political System of Chin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232242204 公共组织学
Public Histology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232232205 行政学
Administration 3 3 48 48 3 三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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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0232232206 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ics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232222207 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
Glob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232232208 中国政治制度史
History of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232242209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
Marxism Classics Review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232222210 逻辑学
Logic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232232211 伦理学
Ethics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232212212 公共关系
Public Relationship 3 3 48 48 3 一 考试

小计 36 33 3 576 528 48

合计 58 52 6 928 832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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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政治

学方

向

0233152201 中国共产党建设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3 3 48 48 3 五 考试

学生自主选择政治学、哲
学、经济学三个方向中的任
一方向。本院教学委员会会
组织相关专家对学生进行
方向考核，成绩达标者方可
选择政治学方向。选择政治
学方向的学生只选修本模
块的部分课程。但是，必须
修够 36个学分 576个学时。

0233152202 公共财政
Public Finance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试

0233162203 市政学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3 3 48 48 3 六 考试

0233152204
公共政策学

Analysis of Public Policy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试

0233152205 领导科学
Leadership Science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233162206 当代西方政治制度
Contemporary Western Political Institution 3 3 48 48 3 六 考试

0233162207 比较政治学（双语）

Comparative Politics
3 3 48 48 3 六 考试

0233162208
组织行为学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试

0233152209
公文写作

Document Writing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试

0233152210 社会调查方法

Social Investigation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查

0233152211 专业英语

Specialized English
3 3 48 48 3 六 考查

0233152212 法学概论
Introduction of Law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233152213 政治哲学

Political Philosphy
3 3 48 48 3 五 考查

http://www.baidu.com/link?url=58KjfS5ZvF7e4MXQIz_itG64FmZtKjq3CB0cD6-AlRzQj_rkB_wwKyfJvqHt4_yhwMB48Hxo6tPFUQv2kKxG-rkMvtr9PMymhodfaQrMAnsOwwuX0D_wgz3eeq_cT1gq&wd=&eqid=bfed75ef000368fc000000035767a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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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政治

学方

向

0233162214 行政法
Administrative Law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试

学生自主选择政治学、哲
学、经济学三个方向中的任
一方向。本院教学委员会会
组织相关专家对学生进行
方向考核，成绩达标者方可
选择政治学方向。选择政治
学方向的学生只选修本模
块的部分课程。但是，必须
修够 36个学分 576个学时。

0233162215 国际关系史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 3 48 48 3 六 考查

0233162216 国际政治学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 3 48 48 3 六 考查

0233152217 政治学名著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Political Classics 3 3 48 48 3 五 考查

0233152218 政治学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查

0233162219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Contemporary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3 3 48 48 3 六 考查

0233152220 社会心理学
Political Psychology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查

0233162221 知识论导论
Introduction to epistemology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查

0233162222 政党学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arty science 3 3 48 48 3 六 考查

0233162223 外交学
An introduction to diplomacy 3 3 48 48 3 六 考查

0233152224 社会主义发展史
Development history of socialism 3 3 48 48 3 五 考查

0233152225 当代资本主义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233142226 地方政府学
Theory of Local Government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合计（至少选修） 36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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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哲学

方向

0233252201
美学原理

Introduction to Esthetics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试

学生自主选择政治学、哲
学、经济学三个方向中的任
一方向。本院教学委员会会
组织相关专家对学生进行
方向考核，成绩达标者方可
选择哲学方向。选择哲学方
向的学生只选修本模块的
部分课程。但是，必须修够
36个学分 576个学时。

0233262202
宗教学
Religion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试

0233252203
中国哲学史（一）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Ⅰ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233262204
中国哲学史（二）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Ⅱ 3 3 48 48 3 六 考试

0233252205
西方哲学史（一）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Ⅰ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233262206
西方哲学史（二）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Ⅱ 3 3 48 48 3 六 考试

0233262207
西方哲学原著导读

Originals Pre-reading of Foreign Philosophy
Pre-reading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233252208
中国哲学原著导读

Originals Pre-reading of Chinese Philosophy
Chinese and Foreign Pre-reading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233252209 中西方哲学前沿问题
Frontier issu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233252210 科学技术哲学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233262211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
Topics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试

0233252212 哲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233252213 现代西方哲学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 3 3 48 48 3 五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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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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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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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哲学

方向

0233252214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
Introduction to the original Marxist philosophy 3 3 48 48 3 五 考试

学生自主选择政治学、哲
学、经济学三个方向中的任
一方向。本院教学委员会会
组织相关专家对学生进行
方向考核，成绩达标者方可
选择哲学方向。选择哲学方
向的学生只选修本模块的
部分课程。但是，必须修够
36个学分 576个学时。

0233262215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History of Marxist Philosophy 3 3 48 48 3 六 考试

0233272216 康德哲学原著精读
The Original Reading of Kant's Philosophy 3 3 48 48 3 七 考试

0233252217 中西宗教简史
A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Religions 3 3 48 48 3 五 考查

0233262218 中国伦理思想史
History of Chinese ethical Thought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试

0233282219 西方科技史
History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 2 1 48 32 16 3 八 考试

0233272220 佛教概论
A Survey of Buddhism 3 3 48 48 3 七 考试

0233282221 分析哲学专题
Seminar on Analytical Philosophy 3 3 48 48 3 八 考试

0233272222 古希腊哲学原著精读
The ancient Greek Philosophical Texts Intensive

reading

3 3 48 48 3 七 考试

0233282223 现象学专题研究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3 2 1 48 32 16 3 八 考查

0233282224 数理逻辑
Math Ematical Logic 3 2 1 48 32 16 3 八 考试

0233252225 《论语》研读
Reading to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233262226 宋明理学研究
Neo Confucianism Research 3 3 48 48 3 六 考试

合计（至少选修） 36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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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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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模块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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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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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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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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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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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实践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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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实
验、上
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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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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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经济

学方

向

0233352201 微观经济学
Micro Economics 3 3 48 48 3 五 考试

学生自主选择政治学、哲
学、经济学三个方向中的任
一方向。本院教学委员会会
组织相关专家对学生进行
方向考核，成绩达标者方可
选择经济学方向。选择经济
学方向的学生只选修本模
块的部分课程。但是，必须
修够 36个学分 576个学时。

0233362202 宏观经济学
Macro Economics 3 3 48 48 3 六 考试

0233352203 社会心理学
Social Psychology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233352204 企业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试

0233362205 组织行为学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试

0233352206 经济法
Economic Law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233362207 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试

0233362208 市场营销
Marketing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试

0233352209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Academic Norms and Thesis Writing 3 3 48 48 3 五 考查

0233352210 社会调查方法
Social Survey Method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查

0233362211 经济学案例分析
Economics Case Analysis 3 2 1 48 32 16 2 六 考试

0233352212 经济博弈论
Economic Game Theory 3 2 1 48 32 16 2 五 考试

0233372213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3 3 48 48 3 七 考试

http://www.baidu.com/link?url=T9Q9PrdCM2FeX9HbPZxmCrP247G7ykdS4nQYzaiDnUrS4ukXu1Vzu9My7UfExMepMCbfnuN35Z81w8gHM9TXMWXka0jz606J1NsWzqRPqh7&wd=&eqid=8f60d954001c174a00000002575e22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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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经济

学方

向

023337221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3 3 48 48 3 七 考试

学生自主选择政治学、哲
学、经济学三个方向中的任
一方向。但本院教学委员会
会组织相关专家对学生进
行方向考核，成绩达标者方
可选择经济学方向。选择经
济学方向的学生只选修本
模块的部分课程。但是，必
须修够 36 个学分 576 个学
时。

0233382215 统计学
Statistics 3 3 48 48 3 八 考试

0233372216 货币金融
Money and Finance 3 2 1 48 32 16 3 七 考试

0233382217 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 3 2 1 48 32 16 3 八 考查

0233382218 基础会计学
Foundations of Accounting 3 3 48 48 3 八 考试

0233382219 经济伦理学
Economic Ethics 3 3 48 48 3 八 考试

0233372220 产业经济学
Industrial Economics 3 2 1 48 32 16 3 七 考试

0233382221 区域经济学
Regional Economics 3 3 48 48 3 八 考试

0233372222 证券投资学
Securities Investment 3 2 1 48 32 16 3 七 考试

0233382223 国际投资学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tudies 3 2 1 48 32 16 3 八 考查

0233382224 中国经济前沿问题
Frontiers of China's Economy 3 3 48 48 3 八 考试

合计（至少选修） 36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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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选修

课程

专业任选课

0233442201 国家公务员制度
National Civil Service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查

本专业设置的专业任选课
程，学生可根据自己结合自
己确定的专业方向跨学院、
跨专业选修。本部分至少选
修 6个学分，96个学时。本
模块多修的相关课程学分，
可以替代政治学、经济学或
哲学方向不足的相关选修
课程学分。

0233432202 现代自然科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Modern Nature Science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233422203 现代中国哲学专题
Topics of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3 3 48 48 3 二 考查

0233422204 管理学
Management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233452205 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试

0233452206 科学社会主义
Scientific socialism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233462207 国际共运史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3 3 48 48 3 六 考试

0233462208 行政能力测试与申论
Administrative Ability Test and Application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查

0233472209 文博基础
Culture Expo basic 3 2 1 48 32 16 3 七 考查

0233462210 现代礼仪与口才实务技巧
Modern Etiquette and Eloquence Skills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查

小计（至少选修） 6 96

合计 42 672

微专业选修
课程编号、课程名称，由学生自主选修的微专业在教务系统内

自动生成。

微专业课程模块，由学生自
主选修，不计入主修专业总
学分、学时。修满微专业合
格课程的，由微专业开设高

校颁发证书。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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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023422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二

劳动教育与实践，各
专业根据专业人才
培养特点开设，不少
于 32学时。

小计 1 32 32

专业

实践

0234222202 项目化课程（一）
Project CourseⅠ 2 2 32 32 二 考查

0234232203 项目化课程（二）
Project Course Ⅱ

2 2 32 32 三 考查

0234252204 产教融合课程（机关事务管理）
Fusion Education Courses 1 1 16 16 五 考查

小计 5 80 80

综合

实践

0234272205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6 96 96 七 考查

0234282206 毕业论文
Graduation Thesis 6 96 96 八 考查

0234282207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48 48 八 考查

小计 15 240 240

选修
0234362208 学生创新创业实践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of Students 1 16 16 六 考查

小计

合计 21 352

总计 161 2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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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培养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培养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美学原理 0.2 考试

军事理论 0.2 考试

文博基础 0.3 考试

政治心理学 0.3 考试

A2.自然科学知识

计量经济学 0.2 考试

线性代数 0.4 考试

统计学 0.4 考试

A3.工具性知识

大学英语 0.5 考试

比较政治学（双语） 0.5 考试

A4. 专业知识

政治学原理 0.3 考试

政府经济学 0.2 考试

经济学原理 0.3 考试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0.2 考试

B1.获得知识的能力

项目化课程 0.5 考查

新生研讨课 0.5 考查

B2. 应用知识的能力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0.5 考查

公文写作 0.5 考查

B3. 开拓创新能力

逻辑学 0.4 考试

经济博弈论 0.3 考试

外交决策学 0.3 考查

B4. 交流合作能力

公共政策学 0.4 考试

社会学 0.4 考试

现代礼仪与口才实务技巧 0.2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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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C1. 思想道德素质

思想道德与法治 0.3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3 考试

伦理学 0.4 考试

C2. 文化素养

政治文化专题 0.3 考查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 0.3 考试

经济学说史 0.4 考试

C3. 科学与人文素质

组织行为学 0.4 考试

经济伦理学 0.3 考试

科学技术哲学 0.3 考试

C4. 身心素质

政治心理学 0.3 考试

社会心理学 0.3 考试

《论语》研读 0.4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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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必

修

课

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0232112201 中国共产党历史 无

0232112202 中国政治思想史 无

0232122203 经济学原理 无

0232122204 经济学说史 无

0232132205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无

0232122206 社会学 无

0232112207 政府经济学 无

专业

核心

课程

0232222201 政治学原理 无

0232232202 西方政治思想史 政治学原理

0232242203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中国政治制度史

0232242204 公共组织学 无

0232232205 行政学 无

0232232206 政治经济学 无

0232242207 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 政治学原理

0232232208 中国政治制度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

0232242209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 无

0232222210 逻辑学 无

0232232211 伦理学 无

专

业

教

育

选

修

课

程

专

业

提

高

方

向

政

治

学

方

向

0233152201 中国执政党建设 中国共产党历史

0233152202 公共财政 经济学原理

0233162203 市政学 公共组织学

0233152204 公共政策学 公共组织学

0233152205 领导科学 行政学

0233152206 当代西方政治制度 政治学原理

0233162207 比较政治学（双语） 政治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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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选

修

课

程

专

业

提

高

方

向

政

治

学

方

向

0233162208 组织行为学 组织学

0233162209 公文写作 无

0233162210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政治学原理

0233152211 政治文化专题 政治学原理

0233152212 法学概论 无

0233152213 政治哲学 政治学原理

0233162214 行政法 无

0233162215 国际关系史 政治学原理

0233162216 国际政治学 政治学原理

0233152217 政治学名著选读 政治学原理

0233152218 政治学研究方法 政治学原理

0232262219 社会调查方法 无

0233152220 社会心理学 政治学原理

0233182221 政治社会学 政治学原理

0233162222 比较政党制度 政治学原理

0233162223 外交决策学 政治学原理

0233152224 社会主义发展史 无

0233152225 当代资本主义 无

0233142226 地方政府学 无

哲

学

方

向

0233252201 美学原理 无

0233262202 宗教学 无

0233252203 中国哲学史（一） 无

0233262204 中国哲学史（二） 中国哲学史（一）

0233252205 西方哲学史（一） 无

0233262206 西方哲学史（二） 西方哲学史（一）

0233262207 西方哲学原著导读 西方哲学史

0233252208 中国哲学原著导读 无

0233252209 中西方哲学前沿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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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选

修

课

程

专

业

提

高

方

向

哲

学

方

向

0233252210 科学技术哲学 无

0233262211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 无

0233252212 哲学导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

0233252213 现代西方哲学 哲学导论

0233252214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 马克思主义哲学

0233262215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

0233272216 康德哲学原著精读 西方哲学史

0233252217 中西宗教简史 宗教学

0233262218 中国伦理思想史 伦理学

0233282219 西方科技史 科技哲学

0233272220 佛教概论 宗教学

0233282221 分析哲学专题 无

0233272222 古希腊哲学原著精读 西方哲学史

0233282223 现象学专题研究 西方哲学史

0233282224 数理逻辑 逻辑学

0233252225 《论语》研读 无

0233262226 宋明理学研究 中国哲学史

专

业

应

用

方

向

经

济

学

方

向

0233352201 微观经济学 线性代数

0233362202 宏观经济学 线性代数

0233352213 社会心理学 无

0233352204 企业管理 无

0233362205 组织行为学 公共组织学

0233352214 经济法学 经济学说史

0233362207 计量经济学 政府经济学

0233362208 市场营销 经济学原理

0233352209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无

0233352210 社会调查方法 无

0233362211 经济学案例分析 无

0233352212 经济博弈论 无

0233372213 线性代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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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选

修

课

程

专

业

应

用

方

向

经

济

学

方

向

023337221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无

0233382215 统计学 线性代数

0233372216 货币金融 无

0233382217 国际金融 货币金融学

0233382218 基础会计学 线性代数

0233382219 经济伦理学 经济学原理

0233372220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原理

0233382221 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原理

0233372222 证券投资学 经济学原理

0233382223 国际投资学 无

0233382224 中国经济前沿问题 无

专业

任选

课程

0233442201 国家公务员制度 政治学原理

0233422202 现代自然科学概论 无

0233422203 现代中国哲学专题 中国哲学史

0233422204 管理学 无

0233452205 人力资源管理 无

0233452206 科学社会主义 政治学原理

0233432207 公共关系 无

0233462208 行政能力测试与申论 行政学

0233472209 文博基础 无

0233472210 现代礼仪与口才实务技巧 无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94

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640（其中，

理论课堂教

学 456学时，

实践教学

184学时，不

含军事技能

训练 2周）

36（含实践

10） 22.36%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64 4 2.48%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352 22 13.66%

专业核心课程 576 36 22.36%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672 42 26.09%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184 10

19.3%
基础实践 32 1

专业实践 80 5

综合实践 240 15

选修

合计 2656 161

九、其他说明
学生可以结合自身实际，在院内院外进行跨学期跨专业选课修读学分。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7.5 28.5 28.5 24.5 18 19 6 9 161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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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专业代码 120402）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需要，具有优良政治素养和思想道德素质，具备

行政学、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方面知识和相关业务技能，拥有较强的管理、策划、经

营、调研、组织、沟通和协调能力，富有时代精神、创新精神、担当精神、梦想精神，能够在党政

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管理工作以及科研工作的复合型专门人才。

目标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思想上严格要求，不断提高思想觉

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人民，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努力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目标 2：通过学习行政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行政学

理论研究、公共政策分析、社会调查与统计、外语、公文写作和办公自动化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

备行政管理的基本能力及科研能力。

目标 3：具备一定的身体和国防军事基本素质，具有健全的心理和健康的生活习惯，具备竞争

意识、合作精神和坚强毅力，具有适应岗位工作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目标 4：具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创新、

实践、创业的行政管理开发素质，具有较好的口才，善于人际交往和社会协作能力，具备较强的自

动化办公能力和外语技能。

（二）毕业要求

1. 知识结构（A）

A1: 人文社会科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学、文化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

A2: 自然科学：经济学、逻辑学、统计学等；

A3: 工具性知识：外语、行政职业能力、公文写作、社会调查与统计等；

A4: 专业知识：行政学、管理学、政治学、公共政策学、公共关系学、组织行为学、法学概论、

政治经济学、政府经济学、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西方政治制度、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

等。

2. 能力结构(B)

B1: 获得和应用知识：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备一定的自学能力和信息处理

能力、能够进行行政环境分析、行政政策分析、行政决策、行政风险评估和组织协调；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96

B2: 逻辑思维：能够运用逻辑学知识和辩证法等知识从本质上分析问题，并能提出科学有效的

解决措施；

B3: 开拓创新：挫折应对能力、市场分析与判断能力、创新意识和自主创业能力等；

B4: 交流合作：社会适应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文字表达、语言表达和交流能力、一定的竞争

意识和竞争能力等。

3. 素质结构要求(C)

C1: 政治素质：熟悉党和国家大政方针，了解我国政治运转和行政管理工作的实际情况、基本

政策和法规，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专业思想。

C2: 文化素质：具备较广博的学科知识，了解本专业学科的前沿信息和发展动态；接受全面、

系统的专业训练和考核，学习和掌握现代化的政治学、管理学知识和方法；树立效率、创新、服务、

竞争、民主、法治等现代政治与行政理念。

C3: 身心素质：具有健全的心理和健康的体魄。

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A1: 人文社会科学 H H M M

A2: 自然科学 M H H M

A3: 工具性知识 M H M M

A4: 专业知识 M H M L

B1: 获得和应用知识 M H M M

B2: 逻辑思维 M H L M

B3: 开拓创新 H M M M

B4: 交流合作 H M M M

C1: 政治素质 H M M M

C2: 文化素质 M H M M

C3: 身心素质 M M H H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四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计划总学时为 2256学时，毕业学分为

159学分。允许学生在 3-6年内修满学分学生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

予条件者，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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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社会学概论、中国政治思想史、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政治学原理、管理

学原理、逻辑学。

主要课程：通识教育课程包括大学英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道德与法治、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形式与政策、“四史”教育、军事理论、体育、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等。

专业教育课程：包括专业必修课程与专业选修课程。其中，专业必修课程包括社会学概论、中

国政治思想史、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政治学原理、管理学原理、逻辑学、行政学原理、

政府经济学、比较政治学（双语）、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政治经济学、公共组织学、市政学、公共政

策学、地方政府学、组织行为学、法学概论、公共关系学、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西方政治制度、

行政改革专题。

专业选修课程专业包括提高方向课和专业应用方向课，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历史、美学原理、

社会主义发展史、基层治理现代化问题研究、乡村振兴专题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专题研究、公共管

理思潮、西方行政学说史、法治政府专题研究、当代西方行政改革问题研究、国家公务员制度、公

文写作、社会调查方法、应用伦理学、领导科学、中国管理思想与模式、现代礼仪与口才实务技巧、

行政职业能力测试与申论、行政案例分析、专业英语。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本专业涉及到的实践教学环节主要包括基础实践、专业实践、综合实践。其中基础实践 1个学

分、专业实践 9个学分、综合实践 15个学分。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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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政
治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分
为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每学年循
环开设，在《中国共产党
历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4门中选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
据《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
干意见》（教社科〔2018〕
1号）、《新时代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
求》（教社科〔2018〕2号）、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在思
政课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
重点的“四史”教育的通
知》、教育部《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
实施方（2021—2025年）》
（教督〔2021〕1号）等文
件精神开课，包括“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
好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An 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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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
课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术

课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至少选
修 1门、2学分。学生自主
选修课程包括《音乐鉴赏》
《中国美术史》《东昌府本
版年画艺术》《山东民歌赏
析》《艺术与审美》《带你
听懂中国传统音乐》《中国
传统音乐作品》《视觉艺术
设计》《音乐与社会》等，
详细课程名单见每学期选
课通知。

大学
外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
学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
《大学俄语》《大学日语》
《大学韩国语》《大学西班
牙语》中任意一种语言模
块课程。具体课程名称、
课程号依学生选修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对
未达到《大学英语教学指
南》（2020版）基础目标的
学生继续开设《大学英语
（四）》，对已达到较高水
平的学生，根据各学院、
专业发展要求和学生多元
需求开设《高级英语》、《专
门用途英语》和《跨文化
交际》等课程，供学生选
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
开课。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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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

“公共体育”课程，每一学

年学生须在篮球、排球、

足球、太极拳、网球、健

身田径、软式排球、健美

操、武术、乒乓球、拳击、

散打、羽毛球、垒球

体育舞蹈、体育游戏等项

目中选择一项不同运动项

目作为学习内容，满足掌

握 2项运动健身技能的要

求。

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为

实践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
二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
询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

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能
训练 1学分为实践教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教
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学
院授课，第二学期在西校
区学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
期第 1-2周，不计入总学
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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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16 1 一 考查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
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
心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16 1 六 考查

小计 42 30 12 736 520 216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应修满
4学分。
原则上，文科类专业应选
修自然科学模块课程。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农学、化工、机械等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教师教育 主要涵盖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创新创
业教育

3101222201 创新基础
Innovation base 1 1 16 16 1 二 考查

创新创业模块中“创新基
础”（3101222201）、“创业
基础”（3101242202）为限
选课程，两门课程各 1学
分，所有专业学生均需修
读。

3101242202 创业基础
Entrepreneurial foundation 1 1 16 16 1 四 考查

小计 4 64 64

学分合计：46 ， 其中理论学分：34、实践学分：12；学时合计：800，其中理论学时：584、 实践学时：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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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0242122201
社会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学生须修满学科基础
课 19个学分，304个学
时；专业核心课 46 个
学分，736个学时。总
计须修满 65 个学分，
1040个学时。

0242112202
中国政治思想史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3 3 48 48 3 一 考试

0242112203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ontemporary World

3 3 48 48 3 一 考试

0242122204 政治学原理
Principles of Politics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242112205 管理学原理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3 3 48 48 3 一 考试

0242122206 逻辑学
Logic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242112207 新生研讨课
Freshman Seminar 1 1 16 16 1 一 考查

小计 19 17 2 304 272 32

专业

核心

课程

0242232207 行政学原理
Principles of Administration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242232208 政府经济学
Government Economics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242232209 比较政治学（双语）
Comparative politics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242242210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ystem of China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242242211 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ics 3 3 48 48 3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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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0242242212
公共组织学

Theory of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4 3 1 64 48 16 4 四 考试

0242252213
市政学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242212214
公共政策学

Analysis of Public policy 3 3 48 48 3 一 考试

0242252215
地方政府学

Theory of Local Government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242262216
组织行为学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试

0242232217 法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law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242212218
公共关系学

Public Relations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0242242219
西方政治思想史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242252220
当代西方政治制度

Contemporary Western political system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242262221
行政改革专题

Lectures on Administrative Reform 3 3 48 48 3 六 考试

小计 46 42 4 736 672 64

合计 65 59 6 1040 94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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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提高

方向

0243112222 中国共产党历史（线上）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2 2 32 32 2 一 考查

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可
结合自身兴趣和专业
发展方向，在“专业提
高方向”和“专业应用
方向”选修部分课程。
选修课程可多选，但是
至少要修够 23 个学
分，368个学时。

0243132223 美学原理（线上）
Local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3 3 48 48 3 三 考查

0243152224 社会主义发展史
Development history of socialism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243142225
基层治理现代化问题研究

Study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3 3 48 48 3 四 考查

0243132226
乡村振兴专题研究

Thematic Study o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3 3 48 48 3 三 考查

0243162227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研究

Lectures on Chinese Culture 3 3 48 48 3 六 考查

0243162228
公共管理思潮

The Thought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3 3 48 48 3 六 考查

0243152229
西方行政学说史

History of Western Administrative Theory 3 3 48 48 3 五 考查

0243172230
法治政府专题研究

Thematic Study on Rule of Law Government 3 3 48 48 3 七 考查

0243152231
当代西方行政改革问题研究

Study on Contemporary Western Administrative
Reform

3 3 48 48 3 五 考查

0243142232 国家公务员制度
System of Public Services 3 3 48 48 3 四 考查

小计 31 31 496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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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应用

方向

0243252232 公文写作
Official Document Writing 3 3 48 48 3 五 考查

0243232229 社会调查方法
Social Investigation 3 3 48 48 3 三 考查

0243252230 应用伦理学
Applied Ethics 3 3 48 48 3 五 考查

0243232222 领导科学
Leadership Science 2 2 32 32 2 三 考查

0243252224 中国管理思想与模式
The Thought and Model of Chinese Management 3 3 48 48 3 五 考查

0243282240 现代礼仪与口才实务技巧
Modern Etiquette and Eloquence Skills 3 3 48 48 3 八 考查

0243252241
行政职业能力测试与申论

The Test of Administration Occupation Ability and
Application

3 3 48 48 3 五 考查

0243262226 行政案例分析
Administrative Case study

3 3 48 48 3 六 考查

0243262231 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3 3 48 48 3 六 考查

0243242233 管理心理学
Management psychology

3 3 48 48 3 四 考查

小计 29 29 419 419

（学生应修学分、学时）合计 23 23 368 368

微专业选修
课程编号、课程名称，由学生自主选修的微专业在教务系统内

自动生成。

微专业课程模块，由学生
自主选修，不计入主修专
业总学分、学时。修满微
专业合格课程的，由微专
业开设高校颁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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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024422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二 考查

实践课程包括基础实
践、专业实践和综合实
践。本模块学生至少修
满 25个学分，416个学
时。

小计 1 1 32 32

专业

实践

0244272201 实习指导
Practice Instruction 2 1 1 32 16 16 七 考查

0244282202 科研方法与科研训练
Research methods and training 2 2 32 32 八 考查

0244222203 项目化课程（一）
Project curriculum（一）

2 1 1 32 16 16 二 考查

0244232204 项目化课程（二）
Project curriculum（二）

2 1 1 32 16 16 三 考查

0244252205
机关事务管理（产教融合）

Government Offices Administratio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1 1 16 16 五 考查

小计 9 6 3 144 96 48

综合

实践

0244272202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6 3 3 12

周
6周 6周 七 考查

0244282203 毕业论文（选题应体现应用性）
Graduation Thesis 6 6 12

周
12
周

八 考查

0244282205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3 6周 6周 八 考查

小计 15 12 3 240 192 48

合计 25 18 7 416 288 128

总计 159 2256

注：改革课程考核方式，推行全过程学业评价，科学合理测评学生学习效果，原则上期末考试成绩权重不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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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1: 人文社会科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 考试

中国文化专题 0.2 考查

社会学概论 0.5 考试

A1-2: 自然科学

政府经济学 0.4 考试

逻辑学 0.4 考试

社会调查方法 0.2 考查

A1-3: 工具性知识
大学英语 0.6 考试

计算机应用基础 0.4 考试

A1-4: 专业知识

行政学原理 0.3 考试

管理学原理 0.3 考试

政治学 0.4 考试

B1-1: 获得和应用知识

形势与政策 0.3 考查

科研方法与科研训练 0.3 考查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0.4 考试

B1-2: 逻辑思维

逻辑学 0.5 考试

公文写作 0.3 考查

行政案例分析 0.2 考查

B1-3: 开拓创新
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0.5 考查

实习指导 0.5 考查

B1-4: 交流合作
现代礼仪与口才实务技巧 0.5 考查

社会调查方法 0.5 考查

C1-1: 政治素质
思想道德与法治 0.5 考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5 考试

C1-2: 文化素质

行政职业能力测试与申论 0.3 考查

公共政策学 0.4 考试

地方政府学 0.3 考试

C1-3: 身心素质
毕业实习 0.5 考查

第二课堂 0.5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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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必

修

课

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0242122201 社会学概论 中国政治思想史

0242112202 中国政治思想史

0242112203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
与国际关系

0242122204 政治学原理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

与国际关系

0242112205 管理学原理

0242122206 逻辑学 管理学原理

专业

核心

课程

0242232207 行政学原理 政治学原理

0242232208 政府经济学 管理学原理

0242232209 比较政治学（双语） 政治学原理

0242242210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政治学原理

0242242211 政治经济学 政治学原理、行政学原理

0242242212 公共组织学 行政学原理

0242252213 市政学 行政学原理、政府经济学

0242212214 公共政策学 行政学原理、政府经济学

0242252215 地方政府学 行政学原理、政治学原理

0242262216 组织行为学 行政学原理

0242232217 法学概论 行政学原理

0242212218 公共关系学 社会学概论

0242242219 西方政治思想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

0242252220 当代西方政治制度 政治学原理

0242262221 行政改革专题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专

业

教

育

选

修

课

程

专

业

提

高

方

向

0243112222 中国共产党历史 政治学原理、行政学原理

0243132223 美学原理 行政学原理

0243152224 社会主义发展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管理学

0243142225 基层治理现代化问题研究 行政学原理

0243132226 乡村振兴专题研究 行政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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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选

修

课

程

专

业

提

高

方

向

0243162227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研究 中国政治思想史

0243162228 公共管理思潮 管理学

0243152229 西方行政学说史 行政学原理

0243172230 法治政府专题研究 政治学原理、行政学原理

0243172231 当代西方行政改革问题研究 行政学原理

0243142232 国家公务员制度 政治学原理、行政学原理

专

业

应

用

方

向

0243252232 公文写作 逻辑学

0243232229 社会调查方法 社会学概论

0243252230 应用伦理学 社会学概论

0243232222 领导科学 政治学原理、行政学原理

024325224 中国管理思想与模式 中国政治思想史、管理学

0243282240 现代礼仪与口才实务技巧 管理学

0243252241 行政职业能力测试与申论 行政学原理

024326226 行政案例分析 行政学原理

0243262231 专业英语 行政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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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思想政治理论课

程、美育课程、

体育、军事等

736（其中，理

课堂教 520 学

时，实践教学

216学时，不含

军事技能训练

2周）

42（含

实践

12）
26.4%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人文科学、

创新创业教育
64 4 2.5%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304 19 11.9%

专业核心课程 736 46 28.9%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368 23 14.5%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实

践
216 12

非独立设课

实践学分比

例 7.5%
23.2
%基础实践 32 1

非独立设课

实践学分比

例 15.7%
专业实践 144 9

综合实践 240 15

合计 2256 159 100%（不含非独立设

课实践学分比例）

九、其他说明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8.5 26.5 32.5 26.5 12 11 8 14 159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111

法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s Training Program of Law Major
（专业代码：030101K）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目标 1：了解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牢固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

并形成合理的整体性知识结构。

目标 2：具备独立自主地获取和更新本专业相关知识的学习能力；具备将所学的专业理论与知

识融会贯通，灵活地综合应用于专业实务之中的基本技能；具备利用创造性思维方法开展科学研究

工作和创新创业实践的能力；具备较高的计算机操作能力和外语能力。

目标 3：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掌握法学类专业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具备良好的人

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养成良好的道德品格、健全的职业人格、强烈的法律职业认同感，具有服务于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备健康的心理和体魄。

目标 4：能够跟踪调研专业领域技术及发展前沿，并通过自主学习不断适应技术进步和产业、

行业发展需求，与时俱进地进行知识更新和能力提升，进一步增强学习能力和开拓精神，不断适应

社会发展和行业竞争。

目标 5：能够在本学科及跨学科领域进行交流合作，能够在团队中担任不同角色并具备承担相

应岗位责任的能力。

（二）毕业要求

1.知识结构要求（A）：

A1.具备扎实的基本政治理论、国情、历史、形势政策、语言、人文与自然科学、军事、体育、

创新创业知识；

A2.具备全面的法学学科基础知识体系；

A3.具备适应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公法基础知识；

A4.具备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民商法、经济法具体部门法知识；

A5.具备法学学科前沿知识。

2.能力结构要求（B）：

B1. 生存、适应与自我发展的能力；

B2. 法律思维能力与法律运用能力；

B3 初级法学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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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法律职业能力和职业创新能力。

3.素养结构要求（C）：

C1.思想道德和政治认同素养；

C2.现代科学文化素养；

C3法律职业和职业创新素养；

C4.自我发展与法学学术素养。

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目标 5

A1 H H H

A2 H H H

A3 H H H

A4 H H H

A5 H H H

B1 H H H

B2 H H H

B3 H H H

B4 H H H

C1 H H H

C2 H H H

C3 H H H

C4 H H H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基本学制为四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计划总学时为 2480学时，总学分为

163学分。允许学生在 3～8年内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

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法学。

主要课程：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法理学、宪法学、中国法律史、民法学、刑法学、刑事诉讼

法学、民事诉讼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国际公法学、法律职业伦理、经济法学、商法学、

知识产权法学、国际经济法学、环境资源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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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包括军事训练、专业实习、毕业论文、法律诊所、法律问题社会调查、法律文书写作训练、司

法审判实务与模拟法庭、法学研究与论文写作训练、法科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英语口语训练和理论

教学的实践环节等。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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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
课程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1.共 15学分，其中 4学分
为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门中
选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
据《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
若干意见》（教社科
〔2018〕1号）、《新时代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教育
部办公厅关于在思政课
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重
点的“四史”教育的通
知》、教育部《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
评估实施方（2021—2025
年）》（教督〔2021〕1号）
等文件精神开课，包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
好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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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
课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术课

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非艺术类专业选修 1门、
2学分。学生自主选修课
程包括《音乐鉴赏》《中
国美术史》《东昌府本版
年画艺术》《山东民歌赏
析》《艺术与审美》《带你
听懂中国传统音乐》《中
国传统音乐作品》《视觉
艺术设计》《音乐与社会》
等，详细课程名单见每学
期选课通知。

大学
外语

1301112207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
学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
《大学俄语》《大学日语》
《大学韩国语》《大学西
班牙语》中任意一种语言
模块课程。具体课程名
称、课程号依学生选修
定。

1301122207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1301132207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1301142207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116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

“公共体育”课程，每一学

年学生须在篮球、排球、

足球、太极拳、网球、健

身田径、软式排球、健美

操、武术、乒乓球、拳击、

散打、羽毛球、垒球、体

育舞蹈、体育游戏等项目

中选择一项不同运动项

目作为学习内容，满足掌

握 2项运动健身技能的要

求。

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

为实践教学；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
咨询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
能训练 1学分为实践教
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
教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
学院授课，第二学期在西
校区学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
期第 1-2周，不计入总学
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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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 16 16 1 一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
心负责开课。

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 16 16 1 六

合计 39 28 11 688 488 200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选修，理论 2学分，32学时，在第 2学期开设，

创新创业教育
选修，《创新基础》代码为“3101222201”，在第 2学期开设，理论 1学分 16学时
选修，《创业基础》代码为“3101242202”，在第 4学期开设，理论 1学分 16学时

教师教育

学分合计：43，其中理论学分：31、实践学分：11；学时合计：688，其中理论学时：488、实践学时：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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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2112112201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2 2 32 32 2 一 考试

2112112202 法理学
Jurisprudence 4 4 64 64 4 一 考试

2112122203 宪法学
Constitutional Law 4 4 64 64 4 二 考试

2112112204 中国法律史
China legal history 4 4 64 64 4 一 考试

2112122205 民法Ⅰ(总则)
Civil LawⅠ 4 4 64 64 4 二 考试

2112122206 刑法Ⅰ(总论)
Criminal LawⅠ 4 4 64 64 4 二 考试

2112112207 新生研讨课
Freshman Seminar 1 1 16 16 2 一 考查

小计 23 23 368 368

专业

核心

课程

2112232208 民法Ⅱ（物权）

Civil Law Ⅱ
2 2 32 32 2 三 考试

2112252209 民法Ⅲ（合同 侵权责任）

Civil Law Ⅲ
4 4 64 64 4 五 考试

2112252210 民法Ⅳ（人格 婚姻家庭 继承）

Civil Law Ⅳ
2 2 32 32 2 五 考查

2112232211 刑法Ⅱ（各论）

Criminal LawⅡ 4 4 64 64 4 三 考试

2112232212 商法学
Commercial Law 4 4 64 64 4 三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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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2112232213 经济法学
Economic Law 4 4 64 64 4 三 考试

2112242214 知识产权法学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3 3 48 48 3 四 考试

2112242215 民事诉讼法学
Science of civil procedure law 4 4 64 64 4 四 考试

2112242216 刑事诉讼法学
Criminal Procedure Law 4 4 64 64 4 四 考试

2112232217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Ⅰ
Administrative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Ⅰ

4 4 64 64 4 三 考试

2112242218 国际公法学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4 4 64 64 4 四 考试

2112252219 国际经济法学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3 3 48 48 3 五 考试

2112262220 环境资源法学
Environmental resource law 3 3 48 48 3 六 考试

2112252221 法律职业伦理
Legal professional ethics 2 2 32 32 2 五 考试

小计 47 47 752 752

合计 70 70 1120 1120

选修
专业

提高

方向

2113112222 法律逻辑学
Legal Logic 2 2 32 32 2 一 考试

所有学生在专业教育选修

课程部分，至少修读 26 个

学分，其中至少须跨学院、

跨学科、跨专业选修 1门课

程，不少于 2学分。

2113112223 政治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Politics Science

2 2 32 32 2 一 考试

2113112224 社会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2 2 32 32 2 一 考查

2113152225 外国法律史
Foreign legal history 2 2 32 32 2 五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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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提高

方向

2113162226 法治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ule of Law 2 2 32 32 2 六 考试

2113132227 外国宪法
Foreign constitution 2 2 32 32 2 三 考查

2113152228 外国行政法
Foreign Administrative Law 2 2 32 32 2 五 考查

2113162229 外国刑法
Foreign Criminal Law 2 2 32 32 2 六 考查

2113172230 人权法学
Human Rights law 2 2 32 32 2 七 考查

2113162231 立法学
Legislative Study 2 2 32 32 2 六 考查

2113142232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Ⅱ

Administrative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Ⅱ
3 3 48 48 3 四 考查

2113152233 证据法学
Evidence Law 2 2 32 32 2 五 考查

2113162234 国家赔偿法学
Theory of State Compensation Law 2 2 32 32 2 六 考查

2113172235 监察法
Supervision law 2 2 32 32 2 七 考查

小计 29 29 464 464

专业

任选

方向

2113342236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Law 3 3 48 48 3 四 考查

2113312237 经济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 2 2 32 32 2 一 考试

2113362238 财税法学
Finance and Tax Law 2 2 32 32 2 六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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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任选

方向

2113352239 国际私法学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3 3 48 48 3 五 考试

2113362240 法律英语
Legal English 2 2 32 32 2 六 考试

2113362241 外国民商法
Foreign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2 2 32 32 2 六 考查

2113362242 公司法学
Enterprise Law 2 2 32 32 2 六 考查

2113362243 竞争法学
Competition Law 2 2 32 32 2 六 考查

2113362244 海商法学
Maritime law 2 2 32 32 2 六 考查

2113372245 金融法学
Financial Law 2 2 32 32 2 七 考查

2113362246 房地产法学
Real estate law

2 2 32 32 2 六 考查

小计 24 24 384 384

合计 53 53 848 848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2114212247 劳动教育与实践
Education and Practice about Labor 1 1 32 32 2 一 考查

2114262248 法律文书写作训练
Legal Instruments and Documents Writing 2 2 32 32 2 六 考试

2114212249 英语口语训练
Oral English Training 1 1 16 16 1 一 考查

小计 4 4 80 80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122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专业

实践

2114272250 法律诊断实训
Legal Diagnosis Training 2 2 32 2 七 考查

2114252251 司法审判实务与模拟法庭
Judicial Trial Practice and Moot Court 4 4 64 4 五 考查

2114252252 法学研究与论文写作训练
Legal Research and Thesis 1 1 16 1 五 考查

小计 7 7 112

综合

实践

2114282253 专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4 4 4周 八 考查

2114272254 毕业论文（设计）

Graduation Thesis（Design） 6 6 12
周

七 考查

2114282255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3 八 考查

2114282256
法科学生创新创业实践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of Students

6 认定

小计 13 13 16
周

合计 24 10 13 192

总计 163 2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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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具备扎实的基本政治理论、国

情、历史、形势政策、语言、人文

与自然科学、军事、体育、创新创

业知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0.1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0.1 考试

形势与政策 0.05 考查

“四史”教育 0.1 考试

大学外语 0.2 考试

公共体育 0.1 考试

军事理论与训练 0.05 考查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0.1 考试

自然科学选修课 0.05 考查

创新创业教育选修课 0.05 考查

A2：具备完备的法学学科基础知

识体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0.05 考试

法理学 0.1 考试

宪法学 0.1 考试

中国法律史 0.05 考试

民法 0.1 考试

新生研讨课 0.05 考查

刑法 0.1 考试

商法学 0.05 考试

经济法学 0.05 考试

知识产权法学 0.05 考试

民事诉讼法学 0.05 考试

刑事诉讼法学 0.05 考试

行政法学与行政诉讼法学 0.05 考试

国际公法学 0.05 考试

国际经济法学 0.05 考试

环境资源法学 0.05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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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3具备适应我国法治国家建设需

求的公法基础知识

法律逻辑学 0.06 考试

政治学导论 0.1 考试

社会学导论 0.06 考查

外国法律史 0.1 考试

法治理论与实践 0.06 考试

外国宪法 0.1 考查

外国行政法 0.06 考查

外国刑法 0.06 考查

人权法学 0.08 考查

立法学 0.1 考查

行政诉讼法学 0.055 考查

证据法 0.055 考查

国家赔偿法 0.055 考查

监察法 0.055 考查

A4：具备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需求的民商法、经济法具体部

门法知识

财税法 0.06 考查

国际私法学 0.1 考试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0.1 考查

经济学导论 0.1 考试

婚姻家庭继承法学 0.1 考查

法律英语 0.06 考试

外国民商法 0.1 考查

公司法学 0.065 考查

竞争法学 0.06 考查

海商法学 0.065 考查

合同法学 0.06 考试

金融法学 0.065 考查

房地产法学 0.065 考查

A5：具备法学学科前沿知识

民法Ⅰ 0.1 考试

民法Ⅱ 0.1 考试

民法Ⅲ 0.1 考试

民法Ⅳ 0.1 考试

刑法Ⅰ 0.1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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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5：具备法学学科前沿知识

刑法Ⅱ 0.1 考试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Ⅰ 0.1 考试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Ⅱ 0.1 考试

民事诉讼法学 0.1 考试

刑事诉讼法学 0.1 考试

国际公法学 0.1 考试

B1生存、适应与自我发展的能力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0.1 考试

形势与政策 0.05 考查

“四史”教育 0.1 考试

大学外语 0.2 考试

公共体育 0.1 考试

军事理论与训练 0.05 考查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0.1 考查

自然科学选修课 0.05 考查

创新创业教育选修课 0.05 考查

B2：法律思维能力与法律运用能

力

法律逻辑学 0.15 考试

法律英语 0.1 考试

证据法 0.15 考查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0.1 考试

民法Ⅰ 0.1 考试

民法Ⅱ 0.1 考试

民法Ⅲ 0.1 考试

民法Ⅳ 0.1 考试

刑法Ⅰ 0.1 考试

B3：初级法学研究能力

法学研究与论文写作训练 0.25 考查

法律文书写作训练 0.15 考查

毕业论文 0.25 考查

司法审判实务与模拟法庭 0.2 考查

法科学生创新创业实践 0.15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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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4：法律职业能力和创新能力

法律文书写作训练 0.15 考试

英语口语训练 0.10 考查

法律诊所 0.15 考查

司法审判实务与模拟法庭 0.20 考查

专业实习 0.15 考查

法律问题社会调查 0.15 考查

法科学生创新创业实践 0.10 认定

C1.思想道德和政治认同素养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5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5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0.25 考试

形势与政策 0.25 考查

C2.现代科学文化素养

“四史”教育 0.15 考查

自然科学通识选修课 0.15 考查

社会学导论 0.2 考查

政治学导论 0.3 考试

经济学导论 0.2 考试

C3法律职业和职业创新素养

法律职业伦理 0.3 考试

法律文书写作训练 0.1 考试

英语口语训练 0.1 考查

法律诊所 0.1 考查

司法审判实务与模拟法庭 0.1 考查

专业实习 0.15 考查

法科学生创新创业实践 0.15 认定

C4.自我发展与法学学术素养

毕业实习 0.1 考查

第二课堂 0.2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 0.15 考查

毕业论文 0.2 考查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0.2 考查

创新创业教育选修课 0.15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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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2112112201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无

2112112202 法理学 无

2112122203 宪法学 法理学

2112112204 中国法律史 法理学

2112122205 民法Ⅰ 法理学 中国法律史

2112122206 刑法Ⅰ 法理学

2112112207 新生研讨课 无

专业

核心

课程

2112232208 民法Ⅱ 法理学 民法Ⅰ

2112252209 民法Ⅲ 民法Ⅱ

2112252210 民法Ⅳ 法理学

2112232211 刑法Ⅱ 刑法总论

2112232212 商法学 民法

2112232213 经济法学 民法 行政法学

2112242214 知识产权法学 民法

2112242215 民事诉讼法学 宪法学 民法

2112242216 刑事诉讼法学 宪法学 刑法

2112232217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Ⅰ 宪法学

2112242218 国际公法学 法理学 宪法学

2112252219 国际经济法学 经济法学 国际公法学

2112262220 环境资源法学 经济法学 行政法学

2112252221 法律职业伦理
法理学 宪法学 刑事诉讼法

学 民事诉讼法学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2113112222 法律逻辑学 无

2113112223 政治学导论 无

2113112224 社会学导论 无

2113152225 外国法律史 法理学

2113162226 法治理论与实践 法理学 宪法学 法律史

2113132227 外国宪法 宪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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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2113152228 外国行政法 行政法学

2113162229 外国刑法 刑法学

2113172230 人权法学 宪法学

专业

任选

方向

2113162231 立法学 法理学 宪法学

2113142232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Ⅱ 行政法学 民事诉讼法学

2113152233 证据法 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

2113162234 国家赔偿法 行政法学 行政诉讼法学

2113172235 监察法 宪法学

专业

提高

方向

2113342236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 民法学

2113312237 经济学导论 无

2113362238 财税法 宪法学 行政法学

2113352239 国际私法学 民法

2113362240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经济法

2113362241 法律英语 外国法律史

2113362242 外国民商法 民法 商法

2113362243 公司法学 经济法 商法

2113362244 竞争法学 经济法 商法

2113372245 海商法学 国际经济法

2113362246 金融法学 经济法 商法

2113362238 房地产法学 经济法 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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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688 39 23.9%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64 4 2.5%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368 23 14.1%

专业核心课程 752 47 28.8%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416 26 16%

实践

教学

必修

基础实践 80 4

14.7%专业实践 112 7

综合实践 13

选修 0 0 0

合计 2480 163 100%

九、其他说明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5.5 21.5 29.5 27.5 17 15 10 17 163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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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Training Program of Undergradu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jor
(专业代码：030102T)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目标 1：立德树人，培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爱党爱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德法兼修，具有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自然科学、健康的身心

素养、三观正确、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法律与知识产权职业道德，以及适应当代社会需要的

德智美体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目标 2：德才兼备，培养具备基本政治、国情、历史、形势政策知识和理论，熟悉人文、自然、

管理、外语、军事、体育、创新创业等跨学科知识和理论，扎实系统的法律和知识产权运营、管理、

保护以及专利、商标代理知识和理论，了解法律和知识产权前沿整体现状，熟悉法律和知识产权前

沿重点现状的高素质人才。

目标 3：知行合一，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立足鲁西，面向全国，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富有创新

和开拓精神，具备较强的各项公共能力和职业能力，扎实的法律和知识产权专业能力，能适应建设

法治国家、创新型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能在政府部门、咨询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代

理机构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从事法律和知识产权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的高素质专门人才。

（二）毕业要求

1.知识结构要求（A）

A1.具备扎实的基本政治理论、国情、历史、形势政策、语言、人文与自然科学、军事、体育、

创新创业知识；

A2.具备全面的法学学科基础知识体系和知识产权学科核心知识；

A3.具备适应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知识产权理论深化的基础知识；

A4.具备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知识产权实务方面的知识；

2.能力结构要求（B）

B1. 生存、适应与自我发展的能力；

B2. 知识产权思维能力与运用能力；

B3 初级学术研究能力；

B4. 职业能力和职业创新能力。

3.核心素养结构要求（C）

C1.思想道德和政治认同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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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现代科学文化素养；

C3法律职业和职业创新素养；

C4.自我发展与学科学术素养。

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A1 M M H

A2 M M H

A3 M M H

A4 M M H

B1 M H H

B2 M H H

B3 M H H

B4 M H H

C1 H H M

C2 H H M

C3 H H M

C4 H H M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基本学制为四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允许学生在 3～8年内修满学分。计划

总学时为 2448学时，总学分为 163学分。学生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

授予条件者，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法学。

核心课程：习近平法治思想、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

法与行政诉讼法、知识产权总论、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竞争法、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

文献检索与应用。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包括军事训练、劳动实践、专业实习、毕业论文、法律诊断实训课程、 知识产权问题社会调查、

法律文书写作训练、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实务、法学研究与论文写作训练、法律职业与就业实践、理

论教学的实践环节。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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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课
程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1.共 15学分，其中 4学分
为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门中
选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
据《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
若干意见》（教社科
〔2018〕1号）、《新时代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教育
部办公厅关于在思政课
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重
点的“四史”教育的通
知》、教育部《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
评估实施方（2021—2025
年）》（教督〔2021〕1号）
等文件精神开课，包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
好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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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
课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术课

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至少
选修 1门、2学分。学生
自主选修课程包括《音乐
鉴赏》《中国美术史》《东
昌府本版年画艺术》《山
东民歌赏析》《艺术与审
美》《带你听懂中国传统
音乐》《中国传统音乐作
品》《视觉艺术设计》《音
乐与社会》等，详细课程
名单见每学期选课通知。

大学
外语

1301112207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
学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
《大学俄语》《大学日语》
《大学韩国语》《大学西
班牙语》中任意一种语言
模块课程。具体课程名
称、课程号依学生选修
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
对未达到《大学英语教学
指南》（2020版）基础目
标的学生继续开设《大学
英语（四）》，对已达到较
高水平的学生，根据各学
院、专业发展要求和学
生多元需求开设《高级英
语》、《专门用途英语》和
《跨文化交际》等课程，
供学生选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
开课。

1301122207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1301132207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1301142207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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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

“公共体育”课程，每一学

年学生须在篮球、排球、

足球、太极拳、网球、健

身田径、软式排球、健美

操、武术、乒乓球、拳击、

散打、羽毛球、垒球

体育舞蹈、体育游戏等项

目中选择一项不同运动

项目作为学习内容，满足

掌握 2项运动健身技能的

要求。

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

为实践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

咨询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
能训练 1学分为实践教
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
教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
学院授课，第二学期在西
校区学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
期第 1-2周，不计入总学
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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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 16 16 1 一 考查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
心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 16 16 1 六 考查

合计 39 28 11 688 488 200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理工农医科专业应选修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模块
课程，文科类专业应选修
自然科学模块课程。
具体选修模块，各专业根
据培养目标、专业认证等
要求，自主确定学生应选
修模块、每个模块应选学
分。
创新创业模块中“创新基
础”“创业基础”为限选课
程，两门课程各 1学分，
所有专业学生均需修读。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选修，理论 2学分，32学时，在第 2学期开设，

创新创业教育
选修，《创新基础》代码为“3101222201”，在第 2学期开设，理论 1学分 16学时
选修，《创业基础》代码为“3101242202”，在第 4学期开设，理论 1学分 16学时

教师教育

学分合计：43 ， 其中理论学分：32 、实践学分：11 ；学时合计：688 ，其中理论学时：488 、 实践学时：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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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2122112201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2 2 32 32 2 一 考试

2122112202 法理学
Jurisprudence 4 4 64 64 4 一 考试

2122122203 宪法学
Constitutional Law 4 4 64 64 4 二 考试

2122112204 中国法律史
China legal history 2 2 32 32 2 一 考试

2122122205
民法Ⅰ(总则)
Civil LawⅠ 3 3 64 64 4 二 考试

2122122206
刑法Ⅰ(总论)
Criminal LawⅠ 4 4 64 64 4 二 考试

2122112207
新生研讨课

Freshman Seminar 1 1 16 16 2 一 考查

小计 20 20 336 336

专业

核心

课程

2122232208 民法Ⅱ（物权）

Civil Law Ⅱ
2 2 32 32 2 三 考试

2122252209 民法Ⅲ（债、合同、侵权责任）

Civil Law DivisionⅢ 4 4 64 64 4 五 考试

2122252210
民法Ⅳ （人格、婚姻家庭、继承）

Civil Law Ⅳ
2 2 32 32 2 五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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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2122232211 刑法Ⅱ(各论)
On Each of the Penal CodeⅡ 4 4 64 64 4 三 考试

2122242212 民事诉讼法学
Science of civil procedure law 4 4 64 64 4 四 考试

2122242213 刑事诉讼法学
Criminal Procedure Law 4 4 64 64 4 四 考试

2122232214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Ⅰ
Administrative LawⅠ 4 4 64 64 4 三 考试

2122232215 知识产权法总论
General Principl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4 4 64 64 4 三 考试

2122242216 著作权法
Copyright law 2 2 32 32 2 四 考试

2122242217 专利法
Patent Law 3 3 48 48 3 四 考试

2122252218 商标法
Trademark law 3 3 48 48 3 五 考试

2122252219 知识产权管理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3 3 48 48 3 五 考试

2122262220 竞争法学
Competition Law 2 2 32 32 2 六 考试

2122252221 知识产权文献检索与应用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terature searches 1 1 16 16 1 五 考试

小计 42 42 672 672

合计 62 62 1008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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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提高

方向

课程

2123142222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Ⅱ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Ⅱ 2 2 32 32 2 四 考查

三个专业方向课程中至少
选择一个

2123142223 国际公法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3 3 48 48 3 四 考查

2123152224 外国法律史
Foreign legal history 2 2 32 32 3 五 考试

2123152225 外国刑法
Foreign Criminal Law 2 2 32 32 2 五 考查

2123152226 法律职业伦理
Legal professional ethics 2 2 32 32 2 五 考试

2123162227 知识产权战略
stratagem of an enterprise 1 1 16 16 1 六 考查

专业

应用

方向

2123242228 经济法学
Economic Law 4 4 64 64 4 四 考试

2123232229 商法学
Commercial Law 3 3 48 48 3 三 考试

2123252230 国际私法学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3 3 48 48 3 五 考试

2123252231 国际经济法学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3 3 48 48 2 五 考试

2123262232 公司法学
Enterprise Law 2 2 32 32 2 六 考查

2123262233 商业秘密法学
Business secret Law 2 2 32 32 2 六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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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特殊

需求

方向

2123332234 法律经济学讲座
Law and Economics Seminar 2 2 32 32 2 三 考查

2123362235 财税法学
Finance and Tax Law 2 2 32 32 2 六 考查

2123372236 金融法学
Financial Law 2 2 32 32 2 七 考查

2123362237 法律逻辑学
Legal Logic 2 2 32 32 2 一 考试

2123332238 知识产权国际诉讼
Litig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1 1 16 16 1 三 考查

2123372239 知识产权法前沿讲座
Lectur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forefront 1 1 16 16 1 七 考查

小计 39 39 624 624

专业

任选

课程

2123362240 法治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ule of Law 2 2 16 16 2 六 考查

2123352241 证据法学
Evidence Law 2 2 32 32 2 五 考查

2123372242 专利法实务与案例讲座
Lecture on patent Law Practice and Case 1 1 16 16 1 七 考查

2123362243 商标法实务与案例讲座
Trademark law Practice and Case 1 1 16 16 1 六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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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任选

课程

2123372244 著作权法实务与案例讲座
Lecture on copyright law Practice and Case 1 1 16 16 1 七 考查

2123352245
地理标志保护实务案例讲座

Geographical IndicationProtection Practicesand Case
lecture

2 2 32 32 2 五 考查

2123352246 商标与专利代理人专题讲座
Special Topics in Trademark and Patent Attorneys 2 2 16 16 1 五 考查

2123372247 知识产权国际许可与转让
license and transfer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1 1 16 16 1 七 考查

2123362248 学术训练与写作竞赛
Academic training and writing competition 1 1 16 16 1 六 考查

2123362249 升学与就业能力提升讲座
Lectures on progression and employment 1 1 16 16 1 六 考查

小计 14 14 224

合计 32 512 至少选修 32学分，512学时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2124212250 劳动教育与实践
Education and Practice about Labor 1 1 32 32 2 一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各专业根
据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开设，
不少于 32学时。

2124262251
法律文书写作训练

Legal Instruments and Documents Writing 2 2 32 32 2 六 考试

2124212252 英语口语训练
Oral English Training 1 1 16 12 1 一 考查

小计 4 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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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专业

实践

2124272253 法律诊断实训
Legal Diagnosis Training 2 2 32 2 七 考查

2124252254 司法审判实务与模拟法庭
Judicial Trial Practice and Moot Court 4 4 64 64 4 五 考查

2124252255
法学研究与论文写作训练
Legal Research and Thesis 1 1 16 1 五 考查

2124272256
知识产权问题社会调查
Social Survey of Legal Issue 2 2 6周 七 考查

小计 8 9 112

综合

实践

2124282257 专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4 4 4周 八 考查

2124282258 毕业论文（设计）
Graduation Thesis（Design） 6 6 12

周
八 考查

2124282259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3 6周 八 考查

小计 13 13 22
周

选修 2124282260
学生创新创业实践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of Students

4 认定
可冲抵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学分

合计 26 26 192

总计 163 126 37 2448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142

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 具备扎实的基本政治理论、

国情、历史、形势政策、语言、

人文与自然科学、军事、体育、

创新创业知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0.1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0.1 考试

形势与政策 0.05 考查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0.1 考试

公共艺术课程 0.05

大学英语 0.1 考试

公共体育 0.1 考试

“四史”教育 0.05 考查

军事理论与训练 0.05 考查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0.05 考查

人文科学 0.05 考查

自然科学 0.05 考查

创新创业教育 0.05 考查

A2 具备全面的法学学科基础

知识体系和知识产权学科核心

知识

法理学 0.1 考试

宪法学 0.5 考试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0.1 考试

中国法律史 0.5 考试

民法 0.15 考试

刑法 0.15 考试

知识产权法总论 0.1 考试

著作权法 0.05 考试

专利法 0.05 考试

商标法 0.05 考试

知识产权管理 0.05 考试

竞争法学 0.05 考试

知识产权文献检索与应用 0.05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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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3.具备适应我国法治国家建设

的知识产权理论深化基础知识

经济法学 0.06 考试

商法学 0.06 考试

国际私法学 0.06 考试

外国法律史 0.1 考试

商业秘密法学 0.06 考查

行政诉讼法学 0.06 考查

国际公法学（双语） 0.06 考查

证据法学 0.06 考查

财税法学 0.06 考查

金融法学 0.1 考查

法律逻辑学 0.055 考试

公司法学 0.055 考查

合同法学 0.055 考试

国际经济法学 0.055 考试

法律英语 0.1 考试

A4.具备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需求的知识产权实务方面

的知识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 0.1 考试

知识产权国际许可与转让 0.1 考查

知识产权国际诉讼 0.1 考试

法律经济学讲座 0.1 考试

知识产权法前沿讲座 0.1 考试

专利法实务与案例讲座 0.1 考查

商标法实务与案例讲座 0.05 考查

著作权法实务与案例讲座 0.05 考查

法治理论与实践 0.1 考查

学术训练与写作竞赛 0.1 考试

升学与就业能力提升讲座 0.1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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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1生存、适应与自我发展的能

力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0.1 考试

形势与政策 0.05 考查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0.1 考试

公共艺术课程 0.05

大学英语 0.1 考试

公共体育 0.05 考试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05 考试

军事理论与训练 0.05 考查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0.05 考查

人文科学 0.05 考查

自然科学 0.05 考查

创新创业教育 0.05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 0.05 考查

B2. 知识产权思维能力与运用

能力

知识产权总论 0.2 考试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 0.1 考试

知识产权国际许可与转让 0.1 考查

知识产权国际诉讼 0.1 考试

法律经济学讲座 0.1 考试

知识产权法前沿讲座 0.1 考试

专利法实务与案例讲座 0.1 考查

商标法实务与案例讲座 0.1 考查

著作权法实务与案例讲座 0.1 考查

B3. 初级学术研究能力

法律经济学 0.15 考查

知识产权问题社会调查 0.15 考查

毕业论文 0.2 答辩

法治理论与实践 0.15 考查

学术训练与写作竞赛 0.15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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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4. 职业能力和职业创新能力

法律文书写作训练 0.15 考试

专业实习 0.25 考查

知识产权诉讼实务 0.1 考查

知识产权评估交易实务 0.1 考查

专利法实务与案例讲座 0.1 考查

商标法实务与案例讲座 0.1 考查

B1生存、适应与自我发展的能

力

著作权法实务与案例讲座 0.1 考查

地理标志保护实务案例讲座 0.1 考查

商标与专利代理人专题讲座 0.1 考查

知识产权国际许可与转让 0.1 考查

C1.思想道德和政治认同素养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5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5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0.25 考试

B2：法律思维能力与法律运用

能力

形势与政策 0.25 考查

C2.现代科学文化素养

公共艺术课程 0.25 考查

自然科学通识选修课 0.25 考查

“四史”教育 0.3 考试

大学英语 0.2 考试

C3法律职业和职业创新素养

法治理论与实践 0.1 考试

法律文书写作训练 0.1 考试

英语口语训练 0.1 考查

法律诊断实训 0.1 考查

司法审判实务与模拟法庭 0.1 考查

B4法律职业能力和职业创新能

力

专业实习 0.3 考查

学生创新创业实践 0.1 认定

升学与就业能力提升讲座 0.1 考查

C4.自我发展与法学学术素养

升学与就业能力提升讲座 0.2 考查

法学研究与论文写作训练 0.2 考查

知识产权问题社会调查 0.15 考查

B4法律职业能力和职业创新能

力

毕业论文 0.3 答辩

学术训练与写作竞赛 0.15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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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2122112201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无

2122112202 法理学 无

2122122203 宪法学 法理学

2122112204 中国法律史 法理学

2122122205 民法Ⅰ(总则) 法理学

2122122206 刑法Ⅰ(总论) 法理学

2122112207 新生研讨课 无

专业

核心

课程

2122232208 民法Ⅱ（物权） 法理学、民法Ⅰ

2122252209 民法Ⅲ（债、合同、侵权责任） 民法Ⅰ、Ⅱ

2122252210 民法Ⅳ （人格、婚姻家庭、继承） 民法Ⅰ、Ⅱ、Ⅲ

2122232211 刑法Ⅱ(各论) 法理学、刑法Ⅰ

2122242212 民事诉讼法学 民法

2122242213 刑事诉讼法学 刑法

2122232214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Ⅰ 宪法学

2122232215 知识产权法总论 宪法学 、民法

2122242216 著作权法 民法、知识产权总论

2122242217 专利法 民法、知识产权总论

2122252218 商标法 民法、知识产权总论

2122252219 知识产权管理 民法、知识产权总论

2122262220 竞争法学 民法、知识产权总论

2122252221 知识产权文献检索与应用 民法、知识产权总论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2123142222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Ⅱ 法理学、民法

2123142223 国际公法学 法理学、民法

2123152224 外国法律史 法理学、民法

2123152225 外国刑法 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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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2123152226 法律职业伦理

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

讼法学、行政法与行政

诉讼法学

2123162227 知识产权战略 民法、知识产权总论

专业

应用

方向

2123242228 经济法学 宪法学、法理学

2123232229 商法学 法理学、民法

2123252230 国际私法学 民法、商法学

2123252231 国际经济法学 民法、商法学

2123262232 公司法学 民法、商法学

2123262233 商业秘密法学 民法、商法学

专业

特殊

需求

方向

2123332234 法律经济学讲座 无

2123362235 财税法学 商法学、境界法学

2123372236 金融法学 外国法律史

2123362237 法律逻辑学 法理学

2123332238 知识产权国际诉讼 知识产权总论、分论

2123372239 知识产权法前沿讲座 知识产权总论、分论

专业

任选

2123362240 法治理论与实践
习近平法治思想、法理

学

2123352241 证据法学
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

讼法学

2123372242 专利法实务与案例讲座 知识产权总论、专利法

2123362243 商标法实务与案例讲座 知识产权总论、商标法

2123372244 著作权法实务与案例讲座
知识产权总论、著作权

法

2123352245 地理标志保护实务案例讲座 知识产权总论、商标法

2123352246 商标与专利代理人专题讲座 知识产权总论、商标法

2123372247 知识产权国际许可与转让 知识产权总论、分论

2123362248 学术训练与写作竞赛 所有专业必修课程

2123362249 升学与就业能力提升讲座 所有专业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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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688（其中，

理论课堂教

学 488学时，

实践教学

200学时，不

含军事技能

训练 2周）

39 23.9%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64 4 2.5%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320 20 12.3%

专业核心课程 672 42 25.7%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512 32 19.6%

实践

教学
必修

基础实践 80 4

16%专业实践 112 9

综合实践 13

合计 2448 163 100%

九、其他说明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2 24 27 27 24 22 4 13 163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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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专业代码：030503）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面向中学政治教育优质师资需求，培养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

之心，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与教育情怀，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素养，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

论和基本知识，具备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与教学技能，具备持续的终身学习能力与专业成长能力，

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与研究能力、创新能力与创新精神，成为能够胜任中学政治教学、班级管理、

中等教育改革、教学研究工作的高素质的一线骨干教师。

目标 1：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与教育情怀。

目标 2：具备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掌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目标 3：具备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技能。

目标 4：具备持续的终身学习能力与专业成长能力。

目标 5. 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与研究能力、创新能力与创新精神。

（二）毕业要求

1. 践行师德（A）

A1. 师德规范

A1-1：理解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热爱并忠诚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贯彻党和国家教育

方针政策，以立德树人为己任；政治素质过硬，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

A1-2：德法兼备，遵纪守法，遵守教育法律法规，遵守师德规范，为人师表，身正为范；具有

良好的法治观念，依法执教从教。

A2. 教育情怀

A2-1：明确中学政治教育工作的意义，热爱中等教育事业，具有职业理想和敬业奉献精神。

A2-2：明确教育者角色定位，牢固树立关爱学生，尊重学生独立人格，尊重学生个体差异，信

任学生的责任意识。崇尚真知，能够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勇于探索。

A2-3：具有乐观、积极、健康、正确的情感、人格和社会责任感。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

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2. 学会教学（B）

B1. 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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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系统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核心知识和学科体系，具备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基础知识

与能力，并熟悉相近学科及交叉学科的相关知识，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辨析能力；初步掌握思想政

治教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备初步思想政治教育相

关问题的研究能力，了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

B1-2：具有较为宽阔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素养，形成综合性、跨学

科的知识结构；具有相应的艺术鉴赏与审美水平，具备人文底蕴和科学理性精神。

B1-3：具有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掌握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善于主动解决教育工作

中的现实需要和问题，不断进行反思，进行创新性探索和基础性、应用性研究，不断改进教育教学

工作。

B2. 教学能力

B2-1：掌握教育学、心理学基本原理，并自觉运用于中学政治教学与学生培养。熟悉并理解中

西方教育思想，掌握中学生成长成才、身心发展的科学规律，掌握教与学的知识，掌握有效的教学

方法与教学模式，包括教学规划与设计、教学组织与实施、教学评价以及教学反思，熟悉中学政治

学科课程标准，掌握中学政治教材分析、学情分析、班级管理、教学研究、课程研发等的能力，与

时俱进，终身学习，注重专业成长。

B2-2：掌握中学政治教学的基本技能，普通话达到二级乙等以上水平，熟练掌握粉笔字、毛笔

字及钢笔字的技法与技巧。具备一定的外语水平。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善于在教育教学中总结反思，

不断提高教学实践能力。

B2-3：掌握信息技术，能够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教学设计，有效实施教学计划，并能运用多

种手段开展教学评价。

3. 学会育人（C）

C1. 班级指导

C1-1：树立德育为先的理念，深刻认识德育教育对中学生的重要性。掌握中学生思想品德教育

的原理与方法。

C1-2：掌握班级建设的工作规律和基本方法。能有效组织和科学安排班级活动，具有处理突发

事件的应变能力。

C2. 综合育人

C2-1：了解中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特征，掌握促进中学生健康成长和提高学习效果的教

学策略。理解政治学科的育人价值，重视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和人文精神的陶冶。结合政治学科

的特点，树立培养学生健全人格，促进学生个性健康发展的意识。

C2-2：了解学校文化建设和教育活动的育人内涵和方法。参与组织具有积极进取精神的主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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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和社团活动。自觉树立为人师表的模范意识。

4. 学会发展（D）

D1. 学会反思

D1-1：具有强烈的批判思维和质疑精神，不迷信书本，不迷信权威，坚持求真求实精神。

D1-2：具有终身学习意识和专业发展意识，不满足于现状。积极了解国内外基础教育改革发展

动态，吸收先进教育理念，适应时代和教育发展的新需求，科学设计职业发展规划和自我成长计划。

D2. 沟通合作

D2-1：正确认识沟通合作对个人发展与成长的重要作用，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价值，懂得学习伙

伴是重要的学习资源，养成主动与人沟通的意识。

D2-2：体验小组互助和合作学习的方式，掌握沟通合作的技能，具备团队协作的意识。

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目标 5

A1. 师德规范 H H L L M

A2. 教育情怀 H H M H M

B1.学科素养 M H H M H

B2.教学能力 L H H H M

C1. 班级指导 M H H L M

C2. 综合育人 L H H L M

D1. 学会反思 L M M H H

D2. 沟通合作 L M H H M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基本学制为 4 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计划总学时为 2344 学时+41 周，总学

分为 162 学分。允许学生在 3～8 年内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

件者，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政治学、哲学、法学。

主要课程：政治学、社会学、逻辑学、伦理学、法学概论、教师口语（普通话）、马克思主义

哲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共党史、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政治经济学、

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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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思想概论、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微格教学训练等。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本专业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微格教学训练、教育见习与研习、教育实习、

毕业论文、社会实践等。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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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
政治
理论
课程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1.共 3学分。
2. “四史”教育，在《中国共产
党历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4门
中选修 1门。每学年循环开设，
上学期开设《中共党史》《新中
国史》，下学期开设《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好校
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
教育

中共党史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新中国史
The history of New China

改革开放史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社会主义发展史
The history of socialism

1 1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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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
课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

术课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至少选修 1
门、2学分。学生自主选修课
程包括《音乐鉴赏》《中国美术
史》《东昌府本版年画艺术》《山
东民歌赏析》《艺术与审美》《带
你听懂中国传统音乐》《中国传
统音乐作品》《视觉艺术设计》
《音乐与社会》等，详细课程
名单见每学期选课通知。

大学
外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学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大
学俄语》《大学日语》《大学韩
国语》《大学西班牙语》中任意
一种语言模块课程。具体课程
名称、课程号依学生选修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对未
达到《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2020版）基础目标的学生继
续开设《大学英语（四）》，对
已达到较高水平的学生，根据
各学院、专业发展要求和学生
多元需求开设《高级英语》、《专
门用途英语》和《跨文化交际》
等课程，供学生选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开
课。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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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公共
体育”课程，每一学年学生须在
篮球、排球、足球、太极拳、
网球、健身田径、软式排球、
健美操、武术、乒乓球、拳击、
散打、羽毛球、垒球
体育舞蹈、体育游戏等项目中
选择一项不同运动项目作为学
习内容，满足掌握 2项运动健
身技能的要求。
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为实
践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
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能训
练 1学分为实践教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教育”
第一学期在东校区学院授课，
第二学期在西校区学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期第
1-2周，不计入总学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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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职业
规划
与就
业指
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 16 16 1 一 考查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学
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心负
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 16 16 1 六 考查

合计 27 19 8 496 344 152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可在本领域选修 2学分，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本模块至少选修 6学分。创新
创业模块中“创新基础”
（3101222201）、“创业基础”
（3101242202）为为限选课程，
两门课程各 1学分，所有专业
学生均需修读。

社会科学 可在本领域选修 2学分，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自然科学
须在本领域选修 2学分，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

机械、建筑、材料、信息、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创新创业教育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教师教育
师范类专业学生须在本领域选修 2学分，主要涵盖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教育技术等的通

识教育课程

学分合计：33（其中 2学分为教师教育课程模块），其中理论学分：25、实践学分：8 ；学时合计：592，其中理论学时：440、实践学时：152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157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0312122204 社会学
Sociolog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学生须按照要求规定学期
修完应修课程，经考核合
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0312112205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arxism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312122206 逻辑学
Logic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312122202 伦理学
Ethics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312122203 政治学
Political science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12112201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导学

Introductory 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1 1 16 16 1 一 考查

小计 16 14 2 256 224 32

专业
核心
课程

0312222203 马克思主义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Marxism 4 4 64 64 4 二 考试

0312242211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
Marxism classics Review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12212201 中共党史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3 3 48 48 3 一 考试

0312252214 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312242207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Study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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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03122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1223220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12252212 科学社会主义
Scientific Socialism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312212202 法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0312242208 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论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12222204 教师口语（普通话）
Teachers Oral (Mandarin)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12252213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试

0312242209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

Histor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he
CPC

4 3 1 64 48 16 4 四 考试

0312242210 中国哲学史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4 4 64 64 4 四 考试

小计 45 36 9 720 576 144

合计 61 50 11 976 800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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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0313142208 西方政治思想史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3 3 48 48 3 四 考试

如若第七学期、第八学期
不能完成提前修读，可采
取集中授课的方式 4-10 周
内集中讲授完成。
鼓励学生选修含实践学分
的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0313142209 国际共运史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3 3 48 48 3 四 考查

0313132202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
Contemporary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13132203 当代资本主义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3 3 48 48 3 三 考查

0313172220 中国政治制度史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313172221 中国政治思想史
History of China's political thought 3 3 48 48 3 七 考试

0313142210 当代西方政治制度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political system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13132204 国际政治学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 2 32 32 2 三 考查

0313132205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Contemporary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313152213 当代社会思潮
Contemporary Social Thoughts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313172222 公文写作
Document Writing 3 2 1 48 32 16 3 七 考查

0313152212 领导科学
Leadership Science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试

0313112201 公共关系学
Public Relations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0313172223 社会调查方法
Social Investigation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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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0313152214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Academic Norms and Thesis Writing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查

0313162218 行政能力测试与申论
Administrative ability test and Application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0313182226 现代礼仪与口才实务技巧
Modern Etiquette and Eloquence Skills 3 2 1 48 32 16 3 八 考试

0313172224 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查

0313172225 书法
Calligraphy 3 1 2 48 16 32 3 七 考查

0313182227 电子政务
Electronic Government Affairs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313182228 欧洲哲学史
History of European Philosophy 3 3 48 48 3 八 考查

031314221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3 3 48 48 3 四 考查

0313152215 美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Aesthetics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313132206 中国传统经典导读
Chinese Traditional Classics 2 2 32 32 2 三 考查

0313152216 中国思想史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s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313162219 中国通史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2 2 32 32 2 六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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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0313152217 世界通史
World History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313132207 中国文化史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2 2 32 32 2 三 考查

0313182229 经典诵读
Classic Reading 2 2 32 32 2 八 考查

合计 26 416

微专业
选修

课程编号、课程名称，由学生自主选修的微专业在教务系统内自
动生成。

微专业课程模块，由学生
自主选修，不计入主修专
业总学分、学时。修满微
专业合格课程的，由微专
业开设高校颁发证书。

小计

教师
教育
课程

必修

0402232201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Developmental and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 2 32 32 2 三 考试 1.师范类专业学生需在必

修课程模块修读 14学分，
在选修课程模块选修 4 学
分。
2. 现代教育技术开课学期
按文理科学院分别设在第
三、四学期。
3.由相关学院开设的课程
由学生所在学院负责开
设，开课学期与考核方式
由学院确定。

0402232202 教育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402242204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Occupational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1 1 16 16 1 四 考试

0402242207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Mental Health and Moral Education 1 1 16 16 1 四 考试

1602232204 现代教育技术
Modern Teaching Technology 2 1.5 0.5 40 24 16 2 三/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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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教师
教育
课程

必修

0403342201 班主任工作
Class Management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312252215 政治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
Educational Law and Policy 2 2 32 32 2 五 考试

小计 12 11.5 0.5 200 184 16

选修

040335220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Education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1 1 16 16 1 五 考试

0402242208 教育公共政策
Public Policy on Education 1 1 16 16 1 五/六 考试

0402242209 家庭教育学
Family Pedagogy 1 1 16 16 1 五/六 考试

0313452201
中学综合实践活动组织与实施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activities in Middle Schools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0313452202 政治学科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Teaching design and case analysis of politics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小计 4 64

合计 16 264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031421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每学年

完成不少于 8 学时；在第
八学期前完成选课总学时
数不少于 32学时，其中理
论教学不少于 8 学时，实
践教学不少于 24学时。

0314252203
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微格教学训练

Micro-standard teaching training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skills

4 4 64 64 4 五 考查

小计 5 5 96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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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专业
实践

0314232202 教育见习与研习（一）
Graduation Practice 1 1 1周 三 考查

0314242202 教育见习与研习（二）
Graduation Practice 1 1 1周 四 考查

0314252202 教育见习与研习（三）
Graduation Practice 1 1 1周 五 考查

小计 3 3 3周

综合
实践

0314262204 教育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9 18

周
六 考查

0314282205 毕业论文
Graduation Thesis 6 12

周
八 考查

0314282206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8周 八 考查

小计 18 38
周

合计 26 96+
41周

总计 162
2344
+

41周

注：改革课程考核方式，推行全过程学业评价，科学合理测评学生学习效果，原则上期末考试成绩权重不超过 50%。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164

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1：理解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热爱并忠诚党和人民的教育

事业，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

以立德树人为己任；政治素质过硬，

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

马克思主义哲学 0.1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
0.2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

论
0.2 考试

形势与政策（一、二、三、四） 0.1 考试

教育学概论 0.2 考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2 考试

A1-2：德法兼备，遵纪守法，遵守

教育法律法规，遵守师德规范，为

人师表，身正为范；具有良好的法

治观念，依法执教从教。

法学概论 0.4 考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3 考试

教育学概论 0.3 考试

A2-1：明确中学政治教育工作的意

义，热爱中等教育事业，具有职业

理想和敬业奉献精神。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2 考试

教育学概论 0.2 考试

教育见习与研习 0.3 考查

教育实习 0.3 考查

A2-2：明确教育者角色定位，牢固

树立关爱学生，尊重学生独立人格，

尊重学生个体差异，信任学生的责

任意识。崇尚真知，能够独立思考、

独立判断，勇于探索。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0.3 考试

中学综合实践活动组织与实施 0.2 考查

班主任工作 0.3 考试

毕业论文（设计） 0.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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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2-3：具有乐观、积极、健康、正

确的情感、人格和社会责任感。做

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

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2 考试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0.3 考试

中学综合实践活动组织与实施 0.2 考试

班主任工作 0.3 考试

B1-1：系统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的核心知识和学科体系，具备思想

政治教育专业的基础知识与能力，

并熟悉相近学科及交叉学科的相关

知识，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辨析能

力；初步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

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掌握文献检索、

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备初步思

想政治教育相关问题的研究能力，

了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前沿

和发展动态。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0.3 考试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0.3 考查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 0.2 考试

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论 0.2 考查

B1-2：具有较为宽阔的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

素养，形成综合性、跨学科的知识

结构；具有相应的艺术鉴赏与审美

水平，具备人文底蕴和科学理性精

神。

社会学 0.2 考试

公共艺术课程 0.2 考试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0.2 考查

大学外语 0.2 考查

通识教育选修自然科学模块 0.2 考查

B1-3：具有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调

查研究，掌握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善于主动解决教育工作中的现实需

要和问题，不断进行反思，进行创

新性探索和基础性、应用性研究，

不断改进教育教学工作。

社会调查方法 0.3 考查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0.4 考试

毕业论文（设计） 0.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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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2-1：掌握教育学、心理学基本原

理，并自觉运用于中学政治教学与

学生培养。熟悉并理解中西方教育

思想，掌握中学生成长成才、身心

发展的科学规律，掌握教与学的知

识，掌握有效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模

式，包括教学规划与设计、教学组

织与实施、教学评价以及教学反思，

熟悉中学政治学科课程标准，掌握

中学政治教材分析、学情分析、班

级管理、教学研究、课程研发等的

能力，与时俱进，终身学习，注重

专业成长。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2 考试

教育学概论 0.2 考试

政治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 0.2 考查

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论 0.1 考试

中学综合实践活动组织与实施 0.1 考查

教育见习与研习 0.2 考查

B2-2：掌握中学政治教学的基本技

能，普通话达到二级乙等以上水平，

熟练掌握粉笔字、毛笔字及钢笔字

的技法与技巧。具备一定的外语水

平。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善于在教

育教学中总结反思，不断提高教学

实践能力。

教师口语(普通话) 0.2 考试

书法 0.2 考查

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微格教学训练 0.2 考查

教育实习 0.2 考查

大学英语(一)(二)(三)(四) 0.1 考试

专业英语 0.1 考查

B2-3：掌握信息技术，能够运用现

代教育技术进行教学设计，有效实

施教学计划，并能运用多种手段开

展教学评价。

现代教育技术 0.5 考试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0.5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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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C1-1：树立德育为先的理念，深刻

认识德育教育对中学生的重要性。

掌握中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原理与

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0.2 考试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0.2 考试

班主任工作 0.2 考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1 考查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1 考试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0.2 考试

C1-2：掌握班级建设的工作规律和

基本方法。能有效组织和科学安排

班级活动，具有处理突发事件的应

变能力。

班主任工作 0.3 考试

中学综合实践活动组织与实施 0.2 考查

第二课堂 0.1 考试

公共关系学 0.1 考试

教育实习 0.3 考查

C2-1：了解中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

和学习特征，掌握促进中学生健康

成长和提高学习效果的教学策略。

理解政治学科的育人价值，重视对

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和人文精神的

陶冶。结合政治学科的特点，树立

培养学生健全人格，促进学生个性

健康发展的意识。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2 考试

教育学概论 0.2 考试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0.2 考试

中学生品德发展与道德教育 0.2 考查

中国政治思想史 0.2 考试

C2-2：了解学校文化建设和教育活

动的育人内涵和方法。参与组织具

有积极进取精神的主题教育和社团

活动。自觉树立为人师表的模范意

识。

中学综合实践活动组织与实施 0.2 考查

第二课堂 0.2 考查

教育学概论 0.1 考试

公共体育（一、二、三、四） 0.2 考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1 考试

班主任工作 0.2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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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D1-1：具有强烈的批判思维和质疑

精神，不迷信书本，不迷信权威，

坚持求真求实精神。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0.2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
0.2 考试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0.2 考试

科学社会主义 0.2 考试

逻辑学 0.2 考试

D1-2：具有终身学习意识和专业发

展意识，不满足于现状。积极了解

国内外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动态，吸

收先进教育理念，适应时代和教育

发展的新需求，科学设计职业发展

规划和自我成长计划。

形势与政策（一、二、三、四） 0.1 考查

大学英语（一、二、三、四） 0.1 考试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0.1 考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2 考试

现代教育技术 0.3 考试

教育学概论 0.2 考试

D2-1：正确认识沟通合作对个人发

展与成长的重要作用，理解学习共

同体的价值，懂得学习伙伴是重要

的学习资源，养成主动与人沟通的

意识。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2 考试

现代礼仪与口才实务技巧 0.3 考试

军事理论 0.1 考查

教育学概论 0.1 考试

公共体育（一、二、三、四） 0.2 考试

第二课堂 0.1 考查

D2-2：体验小组互助和合作学习的

方式，掌握沟通合作的技能，具备

团队协作的意识。

教育见习与研习 0.2 考查

中学综合实践活动组织与实施 0.2 考查

现代礼仪与口才实务技巧 0.2 考试

公共体育（一、二、三、四） 0.2 考试

第二课堂 0.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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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0312122204 社会学 无

0312112205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无

0312122206 逻辑学 无

0312122202 伦理学 无

0312122203 政治学 无

0312112201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导学 无

专业

核心

课程

0312222203 马克思主义哲学 无

0312242211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 马克思主义哲学

0312212201 中共党史 无

0312252214 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

伦理学

0312242207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

伦理学

031223220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政治学

0312252212 科学社会主义 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0312212202 法学概论 无

0312242208 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论
教育学概论、发展与教育心

理学

0312222204 教师口语（普通话） 无

0312252213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马克

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社会

0312242209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 中共党史

0312242210 中国哲学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

03122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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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核心

课程

0313142208 西方政治思想史 政治学、社会学

0313142209 国际共运史 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0313132202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 政治学

0313132203 当代资本主义 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0313172220 中国政治制度史 政治学

0313172221 中国政治思想史 政治学

0313142210 当代西方政治制度 政治学

0313132204 国际政治学 政治学

0313182205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313152213 当代社会思潮
伦理学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0313172222 公文写作 无

0313152212 领导科学 政治学

0313112201 公共关系学 无

0313172223 社会调查方法 无

0313152214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无

0313162218 行政能力测试与申论 公共关系学

0313182226 现代礼仪与口才实务技巧
教师口语（普通话）、公共

关系学

0313172224 专业英语
大学英语（一）（二）（三）

（四）

0313172225 书法 无

0313182227 电子政务 无

0313182228 欧洲哲学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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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核心

课程

031314221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中国传统经典导读

0313152215 美学概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学

0313132206 中国传统经典导读 教师口语（普通话）

0313152216 中国思想史 中国文化史

0313162219 中国通史 中共党史

0313152217 世界通史 中共党史

0313132207 中国文化史 无

0313182229 经典诵读 无

教师

教育

课程

必修

0402232201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无

0402232202 教育学概论 无

0403342201 班主任工作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教育学

概论

0402242204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教育学概论

0402242207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1602232204 现代教育技术 无

0312252215 政治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
教育学概论、发展与教育心
理学、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选修

040335220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教育学

概论

0313452201 中学综合实践活动组织与实施
教育学概论、思想政治教育

学原理

0313452202 政治学科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

政治教育教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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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496（其中，

理论课堂

教学 344
学时，实践

教学 152
学时，不含

军事技能

训练 2周）

27（含

实践 8） 16.66%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64 4 2.47%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256 16（含
实践 2） 9.88%

专业核心课程 720 45（含

实践 9） 27.78%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416 26（含
实践 7） 16.05%

教师教

育课程

必修课程 232
14（含

实践
0.5）

8.64%

选修课程 64 4（含实
践 2） 2.47%

实践

教学

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142 8
非独立设

课实践学
分比例
17.59%

33.64%

专业教育课程实践 224 18

教师教育课程 48 2.5

必修

基础实践 96 5

独立设课
实践学分

比例
16.05%

专业实践 3

综合实践 18

合计
2344学时

+41周 162
100%（不含非独立设

课实践学分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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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说明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5 25 25 29 26 10 13 9 162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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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Economics
（专业代码：020101）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宗旨，面向党政机关、经济管理部门、科研

院所和企业单位，培养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和诚信品质，富有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掌握现代

经济学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能够运用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和管理手段，胜任经济分析、金融保险、

财政税收、投资理财等领域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目标 1：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包括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规范、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目标 2：以经济学基础理论和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结合为教育重点，注重对学生进行经济学理

论基础与定量分析方法训练，培养学生具备一定的创新性思维和科学研究能力；

目标 3：强化创新创业和实践应用能力，提升学生认识、分析和创新性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培养能够在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从事经济分析和管理实践的应用型人才。

（二）毕业要求

本专业要求学生系统掌握现代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方法，把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经济发展趋势，

具备经济分析与管理的基本技能。毕业生应在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核心素养方面达到以下要求：

1.知识结构要求（A）

A1.工具性知识：系统掌握一门外语，能较顺利地阅读专业文献；掌握计算机基本知识，具有本

专业与相关领域计算机应用能力；掌握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知识与方法；能够进行中外文文献检索；

A2.人文社科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等基本原理，具备一定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法律等方面的知识，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修养和

健康的心理；掌握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方面的知识；

A3.学科基础知识：掌握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

金融学、会计学、统计学、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

A4.专业知识：掌握发展经济学、财政学、产业经济学、经济思想史、证券投资学、保险学、国

际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经济史、税收筹划、财务管理、经济法等方面的知识。

2.能力结构要求（B）

B1.获取知识的能力：有独立获取专业知识、应用知识和更新知识的能力；熟练掌握计算机和现

代信息技术，能根据不同的专业任务检索相关文献，及时了解本专业理论前沿研究的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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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应用知识的能力：能将所学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与专业技能融会贯通，综合应用于经济研究与

社会实践，独立分析和解决经济领域的一般问题；

B3.创新能力与创新精神：有创新意识，对经济学最新发展动态及本学科领域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有一定了解；掌握创新的思维方法，能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具备一定的创新性思维和探索能力；

B4.社会交流和适应能力：熟悉社会交往礼仪规范，具备良好的表达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具备

团队协作的意识和精神，提高认识社会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3.核心素养结构要求（C）

C1.思想道德素质：爱党爱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基本原理；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具有为祖国和人类发

展贡献自己力量的意识和精神，具有良好的道德和健全的法制意识；

C2.科学文化素质：具有较好的人文艺术修养、审美情趣及文字语言表达能力，积极参加社会实

践。具有求真务实的科学素质，懂科学、爱科学，追求真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一定了解；

C3.专业素质：本专业要求学生系统掌握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相关的基础专业知识，了解市场经济

的运行机制，熟悉党和国家的经济方针、政策和法规，能够把握中外经济发展趋势和市场经济运行

规律；掌握现代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方法，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熟练的业务技能；能够运用现

代经济分析方法和技术手段从事经济分析与预测、参与经济管理和实际业务操作工作的能力；

C4.身心素质：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达到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心理状态良好，有较强适应能力、

承受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具有脚踏实地、开拓创新、勇于拼搏、服务社会和敢于创业的精神风貌。

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A1 M M H
A2 H M M
A3 M H H
A4 M H H
B1 M M H
B2 M H H
B3 M H H
B4 H M H
C1 H M M
C2 H M M
C3 M H H
C4 H M M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四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计划总学时为 2512学时，总学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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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学分。学生可在 3～8年内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经

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

主要课程：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会计学、金融学、统计学、

财政学、计量经济学、中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选读、

国际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管理学、证券投资学、发展经济学、保险学、区域经济学、

经济法、税收筹划、财务管理等。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包括专业实践课程和综合实践课程（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等）。专业实践课程安排在第四、六学

期执行，鼓励学生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经济管理部门、科研机构等进行专业实习，以此加强

学生经济分析、预测、评价和决策能力的培养。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在第八学期进行，培养学生综

合应用所学知识进行科学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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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
政治
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分
为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门中选
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
据《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
干意见》（教社科〔2018〕1
号）、《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
（教社科〔2018〕2号）、《教
育部办公厅关于在思政课
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重点
的“四史”教育的通知》、教
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
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
（2021—2025年）》（教督
〔2021〕1号）等文件精神
开课，包括“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
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
好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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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
课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术

课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至少选
修 1门、2学分。学生自主
选修课程包括《音乐鉴赏》
《中国美术史》《东昌府本
版年画艺术》《山东民歌赏
析》《艺术与审美》《带你听
懂中国传统音乐》《中国传
统音乐作品》《视觉艺术设
计》《音乐与社会》等，详
细课程名单见每学期选课
通知。

大学
外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
学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
《大学俄语》《大学日语》
《大学韩国语》《大学西班
牙语》中任意一种语言模块
课程。具体课程名称、课程
号依学生选修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对
未达到《大学英语教学指
南》（2020版）基础目标的
学生继续开设《大学英语
（四）》，对已达到较高水平
的学生，根据各学院、专业
发展要求和学生多元需求
开设《高级英语》、《专门用
途英语》和《跨文化交际》
等课程，供学生选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
开课。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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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

“公共体育”课程，每一学年

学生须在篮球、排球、足球、

太极拳、网球、健身田径、

软式排球、健美操、武术、

乒乓球、拳击、散打、羽毛

球、垒球

体育舞蹈、体育游戏等项目

中选择一项不同运动项目

作为学习内容，满足掌握 2
项运动健身技能的要求。

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为

实践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
询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能
训练 1学分为实践教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教
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学院
授课，第二学期在西校区学
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
期第1-2周，不计入总学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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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职业
规划
与就
业指
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 16 16 1 一 考查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
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
心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 16 16 1 六 考查

合计 42 30 12 736 520 216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创新创业模块中“创新基
础”“创业基础”为限选课
程，两门课程各 1学分，16
学时，所有专业学生均需修
读，考核方式：考查。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信息、

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本专业学生须在本领域选修 2学分。

创新创业教育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本专业学生须在本领域选
修 2学分。第 2学期开设《创新基础》（代码：3101222201），第 4学期开设《创业基础》（代码：3101242202）

教师教育 主要涵盖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教育技术等的通识教育课程。

学分合计：46，其中理论学分：34、实践学分： 12 ；学时合计： 800，其中理论学时：584、实践学时：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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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1002112203 高等数学（三级，上）
Advanced Mathematics （Level 3,Volume I） 3 3 48 48 3 一 考试

本专业本科生必须于规定
的修业年限内修满 34 学分
（含数学类课程）的学科基
础课程和 29 学分的专业核
心课程，共计 63学分。

1002122203 高等数学（三级，下）
Advanced Mathematics （Level 3, Volume II） 3 3 48 48 3 二 考试

1002132201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2 2 32 32 2 三 考试

10021322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112112201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
Political Economics 3 3 48 48 3 一 考试

0112112202
管理学

Management 3 3 48 48 3 一 考试

0112122203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4 4 64 64 4 二 考试

0112132204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4 4 64 64 4 三 考试

0112142205 金融学
Finance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112132206 会计学
Accounting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112142207 统计学
Statistics 3 3 48 48 4 四 考试

0112112208 经济学专业导论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 1 1 16 16 1 一 考查

小计 34 34 544 544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182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01122222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112242203 经济思想史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112252204 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4 3 1 64 48 16 4 五 考试

0112242205 财政学
Public Finance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112252206 中国经济史
History of Economy 3 3

、
48 48 3 五 考试

0112252207 产业经济学
Industrial Economics 3 3 48 48 4 五 考试

0112252208 国际经济学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 4 64 64 4 五 考试

0112262209 《资本论》选读
Selected Reading of Capital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112262210 劳动经济学
Labor Economics 3 3 48 48 3 六 考试

小计 29 28 1 464 448 16

合计 63 62 1 1008 99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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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提高

方向

0113172201 经济学前沿讲座
Advanced Lectures on Economics 2 2 32 32 2 七 考查

该方向的学生需要选修本
方向的一定学分课程，再在
专业应用方向模块任选一
定学分的课程。选修课程学
分总数达到 30学分。

0113162202 经济学原理（中级）
Principles of Economics(Middle Class)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113162203 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
Schools of Modern Western Economics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113172204 经济博弈论
Economic Game Theory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113162205 发展经济学
Development Economics 3 3 48 48 3 六 考试

0113142206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
History of Marxist Economic Theories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113152207 区域经济学
Regional Economics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113182208 经济学方法论
Methods on Economics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113142209 综合数学 I
Comprehensive Mathematics I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113152210 综合数学 II
Comprehensive Mathematics II 2 2 32 32 2 五 考试

0113162211 综合数学 III
Comprehensive Mathematics III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113152212 专业英语
Financial English 3 3 48 48 2 五 考查

小计 28 28 448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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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应用

方向

0113222201 经济法
Economic Laws 2 2 32 32 2 二 考试

0113232202 现代公司制度概论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 for Modern Company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113242203 财务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113262204 税收筹划
Tax Planning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113252205 中级财务会计
Financial Accounting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113252206 中国税制
Tax System in China 3 3 48 48 3 五 考查

0113272207 国际税收
International Taxation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113272208 财经应用文写作
Writing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查

0113242209 证券投资学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113252210 电子商务
Electronic Commerce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试

0113262211 市场营销
Development Economics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113282212 商业银行管理
Bank Management & Financial Services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113252213 保险学
Insurance 2 2 32 32 2 五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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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应用

方向

0113252214 商务谈判
Business Negotiation 3 3 48 48 3 五 考查

0113262215 金融工程
Finance Engineering 3 3 48 48 3 六 考试

0113252216 公司金融
Corporation Finance 2 2 32 32 2 五 考试

0113272217 商务礼仪
Business Etiquette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查

0113262218 区域产业集群分析
Analysis of regional industrial cluster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小计 40 36 4 640 576 64

合计 68 63 5 1088 1008 80

经济学
微专业选修

课程

1. 核心模块：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字经济、大数据（以
上课程可通过MOOC学习）
2. 提高模块：数据挖掘、计量经济实验等（详见微专业招生简
介）

18

1.微专业课程模块，由学生
自主选修，不计入主修专业
总学分、学时。修满微专业
合格课程的，由微专业开设
高校颁发证书。
2.课程编号、课程名称，由
学生自主选修的微专业在
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小计 18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011427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七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各专业根
据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开设，
不少于 32学时。

小计 1 1 32 32

专业

实践

0114132201 会计综合实训（产教融合课程）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for Accounting 1 1 32 32 2 三 考查

0114162202 经济学综合实验（产教融合课程）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for Economics 1 1 32 32 2 六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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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专业

实践

0114132203 经济学案例分析
Economics Case Study 2 1 1 32 16 16 2 三 考查

0114162204 计量经济学实验与案例分析
Econometric Experiments and Case Studies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小计 6 2 4 128 32 96

综合

实践

0114282201 毕业论文（设计）
Graduation Thesis（Design） 6 6 8周

(9-16)
八

0114272202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3 七 考查

0114282203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4 4 8周

(1-8) 八

小计 13 13

选修

0114362201
国际经贸综合实验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1 1 32 32 2 六 考查

0114362202 财税大数据应用
Fiscal and tax big data application 1 1 32 32 2 六 考查

小计 2 2 64 64

合计 22 2 20 224 32 192

总计 161 123 38 2512 2040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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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1：人际交往工具知识

大学英语 0.3 考试

专业英语 0.3 考查

应用文写作 0.2 考查

商务礼仪 0.2 考查

A1-2：数理分析工具知识

计量经济学 0.3 考试

综合数学 I 0.1 考查

综合数学 II 0.1 考查

综合数学 III 0.2 考查

统计学 0.3 考试

A2-1：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3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3 考试

中国近代史纲要 0.2 考试

形式与政策 0.2 考查

A2-2：自然科学知识

高等数学（三级，上） 0.3 考试

高等数学（三级，下） 0.3 考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4 考试

A3-1:理论经济学基础知识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 0.1 考试

微观经济学 0.2 考试

宏观经济学 0.2 考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0.1 考试

经济思想史 0.1 考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 0.1 考试

中国经济史 0.1 考试

《资本论》选读 0.1 考试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188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3-2:应用经济学基础知识

管理学 0.2 考试

会计学 0.2 考试

统计学 0.2 考试

财政学 0.2 考试

金融学 0.2 考试

A4-1:专业理论知识

产业经济学 0.2 考试

劳动经济学 0.2 考试

国际经济学 0.2 考试

经济学前沿讲座 0.1 考查

经济学原理（中级） 0.1 考查

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 0.1 考查

经济博弈论 0.1 考查

A4-2:专业实践知识

现代公司制度概论 0.2 考试

财务管理 0.2 考查

税收筹划 0.2 考查

中级财务会计 0.2 考查

中国税制 0.2 考查

B1-1：筛选和分析信息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3 考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3 考试

计量经济学案例与实践 0.2 考查

统计学 0.2 考试

B2-1：应用知识的能力：能将所

学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与专业知

识融会贯通，灵活地综合应用于

经济研究或社会实践，能独立分

析和解决经济领域的一般实际

问题

保险学 0.1 考试

证券投资学 0.1 考查

电子商务 0.1 考查

市场营销 0.1 考查

商业银行管理 0.1 考查

计量经济学案例与实践 0.1 考查

商务谈判 0.1 考试

金融工程 0.1 考试

公司金融 0.1 考试

经济法 0.1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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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3-1:运用所学知识思考现实理

论问题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考试

微观经济学 0.3 考试

宏观经济学 0.3 考试

经济学案例分析 0.1 考查

经济学前沿讲座 0.1 考查

B3-2:创新工作方法的能力

第二课堂 0.2 考试

国际经贸综合实验 0.2 考查

会计实训 0.2 考查

毕业实习 0.2 考查

经济学综合实验 0.2 考查

B4-1:社会人际交往能力
商务礼仪 0.5 考查

应用文写作 0.5 考查

B4-2:语言表达能力
专业英语 0.5 考查

应用文写作 0.5 考查

C1-1: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 思想道德与法治 1 考试

C1-2: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中国近代史纲要 0.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3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0.3 考试

C2-1:良好的科学素养

高等数学（三级） 0.3 考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2 考试

计量经济学 0.3 考试

统计学 0.2 考试

C2-2:良好的人文素养

应用文写作 0.3 考试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 0.4 考试

中国近代史纲要 0.3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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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C3-1:良好的专业素质

微观经济学 0.2 考试

宏观经济学 0.1 考试

财政学 0.2 考查

金融学 0.1 考查

会计学 0.2 考试

统计学 0.2 考试

C3-2:扎实的专业技能

国际经贸综合实验 0.3 考试

会计学实训 0.1 考查

税收筹划 0.15 考查

计量经济学 0.2 考查

经济学综合实验 0.15 考查

毕业实习 0.1 考查

C4-1:良好的身体素质 公共体育 1 考试

C4-2:健康的身心，积极的生活

态度

思想道德与法治 0.5 考试

经济学专业导论 0.5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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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必

修

课

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1002112203 高等数学（三级，上） 无

1002122203 高等数学（三级，下） 无

1002132201 线性代数 高等数学Ⅲ

10021322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高等数学Ⅲ、线性代数

0112112201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 无

0112122203 微观经济学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

0112132204 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0112112202 管理学 无

0112142205 金融学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0112132206 会计学 高等数学Ⅲ

0112142207 统计学 高等数学Ⅲ

0112112208 经济学专业导论 无

专业

核心

课程

01122222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

0112242203 经济思想史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0112252204 计量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0112242205 财政学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0112252206 中国经济史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0112252207 产业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0112252208 国际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0112262209 《资本论》选读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

0112262210 劳动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专业

教育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经

济

理

论

与

分

析

方

向

0113172201 经济学前沿讲座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

和微、宏观经济学

0113162202 经济学原理（中级）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0113162203 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0113172204 经济博弈论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0113152207 区域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0113162205 发展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192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业

教育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经

济

理

论

与

分

析

方

向

0113142206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

和微、宏观经济学

0113182208 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

和微、宏观经济学

0113142209 综合数学 I 高等数学Ⅲ、线性代数、概率

论与数理统计

0113152210 综合数学 II 高等数学Ⅲ、线性代数、概率

论与数理统计

0113162211 综合数学 III 高等数学Ⅲ、线性代数、概率

论与数理统计

0113152212 专业英语 大学英语

专业

应用

方向

财

税

方

向

0113222201 经济法 无

0113232202 现代公司制度概论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0113242203 财务管理 微观经济学、管理学

0113262204 税收筹划 会计学

0113252205 中级财务会计 会计学、财政学

0113252206 中国税制 会计学

0113272207 国际税收 财政学

0113272208 应用文写作 无

金

融

理

财

方

向

0113252213 保险学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0113242209 证券投资学 金融学

0113252210 电子商务 金融学

0113262211 市场营销 宏观经济学

0113282212 商业银行管理 金融学、证券投资学

0113252214 商务谈判 金融学、国际贸易

0113262215 金融工程 金融学

0113252216 公司金融 金融学

0113272217 商务礼仪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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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思政政治理论课程、

美育课程、大学外

语、身心健康、军事、

职业规划与就业指

导

736（其中，

理论课堂教

学 520学时，

实践教学

216学时，不

含军事技能

训练 2周）

42（含实践

12） 26.09%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自然科学、创新创业

教育
64 4 2.48%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544 34 21.12%

专业核心课程

464（其中，

理论课堂教

学 448学时，

实践教学 16
学时）

29（含实践 1） 18.01%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专业提高方向、专业

应用方向

480（其中，

理论课堂教

学 432学时，

实践教学 48
学时）

30（含实践 3） 18.63%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216 12
9.94%

专业教育课程实践 64 4

基础实践 32 1

12.42%专业实践

128（其中，

理论课堂教

学 32学时，

实践教学 96
学时）

6

综合实践 13

选修 64 2 1.24%

合计 2512 161 100%

九、其他说明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4 24 26 27 22 21 4 13 161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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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Business Management

（专业代码：120201K）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立足鲁西，服务山东，辐射全国，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系统掌握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生产与运作管理、市场营销策划等现代工

商管理理论知识和管理方法，熟悉经济领域的相关方针、政策和法规，具有企业家基本品格、团队

精神、创新意识与国际视野，能够在各类工商企业、政府部门及相关机构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复合

型和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以及自主创业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学生毕业后经过 5年左右的工作实践经历，应达到的能力和水平包括：

目标 1：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包括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职业道德规范。

目标 2：较强的创新创业和实践能力，包括企业管理决策能力和创业实践能力，环境适应能力，

团队组织构建、团队合作能力与领导能力，良好的书面表达与交流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

目标 3：较强的知识学习和研究能力，包括自主学习、终身学习能力，时间管理能力，研究分

析工商管理领域复杂问题进而获得有效结论的能力。

（二）毕业要求

1.知识结构要求（A）

A1：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历史学、哲学、思想道德、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

A2：自然科学知识：高等数学、概率论、线性代数等。

A3：工具性知识：外语，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应用，文献检索，定性、定量分析方法等。

A4：专业知识：管理学、经济学及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A5：本专业的理论前沿与发展动态。

A6：其他专业的有关知识。

2.能力结构要求（B）

B1：获取知识的能力：自学能力，表达能力，信息处理能力等。

B2：应用知识能力：综合应用专业知识解决问题能力，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计算机及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管理实践能力、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B3：开拓创新能力：较强的创新意识，能够开展创新工作的能力。

B4：交流、合作能力：具有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人际沟通、组织协调及领导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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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素质结构要求（C）

C1：思想道德素质：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而

奋斗的志向和责任感；具有敬业爱岗，艰苦奋斗，热爱劳动，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和团结合作的品

质；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C2：文化素质：具有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较好的文化和文学艺术修养。

C3：管理素质：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掌握工商管理专业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具有科学的思维和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具有独立获取知识、提出问题、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基本能力，具有较强的管理意识、价值效益意识和创新精神。

C4：身心素质：具备健全的心理和健康的体魄。

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知识结构要求

（A）

A1：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H M M

A2：自然科学知识 L L M

A3：工具性知识 L H H

A4：专业知识 M H H

A5：本专业的理论前沿与发展动态 M M H

A6：其他专业的有关知识 L M L

能力结构要求

（B）

B1：获取知识的能力 M M H

B2：应用知识能力 M H M

B3：开拓创新能力 M H M

B4：交流、合作能力 H H M

素质结构要求

（C）

C1：思想道德素质 H H H

C2：文化素质 H M H

C3：管理素质 H H M

C4：身心素质 H H H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四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计划总学时为 2512学时，总学分为

161学分。允许学生在 3～8年内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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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管理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工商管理。

主要课程：管理学、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市场营销、财

务管理、组织行为学、生产与运作管理、企业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公司治理、电子商务、企

业文化、管理思想史、财政与税收、沟通管理等。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实践类课程包括实验、军事训练、实习实训、毕业论文（设计）、科研训练、社会实践、大学生

科技文化创新活动等实践性教学环节。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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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政
治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分为
实践学分；
2.“四史”教育，每学年循环
开设，在《中国共产党历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4门中
选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据
《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
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意
见》（教社科〔2018〕1号）、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教育部
办公厅关于在思政课中加强
以党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
教育的通知》、教育部《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
评估实施方（2021—2025
年）》（教督〔2021〕1号）
等文件精神开课，包括“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好
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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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
课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术课

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至少选修 1
门、2学分。学生自主选修课程

包括《音乐鉴赏》《中国美术史》

《东昌府本版年画艺术》《山东民

歌赏析》《艺术与审美》《带你听

懂中国传统音乐》《中国传统音乐

作品》《视觉艺术设计》《音乐与

社会》等，详细课程名单见每学

期选课通知。

大学
外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学共 4
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大学

俄语》《大学日语》《大学韩国语》

《大学西班牙语》中任意一种语

言模块课程。具体课程名称、课

程号依学生选修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对未达

到《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
版）基础目标的学生继续开设《大

学英语（四）》，对已达到较高水

平的学生，根据各学院、专业发

展要求和学生多元需求开设《高

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和《跨

文化交际》等课程，供学生选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开课。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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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公共

体育”课程，每一学年学生须

在篮球、排球、足球、太极拳、

网球、健身田径、软式排球、

健美操、武术、乒乓球、拳击、

散打、羽毛球、垒球、体育舞

蹈、体育游戏等项目中选择一

项不同运动项目作为学习内

容，满足掌握 2项运动健身技

能的要求。

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为实

践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能训
练 1学分为实践教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教育”
第一学期在东校区学院授课，
第二学期在西校区学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期第
1-2周，不计入总学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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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 16 16 1 一 考查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
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心
负责开课。

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 16 16 1 六 考查

合计 42 30 12 736 520 216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理工农医科专业应选修人文
科学、社会科学模块课程，
文科类专业应选修自然科学
模块课程。
创新创业模块中“创新基础”
（3101222201）、“创业基础”
（3101242202）为限选课程，
两门课程各 1学分，所有专
业学生均需修读。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信息、
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本专业学生须在本领域选修 2学分

创新创业教育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在第 2学期开设《创新基础》，
在第 4学期开设《创业基础》，考核方式均为考查。本专业学生须在本领域选修 2学分。

教师教育 主要涵盖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教育技术等的通识教育课程。

学分合计：46，其中理论学分：34、实践学分： 12 ；学时合计： 800，其中理论学时：584、实践学时：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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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含
实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0132112201 工商管理专业导论
Introduction to Business Management 1 1 16 16 2 一 考查

1.线性代数为每周 4学时，
按 8周计算，总学时数为
32学时。
2.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为每
周 4学时，按 8周计算，
总学时数为 32学时。

1002122202 高等数学（三级，上）
Advanced Mathematics (Level 3, Volume I ) 3 3 48 48 3 一 考试

1002122203 高等数学（三级，下）
Advanced Mathematics (Level 3, Volume II) 3 3 48 48 3 二 考试

1002132201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2 2 32 32 4 三 考试

10021322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2 2 32 32 4 三 考试

0132142202 统计学
Statistics 3 3 48 48 4 四 考试

0132132203
会计学

Accounting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132112204 管理学
Management 4 4 64 64 4 一 考试

0132112205 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ics 3 3 48 48 3 一 考试

0132122206 微观经济学
Micro Economics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132132207 宏观经济学
Macro Economics 3 3 48 48 3 三 考试

小计 30 30 480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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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含
实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0132222201 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132242202 财务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132232203 生产与运作管理

Production & Operation Management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132252204 企业战略管理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Business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132242205 公司治理
Corporate governance 3 3 48 48 3 四 考查

0132222206 组织行为学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132232207 市场营销
Marketing 4 3 1 64 48 16 3 三 考查

0132242208 创业学
Entrepreneurship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查

小计 25 20 5 400 320 80

合计 55 50 5 880 80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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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含
实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提

高方向

课程组

1（理论

提升）

0133122201 管理思想史
Management Thought 3 3 48 48 3 二 考试

本专业学生可以在每个专
业教育课程方向中选修一
定学分课程，总计要求 37
学分。

0133132202 管理经济学
Management economics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133152203 产业组织理论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133152204 财政与税收
Finance and tax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133162205 公司金融
Corporate Finance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试

0133162206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3 3 48 48 3 六 考试

0133122207 经济法
Economic Law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133162208 管理前沿讲座
Lectures on Advanced Management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133142209 运筹学
Operational Research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133142210 综合数学 I
Comprehensive Mathematical I 1 1 16 16 2 四 考查

0133152211 综合数学 II
Comprehensive Mathematical II 1 1 16 16 2 五 考查

0133162212 综合数学 III
Comprehensive Mathematical III 1 1 16 16 2 六 考查

小计 28 27 1 448 43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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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含
实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提

高方向

课程组

2（能力

提升）

0133112213 职业生涯管理
Occupation Career Management 3 3 48 48 3 一 考查

0133142214 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
Performance Appraisal and Compensation Programs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133152215 创新管理
Innovation Management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133142216 项目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 3 3 48 48 3 四

考查

0133162217 质量管理
Quality Management 3 3 48 48 3 六 考查

0133152218 沟通管理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3 3 48 48 3 五 考查

0133152219 数据、模型与决策
Data Model and Decisions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133162220 商业模式设计与创新
Business Model Design and Innovation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133162221
聊城企业发展概论

An outline of Liaocheng Enterprise Development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查

0133152222 公共关系
Public Relations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试

0133172223 商务礼仪
Business Etiquette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133172224 现代企业管理案例分析
Case Analysis on Modern Enterprise Management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查

0133172225 应用文写作
Business Writing 2 2 32 32 2 七 考查

小计 35 32 3 560 512 48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205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含
实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应

用方向

课程组

1（领导

力与执

行力）

0133262201 领导学
Leadership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133252202 供应管理领导力
Leadership of Supply Management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0133252203 团队领导力
Team Leadership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0133262204 创业领导力
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0133262205 执行力
Execution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0133262206 商业伦理
Business Ethics 2 2 32 32 2 六 考查

小计 12 8 4 192 128 64

专业应

用方向

课程组

2（营销

管理）

0133252207 电子商务
Electronic Commerce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查

0133242208 品牌管理
Brand Management 2 1 1 32 16 16 2 四 考查

0133252209 消费者行为学
Consumer behavior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试

0133252210 社会调查方法
Method of Social Survey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试

0133262211 广告策划实务
Advertising Planning Practice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0133262212 网络营销
E- Marketing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小计 14 8 6 224 128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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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含
实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学生应修学分、学时）合计 37 32 5 592 512 80

创业管
理微专
业选修

1.核心课程模块：精益创业实务、项目分析与商业计划书、创业企业
财务管理、商务沟通与谈判、创业沙龙（以上课程，选择MOOC自
主学习）；
2.创业实践模块：创业模拟、创业竞赛或者创办企业等。

6 5 1

小计 6 5 1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013425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五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不少于
32学时。实践教学选修不
低于 1个学分。

小计 1 1 32 32

专业
实践

0134162202 工商管理综合实验（实验）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1 1 32 32 2 六 考查

0134252203 企业文化（项目化课程）
Enterprise Culture 3 1 2 48 16 32 3 五 考查

0134252204 市场营销策划（项目化课程）
Marketing Planning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134142205 企业经营管理模拟（产教融合课程）（实验）
Enterprise's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simulation 1 1 32 32 2 四 考查

0134272206 财税大数据应用（产教融合课程）
Big Data Application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1 1 32 32 2 七 考查

小计 8 1 7 176 16 160

综合
实践

0134282207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4 4 8周 八

0134282208 毕业论文（设计）
Graduation Thesis（Design） 6 6 8周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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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含
实验、上
机、其他
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综合
实践

0134282209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3 3周 八 考查

小计 13 13

选修（两门选
其一）

0134252210 专业见习
Internship 1 1 32 32 五

0134132211 会计综合实训（上机）
Accounting Practice 1 1 32 32 2 三 考查

小计 2 2 64 64

（应修）合计 23 1 22 240 16 224

（应修）总计 161 117 44 251
2 1912 600

注：改革课程考核方式，推行全过程学业评价，科学合理测评学生学习效果，原则上期末考试成绩权重不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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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环节）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主要课程（教学环节）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1：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历史学、哲

学、思想道德、政治学、法学、社会学

和心理学等。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考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2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0.2 考试

形势与政策 0.1 考查

A1-2：自然科学知识：高等数学、概率

论、线性代数等。

高等数学 0.4 考试

线性代数 0.1 考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1 考试

运筹学 0.1 考试

综合数学 I 0.1 考查

综合数学 II 0.1 考查

综合数学 III 0.1 考查

A1-3工具性知识：外语，计算机及信息

技术应用，文献检索，定性、定量分析

方法等。

大学外语 0.5 考试

统计学 0.4 考试

社会调查方法 0.1 考试

A1-4：专业知识：管理学、经济学及人

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管理学 0.2 考试

政治经济学 0.2 考试

微观经济学 0.1 考试

宏观经济学 0.1 考试

人力资源管理 0.2 考试

管理经济学 0.1 考查

管理思想史 0.1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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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5：本专业理论前沿与发展动态。

工商管理前沿讲座 0.6 考查

工商管理专业导论 0.4 考查

A1-6：其他专业的有关知识。

公共艺术课程 0.5 考查

经济法 0.5 考试

B1-1：获取知识的能力：自学能力，表

达能力，信息处理能力等。

组织行为学 0.5 考试

职业生涯管理 0.3 考查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
指导

0.2 考查

B1-2：应用知识能力：综合应用专业知

识解决问题能力，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

能力，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管

理实践能力、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会计学 0.1 考试

财务管理 0.1 考试

生产与运作管理 0.1 考查

企业战略管理 0.2 考试

公司治理 0.1 考查

财政与税收 0.1 考试

财税大数据应用（产教融合课
程）

0.1 考试

公司金融 0.1 考试

应用文写作 0.1 考查

B1-3：开拓创新能力：较强的创新意识，

开展创新工作的初步能力。

创业学 0.3 考查

电子商务 0.2 考查

市场营销策划（项目化课程） 0.2 考查

企业经营管理模拟（产教融合
课程）

0.2 考查

商业模式设计与创新 0.1 考查

B1-4：交流、合作能力：具有较强的语

言与文字表达、人际沟通、组织协调及

领导的基本能力。

市场营销 0.3 考查

沟通管理 0.2 考查

公共关系 0.1 考试

企业文化（项目化课程） 0.1 考查

商务礼仪 0.1 考查

领导学 0.1 考查

项目管理 0.1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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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C1-1：思想道德素质：热爱社会主义祖

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的基本原理；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服务，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而

奋斗的志向和责任感；具有敬业爱岗，

艰苦奋斗，热爱劳动，遵纪守法，诚实

守信和团结合作的品质；具有良好的思

想道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2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0.2 考试

商业伦理 0.2 考查

C1-2：文化素质：具有一定的人文社会

科学知识，较好的文化和文学艺术修养。

应用文写作 0.4 考查

公共艺术课程 0.6 考试

C1-3：管理素质：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

掌握工商管理专业的基础知识、基本理

论和基本技能，具有科学的思维和科学

研究的基本方法，具有独立获取知识、

提出问题、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基本能力，具有较强的管理意识、价值

效益意识和创新精神。

领导学 0.1 考试

聊城企业发展概论 0.1 考查

现代企业管理案例分析 0.1 考试

品牌管理 0.1 考查

消费者行为学 0.1 考试

社会调查方法 0.1 考试

创新管理 0.1 考试

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 0.1 考试

广告策划实务 0.1 考查

网络营销 0.1 考查

C1-4：身心素质：具备健全的心理和健

康的体魄。

公共体育 0.7 考试

军事理论 0.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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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0132112201 工商管理专业导论

1002122202 高等数学（三级，上）

1002122203 高等数学（三级，下） 高等数学（三级，上）

1002132201 线性代数 高等数学（三级，上、下）

10021322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高等数学（三级，上、下）

0132142202 统计学 高等数学

0132132203 会计学 政治经济学

0132112204 管理学

0132112205 政治经济学

0132122206 微观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0132132207 宏观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专业

核心

课程

0132222201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0132242202 财务管理 会计学、统计学管理学

0132232203 生产与运作管理 管理学、微观经济学

0132252204 企业战略管理 管理学

0132242205 公司治理 管理学

0132222206 组织行为学 管理学

0132232207 市场营销 管理学

0132242208 创业学 管理学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课程

组 1

0133122201 管理思想史 管理学

0133132202 管理经济学 管理学、微观经济学

0133152203 产业组织理论 管理学

0133152204 财政与税收 管理学

0133162205 公司金融 管理学、高等数学、金融学

0133162206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管理学、电子商务

0133122207 经济法 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0133162208 管理前沿讲座 管理学、管理思想史

0133142209 运筹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133142210 综合数学 I 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线性代数

0133152211 综合数学 II 同综合数学 I

0133162212 综合数学 III 同综合数学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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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课程

组 2

0133112213 职业生涯管理

0133142214 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 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

0133152215 创新管理 管理学

0133142216 项目管理 管理学、微观经济学

0133162217 质量管理 管理学

0133152218 沟通管理 管理学

0133152219 数据、模型与决策 管理学，统计学

0133162220 商业模式设计与创新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0133162221 聊城企业发展概论 管理学

0133152222 公共关系 管理学

0133172223 商务礼仪 管理学、微观经济学

0133172224 现代企业管理案例分析 管理学

0133172225 应用文写作 管理学、微观经济学

专业

应用

方向

课程

组 1

0133262201 领导学 管理学

0133252202 供应管理领导力 管理学、供应链管理

0133252203 团队领导力 管理学

0133262204 创业领导力 管理学

0133262205 执行力 管理学

0133262206 商业伦理 管理学

专业

应用

方向

课程

组 2

0133252207 电子商务 管理学，市场营销

0133242208 品牌管理 市场营销

0133252209 消费者行为学 市场营销，品牌管理

0133252210 社会调查方法 统计学

0133262211 广告策划实务 市场营销，品牌管理

0133262212 网络营销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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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736（其中，理

论课堂教学

520学时，实践

教学 216学时，

不含军事技能

训练 2周）

42（含实践

12） 26.09%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64 4 2.48%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480 30 18.63%

专业核心课程
400（含实践教

学 80学时）

25（含实践

5） 15.53%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592（含实践教

学 80学时）

37（含实践

5） 22.98%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实

践
216 12

13.66%
专业教育课程实

践
160 10

基础实践 32 1

14.29%
专业实践 176 8（含理论 1）

综合实践 19周 13

选修 32 1

合计 2512+21周 161 100%

九、其他说明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4.5 27.5 26.5 26.5 24 13 6 13 161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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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专业代码：120206）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适应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立足鲁西，服务山东，辐射全国，旨在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系统掌握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员工招聘、劳动关系、培训与开发、薪酬管理、

绩效管理等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知识和管理方法，熟悉经济领域的相关方针、政策和法规，具有

企业家基本品格、团队精神与创新意识，能够在各类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及相关机构从事人力资

源管理工作的复合型和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以及自主创业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学生毕业后经过 5年左右的工作实践经历，应达到的能力和水平包括：

目标 1：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包括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职业道德规范。

目标 2：较强的创新创业和实践能力，包括企业管理决策能力和创业实践能力，环境适应能力，

团队组织构建、团队合作能力与领导能力，良好的书面表达与交流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

目标 3：较强的知识学习和研究能力，包括自主学习、终身学习能力、时间管理能力，研究分

析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复杂问题进而获得有效结论的能力。

（二）毕业要求

1.知识结构要求（A）

A1：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历史学、哲学、思想道德、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

A2：自然科学知识：高等数学、概率论、线性代数等。

A3：工具性知识：外语，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应用，文献检索，定性、定量分析方法等。

A4：专业知识：管理学、经济学及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A5：本专业的理论前沿与发展动态。

A6：其他专业的有关知识。

2.能力结构要求（B）

B1：获取知识的能力：自学能力，表达能力，信息处理能力等。

B2：应用知识能力：综合应用专业知识解决问题能力，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计算机及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管理实践能力、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B3：开拓创新能力：较强的创新意识，能够开展创新工作的能力。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215

B4：交流、合作能力：具有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人际沟通、组织协调及领导的基本能力。

3.素质结构要求（C）

C1：思想道德素质：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而

奋斗的志向和责任感；具有敬业爱岗，艰苦奋斗，热爱劳动，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和团结合作的品

质；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C2：文化素质：具有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较好的文化和文学艺术修养。

C3：管理素质：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掌握工商管理专业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具有科学的思维和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具有独立获取知识、提出问题、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基本能力，具有较强的管理意识、价值效益意识和创新精神。

C4：身心素质：具备健全的心理和健康的体魄。

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知识结构要求

（A）

A1：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H M M

A2：自然科学知识 L L M

A3：工具性知识 L H H

A4：专业知识 M H H

A5：本专业的理论前沿与发展动态 M M H

A6：其他专业的有关知识 L M L

能力结构要求

（B）

B1：获取知识的能力 M M H

B2：应用知识能力 M H M

B3：开拓创新能力 M H M

B4：交流、合作能力 H H M

素质结构要求

（C）

C1：思想道德素质 H H H

C2：文化素质 H M H

C3：管理素质 H H M

C4：身心素质 H H H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四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计划总学时为 2512学时，总学分为

161学分。允许学生在 3～8年内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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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管理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工商管理。

主要课程：管理学、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组织行为学、

劳动法、员工招聘与配置、社会保障学、薪酬管理、绩效管理、员工培训、职业生涯管理、员工素

质测评、劳动关系等。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实践类课程包括实验、军事训练、实习实训、毕业论文（设计）、科研训练、社会实践、大学生

科技文化创新活动等实践性教学环节。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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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政
治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分
为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门中
选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
据《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
若干意见》（教社科
〔2018〕1号）、《新时代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教育
部办公厅关于在思政课
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重
点的“四史”教育的通
知》、教育部《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
评估实施方（2021—2025
年）》（教督〔2021〕1号）
等文件精神开课，包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
好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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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
课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术课

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至少选修 1
门、2学分。学生自主选修课

程包括《音乐鉴赏》《中国美

术史》《东昌府本版年画艺术》

《山东民歌赏析》《艺术与审

美》《带你听懂中国传统音乐》

《中国传统音乐作品》《视觉

艺术设计》《音乐与社会》等，

详细课程名单见每学期选课

通知。

大学
外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学

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大

学俄语》《大学日语》《大学韩

国语》《大学西班牙语》中任

意一种语言模块课程。具体课

程名称、课程号依学生选修

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对未

达到《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2020版）基础目标的学生

继续开设《大学英语（四）》，

对已达到较高水平的学生，根

据各学院、专业发展要求和学

生多元需求开设《高级英语》、

《专门用途英语》和《跨文化

交际》等课程，供学生选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开

课。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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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

“公共体育”课程，每一学

年学生须在篮球、排球、

足球、太极拳、网球等项

目中选择一项不同运动

项目作为学习内容，满足

掌握 2项运动健身技能的

要求。

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

为实践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
咨询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
能训练 1学分为实践教
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
教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
学院授课，第二学期在西
校区学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
期第 1-2周，不计入总学
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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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16 1 一 考查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
心负责开课。

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16 1 六 考查

合计 42 30 12 736 520 216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理工农医科专业应选修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模块
课程，文科类专业应选修
自然科学模块课程。
创新创业模块中“创新基
础”（3101222201）、“创
业基础”（3101242202）
为限选课程，两门课程各
1学分，所有专业学生均
需修读。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信息、
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本专业学生须在本领域选修 2学分

创新创业教育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本专业学生须在本领域选修
2学分。

教师教育 主要涵盖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教育技术等的通识教育课程。

学分合计：46，其中理论学分：34、实践学分： 12 ；学时合计： 800，其中理论学时：584、实践学时：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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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0142112201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导论
Introduction to Business Management 1 1 16 16 2 一 考查

1.线性代数为每周 4 学
时，按 8周计算，总学时
数为 32学时。
2.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为每
周 4学时，按 8周计算，
总学时数为 32学时。

1002112201
高等数学（三级，上）

Advanced Mathematics(Level 3, Volume I )
(Level 3, Volume I )

3 3 48 48 3 一 考试

1002122202 高等数学（三级，下）
Advanced Mathematics(Level 3, Volume II ) 3 3 48 48 3 二 考试

1002132201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2 2 32 32 4 三 考试

10021322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2 2 32 32 4 三 考试

0142142202 统计学
Statistics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142132203
会计学

Accounting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142112204 管理学
Management 4 4 64 64 4 一 考试

0142112205 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ics 3 3 48 48 3 一 考试

0142122206 微观经济学
Micro Economics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142132207 宏观经济学
Macro Economics 3 3 48 48 3 三 考试

小计 30 30 480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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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0142242201 劳动经济学
Labor Economics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142222202 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142232203 劳动法
Labor Law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142222204 组织行为学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142222205 管理思想史
Management Thought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142242206 员工培训
Employee Training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查

0142252207 薪酬管理
Compensation Management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试

0142252208 绩效管理
Performance Management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试

0142242209 劳动关系
Labor Relations Science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142242210 社会保障学
Social Security 3 3 48 48 3 四

考试

小计 30 26 4 480 416 64

合计 60 56 4 960 896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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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提高

方向

课程

组 1
（理论

提升）

0143132201 工作分析
Job Analysi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143122202 经济法
Economic Law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143152203 财政与税收
Finance and tax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143162204 公司金融
Corporate Finance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查

0143132205 市场营销
Marketing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143162206 企业战略管理
Corporate Strategy Management 3 3 48 48 3 六

考试

0143172207 管理前沿讲座
Lectures on Advanced Management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143142208 运筹学
Operational Research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143132209 管理经济学
Management economics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143142210 综合数学 I
Comprehensive Mathematical I 1 1 16 16 2 四 考查

0143152211 综合数学 II
Comprehensive Mathematical II 1 1 16 16 2 五 考查

0143162212 综合数学 III
Comprehensive Mathematical III 1 1 16 2 六 考查

小计 29 26 3 464 416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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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提高

方向

课程

组 2
（能力

提升）

0143152213 社会调查方法
Method of Social Survey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查

0143142214 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Human resources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查

0143142215
创业学

Entrepreneurship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查

0143142216 项目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143162217
职业生涯管理

Career Management 3 3 48 48 3 六 考试

0143162218 人力资源管理案例分析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Case Analysis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0143162219 专业英语
Logistics English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143152220 公共关系
Public Relations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查

0143172221 商务礼仪
Business Etiquette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143172222 应用文写作
Business Writing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143162223 聊城企业发展概论
An outline of Liaocheng Enterprise Development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查

小计 29 23 6 464 368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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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应用

方向

课程

组 1
（劳动

关系）

0143252201 劳动政策分析
Labor Policy Analysis 2 2 32 32 2 五 考试

0143252202 劳动合同管理实务
Labor Contract Management Practice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0143252203 中国古代人事管理制度
Ancient Chinese Personnel Management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143262204 管理伦理学
Ethics of management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143262205 人事心理学
Personnel Psychology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143262206 员工福利管理
Employee Benefits Management 2 2 32 32 2 六 考查

小计 12 11 1 192 176 16

专业

应用

方向

课程

组 1
（组织

建设发

展）

0143242207 团队建设
Team Building 2 1 1 32 16 16 2 四 考查

0143252208
沟通管理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3 3 48 48 3 五 考查

0143252209
组织设计与定岗定编

Organization Design and Create Positions Personnel
Allocation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143262210 领导学
Leadership Studies 2 2 32 32 2 六 考查

小计 9 8 1 144 128 16

（学生应修学分、学时）合计 29 25 4 464 400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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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创业
管理
微专

业选修

1.核心课程模块：精益创业实务、项目分析与商业计划书、创业企业

财务管理、商务沟通与谈判、创业沙龙（选择MOOC自主学习）；

2.创业实践模块：创业模拟、创业竞赛或者创办企业等。

6 5 1

小计 6 5 1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014427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七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不少于
32学时。实践教学选修不
低于 1个学分。

小计 1 1 32 32

专业

实践

0144162202
人力资源管理综合实验（实验）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1 1 32 32 2 六 考查

0144252203 企业文化（项目化课程）
Enterprise Culture 3 1 2 48 16 32 3 五 考查

0144232204 员工招聘与配置（项目化课程）
Marketing Planning

2 1 1 32 16 16 2 三 考查

0144242205 员工素质测评（项目化课程）
Quality Measure

3 1 2 48 16 32 3 四 考查

0144142206 企业经营管理模拟（产教融合课程）
Enterprise's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simulation

1 1 32 32 2 四 考查

0144272207 管理信息系统（产教融合课程）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1 1 32 32 2 七 考查

小计 11 3 8 224 48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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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综合

实践

0144282208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4 4 8周 八 考查

0144282209 毕业论文（设计）
Graduation Thesis（Design） 6 6 8周 八 考查

0144182210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3 3周 八 考查

小计 13 13

选修

0144252211 专业见习
Internship 1 1 32 32 五

0144132212 会计综合实训
Accounting Practice 1 1 32 32 2 三 考查

小计 2 2 64 64

合计 26 3 23 288 48 240

总计 161 118 43 251
2 1928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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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环节）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主要课程（教学环节）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1：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历史
学、哲学、思想道德、政治学、
法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考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0.2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2 考试

A1-2：自然科学知识：高等数学、
概率论、线性代数等。

高等数学 0.4 考试

线性代数 0.2 考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2 考试

运筹学 0.2 考试

A1-3 工具性知识：外语，计算机
及信息技术应用，文献检索，定

性、定量分析方法等。

大学英语 0.6 考试

统计学 0.4 考试

A1-4：专业知识：管理学、经济
学及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

管理学 0.15 考试

政治经济学 0.05 考试

微观经济学 0.1 考试

宏观经济学 0.05 考试

劳动经济学 0.05 考试

人力资源管理 0.1 考试

管理思想史 0.1 考试

员工培训 0.1 考试

薪酬管理 0.1 考试

绩效管理 0.1 考试

社会保障学 0.1 考试

A1-5：本专业理论前沿与发展动
态。

人力资源管理前沿讲座 0.7 考查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导论 0.3 考查

A1-6：其他专业的有关知识。
公共艺术 0.5 考试

应用文写作 0.5 考试

B1-1：获取知识的能力：自学能
力，表达能力，信息处理能力等。

组织行为学 0.5 考试

会计学 0.5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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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1-2：应用知识能力：综合应用
专业知识解决问题能力，科学研
究和实际工作能力，计算机及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管理实践能
力、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职业生涯管理 0.2 考试

劳动政策分析 0.2 考查

劳动合同管理实务 0.2 考查

组织设计与定岗定编 0.2 考查

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 0.1 考查

社会调查方法 0.1 考查

B1-3：开拓创新能力：较强的创
新意识，开展创新工作的初步能

力。

沟通管理 0.3 考查

企业文化 0.3 考试

团队建设 0.2 考查

创业学 0.2 考查

B1-4：交流、合作能力：具有较
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人际沟
通、组织协调及领导的基本能

力。

市场营销 0.3 考试

领导学 0.3 考查

公共关系 0.2 考查

商业伦理 0.1 考查

商务礼仪 0.1 考查

C1-1：思想道德素质：热爱社会
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
本原理；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服务，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昌
盛而奋斗的志向和责任感；具有
敬业爱岗，艰苦奋斗，热爱劳动，
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和团结合作
的品质；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

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考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0.2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2 考试

C1-2：文化素质：具有一定的人
文社会科学知识，较好的文化和

文学艺术修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0.6 考试

管理思想史 0.4 考试

C1-3：管理素质：具有较高的专
业素质，掌握工商管理专业的基
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具有科学的思维和科学研究的
基本方法，具有独立获取知识、
提出问题、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基本能力，具有较强的管
理意识、价值效益意识和创新精

神。

领导学 0.2 考试

人力资源管理管理案例分析 0.2 考试

劳动关系 0.2 考查

劳动法 0.2 考试

员工素质测评 0.2 考试

C1-4：身心素质：具备健全的心
理和健康的体魄。

公共体育 0.7 考试

军事理论 0.3 考查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230

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0142112201 人力资源管理导论

1002112203 高等数学（三级，上）

1002122203 高等数学（三级，下） 高等数学（三级，上）

1002132201 线性代数 高等数学

10021322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高等数学

0142142202 统计学 高等数学

0142132203 会计学 高等数学，政治经济学

0142112204 管理学

0142112205 政治经济学

0142122206 微观经济学 高等数学

0142132207 宏观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专业

核心

课程

0142242201 劳动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0142222202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0142232203 劳动法 管理学

0142222204 组织行为学 管理学

0142222205 管理思想史 管理学

0142242206 员工培训 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

0142252207 薪酬管理 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

0142252208 绩效管理 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

0142242209 劳动关系 劳动法

0142242210 社会保障学 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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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课程

组 1

0143132201 工作分析 人力资源管理

0143122202 经济法 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0143152203 财政与税收 管理学

0143162204 公司金融 管理学、高等数学、金融学

0143132205 市场营销 管理学

0143162206 企业战略管理 管理学

0143172207 管理前沿讲座 管理学、管理思想史

0143142208 运筹学 线性代数

0143142209 管理经济学 管理学、微观经济学

0143142210 综合数学 I 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线性代数

0143152211 综合数学 II 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线性代数

0143162212 综合数学 III 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线性代数

专业

提高

方向

课程

组 2

0143152213 社会调查方法 统计学

0143142214 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 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

0143142215 创业学 管理学

0143142216 项目管理 管理学、微观经济学

0143162217 职业生涯管理 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

0143162218 人力资源管理案例分析 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

0143162219 专业英语 大学英语

0143152220 公共关系 管理学，沟通管理

0143172221 商务礼仪 公共关系

0143172222 应用文写作 管理学

0143162223 聊城企业发展概论 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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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专业

应用

方向

课程

组 1

0143252201 劳动政策分析 劳动法，劳动关系

0143262202 劳动合同管理实务 劳动法

0143272203 中国古代人事管理制度 管理学，管理思想史

0143272204 管理伦理学 管理学

0143262205 人事心理学 管理学

0143262206 员工福利管理 社会保障学

专业

应用

方向

课程

组 2

0143262207 团队建设 沟通管理

0143252208 沟通管理 管理学

0143252209 组织设计与定岗定编 工作分析

0143162210 领导学 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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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736（其中，理

论课堂教学

520学时，实践

教学 216学时，

不含军事技能

训练 2周）

42（含实践

12） 26.09%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64 4 2.48%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480 30 18.63%

专业核心课程
480（含实践教

学 64学时）

30（含实践

4） 18.63%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464（含实践教

学 64学时）

29（含实践

4） 18.02%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216 12
12.42%

专业教育课程实践 128 8

基础实践 32 1

16.15%
专业实践 224 11（含理论

3）
综合实践 19周 13

选修 32 1

合计 2512+21周 161 100%

九、其他说明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4.5 27.5 26.5 26.5 24 13 6 13 161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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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Accounting Profession

（专业代码：120203k）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政治觉悟高，社会责任感强，具备良好的

人文素养、科学精神和诚信品质，掌握会计、管理、经济和法律等应用知识，具有团队精神、沟通

技巧和管理创新能力，立足鲁西，面向全国，能够在工商企业、金融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等

从事会计实务以及教学、科研方面工作的复合型和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

目标 1：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诚信品质，包括政治立场坚定、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人文社会科学素养、遵守职业道德、承担社会责任。

目标 2：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较强的学习研究能力，包括会计学专业知识结构和应用能力，专业

胜任能力，会计和“数智”知识技能结合能力，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职业发展规划能力。

目标 3：较强的沟通管理和创新创业能力，包括良好的书面表达与交流能力，团队合作与领导

能力，辅助决策能力，创新创业能力，环境适应能力。

（二）毕业要求

1.核心素养结构要求（A）

A1：道德品质素质。包括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及其思想行为等方面的

思想政治素质；信念坚定、富有责任感，具有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弘扬正气的道德品质素质；

A2：文化素质。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科学技术知识等方面的科学文化素质；具有对美的事物的

观察、感受、认识、评价、鉴赏和创造的审美素质；

A3：业务素质。专业过硬、技术娴熟，具有从事本专业相应业务岗位职业活动所必备的会计职

业道德素养及知识、技术和能力等方面的业务素质；

A4：身心素质。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及乐

观向上的生活态度，积极传递正能量，善与人交流相处，富有团结协助精神。

2.知识结构要求（B）

B1：基础知识。主要是指学生通常应掌握外语、数学、法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基本知识；

B2：专业知识。主要是指会计学专业应掌握的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基础会计学、中级财

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高级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审计学、经济法、税法、财务分析、会

计信息系统等专业知识；

B3：前沿知识。主要是指学生应掌握的财务会计理论前沿、管理会计前沿专题、财税理论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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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会计学专业写作、财会案例研究等会计学科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

B4：拓展知识。主要是指学生掌握的国际会计、资本市场与会计、政府与财税等与专业有关的

外延知识。

3.能力结构要求（C）

C1：基本能力。主要表现在：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环境适应能力、沟通合作能力、分析理解能

力、组织管理能力、信息获取及运用能力；

C2：职业能力。主要表现在：会计业务核算与披露能力（职业判断能力、交易及事项处理能力、

财务系统信息技术处理及对内外报告能力）、专业分析能力（宏观经济预测能力、政策解读能力、行

业背景分析能力）、管理决策能力（预测与决策能力、风险识别与防范能力、监督评价能力）；

C3：学习能力。主要表现在：自主学习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职业变化适应能力；

C4：创新创业能力。主要表现：创新意识（危机意识、超前意识）、创新思维（想象能力、逆向

思维能力、发散思维能力、创业意识）、创新技能（创新创业能力）等良好发展潜质。

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职业素养

目标 2

职业能力

目标 3

发展能力

A1：道德品质素质 H L L

A2：文化素质 H M L

A3：业务素质 H H M

A4：身心素质 H M H

B1：基础知识 L H M

B2：专业知识 L H L

B3：前沿知识 L H M

B4：拓展知识 L H M

C1：基本能力 L L H

C2：职业能力 L H H

C3：学习能力 M H H

C4：创新创业能力 L M H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四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计划总学时为 2512学时，总学分为

161学分。允许学生在 3～8年内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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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工商管理。

主要课程：管理学、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统计学、基础会计学、税法、中

级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高级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审计学。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包括专业实践课程和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等。专业实践课程安排在第五、六学期执行，鼓励学

生到工商企业、金融企业、中介机构、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及其他相关部门进行专业实习。毕业实

习和毕业论文在第八学期执行，培养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进行科学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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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
政治
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分为
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门中选
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据
《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
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意
见》（教社科〔2018〕1号）、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教育部
办公厅关于在思政课中加强
以党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
教育的通知》、教育部《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
评估实施方（2021—2025
年）》（教督〔2021〕1号）
等文件精神开课，包括“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好
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Theori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238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
课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术

课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至少选修

1门、2学分。学生自主选修

课程包括《音乐鉴赏》《中国

美术史》《东昌府本版年画艺

术》《山东民歌赏析》《艺术

与审美》《带你听懂中国传统

音乐》《中国传统音乐作品》

《视觉艺术设计》《音乐与社

会》等，详细课程名单见每

学期选课通知。

大学
外语
大学
外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 学分，其中实践教学共 4
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大

学俄语》《大学日语》《大学韩

国语》《大学西班牙语》中任意

一种语言模块课程。具体课程

名称、课程号依学生选修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对未达

到《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
版）基础目标的学生继续开设

《大学英语（四）》，对已达到较

高水平的学生，根据各学院、专

业发展要求和学生多元需求开

设《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

和《跨文化交际》等课程，供学

生选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开课。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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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公
共体育”课程，每一学年学生

须在篮球、排球、足球、太

极拳、网球、健身田径、软

式排球、健美操、武术、乒

乓球、拳击、散打、羽毛球、

垒球

体育舞蹈、体育游戏等项目

中选择一项不同运动项目作

为学习内容，满足掌握 2项
运动健身技能的要求。

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为

实践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能
训练 1学分为实践教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教
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学院
授课，第二学期在西校区学
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期
第 1-2周，不计入总学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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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职业
规划
与就
业指
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 16 16 1 一 考查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
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心
负责开课。

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 16 16 1 六 考查

合计 42 30 12 736 520 216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本专业学生须在自然科学模

块选修 2学分。

本专业学生须在创新创业教

育模块选修 2学分，“创新基

础”（ 3101222201）、“创业

基础”（3101242202）为限选

课程，两门课程各 1学分。

在第 2学期开设《创新基

础》，在第 4学期开设《创业

基础》。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信息、
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创新创业教育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教师教育 主要涵盖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教育技术等的通识教育课程

学分合计：46，其中理论学分：34、实践学分： 12 ；学时合计： 800，其中理论学时：584、实践学时：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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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1002112203
高等数学（三级，上）
Advanced Mathematics
(Level 3, Volume I )

3 3 48 48 3 一 考试

1.线性代数为每周 4学时，
按 8 周计算，总学时数为
32学时。
2.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为每
周 4 学时，按 8 周计算，
总学时数为 32学时。

1002122203
高等数学（三级，下）
Advanced Mathematics
(Level 3, Volume II)

3 3 48 48 3 二 考试

1002132201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2 2 32 32 2 三 考试

10021322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182112201 会计专业导论
Introduction to Accounting 1 1 16 16 1 一 考查

0182112202 管理学
Management 3 3 48 48 3 一 考试

0182112203 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ics 3 3 48 48 3 一

考试

0182122204 基础会计学
Fundamental Accounting 4 4 64 64 4 二 考试

0182122205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182132206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182142207 统计学
Statistics 3 3 48 48 3 四 考试

小计 30 30 480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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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必修

课程

专业

核心

课程

0182232208 中级财务会计(上)
Intermediate Financial Accounting I 4 3 1 64 48 16 4 三 考试

0182242209 中级财务会计(下)
Intermediate Financial Accounting II 4 3 1 64 48 16 4 四 考试

0182242210 税法
Taxation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182242211 成本会计
Cost Accounting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182252212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
Accounting for Government and Non-profit Institutions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182252213 财务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182252214 审计学
Auditing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182252215 管理会计
Management Accounting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182262216 高级财务会计
Advanced Financial Accounting 3 3 48 48 3 六 考试

小计 29 26 3 464 416 48

合计 59 56 3 944 896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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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选修

课程

专业提

高方向

课程组 1
（理论

提升）

0183142217 综合数学Ⅰ
Comprehensive MathematicsⅠ 2 2 32 32 2 四 考查

本专业学生可以在每个专
业教育课程方向中选修一
定学分课程，总计要求 31
学分。

0183142218 西方财务会计（双语）
Occident Financial Accounting (Bilingual)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183152219 综合数学Ⅱ
Comprehensive MathematicalⅡ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183152220 财税理论前沿专题
Frontier Topics in Fiscal and Tax Theory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183152221 财务会计理论前沿
Frontiers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Theory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183152222 国际会计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183162223 财务分析
Financial Analysis 3 3 48 48 3 六 考查

0183162224 管理会计前沿专题
Frontiers Topics in Management Accounting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183162225 会计研究方法
Accounting Research Methods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183162226 综合数学Ⅲ
Comprehensive MathematicalⅢ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183162227 会计史
The History of Accounting 2 2 32 32 2 六 考查

小计 23 23 0 368 36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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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选修

课程

专业提

高方向

课程组 2
（能力

提升）

0183132228 Python大数据分析
Python big data analysis 2 2 32 32 2 三 考查

0183142229 智能会计概论
Introduction to Intelligent Accounting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183142230 会计信息系统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 3 1 2 48 16 32 3 四 考查

0183152231 数据模型与决策
Data Models and Decision Making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查

0183152232
智能财务共享

Intelligent Financial Sharing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183162233 会计学专业写作
Writing of Accounting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183162234
会计大数据可视化分析

Accounting big data visualization analysis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183162235 智能财务决策
Intelligent Financial Decisions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183172236
财会案例分析

Accounting Case Analysis 2 2 32 32 2 七 考查

小计 20 17 3 320 272 48
专业应

用方向

课程组 1
（资本

市场与

会计）

0183232237 公司治理
Corporate Governance 2 2 32 32 2 三 考查

0183232238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Corporate strategy and risk management 3 3 48 48 3 三 考查

0183242239 中小企业会计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ccounting 2 1 1 32 16 16 2 四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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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选修

课程

专业应

用方向

课程组 1
（资本

市场与

会计）

0183242240 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
Financial Markets and Financial Instruments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183242241 金融企业会计
Accounting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183252242 资产评估
Assets Assessment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183262243 会计制度设计
Designing of Accounting Regulations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183262244 内部控制
Internal Control 3 3 48 48 3 六 考查

0183262245 行业会计实务
Industry Accounting Practice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183272246 证券投资学
Security Investment 3 3 48 48 3 七 考查

小计 23 22 1 368 352 16

专业应

用方向

课程组 2
（政府

与财税）

0183222247 经济法
Economic Laws 3 3 48 48 3 二 考查

0183232248 财政与金融
Public Finance & Banking 3 3 48 48 3 三 考查

0183262249 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
Tax Accounting and Tax Planning 3 3 48 48 3 六 考查

0183262250 企业纳税申报
Enterprise Taxable Declare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0183262251 政府预算管理
Government Budget Management 2 2 32 32 2 六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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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选修

课程

专业应

用方向

课程组 2
（政府

与财税）

0183262252 公共部门内部控制
Internal Controls in Public Sector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183272253 政府审计学
Government Auditing 2 2 32 32 2 七 考查

小计 17 16 1 272 256 16

专业

任选

课程

0183342254 运筹学
Operational Research 3 3 48 48 3 四

考查

0183352255 数学建模
Mathematical Modeling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183372256 个人财务规划
Personal Financial Planning 2 2 32 32 2 七

考查

小计 7 5 2 112 80 32

（学生应修学分、学时）合计 31 496

智能财

税微专

业选修

1.核心课程模块：财政与金融、智能会计基础、智能税收、大数据财

务；

2.实践模块：业财税一体化综合实训、智能财税风险管控实训等。

17
微专业课程模块，由学生

自主选修，不计入主修专

业总学分、学时。修满微

专业合格课程的，由微专

业开设高校颁发证书。

小计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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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0184272257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七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不少于

32学时。实践教学选修不

低于 2个学分。

小计 1 1 32 32

专业

实践

0184252258 企业成本管理实践（项目化课程）
Enterprise Cost Management Practice 2 2 32 16 16 2 五 考查

0184252259 财税大数据应用（产教融合课程）
Finance and Taxation Big Data Application 1 1 32 32 2 五 考查

0184162260 会计综合模拟实验
Comprehensive Simulation Practice of Accounting 3 3 48 16 32 3 六 考查

0184262261 全面预算编制实训（产教融合课程）
Comprehensive Budget Preparation Training 1 1 32 32 2 六 考查

0184272262 审计综合实训（项目化课程）
Comprehensive Audit Training 2 2 32 16 16 2 七 考查

小计 9 9 176 48 128

综合

实践

0184252263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4 4

8周
（1-8） 八 考查

0184282264 毕业论文
Graduation Thesis 6 6

8周
（9-16
）

八 考查

0184282265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3

3周
（17-2
0）

八 考查

小计 1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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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

践

教

学

选修

0184222266 Python编程实验
Python Programming Experiment 2 2 32 16 16 2 二 考查

0184242267 智能会计软件
Intelligent Accounting Software 2 2 32 16 16 2 四 考查

0184252268 企业经营决策沙盘实验
Enterprise Sand Table Experiment 1 1 32 32 2 五 考查

0184262269 学生创新创业实践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of Students 1 1 32 32 2 六 考查

0184262270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1 1 32 32 2 六 考查

小计 7 7 160 32 128

合计 25 272

总计 161 2512

注：改革课程考核方式，推行全过程学业评价，科学合理测评学生学习效果，原则上期末考试成绩权重不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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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道德品质素质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考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0.1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0.1 考试

形势与政策 0.1 考查

“四史”教育 0.1

A2：文化素质

公共艺术课程 0.4

大学外语 0.3 考试

自然科学课程 0.3

A3：业务素质

政治经济学 0.2 考试

经济法 0.2 考查

数据模型与决策 0.1 考查

财会案例分析 0.1 考查

财税大数据应用 0.1 考查

会计制度设计 0.1 考查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0.1 考查

会计综合模拟实验 0.1 考查

A4：身心素质

公共体育 0.3 考试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4 考查

军事理论与训练 0.3 考查

B1：基础知识

高等数学 0.1 考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1 考试

线性代数 0.1 考试

管理学 0.1 考试

微观经济学 0.1 考试

宏观经济学 0.1 考试

统计学 0.1 考试

会计专业导论 0.1 考查

基础会计学 0.2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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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2：专业知识

中级财务会计 0.2 考试

高级财务会计 0.1 考试

成本会计 0.1 考试

管理会计 0.2 考试

财务管理 0.2 考试

审计学 0.1 考试

税法 0.1 考试

B3：前沿知识

财务会计理论前沿 0.2 考查

管理会计前沿专题 0.2 考查

财税理论前沿专题 0.1 考查

会计学专业写作 0.2 考查

西方财务会计（双语） 0.1 考查

国际会计 0.1 考查

智能会计概论 0.1 考查

C1：基本能力

社会实践 0.2 考查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0.3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 0.3 考查

个人财务规划 0.2 考查

C2：职业能力

审计综合实训 0.2 考查

会计信息系统 0.2 考查

企业成本管理实践 0.2 考查

全面预算编制实训 0.2 考查

企业纳税申报 0.2 考查

C3：学习能力

会计研究方法 0.3 考查

毕业实习 0.3 考查

毕业论文 0.4 考查

C4：创新创业能力

创新基础 0.3 考查

创业基础 0.3 考查

企业经营决策沙盘实验 0.2 考查

学生创新创业实践 0.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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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必
修
课
程

学科
基础
课

1002112203 高等数学（三级，上） 无

1002122203 高等数学（三级，下） 高等数学（三级，上）

1002132201 线性代数 高等数学（三级，下）

10021322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高等数学（三级，下）

0182112201 会计专业导论 无

0182112202 管理学 无

0182112203 政治经济学 无

0182122204 基础会计学 无

0182122205 微观经济学 无

0182132206 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0182142207 统计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专业
核心
课

0182232208 中级财务会计(上) 基础会计

0182242209 中级财务会计(下) 中级财务会计(上)

0182242210 税法 无

0182242211 成本会计 中级财务会计(上)

0182252212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 中级财务会计(下)

0182252213 财务管理 管理学、中级财务会计(下)

0182252214 审计学 中级财务会计(下)

0182252215 管理会计 管理学、中级财务会计(下)

0182262216 高级财务会计 中级财务会计(下)

专
业
教
育
选
修
课
程

专业提
高方向
课程组
1（理论
提升）

0183142217 综合数学Ⅰ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与概率论

0183142218 西方财务会计（双语） 基础会计学

0183152219 综合数学Ⅱ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与概率论

0183152220 财税理论前沿专题 税法、财政与金融

0183152221 财务会计理论前沿 中级财务会计(下)

0183152222 国际会计 中级财务会计(下)

0183162223 财务分析 中级财务会计(下)、财务管理

0183162224 管理会计前沿专题 中级财务会计(下)、管理会计

0183162225 会计研究方法 中级财务会计(下)、管理会计

0183162226 综合数学Ⅲ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与概率论

0183162227 会计史 中级财务会计(下)、管理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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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选
修
课
程

专业提
高方向
课程组
2（能力
提升）

0183132228 python大数据分析 计算机基础

0183142229 智能会计概论 python大数据分析、基础会计学

0183142230 会计信息系统 计算机基础、基础会计学

0183152231 数据模型与决策 统计学、中级财务会计(下)

0183152232 智能财务共享 智能会计概论

0183162233 会计学专业写作 中级财务会计(下)、管理会计

0183162234 会计大数据可视化分析 智能会计概论

0183162235 智能财务决策 智能财务共享、财务管理

0183172236 财会案例分析 中级财务会计(下)、管理会计

专业应
用方向
课程组
1（资本
市场与
会计）

0183232237 公司治理 管理学

0183232238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管理学、经济法

0183242239 中小企业会计 基础会计学

0183242240 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 财政与金融

0183242241 金融企业会计 财政与金融、基础会计学

0183252242 资产评估 中级财务会计(下)

0183262243 会计制度设计 基础会计学

0183262244 内部控制 中级财务会计(下)、管理学

0183262245 行业会计实务 基础会计学

0183272246 证券投资学 财务分析、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

专业应
用方向
课程组
2（政府
与财
税）

0183222247 经济法 法律基础

0183232248 财政与金融 微观经济学

0183262249 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 中级财务会计(下)、税法

0183262250 企业纳税申报 中级财务会计(下)、税法

0183262251 政府预算管理 管理学、管理会计

0183262252 公共部门内部控制 管理学、审计学

0183272253 政府审计学 审计学

专业任
选课程

0183342254 运筹学 高等数学

0183352255 数学建模 高等数学、计算机基础

0183372256 个人财务规划 基础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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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736（其中，

理论课堂教

学 520学时，

实践教学216
学时，不含军

事技能训练2
周）

42（含

实践

12）
26.09%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64 4 2.48%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480 30 18.63%

专业核心课程
464（实践教

学 48学时）

29（含

实践 3） 18.01%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496 31 19.25%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216 12 非独立设课

实践学分比

例 9.32%

24.8
4%

专业教育课程实践 48 3

基础实践 32 1

独立设课实

践学分比例
15.53%

专业实践 176 9

综合实践 19周 13

选修 64 2

合计 2512 161 100%

九、其他说明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4.5 26.5 26.5 25.5 20 21 4 13 161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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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Finance Engineering
（专业代码：020302）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具备人文素养、科学精神和诚信品质，系统掌握

金融学基础理论及金融工程的基本原理与技术，具备经济、管理以及金融财务方面的知识，了解大

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和云计算等现代技术知识，有一定的市场分析技能和业务素养，能够制定

金融问题解决方案，开发、应用新型金融产品，开展金融风险管理、公司理财、投资战略策划，能

在银行、证券、保险及其他金融机构从事金融产品运营、证券投资、资产管理、风险控制、金融财

务管理、金融分析和策划的金融骨干人才。

目标 1：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养、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弘扬诚信品质。

目标 2：系统熟悉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系统熟悉金融工程的基

本理论、技术和方法；学会使用现代智能金融基本工具，包括金融大数据、区块链金融、人工智能

与金融等前沿科技技术。

目标 3：完成金融工程专业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具备一定的处理银行、证券、投资、保险、

基金等实际业务的能力，能够运用金融工程方法解决金融领域相关基本问题。

目标 4：具有金融工程领域一定的信息检索、搜集、识别、判断与应用能力，具有初步的专业

分析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能阅读专业英文文献，具有考取本专业相关从业资格证书的能力，具备

考取本专业研究生的潜力。

目标 5：有创新意识，对科学技术最新发展动态及所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有一定了解，

敢于涉足国际最前沿的科学研究领域。掌握进行创造活动的思维方法，能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具备

一定的创新性思维和探索能力；具有较强的开拓能力；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

（二）毕业要求

本专业在学习与学风建设上强调理论教学与实践内容相结合，实验、实训与社会实践相配合，

金融工具模拟操作与实际操作相协调，校内学习与走向社会继续学习相统一，突出实践内容的技术

性、综合性、探索性和发展性。

1.知识结构要求（A）

A1.工具性知识：比较系统地掌握一门外语，能较顺利地阅读专业文献。掌握计算机软、硬件技

术的基本知识，具有在本专业与相关领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掌握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知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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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具；能够进行资料查询、中外文文献检索；

A2.人文社科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基本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等基本原理，具备一定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法律等方面的知识，有良好的思想

品德修养和健康的心理；掌握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方面的知识；

A3.学科基础知识：熟练掌握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系统掌握金融工程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通晓与金融工程专业密切相关的金融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掌

握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国际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会计学、

统计学、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

A4.专业知识：掌握金融工程的分析技术和业务技能，熟悉金融工程领域的运作机制、方法和技

巧；熟悉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法规；了解本专业的理论前沿、发展动态及发展规

律；掌握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经济学说史、证券投资学、国际金融、商业银行

管理、保险学、国际贸易、税收筹划、财务管理、投资等方面的知识。

2.能力结构要求（B）

B1.获取知识的能力：有独立获取专业知识、应用知识和更新知识的能力；熟练掌握计算机和现

代信息技术，能根据不同的专业任务检索相关文献，及时了解本专业理论前沿研究的热点问题；

B2.应用知识的能力：具有运用各种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处理各种金融产品及各种金融衍生品的

发行定价和发行规模等方面的基本能力；能将所学的金融工程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融会贯通，灵活

地综合应用于金融研究或社会实践，能独立分析和解决金融领域的一般实际问题；

B3.创新能力与创新精神：有创新意识，对经济学最新发展动态及本学科领域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有一定了解；掌握创新活动的思维方法，在灵活多变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能开展科学研究和

科技开发工作，具备一定的创新性思维和探索能力；具有设计金融产品的创新能力；

B4.社会交流能力和适应能力：熟悉社会交往礼仪规范，具备良好的表达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

具备团队协作的意识和精神，提高认识社会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3.核心素养结构要求（C）

C1.思想道德素质：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基本原理；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具有贡献自己

的力量于祖国和人类发展的意识和精神，具有良好的道德和健全的法制意识；

C2.科学文化素质：有正确的社会历史观和人生价值观。具有较好的人文、艺术修养、审美情趣

及文字、语言表达能力，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具有求真务实的科学素质，懂科学，爱科学，追求真

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有一定了解；具备良好的人际关系协调与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C3.专业素质：本专业要求学生系统掌握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相关的基础专业知识，了解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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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行机制，熟悉党和国家的经济方针、政策和法规，能够把握中外经济发展趋势和市场经济运行

规律；掌握现代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方法，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熟练的业务技能；能够综合运

用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处理银行、证券、信托、投资与保险等方面业务的基本能力；具有创造

性思维能力，具有开展创新实验和金融管理创新的能力；具有较强金融经济问题观察分析能力、金

融市场综合分析能力、金融经济数据处理能力、企业财务分析能力和从事金融保险管理工作的能力；

C4.身心素质：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达到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心理状态良好，有较强的适应能

力、承受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具有脚踏实地、开拓创新、勇于拼搏、服务社会和敢于创业的精神

风貌。

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目标 5

A1 M M M H M
A2 M M M M M
A3 M H H H H
A4 H H H H H
B1 M H H H H
B2 H H H H M
B3 M M H M H
B4 H L M M H
C1 H M L M M
C2 M M M M M
C3 H H H H H
C4 L M M M H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四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计划总学时为 2480学时，总学分为

161学分。允许学生在 3～8年内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

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经济学、管理学。

主要课程：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统计学、金融

学、财政学、会计学、证券投资学、国际金融、公司金融、商业银行管理、金融工程学、金融计量

学、金融风险管理、金融经济学、保险学、货币金融史、金融衍生工具、信托与租赁等。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本专业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及主要专业实验包括专业实践课程和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等。专业

实践课程安排在第三、五、六学期执行，鼓励学生到党政机关、经济管理部门、科研机构和企事业

等单位进行专业实习，以此加强学生金融市场综合分析能力、计量经济的理论与应用能力、金融数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257

据处理能力、企业财务分析能力和金融统计软件应用能力的培养。专业实习和毕业论文在第八学期

执行，培养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进行科学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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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
政治
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分为
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门中选
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据
《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
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意
见》（教社科〔2018〕1号）、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教育部
办公厅关于在思政课中加强
以党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
教育的通知》、教育部《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
评估实施方（2021—2025
年）》（教督〔2021〕1号）
等文件精神开课，包括“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好
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Theori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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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
课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术

课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至少选修

1门、2学分。学生自主选修

课程包括《音乐鉴赏》《中国

美术史》《东昌府本版年画艺

术》《山东民歌赏析》《艺术

与审美》《带你听懂中国传统

音乐》《中国传统音乐作品》

《视觉艺术设计》《音乐与社

会》等，详细课程名单见每

学期选课通知。

大学
外语
大学
外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 学分，其中实践教学共 4
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大

学俄语》《大学日语》《大学韩

国语》《大学西班牙语》中任意

一种语言模块课程。具体课程

名称、课程号依学生选修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对未达

到《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
版）基础目标的学生继续开设

《大学英语（四）》，对已达到较

高水平的学生，根据各学院、专

业发展要求和学生多元需求开

设《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

和《跨文化交际》等课程，供学

生选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开课。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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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公
共体育”课程，每一学年学生

须在篮球、排球、足球、太

极拳、网球、健身田径、软

式排球、健美操、武术、乒

乓球、拳击、散打、羽毛球、

垒球

体育舞蹈、体育游戏等项目

中选择一项不同运动项目作

为学习内容，满足掌握 2项
运动健身技能的要求。

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为

实践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能
训练 1学分为实践教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教
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学院
授课，第二学期在西校区学
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期
第 1-2周，不计入总学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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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职业
规划
与就
业指
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 16 16 1 一 考查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
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心
负责开课。

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 16 16 1 六 考查

合计 42 30 12 736 520 216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理工农医科专业应选修人文
科学、社会科学模块课程，
文科类专业应选修自然科学
模块课程。
具体选修模块，各专业根据
培养目标、专业认证等要求，
自主确定学生应选修模块、
每个模块应选学分。
创新创业模块中“创新基础”
（3101222201）“创业基础”
（3101242202）为限选课程，

两门课程各 1学分，所有专

业学生均需修读。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信息、
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创新创业教育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教师教育 主要涵盖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教育技术等的通识教育课程

学分合计：46，其中理论学分：34、实践学分： 12 ；学时合计： 800，其中理论学时：584、实践学时：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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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0192112201 金融工程专业导论
Introduction to Finance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1 1 16 16 1 一 考查

本专业本科生必须于规定
的修业年限内修满 36 学分
（含数学类课程）的学科基
础课程和 27 学分的专业核
心课程，共计 63学分。

1002112203 高等数学（三级，上）
Advanced Mathematics (Level 3, Volume I ) 3 3 48 48 3 一 考试

1002122203 高等数学（三级，下）
Advanced Mathematics (Level 3, Volume II) 3 3 48 48 3 二 考试

1002132201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2 2 32 32 2 三 考试

10021322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192112202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
Political Economics 3 3 48 48 3 一 考试

0192122203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4 4 64 64 4 二 考试

0192132204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4 4 64 64 4 三 考试

0192152205 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4 3 1 64 48 16 4 五 考试

0192132206 金融学
Finance 4 4 64 64 4 三 考试

0192132207 会计学
Accounting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192142208 统计学
Statistics 3 3 48 48 3 四 考试

小计 36 35 1 576 56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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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0192212201 管理学
Management 3 3 48 48 3 一 考试

0192242202 证券投资学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192242203 金融工程
Finance Engineering 4 4 64 64 4 四 考试

0192242204 国际金融（双语）
International Finance 4 4 64 64 4 四 考试

0192252205 金融计量学
Financial Econometrics 4 3 1 64 48 16 4 五 考试

0192252206 金融风险管理
Management of Financial Risk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192252207 财政学
Public Finance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192262208 公司金融
Corporation Finance 3 3 48 48 3 六 考试

小计 27 26 1 432 416 16

合计 63 61 2 1008 976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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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0193142201 综合数学 I
Comprehensive Mathematics I 2 2 32 32 2 四 考查

该方向的学生需要选修本
方向的一定学分课程，再在
专业应用方向模块任选一
定学分的课程。两个方向选
修课程学分总数达到 32分。

0193152202 综合数学 II
Comprehensive Mathematics II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193142203 金融科技概论
Introduction to FinTech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193142204 商业银行管理
Bank Management & Financial Services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193152205 保险学
Insurance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193152206 货币金融史
History of Finance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193152207 国际经济学（双语）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 4 64 64 4 五 考试

0193152208 证券投资基金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s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试

0193152209 固定收益证券
Fix Income Security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193162210 经济学原理（中级）
Principles of Economics(Middle Class) 3 3 48 48 3 六 考试

0193162211 金融英语
Financial English 3 3 48 48 3 六 考查

0193162212 金融经济学
Financial Economics 3 3 48 48 3 六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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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0193162213 金融市场学
Financial Market 3 3 48 48 3 六 考试

0193172214 金融学前沿讲座
Lectures on Finance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193172215 应用文写作
Logistics Practical Writing 2 2 32 32 2 七 考查

小计 42 41 1 672 656 16

专业

应用

方向

0193242201 程序设计与应用（Python）
Programming and Application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查

0193252202 期货与期权
Futures and Options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193262203 财务分析
Financial Analysis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试

0193272204 金融统计分析与应用
Financial Analysis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查

0193262205 信托与租赁
Trust and leasing 3 3 48 48 3 六 考试

0193262206 财富管理
Wealth Management 3 3 48 48 3 六 考查

0193262207 金融数据分析（Python）
Financial Engineering Analysis 4 3 1 64 48 16 4 六 考查

0193262208 投资银行学
Investment Banking 3 3 48 48 48 六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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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选修

课程

专业

应用

方向

0193272209
资产评估

Asset Evaluation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193252210 金融随机过程
Stochastic Processes in Finance 2 2 32 32 2 五 考试

0193252211 大数据技术原理与应用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Big Data Technology 3 3 48 3 3 五 考查

0193262212 金融衍生工具
Financial Derivative 3 3 48 48 3 六 考试

0193252213 数理金融
Mathematical Finance 2 2 32 32 2 五 考试

0193262214 金融标准化
Financial Standardization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019322221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Theory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3 3 48 48 3 二 考试

小计 41 36 5 656 576 80

合计 32 31 1 512 496 16

智能金
融

微专业
选修

1.核心课程模块：金融学、金融工程、互联网金融概论、证券投资
学、大数据与金融（以上课程，选择MOOC自主学习）；
2.实践模块：智慧商科综合实训、银行综合业务实训等。

12
微专业课程模块，由学生自
主选修，不计入主修专业总
学分、学时。修满微专业合
格课程的，由微专业开设高

校颁发证书。

小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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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019417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劳动教育与实践，各专业根
据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开设，
不少于 32学时。
1.专业实践主要包括专业实
习实训、课程论文（设计）、
专业实验等。

2. 综合实践主要包括毕业
实习、毕业论文（设计），
以及专业性的创新创业实
践、社会实践等第二课堂实
践活动，其中，学生创新创
业实践包括大学生学科竞
赛。
3. 实践教学选修课程不低
于 2学分。

小计 1 1 32 32

专业

实践

0194232201 会计综合实训（产教融合课程）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for Accounting 1 1 32 32 三 考查

0194262202 金融工程综合实验（项目化课程）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for Finance 2 1 1 32 16 16 六 考查

0194262203 经济学综合实验（产教融合课程）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for Economics 1 1 32 32 六 考查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3 八 考查

小计 7 1 6 96 16 80

综合

实践

0114282201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4 8周

(1-8) 八

0114282202 毕业论文（设计）
Graduation Thesis（Design） 6 8周

(9-16)
八

小计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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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

践

教

学

选修

0194232204 银行综合业务实训（项目化课程）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for Banking 2 1 1 32 16 16 三 考查

0194262205 金融数据分析（Python）
Financial Engineering Analysis 1 1 32 32 六 考查

0194252206 大数据技术原理与应用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big data technology 2 1 1 32 16 16 五 考查

小计 5 2 3 96 32 64

合计 20 2 18 160 32 128

总计 161 128 33 2480 2088 392

注：改革课程考核方式，推行全过程学业评价，科学合理测评学生学习效果，原则上期末考试成绩权重不超过 50%。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269

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1：人际交往工具知识
大学英语 0.5 考试

专业英语 0.5 考查

A1-2：数理分析工具知识

计量经济学 0.2 考试

综合数学 0.2 考查

金融统计分析与应用 0.2 考试

统计学 0.2 考试

程序设计与应用 0.2 考查

A2-1：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4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0.3 考试

中国近代史纲要 0.2 考试

形式与政策 0.1 考查

A2-2：自然科学知识
高等数学 0.5 考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5 考试

A3-1:经济学基础知识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 0.2 考试

微观经济学 0.3 考试

宏观经济学 0.3 考试

国际经济学（双语） 0.1 考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0.1 考试

A3-2:金融工程学基础知识

金融学 0.2 考试

会计学 0.2 考试

统计学 0.2 考试

财政学 0.2 考试

金融工程学 0.2 考试

A4-1:专业理论知识

证券投资学 0.2 考试

国际金融（双语） 0.2 考试

金融科技概论 0.2 考试

金融学前沿讲座 0.1 考查

经济学原理（中级） 0.1 考查

公司金融 0.1 考试

金融计量学 0.1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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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4-2:专业实践知识

期权与期货 0.1 考试

商业银行管理 0.2 考试

信托与租赁 0.1 考试

证券投资基金 0.2 考试

固定收益证券 0.2 考试

金融衍生工具 0.2 考试

B1-1：筛选和分析信息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4 考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3 考试

统计学 0.3 考试

B2-1：应用知识的能力：能将
所学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与专
业知识融会贯通，灵活地综合
应用于经济研究或社会实践，
能独立分析和解决经济领域
的一般实际问题

投资银行学 0.1 考试

证券投资学 0.1 考试

金融经济学 0.1 考试

金融市场学 0.1 考试

商业银行管理 0.1 考试

金融风险管理 0.1 考试

国际金融（双语） 0.1 考试

金融工程 0.1 考试

公司金融 0.1 考试

保险学 0.1 考试

B3-1:运用所学知识思考现实
理论问题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考试

微观经济学 0.3 考试

宏观经济学 0.3 考试

金融学前沿讲座 0.2 考查

B3-2:创新工作方法的能力

统计学 0.3 考试

银行综合业务实训 0.3 考查

金融工程综合实验 0.4 考查

B4-1:社会人际交往能力
大学英语 0.5 考试

金融英语 0.5 考试

B4-2:语言表达能力
大学英语 0.5 考试

金融英语 0.5 考试

C1-1: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 思想道德与法治 1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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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C1-2: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中国近代史纲要 0.3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4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0.3 考试

C2-1:良好的科学素养

高等数学 0.3 考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2 考试

计量经济学 0.3 考试

统计学 0.2 考试

C2-2:良好的人文素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4 考试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 0.3 考试

中国近代史纲要 0.3 考试

C3-1:良好的专业素质

微观经济学 0.2 考试

宏观经济学 0.1 考试

国际经济学（双语） 0.2 考试

金融学 0.1 考试

会计学 0.2 考试

统计学 0.2 考试

C3-2:扎实的专业技能

会计学 0.3 考试

金融数据分析 0.1 考查

金融工程综合实验 0.1 考查

金融计量学 0.1 考试

资产评估 0.2 考试

金融衍生工具 0.1 考试

毕业实习 0.1 考查

C4-1:良好的身体素质
公共体育 0.5 考试

劳动教育与实践 0.5 考查

C4-2:健康的身心，积极的生
活态度

思想道德与法治 0.4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3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 0.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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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1002112203 高等数学（三级，上） 无

1002122203 高等数学（三级，下） 无

1002132201 线性代数 高等数学

10021322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

0192112202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

分）
无

0192122203 微观经济学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

0192132204 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0192152205 计量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0192132206 金融学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0192132207 会计学 高等数学

0192142208 统计学 高等数学

专业

核心

课程

0192212201 管理学 无

0192242202 证券投资学 金融学

0192242203 金融工程 金融学

0192242204 国际金融（双语） 宏观经济学、金融学

0192252205 金融计量学 计量经济学、金融学

0192252206 金融风险管理 证券投资学、金融工程

0192252207 财政学 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0192262208 公司金融 证券投资学、金融学

专业

选修

课程

提高

方向

0193142201 综合数学 I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

0193152202 综合数学 II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

0193142203 金融科技概论 金融学、计量经济学

0193142204 商业银行管理 金融学

0193152207 国际经济学（双语）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0193152205 保险学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0193152206 货币金融史 证券投资学、金融学

0193152208 证券投资基金
证券投资学、金融学、金

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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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提高

方向

0193152209 固定收益证券
金融学、金融工程、证券

投资学

0193162210 经济学原理（中级）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0193162211 金融英语 金融学

0193162212 金融经济学 高等数学、金融学

0193162213 金融市场学 金融学

0193172214 金融学前沿讲座 高等数学、金融学

0193172215 应用文写作 金融学

应用

方向

0193242201 程序设计与应用（Python） 高等数学、计算机基础

0193252202 期货与期权 金融工程、证券投资学

0193262203 财务分析 会计学、西方经济学

0193272204 金融统计分析与应用 金融学、计量经济学

0193262205 信托与租赁 金融学、金融工程

0193262207 金融数据分析（Python） 程序设计与应用

（Python）

0193262208 投资银行学 金融学、金融工程

0193272209 资产评估 金融工程

0193252210 金融随机过程 金融学、计量经济学

0193262212 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工程

0193252213 数理金融 金融学、高等数学

0193262206 财富管理 金融学、证券投资学

0193262214 金融标准化 金融学、金融工程

019322221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

分）

0193252211 大数据技术原理与应用 计算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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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736（其中，

理论课堂教

学 520学时，

实践教学

216学时，不

含军事技能

训练 2周）

42（含实践

12）
26.09%（含

实践 8.07%）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64 4 2.48%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576 36 22.36%

专业核心课程 432 27 16.77%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512 32 19.88%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216 12

18.63%（含

专业课实践

教学 1.24%）

基础实践 32 1

专业实践 96 7

综合实践 10

选修 32 2 1.24%

合计 2480 161 100%

九、其他说明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3.5 24.5 27.5 24.5 24 22 2 13 161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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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Logistics Management
（专业代码：120601）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鲁西，服务山东，面向华东，辐射全国，培养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高度

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和国际视野，能够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的物流管理领

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所培养学生具有管理学、

经济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综合知识，熟悉物流政策法规，系统掌握物流管理理论与方法，具备

创新创业意识和发展潜质，能够在物流运营管理、供应链管理相关领域从事规划与设计、数据分析

与决策、采购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3+4”贯通人才。

目标 1：培养系统掌握物流管理领域的相关理论、方法和工具，具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创

业意识以及创新创业基本能力；

目标 2：培养能够熟练掌握物流包装、配送、仓储、项目管理等领域的物流管理理论与实践、

质量关键技术与方法，对各个物流领域内的问题进行分析、评价、优化与创新；

目标 3：培养能在工商企业、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从事物流管理工作和决策分析工作的高级应

用型人才。

（二）毕业要求

1.知识结构要求（A）

A1：通识知识：思想道德、政治学、外语、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应用、文学、体育等；

A2：专业工具性知识：统计学、会计学、综合数学等知识；

A3：专业基本原理及基本方法等基础性知识：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运筹学的基本理论及

相关知识

A4：专业前沿知识：物流管理发展现状及趋势：物流管理前沿、物流管理专业导论。

2.能力结构要求（B）

B1：专业基本能力：利用物流管理某一领域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包括配送中心的设

计、运输线路的选择、准确核算及结算物流成本、组织货物入库、组织货物保管及盘点等；

B2：专业综合能力：综合利用物流管理多领域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包括物流运营管

理、物流规划设计、制定物流业务计划等；

B3：学习及自我提升能力：自学能力、表达能力，信息处理能力等；

B4：开拓创新的能力：创新意识强、综合运用知识进行初步创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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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人际技能：沟通、协调、指挥、引导、激励及鼓舞等人际交往及与人共事的能力。

3.核心素养结构要求（C）

C1：思想道德素质：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而奋斗的

志向和责任感，具有敬业爱岗，艰苦奋斗，热爱劳动，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和团结合作的品质，具

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C2：身心素质：具备健全的心理和健康的体魄；

C3：人文素质：具有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较好的文化和文学艺术修养；

C4：专业素质：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较高的人文与科学素养和问题导向及持续提升专业

素养。

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A1 H M L

A2 M H M

A3 H H L

A4 H H M

B1 M H M

B2 M H L

B3 H M H

B4 M H L

B5 M H M

C1 L L H

C2 M M H

C3 M L H

C4 H M H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四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允许学生在 8年内修满学分。计划总

学时为 2512学时，总学分为 157学分。学生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

予条件者，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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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物流管理与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交通管理。

主要课程：管理学、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物流学、运输管理、仓储与配送

管理、物流信息管理、组织行为学、国际物流、供应链管理、物流成本管理等。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课程实验、课程见习、课程设计、物流管理综合实验、军事训练、劳动实践、毕业论文、毕业

实习等。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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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政
治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分
为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门中
选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
据《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
若干意见》（教社科
〔2018〕1号）、《新时代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教育
部办公厅关于在思政课
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重
点的“四史”教育的通
知》、教育部《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
评估实施方（2021—2025
年）》（教督〔2021〕1号）
等文件精神开课，包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
好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18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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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
课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术课

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至少
选修 1门、2学分。学生
自主选修课程包括《音乐
鉴赏》《东昌府本版年画
艺术》等，详细课程名单
见每学期选课通知。

大学
外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
学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
《大学俄语》《大学日语》
《大学韩国语》《大学西
班牙语》中任意一种语言
模块课程。具体课程名
称、课程号依学生选修
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
对未达到《大学英语教学
指南》（2020 版）基础目
标的学生继续开设《大学
英语（四）》，对已达到较
高水平的学生，根据各学
院、专业发展要求和学生
多元需求开设《高级英
语》、《专门用途英语》和
《跨文化交际》等课程，
供学生选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
开课。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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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

“公共体育”课程，每一学

年学生须在篮球、排球、

足球、太极拳、网球等项

目中选择一项不同运动

项目作为学习内容，满足

掌握 2项运动健身技能的

要求。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为实践教学；3.体
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

咨询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
能训练 1学分为实践教
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
教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
学院授课，第二学期在西
校区学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
期第 1-2周，不计入总学
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
课。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 16 16 1 一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
心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 16 16 1 六

合计 42 30 12 736 520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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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理工农医科专业应选修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模块
课程，文科类专业应选修
自然科学模块课程。
具体选修模块，各专业根
据培养目标、专业认证等
要求，自主确定学生应选
修模块、每个模块应选学
分。
创新创业模块中“创新基
础（3101222201）”“创业
基础（3101242202）”为
限选课程，两门课程各 1
学分，所有专业学生均需
修读。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信息、
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本专业学生须在本领域选修 2学分。

创新创业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本专业学生须在本领域选修
2学分。

教师教育 主要涵盖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教育技术等的通识教育课程。

学分合计：46，其中理论学分：34、实践学分： 12 ；学时合计： 800，其中理论学时：584、实践学时：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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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0162112201 经济数学（I）
Economic Mathematics（I） 3 3 48 48 3 一 考试

本专业本科生必须于规定
的修业年限内修满 26 个学
分的学科基础课程和 30 个
学分的专业核心课程，共计
56个学分。

0162122202 经济数学（II）
Economic Mathematics（II）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162112203 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

3 3 48 48 3 一 考试

0162142204 统计学
Statistics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162132205 基础会计学
Basic Accounting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162112206 管理学概论
Management

4 4 64 64 4 一 考试

0162122207 微观经济学
Micro Economics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162132208 宏观经济学
Macro Economics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162112209 物流管理专业导论
Introduction to Logistics Management

1 1 16 16 1 一 考查

小计 26 26 416 416

专业

核心

课程

0162222201 物流学
The Principle of Log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162232202 运输管理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162242203 仓储与配送管理
Warehousing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162242204 物流信息管理
Logistic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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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0162222205 组织行为学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162252206 物流成本管理
Logistics Cost Management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162252207 国际物流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3 2 1 48 32 16 3五 考试

0162232208 供应链管理
Management of Supply Chain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162242209 财务管理
Finance Management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162262210 物流专业英语
Logistics English

3 3 48 48 3 六 考试

小计 30 26 4 480 416 64

合计 56 52 4 896 832 64

选修

专业

提高

方向

0163142201 品牌管理
Brand Management 2 2 32 32 2 四 考查

本课程模块包括专业提高方向、

专业应用方向和专业任选方向。

课程选择方案：三个方向交叉选

课，选修学分必须达到 33学分。

0163162202 第三方物流
Third Party Logistics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试

0163152203 包装管理
Packaging Management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163162204 物流质量管理
Logistics Quality Management 3 3 48 48 六 考查

0163152205 数据模型与决策
Digital Models and Decision-making

3 3 48 48 五 考查

0163142206 综合数学（Ⅰ）

Integrated Mathematics（Ⅰ）
2 2 32 32 四 考查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284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提高

方向

0163152207 综合数学（Ⅱ）

Integrated Mathematics（Ⅱ）
2 2 32 32 五 考查

0163162208 综合数学（Ⅲ）

Integrated Mathematics（Ⅲ）
2 2 32 32 六 考查

0163142209 流通经济学
Circulation Economics

3 3 48 48 四 考查

0163162210 物流装备选型与集成
Logistics Equipment Selection and Integration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查

0163152211 企业物流管理
Enterprise Logistics Management 3 3 48 3 五 考查

0163142212 库存管理
Inventory Management

3 2 1 48 32 16 四 考查

0163152213 运筹学
Operation Research 3 3 48 3 五 考查

0163172214 物流案例分析
Case Analysis of Logistics 3 3 48 48 3 七 考查

小计 37 34 3 592 544 48

专业

应用

方向

0163252201 农产品物流
Logistic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3 3 48 48 3五 考查

0163252202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3 2 1 48 32 16 3五 考试

0163262203 项目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

3 3 48 48 3六 考查

0163262204 采购管理
Purchasing Management

3 3 48 48 3六 考查

0163262205 商务礼仪
Business Etiquette 3 2 1 48 32 16 3六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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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应用

方向

0163272206 通用管理能力概论
Introduction of General Management Ability 2 2 32 32 2七 考试

0163262207 商贸物流管理
Business Logistics Management

3 3 48 48 3六 考试

0163262208 电子商务
Electronic Business

3 2 1 48 32 16 3六 考查

0163252209 物流单证与结算
Logistics Documents and Settlement

3 2 1 48 32 16 3五 考试

0163262210 市场营销
Marketing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试

小计 29 24 5 464 384 80

专业

任选

方向

0163352201 金融学
Finance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查

专业任选课程可以选修也可以

不修，根据学院需求开课

0163352202 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3 2 1 3 五 考查

0163362203 经济法
Economic Laws

3 3 48 3 六 考查

0163372204 商务沟通
Business Communication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163372205 应用文写作
Practical Writing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163362206 管理科学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 of Management Science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163362207 物流管理前沿
Lectures on Advanced Logistics

2 2 32 32 2 六 考查

小计 17 15 2 272 240 32

合计 83 73 10 1328 1168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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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微专业
选修

课程编号、课程名称，由学生自主选修的微专业在教务系统内
自动生成。 微专业课程模块，由学生自主选

修，不计入主修专业总学分、学
时。修满微专业合格课程的，由
微专业开设高校颁发证书。

小计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016427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七

劳动教育与实践，各专业根据专

业人才培养特点开设，不少于 32
学时。

0164222202 物流设备认知实践
Logistics Equipment Cognitive Practice 1 1 32 32 二 考查

小计 2 2 64 64

专业

实践

0164132203 会计综合实训（项目化课程）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n Accounting 2 2 64 64 三 考查

0164162204
物流管理综合实验（项目化课程）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n Logistics
Management

2 2 64 64 六 考查

0164252205 物流方案设计（产教融合课程）
Scheme Design of Logistics 2 2 64 64 五 考查

小计 6 6 192 192

综合

实践

0164282206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4 4 8周

（1-8）
8周

（1-8） 八 考查

0164282207 毕业论文（设计）

Graduation Thesis（Design） 6 6 8周
（9-16）

8周
（9-16） 八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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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综合

实践

0164282208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3 3周

（17-19）
3周

（17-19） 八 考查

小计 13 13

选修

0164252209 物流管理见习
Internship 1 1 1周 1周 五 考查

小计 1 1 1周 1周

合计 22 22

总计 157 119 38 2512 1904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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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通识知识：思想道德、政

治学、外语、历史学、哲学、文

学、体育等

形势与政策 0.077 考查

思想道德与法治 0.115 考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15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15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0.192 考试

大学外语 0.077 考试

军事理论 0.077 考查

公共体育 0.232 考试

A2：专业工具性知识：统计学、

会计学、数学、运筹学等

经济数学 0.200 考试

综合数学 0.200 考试

统计学 0.300 考试

基础会计学 0.300 考试

A3：专业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

知识：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

运筹学的基本理论及相关知识

管理学概论 0.240 考试

微观经济学 0.190 考试

宏观经济学 0.190 考试

政治经济学 0.190 考试

运筹学 0.190 考试

A4：专业前沿知识：物流管理

前沿发展现状及趋势

物流管理专业导论课 0.333 考查

物流前沿知识讲座 0.667 考查

B1：专业基本能力：利用物流

管理某一领域专业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物流学 0.077 考试

运输管理 0.077 考试

仓储与配送管理 0.077 考试

国际物流 0.077 考试

物流专业英语 0.077 考试

物流成本管理 0.077 考试

市场营销 0.077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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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1：专业基本能力：利用物流

管理某一领域专业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组织行为学 0.077 考试

物流装备选型与集成 0.077 考查

财务管理 0.077 考试

物流信息管理 0.077 考试

物流案例分析 0.077 考查

计量经济学 0.077 考试

B2：专业综合能力：综合利用

物流管理多领域专业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电子商务 0.115 考查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115 考试

物流单证与结算 0.115 考试

商务礼仪 0.115 考查

农产品物流 0.115 考查

项目管理 0.115 考查

采购管理 0.115 考试

商贸物流管理 0.115 考查

通用管理能力概论 0.077 考查

B3：学习及自我提升能力：自

学能力、表达能力，信息处理能

力等

企业物流管理 0.115 考查

第三方物流 0.115 考查

物流装备选型与集成 0.115 考查

包装管理 0.080 考查

物流案例分析 0.115 考查

库存管理 0.115 考查

流通经济学 0.115 考查

物流质量管理 0.115 考查

数据模型与决策 0.115 考查

B4：开拓创新的能力：创新意

识强、综合运用知识进行初步创

新的能力

会计综合实训 0.250 考查

物流管理综合实验 0.250 考查

物流设备认知实践 0.250 考查

物流管理专业见习 0.250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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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5：人际技能：沟通、协调、

指挥、引导、激励及鼓舞等人际

交往及与人共事的能力

毕业实习 0.313 考查

毕业论文（设计） 0.437 考查

物流管理见习 0.063 考查

第二课堂 0.187 考查

C1：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

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形势与政策 0.122 考查

思想道德与法治 0.185 考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85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85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201 考试

军事理论 0.122 考查

C2：具备健全的心理和健康的

体魄

公共体育 0.500 考试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500

C3：具有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

知识，较好的文化和文学艺术修

养

“四史”教育 0.200

大学外语 0.800 考试

C4：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

较高的人文与科学素养和问题

导向及持续提升专业素养

商务沟通 0.250 考查

应用文写作 0.250 考查

管理科学研究方法 0.250 考查

物流管理前沿 0.250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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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0162112201 经济数学 I 无

0162122202 经济数学 II 经济数学 I

0162142204 统计学 无

0162132205 基础会计学 经济数学 I、经济数学 II

0162112206 管理学概论 无

0162112203 政治经济学 无

0162122207 微观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0162132208 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0162112209 物流管理专业导论 无

专业

核心

课程

0162222201 物流学 管理学

0162232202 运输管理 物流学、管理学

0162242203 仓储与配送管理 物流学、管理学

0162222205 组织行为学 管理学

0162252207 国际物流 物流学

0162232208 供应链管理 物流学、管理学

0162242209 财务管理 管理学

0162262210 物流专业英语 管理学

0162252206 物流成本管理 物流学

0162242204 物流信息管理 物流学、会计学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0163152211 企业物流管理 物流学、运输管理

0163162202 第三方物流 仓储与配送管理

0163162210 物流装备选型与集成 物流学、企业物流管理

0163152203 包装管理 物流学、管理学

0163172214 物流案例分析 物流学、供应链管理

0163142201 品牌管理 管理学

0163142212 库存管理 物流学

0163152213 运筹学 经济数学 I、经济数学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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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0163142209 流通经济学 经济学原理

0163162204 物流质量管理 物流学、管理学

0163152205 数据模型与决策 综合数学（Ⅰ）

0163142206 综合数学（Ⅰ） 无

0163152207 综合数学（Ⅱ） 综合数学（Ⅰ）

0163162208 综合数学（Ⅲ） 综合数学（Ⅱ）

专业

应用

方向

0163262208 电子商务 物流学

0163252202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大学外语

0163252209 物流单证与结算 物流学

0163262205 商务礼仪 无

0163252201 农产品物流 管理学

0163262203 项目管理 管理学

0163262204 采购管理 管理学

0163262207 商贸物流管理 物流学、管理学

0163272206 通用管理能力概论 物流信息管理

0163262210 市场营销 物流学、管理学

专业

任选

方向

0163352201 金融学 经济学原理

0163352202 计量经济学 统计学

0163362203 经济法 无

0163372204 商务沟通 管理学

0163372205 应用文写作 无

0163362206 管理科学研究方法 管理学、统计学

0163362207 物流管理前沿 物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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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

736（其中，理论

课堂教学 520学
时，实践教学

216学时，不含

军事技能训练 2
周）

42（含实践

12） 26.75%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 64 4 2.54%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416 26 16.56%

专业核心课程 480 30（含实践 4） 19.11%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 640 40（含实践 3） 25.48%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216 12

21.02%
基础实践 64 2

专业实践 192 6

综合实践 19周 13

选修 32 1 0.64%

合计

2512（不含军事

技能训练 2周、

综合实践 19周）

157 100%

九、其他说明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1.5 23.5 27.5 24.5 21 20 6 13 157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294

质量管理工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Quality Management
Engineering

（专业代码：120703T）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本专业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立足鲁西，服务山东，辐射全国，培养具备科学素养和人文精神，

服务国民经济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系统掌握质量管理工程领域的相关理论、方法和工具，具

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创业意识以及创新创业基本能力，能够熟练掌握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

务质量、环境质量等领域的质量管理理论与实践、质量关键技术与方法、及“标准、计量、检验检测、

认证认可”四大质量核心理论，对各个质量领域内的问题进行分析、评价、优化与创新，充分发挥标

准的引领作用，促进企业创新，保护消费者权益，能在工商企业、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从事质量管

理工作和决策分析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一）培养目标

目标 1：培养系统掌握质量管理工程领域的相关理论、方法和工具，具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

创业意识以及创新创业基本能力；

目标 2：培养能够熟练掌握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环境质量等领域的质量管理理论

与实践、质量关键技术与方法、及“标准、计量、检验检测、认证认可”四大质量核心理论，对各个

质量领域内的问题进行分析、评价、优化与创新；

目标 3：培养能在工商企业、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从事质量管理工作和决策分析工作的高级应

用型人才。

（二）毕业要求

本专业人才培养标准适应经济社会中质量管理需要，具有系统化的知识结构、专业能力和综合

素质。

1. 知识结构（A）

A1.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文学、历史学、哲学、思想道德、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

A2. 自然科学知识：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命科学等；

A3. 工具性知识：外语、科技写作、软件应用等；

A4. 专业知识：管理学、经济学、质量相关方向的各个相互联系的学科；

A5. 其他相关专业的知识和本专业的发展前沿。

2. 专业能力（B）

B1. 获取知识的能力：自学能力、表达能力、信息处理能力；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295

B2. 应用知识的能力：综合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综合实验的能力、质量管理工程综合能

力、计算机及技术应用能力、沟通和团队协作能力；

B3. 质量检测实践能力：汽车检测实践能力、食品检测实践能力和质量相关方向检测的能力、

设备仪器操作的能力；

B4. 开拓创新的能力：创新意识强、综合运用知识进行初步创新的能力；

B5. 交流、合作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学科内合作能力、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

3. 综合素质（C）

C1. 思想道德素质：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

而奋斗的志向和责任感；具有敬业爱岗，艰苦奋斗，热爱劳动，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和团结合作的

品质；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C2. 文化素质：具有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较好的文化和文学艺术修养；

C3. 科学和质量管理素质：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掌握管理学、经济学、质量管理工程专业的

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掌握科学的思维和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具有独立获取知识的、

提出问题、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具有较强的工程意识、价值效益意识和创新意识；

C4. 身心素质：具备健全的心里和健康的体魄。

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A1 H H L

A2 H H L

A3 H M L

A4 H H L

A5 H H M

B1 M H M

B2 M H M

B3 H H H

B4 M H M

B5 M H M

C1 L L H

C2 M M H

C3 L L H

C4 H H H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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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四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允许学生在 3～8年内修满学分。计划

总学时为 2496学时，总学分为 160学分。学生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

授予条件，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工业工程。

主要课程：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应用统计学、会计学、质量法学、

质量文化、质量管理概论、计量学基础、标准化概论、认证认可概论、质量检验基础、工业工程概

论、质量工程导论、可靠性工程、质量管理信息系统、质量管理体系与认证、运筹学、系统工程、

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创新方法。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实验和实践课程主要包括：军事训练、特种机械设备认知实践、汽车技能检测技能实践、食品

安全检测技能实践、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管理工程见习和第二课堂。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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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政
治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分
为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门中
选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
据《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
若干意见》（教社科
〔2018〕1号）、《新时代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教育
部办公厅关于在思政课
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重
点的“四史”教育的通
知》、教育部《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
评估实施方（2021—2025
年）》（教督〔2021〕1号）
等文件精神开课，包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
好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Theori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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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
课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术课

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至少
选修 1门、2学分。学生
自主选修课程包括《音乐
鉴赏》《中国美术史》《东
昌府本版年画艺术》《山
东民歌赏析》《艺术与审
美》《带你听懂中国传统
音乐》《中国传统音乐作
品》《视觉艺术设计》《音
乐与社会》等，详细课程
名单见每学期选课通知。

大学
外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
学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
《大学俄语》《大学日语》
《大学韩国语》《大学西
班牙语》中任意一种语言
模块课程。具体课程名
称、课程号依学生选修
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
对未达到《大学英语教学
指南》（2020版）基础目
标的学生继续开设《大学
英语（四）》，对已达到较
高水平的学生，根据各学
院、专业发展要求和学生
多元需求开设《高级英
语》、《专门用途英语》和
《跨文化交际》等课程，
供学生选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
开课。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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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

“公共体育”课程，每一学

年学生须在篮球、排球、

足球、太极拳、网球、健

身田径、软式排球、健美

操、武术、乒乓球、拳击、

散打、羽毛球、垒球

体育舞蹈、体育游戏等项

目中选择一项不同运动

项目作为学习内容，满足

掌握 2项运动健身技能的

要求。

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

为实践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
咨询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
能训练 1学分为实践教
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
教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
学院授课，第二学期在西
校区学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
期第 1-2周，不计入总学
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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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16 1 一 考查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
心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16 1 六 考查

合计 42 30 12 736 520 216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理工农医科专业应选修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模块
课程，文科类专业应选修
自然科学模块课程。
具体选修模块，各专业根
据培养目标、专业认证等
要求，自主确定学生应选
修模块、每个模块应选学
分。
创新创业模块中“创新基
础”（3101222201）、“创
业基础”（3101242202）
为限选课程，两门课程各
1学分，所有专业学生均
需修读。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信息、
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创新创业教育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教师教育 主要涵盖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教育技术等的通识教育课程

学分合计：46， 其中理论学分：34、实践学分：12；学时合计：800，其中理论学时：584、实践学时：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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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1002112203 高等数学（三级，上）
Advanced Mathematics(Level 3, Volume I ) 3 3 48 48 3 一 考试

本专业本科生必须于规定

的修业年限内修满 34 个学

分的学科基础课程和 28 个

学分的专业核心课程，共计

62个学分。

1002122203 高等数学（三级，下）
Advanced Mathematics(Level 3, Volume II) 3 3 48 48 3 二 考试

1002132201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2 2 32 32 2 三 考试

10021322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Theory &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172112205 管理学
Management 4 4 64 64 4 一 考试

0172122206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172132207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172112208 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 3 3 48 48 3 一 考试

0172142209 应用统计
Applied Statistics 4 3 1 64 48 16 4 四 考试

0172132210 会计学
Accounting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172122211 创新方法
Innovative Approach 3 3 54 54 3 二 考试

0173312212 质量管理工程专业导论课
Introduction To Quality Management Engineering 1 1 16 16 1 一 考查

小计 34 33 1 544 528 16

http://www.so.com/link?url=http://dict.youdao.com/search?q=%5b%E7%BB%8F%5d%20microeconomics&keyfrom=hao360&q=%E5%BE%AE%E8%A7%82%E7%BB%8F%E6%B5%8E%E5%AD%A6%E8%8B%B1%E6%96%87%E7%BF%BB%E8%AF%91&ts=1503277567&t=d52f251b747a11824899057aae87470
http://www.so.com/link?url=http://dict.youdao.com/search?q=%5b%E7%BB%8F%5d%20macro-economics&keyfrom=hao360&q=%E5%AE%8F%E8%A7%82%E7%BB%8F%E6%B5%8E%E5%AD%A6%E8%8B%B1%E6%96%87%E7%BF%BB%E8%AF%91&ts=1503277665&t=035dad10637c5146fe19f12cce590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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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0172222201
质量管理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3 3 48 3 二 考试

0172242202 标准化概论
Introduction to Standardization 3 3 48 3 四 考试

0172232203 认证认可概论
Introduction to Certifi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3 3 48 3 三 考试

0172262204 系统工程
System Engineering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试

0172242205 质量检验基础
Foundation of Quality Inspection 3 3 48 3 四 考试

0172242206 基础工业工程
Basic Industrial Engineering 3 2.5 0.5 48 40 8 3 四 考试

0172252207
质量工程导论

Introduction to Quality Engineering 2 2 32 2 五 考试

0172252208
质量管理体系与认证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Certification 2 3 32 2 五 考试

0172252209
运筹学

Operation Research 4 3 1 64 48 16 4 五 考试

0172262210 统计质量控制
Statistical Quality Control 2 1.5 0.5 32 24 8 2 六 考试

小计 28 26 2 448 416 32

合计 62 59 3 992 94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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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

修

专业

提高

方向

0173162201 服务质量管理
Service Quality Management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查

1.在专业提高方向、专业任

选课程、实践教学选修课程

中选修学分达到 21 学分；

2.专业应用方向必须任意选

一课程组，选修学分达到 15
学分，其余课程可在专业提

高方向选择，选修学分共计

达到 36学分。

0173142202 计量学基础
Fundamental of Metrology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173162203 可靠性工程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试

0173152204 质量管理信息系统
Quality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试

0173152205 质量法学
Quality Law 2 2 32 32 2 五 考试

0173162206
质量文化

Quality Culture 2 2 32 32 2 一 考查

0173162207
供应链管理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查

0173172208 项目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 3 2 1 48 32 16 3 七 考查

0173152209
运营管理

Operations Management 2 2 32 2 五 考查

0173172210
技术创新管理

Technology Innovation Management 2 2 32 2 七 考查

0173142211 品牌管理
Brand Management 2 2 32 2 四 考查

0173142212 标准化工程案例
Standardized engineering case 3 3 48 3 四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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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

修

专业

提高

方向

0173172213 消费者行为学
Consumer Behavior 3 3 48 3 七 考查

0173162214 精益生产
Lean Production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查

0173172215 六西格玛管理方法及案例分析
6δManagement Method And Case Analysis 3 2 1 48 32 16 3 七 考查

0173152216 数据模型与决策
Data, Models & Decisions 3 1 2 48 16 32 3 五 考查

0173172217
抽样技术与应用

Sampling Techniques and Practices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查

0173152218 质量经济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Quality Economics 2 2 32 32 2 五 考查

小计 47 37 10 752 592 160

专

业

应

用

方

向

课程

组 1
（汽

车质

量检

测）

0173252201 汽车构造
Automobile Structure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试

0173232202 机械设计与制造基础
Foundation of Mechanical Design and Manufacture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173242203 互换性与测量基础
Foundation of Interchangeability and Measurement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173262204 汽车电器与电子技术
Automotiv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0173262205 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
Vehicle Detection and Diagnosis Technology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0173262206 工程制图
Engineering Drawing

3 3 48 32 16 3 二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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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

修

专

业

应

用

方

向

课程

组 2
（农

产品

质量

检

测）

0173232206
食品生物化学

Food Biochemistry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173262207 食品安全与质量管理
Food Safety and Quality Management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173252208
农产品检测仪器分析

Testing Instrument Analysi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试

0173242209 农产品储存与运输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173262210
农产品质量检测标准与检测技术

Agricultural Products Quality Inspection Standard
and Inspection Technology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课程

组 3
（金

融行

业服

务质

量检

测）

0173232211 金融学
Finance 4 4 64 64 4 三/五 考试

0173242212 证券投资学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 3 3 48 48 3 四/六 考试

0173242213 商业银行管理
Bank Management & Financial Services 3 3 48 48 3 四/六 考试

0173242214 公司金融
Corporation Finance 3 3 48 48 3 六 考试

0173262215 金融标准化
Standardization of Finance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小计 15 10 5 240 16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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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

修

专业

任选

课程

0173342201 综合数学（Ⅰ）

Integrated Mathematics（Ⅰ）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173352202 综合数学（Ⅱ）

Integrated Mathematics（Ⅱ）
2 2 32 32 2 五 考试

0173362203 综合数学（Ⅲ）

Integrated Mathematics（Ⅲ）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173362204 质量管理前沿
Frontiers of Quality Management Engineering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173352205 大数据治理与服务
Big Data Governance and Service 2 2 32 32 2 五 考查

小计 10 10 0 160 160 0

合计 36 26 10 576 416 160

微专业

选修

详见微专业招生简章

课程编号、课程名称，由学生自主选修的微专业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小计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017427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七 考查

1.劳动教育与实践，各专业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开

设，不少于 32学时。

2.项目化课程中，会计综合

实训必修，其他两门专业实

践课任选一门即可。

0174272202 特种机械设备认知实践
Special Machinery Cognitive Practice 1 1 32 32 七 考查

小计 2 2 6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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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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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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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综合

实践

0174282205 毕业论文
Graduation Thesis 6 6 12周 12周 八 考查

0174282206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3 6周 6周 八 考查

0174282207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4 4 8周 8周 八 考查

小计 13 13

选修

专业

实践

0174262203 汽车技能检测技能实践（项目化课程）
Automotive Skills Detection Skills Practice 1 2 64 六 考查

0174262204 食品安全检测技能实践（项目化课程）
Food Safety Testing Skills Practice 1 2 64 六 考查

0174232203 会计综合实训(项目化课程)
Accounting Practice 1 1 32 三 考查

0174242204 标准化工程实践与创新（产教融合课程）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1 1 2周 2周 四 考查

小计 2 2 4 96 96

综合

实践

0174252209 质量管理工程见习
Internship 1 1 2周 2周 五 考查

小计 1 1 1

合计 16 20 16 160

总计 160 115 46 2480 16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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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文学、

历史学、哲学、思想道德、政

治学、艺术、法学、社会学和

心理学等

形势与政策 0.1 考查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考试

“四史”教育 0.1 考查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0.1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0.1 考试

A2：自然科学知识：数学、物

理学、化学和生命科学等；

高等数学 0.3 考试

线性代数 0.2 考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2 考试

综合数学 0.3 考试

A3：工具性知识：外语、计算

机及信息技术应用、科技写作、

软件应用等；

大学英语 0.4 考试

应用统计 0.3 考试

会计学 0.3 考试

A4：专业知识：管理学、经济

学、质量相关方向的各个相互

联系的学科；

管理学 0.2 考试

微观经济学 0.2 考试

宏观经济学 0.2 考试

政治经济学 0.2 考试

质量法学 0.1 考试

质量文化 0.1 考试

A5：其他相关专业的知识和本

专业的发展前沿。

质量管理工程专业导论课 0.2 考查

质量管理工程前沿 0.4 考查

大数据治理与服务 0.4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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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1：其他相关专业的知识和本

专业的发展前沿。

质量管理学概论（双语） 0.1 考试

标准化概论 0.1 考试

认证认可概论 0.1 考试

系统工程 0.1 考试

质量检验基础 0.1 考试

基础工业工程 0.1 考试

可靠性工程 0.1 考试

质量管理信息系统 0.1 考试

质量管理体系与认证 0.1 考试

创新方法 0.1 考试

B2：应用知识的能力：综合应

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综合

实验的能力、质量管理工程综

合能力、计算机及技术应用能

力、沟通和团队协作能力；

服务质量管理 0.1 考查

供应链管理 0.1 考试

项目管理 0.1 考查

运营管理 0.1 考查

标准化工程案例 0.1 考查

消费者行为学 0.1 考查

精益生产 0.1 考查

六西格玛管理方法及案例分析 0.1 考查

数据模型与决策 0.1 考查

抽样技术与应用 0.1 考查

B3-1：质量检测实践能力：汽

车检测实践能力和质量相关方

向检测的能力、设备仪器操作

的能力；

汽车构造 0.2 考试

机械设计与制造基础 0.2 考试

互换性与测量基础 0.2 考试

汽车电器与电子技术 0.2 考查

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 0.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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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3-2：质量检测实践能力：食

品检测实践能力和质量相关方

向检测的能力、设备仪器操作

的能力；

食品生物化学 0.2 考试

食品安全与质量管理 0.2 考查

农产品检测仪器分析 0.2 考试

农产品储存与运输 0.2 考试

农产品质量检测标准与检测技术 0.2 考查

B3：开拓创新的能力：创新意

识强、综合运用知识进行初步

创新的能力；

质量管理工程实训基地实践 0.2 考查

特种机械设备认知实践 0.2 考查

会计综合实训 0.1 考查

汽车技能检测技能实践
0.5

考查

食品安全检测技能实践 考查

B4：交流、合作能力：文字表

达能力、学科内合作能力、竞

争意识和竞争能力。

毕业实习 0.3 考查

毕业论文 0.4 考查

质量管理工程见习 0.1 考查

第二课堂 0.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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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必

修

课

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1052112201 高等数学三级（上） 无

1052122202 高等数学三级（下） 无

1052132203 线性代数 无

105213220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无

0172112205 管理学 无

0172122206 微观经济学 高等数学

0172132207 宏观经济学 高等数学、微观经济学

0172112208 政治经济学 无

0173152205 质量法学 法律基础

0173162206 质量文化 无

0172142209 应用统计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172132210 会计学 无

0172122211 创新方法 无

专业

核心

课程

0172222201 质量管理学概论 管理学

0172242202 标准化概论 质量管理学概论

0172232203 认证认可概论 质量管理学概论

0172262204 系统工程 应用统计、工业工程

0172242205 质量检验基础 质量管理学概论

0172242206 基础工业工程 质量管理学概论

0172252207 质量工程导论 管理学、工业工程

0173162203 可靠性工程 高等数学、工业工程

0173152204 质量管理信息系统 质量管理学概论

0172252208 质量管理体系与认证 质量管理学概论

0172252209 运筹学 高等数学、微观经济

0172262210 统计质量控制 工业工程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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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必

修

课

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0173162201 服务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学概论、管理学

0173142202 计量学基础 质量管理学概论

0173162207 供应链管理 质量管理学概论、管理学

0173172208 项目管理 质量管理学概论、管理学

0173152209 运营管理 质量管理学概论、管理学

0173172210 技术创新管理 质量管理学概论、管理学

0173142211 品牌管理 质量管理学概论、管理学

0173142212 标准化工程案例 标准化概论

0173172213 消费者行为学 质量管理学概论、管理学

0173162214 精益生产 质量管理学概论、管理学

0173172215 六西格玛管理方法及案例分析 质量管理学概论、管理学

0173152216 数据模型与决策 管理学、经济学

0173172217 抽样技术与应用 统计学

0173152218 质量经济学导论 质量管理学概论

0173161811 综合数学
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线性代数

专

业

应

用

方

向

课

程

组
1

0173252201 汽车构造 无

0173232202 机械设计与制造基础 汽车构造

0173242203 互换性与测量基础 无

0173262204 汽车电器与电子技术 互换性与测量基础

0173262205 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 汽车构造质量检验基础

课

程

组
2

0173232206 食品生物化学 无

0173262207 食品安全与质量管理 食品生物化学

0173252208 农产品检测仪器分析 质量检验基础、标准化概论

0173242209 农产品储存与运输 无

0173262210 农产品质量检测标准与检测技术 农产品储存与运输

专业

任选

课程

0173362204 质量管理工程前沿 质量管理、质量经济

0173352205 大数据治理与服务 计算机基础、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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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736（其中，理论

课堂教学 520学
时，实践教学 216
学时，不含军事技

能训练 2周）

42（含实践

12） 26.3%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64 4 2.5%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544 34（含实践

1） 21.3%

专业核心课程 448 28（含实践

2） 18.1%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576 36（含实践

10） 19.4%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

实践
216 12

18.8%
专业教育必修

课程实践
48 3

基础实践 64 2

综合实践 26周 13

选修

专业教育选修

课程实践
160

13 8.1%专业实践 64

综合实践 2周

合计

2496（不含军事技

能训练 2周、产教

融合课程 2周、综

合实践 26周）

160 100%

九、其他说明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7 28 30.5 27.5 16 14 4 13 160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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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工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Standardization Engineering
（专业代码：120702T）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本专业严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紧围绕国家和区域发展需求，

立足鲁西，服务山东，辐射全国，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具备科学素养和人文精神，适应国民

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系统掌握标准化工程和质量管理相关理论、方法和工具，富有国际视野、创

新精神、创业意识、创新创业能力和良好发展潜质，能够在各级各类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社会

团体等从事标准化规划管理、标准体系构建、标准制修订、标准实施与评价、标准化创新以及质量

管理相关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一）培养目标

目标 1：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养、人文素养和职业素养。

目标 2：系统掌握标准化工程和质量管理领域的相关理论、方法和工具，能够在各级各类企事

业单位及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等独立开展标准化规划、标准体系构建、标准制修订、标准实施与评

价、标准化创新以及质量管理等相关工作。

目标 3：适应标准化国家发展趋势，富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创新创业能力和良

好发展潜质，具有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意识，具备与人有效沟通与协作的知识和技能。

（二）毕业要求

1. 知识要求（A）

A1：掌握并能应用本专业所需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及相关工程科学与管理科学的基础知

识；

A2：掌握并能应用标准化工程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了解标准化工程与相关专业的发展现状

与趋势；

A3：掌握并能利用标准化工程与相关专业的最新技术和工具。

2. 能力要求（B）

B1：具备综合运用所学理论和方法进行标准化工程专业领域问题的分析、规划、设计、实施、

评价和改善的能力；

B2：具备良好的组织协调并发挥系统集成作用、良好的沟通表达、人际交往及竞争与合作的能

力；

B3：具备创新性科学思维、持续改善和标准化工程领域的创新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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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具备独立学习、适应发展的能力和宽广、开放的视野。

3. 素质要求（C）

C1：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C2：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诚信意识，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C3：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较高的人文与科学素养和问题导向及持续改善的专业素质；

C4：具有健康的心理和体魄。

本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见表 1。

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A1 L H M

A2 L H M

A3 L H M

B1 L H L

B2 H L H

B3 L M H

B4 H L M

C1 H L L

C2 H L L

C3 L M H

C4 H L L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四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计划总学分为 161学分，总学时为 2480

学时（不含单列实践课课时 32周）。允许学生在 3～8年内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

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工业工程。

主要课程：管理学、经济学（政经、微经、宏经）、应用统计、创新方法、质量管理学概论、标

准化概论、认证认可概论、系统工程、统计质量控制、标准化政策法规、项目特性与标准化管理方

法、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标准化技术与方法、标准化体系与认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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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除了理论课程内的实验、上机等实践性教学环节之外，本专业的实践性教学环节还包括：军事

训练、特种机械设备认知实践、会计实训、行业标准化工程综合认知实践、第二课堂、毕业实习、

毕业论文、标准化创新与实践、标准化工程专业见习等。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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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政
治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分
为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门中
选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
据《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
若干意见》（教社科
〔2018〕1号）、《新时代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教育
部办公厅关于在思政课
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重
点的“四史”教育的通
知》、教育部《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
评估实施方（2021—2025
年）》（教督〔2021〕1号）
等文件精神开课，包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
好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Theori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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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
课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术课

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至少
选修 1门、2学分。学生
自主选修课程包括《音乐
鉴赏》《中国美术史》《东
昌府本版年画艺术》《山
东民歌赏析》《艺术与审
美》《带你听懂中国传统
音乐》《中国传统音乐作
品》《视觉艺术设计》《音
乐与社会》等，详细课程
名单见每学期选课通知。

大学
外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
学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
《大学俄语》《大学日语》
《大学韩国语》《大学西
班牙语》中任意一种语言
模块课程。具体课程名
称、课程号依学生选修
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
对未达到《大学英语教学
指南》（2020版）基础目
标的学生继续开设《大学
英语（四）》，对已达到较
高水平的学生，根据各学
院、专业发展要求和学生
多元需求开设《高级英
语》、《专门用途英语》和
《跨文化交际》等课程，
供学生选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
开课。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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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

“公共体育”课程，每一学

年学生须在篮球、排球、

足球、太极拳、网球、健

身田径、软式排球、健美

操、武术、乒乓球、拳击、

散打、羽毛球、垒球

体育舞蹈、体育游戏等项

目中选择一项不同运动

项目作为学习内容，满足

掌握 2项运动健身技能的

要求。

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

为实践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
咨询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
能训练 1学分为实践教
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
教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
学院授课，第二学期在西
校区学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
期第 1-2周，不计入总学
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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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16 1 一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
心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16 1 六

合计 42 30 12 736 520 216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1.在自然科学模块工程技
术领域的课程中至少修
读 2学分。
2.在人文科学模块、社会
科学模块除经济、管理之
外的学科领域、自然科学
模块自然科学领域至少
修读 2学分。
3.创新创业模块中“创新
基础(3101222201)”“创业
基础(3101242202)”为限
选课程，两门课程各 1学
分，所有学生均需修读。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信息、
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创新创业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合计 6 6 96 96

学分合计：48，其中理论学分：36、实践学分：12；学时合计：832，其中理论学时：616、实践学时：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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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0152112201 标准化工程专业导论课
Introduction To Standardization Engineering 1 1 16 16 1 一 考查

1002112203 高等数学（三级，上）
Advanced Mathematics(Level 3, Volume I ) 3 3 48 48 3 一 考试

1002122203 高等数学（三级，下）
Advanced Mathematics(Level 3, Volume II) 3 3 48 48 3 二 考试

1002132201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2 2 32 32 2 三 考试

10021322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Theory &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152112206 管理学
Management 4 4 64 64 4 一 考试

0152112207 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 3 3 48 48 3 一 考试

0152122208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152132209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152122210 创新方法
Innovative Approach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152132211 会计学
Accounting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152142212 应用统计
Applied Statistics

4 3 1 64 48 16 4 四 考试

小计 34 33 1 544 528 16

http://www.so.com/link?url=http://dict.youdao.com/search?q=%5b%E7%BB%8F%5d%20microeconomics&keyfrom=hao360&q=%E5%BE%AE%E8%A7%82%E7%BB%8F%E6%B5%8E%E5%AD%A6%E8%8B%B1%E6%96%87%E7%BF%BB%E8%AF%91&ts=1503277567&t=d52f251b747a11824899057aae87470
http://www.so.com/link?url=http://dict.youdao.com/search?q=%5b%E7%BB%8F%5d%20macro-economics&keyfrom=hao360&q=%E5%AE%8F%E8%A7%82%E7%BB%8F%E6%B5%8E%E5%AD%A6%E8%8B%B1%E6%96%87%E7%BF%BB%E8%AF%91&ts=1503277665&t=035dad10637c5146fe19f12cce590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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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0152222201 质量管理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Quality Management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152222202 标准化概论
Introduction to Standardization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152232203 认证认可概论
Introduction to Certifi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152232204 标准化政策法规
Standardization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2 2 32 32 2 三 考查

0152242205 质量检验基础
Foundation of Quality Inspection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152242206 标准化技术与方法
Standardiza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152242207 项目特性与标准化管理方法
Project Characteristics and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Method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152252208 标准化体系与认证
Standardization System and Certification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152252209 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
Error Theory and Data Processing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152262210 系统工程
System Engineering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试

0152262211 统计质量控制
Statistical Quality Control 2 1.5 0.5 48 40 8 3 六 考试

小计 31 28.5 2.5 512 472 40

合计 65 61.5 3.5 1056 1000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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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提高

方向

0153112201
质量文化

Quality Culture 2 2 32 32 2 一 考查

本课程模块包括专业提高
方向、专业应用方向和专业
任选课程。
1.专业应用方向必须在 2 个
课程组中任选一个，并修读
全部学分；
2.在专业提高方向、专业应
用方向、专业任选课程、实
践教学选修课程中至少选
修 31学分。

0153142202 计量学基础
Fundamental of Metrology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153142203 基础工业工程
Basic Industrial Engineering 3 2.5 0.5 48 40 8 3 四 考试

0153142204 品牌管理
Brand Management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153152205 质量管理信息系统
Quality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试

0153152206
运筹学

Operation Research 4 3 1 64 48 16 4 五 考试

0153152207 质量法学
Quality Law 2 2 32 32 2 五 考试

0153152208 质量经济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Quality Economics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153152209 服务标准化
Service standardization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153152210 标准化工程案例
Standardization Engineering Case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查

0153152211 数据模型与决策
Digital Model and Decision-making 3 1 2 48 16 32 3 五 考查

0153162212 可靠性工程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试

0153162213
供应链管理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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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提高

方向

0153162214 精益生产
Lean Production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查

0153172215
技术创新管理

Technology Innovation Management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153172216 六西格玛管理方法及案例分析
6δManagement Method And Case Analysis 3 2 1 48 32 16 3 七 考查

0153172217 抽样技术与应用
Sampling Techniques and Practices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查

0153172218 标准化专业英语
Standardized Professional English 2 2 32 32 2 七 考查

小计 47 36.5 10.5 752 584 168

专

业

应

用

方

向

课
程
组
1
（
汽
车
行
业
标
准
化）

0153222201 工程制图
Engineering Drawing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153232202 机械设计与制造基础
Foundation of Mechanical Design and Manufacture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153242203
互换性与测量基础

Foundation of Interchangeability and Measurement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153252204
汽车构造

Automobile Structure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试

0153262205 汽车电器与电子技术
Automotiv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0153262206 汽车行业标准化
Standardization of Automobile Industry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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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

业

应

用

方

向

课

程

组
2
（

金

融

行

业

标

准

化）

0153232207 金融学
Finance 4 4 64 64 4 三 考试

0153242208 证券投资学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153242209 商业银行管理
Bank Management & Financial Services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153262210 公司金融
Corporation Finance 3 3 48 48 3 六 考试

0153262211 金融标准化
Standardization of Finance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小计 15 10 5 240 160 80

专业

任选

课程

0153342201
综合数学（Ⅰ）

Integrated Mathematics（Ⅰ）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153352202
综合数学（Ⅱ）

Integrated Mathematics（Ⅱ）
2 2 32 32 2 五 考试

0153362203
综合数学（Ⅲ）

Integrated Mathematics（Ⅲ）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153352204 大数据治理与服务
Big Data Governance and Service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153362205 质量管理前沿
Frontiers of Quality Management 2 2 32 32 2 六 考查

小计 10 4 6 160 64 96 10

合计 31 22 9 496 352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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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标准化
微专业
选修

1. 核心课程模块：质量管理学概论、标准化概论、标准化政策法

规、标准化技术与方法、项目特性与标准化管理方法（以上课程，

选择MOOC自主学习）

2. 提高模块：标准化体系与认证（具体详见微专业招生简介）
Introduction to Quality Management

12

1.微专业课程模块，由学生
自主选修，不计入主修专业
总学分、学时。修满微专业
合格课程的，由微专业开设
高校颁发证书。
2.课程编号、课程名称，由
学生自主选修的微专业在
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小计 12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015427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七 考查

0154272202 特种机械设备认知实践
Special Machinery Cognitive Practice 1 1 32 32 七 考查

小计 2 2 64 64

专业

实践

0154232203 会计综合实训（项目化课程）
Accounting Practice 1 1 32 32 三 考查

0154242204 标准化实践与创新（产教融合课程）
Standardization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1 1 2周 2周 四 考查

小计 2 2 32 32

综合

实践

0154282205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3 6周 6周 八 考查

0154282206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4 4 8周 8周 八 考查

0154282207 毕业论文（设计）
Graduation Thesis（Design） 6 6 12周 12周 八 考查

小计 13 13 26周 26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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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

践

教

学

选修

专业

实践

0154262208
汽车标准化工程综合认知实践（项目化课程）
Comprehensive Cognitive Practice of Automotive

Standardization Engineering
1 1 32 32 六 考查

1.必须在专业实践课程中 2
个标准化工程综合认知实
践课程中选择一个，且须与
选修的专业应用方向一致。
2.实践教学选修课的总学分

修读要求见专业教育课程

选修模块的备注说明。

0154262209 金融标准化工程综合认知实践（项目化课程）
Comprehensive Cognitive Practice of Finance 1 1 32 32 六 考查

小计 1 1 32 32

综合

实践

0154252210 标准化工程专业见习
Internship 1 1 2周 2周 五 考查

小计 1 1 2周 2周

合计 17 17 96 96

总计 161 119.5 41.5 2480 1968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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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掌握并能应用本专

业所需的自然科学、人

文社会科学及相关工

程科学与管理科学的

基础知识

A1-1：社科知识

管理学 0.2500 考试

政治经济学 0.1875 考试

微观经济学 0.1875 考试

宏观经济学 0.1875 考试

会计学 0.1875 考试

A1-2：工程知识

系统工程 0.2500 考试

工程制图 0.2500 考试

机械设计与制造基础 0.1667 考试

互换性与测量基础 0.2500 考试

特种机械设备认知实践 0.0833 考查

A1-3：汽车专业知识

汽车构造 0.4286 考试

汽车电器与电子技术 0.2857 考查

汽车行业标准化 0.2857 考查

A1-4：金融专业知识

金融学 0.2667 考试

证券投资学 0.2000 考试

商业银行管理 0.2000 考试

公司金融 0.2000 考试

金融标准化 0.1333 考查

A2：掌握并能应用标准

化工程的基本理论和

基本方法，了解标准化

工程与相关专业的发

展现状与趋势

A2-1：质量管理理论与

方法

质量管理学概论 0.1667 考试

认证认可概论 0.1667 考试

质量检验基础 0.1667 考试

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 0.1667 考试

系统工程 0.1667 考试

统计质量控制 0.1111 考试

特种机械设备认知实践 0.0556 考查

A2-2：标准化理论与方

法

标准化概论 0.2143 考试

标准化政策法规 0.1429 考查

标准化技术与方法 0.2143 考试

项目特性与标准化管理方法 0.2143 考试

标准化体系与认证 0.2143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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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2-3：汽车标准化知识
汽车行业标准化 0.6667 考查

汽车标准化工程综合认知实践（项目化课程） 0.3333 考查

A2-4：金融标准化知识
金融标准化 0.6667 考查

金融标准化工程综合认知实践（项目化课程） 0.3333 考查

A3：掌握并能利用标准

化工程与相关专业的

最新技术和工具

创新方法 0.2308 考试

应用统计 0.3077 考试

毕业论文（设计） 0.4615 考查

B1：具备综合运用所学

理论和方法进行标准

化工程专业领域问题

的分析、规划、设计、

实施、评价和改善的能

力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0.0870 考查

应用统计 0.1739 考试

系统工程 0.1304 考试

汽车行业标准化 0.0870 考查

会计综合实训（项目化课程） 0.0435 考查

标准化实践与创新（产教融合课程） 0.0435 考查

毕业实习 0.1739 考查

毕业论文（设计） 0.2609 考查

B2：具备良好的组织协

调并发挥系统集成作

用、良好的沟通表达、

人际交往及竞争与合

作的能力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0.2500 考查

标准化实践与创新（产教融合课程） 0.1250 考查

毕业实习 0.5000 考查

标准化工程专业见习 0.1250 考查

B3：具备创新性科学思

维、持续改善和标准化

工程领域的创新创业

能力

创新创业课程 0.2000 考查

创新方法 0.3000 考试

标准化实践与创新（产教融合课程） 0.1000 考查

毕业实习 0.4000 考查

B4：具备独立学习、适

应发展的能力和宽广、

开放的视野

大学外语 0.4000 考查

标准化工程专业导论课 0.0333 考查

高等数学（三级） 0.2000 考试

线性代数 0.0667 考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0667 考试

标准化实践与创新（产教融合课程） 0.0333 考查

毕业论文（设计） 0.2000 考查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330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C1：具有良好的思想政

治素质和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思想道德与法治 0.1579 考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579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579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1579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0.1579 考试

“四史”教育 0.0526 考查

第二课堂 0.1579 考查

C2：具有高度的社会责

任感、诚信意识，遵守

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

责任

思想道德与法治 0.3000 考试

形势与政策 0.2000 考查

标准化工程专业导论课 0.1000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 0.1000 考查

第二课堂 0.3000 考查

C3：具有创新精神和创

业意识，较高的人文与

科学素养和问题导向

及持续改善的专业素

质

公共艺术课程 0.0667 考试

大学外语 0.4000 考试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0667 考查

军事理论与训练 0.0667 考查

创新创业课程 0.0667 考查

高等数学（三级） 0.2000 考试

线性代数 0.0667 考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0667 考试

C4：具有健康的心理和

体魄

公共体育 0.4444 考试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2222 考查

军事理论与训练 0.2222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 0.1111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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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0152112201 标准化工程专业导论课 无

1052112202 高等数学（三级，上） 无

1052122203 高等数学（三级，下） 无

1052132204 线性代数 无

105213220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无

0152112206 管理学 无

0152112207 政治经济学 无

0152122208 微观经济学 高等数学

0152132209 宏观经济学 高等数学、微观经济学

0152122210 创新方法 无

0152132211 会计学 无

0152142212 应用统计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专业

核心

课程

0152222201 质量管理学概论 管理学

0152222202 标准化概论 无

0152232203 认证认可概论 质量管理学概论

0152232204 标准化政策法规 标准化概论

0152242205 质量检验基础 质量管理学概论

0152242206 标准化技术与方法 标准化概论、标准化政策法规

0152242207 项目特性与标准化管理方法 标准化概论

0152252208 标准化体系与认证 标准化概论

0152252209 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
应用统计、高等数学、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

0152262210 系统工程 应用统计、基础工业工程

0152262211 统计质量控制 基础工业工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0153112201 质量文化 无

0153142202 计量学基础 质量管理学概论

0153142203 基础工业工程 质量管理学概论

0153142204 品牌管理 管理学

0153152205 质量管理信息系统 质量管理学概论

0153152206 运筹学 高等数学

0153152207 质量法学 质量管理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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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0153152208 质量经济学导论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质量

管理学概论

0153152209 服务标准化 标准化技术与方法

0153152210 标准化工程案例 标准化概论

0153152211 数据模型与决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153162212 可靠性工程 高等数学、基础工业工程

0153162213 供应链管理 管理学

0153162214 精益生产 管理学、基础工业工程

0153172215 技术创新管理 管理学

0153172216 六西格玛管理方法及案例分析 质量管理学概论

0153172217 抽样技术与应用 应用统计

0153172218 标准化专业英语 标准化概论

专业

应用

方向

0153222201 工程制图 无

0153232202 机械设计与制造基础 工程制图

0153242203 互换性与测量基础 无

0153252204 汽车构造 无

0153262205 汽车电器与电子技术 互换性与测量基础

0153262206 汽车行业标准化 汽车构造、标准化概论

0153232207 金融学 无

0153242208 证券投资学 金融学

0153242209 商业银行管理 金融学

0153262210 公司金融 金融学、证券投资学

0153262211 金融标准化 金融学、标准化概论

专业

任选

课程

0153342201 综合数学（Ⅰ）
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线性代数

0153352202 综合数学（Ⅱ）
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线性代数

0153362203 综合数学（Ⅲ）
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线性代数

0153352204 大数据治理与服务 计算机基础、管理学

0153362205 质量管理前沿 质量管理学概论、标准化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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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

课程
/

736（其中，理论

课堂教学 520学
时，实践教学 216
学时，不含军事技

能训练 2周）

42（含实践

12） 26.1%

通识教育选修

课程
/ 464 6 3.7%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

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544 34
（含实践 1） 21.1%

专业核心课程 512 31
（含实践 2.5） 19.3%

专业教育选修

课程
/ 480 29（含实践 7） 18.0%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216 12

20.2%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实践
56 3.5

基础实践 64 2

专业实践 32+2周 2

综合实践 26周 13

选修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实践
112

9 5.6%专业实践 32

综合实践 2周

合计

2480（不含军事技

能训练 2周、产教

融合课程 2周、综

合实践 28周）

161 100%

九、其他说明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6.5 29.5 29.5 28.5 20 10 4 13 161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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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Pedagogies
（专业代码：040101）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高尚的道德品质、较为扎实的教育学理论功底、较强的教育

科研能力，富有良好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终身学习能力的专门人才，包括为研究生教育提供优

质生源、为学校和教育科研部门输送教育科研人员、为各类学校和教师教育机构输送教育学类师资、

为教育管理部门输送合格后备人才。

目标 1：理想信念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热爱劳动，政治理想信念坚定，具有强烈的中

华民族文化认同感，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善于合作，

人格健全。

目标 2：专业基础

系统掌握教育科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掌握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初步形成独立或合

作开展教育科学研究的能力，了解教育科学的理论前沿，具备深入学习教育理论的兴趣、潜力和能

力。

目标 3：研究能力

具备比较全面的教育学理论素养和宽阔的学科视野，拥有专业情怀，具有良好的职业拓展、终

身学习和持续发展能力，能够适应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能够分析和研究中小学教育教学中的实

际问题。

目标 4：实践能力

熟悉我国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法规，积极参与教育工作实践，锻炼教育教学能力和组织管理能

力，为未来参与教育教学活动和教育管理工作奠定基础。

（二）毕业要求

1.知识结构要求（A）

A1.扎实的学科基础知识：掌握教育科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知识，掌握从事教育

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A2.广博的跨学科知识：初步融通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通识知识，具有一定的跨学

科、跨文化的通识知识素养；

A3.全面的学科领域知识：熟悉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了解国内外教育改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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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基本情况及未来趋势，把握国内外教育科学研究的前沿理论和学术动态；

A4.厚实的实践性专业知识：知晓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内涵、特征和形成路径等，能够以学科知识

为引导在参与教育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丰富有效的实践性知识。

2.能力结构要求（B）

B1.扎实的专业基本技能：熟练的汉语言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能力；掌握一门外语，具有较强的

阅读能力和较高的听、说、写、译的能力，能利用外语获取专业信息；熟练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

传授、创新知识，了解并初步运用智慧教室、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等课堂教学新媒介、新方法、

新模式，形成初步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能力；

B2.基本的教育科研能力：遵守科学研究的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掌握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熟悉选题、文献检索与整合、研究设计、教育调查、学术论文撰写等主要研究流程，掌握数据查询

与分析处理的基本方法，能够独立开展教育科学研究；能运用所学教育学理论与实践知识，发现、

调查和分析教育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解决问题方法；

B3.娴熟的班级管理能力：具备了解和研究学生的能力，掌握班级组织建设的工作规律与基本方

法，掌握班级管理的具体策略和工作技巧，具备熟练开展班级日常管理工作的能力；

B4.良好的人际沟通与合作能力：具备与学生、教师、家长等进行沟通的能力；具备组织教师发

展共同体，合作开展教育研究的能力；

B5.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具有扎实的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包括钢笔字、粉笔字、毛笔字与普通

话等）和基本的教学工作技能（如备课、上课、作业布置与批改、课外辅导、学业成绩的检查与评

定等）；具有从事教育专业教学和其它一两门中小学学科教学工作的能力。

3.核心素养结构要求（C）

C1.坚定正确的政治信念：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立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

党的坚定信念，能理解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C2.强烈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熟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热爱并积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建立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强烈的思想认识和情感认同；

C3.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认同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热爱教育事业，具有崇高的教育理想；

尊重、信任、热爱每一个学生；尊重知识、热爱学习，追求自主专业发展，不断反思自我，坚持终

身学习，涵养专业情操；

C4.强烈的专业信念：能够深刻认识教育教学对于学生成长、社会发展的作用，认同教育学研究

工作的意义和专业性，形成积极的专业认同感和使命感；形成不断进行教育教学研究、专业实践反

思、突破创新的强烈发展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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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A1.扎实的学科基

础知识
L H L M

A2.广博的跨学科

知识
L L H L

A3.全面的学科领

域知识
L L H L

A4.厚实的实践性

专业知识
L L L H

B1.扎实的专业基

本技能
L L H M

B2.基本的教育科

研能力
L L H L

B3.娴熟的班级管

理能力
L M L H

B4.良好的人际沟

通与合作能力
L L L H

B5.较强的教育教

学能力
L M L H

C1.坚定正确的政

治信念
H L L L

C2.强烈的中华民

族文化认同感
H L L L

C3.高尚的职业道

德情操
M H L L

C4.强烈的专业信

念
H L L M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四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计划总学时为 2320学时+34周，总学

分为 159学分。允许学生在 3-6年内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

者，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教育学、心理学。

主要课程：教育学原理、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普通心理学、教育哲学、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社会学、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师伦理学、比较教育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教育法概

论、德育原理、教师专业发展、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量与评价等。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本专业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基础实践、专业实践和综合实践。基础实践包括劳动教育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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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专业实践包括课程教育实习、教育见习、教育考察、项目化课程，综合实践包括第二课堂、毕

业论文写作等。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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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政
治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分
为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门中
选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
据《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
若干意见》（教社科
〔2018〕1号）、《新时代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教育
部办公厅关于在思政课
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重
点的“四史”教育的通
知》、教育部《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
评估实施方（2021—2025
年）》（教督〔2021〕1号）
等文件精神开课，包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
好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Theori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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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
课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术课

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至少
选修 1门、2学分。学生
自主选修课程包括《音乐
鉴赏》《中国美术史》《东
昌府本版年画艺术》《山
东民歌赏析》《艺术与审
美》《带你听懂中国传统
音乐》《中国传统音乐作
品》《视觉艺术设计》《音
乐与社会》等，详细课程
名单见每学期选课通知。

大学
外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
学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
《大学俄语》《大学日语》
《大学韩国语》《大学西
班牙语》中任意一种语言
模块课程。具体课程名
称、课程号依学生选修
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
对未达到《大学英语教学
指南》（2020版）基础目
标的学生继续开设《大学
英语（四）》，对已达到较
高水平的学生，根据各学
院、专业发展要求和学生
多元需求开设《高级英
语》、《专门用途英语》和
《跨文化交际》等课程，
供学生选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
开课。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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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

“公共体育”课程，每一学

年学生须在篮球、排球、

足球、太极拳、网球、健

身田径、软式排球、健美

操、武术、乒乓球、拳击、

散打、羽毛球、垒球

体育舞蹈、体育游戏等项

目中选择一项不同运动

项目作为学习内容，满足

掌握 2项运动健身技能的

要求。

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

为实践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
咨询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
能训练 1学分为实践教
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
教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
学院授课，第二学期在西
校区学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
期第 1-2周，不计入总学
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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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16 1 一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
心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16 1 六

合计 42 30 12 736 520 216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需在本模块选够 2学分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需在本模块选够 2学分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信息、
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需在本模块选够 2学分

创新创业教育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创新创业模块中“创新基
础”（3101222201）（第 2
学期）“创业基础”
（3101242202）（第 4学
期）为限选课程，两门课
程各 1学分，所有专业学
生均需修读。

学分合计：50 ， 其中理论学分： 38 、实践学分： 12 ；学时合计： 864 ，其中理论学时：648 、实践学时：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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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0412112201 教育学原理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4 4 64 64 4 一 考试

0412112202 中国教育史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4 4 64 64 4 一 考试

0412122201 外国教育史
History of Foreign Education 4 4 64 64 4 二 考试

0412112203 普通心理学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 4 4 64 64 4 一 考试

0412112204 专业教育导论
Introduction to Professional Education 1 1 16 16 1 一 考查

小计 17 17 272 272

专业

核心

课程

0412222201 发展心理学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412232201 教育心理学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412232204 德育原理
Principles of Moral Education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412222202 课程与教学论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ory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412242202 教育统计学
Educational Statistics and Evaluation 3 3 48 48 3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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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业

教育

课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0412262201 教育测量与评价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3 3 48 48 3 六 考试

0412262203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of Educational Science 3 3 48 48 3 六 考试

0412262204 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3 3 48 48 3 六 考试

0412242203 教育管理学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412242204 比较教育学
Comparative Pedagogy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412222203 教育社会学
Sociology of Education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412232203 教育经济学
Economic Principles for Education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412262202 教育哲学
Educational Philosophy 3 3 48 48 3 六 考试

0412242201 教师伦理学
Moral of Teachers’ Profession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412232202 高等教育学概论
Study on High Education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412222204 现代教育技术学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3 3 48 40 8 3 二 考试

小计 48 48 768 760 8

合计 65 65 1040 103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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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提高

方向

课

0413172202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新进展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of Education Basic
Theories Research

2 2 32 28 4 2 七 考查

0413172201
教育哲学研究新进展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of Educational Philosophy
Research

2 2 32 28 4 2 七 考查

0413172203
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新进展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Theories Research

2 2 32 28 4 2 七 考查

0413182202
教育社会学研究新进展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
Research

2 2 32 28 4 2 八 考查

0413172204 教育史专题研究
Study on History of Education 2 2 32 28 4 2 七 考查

0413172205 学校变革的理论与实践专题研究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chool Reform 2 2 32 28 4 2 七 考查

0413182203 特殊教育专题研究
Study on Special Education 2 2 32 28 4 2 八 考查

0413172206 教育文化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al Culture 2 2 32 28 4 2 七 考查

0413172207 农村教育专题研究
Study on Primary Education reform 2 2 32 28 4 2 七 考查

0413172208 教育人类学专题研究
Study on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2 2 32 28 4 2 七 考查

0413182201 中外教育名著选读
Selections of World Classic Educational Works 2 2 32 28 4 2 八 考查

小计 10 10 160 14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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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应用

方向

课

0413262202 课堂教学与管理
Class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2 2 32 28 4 2 六 考查

0413262203 教师专业发展
Development of Teacher Specialty 2 2 32 28 4 2 六 考查

0413262201 教育管理学专题研究
Study o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2 2 32 28 4 2 六 考查

0413272201 教育法概论
Conspectus of Education Laws 2 2 32 28 4 2 七 考查

0413232201 班主任工作概论
Conspectus of Head Teachers’Work 2 2 32 28 4 2 三 考查

0413282201 家庭教育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Family Education 2 2 32 28 4 2 八 考查

0413242201
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Theory of Elementary
School Chinese

1 1 16 12 4 1 四 考查

0413242202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Theory of Elementary
School Mathematics

1 1 16 12 4 1 四 考查

0413272202
小学英语课程与教学论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Theory of Elementary
School English

1 1 16 12 4 1 七 考查

0413222201 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实训
Teachers’ Basic Skills Practice 2 2 32 32 2 二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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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业

教育

课程

选修

专业

应用

方向

课

0413242203 教育教学经典案例分析
Analysis of Teaching Cases 2 2 32 28 4 2 四 考查

0413272203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案例分析
Example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 2 32 28 4 2 七 考查

小计 10 8 2 160 112 48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任选

课

0413372201 专业科研沙龙
Academic Salon on Pedagogy 1 1 16 16 1 七 考查

0413382201 终身教育专题研究
Study on Lifelong Education 2 2 32 28 4 2 八 考查

0413372202 心理健康教育专题研究
Study o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28 4 2 七 考查

0413372203 科学发展简史
Brief History of Science Development 2 2 32 28 4 2 七 考查

0413362201 阅读与写作
Reading and Writing 2 2 32 28 4 2 六 考查

0413372204 演讲学
Arts of Oratory 2 2 32 28 4 2 七 考查

小计 4 4 64 56 8

（学生应修学分、学时）合计 24 22 2 384 308 76

微专业选修
课程编号、课程名称，由学生自主选修的微专业在教务系统内

自动生成。

微专业课程模块，由学生自
主选修，不计入主修专业总
学分、学时。修满微专业合
格课程的，由微专业开设高

校颁发证书。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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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041426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六 考查

小计 1 1 32 32

专业

实践

0414252201 教育实习与专业研习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Professional Study 9 9 18

周
五 考查

0414242201 教育考察
Educational Survey 1 1 4周 四 考查

项目化课程（专业教育导论 1中外教育名著导读 2
专业科研沙龙 2教育考察 1） 6

小计 10 10 22
周

综合

实践

0414282201 毕业论文（设计）
Graduation Thesis（Design） 6 6 6周 八 考查

0414282202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3 6周 八 考查

小计 9 9 12
周

合计 20 20 32+3
4周

总计 159 125 34
2320
+34
周

1988 332+34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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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扎实的学科基础知识

教育学原理 0.2 考试

中国教育史 0.1 考试

外国教育史 0.1 考试

专业教育导论 0.1 考试

发展心理学 0.1 考试

普通心理学 0.1 考试

课程与教学论 0.1 考试

教育社会学 0.1 考试

教育心理学 0.1 考试

A2.广博的跨学科知识

科学发展简史 0.2 考查

社会科学通识课 0.2 考查

大学外语 0.2 考试

人文科学通识课 0.2 考查

自然科学通识课 0.1 考查

创新创业教育 0.1

A3.全面的学科领域知识

比较教育学 0.2 考试

德育原理 0.05 考试

教育法概论 0.05 考查

教育哲学 0.05 考试

终身教育专题研究 0.05 考查

教育史专题研究 0.05 考查

教育经济学 0.05 考试

教育人类学专题研究 0.05 考查

农村教育专题研究 0.1 考查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新进展 0.05 考查

教育哲学研究新进展 0.05 考查

课程与教学理论研究新进展 0.05 考查

教育社会学研究新进展 0.05 考查

学校变革的理论与实践专题研究 0.05 考查

特殊教育专题研究 0.05 考查

教育文化学概论 0.05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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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4.厚实的实践性专业知识

专业英语 0.2 考试

阅读与写作 0.2 考查

演讲学 0.1 考查

毕业论文 0.3 考查

职业生涯规划 0.1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 0.1 考查

B1.扎实的专业基本技能

课堂教学与管理 0.1 考查

教师专业发展 0.1 考查

教育管理学专题研究 0.1 考查

现代教育技术学 0.1 考试

高等教育学概论 0.1 考试

家庭教育学概论 0.1 考查

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0.1 考查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0.1 考查

小学英语课程与教学论 0.1 考查

心理健康教育专题研究 0.1 考查

B2.基本的教育科研能力

教育统计学 0.1 考试

教育测量与评价 0.1 考试

阅读与写作 0.2 考查

专业科研沙龙 0.2 考查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0.2 考试

专业英语 0.2 考试

B3.娴熟的班级管理能力

教育管理学 0.4 考试

班主任工作概论 0.3 考查

心理健康教育专题研究 0.3 考查

B4.良好的人际沟通与合作能力

演讲学 0.3 考查

阅读与写作 0.2 考查

班主任工作概论 0.3 考查

第二课堂 0.2 考查

B5.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

教育实习与教育研习 0.2 考查

教育考察 0.2 考查

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0.1 考查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0.1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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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5.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

小学英语课程与教学论 0.1 考查

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实训 0.1 考查

教育教学经典案例分析 0.1 考查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案例分析 0.1 考查

C1.坚定、正确的政治信念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考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0.2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0.2 考试

C2.强烈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

形势与政策（一） 0.1 考查

形势与政策（二） 0.1 考查

形势与政策（三） 0.1 考查

形势与政策（四） 0.1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0.1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0.1 考试

“四史”教育 0.1

中外教育名著选读 0.1 考查

中国教育史 0.2 考试

C3.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

课堂教学与管理 0.3 考查

教师专业发展 0.3 考查

教师伦理学 0.4 考试

C4.强烈的专业信念

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0.2 考查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0.2 考查

小学英语课程与教学论 0.2 考查

教师专业发展 0.2 考试

教师伦理学 0.2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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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0412112201 教育学原理

0412112202 中国教育史

0412122201 外国教育史 教育学原理、中国教育史

0412112203 普通心理学

0412112204 专业教育导论

专业

核心

课程

0412222201 发展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

0412232201 教育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

0412232204 德育原理 教育学原理

0412222202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原理

0412242202 教育统计学 普通心理学、教育学原理

0412262201 教育测量与评价 普通心理学、教育学原理

0412262203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教育学原理、普通心理学

0412242203 教育管理学 教育学原理

0412242204 比较教育学 外国教育史、中国教育史

0412222203 教育社会学 教育学原理

0412232203 教育经济学 教育社会学

0412262202 教育哲学
教育学原理、中国教育史、外

国教育史

0412242201 教师伦理学 德育原理

0412262204 专业英语 大学英语、教育学原理

0412232202 高等教育学概论
教育学原理、中国教育史、外

国教育史

0412222204 现代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原理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0413172202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新进展 教育学原理

0413172201 教育哲学研究新进展 教育学原理

0413172203 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新进展 普通心理学、教育学原理

0413182202 教育社会学研究新进展 教育学原理、普通心理学

0413172204 教育史专题研究 教育学原理

0413172205 学校变革的理论与实践专题

研究
外国教育史、中国教育史

0413182203 特殊教育专题研究 教育学原理

0413172206 教育文化学概论 教育社会学

0413172207 农村教育专题研究 教育学原理

0413172208 教育人类学专题研究

0413182201 中外教育名著选读 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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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应用

方向

0413262202 课堂教学与管理 教育学原理

0413262203 教师专业发展 教育社会学

0413262201 教育管理学专题研究 教育社会学

0413272201 教育法概论 教育学原理

0413232201 班主任工作概论 教育学原理

0413282201 家庭教育学概论 德育原理

0413242201 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课程与教学论

0413242202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课程与教学论

0413272202 小学英语课程与教学论 课程与教学论

0413242203 教育教学经典案例分析 教育学原理

0413272203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案例分析 教育学原理

0413222201 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实训

专业

任选

课

0413372201 专业科研沙龙 教育学原理

0413382201 终身教育专题研究 教育社会学

0413372202 心理健康教育专题研究 教育社会学

0413372203 科学发展简史 外国教育史、中国教育史

0413362201 阅读与写作

0413372204 演讲学

实践教

育课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基础

实践
041426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专业

实践

0414252201 教育实习与专业研习 教育学原理、教育研究方法

0414242201 教育考察

教育研究方法、教育学原理、

普通心理学、教育统计学、教

育测量与评价

综合

实践

0414282202 第二课堂

0414282201 毕业论文（设计）

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量与评

价、教育研究方法、教育学原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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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736（其中，

理论课堂教

学 520学时，

实践教学

216学时，不

含军事技能

训练 2周）

42（含实践

12）
26.42%（实

践 7.55%）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128 8 5.03%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272 17 10.69%

专业核心课程 768 48 30.19%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专业提高课 160 10 6.29%

专业应用课 160 10（含实践

2）
6.29%（实践

1.26%）

专业任选课 64 4 2.52%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216 12

12.58%
基础实践 32 1

专业实践 22周 10

综合实践 12周 9

合计 2320+34周 159 100%

九、其他说明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9 27 25 20 9 21 16 12 159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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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The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专业代码：040107）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参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

量国家标准》（2018年）小学教育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教育部高等教育

教学评估中心制定的小学教育专业认证标准（第三级），结合聊城大学的建设应用型大学的办学定位、

本专业“全程浸润师德养成”、“校地协同能力培养”、“交互反哺持续发展”的专业培养特色确定。

目标定位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时代新使命，

面向国家及区域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与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需求，立足鲁西，面向山东，培养教育情

怀深厚、专业基础扎实、勇于创新教学、善于综合育人和具有终身学习发展能力胜任多学科教学的

高素质专业化小学教师。

毕业 5年后，能够成长为教学业绩优良、班级管理能力较强，具备一定的教育科研能力的区域

骨干教师，并具有卓越教师的基本潜质。

目标 1教育情怀深厚：

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热爱劳动，具有投身小学教育事业高度的责

任感、使命感，具有高尚的师德修养、坚定的教师职业理想。

目标 2专业基础扎实:

具备综合育人的良好素质，学科专业素养扎实，具有跨学科的知识结构，“主兼多能”，并能通

过“知识整合”与“技术融合”促进教育教学工作。

目标 3勇于创新教学:

具有较强的教学研究能力、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能力，能创造性解决教育教学中遇到的实践问

题。

目标 4善于综合育人:

理解小学生的身心发展和养成教育规律，能够在班级指导、 学科教学和实践活动中帮助儿童在

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

目标 5终身发展:

具有终身学习意识、问题意识、创新意识，能够在教育实践反思中，不断发展自己应对未来教

育变化的勇气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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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6国际视野:

能够以开放的心态和视角对中西方不同国情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理念与实践问题进行专业思考，

促进小学教育发展。

（二）毕业要求

1.践行师德

1.1遵守师德规范

1.1.1理想信念。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育的重要论述，以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内容，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思想认同、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能够在教书育人实践中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树立职业理想，立志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1.1.2立德树人。 理解立德树人的内涵，形成立德树人的理念，掌握立德树人途径与方法，能

够在教育实践中实施素质教育，依据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开展教育教学，培育发展学生

的核心素养。

1.1.3师德准则。 具有依法执教意识，遵守宪法、民法典、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在教育实践中能履行应尽义务，自觉维护学生与自身的合法权益；理解教师职业道德

规范内涵与要求，在教育实践中遵守《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能分析解决教育教学

实践中的相关道德规范问题。

1.2 涵养教育情怀

1.2.1职业认同。具有家国情怀，乐于从教，热爱教育事业。认同教师工作的价值在于传播知识、

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了解小学教师的职业特征，理解教师是学

生学习的促进者与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创造条件帮助学生自主发展。领会小学教育对学生发展的价

值和意义，认同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的理念。

1.2.2关爱学生。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公正平等地对待

每一名学生，关注学生成长，保护学生安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尊重学生的人格和学习发展

的权利，保护学生的学习自主性、独立性和选择性，关注个体差异，相信每名学生都有发展的潜力，

乐于为学生创造发展的条件和机会。

1.2.3用心从教。树立爱岗敬业精神，在教育实践中能够认真履行教育教学职责与班主任工作职

责，积极钻研，富有爱心、责任心，工作细心、耐心。

1.2.4自身修养。具有健全的人格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有较强的情绪调节与自控能力，能积极应

变，比较合理地处理问题；掌握较好的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人

文底蕴、科学精神和审美能力；仪表整洁，语言规范健康，举止文明礼貌，符合教师礼仪要求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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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学场景要求。

2.学会教学

2.1知识整合

2.1.1通识知识。具有广博的人文、科学与艺术素养，形成综合性的知识结构。

2.1.2主教学科素养。牢固掌握主教学科的基础知识、学科体系、思想与方法，具有良好的学科

专业素养。

2.1.3兼教学科素养。掌握兼教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学科体系。

2.1.4教育基础。掌握并理解儿童学、教育学、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具有整合形成学科教学知识

的能力以及指导学生学习的方法和策略。

2.1.5学科整合。了解学科整合的基本理论与价值，理解学科之间的联系，以及社会实践、生活

实践之于儿童学习与成长的意义。

2.2教学能力

2.2.1专业技能。具备小学教师基本的专业技能，具有良好的书写、表达、信息技术运用能力及

艺术表现力。

2.2.2熟悉课标。掌握教与学的知识与观念，熟悉小学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内容， 能够创设以

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情境，促进学生的学习与发展。

2.2.3 实施课程。掌握有效的学科教学方法与策略，包括教学规划与设计、教学组织与实施、教

学评价与反思等。

2.2.4整合课程。具有较强的教学资源开发和课程整合能力，能够进行跨学科、 综合性的学习

活动设计、组织、实施与评价。

2.3技术融合

2.3.1信息素养。具有良好的信息素养，理解智能环境下教与学方式的改变，以及未来教育在理

念、文化和生态方面的变革。

2.3.2 优化教与学。掌握应用信息技术优化学科教学的方法、技能，能够基于信息技术进行学习

设计以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2.3.3数字资源开发。具有基本的数字教育资源开发以及信息化学习环境的建设与应用能力。

3.学会育人

3.1 班级指导

3.1.1德育知识。具有儿童为本、德育为先的理念，理解小学德育原理，掌握德育基本方法；

3.1.2 班级管理技能。具备班级组织与建设能力，胜任小学班主任和少先队工作，能够在班级、

学校、社区组织充满教育意义的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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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心理健康教育。能够对小学生进行积极心理辅导，开展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3.2 综合育人

3.2.1 综合育人理念。理解小学生身心发展和养成教育规律，具有促进儿童全面健康发展的意识

和德、智、体、美、劳综合育人素养；

3.2.2 综合育人实践。能够在班级指导、学科教学和实践活动中综合育人；

3.2.3 文化育人。能够参与学校文化建设，创设有益于学生发展的育人环境；

4. 学会发展

4.1自主学习

4.1.1自主学习理念。具有终身学习和专业发展意识与能力。

4.1.2自主专业发展。能够在深入了解专业发展路径的基础上，结合就业愿景自主制定、积极践

履专业发展规划。

4.1.3自主学习能力。具备良好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与自主发展的学习能力。

4.2.国际视野

4.2.1国际化理念。具有全球意识、文化理解和开放心态；

4.2.2 国际化能力。熟练掌握至少一门外语，能较为熟练地查阅外文文献，能够运用外语积极参

与跨文化交流与对话；

4.2.3国外教育前沿。了解国外教育改革发展的趋势和前沿动态；

4.2.4国际经验本土化。能够借鉴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和经验尝试性开展本土实践探索与研究。

4.3反思研究

4.3.1教育教学研究能力。恪守学术道德，坚守学术诚信，掌握科学、规范的教育教学研究方法，

熟悉研究过程，具备研究经验；

4.3.2批判思维。具有一定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能够运用国内外先进教育理念和批判性思维

从不同角度分析真情境中的教育教学现象，并能发现、提炼并尝试解决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问题；

4.4交流合作

4.4.1交流合作理念。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作用，具有团队协作精神；

4.4.2交流合作技能。掌握沟通合作技能，具有小组互助和合作学习体验，能与同事合作交流，

分享经验和资源，共同发展。

4.4.3有效沟通。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性，能够与学生、家长、社区及国内外同行等进行有效沟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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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教育情怀

深厚

专业基础

扎实
创新教学 综合育人 终身发展 国际视野

1.1 师德规范 H L M M L L

1.2 教育情怀 H L M M H M

2.1 知识整合 M H H H H H

2.2 教学能力 M H H H M L

2.3 技术融合 M M H H M H

3.1 班级指导 H H L H L M

3.2综合育人 H M L H L H

4.1 自主学习 L M H L H M

4.2 国际视野 L M L L H H

4.3 反思研究 L L H H H H

4.4交流合作 H L L M H H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 四 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计划总学时为 2432学时+28周，总

学分为 160学分。允许学生在 3～8年内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

条件者，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教育学、心理学。

主要课程：教育学原理、普通心理学、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儿童教育心理学、汉字与识

字教学、经典文学评论与鉴赏、初等数学研究、主教学科小学（语文/数学）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

主教学科小学（语文/数学）教学设计与实施、兼教学科小学（英语/科学）课程与教学论。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本专业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及主要专业实验。本专业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基础实践、专业

实践和综合实践。基础实践为教师语言与礼仪、教师书写等教师基本技能实训、劳动教育与实践；

专业实践为教育感知、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教育研习，非独立设课的实训、教育感知；综合实践

为毕业论文、第二课堂等。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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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政
治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分
为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
门中选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
据《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
若干意见》（教社科
〔2018〕1号）、《新时代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教育
部办公厅关于在思政课
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重
点的“四史”教育的通
知》、教育部《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
评估实施方（2021—2025
年）》（教督〔2021〕1号）
等文件精神开课，包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
好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Theori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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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
课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术课

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至少
选修 1门、2学分。学生
自主选修课程包括《音乐
鉴赏》《中国美术史》《东
昌府本版年画艺术》《山
东民歌赏析》《艺术与审
美》《带你听懂中国传统
音乐》《中国传统音乐作
品》《视觉艺术设计》《音
乐与社会》等，详细课程
名单见每学期选课通知。

大学
外语

1301112207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
学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
《大学俄语》《大学日语》
《大学韩国语》《大学西
班牙语》中任意一种语言
模块课程。具体课程名
称、课程号依学生选修
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
对未达到《大学英语教学
指南》（2020版）基础目
标的学生继续开设《大学
英语（四）》，对已达到较
高水平的学生，根据各学
院、专业发展要求和学生
多元需求开设《高级英
语》、《专门用途英语》和
《跨文化交际》等课程，
供学生选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
开课。

1301122207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1301132207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1301142207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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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

“公共体育”课程，每一学

年学生须在篮球、排球、

足球、太极拳、网球、健

身田径、软式排球、健美

操、武术、乒乓球、拳击、

散打、羽毛球、垒球

体育舞蹈、体育游戏等项

目中选择一项不同运动

项目作为学习内容，满足

掌握 2项运动健身技能的

要求。

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

为实践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
咨询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
能训练 1学分为实践教
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
教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
学院授课，第二学期在西
校区学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
期第 1-2 周，不计入总学
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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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16 1 一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
心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16 1 六

合计 42 30 12 736 520 216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在本模块选修 2学分课程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在本模块选修 2学分课程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信息、
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在本模块选修 2学分课程

创新创业教育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创新创业模块中“创新基
础”“创业基础”为限选课
程，两门课程各 1学分，
所有学生均需修读。

学分合计：50 ， 其中理论学分： 38 、实践学分： 12 ；学时合计： 864 ，其中理论学时：648 、实践学时：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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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小学

教育

基础

0422112201 教育学原理
Principles of Pedagogy 2 2 32 32 2 一 考试

0422112202 普通心理学
General Psychology 2 2 32 32 2 一 考试

0422112203 中国教育史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 考试

0422112204 小学教育专业导论
Introduction to Primary Education Major 1 0.75 0.25 16 12 4 1 一 考查

教育感知-对话
学长

0422122205 外国教育史
History of Foreign Education 2 2 32 32 2 二 考试

0422152206
小学班主任与少先队工作

Primary School Head Teachers'
Working&Pioneers'work

2 2 32 32 2 五 考查

儿童

发展

与

学习

0422122207 儿童发展心理学
Chil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 2 32 32 2 二 考试

0422132208 儿童教育心理学
Child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小学跨学

科教育与

活动指导

（2）

0422132209 小学跨学科教育
Primary School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1 0.5 0.5 16 8 8 2 七 考查 前 8周

0422132210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Primary School Comprehensive Practice
Activities

1 0.5 0.5 16 8 8 2 七 考查 后 8周

职业道德

与专业发

展

0422142202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Teachers’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2 1.5 0.25 32 28 4 2 四 考试
教育感知-观看
教育故事、对话

校友名师

0422152271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Method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试

https://cn.bing.com/dict/search?q=Pioneers&FORM=BDVSP6&cc=cn
https://cn.bing.com/dict/search?q=work&FORM=BDVSP6&c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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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教师

教育

课程

必修

职业道德

与专业发

展

0422122269
现代教育技术与信息素养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2 1 1 32 16 16 2 二 考查

心理健康

与道德教

育

0422132211
小学生心理辅导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1 0.75 0.25 16 12 4 2 三 考查 前 8周

0422132212
小学生品德发展与道德教育

Moral Development and Moral Education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1 1 16 16 2 三 考查 后 8周

小计 25 22.25 2.75 400 340 60

选修

教师教育

拓展

拓展

0422332201 课程与教学论
Theories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2 2 32 32 2 三 考查 *

0422342272 小学课堂与教学管理
Primary School Classroom Management 2 2 32 32 2 四 考查 *

0422372202
国际小学教育改革前沿问题与案例研究

Frontier Issues and Cas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Primary Education Reform

1．5 1.5 24 24 3 七 考查 *前 8周

0422372203 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1．5 1.5 24 24 3 七 考查 *后 8周

0422372204 家庭教育学
Family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422372205
小学劳动教育专题研究

Research on Labor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

1 1 16 1 1 七 考查

0422382279
小学校本课程开发的理论与实践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Primary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1 1 16 1 1 八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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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教师

教育

课程

选修
教师教育

拓展

0422382206
小学名师名校长专题讲座

Lectures by Famous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and Principals

1 1 16 1 1 八 考查 *

0422382207 儿童教育哲学
Philosophy of Children's Education 2 2 32 32 2 八 考查

小计 8 8 128

学科

专业

教育

课程

必修

跨学科
专业
基础

0422212201 手工
Hand-making 1 0.25 0.75 32 4 28 2 一 考查

0422212202 教学简笔画
Teaching Simple Strokes 1 0.25 0.75 32 4 28 2 一 考查

0422212203 少儿合唱与指挥
Children's Chorus and Conducting 1 0.25 0.75 32 4 28 2 二 考查

0422232270 数学史*
History of Mathematics 2 2 32 32 2 三

主教语文考查/主教数
学考试

0422232271 基本文体写作*
Basic Writing 3 1.5 1.5 48 24 24 3 三

主教语文考试/主教数
学考查

0422242272 初等数学研究*
Primary Mathematics Studies 3 3 48 48 3 四

主教语文考查/主教数
学考试

0422242273 汉字与识字教学*
Chinese Characters and Literacy Teaching 2 2 32 32 2 四

主教语文考试/主教数
学考查

0422252274
经典文学评论与鉴赏

Classical Literature Critique and
Appreciation

3 3 48 48 3 五
主教语文考试/主教数

学考查

合计 16 12.75 3.25 384 220 164

主教

语文
0422232204

中外文学简史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4 4 64 64 4 三 考试

主教语文、主教
数学方向二选
一，主教语文方
向修满30学分，
必修选修科目

2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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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学科

专业

教育

课程

必修

主教

语文

0422232205
蒙学选读与中华传统文化

Selected Readings of Enlightening Education
Works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2 2 32 32 2 三 考试

主教语文、主教
数学方向二选
一，主教语文方
向修满30学分，
必修选修科目

24 分。

0422232206 古今汉语概论
Introduction to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4 4 64 64 4 三 考试

0422242207 汉语拼音与诵读
Chinese Pinyin and Reading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422242208
儿童文学欣赏与创作

Children Literature Appreciation and
Composition

2 1 1 32 16 16 2 四 考试

0422242209

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一）：课程标准与
教材研究

Primary School Chinese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I - Research on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422252210

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二）：教学设计与
实施

Primary School Chinese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II – Teachin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3 1 2 48 16 32 3 五 考试

0422252211 文章学与语文教学
Articlology and Chinese Teaching 2 2 32 32 2 五 考试

0422252212 语用学与语文教学
Pragmatics and Chinese Teaching 2 2 32 32 2 五 考试

小计 24 22 4 384 320 64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367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学科

专业

教育

课程

选修

主教

语文

拓展

0422372271 演讲与辩论
Speech and Debate 2 2 32 32 2 七 考查

主教语文选修 6

学分，鼓励学生

自主学习慕课

（MOOC）和 私

播课（SPOC）等

课程，经学院审

核同意、报教务

处备案后，可抵

免对应主教语

文拓展修课程。

0422372272 课本剧与戏剧表演
Textbook Drama and Drama Performance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422372273 古代文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Ancient Literature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422382274
国学经典选读与传统文化

Selected Readings of Chinese Classical
Works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422382275
唐宋诗词鉴赏与传统文化

Appreciation of Tang Poems and Song Ci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422382276 现代文学
Modern Literature 2 2 32 32 2 八 考查

小计 6 6 96 96

合计 30 26 4 480 416 64

必修
主教

数学

1002112202 高等数学二级上
Advanced Mathematics (Level 2, Volume I ) 4 4 64 64 4 三 考试 主教语文、主教

数学方向二选

一，主教数学方

向修满30学分，

必修选修科目

24 分。

0422232213 初等数论
Elementary Number Theory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422232214 数学游戏
Mathematics Games 2 1 1 32 16 16 2 三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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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学科

专业

教育

课程

必修

主教

数学

1002122202 高等数学二级下
Advanced Mathematics (Level 2, Volume II ) 4 4 64 64 4 四 考试

主教语文、主教

数学方向二选

一，主教数学方

向修满30学分，

必修选修科目

24 分。

0422242216 数学文化与思想方法
Mathematical Thoughts and Methods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422242215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一）：课程标准与

教材研究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I - Research on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422252217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二）：教学设计与

实施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II – Teachin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3 1 2 48 16 32 3 五 考试

1002132201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2 2 32 32 2 五 考试

10021322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2 2 32 32 2 五 考试

小计 24 20 4 384 320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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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学科

专业

教育

课程

选修

主教

数学

拓展

0422342232
小学数学学习心理

Mathematics Learning Psychology in
Elementary School

2 2 48 48 2 四 考查

主教数学选修 6

学分，鼓励学生

自主学习慕课

（MOOC）和 私

播课（SPOC）等

课程，经学院审

核同意、报教务

处备案后，可抵

免对应主教数

学拓展课程。

0422372277 几何画板应用
Geometric Sketchpad Application 2 2 48 48 2 七 考查

0422372278 数学与生活
Mathematics and Life 2 2 48 48 2 七 考查

0422382282 离散数学
Discrete Mathematics 2 2 48 48 2 八 考查

0422382280 数学建模
Mathematical Modeling 2 2 48 48 2 八 考查

0422382281 高等几何
Advanced Geometry 2 2 48 48 2 八 考查

小计 6 6 96 96 6

合计 30 26 4 480 416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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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学科

专业

教育

课程

必修

兼教

英语

0422232220 英语语音与朗读训练
English Phonetics and Speaking

2 1.5 0.5 32 24 8 2 三 考查

兼教英语、兼教

科学二选一，每

一兼教学模块

修满 10 学分

0422272221 英语语言国家文化专题
Culture of English-spoken Countries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422252223
小学英语课程与教学论

Primary School English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4 3 1 64 48 16 4 五 考试

0422242222
小学英语阅读与故事创编

Primary School English Reading and Story
Writing

2 2 32 32 2 七 考查

小计 10 8.5 1.5 160 136 24

兼教

科学

0422232224 自然科学基础*
Introduction to Natural Science

2 1.5 0.5 32 28 4 2 三 考查

兼教英语、兼教

科学二选一，每

一兼教学模块

修满 10 学分

0422242225 科学实践与指导
Science Experiment and Instruction

2 0.25 1.75 32 4 28 2 四 考查

0422252227
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论*

Elementary Science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Theory

4 3 1 64 48 16 4 五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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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学科

专业

教育

课程

必修

兼教

科学

0422272226 科学技术史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2 32 2 七 考查

小计 10 6.75 3.25 160 120 40

合计 58 47.25 10.75 1024 772 252

微专业选修
课程编号、课程名称，由学生自主选修的微专业在教务

系统内自动生成。

微专业课程模
块，由学生自主
选修，不计入主
修专业总学分、
学时。修满微专
业合格课程的，
由微专业开设
高校颁发证书。

小计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042427221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劳动教育慕课 0.5 学分/教育实

习-劳动教育研究报告 0.5学分
考查

0424212201
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实训（1）：教师书写

Teachers’ Basic Skills Practice I -
Handwriting

1 0.25 0.75 32 4 28 2 一 考查

0424222202

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实训（2）：教师语言与
礼仪

Teachers’ Basic Skills Practice II - Teacher
Language and Etiquette

1 0.25 0.75 32 4 28 2 二 考查

小计 3 0.5 2.5 96 8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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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践

教学
必修

教育

实践

0424222203
教育见习（1）-认识儿童

Education Observation I - Getting to Know
Children

0.5 1周 二 考查 基础性项目

0424232204
教育见习（2）-理解教师工作

Education Observation II - Understanding
Teachers’Work

0.5 1周 三 考查

拓展性项目

0424242205
教育见习（3）了解小学课堂

Education Observation III - Learning about
Primary School Classroom

0.5 1周 四 考查

0424252206
教育见习（4）感受育人环境

Education Observation IV – Feeling
Nurturing Environment

0.5 1周 五 考查

创新性、研究性

项目化课程0424262207 教育实习
Practicum 8 16周 六 考查

0424262208 教育研习
Professional Research 1 2周 六 考查

0424282212
教师职业能力综合训练

Comprehensive Training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1 不计学时，由学生自主练习为主，学校统一组

织考核，通过考核获得教师资格能力水平证明。

参加校级以上

小学教育教学

技能大赛并取

得一定成绩，认

定相 1 分。

小计 12 22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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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践

教学

必修
综合

实践

0424282209 毕业论文（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3 6周 八 考查

0424202210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八 考查

小计 6

合计 21

总计 160 114 46
2432
+28
周

1848 584
+28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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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1.1.1理想信念。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以及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

义发展史内容，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思想认同、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

情感认同，能够在教书育人实践中自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职业理

想，立志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0.1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1 考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 考试

四史教育 0.2
小学教育专业导论 0.1 考查

形势与政策（一）（二）（三）（四） 0.1 考查

1.1.2立德树人。理解立德树人的内涵，

形成立德树人的理念，掌握立德树人途

径与方法，能够在教育实践中实施素质

教育，依据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

方针开展教育教学，培育发展学生的核

心素养。

教育实习 0.2 考试

教育学原理 0.2 考试

小学生品德发展与道德教育 0.2 考查

中国教育史 0.2 考试

外国教育史 0.2 考试

1.1.3师德准则。 具有依法执教意识，

遵守宪法、民法典、教育法、教师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在教育实

践中能履行应尽义务，自觉维护学生与

自身的合法权益； 理解教师职业道德

规范内涵与要求，在教育实践中遵守

《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

则》，能分析解决教育教学实践中的相

关道德规范问题。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考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2 考试

教育政策与法规 0.2 考查

教育学原理 0.2 考试

教育实习 0.2 考查

1.2.1职业认同。 具有家国情怀，乐于

从教，热爱教育事业。认同教师工作的

价值在于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

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

了解小学教师的职业特征，理解教师是

学生学习的促进者与学生成长的引路

人，创造条件帮助学生自主发展。领会

小学教育对学生发展的价值和意义，认

同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的理

念。

小学教育专业导论 0.25 考查

教育学原理 0.2 考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25 考试

小学名师名校长专题讲座 0.2 考查

教育实习 0.1 考查

1.2.2关爱学生 。做学生锤炼品格、学

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公正平等地对待每一名学生，关注学生

成长，保护学生安全，促进学生身心健

康发展。尊重学生的人格和学习发展的

权利，保护学生的学习自主性、独立性

和选择性，关注个体差异，相信每名学

生都有发展的潜力，乐于为学生创造发

展的条件和机会。

小学生心理辅导 0.25 考查

儿童发展心理学 0.25 考试

小学教育专业导论 0.25 考查

教育学原理 0.25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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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1.2.3用心从教。树立爱岗敬业精神，

在教育实践中能够认真履行教育教学

职责与班主任工作职责，积极钻研，富

有爱心、责任心，工作细心、耐心。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25 考试

小学班主任工作 0.25 考试

教育实习 0.25 考查

教育见习 0.25 考查

1.2.4自身修养 。具有健全的人格和积

极向上的精神，有较强的情绪调节与自

控能力，能积极应变，比较合理地处理

问题。掌握较好的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

知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人

文底蕴、科学精神和审美能力。仪表整

洁，语言规范健康，举止文明礼貌，符

合教师礼仪要求和教育教学场景要求。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2 考查

人文科学素养 0.2 考查

社会科学素养 0.2 考查

自然科学素养 0.2 考查

教师语言与礼仪 0.2 考查

2.1.1通识知识。具有广博的人文、科

学与艺术素养，形成综合性的知识结

构。

人文、社会、科学素养选修 0.15 考查

公共艺术课程 0.2 考查

手工 0.15 考查

教学简笔画 0.15 考查

少儿合唱与指挥 0.15 考查

小学跨学科专业基础 0.2 考查

2.1.2主教学科素养。牢固掌握主教学

科的基础知识、学科体系、思想与方法，

具有良好的学科专业素养。

经典文学评论与

鉴赏
0.1 高等数学

二级（上）
0.15 考试

基本文体写作 0.1 高等数学

二级（下）
0.15 考试

中外文学简史 0.1 线性代数 0.1 考试

古今汉语概论 0.1 概率与数

理统计
0.1 考试

汉语拼音与诵读 0.1 数学史 0.1 考试

儿童文学欣赏与

创作
0.1 初等数学

研究
0.1 考试

蒙学选读与中华

传统文化
0.1 初等数论 0.1 考试

文章学与语文教

学
0.1 数学游戏 0.1 考试

汉字与识字教学 0.1 数学思想

与文化
0.1 考试

语用学与语文教

学
0.1 考试

2.1.3兼教学科素养。掌握兼教学科的

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学科体系。

英语语音与朗读

训练
0.33 自然科学

基础
0.33 考查

英语语言国家文

化专题
0.33

科学实践

与指导
0.33 考查

小学英语阅读与

故事创编
0.34 科学技术

史
0.34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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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2.1.4教育基础。掌握并理解儿童学、

教育学、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具有整合

形成学科教学知识的能力以及指导学

生学习的方法和策略。

教育学原理 0.2 考试

普通心理学 0.2 考试

儿童发展心理学 0.2 考试

儿童教育心理学 0.2 考试

主教/兼教教学设计与实施 0.1 考试

2.1.5学科整合。了解学科整合的基本

理论与价值，理解学科之间的联系，以

及社会实践、生活实践之于儿童学习与

成长的意义。

小学跨学科教育 0.2 考查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0.2 考查

小学班主任工作 0.2 考查

教育实习 0.2 考查

教育研习 0.2 考查

2.2.1专业技能。具备小学教师基本的

专业技能，具有良好的书写、表达、信

息技术运用能力及艺术表现力。

现代教育技术与信息素养 0.2 考查

手工 0.2 考查

教学简笔画 0.2 考查

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实训（1）：
教师书写

0.2 考查

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实训（2）：
教师语言与礼仪

0.2 考查

2.2.2熟悉课标。掌握教与学的知识与

观念，熟悉小学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内

容， 能够创设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

情境，促进学生的学习与发展。

主教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 0.3 考试

兼教学科课程与教学论 0.2 考试

主教学科教学设计与实施 0.2 考试

教育实习 0.2 考查

教育原理 0.1 考试

2.2.3 实施课程。掌握有效的学科教学

方法与策略，包括教学规划与设计、教

学组织与实施、教学评价与反思等。

主教学科教学设计与实施 0.25 考试

兼教学科课程与教学论 0.25 考试

教育实习 0.25 考查

教育研习 0.25 考查

2.2.4整合课程。具有较强的教学资源

开发和课程整合能力，能够进行跨学

科、 综合性的学习活动设计、组织、

实施与评价。

小学跨学科教育 0.2 考查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0.2 考查

教育实习 0.2 考查

主教学科教学设计与实施 0.2 考试

兼教学科课程与教学论 0.2 考试

2.3.1信息素养。具有良好的信息素养，

理解智能环境下教与学方式的改变，以

及未来教育在理念、文化和生态方面的

变革。

现代教育技术与信息素养 0.2 考查

主教学科教学设计与实施 0.2 考试

兼教学科课程与教学论 0.2 考试

教育见习 0.2 考查

教育实习 0.2 考查

2.3.2 优化教与学。掌握应用信息技术

优化学科教学的方法、技能，能够基于

信息技术进行学习设计以促进学生学

习方式的转变。

现代教育技术与信息素养 0.25 考查

主教学科教学设计与实施 0.25 考试

兼教学科课程与教学论 0.25 考试

教育实习 0.25 考查

2.3.3数字资源开发。具有基本的数字

教育资源开发以及信息化学习环境的

建设与应用能力。

主教学科教学设计与实施 0.25 考试

兼教学科课程与教学论 0.25 考试

教育实习 0.25 考查

教育研习 0.25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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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3.1.1德育知识。具有儿童为本、德育

为先的理念，理解小学德育原理，掌握

德育基本方法。

小学班主任工作 0.2 考试

小学生品德发展与道德教育 0.3 考查

教育见习 0.2 考查

教育实习 0.2 考查

教育研习 0.1 考查

3.1.2 班级管理技能。具备班级组织与

建设能力，胜任小学班主任和少先队工

作，能够在班级、学校、社区组织充满

教育意义的主题活动。

小学班主任工作 0.3 考试

教育见习 0.3 考查

教育实习 0.3 考查

教育研习 0.1 考查

3.1.3 心理健康教育。能够对小学生进

行积极心理辅导，开展有效的心理健康

教育活动。

小学生心理辅导 0.4 考查

小学班主任工作 0.3 考查

教育实习 0.3 考查

3.2.1 综合育人理念。理解小学生身心

发展和养成教育规律，具有促进儿童全

面健康发展的意识和德、智、体、美、

劳综合育人素养。

儿童发展心理学 0.2 考试

儿童教育心理学 0.2 考试

教育学原理 0.2 考试

教育见习 0.2 考查

教育实习 0.2 考查

3.2.2 综合育人实践。能够在班级指导、

学科教学和实践活动中综合育人。

小学班主任工作 0.2 考查

主教学科教学设计与实施 0.2 考试

兼教学科课程与教学论 0.2 考试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0.2 考查

教育实习 0.2 考查

3.2.3 文化育人。能够参与学校文化建

设，创设有益于学生发展的育人环境。

小学生品德发展与道德教育 0.2 考查

小学班主任工作 0.2 考查

教育见习 0.2 考查

教育实习 0.3 考查

教育研习 0.1 考查

4.1.1自主学习理念。具有终身学习和

专业发展意识与能力。

小学教育专业导论 0.2 考查

教育学原理 0.2 考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2 考试

教育实践 0.2 考查

毕业论文 0.2 考查

4.1.2自主专业发展。能够在深入了解

专业发展路径的基础上，结合就业愿景

自主制定、积极践履专业发展规划。

小学教育专业导论 0.15 考查

教育学原理 0.15 考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15 考试

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实训 0.15 考查

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 0.2 考查

教育见习 0.2 考查

4.1.3自主学习能力。具备良好的自我

管理、自我教育与自主发展的学习能

力。

小学教育专业导论 0.5 考查

教育学原理 0.1 考试

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 0.3 考查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1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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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4.2.1国际化理念。具有全球意识、文

化理解和开放心态。

中国近代史纲要 0.2 考试

形式与政策 0.2 考查

大学外语 0.2 考试

人文修养 0.2 考查

外国教育史 0.2 考试

4.2.2 国际化能力。熟练掌握至少一门

外语，能较为熟练地查阅外文文献，能

够运用外语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与对

话。

大学外语 0.25 考试

外国教育史 0.25 考试

专业外语 0.25 考查

毕业论文 0.25 考查

4.2.3国外教育前沿。了解国外教育改

革发展的趋势和前沿动态。

外国教育史 0.25 考试

国际小学教育改革前沿问题与

案例研究
0.25 考查

专业外语 0.25 考查

毕业论文 0.25 考查

4.2.4国际经验本土化。能够借鉴国际

先进教育理念和经验尝试性开展本土

实践探索与研究。

国际小学教育改革前沿问题与

案例研究
0.25 考查

外国教育史 0.25 考试

教育研习 0.25 考查

毕业论文 0.25 考查

4.3.1教育教学研究能力。恪守学术道

德，坚守学术诚信，掌握科学、规范的

教育教学研究方法，熟悉研究过程，具

备研究经验。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2 考查

主教学科教学设计与实施 0.2 考试

兼教学科课程与教学论 0.2 考查

教育研习 0.2 考查

毕业论文 0.2 考查

4.3.2批判思维。具有一定的问题意识

和创新意识，能够运用国内外先进教育

理念和批判性思维从不同角度分析真

情境中的教育教学现象，并能发现、提

炼并尝试解决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问题。

教育研究方法 0.2 考试

教育见习 0.2 考查

教育实习 0.2 考查

教育研习 0.2 考查

毕业论文 0.2 考查

4.4.1交流合作理念。理解学习共同体

的作用，具有团队协作精神。

大学体育 0.15 考查

劳动教育 0.15 考查

儿童教育心理学 0.2 考试

创新创业 0.15 考查

主教学科教学设计与实施 0.2 考试

兼教学科课程与教学论 0.15 考试

4.4.2交流合作技能。掌握沟通合作技

能，具有小组互助和合作学习体验，能

与同事合作交流，分享经验和资源，共

同发展。

主教学科教学设计与实施 0.2 考试

兼教学科课程与教学论 0.2 考试

教育研习 0.2 考查

教育实习 0.2 考查

小学班主任工作 0.2 考查

4.4.3有效沟通。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

性，能够与学生、家长、社区及国内外

同行等进行有效沟通。

小学班主任工作 0.2 考查

教育见习 0.2 考查

教育实习 0.2 考查

教育研习 0.2 考查

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 0.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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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教师教

育课程

必修

小学教育基

础

0422112201 教育学原理

0422112202 普通心理学

0422112203 中国教育史

0422112204 小学教育专业导论

0422122205 外国教育史 中国教育史

0422152206 小学班主任工作
教育学原理、儿童发展心

理学、儿童教育学

儿童发展

与学习

0422122207 儿童发展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

0422132208 儿童教育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儿童发展心

理学

小学跨学科

教育与活动

指导

0422132209 小学跨学科教育
教育学原理、儿童发展心

理学、儿童教育心理学

0422132210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教育学原理、儿童发展心

理学、儿童教育心理学

职业道德与

专业发展

0422142202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小学教育专业导论、教育

学原理

0422152271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教育学原理、儿童发展心

理学、儿童教育心理学

0422322269 现代教育技术与信息素养 教育学原理

心理健康与

道德教育

0422132211 小学生心理辅导 教育学原理、儿童发展心

理学、儿童教育心理学

0422132212 小学生品德发展

与道德教育

教育学原理、儿童发展心

理学、儿童教育心理学

选修
教师教育

拓展

0422342272 小学课堂与教学管理
教育学原理、儿童发展心

理学、儿童教育心理学

0422332201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原理、儿童发展心

理学、儿童教育心理学

0422372202 国际小学教育改革前沿问

题与案例研究

教育学原理、儿童发展心

理学、儿童教育心理学

0422372203 专业英语
教育学原理、儿童发展心

理学、儿童教育心理学

0422382279 小学校本课程开发的理论

与实践

教育学原理、儿童发展心

理学、儿童教育心理学

0422372204 家庭教育学
教育学原理、儿童发展心

理学、儿童教育心理学

0422372205 小学劳动教育专题研究
教育学原理、儿童发展心

理学、儿童教育心理学

教师教

育课程
选修

教师教育

拓展

0422382206 小学名师名校长专题讲座
教育学原理、儿童发展心

理学、儿童教育心理学

0422382207 儿童教育哲学
教育学原理、儿童发展心

理学、儿童教育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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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学科专

业教育

必修

跨学科

专业

基础

0422212201 手工

0422212202 教学简笔画

0422212203 少儿合唱与指挥

0422232270 数学史

0422232271 基本文体写作

0422242272 初等数学研究
教育学原理、儿童发展心

理学、儿童教育心理学

0422242273 汉字与识字教学
教育学原理、儿童发展心

理学、儿童教育心理学

0422252274 经典文学评论与鉴赏

主教语文

0422232204 中外文学简史

0422232205 蒙学选读与中华传统文化

0422232206 古今汉语概论

0422242207 汉语拼音与诵读

0422242208 儿童文学欣赏与创作

0422242209 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一）：

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

教育学原理、儿童发展心

理学、儿童教育心理学

0422252210 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二）：

教学设计与实施

教育学原理、儿童发展心

理学、儿童教育心理学

0422252211 文章学与语文教学
教育学原理、儿童发展心

理学、儿童教育心理学

0422252212 语用学与语文教学
教育学原理、儿童发展心

理学、儿童教育心理学

选修
主教语文拓

展

0422372271 演讲与辩论

0422372272 课本剧与戏剧表演

0422372273 古代文学概论

0422382274 国学经典选读与传统文化

0422382275 唐宋诗词鉴赏与传统文化

0422382276 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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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学科专

业教育

必修 主教数学

1002112202 高等数学二级上

0422232213 初等数论

0422232214 数学游戏

1002122202 高等数学二级下

0422242216 数学文化与思想方法 数学史

0422242215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一）：课程标准与教材研

究

高等数学、初等数论、教

育学原理、儿童发展心理

学、儿童教育心理学

0422252217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二）：教学设计与实施

高等数学、初等数论、教

育学原理、儿童发展心理

学、儿童教育心理学

1002132201 线性代数 高等数学

10021322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高等数学

选修
主教数学

拓展

0422342232 小学数学学习心理

初等数论、普通心理学、

儿童发展心理学、儿童教

育心理学

0422372277 几何画板应用

0422372278 数学与生活

0422382282 离散数学

0422382280 数学建模

0422382281 高等几何

必修 兼教英语

0422232220 英语语音与朗读训练

0422272221 英语语言国家文化专题

0422252223 小学英语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原理、儿童发展心

理学、儿童教育心理学

0422242222 小学英语阅读与故事创编
教育学原理、儿童发展心

理学、儿童教育心理学

必修 兼教科学

0422232224 自然科学基础

0422242225 科学实践与指导

0422252227 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论

自然科学基础、科学实践

与指导、教育学原理、儿

童发展心理学、儿童教育

心理学

0422272226 科学技术史 自然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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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备注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

育必修

课程

思政理论课程、

身心健康、大学

外语、军事、美

育课程、职业规

划与就业指导

736（其中，理论课

堂教学 520 学时，

实践教学216学时，

不含军事技能训练

2周）

42 26.25%

通识教育课程中的人

文社会与科学素养课

程学分≥总学分的 10%

通识教

育选修

课程

人文、社会、自

然科学、创新创

业

128 8 5%

（人文

社会与

科学素

养课程）

思政理论课程（18）、美育课程（2）、
军事教育（2）人文科学素养选修（2）、
社会科学素养选修（2）、自然科学素

养（2）

（28） （17.5%）

合计 50 31.25%

教师

教育

教师教

育必修

小学教育基础、

儿童发展与学

习、小学跨学科

教育与活动指

导、心理健康与

道德教育

340（其中，理论课

堂教学 340 学时，

实践教学 60学时）

25 15.625%

依据教师教师标准，最

低学分≥32学分

主教（语文 /数
学）教育与活动

指导

96（其中，理论课

堂教学 48学时，实

践教学 48学时）

（6） （3.75%）

兼教（英语 /科
学）教育与活动

指导

64（其中，理论课

堂教学 48学时，实

践教学 16学时）

（4） （2.5%）

教师教

育选修
教师教育拓展

128（其中，理论课

堂教学 128学时）
8 5%

合计 43 26.875%

学科

专业

教育

课程

必修 跨学科专业基础

368（其中，理论课

堂教学 204 学时，

实践教学164学时）

16 10%

依据师范专业认证标

准，学科专业课程学分

≥总学分的 35%

必修

主教（语文 /数
学）学科基础

288（其中，理论课

堂教学 272 学时，

实践教学 16学时）

18 11.25%

主教（语文 /数
学）教育与活动

指导

96（其中，理论课

堂教学 48学时，实

践教学 48学时）

6 3.75%

选修 主教学科拓展
96（其中，理论课

堂教学 96学时）
6 3.75%

必修
兼教（英语 /科
学）学科基础

96（其中，理论课

堂教学 88学时，实

践教学 8学时）

6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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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教（英语 /科
学）教育与活动

指导

64（其中，理论课

堂教学 48学时，实

践教学 16学时）

4 2.5%

必修
小学跨学科教育

与活动指导

32（其中，理论课

堂教学 16学时，实

践教学 16学时）

（2） （1.25%）

合计 58 36.25%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实

践
216 12 7.5%

专业教育课程实

践
168 16.5 10.3125%

基础实践

96（其中，理论课

堂教学 32学时，实

践教学 64）
3 1.875%

教育实践 22周 12 7.5% 依据教师教师标准，教

育实践≥18周

综合实践 6周 6 3.75%

合计 49.5 30.9375% 人文社科等专业实践

学分比重不低于 20%

合计 2432+28周 160 100.00%

九、其他说明

1.经学校批准出国留学、研修所得学分换算办法，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2参与专业科研实验、论文撰写、专利开发、创业实践、各类学科竞赛等活动并取得一定成绩

或成果，认定相应学分，可充抵专业选修课程学分，最高不超过 6学分，具体要求和学分认定办法，

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3.经省级以上主管部门组织考核并获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按级别高低分别计 2～4学分，

对应的课程可申请免修，免修课程的学分认定由学院确认，报创新创业学院审核，教务处备案。

4.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在 425分以上（含 425 分），计 3学分，对应课程可申请

免修。免修课程的学分认定由学院确认，报教务处审核备案。

5.其它未尽事宜，按学校和学院有关规定执行。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4 26 27 28 28 9 9 10 160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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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The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Preschool Education
（专业代码：040106）

一、 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适应新时期学前教育改革和社会发展对教师队

伍建设的需求，立足鲁西、服务山东、面向全国、展望世界，培养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崇高的教

育信念、广阔的教育视野、科学的发展观念，师德高尚、知识丰富、技能过硬，具有创新精神、合

作意识、实践反思和持续发展能力，从事学前保育教育、管理及科学研究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

人才。

本专业毕业生应具有的预期发展目标：

目标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治立场坚定、思想进步。

目标 2 热爱学前教育事业，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师德高尚、以立德树人为己任。

目标 3 遵守幼儿教师职业道德和社会法律规范，能够克己奉公、依法执教。

目标 4 具备广博的人文科学素养和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知识丰富、技能过硬。

目标 5 熟悉领域教育特点、了解自身的优势智能，全面发展基础上打造领域优势。

目标 6 具有环境创设、教育活动设计、实施与评价能力，勇于创新、实施综合育人

目标 7 胜任学前保育教育、科研、班级管理和家长工作，业务精湛、发挥全面教育职能。

目标 8了解古今中外学前教育发展的历程和动态趋势，视野开阔、善于思维拓展。

目标 9 养成自主学习、合作探究、实践反思的习惯，终身学习、获得持续发展。

（二）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具备以下知识、能力和素养：

1. 践行师德（A）

A1. 师德规范

A1-1：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

A1-2：遵守教师职业道德和社会法律规范，具有依法执教意识和观念；

A1-3：具有高尚的道德素质、高雅的审美品味、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体魄。

A2. 教育情怀

A2-1：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富有社会责任感；

A2-2：热爱学前教育事业、喜爱幼儿，具有职业理想、信念和敬业精神；

A2-3：形成正确的儿童观、教师观和教育观，具有科学育人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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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尊重幼儿人格和自主学习探究的精神、建立民主平等的师幼关系；

A2-5：富有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做幼儿健康成长的启蒙者和引路人。

2. 学会教学（B）

B1. 保教知识

B1-1：具有丰富的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素养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B1-2：具备系统全面的学科基础知识，了解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特点；

B1-3：掌握扎实的保教基础知识和领域教育教学知识，注重知识间的联系和整合；

B1-4：了解国内外学前教育发展动态，具有外文基础和国际视野。

B2. 保教能力

B2-1：掌握学前保育和教育的基本方法、技能和丰富的语言表达能力；

B2-2：具备课程资源开发、课程设计与教育活动组织和指导的能力；

B2-3：使用艺术方法和多媒体手段进行表达、表现、欣赏和创作活动的能力；

B2-4：依据领域教育的特点、教师及幼儿的智能优势，因材就势开展教育活动的能力。

3. 学会育人（C）

C1. 班级指导

C1-1：确立正确的班级管理观，情系幼儿，获得积极的班级管理经历和体验；

C1-2：熟悉幼儿园班级管理的方法和程序，能够组织建立班级秩序与规则；

C1-3：合理规划利用时间、空间和各种教育资源，建立良好的班级环境和人际氛围。

C2. 综合育人

C2-1：了解幼儿社会性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注重培养幼儿良好的意志品质和行为习惯；

C2-2：理解环境育人价值，充分利用园所文化和一日生活教育契机，对幼儿进行教育；

C2-3：综合利用幼儿园、家庭和社区各种教育资源，实施全面育人。

4. 学会发展（D）

D1. 学会反思

D1-1：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具有持续的专业发展意识和能力；

D1-2：适应新时代教育发展需求，了解专业发展的规律特点，合理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D1-3：具有实践反思和创新意识，掌握批判性反思方法技能和科研能力，分析解决实践问题。

D2. 沟通合作

D2-1：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作用，具有团队协作的精神；

D2-2：掌握交往合作技能，具有小组互助和合作学习体验；

D2-3：具备与领导、同事、家长、幼儿进行有效沟通的技能，能够积极适应和改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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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目标 5 目标 6 目标 7 目标 8 目标 9

A1. 师德规范 H H H L L L M L M

A2. 教育情怀 H H M H L M H L M

B1. 保教知识 M M M H H H H H M

B2. 保教能力 L M L H H H H H M

C1. 班级指导 L M M H L H H L M

C2. 综合育人 M M L H M H H L M

D1. 学会反思 M M M M L M M M H

D2. 沟通合作 M M L M L M H M H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基本学制为 4 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计划总学时为 2336学时+28周，总

学分为 161学分。允许学生在 3～6 年内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

条件者，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教育学。

主要课程：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学前卫生学、学前课程论、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五大领域教育、幼儿园游戏与指导、中外学前教育史、幼儿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学前教育科

研方法、幼儿园班级管理、乐理与视唱、键盘、舞蹈、美术等。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本专业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独立设课的基础实践、专业实践、综合实践和非独立设课的实

践环节。基础实践包括劳动教育和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实训。专业实践包括专业见习、专业研习等，

综合实践包括教育实习、毕业论文及第二课堂等。非独立设课的实践环节，在通识课程和专业教育

课程的实践环节进行。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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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政
治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7 学分，其中 5 学分为
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每学年循环开
设，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4门中选修 1
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据
《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势
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意见》
（教社科〔2018〕1号）、《新
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科
〔2018〕2号）、《教育部办公
厅关于在思政课中加强以党
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
的通知》、教育部《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
实施方（2021—2025年）》（教
督〔2021〕1号）等文件精神
开课，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好
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30113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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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
课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术课

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至少选修
1门、2学分。学生自主选修
课程包括《音乐鉴赏》《中国
美术史》《东昌府本版年画艺
术》《山东民歌赏析》《艺术
与审美》《带你听懂中国传统
音乐》《中国传统音乐作品》
《视觉艺术设计》《音乐与社
会》等，详细课程名单见每
学期选课通知。

大学
外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 学分，其中实践教学
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大
学俄语》《大学日语》《大学
韩国语》《大学西班牙语》中
任意一种语言模块课程。具
体课程名称、课程号依学生
选修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对未
达到《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2020 版）基础目标的学生
继续开设《大学英语（四）》，
对已达到较高水平的学生，
根据各学院、专业发展要求
和学生多元需求开设《高级
英语》、《专门用途英语》和
《跨文化交际》等课程，供
学生选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开
课。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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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公
共体育”课程，每一学年学生

须在篮球、排球、足球、太

极拳、网球、健身田径、软

式排球、健美操、武术、乒

乓球、拳击、散打、羽毛球、

垒球

体育舞蹈、体育游戏等项目

中选择一项不同运动项目作

为学习内容，满足掌握 2 项

运动健身技能的要求。

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为实

践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能训
练 1学分为实践教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教
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学院授
课，第二学期在西校区学院
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期
第 1-2周，不计入总学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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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16 1 一 考查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学
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心
负责开课。

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16 1 六 考查

合计 42 30 12 736 520 216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本模块选修 2学分课程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本模块选修 2学分课程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信息、
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本模块选修 2学分课程

创新创业教育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创新创业模块中“创新基础”
（3101222201）、“创业基础”
（3101242202）为限选课程，
两门课程各 1学分，所有专
业学生均需修读

学分合计：50， 其中理论学分：38、实践学分：12；学时合计：864，其中理论学时：648、 实践学时：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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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0432112201 教育学原理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 考试

0432112202 普通心理学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 2 2 32 32 2 一 考试

0432112203 中国教育史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 考试

0432122204 外国教育史
History of Foreign Education 2 2 32 32 2 二 考试

0432112205 专业教育导论
Introduction to Professional Education 1 1 16 16 2/p 一 考查

小计 9 9 144 144

专业

核心

课程

0432232201 学前教育学
Preschool Pedagogy 3 2.5 0.5 48 40 8 3 三 考试

0432222202 学前心理学
Preschool Psychology 3 2.5 0.5 48 40 8 3 二 考试

0432232203 学前卫生学
Preschool Hygiene 3 2.5 0.5 48 40 8 3 三 考试

0432242204 学前课程论
Preschool Curriculum Theory 2 1.5 0.5 32 24 8 2 四 考试

0432252205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Preschool Educational Activity Design and
Instruction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试

0432252206 幼儿园游戏与指导
Preschool Games and Instruction 2 1.5 0.5 32 24 8 2 五 考试

0432242207
幼儿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Pre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Development

2 1.5 0.5 32 24 8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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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0432272208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of Preschool Educational Science 3 2 1 48 32 16 3 七 考试

0432252209 中外学前教育史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Preschool Education 2 2 32 32 2 五 考试

0432242210 幼儿园班级管理
Administration of Preschool Class 2 1.5 0.5 32 24 8 2 四 考试

0432242211 学前儿童健康教育
Preschool Health Education 2 1.5 0.5 32 24 8 2 四 考试

0432252212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
Preschool Language Education 2 1.5 0.5 32 24 8 2 五 考试

0432242213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
Preschool Social Education 2 1.5 0.5 32 24 8 2 四 考试

0432252214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
Preschool Science Education 2 1.5 0.5 32 24 8 2 五 考试

0432272215 学前儿童音乐教育
Preschool Music Education 2 1.5 0.5 32 24 8 2 七 考试

0432272216 学前儿童美术教育
Preschool Art Education 2 1.5 0.5 32 24 8 2 七 考试

0432222217 乐理与视唱
Music Theory and Solfeggio 2 1.5 0.5 32 24 8 2 二 考试

0432222218 钢琴基础（1）
Piano Basics 2 1 1 32 16 16 2 二 考试

0432232218 钢琴基础（2）
Piano Basics 2 1 1 32 16 16 2 三 考试

0432232219 舞蹈基础（1）
Dance Basics 2 1 1 32 16 16 2 三 考试

0432242219 舞蹈基础（2）
Dance Basics 2 1 1 32 16 16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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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0432232220 美术基础（1）
Art Basics 2 1 1 32 16 16 2 三 考试

0432242220 美术基础（2）
Art Basics 2 1 1 32 16 16 2 四 考试

小计 51 36 15 816 576 240

合计 60 45 15 960 720 240

选修

专业

提高

方向

课

程

组

一

0433172201 儿童哲学
Philosophy on Children 2 2 32 32 2 七 考查

带“*”号为必选课程
所有学生在本方向选修 14
学分

0433182202 学前教育社会学
Preschool Educational Sociology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433182203 学前教育管理学
Preschool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433152204 幼儿教师教育专题
Topics on Preschool Teacher Education 2 1.5 0.5 32 24 8 2 五 考查

0433182205 学前比较教育*
Preschool Comparative Education 2 1.5 0.5 32 24 8 2 八 考查

0433182206 学前儿童家庭与社区教育*
Preschool Family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2 1.5 0.5 32 24 8 2 八 考查

0433182207 学前特殊儿童融合教育
Integrated Education for Preschool Special Children 2 1.5 0.5 32 24 8 2 八 考查

课

程

组

二

0433182208 0-3 岁儿童保育与教育
Care and Education for 0-3 Years Old Children 2 1.5 0.5 32 24 8 2 八 考查

0433132209 幼儿教师口语（双语）
Oral Language of Preschool Teachers (Bilingual) 1 0.5 0.5 16 8 8 2/P 三 考查

0433132210 幼儿教师礼仪规范
Preschool Teachers Etiquette Norms 1 0.5 0.5 16 8 8 2/P 三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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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提高

方向

课

程

组

二

0433172211 学前教育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2 1.5 0.5 32 24 8 2 七 考查

0433152212 儿童文学
Literature for Children 2 1.5 0.5 32 24 8 2 五 考查

0433172213 中外幼儿教育名著选读
Selections of Preschool Educational Classics 2 1.5 0.5 32 24 8 2 七 考查

0433172214 学前教育政策与法规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on Preschool Education 2 1.5 0.5 32 24 8 2 七 考查

0433182215 幼儿园教育案例分析
Case Stud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2 1.5 0.5 32 24 8 2 八 考查

小计 14 224

专业

应用

方向

课

程

组

一

0433252201 幼儿园教育环境创设
Creation of Preschool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2 1.5 0.5 32 24 8 2 五 考查

带“*”号为必选课程
所有学生在本方向选修 16
学分。

0433252202 幼儿行为观察与分析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Children’s Behaviors 2 1.5 0.5 32 24 8 2 五 考查

0433252203 幼儿园教育评价
Preschool Education Evaluation 2 1.5 0.5 32 24 8 2 五 考查

0433222204 现代教育技术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 1 1 32 16 16 2 二 考查

0433272205 教育统计与测量（含 SPSS）
Statistics and Measurement in Education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查

0433272206 幼儿心理咨询与行为矫正
Counselling and Modification for Children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查

0433282207 动漫画设计与制作
Design and Production of Cartoon 2 1 1 32 16 16 2 八 考查

0433252208 声乐
Vocal Music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0433242209 钢琴伴奏
Piano Accompaniment 2 1 1 32 16 16 2 四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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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应用

方向

课

程

组

二

0433252210 幼儿舞蹈创编*
Children’s Dance Creation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0433252211 绘画与手工*
Painting and Craftsmanship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0433272212 儿童画创作
Children’s Painting Creation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查

0433272213 舞蹈表演
Dance Performance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查

0433252214 儿童歌曲弹唱*
Children’s Songs Playing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0433272215 儿童剧创作与表演
Children’s Drama Creation and Performance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查

0433272216 音乐欣赏
Music Appreciation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查

0433272217 美术欣赏
Art Appreciation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查

小计 16 256

合计 30 480

微专业
选修

课程编号、课程名称，由学生自主选修的微专业在教务系统内自
动生成。

微专业课程模块，由学生自
主选修，不计入主修专业总
学分、学时。修满微专业合
格课程的，由微专业开设高

校颁发证书。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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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选修

基础

实践

043416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六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各专业根
据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开设，
不少于 32学时。
教育实习与研习期间含劳
动教育实践。

0434162202 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实训
Basic Professional Skills Training for Teachers 0.5 0.5 1周 六 考查

小计 1.5 1.5 1周
+32

专业

实践

0434232201 专业见习（一）
Professional Observation 0.5 0.5 1周 三 考查

0434242202 专业见习（二）
Professional Observation 0.5 0.5 1周 四 考查

0434252203 专业见习（三）
Professional Observation 0.5 0.5 1周 五 考查

小计 1.5 1.5 3周

综合

实践

0434362201 教育实习与研习
Education Practice and Research 9 9 18周 六 考查

0434382202 毕业论文（设计）
Graduation Thesis（Design） 6 6 6周 八 考查

0434382203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3 八 考查

小计 18 18 24周

项目化课

程——运

河文化体

验课程

学前教育专业导论（运河文化概述）、美术基础（一）（实践基础）、
美术基础（二）（实践基础）、绘画与手工（实践体验）、幼儿园教
育活动设计与指导（方法程序）、学前儿童美术教育（课程设计）

考查
非独立设课，分模块附设在
系列专业课程中。

合计 21 21 28周
+32

总计 161 2336+
28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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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1：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考试

“四史”教育 0.2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2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0.2 考试

形势与政策 0.1 考查

第二课堂 0.1 考查

A1-2：遵守教师职业道德和

社会法律规范，具有依法执

教意识和观念；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考试

学前教育法规与政策 0.3 考查

幼儿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3 考试

幼儿教师教育专题 0.1 考查

第二课堂 0.1 考查

A1-3：具有高雅的审美品

味、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体

魄。

公共艺术课程 0.1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3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 0.1 考查

幼儿教师教育专题 0.1 考查

公共体育 0.2 考试

军事理论与训练 0.1 考查

第二课堂 0.1 考查

A2-1：具有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富有社会

责任感；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1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0.1 考试

“四史”教育 0.1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2 考查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0.2 考查

第二课堂 0.1 考查

A2-2：热爱学前教育事业、

喜爱幼儿，具有职业理想、

信念和敬业精神；

幼儿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2 考试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0.2 考查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0.1 考查

专业教育导论 0.3 考查

专业见习、教育实习 0.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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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2-3：形成正确的儿童观、

教师观和教育观，具有科学

育人的意识；

幼儿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2 考试

幼儿教师教育专题 0.1 考查

学前教育学 0.2 考试

学前心理学 0.2 考试

专业教育导论 0.1 考查

专业见习、教育实习 0.2 考查

A2-4：尊重幼儿人格和自主

学习探究的精神、建立民主

平等的师幼关系；

学前心理学 0.2 考试

幼儿园班级管理 0.3 考试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0.1 考试

幼儿园游戏与指导 0.1 考试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 0.1 考试

专业见习、教育实习 0.2 考查

A2-5：富有爱心、耐心、细

心、责任心，做幼儿健康成

长的启蒙者和引路人。

学前心理学 0.1 考试

幼儿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3 考试

幼儿教师教育专题 0.1 考查

学前教育学 0.2 考试

专业教育导论 0.1 考查

专业见习、教育实习 0.2 考查

B1-1：具有丰富的人文、社

会、自然科学素养和深厚的

文化底蕴；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 0.4 考试

公共艺术课程 0.1 考试

军事理论与训练 0.1 考查

人文科学模块课程 0.1 考查

社会科学模块课程 0.1 考查

自然科学模块课程 0.1 考查

儿童文学 0.1 考查

B1-2：具备系统全面的学科

基础知识，了解幼儿身心发

展的一般规律和学习特点；

教育学原理 0.2 考试

中国教育史 0.2 考试

外国教育史 0.2 考试

普通心理学 0.2 考试

学前心理学 0.1 考试

专业教育导论 0.1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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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1-3：掌握扎实的保教基础

知识和领域教育教学知识，

注重知识间的联系和整合。

学前教育学 0.2 考试

学前卫生学 0.2 考试

0-3 岁儿童保育与教育 0.05 考查

学前儿童健康教育 0.1 考试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 0.1 考试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 0.1 考试

学前儿童美术教育 0.1 考试

学前儿童音乐教育 0.05 考试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 0.05 考试

专业见习、教育实习 0.05 考试

B1-4：了解国内外学前教育

发展动态，具有外文基础和

国际视野。

中外学前教育史 0.2 考试

大学外语 0.3 考试

学前教育专业英语 0.2 考查

学前比较教育 0.3 考查

B2-1：掌握学前保育和教育

的基本方法技能和丰富的

语言表达能力；

学前教育学 0.05 考查

学前卫生学 0.05 考试

学前儿童健康教育 0.1 考试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 0.1 考试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 0.1 考试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 0.1 考试

学前儿童音乐教育 0.05 考试

学前儿童美术教育 0.05 考试

幼儿教师教育专题 0.1 考查

幼儿行为观察与分析 0.05 考查

0-3 岁儿童保育与教育 0.1 考查

幼儿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实训 0.05 考查

专业见习、教育实习 0.1 考查

B2-2：具备课程资源开发、

课程设计与教育活动组织

和指导的能力；

学前课程论 0.1 考试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0.4 考试

幼儿园游戏与指导 0.2 考试

运河文化体验课程 0.1 考查

专业见习、教育实习 0.2 考查

B2-3：使用艺术方法和多媒

体手段进行表达、表现、欣

赏和创作活动的能力；

现代教育技术 0.1 考查

美术基础 0.1 考试

乐理与视唱 0.1 考试

绘画与手工 0.1 考查

声乐 0.1 考查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400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2-3：使用艺术方法和多媒

体手段进行表达、表现、欣

赏和创作活动的能力；

钢琴基础 0.1 考试

舞蹈基础 0.1 考试

幼儿舞蹈创编 0.1 考查

钢琴伴奏 0.1 考查

儿童歌曲弹唱 0.1 考查

B2-4：依据领域教育的特

点、教师及幼儿的智能优

势，因材就势开展教育活动

的能力。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0.2 考试

幼儿园游戏与指导 0.1 考试

学前儿童健康教育 0.1 考试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 0.1 考试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 0.1 考试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 0.1 考试

学前儿童美术教育 0.05 考试

学前儿童音乐教育 0.05 考试

专业见习、教育实习 0.2 考查

C1-1：确立正确的班级管理

观，情系幼儿，获得积极的

班级管理

的经历和体验；

幼儿园班级管理 0.4 考试

专业见习、教育实习 0.4 考查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 0.2 考试

C1-2：熟悉幼儿园班级管理

的方法和程序，能够组织建

立班级秩序与规则；

幼儿园班级管理 0.4 考试

专业见习、教育实习 0.4 考查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 0.2 考试

C1-3：合理规划利用时间、

空间和各种教育资源，建立

良好的班级环境和人际氛

围；

幼儿园班级管理 0.3 考试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0.2 考试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 0.2 考试

专业见习、教育实习 0.3 考查

C2-1：了解幼儿社会性发展

的规律和特点，注重培养幼

儿良好的意志品质和行为

习惯；

学前心理学 0.3 考试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 0.4 考试

幼儿教师教育专题 0.1 考查

专业见习、教育实习 0.2 考查

C2-2：理解环境育人价值，

充分利用园所文化和一日

生活教育契机，对幼儿进行

教育；

学前教育学 0.2 考试

学前课程论 0.2 考试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0.2 考试

幼儿教师教育专题 0.1 考查

专业见习、教育实习 0.3 考查

C2-3：综合利用幼儿园、家

庭和社区各种教育资源，实

施全面育人。

学前教育学 0.1 考试

幼儿园课程论 0.1 考试

学前儿童家庭与社区教育 0.6 考查

专业见习、教育实习 0.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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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D1-1：树立终身学习理念，

具有持续的专业发展意识

和能力；

幼儿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3 考试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0.3 考试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0.1 考查

幼儿教师教育专题 0.1 考查

专业见习、教育实习 0.1 考查

第二课堂 0.1 考查

D1-2：适应新时代教育发展

需求，了解专业发展的规律

特点，

合理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四史”教育 0.1 考查

形式与政策 0.1 考查

幼儿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3 考查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0.3 考查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0.1 考查

专业教育导论 0.1 考查

D1-3：具有实践反思和创新

意识，掌握批判性反思方法

技能和科研能力，分析解决

实践问题。

幼儿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2 考试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0.3 考试

毕业论文 0.3 考查

第二课堂 0.2 考查

D2-1：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作

用，具有团队协作的精神；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 0.2 考试

学前儿童家庭与社区教育 0.2 考查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0.2 考试

幼儿教师教育专题 0.1 考查

第二课堂 0.2 考查

教育实习 0.1 考查

D2-2：掌握交往合作技能，

具有小组互助和合作学习

体验；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 0.2 考试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0.2 考试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0.1 考试

幼儿园游戏与指导 0.2 考查

教育实习 0.1 考查

第二课堂 0.2 考查

D2-3：具备与领导、同事、

家长、幼儿进行有效沟通的

技能，能够积极适应和改变

环境

学前儿童家庭与社区教育 0.5 考查

幼儿教师教育专题 0.2 考查

专业见习、教育实习 0.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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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0432112201 教育学原理

0432112202 普通心理学

0432112203 中国教育史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教育学原理

0432122204 外国教育史 教育学原理、中国教育史

0432112205 专业教育导论 教育学原理、中国教育史

专业

核心

课程

0432232201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原理、专业教育导论

0432222202 学前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专业教育导论

0432232203 学前卫生学 学前教育学、专业教育导论

0432242204 学前课程论
学前教育学、中国教育史、外国

教育史

0432252205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学前教育学、学前课程论

0432252206 幼儿园游戏与指导
学前教育学、幼儿园课程理论、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0432242207 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思想道德与法治、学前教育学

0432272208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学前教育学

0432252209 中外学前教育史 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

0432242210 幼儿园班级管理 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

0432242211 学前儿童健康教育 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

0432252212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 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

0432242213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 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

0432252214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 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

0432272215 学前儿童音乐教育

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

乐理与视唱

钢琴基础、舞蹈基础

0432272216 学前儿童美术教育
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

美术基础、

0432222217 乐理与视唱 学前心理学、学前教育学

0432222218 钢琴基础（1） 乐理与视唱

0432232218 钢琴基础（2） 乐理与视唱

0432232219 舞蹈基础（1） 乐理与视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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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专业

核心

课程

0432242219 舞蹈基础（2） 乐理与视唱

0432232220 美术基础（1） 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

0432242220 美术基础（2） 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0433172201 儿童哲学 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

0433182202 学前教育社会学 学前教育学

0433182203 学前教育管理学 学前教育学

0433152204 幼儿教师教育专题 学前教育学、中外教育史

0433182205 学前比较教育 学前教育学、中外教育史

0433182206 学前儿童家庭与社区教育 学前教育学、学前卫生学

0433182207 学前特殊儿童融合教育 学前卫生学、学前心理学

0433182208 0-3岁儿童保育与教育
学前教育学、学前卫生学

学前心理学

0433132209 幼儿教师口语（双语） 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

0433132210 幼儿教师礼仪规范 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

0433172211 学前教育专业英语 大学英语、学前教育学

0433152212 儿童文学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

学前心理学

0433172213 中外幼儿教育名著选读
中外学前教育史

学前比较教育

0433172214 学前教育政策与法规 学前教育学、形式与政策

0433182215 幼儿园教育案例分析
幼儿园班级管理

学前心理学、学前教育学

专业

应用

方向

0433252201 幼儿园教育环境创设

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

学前卫生学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0433252202 幼儿行为观察与分析
学前心理学、学前课程论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0433252203 幼儿园教育评价

学前教育学

幼儿行为观察与分析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0433222204 现代教育技术 教育学原理

0433272205 教育统计与测量（含 SPSS） 现代教育技术

0433272206 幼儿心理咨询与行为矫正

学前心理学、学前卫生学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

学前儿童健康教育

0433282207 动漫画设计与制作 美术基础、现代教育技术

0433252208 声乐 乐理与视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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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专业

应用

方向

0433242209 钢琴伴奏 钢琴基础

0433252210 幼儿园舞蹈创编 舞蹈基础

0433252211 绘画与手工 美术基础

0433272212 儿童画创作 美术基础

0433272213 舞蹈表演 舞蹈基础

0433252214 儿童歌曲弹唱 乐理与视唱、钢琴基础

0433272215 儿童剧创作与表演 幼儿园语言教育、儿童文学

0433272216 音乐欣赏 乐理与视唱、钢琴基础

0433272217 美术欣赏 美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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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美育课程

大学外语

身心健康

军事

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

736 42 26％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创新创业教育

128 8 5%

注
人文社会与科学素

养课程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美育课程

军事

人文科学素养选修

社会科学素养选修

自然科学素养

432 28 17%
（≥总学分的 10%）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144 9
37%

（≥总学分的 35%）
专业核心课程 816 51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专业提高课程

专业应用课程
480 30 19%

实践

教学

基础实践 32+1周 1.5

13% 35%～37%
（不低于

20%，教育

实践≥18
周）

专业实践 3周 1.5

综合实践 24周 18

注

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216 12
22%～24%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实践 240 15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专业选修课程实践 136～184 8.5～11.5

合计 2336+28周 161 100%

九、其他说明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3.5 23.5 24 24 25.5 10.5 18 12 161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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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心理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The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Applied Psychology
（专业代码：071102）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人文和科学素养深厚，掌握 1门外语，熟练掌握基

本的心理学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研究方法，具有国际视野、社会责任感、创新创业意识和自我发

展潜质，能够运用心理学理论、方法和技术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心理产

品与服务的高水平应用型专门人才。

未来 3-5 年，毕业生能在教育、商业、卫生、司法、行政、社会组织等领域，胜任心理教育与

辅导、人才测评与管理、社会心理服务等工作，并取得相应成就。

目标 1：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人文科学素养深厚，掌握 1门外语。

目标 2：掌握基本的心理学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研究方法，能够运用心理学理论、方法和技

术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心理产品与服务。

目标 3：能在教育、商业、卫生、司法、行政、社会组织等领域胜任心理教育、测评、咨询、

培训、辅导、管理和服务等工作。

目标 4：具有国际视野、社会责任感、创新创业意识和自我发展潜质。

（二）毕业要求

1.核心素养（A）

A1.思想品德素养：学生能够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具有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A2.人文科学素养：学生具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的深厚素养；

A3.专业素养：学生能够掌握本专业的科学思维方法，具备独立获取专业知识、提出研究问题、

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专业意识，能够认识到心理学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A4.创新创业素养：学生具有一定的创新精神（批判性思维能力）、创业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A5.身心素养：学生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基本的审美能力。

2.知识结构（B）

B1.人文社科知识：学生能够掌握人文、社会及科学等领域的相关知识；

B2.工具性知识：学生能够掌握外语及信息技术应用等方面的知识，掌握文献检索和专业论文

写作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B3.专业基础知识：学生系统掌握心理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407

B4.专业技能知识：学生能够掌握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如实验设计、测量技术和统计分析

等方面的知识；能够掌握心理咨询与辅导、人才测评与管理等方面的基本技能；

B5.学科发展知识：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了解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学科前沿和发展趋势；

了解心理学相关领域或学科的发展动态。

3.能力结构（C）

C1.信息获取能力：具备中外文资料查询、文献检索以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基

本能力；能够在指导下阅读和翻译本专业外文文献资料；

C2.专业基本能力：能够运用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发现、提出、分析和解决专业基本问题，

具备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

C3.专业应用能力：能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解决心理咨询与辅导、人才测评与

管理等领域的实际问题，能在指导下开展研究和应用工作；

C4.言语交流能力：具有基本的专业写作和交流能力；

C5.自我提升能力：具有较强的自我发展潜质，能够自主学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本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A1.思想品德素养 H L L M

A2.人文科学素养 H L L M

A3.专业素养 L H H M

A4.创新创业素养 L M M H

A5.身心素养 H L L M

B1.人文社科知识 H L L M

B2.工具性知识 H M M L

B3.专业基础知识 L H M L

B4.专业技能知识 L H H M

B5.学科发展知识 L M M H

C1.信息获取能力 H M L H

C2.专业基本能力 L H H L

C3.专业应用能力 L M H L

C4.语言交流能力 M M H L

C5.自我提升能力 L M M H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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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四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计划总学时为 2320学时+15周，总学

分为 158学分。允许学生在 3～8年内修满学分学生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

学位授予条件者，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心理学。

主要课程：普通心理学、人体解剖生理学、高等数学基础、心理学史、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

学、实验心理学、心理与教育统计、心理与教育测量、认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生

理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心理学研究方法、咨询心理学。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本专业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基础实践、专业实践和综合实践。基础实践包括劳动教育与实

践、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服务；专业实践包括基础实验、专业实验、专业实训等；综合实践包

括第二课堂、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等。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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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
政治
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分为
实践学分；
2.“四史”教育，在 4门中
选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据
《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
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意
见》（教社科〔2018〕1号）、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
（教社科〔2018〕2号）、《教
育部办公厅关于在思政课
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重点
的“四史”教育的通知》、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
（2021—2025年）》（教督
〔2021〕1号）等文件精神
开课，包括“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
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好
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Theori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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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
课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术

课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至少选
修 1门、2学分。学生自主
选修课程包括《音乐鉴赏》
《中国美术史》《东昌府本
版年画艺术》《山东民歌赏
析》《艺术与审美》《带你听
懂中国传统音乐》《中国传
统音乐作品》《视觉艺术设
计》《音乐与社会》等，详
细课程名单见每学期选课
通知。

大学
外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学
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
《大学俄语》《大学日语》
《大学韩国语》《大学西班
牙语》中任意一种语言模块
课程。具体课程名称、课程
号依学生选修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对
未达到《大学英语教学指
南》（2020版）基础目标的
学生继续开设《大学英语
（四）》，对已达到较高水平
的学生，根据各学院、专业
发展要求和学生多元需开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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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设《高级英语》、《专门用途
英语》和《跨文化交际》等
课程，供学生选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开
课。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公
共体育”课程，每一学年学

生须在篮球、排球、足球、

太极拳、网球、健身田径、

软式排球、健美操、武术、

乒乓球、拳击、散打、羽毛

球、垒球

体育舞蹈、体育游戏等项目

中选择一项不同运动项目

作为学习内容，满足掌握 2
项运动健身技能的要求。

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为

实践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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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能
训练 1学分为实践教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教
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学院
授课，第二学期在西校区学
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期
第 1-2周，不计入总学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课。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职业
规划
与就
业指
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16 1 一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
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心
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16 1 六

合计 40 28 12 704 488 216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需在本模块选够 2学分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需在本模块选够 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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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创新创业教育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创新创业模块中“创新基
础”（3101222201）、“创业
基础”（3101242202）为限
选课程，两门课程各1学分，
所有专业学生均需修读。

学分合计：46 ， 其中理论学分： 34 、实践学分： 12 ；学时合计：800，其中理论学时： 584 、实践学时：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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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0442112201 普通心理学
General Psychology 4 3 1 64 48 16 4 一 考试

0442112202 人体解剖生理学
Human Anatomy Physiology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0442112208 专业教育导论
Introduction to Professional Education 1 1 16 16 1 一 考查

10021322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2 2 32 32 2 一 考试

0442122204 心理学史
History of Psychology 4 4 64 64 4 二 考试

小计 14 12 2 224 192 32

专业

核心

课程

0442222201 发展心理学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 3 1 64 64 4 二 考试

0442232202 教育心理学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 3 1 64 64 4 三 考试

0442232203 心理与教育统计
Statistics for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4 3 1 64 48 16 4 三 考试

0442232204 人格心理学
Personality psychology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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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必修

课程

专业

核心

课程

0442232205 生理心理学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442242206 实验心理学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4 3 1 64 48 16 4 四 考试

0442242207 心理与教育测量
Psych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442242208 社会心理学
Social Psychology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442242209 认知心理学
Cognitive Psychology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442252210 咨询心理学
Counseling Psychology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试

0442252211 管理心理学
Management Psychology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试

0442252212 心理学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in Psychology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试

0442262213 变态心理学
Abnormal Psychology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试

小计 43 32 11 688 512 176

合计 57 44 13 912 70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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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选修

课程

专

业

提

高

方

向

专

业

理

论

提

高

课

程

组

0443142201 教育学原理
Principles of Pedagogy 2 2 32 32 2 四 考试

本专业学生须至少选修 4门
专业理论提高课程

0443152201 教育心理学研究进展
Research Advances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0443162203 文化心理学
Cultural Psychology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0443162204 积极心理学
Positive Psychology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0443172205 进化心理学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查

0443172201 认知神经科学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查

0443172202 情绪心理学
Psychology of Emotion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查

0443182201 语言心理学
Psychology of Language 2 1 1 32 16 16 2 八 考查

专
业
方
法
提
高
课
程
组

0443152207 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本专业学生须至少选修 6门
专业方法提高课程

0443152208 多因素实验设计
Multi-factor Experiment Design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0443152202 心理评估
A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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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选修

课程

专

业

提

高

方

向

专

业

方

法

提

高

课

程

组

0443142210 高级心理统计
Advanced Statistics for Psychology 2 1 1 32 16 16 2 四 考查

0443172211 心理学论文写作指导
Guide to the Writing of Psychological Paper 1 1 16 16 2 七 考查

0443172212 质性研究方法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查

0443162201 心理学研究技术
Psychology Research Technology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小计 20 11 9 320 176 144

专

业

应

用

方

向

心

理

健

康

课

程

组

0443262201 临床心理学
Clinical Psychology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本专业学生须至少选修 3门
心理健康课程

0443262202 学校心理学
School Psychology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0443262203 团体辅导与训练
Group Consultation and training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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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选修

课程

专

业

应

用

方

向

心

理

健

康

课

程

组

0443272205 精神病学基础
Basis of Psychiatrics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443282204 职业健康心理学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2 1 1 32 16 16 2 八 考查

0443282201 家庭教育心理学
Homeeducational Psychology 2 1 1 32 16 16 2 八 考查

人

才

测

评

与

管

理

课

程

组

0443242206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2 1 1 32 16 16 2 四 考试

本专业学生须至少选修 3门
人才测评与管理课程

0443262212 人才测评
Personnel Assessment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0443212201 管理学原理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2 2 32 32 2 一 考试

0443282209 积极组织行为学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443282210 消费心理学
Consumer Psychology 2 1 1 32 16 16 2 八 考查

0443272201 工程心理学
Engineering Psychology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查

小计 12 7 5 192 112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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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选修

课程

专业

任选

课程

0443372201 犯罪心理学
Criminal Psychology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查

本专业学生须至少选修 2门
专业任选课程

0443362201 教学心理学
Instructional Psychology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0443372202 人际关系心理学
Interpersonal Relation Psychology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查

0443382203 环境心理学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 1 1 32 16 16 2 八 考查

0443382204 心理史学
Psychological Historiography 2 1 1 32 16 16 2 八 考查

0443382205 运动心理学
Athletic Psychology 2 1 1 32 16 16 2 八 考查

0443382206 老年心理学
Aging Psychology 2 1 1 32 16 16 2 八 考查

小计 4 2 2 64 32 32

微专

业选

修 小计

合计 138 97 41 2272 1592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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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践

教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044425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小计 1 1 32 32

专业

实践

专业课程实践 29 464

0444262201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9 9周 六

(1-9周)
考查

项目化课程（专业教育导论 1；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
究新进展 2；心理学论文写作指导 1） 4

小计 9 9周

综合

实践

0444282202 毕业论文
Graduation Thesis 6 6周 八 考查

0444282203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八 考查

小计 9 6周

合计 19 32+1
5周

总计 158 98 60
2320
+15
周

1608 712+15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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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环节）与培养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思想品德素养：学生能够掌

握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

分析方法，具有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考试

思想道德与法治 0.1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1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0.1 考试

中国近代史纲要 0.1 考试

形势与政策 0.1
考试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2
考试

“四史”教育 0.2
考试

A2.人文科学素养：学生具有人

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

领域的深厚素养。

公共艺术课程 0.4 考试

军事理论与训练 0.2 考试

人体解剖生理学 0.4 考试

A3.专业素养：学生能够掌握本

专业的科学思维方法，具备独立

获取专业知识、提出研究问题、

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专

业意识，能够认识到心理学在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和作用。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1 考试

专业教育导论 0.1 考查

普通心理学 0.1 考试

发展心理学 0.1 考试

教育心理学 0.1 考试

心理学研究方法 0.1 考试

心理学史 0.1
考试

实验心理学 0.1
考试

管理心理学 0.1
考试

A4.创新创业素养：学生具有一

定的创新精神（批判性思维能

力）、创业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

导
0.2 考查

创新创业教育通识教育选修课 0.3 考查

第二课堂 0.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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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5.身心素养：学生具有健康的

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基本的

审美能力。

公共体育 0.4 考试

人体解剖生理学 0.2 考试

变态心理学 0.2 考试

职业健康心理学 0.2 考查

B1.人文社科知识：学生能够掌

握人文、社会及科学等领域的相

关知识。

“四史”教育 0.2 考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 考试

管理学原理 0.2 考试

教育学原理 0.3 考试

B2.工具性知识：学生能够掌握

外语及信息技术应用等方面的

知识，掌握文献检索和专业论文

写作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大学英语 0.2 考试

专业英语 0.2 考试

心理学研究方法 0.3 考试

心理学论文写作 0.3 考查

B3.专业基础知识：学生系统掌

握心理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发展心理学 0.2 考试

教育心理学 0.2 考试

人格心理学 0.2 考试

社会心理学 0.2 考试

认知心理学 0.1 考试

精神病学基础 0.1 考试

B4.专业技能知识：学生能够掌

握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如实

验设计、测量技术和统计分析等

方面的知识；能够掌握心理咨询

与辅导、人才测评与管理等方面

的基本技能。

心理与教育统计 0.2 考试

实验心理学 0.2 考试

心理与教育测量 0.1 考试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0.1 考试

人事测评与职业规划 0.1 考查

咨询心理学 0.1 考试

家庭教育心理学 0.1 考试

工程心理学 0.1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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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5.学科发展知识：具有一定的

国际视野，能够了解心理学的发

展历史、学科前沿和发展趋势；

了解心理学相关领域或学科的

发展动态。

情绪心理学 0.2 考查

教育心理学研究进展 0.2 考查

心理史学 0.2 考查

文化心理学 0.1 考查

积极心理学 0.1 考查

进化心理学 0.1 考查

认知神经科学 0.1 考查

C1.信息获取能力：具备中外文

资料查询、文献检索以及运用现

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基

本能力；能够在指导下阅读和翻

译本专业外文文献资料。

专业英语 0.5 考试

心理学研究方法 0.5 考试

C2.专业基本能力：能够运用专

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发现、提

出、分析和解决专业基本问题，

具备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

多因素实验设计 0.1 考查

心理评估 0.2 考查

高级心理统计 0.2 考查

质性研究方法 0.2 考查

专业实验实训 0.2 考查

心理学研究技术 0.1 考查

C3.专业应用能力：能够综合运

用所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解

决心理咨询与辅导、人才测评与

管理等领域的实际问题，能在指

导下开展研究和应用工作。

临床心理学 0.2 考查

学校心理学 0.1 考查

团体辅导与训练 0.1 考查

教学心理学 0.1 考查

人才测评 0.1 考查

毕业实习 0.2 考查

毕业论文 0.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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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C4.理解表达能力：具有基本的

专业写作和交流能力。

专业英语 0.1 考试

毕业论文 0.3 考查

毕业实习 0.3 考查

心理学论文写作 0.2 考查

人际关系心理学 0.1 考查

C5.自我提升能力：具有较强的

自我发展潜质，能够自主学习，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毕业实习 0.3 考查

毕业论文 0.4 考查

社会实践 0.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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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性质
课程模块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必

修

课

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0442112208 专业教育导论

0442112201 普通心理学

10021122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442112202 人体解剖生理学

0442122204 心理学史

专业

核心

课程

0442222201 发展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

0442232202 教育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

0442232203 心理与教育统计 普通心理学

0442232204 人格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

0442232205 生理心理学
人体解剖生理学

普通心理学

0442242206 实验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

心理与教育统计

0442242207 心理与教育测量 心理与教育统计

0442242208 社会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

0442242209 认知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

0442252210 咨询心理学 人格心理学

0442252211 管理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

0442252212 心理学研究方法
心理与教育统计、实验心理

学、心理与教育测量

0442262213 变态心理学 人格心理学、咨询心理学

专

业

教

育

选

修

课

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专业理

论提高

方向

0443142201 教育学原理

0443152201 教育心理学研究进展 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

0443162203 文化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

0443162204 积极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

0443172205 进化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

0443172201 认知神经科学
普通心理学

生理心理学

0443172202 情绪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

生理心理学

0443182201 语言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

生理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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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模块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选

修

课

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专业

方法

提高

方向

0443152207 专业英语 大学英语

0443152208 多因素实验设计
实验心理学

心理与教育统计

0443152202 心理评估 心理与教育测量

0443142210 高级心理统计 心理与教育统计

0443172211 心理学论文写作指导 心理科学研究方法

0443172212 质性研究方法 心理科学研究方法

0443162201 心理学研究技术
普通心理学

心理科学研究方法

专业

应用

方向

心理

健康

方向

0443262201 临床心理学 咨询心理学、变态心理学

0443262202 学校心理学 教育心理学、咨询心理学

0443262203 团体辅导与训练 咨询心理学、社会心理学

0443282204 职业健康心理学 管理心理学、人格心理学

0443272205 精神病学基础 普通心理学、变态心理学

0443282201 家庭教育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

人才

测评

与

管理

方向

0443242206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管理学、管理心理学

0443262212 人才测评
心理与教育测量

管理心理学

0443212201 管理学原理

0443282209 积极组织行为学 管理学、管理心理学

0443282210 消费心理学 管理学、管理心理学

0443272201 工程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

专业

任选

课程

0443372201 犯罪心理学 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

0443372202 人际关系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

0443382203 环境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

0443362201 教学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

0443382204 心理史学 心理学史

0443382205 运动心理学 职业健康心理学

0443382206 老年心理学 发展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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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704（其中，

理论课堂教

学 488学时，

实践教学

216学时，不

含军事技能

训练 2周）

40（含实践

12） 25.3%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96 6 3.8%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224 14（含实践

2） 8.9%

专业核心课程 688 43（含实践

11） 27.2%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576 36（含实践

16） 22.8%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216 12

38.0%
基础实践 32 1

专业实践 464+9周 38（9）

综合实践 6周 9

合计 2320+15周 158

九、其他说明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5 23 26 29 20 21 8 6 158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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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Major

（专业代码：040104）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针对国家教育信息化和教育现代化的决策部署，立足山东、面向全国，培养坚守党的教

育方针，具备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人文科学素养和师德素养，掌握现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通

用技术、教育教学等学科知识与技能，能胜任中学信息技术、通用技术、人工智能与创客教育教学、

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信息化教学环境构建与维护工作的自我发展型高素质复合应用型人才。

毕业生 5年左右培养目标发展预期如下：

目标 1：成长为师德内化、师风康健、富有追求的优秀教师表率。

能在始终不移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深化以德施教、以

德育人的本领，把优良的师德师风转化为行为的底色，并乐于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引领者，累积出

为教育奋斗终生的梦想追求，获得师德标兵、教书育人先进个人、为人师表模范等荣誉称号。

目标 2：成长为深悟教育政策内涵、实践能力突出、知行合一的实战型教师。

能够深切领悟并校本化地落实国家教育信息化 2.0、教育现代化 2035等教育政策，与人工智能

教育、智慧化学习等技术发展同步，在教育教学和管理中发挥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能力、信息化教

学环境构建与维护能力，成为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倡导者、践行者和引领者。

目标 3：成长为洞悉教学规律、教学与育人能力突出、体现技术特色的专家型教师。

能够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教育教学规律的把握，具有娴熟的教学设计、教学组织与实施等

能力，并成长为中学信息技术、通用技术学科教学的带头人；能够发挥信息化教学的优势，结合中

学生的特点和学科要求开展教学改革，在教学中起到典型示范作用，获得优秀学科教师、优秀班主

任等荣誉称号。

目标 4：成长为与时俱进、追求卓越、把握技术变革的发展型教师。

能够跟踪技术变革、教育教学改革的步伐，具有强烈的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意识，具备国际视

野和与团队沟通协作的能力，能把握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趋势，根据时代要求和现实需求开展教育

教学研究，获得优秀教研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二）毕业要求

1.践行师德（A）

A1.师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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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社会规范。能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政治

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能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己任。

A1-2：职业道德。能够遵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依法执教意识，立志成为有理想信

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A2.教育情怀与个人修养

A2-1：教育情怀。具有从教意愿，认同教师工作的意义和专业性，具有积极的情感、端正的态

度、正确的价值观。

A2-2：个人修养。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尊重学生人格，富有爱心、有

亲和力、举止文明得体，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2.学会教学（B）

B1.知识素养

B1-1：科学人文知识素养。具有一定的人文与科学素养，了解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了解中国

教育基本情况，具有相应的艺术欣赏与表现知识。

B1-2：技术学科知识素养。掌握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通用技术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

基本技能，理解学科知识体系基本思想和方法；了解理学等相关学科基本知识和联系；了解信息技

术、通用技术学科与现代科学技术、社会生产生活的联系。

B1-3：教育教学知识素养。了解中学生身心发展和学科认知特点；掌握教育学知识、心理学知

识、传播学知识、教学设计理论等方面的知识；

B2.教学能力

B2-1：技术学科教学能力。能够依据信息技术、通用技术、人工智能、创客教育等技术学科课

程标准编写教学方案、设计相关学习活动；能够将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整合应用到教学中；具有扎实

的三字一话基本功。

B2-2：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能力：包括平面、动画、视频、网站、软件等各类教育资源的设计、

开发能力；

B2-3：信息化教学环境构建与维护能力：包括智慧教室、计算机机房、科技创新实验室、录播

教室、校园电视台广播台、计算机网络等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管理和应用的能力；各

种教育媒体的选择、应用与维护能力；

3.学会育人（C）

C1.班级指导

C1-1：班级组织。掌握班级组织与建设的工作规律和基本方法，学会引导中学生进行自我管理

和形成集体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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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德育心理教育。树立学生为本，德育为先理念，了解中学德育原理与方法；能够在班主

任工作实践中，参与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等教育活动的组织与指导，获得积极的体验。

C2.综合育人

C2-1：学科教学育人。理解信息技术、通用技术学科在培养科学素养、团队协作的育人价值，

能够有机结合学科教学进行育人活动。

C2-2：文化活动育人。了解学校文化活动、科技活动等教育活动的育人内涵和方法，通过组织

科学技术竞赛、科技作品创作活动，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

4.学会发展（D）

D1.学会反思

D1-1：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具备终身学习意识，掌握终身学习、网络学习的方法和技能，

能够根据时代和教育发展需求，进行学习和职业生涯规划，积极参加专业培训，不断提高自身专业

素质。

D1-2：教学研究和专业发展能力。了解国内外科学技术教育改革发展动态，具有一定创新意识，

掌握教育研究、教育统计、教育技术研究的一般方法；能够能基于自身实践设计、开展教育教学研

究，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问题，并根据研究结果改进教学实践。

D2.沟通合作

D2-1：沟通能力。能与学生、同事、家长进行有效沟通，促进自身发展。

D2-2：团队协作能力。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作用，具有团队协作精神，掌握沟通合作技能，能与

同事合作交流，分享经验和资源，共同发展。

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A1. 师德规范 H

A2. 教育情怀与个人修养 H

B1. 知识素养 H H

B2. 教学能力 H H

C1. 班级指导 H

C2. 综合育人 H H

D1. 学会反思 H

D2. 沟通合作 H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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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四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允许学生在 3～6 年内修满学分。计

划总学时为 2356学时，总学分为 161学分。学生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

位授予条件， 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物理学、教育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主要课程：教育技术类课程：教育技术学导论、教育传播学、学习的科学与技术、教学系统设

计、教育统计与测量、教育技术研究方法、教育媒体理论与实践、网络技术。

教育资源开发类课程：摄影技术与艺术、平面设计、Web前端设计、计算机二维动画设计、计

算机三维建模设计、教育电视节目编导与制作、多媒体课件设计与开发、程序设计基础。

教师教育类课程：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教育学概论、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心理健康与道

德教育、信息技术教学论、通用技术教学论、教学基本技能综合训练、班主任工作。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军事训练、校内劳动实践、专业实验、专业综合训练（专业实训）、

专业见习与实习、毕业论文（设计）等。

其中专业实验是要包括：摄影技术与艺术、平面设计、Web前端设计、计算机二维动画设计、

计算机三维建模设计、教育电视节目编导与制作、程序设计基础、多媒体课件设计与开发、教育媒

体理论与实践、计算机网络等。

综合训练（实训）项目包括：多媒体课件制作综合训练、教育电视节目制作综合训练、教学基

本技能综合训练、教学软件开发综合训练、通用技术创作综合训练。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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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
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
设
学
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
论

实践
（含实验、
上机、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
政治
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分为
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门中选
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据
《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
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意
见》（教社科〔2018〕1号）、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教育部
办公厅关于在思政课中加强
以党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
教育的通知》、教育部《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
评估实施方（2021—2025
年）》（教督〔2021〕1号）
等文件精神开课，包括“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好
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Theori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433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
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
设
学
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
论

实践
（含实验、
上机、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
课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

术课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至少选修
1门、2学分。学生自主选修
课程包括《音乐鉴赏》《中
国美术史》《东昌府本版年
画艺术》《山东民歌赏析》
《艺术与审美》《带你听懂
中国传统音乐》《中国传统
音乐作品》《视觉艺术设计》
《音乐与社会》等，详细课
程名单见每学期选课通知。

大学
外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学
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
《大学俄语》《大学日语》
《大学韩国语》《大学西班
牙语》中任意一种语言模块
课程。具体课程名称、课程
号依学生选修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对
未达到《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2020版）基础目标的学生
继续开设《大学英语（四）》，
对已达到较高水平的学生，
根据各学院、专业发展要求
和学生多元需求开设《高级
英语》、《专门用途英语》
和《跨文化交际》等课程，
供学生选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开
课。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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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
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
设
学
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
论

实践
（含实验、
上机、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公
共体育”课程，每一学年学生

须在篮球、排球、足球、太

极拳、网球、健身田径、软

式排球、健美操、武术、乒

乓球、拳击、散打、羽毛球、

垒球

体育舞蹈、体育游戏等项目

中选择一项不同运动项目作

为学习内容，满足掌握 2项
运动健身技能的要求。

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为

实践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
二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能
训练 1学分为实践教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教
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学院
授课，第二学期在西校区学
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期
第 1-2周，不计入总学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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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
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
设
学
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
论

实践
（含实验、
上机、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16 1 一 考查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
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心
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16 1 六 考查

合计 42 30 12 736 520 216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1.选修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模块课程 6学分。
2.创新创业模块中“创新基
础”（3101222201）、“创业
基础”（3101242202）为限选
课程，两门课程各 1学分，
所有专业学生均需修读。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信
息、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创新创业教育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教师教育 主要涵盖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教育技术等的通识教育课程

学分合计：50， 其中理论学分：38、实践学分：12；学时合计：854，其中理论学时：548、 实践学时：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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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验、
上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必修
课程

专业

基础

课程

1002112202 高等数学（二级，上）
Advanced Mathematics (Level 2,Volume I ) 4 4 64 64 4 一 考试

1002122202 高等数学（二级，下）
Advanced Mathematics (Level 2,Volume II) 4 4 64 64 4 二 考试

1002132201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2 2 32 32 2 三 考试

10021322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小计 12 12 192 192

专业

核心

课程

1612212201 教育技术学导论
Education Technologies 2 2 32 32 2 一 考试

1612212202 摄影技术与艺术
Photography Techniques & Art 3 1 2 48 16 32 3 一 考查

1612212203 程序设计基础
Fundamentals of Programming Design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612222201 教育传播学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2 2 32 32 2 二 考试

1612222202 教育电视节目编导与制作
Educational TV Program Direct & Produce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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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验、
上机、其他

等）

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必修
课程

专业

核心

课程

1612222203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Design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查

1612232201 学习的科学与技术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Learning

2 2 32 32 2 三 考试

1612232202
教育媒体理论与实践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structional Media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1612232203 网络技术
Network Technology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1612242201 教学系统设计
Instruction System Design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1612242202 多媒体课件设计与开发
Coursewar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3 1 2 48 16 32 3 四 考查

1612242203 教育统计与测量
Statistics and Assessment for Education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查

1612242204 教育技术研究方法
Method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查

小计 39 24 15 630 384 240

合计 51 36 15 822 576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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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验、
上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选修
课程

通用

技术

教育

方向

1613152201 物理学基础
Fundamentals of Physics 4 2 2 64 32 32 4 五 考试

1613152202 电子技术基础
Fundamentals of Electronics Technology 4 2 2 64 32 32 4 五 考试

1613152203 技术设计与制图
Technical design and drafting 3 1 2 48 16 32 3 五 考查

1613152204 基本技术工艺训练（实训）
Training of General Technology Skill 3 3 96 96 6 五 考查

1613152205 智能控制与机器人
intelligent control and robot 3 1 2 48 16 32 3 五 考查

1613172201 技术作品创作综合训练（实训）
Creation of Technology Production 2 2 2周 2周 七 考查

1613172202 通用技术选修模块研修
Modern home economics and fashion design 3 1 2 48 16 32 3 七 考查

1613182201 中外科学技术史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1 1 32 16 16 2 八 考查

1613182202 系统论与控制论
Systems theory and cybernetics 2 1 1 32 16 16 2 八 考查

1613282203 教育信息化环境建设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3 1 2 48 16 32 3 八 考查

小计 29 10 19 480 160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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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验、
上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工

智能

教育

方向

（信息

技术）

1613252201 数据结构与算法
Data Structure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查

1613252202 数据管理与分析
Data management and analysis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查

1613252203 人工智能教育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3 2 1 48 32 16 4 五 考查

1613252204 Web应用程序开发（上机)
Web Programing Development 2 2 64 64 4 五 考查

1613252205 移动应用程序开发（上机）
Mobile Programing Development 2 2 64 64 4 五 考查

1613252206 STEAM与创客教育
STEAM and Maker education 3 1 2 48 16 32 3 五 考查

1613272201 Python与图形化程序设计
Open source hardwar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查

1613272202 教育游戏设计与开发（上机）
Educational Game Design & Development 2 2 64 64 4 七 考查

1613282201 教育软件开发综合训练（实训）
Combined Training of Educational Software 3 3 3周 3周 八 考查

1613282202
教育虚拟与增强现实技术

Educational Virtual and augmented Reality
Technology

3 1 2 48 16 32 3 八 考查

小计 26 9 17 464 14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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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验、
上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选修
课程

专业

任选

课程

1613312202 艺术设计基础
Fundamentals of Art & Design 3 1 2 48 16 32 3 一 考查

所有选修课程共需选修 15
学分。

1613322202 音乐基础
Fundamentals of Music 2 1 1 32 16 16 2 二 考查

1613372201 专业英语
English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1613372202 教育技术名著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1613372203 教育音频节目创作
Production of Educational Audio Program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查

1613372204 在线与远程教育
Online and distance education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查

1613382201 教育技术前沿解读
Educational Technology Frontie 1 1 16 16 1 八 考查

1613382202 教育培训课程开发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urriculum development 2 1 1 32 16 16 2 八 考查

1613382203 知识管理概论
Introduction to Knowledge Management 2 1 1 32 16 16 2 八 考查

1613382204 MOOC选修
MOOC 2 八 考查

小计 20 9 9 288 144 144

合计 75 28 45 1232 448 784

（学生应修学分、学时） 15 6 9 304 96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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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验、
上机、其他

等）

教师

教育

课程

必修

0402232201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Developmental and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 2 32 32 2 三 考试

1.信息技术教学论与通用

技术教学论为方向选修。

2.必修 13学分

0402232202 教育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402242204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Occupational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1 1 16 16 1 四 考试

0402242207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Mental Health and Moral Education 1 1 16 16 1 四 考试

0403342201 班主任工作
Class Management 2 2 32 32 2 四 考试

1613452201 信息技术教学论
Teaching Theor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查

1613452202 通用技术教学论
Teaching Theory of General Technology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查

1613462201 教学基本技能综合训练（实训）
Combined Training of Basic Teaching Skill 2 2 2周 六 考查

小计 13 10 3 176 160 16

选修

040335220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Education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1 1 16 16 1 五 考试

选修至少选修 1学分

0402242208 教育公共政策
Public Policy on Education 1 1 16 16 1 五/六 考试

0402242209 家庭教育学
Family Pedagogy 1 1 16 16 1 五/六 考试

1613482201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the
Curriculum

2 1 1 32 16 16 2 八 考查

小计 5 4 1 80 64 16

合计 18 14 4 256 224 32 至少选修 14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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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验、
上机、其他

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161413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2 三 考查

必修共 31学分

小计 1 1 32 32

专业

实践

1614212201 平面设计（上机）
Graphic designing 2 2 64 64 4 一 考查

1614222202
教育电视节目制作综合训练（实训）

Combined training of Making TV Program
Production

3 3 3周 3周 二 考查

1614232201 计算机二维动画设计（上机）
Computer 2DAnimation Design 2 2 64 64 4 三 考查

1614242201 计算机三维建模设计（上机）
Computer 3D Modeling Design 2 2 64 64 4 四 考查

1614242202
多媒体课件制作综合训练（实训）

Combined Training of Making Multi-media
Courseware

3 3 3周 3周 四 考查

1614252201 Web前端设计（上机）
Web Front-end Design 2 2 64 64 4 五 考查

小计 14 14 256
6周

256
6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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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验、
上机、其他

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综合

实践

1614362201
中小学科技创新指导

Guid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1 1周 1周 六 考查

必修共 31学分

1614362202 教育见习与实习
Practice 6 16

周
16周 六 考查

1614382201 毕业论文（设计）
Thesis 6 12

周
12周 八 考查

1614382203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room 3 八 考查

小计 16 29
周

29周

选修

1614482201 创新创业实践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2 八 考查

小计 2

合计 33 35
周

35周

总计 161 90 71 2356 1388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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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1：社会规范。能够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思想认同、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

认同。能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

树人为己任。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考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0.1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概论

0.1 考试

形势与政策 0.1 考查

教育见习与实习 0.1 考查

A1-2：职业道德。能够遵守中小学教师

职业道德规范，具有依法执教意识，立

志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

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3 考试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考试

教育见习与实习 0.5 考查

A2-1：教育情怀。具有从教意愿，认同

教师工作的意义和专业性，具有积极的

情感、端正的态度、正确的价值观

教育学概论 0.2 考试

班主任工作 0.2 考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2 考试

教育见习与实习 0.4 考查

A2-2：个人修养。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

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尊重学生人格，

富有爱心、有亲和力、举止文明得体，

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

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人文社会科学选修 0.3 考试

音乐基础 0.3 考查

艺术设计基础 0.4 考查

B1-1：科学人文知识素养。具有一定的

人文与科学素养，了解中国优秀的文化

传统，了解中国教育基本情况，具有相

应的艺术欣赏与表现知识。

人文社会科学选修 0.6 考试

音乐基础 0.2 考查

艺术设计基础 0.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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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1-2：技术学科知识素养。掌握信息技

术、通用技术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原

理和基本技能，理解学科知识体系基本

思想和方法；了解理学等相关学科基本

知识和联系；了解信息技术、通用技术

学科与现代科学技术、社会生产生活的

联系。

数据结构与算法 0.2 考查

数据管理与分析 0.2 考查

人工智能教育 0.2 考查

Python与图形化程序设计 0.2 考查

移动应用程序开发（上机） 0.2 考查

B1-2：技术学科知识素养。掌握信息技

术、通用技术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原

理和基本技能，理解学科知识体系基本

思想和方法；了解理学等相关学科基本

知识和联系；了解信息技术、通用技术

学科与现代科学技术、社会生产生活的

联系。

物理学基础 0.2 考查

电子技术基础 0.2 考查

技术设计与制图 0.2 考查

基本技术工艺训练（实训） 0.2 考查

智能控制与机器人 0.2 考查

B1-3：教育教学知识素养。了解中学生

身心发展和学科认知特点；掌握教育学

知识、心理学知识、传播学知识、教学

设计理论等方面的知识；

学习的科学与技术 0.2 考试

教育传播学 0.2 考试

教学系统设计 0.2 考试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2 考试

教育学概论 0.2 考试

B2-1：信息技术、通用技术教学能力。

能够依据信息技术、通用技术学科课程

标准编写教学方案、设计相关学习活

动；能够将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整合应用

到教学中；具有扎实的三字一话基本

功。

信息技术教学论 0.2 考查

通用技术教学论 0.2 考查

教学基本技能综合训练 0.2 考查

中小学科技创新指导 0.1 考查

教育见习与实习 0.3 考查

B2-2：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能力：包括

平面、动画、视频、网站、软件等各类

教育资源的设计、开发能力；

摄影技术与艺术 0.1 考查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0.1 考查

教育电视节目编导与制作 0.1 考查

多媒体课件设计与开发 0.1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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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2-2：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能力：包括

平面、动画、视频、网站、软件等各类

教育资源的设计、开发能力；

平面设计（上机） 0.1 考查

计算机二维动画设计（上机） 0.1 考查

计算机三维建模设计（上机） 0.1 考查

Web前端设计（上机） 0.1 考查

多媒体课件制作综合训练 0.1 考查

教育电视节目制作综合训练 0.1 考查

B2-3：信息化教学环境构建与维护能

力：包括计算机网络等教育信息化基础

设施建设、维护、管理和应用的能力；

各种教育媒体的选择、应用与维护能

力；

教育媒体理论与实践 0.5 考试

网络技术 0.4 考试

毕业论文设计 0.1 考查

C1-1：班级组织。掌握班级组织与建设

的工作规律和基本方法，学会引导中学

生进行自我管理和形成集体观念。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0.3 考试

班主任工作 0.3 考试

教育见习与实习 0.4 考查

C1-2：德育心理教育。树立学生为本，

德育为先理念，了解中学德育原理与方

法；能够在班主任工作实践中，参与德

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等教育活动的组织

与指导，获得积极的体验。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0.3 考试

班主任工作 0.3 考试

教育见习与实习 0.4 考查

C2-1：学科教学育人。理解信息技术、

通用技术学科在培养科学素养、团队协

作的育人价值，能够有机结合学科教学

进行育人活动。

信息技术教学论 0.3 考查

通用技术教学论 0.3 考查

人工智能教育 0.2 考查

STEAM 与创客教育 0.2 考查

教育见习与实习 0.2 考查

C2-2：文化活动育人。了解学校文化和

教育活动的育人内涵和方法，通过组织

科学技术竞赛、科技作品创作活动，对

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

班主任工作 0.3 考试

中小学科技创新指导 0.3 考查

教育见习与实习 0.4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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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D1-1：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具备终

身学习意识，掌握终身学习、网络学习

的方法和技能，能够根据时代和教育发

展需求，进行学习和职业生涯规划，积

极参加专业培训，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

质。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3 考试

教育技术学导论 0.3 考试

学习科学与技术 0.4 考查

D1-2：教学研究和专业发展能力。了解

国内外科学技术教育改革发展动态，具

有一定创新意识，掌握教育研究、教育

统计、教育技术研究的一般方法；能够

能基于自身实践设计、开展教育教学研

究，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问题，并根据

研究结果改进教学实践。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2 考试

教育技术研究方法 0.3 考查

教育统计与测量 0.2 考试

毕业设计（论文） 0.3 考查

D2-1：沟通能力。能与学生、同事、家

长进行有效沟通，促进自身发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2 考试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0.2 考试

班主任工作 0.2 考试

教育见习与实习 0.4 考查

D2-2：团队协作能力。理解学习共同体

的作用，具有团队协作精神，掌握沟通

合作技能，能与同事合作交流，分享经

验和资源，共同发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2 考试

班主任工作 0.3 考试

教育见习与实习 0.5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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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必

修

课

程

学科

基础课

1002112202 高等数学（二级，上）

1002122202 高等数学（二级，下） （二级，上）

1002132201 线性代数 高等数学

10021322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高等数学

专业

核心课

1612212201 教育技术学导论

1612212202 摄影技术与艺术 艺术设计基础

1612212203 程序设计基础

1612222201 教育传播学

1612222202 教育电视节目编导与制作 摄影技术与艺术

1612222203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程序设计基础

1612232201 学习的科学与技术

1612232202 教育媒体理论与实践

1612232203 网络技术

1612242201 教学系统设计

1612242202 多媒体课件设计与开发

1612242203 教育统计与测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1612242204 教育技术研究方法 教育统计与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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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选

修

课

程

通用

技术

教育

方向

1613152201 物理学基础

1613152202 电子技术基础 物理学基础

1613152203 技术设计与制图

1613152204 基本技术工艺训练（实训）

1613152205 智能控制与机器人 电子技术基础

1613172201 技术作品创作综合训练（实训）
技术设计与制图

基本技术工艺训练（实训）

1613172202 通用技术选修模块研修

1613182201 中外科学技术史

1613182202 系统论与控制论

1613282203 教育信息化环境建设 教育媒体的理论与实践

信息

技术

教育

方向

1613252201 数据结构与算法

1613252202 数据管理与分析

1613252203 人工智能教育

1613252204 Web应用程序开发（上机)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上机）

1613252205 移动应用程序开发（上机）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上机）

1613252206 STEAM 与创客教育

1613272201 Python与图形化程序设计

1613272202 教育游戏设计与开发（上机）

1613282201 教育软件开发综合训练（实训

1613282202 教育虚拟与增强现实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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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选

修

课

程

专业

任选

方向

1613312202 艺术设计基础

1613322202 音乐基础

1613372201 专业英语 大学英语

1613372202 教育技术名著选读 专业英语

1613372203 教育音频节目创作

1613372204 在线与远程教育

1613382201 教育技术前沿解读

1613382202 教育培训课程开发

1613382203 知识管理概论

1613382204 MOOC选修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必修

课程

0402232201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402232202 教育学概论

0402242204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402242207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0403342201 班主任工作

1613452201 信息技术教学论

1613452202 通用技术教学论

1613462201 教学基本技能综合训练（实训）

选修

课程

040335220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0402242208 教育公共政策

0402242209 家庭教育学

1613482201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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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实践） 学分（实践）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736（216） 42（12） 26%（7.5%）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8 5%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192 12

32%（9.4%）

专业核心课程 624（242） 39（15）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304（208） 15（9） 9%（5.6%）

教师

教育

课程

必修 176（16） 12（3）
9%（2.5%）

选修 36（16） 2（1）

实践

教学
集中实践

基础 32 1

19%专业 256 14

综合 16

合计 2356（986） 161（71） 100%（44%）

注：括号中为实践学时、学分、比例。

九、其他说明

1．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课程包括通识教育美育课程 2学分，大学外语 12学分，人文社会选修课

程 6学分，即 20学分，不低于 10%（16学分）。

2． 本专业本科生必须修满 12学分的学科基础课程，39学分的专业核心课程，选修不少于 16

学分专业选修课，14学分专业实践课，总计 81学分，占 51%，不少于 50%（80学分）。

3．教师教育课程必修共 13学分，不少于 10学分，信息技术教学论和通用技术教育教学论选择

其中 1门；教师教育选修课程学生至少选修 2学分；教师教育课程共 15学分，不少于 14学分。

4．实践教学包括通识教育 12学分，专业课程 24学分，教师教育 4学分，集中实践环节 31学

分，共 71学分，占比 44%，不低于 30%。

5．选修课程从人工智能教育和通用技术教育中选择一个模块修读，专业任选课程两个方向均可

修读，选修课至少选修 15学分。

6． 实践教学选修用于认定在本专业公开发表论文，专利；在创业实践、各类学科竞赛等活动

并取得一定成绩或成果，最高不超过 6学分。

8．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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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6 26 26 27 20 10 12 14 161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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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编导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Broadcast and Television
Directing Major

（专业代码：130305）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广播电视节目策划、编导、制作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具备较高的政治水平、理

论修养和艺术鉴赏等方面的能力，能在全国广播电影电视系统、文化部门以及融媒体企事业单位从

事影视节目生产制作及新媒体内容生产宣发等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毕业生 5年左右培养目标发展预期如下：

目标 1：成长为各企事业单位宣传部门工作人员。

能够运用广播电视及融媒体相关专业技能对所属企事业单位进行宣传，运用视频、图片、文字、

声音等多媒体手段，通过融媒体平台等各种途径对所属单位进行宣传推广。

目标 2：成长为各地市融媒体中心和电视台的技术骨干。

能够准确把握国家的宣传方针，一直保持技术革新，始终是先进传媒技术的践行者，成为推动

各地市融媒体运营和电视台技术革新的中坚力量。

目标 3：成为各大网络媒体企业的中层技术骨干。

能够熟练掌握网络视频资源的生产和运营，能够根据网络媒体的特性生产相应的视频资源，成

为能够开展集文字、图像、视频于一体的网络传媒资源的生产、分发的网络媒体中层技术骨干。

目标 4：成长为戏剧与影视行业的科研人员和一线教师。

能够通过进一步的升学与进修，最终成为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的戏剧与影视行业的科研人员和一

线教师。

（二）毕业要求

1.知识结构要求（A）

A1.文学类知识：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

A2.艺术知识：艺术史论、艺术门类、不同艺术门类基本特征；

A3.美学知识：美学概论、文艺美学；

A4.广播电视艺术学知识：广播电视史论、广播电视艺术、广播电视技术等；

A5.传播学知识：传播学等；

A6.工具性知识：外语，计算机应用，文献检索等；

A7.本专业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前沿学术讲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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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融媒体传播与运营相关知识：网络与新媒休、融合媒体传播与运营。

2.能力结构要求（B）

B1.获取知识的能力：自学能力，表达能力，信息处理能力；

B2.应用知识能力：综合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B3.创新能力：较强的创新意识，进行创新的初步能力；

B4.写作能力：能够与文字进行专业剧本创作的能力；

B5.动手实践能力：熟练的运用专业设备进行影视加工、制作、存储、传输的能力；

B6.组织、协调能力。

B7.融媒体制作、运营能力：能够运用融媒体手段制作传播相关内容的能力。

3.核心素养结构要求（C）

C1.思想道德素质：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掌领导，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昌

盛而奋斗的志向和责任感；具有爱岗敬业，艰苦奋斗，热爱劳动，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和团结合作

的品质；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C2.文化素质：具有一定的文学、艺术学相关知识和较好的艺术修养；

C3.广播电视从业素质：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掌握广播电视编导基础知识、理论和技能，掌握

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具有独立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具备较强

的合作意识、价值效益意识和创新精神；

C4.身心素质：具备健全的心理和健康的体魄。

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A1:文学类知识 M M M H

A2：艺术知识 H H H H

A3:美学知识 M M M H

A4:广播电视

艺术学知识
M H H H

A5:传播学知识 L L L H

A6:工具性知识 L L L H

A7:本专业的前沿发展现

状和趋势
H H H H

A8:融媒体传播与运营相

关知识
H H H H

B1:获取知识的能力 H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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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B2:应用知识能力 H H H H

B3:创新能力 H H H H

B4:写作能力 M M M H

B5:动手实践能力 H H H H

B6:组织、协调能力 H M M M

B7:融媒体制作、运营能力 H H H H

C1:思想道德素质 H H H H

C2:文化素质 M H M M

C3:广播电视从业素质 M H H L

C4：身心素质 H H H H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 四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计划总学时为 2336学时，总学分为

154学分。允许学生在 4～10年内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

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戏剧与影视学。

主要课程：视听语言、电视写作、广播电视编导概论、电视摄像、电视编辑、电视节目制作技

术、中国电影史、外国电影史、影视编剧、电视广告创作、网络和新媒体概论、融合媒体传播与运

营、毕业论文（设计）等。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图形图像处理、电视照明实验、电视摄像实验、摄影实验、电视编辑实验、电视音乐音响实验、

影视特效、融合媒体传播与运营（实验）、实习、第二课堂等。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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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验、
上机、其
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
政治
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分为
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 门中选
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据
《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
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意
见》（教社科〔2018〕1号）、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 号）、《教育部
办公厅关于在思政课中加强
以党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
教育的通知》、教育部《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
评估实施方（ 2021—2025
年）》（教督〔2021〕1 号）
等文件精神开课，包括“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好
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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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验、
上机、其
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大学
外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学
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
《大学俄语》《大学日语》《大
学韩国语》《大学西班牙语》
中任意一种语言模块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号依学
生选修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对
未达到《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2020版）基础目标的学生
继续开设《大学英语（四）》，
对已达到较高水平的学生，
根据各学院、专业发展要求
和学生多元需求开设《高级
英语》、《专门用途英语》和
《跨文化交际》等课程，供
学生选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开
课。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公
共体育”课程，每一学年学生

须在篮球、排球、足球、太

极拳、网球、健身田径、软

式排球、健美操、武术、乒

乓球、拳击、散打、羽毛球、

垒球、体育舞蹈、体育游戏

等项目中选择一项不同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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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验、
上机、其
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运动项目作为学习内容，满

足掌握 2项运动健身技能的

要求。

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为

实践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能
训练 1学分为实践教学；
2.“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期
第 1-2周，不计入总学时；
3.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课。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16 1 一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
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心
负责开课。

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16 1 六

合计 40 28 12 704 488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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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验、
上机、其
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应选修自
然科学模块课程 2学分。
创新创业模块中“创新基础”
（3101222201）、“创业基础”
（3101242202）为限选课程，
两门课程各 1学分，本专业
必选。
通识选修课需选修 8学分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信息、
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创新创业教育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教师教育 主要涵盖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教育技术等的通识教育课程

学分合计： 48 ， 其中理论学分：36 、实践学分：12 ；学时合计： 832 ，其中理论学时： 616 、 实践学时：216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460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

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

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1622112201 中国古代文学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3 3 48 48 3 一 考试

1622112202 广播电视编导概论
Introduce of the major 1 1 16 16 2 一 考试

1622122201 中国现当代文学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3 3 48 48 3 二 考试

1622122203 视听语言
Visual and Audio Expression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1622132201 中外艺术史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Art 3 3 48 48 3 三 考试

1622142201 艺术学概论
Introduction of Art 3 3 48 48 3 四 考试

1622152201 电视写作
TV writing 2 2 32 32 2 五 考试

小计 18 17 1 288 272 16

专业

核心

课程

1622212201 美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Aesthetics 2 2 32 32 2 一 考试

1622212202 电视节目制作技术
Technology of Television Program Production 2 2 32 32 2 一 考试

1622222201 电视照明艺术
TV Lighting 2 2 32 32 2 二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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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

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

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1622222204 电视艺术学
Introduction to TVArt 2 2 32 32 2 二 考试

1622222203 电视音乐音响
TV Music and Acoustics 2 2 32 32 2 二 考试

1622232201 外国电影史
History of Foreign Movie 2 2 32 32 2 三 考试

1622232202 摄像艺术
Art of TV Photography 2 2 32 32 2 三 考试

1622232203 编辑艺术
Art of TV Editing 2 2 32 32 2 三 考试

1622232204 摄影艺术
Art for Photography 2 2 32 32 2 三 考试

1622242201 影视编剧
Script Writing 2 2 32 32 2 四 考试

1622242202 中国电影史
History of Chinese Movie 2 2 32 32 2 四 考试

1622242203 中国电视剧发展史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V Drama 2 2 32 32 2 四 考试

1622242204
网络与新媒概论

Introduction to Internet and new media 2 2 32 32 2 四 考试

1622242205 融合媒体传播与运营
Integrating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Operation 2 2 32 32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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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

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

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1622252201 电视导演
TV Director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试

1622252202 微电影创作
Microfilm production 3 2 1 48 32 16 3 五 考试

1622252203 传播学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2 2 0 32 32 2 五 考试

1622252204 电视栏目策划
Planning of TV Program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试

1622262201 电视广告策划
Planning of Advertisement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试

1622272201 论文写作指导
Thesis writing guidance 1 1 16 16 2 七 考试

小计 42 38 4 672 608 64

合计 60 55 5 960 880 80

选修
任选

课程

1623262201 文学概论
Introduction of literature Theory 2 2 32 32 2 六 考试

1623262202 电视广告创作
Production of TVAdvertisement 3 1 2 48 16 32 3 六 考查

1623262203 影视美学 1
Film and TVAesthetics1 2 2 32 32 2 六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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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

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

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任选

课程

1623262204 区域和国别电影 1
Film of different countries or regions1 2 2 32 32 2 六 考试

1623272201 戏剧戏曲艺术
An Introduction to Drama and Traditional Opera 2 2 32 32 2 七

1623272202 纪录片创作
Production of Documents 3 1 2 48 16 32 3 七 考查

1623272203 影视作品分析
Movie-TV Program Analysis 2 2 32 32 2 七 考查

1623272204
学术前沿讲座

Academic frontier lectures 1 1 16 16 2 七 考查

1623272205 影视美学 2
Film and TVAesthetics2 2 2 32 32 2 七 考试

1623272206 区域和国别电影 2
Film of different countries or regions2 2 2 32 32 2 七 考试

1623262205 文艺美学
Art and Literature Aesthetics 3 3 48 48 3 六 考试

1623262206 新媒体视听节目制作
New media audio-visual program production 2 2 0 32 32 0 2 六 考查

1623262207 文艺理论选讲
Selected theories of literature and art 3 3 48 48 3 六 考试

1623262208 网络与新媒体经营
Network and new media operation 3 1 2 48 16 32 3 六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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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

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

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任选

课程

1623262209 新闻采访与写作
News Gathering and Writing 3 1 2 48 16 32 3 六 考查

1623272207 影视美术
Set design 2 2 32 32 2 七 考查

1623272208 电视专题片创作
Production of TV Special Tropics 3 1 2 48 16 32 3 七 考查

1623272209 科教片创作
Science and Educational programs Production 3 1 2 48 16 32 3 七 考查

1623272210 电视节目包装
Packaging to TV Programs 4 2 2 64 32 32 4 七 考查

1623272211 影视合成
Film and Television Composition 4 2 2 64 32 32 4 七 考查

小计 20 16 4 320 256 64

合计 20 16 4 320 256 64

微专业选修

微专业课程模块，由学生
自主选修，不计入主修专
业总学分、学时。修满微
专业合格课程的，由微专
业开设高校颁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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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

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

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162412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二

1624162202 图形图像处理(上机)
Graphics and image processing 3 0 3 48 0 48 3 一 考试

1624162203 影视特效(上机)
Film and television special effects 3 3 48 48 3 五 考试

小计 7 7 128 128

专业

实践

1624222201 电视照明实验
TV lighting experiment 1 1 16 16 二 考试

1624222202 电视音乐音响实验
TV music sound experiment 1 1 16 16 二 考试

1624232201 电视摄像实验
Television camera experiment 1 1 16 16 三 考试

1624232202 电视编辑实验
TV Editing experiment 1 1 16 16 三 考试

1624232203 摄影实验
Photographic experiment 1 1 16 16 三 考试

1624242201 融合媒体传播与运营（实验）

Network and new media operation（experiment） 1 1 16 16 四 考试

小计 6 6 96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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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

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

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综合

实践

1624282201 毕业论文（设计）
Graduation Thesis（Design） 6 6 八 考试

1624282202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3 八 考查

1624282203 实习
Internship 4 4 八 考查

小计 13 13

合计 26 26 224 224

总计 154 105 48 2320 584

https://fanyi.baidu.com/translate?aldtype=16047&query=%E5%8A%B3%E5%8A%A8%E6%95%99%E8%82%B2%E4%B8%8E%E5%AE%9E%E8%B7%B5&keyfrom=baidu&smartresult=dict&lang=auto2zh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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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文学类知识

中国古代文学 0.4 考试

中国现当代文学 0.4 考试

文学概论 0.2 考试

A2艺术知识
中外艺术史 0.5 考试

艺术学概论 0.5 考试

A3美学知识
文艺美学 0.5 考试

美学概论 0.5 考试

A4广播电视艺术学知识

视听语言 0.1 考试

电视节目制作技术 0.1 考试

电视照明艺术 0.1 考试

外国电影史 0.05 考试

中国电影史 0.05 考试

摄像艺术 0.1 考试

编辑艺术 0.1 考试

电视艺术学 0.1 考试

电视音乐音响 0.1 考试

中国电视剧发展史 0.1 考试

电视广告策划 0.05 考试

电视栏目策划 0.05 考试

A5传播学知识 传播学 1 考试

A6工具性知识 论文写作指导 1 考试

A7 本专业的前沿发展现状

和趋势
学术前沿讲座 1 考试

A8 融媒体传播与运营相关

知识

融合媒体传传播与运营 0.5
考试

网络与新媒体概论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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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1获取知识的能力 大学英语 1 考试

B2应用知识能力

电视导演 0.2 考试

微电影创作 0.2 考试

纪录片创作 0.3 考试

电视广告创作 0.3 考试

B3创新能力

毕业论文(设计) 0.3 考查

专业实习 0.3 考查

电视广告策划 0.2 考试

电视节目策划 0.2 考试

B4写作能力
影视编剧 0.5 考试

电视写作 0.5 考试

B5动手实践能力

图形图像处理 0.1 考试

影视特效 0.1 考试

电视照明实验 0.1 考试

电视音乐音响实验 0.1 考试

电视摄像实验 0.1 考试

电视编辑实验 0.1 考试

摄影实验 0.1 考试

实习 0.3 考查

B6组织、协调能力
毕业论文（设计） 0.5 考查

专业实习 0.5 考查

B7 融媒体制作运营能力 融合媒体传播与运营（实验） 1 考查

C1思想道德素质
形势与政策 0.5 考查

思想道德与法治 0.5 考试

C2文化素质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1 考试

C3广播电视从业素质
广播电视编导概论 0.5 考试

网络与新媒体概论 0.5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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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C4身心素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0.2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概论
0.2 考试

公共体育 0.2 考试

军事理论 0.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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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1622112201 中国古代文学

1622112202 广播电视编导概论

1622122201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

1622122203 视听语言

1622132201 中外艺术史

1622142201 艺术学概论 中外艺术史

1622152201 电视写作

专业

核心

课程

1622212201 美学概论

1622212202 电视节目制作技术

1622222201 电视照明艺术 电视节目制作技术

1622222204 电视艺术学 广播电视编导概论

1622222203 电视音乐音响 广播电视编导概论

1622232201 外国电影史 广播电视编导概论

1622232202 摄像艺术 电视节目制作技术

1622232203 编辑艺术 电视节目制作技术

1622232204 摄影艺术 电视节目制作技术

1622242201 影视编剧 电视写作

1622242202 中国电影史 外国电影史

1622242203 中国电视剧发展史 广播电视编导概论

1622242204 网络与新媒概论 广播电视编导概论

1622242205 融合媒体传播与运营 网络与新媒概论

1622252201 电视导演 摄像艺术

1622252202 微电影创作 摄像艺术

1622252203 传播学 广播电视编导概论

1622252204 电视栏目策划 电视写作

1622262201 电视广告策划 电视写作

1622272201 论文写作指导 电视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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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核心

课程

1623262201 文学概论 电视导演

1623262202 电视广告创作 中国古代文学

1623262203 影视美学 1 艺术学概论

1623262204 区域和国别电影 1 广播电视编导概论

1623272201 戏剧戏曲艺术 广播电视编导概论

1623272202 纪录片创作 电视导演

1623272203 影视作品分析 中国电视剧发展史

1623272204 学术前沿讲座 广播电视编导概论

1623272205 影视美学 2 广播电视编导概论

1623272206 区域和国别电影 2 广播电视编导概论

1623262205 文艺美学 美学概论

1623262206 新媒体视听节目制作 网络与新媒概论

1623262207 文艺理论选讲 文学概论

1623262208 网络与新媒体经营 网络与新媒概论

1623262209 新闻采访与写作 网络与新媒概论

1623272207 影视美术 艺术学概论

1623272208 电视专题片创作 电视导演

1623272209 科教片创作 电视导演

1623272210 电视节目包装 电视节目制作技术

1623272211 影视合成 电视节目制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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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704（含实践

216）
40（含实践

12） 25.9%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128 8 5.2%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288 18 11.7%

专业核心课程 672 42 27.3%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320 20 13.0%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216 12

24.7%
基础实践 128 7

专业实践 96 6

综合实践 13

选修 0 0 0

合计 2336 154 2336

九、其他说明

1.本专业课程由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分类教育课程和实践课程四大类别。学生必须

按要求在不同的类别中修读完成规定的学分。

2.通识教育课程类别包括通识教育必修课和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两大模块。每生必须修读所有通

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 40个学分，计 704学时。通识教育选修课最少修读 8学分。

3.专业教育课程类别包括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每生必须修读所有学科基础课程和专

业核心课程。学科基础课程总计 288学时，18学分；专业核心课程总计 672学时，42学分。

4.本专业分为广播电视编导、广播电视编导（中韩合作）、广播电视编导（影视后期制作）三

个方向，每个方向不再细分方向，广播电视编导专业需选修 20学分专业选修课程。

5.实践课程类别包括基础实践、专业实践和综合实践教学。本专业设置专业实习、毕业论文（设

计）等实践课程。各类实践学分计 38学分。

6.本专业学生毕业前必须修满 154学分，方可毕业。

7.本专业学生参与专业科研实验、论文撰写、专利开发创业实践、各类学科竞赛等活动并取得

一定成绩或成果，认定相应学分，可充抵专业选修课程学分，最高不超过 6学分。经省级以上主管

部门组织考核并获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按级别高低分别计 2～4学分，对应的课程可申请免修。

8.本专业学生实习在第八学期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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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专业学生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在 425分以上（含 425分），计 3学分，对应课

程可申请免修。

10.本次修订的培养方案自 2022级起执行。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4.5 24.5 23.5 24.5 15 15 14 13 154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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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艺术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Digital Media Art Major
（专业代码：130508）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围绕国家和区域发展需求，立足鲁西，服务山东，

辐射全国，培养具有良好人文、艺术、技术综合素养，适应数字时代与信息社会发展，掌握数字品

牌包装、交互媒体设计等专业知识，具备较强的数字内容策划、数字产品开发能力，富有敬业精神、

创新创业能力和良好发展潜质，能在传媒及文化产业相关领域进行数字内容（产品）的创作与传播

的高素质应用型设计人才。

毕业后 5年以后专业培养目标预期：

目标 1：道德素养

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和人文、艺术、技术综合素养，具有健全的人格和体格。在工作中能

够遵守职业道德，爱岗敬业，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国家和区域社会发展。

目标 2：专业技能

.熟悉数字内容（产品）创作与传播的基本流程、专业规范，精通其中至少一个环节的具体工作，

能够灵活运用专业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具备基于岗位职责开展创新性工作的能力。

目标 3：职业定位

成长为传媒及文化产业相关领域企事业单位数字内容（产品）创作与传播的业务骨干，或中等

职业院校数字媒体艺术相关专业骨干教师，以及中小型传媒企业创业者或合伙人。

目标 4：自我发展

具备终身学习理念，能够在数字媒体专业领域跟踪调研理论前沿、发展趋势，与时俱进地进行

知识更新和能力提升，不断适应数字媒体技术进步、社会发展和行业竞争。

目标 5：社会能力

熟悉数字内容产业相关的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具备一定的经营与管理知识，能够在本学

科及跨学科领域进行交流合作，能够在团队中担任不同角色并具备承担相应岗位责任的能力。

（二）毕业要求

1.素质要求（A）

A1. 思想道德素质：

A1-1.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A1-2.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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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具有良好的法制意识、道德修养、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A2. 文化素质：

A2-1.具有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良好的文化和艺术修养；

A2-2.具备良好的敬业精神、协作精神和创新意识；

A2-3.具备良好的信息素养与终身学习意识，能够自主研究、更新知识，不断适应学科发展需求。

A3.科学和技术素质：

A3-1.崇高的思想品德、严谨的科学精神、科学的研究能力和开阔的科学视野；

A3-2.具有独立获取知识、提出问题、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A3-3.具有良好的技术素养，较强的技术意识和创新精神。

A4.身心素质：

A4-1.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生活习惯。

A4-2.心理健康、人格健全，具有积极的生活态度、较强的抗挫折能力与持久的意志力。

2.知识要求（B）

B1.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B1-1.掌握人文、艺术、社会科学及信息技术基础知识；

B1-2.具备跨人文、艺术与科学领域的复合知识结构；

B1-3.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

B2.专业知识：

B2-1.理解数字媒体领域相关的艺术、技术背景知识；

B2-2.掌握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基本理论、核心知识，以及相关艺术领域基础知识；

B2-3.掌握数字内容（产品）策划、创作、技术研发与传播的基本流程，熟悉专业规范；

B2-4.了解本学科的前沿理论、发展趋势。

B3.经营与管理知识：

B3-1. 了解数字媒体专业相关的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B3-2. 了解企业经营、项目管理、市场营销、著作权保护及相关方面的一般常识。

3.能力要求（C）

C1.知识应用能力：

C1-1. 掌握数字媒体领域基本创作方法及研究方法，具备能够开展创新性工作的能力；

C1-2. 能够胜任数字内容（产品）策划、创作、研发、传播中至少一个环节的工作，具备符合

行业需求的专业实践工作能力。

C1-3.能够基于国家发展战略对数字媒体艺术发展做出准确定位的能力，理解和评价数字媒体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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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对文化、旅游及社会发展影响。

C2.信息处理能力：

C2-1.应该具有良好的阅读和理解能力，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能够与同行和社会公众

进行有效沟通；

C2-2.具备一定的外语应用、资料检索与分析、专业写作等方面的能力。

C3.组织协调能力：

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沟通交流以及团队合作能力。

C4.知识获取能力：

具备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能够将新的外部知识与内部已有知识进行有效整合与转化运用。

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道德素养

目标 2

专业技能

目标 3

职业定位

目标 4

自我发展

目标 5

社会能力

A1.思想道德素质 H L M H H

A2.文化素质 H M H H H

A3.科学和技术素质 M M H H M

A4.身心素质 H M M H H

B1.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M M H H M

B2.专业知识 L H H H M

B3.经营与管理知识 L L M M H

C1.知识应用能力 L H H H M

C2.信息处理能力 L M M H M

C3.组织协调能力 L L M M H

C4.知识获取能力 L M M H M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四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计划总学时为 2288学时，总学分为

161学分。允许学生在 3～8内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经

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设计学、戏剧影视学、传播学。

主要课程：艺术概论、数字绘画基础、设计造型基础、视听语言、图形创意、数字媒体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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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镜头设计、三维动画基础、数字声音创作、动态图形设计、交互设计原理、数字界面设计、三维

动画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数字剪辑与合成等。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主要包括课程实践和实践教学：

1．课程实践：专业必修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中的实验、上机及其他。

2．实践教学：含通识教育课程实践、基础实践、专业实践、综合实践。

（1）通识教育课程实践：含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践 5 学分、大学外语课程实践 4 学分、公共体

育课程实践 2学分与军事技能训练 1学分，共 12 学分。

（2）基础实践：含劳动教育与实践 1 学分、数字媒体专业技能基础 2 学分，共 3 学分。

（3）专业实践：旨在培养学生掌握专业核心技能和方法，提升科学思维能力，共 15 学分。其

中专业写生、数字媒体基础创作、数字媒体综合创作 1周计 1 学分，展览策划与组织 2 周计 1 学分。

（4）综合实践：旨在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分析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包括专业考察、

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与第二课堂。其中，专业考察为 2周，计 2学分；毕业实习为 8 周，

计 4学分；毕业论文（设计）为 8 周，计 8 学分；第二课堂由校团委根据《聊城大学“第二课堂成

绩单”制度实施细则》（聊大校发〔2019〕17 号）要求具体实施，计 3 学分。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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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验、上
机、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政
治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分
为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
门中选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
据《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
若干意见》（教社科
〔2018〕1号）、《新时代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教育
部办公厅关于在思政课
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重
点的“四史”教育的通
知》、教育部《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
评估实施方（2021—2025
年）》（教督〔2021〕1号）
等文件精神开课，包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
好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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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验、上
机、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大学
外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
学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
《大学俄语》《大学日语》
《大学韩国语》《大学西
班牙语》中选修任意一种
语言模块课程。具体课程
名称、课程号依学生选修
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
对未达到《大学英语教学
指南》（2020版）基础目
标的学生继续开设《大学
英语（四）》，对已达到较
高水平的学生，根据各学
院、专业发展要求和学生
多元需求开设《高级英
语》、《专门用途英语》和
《跨文化交际》等课程，
供学生选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
开课。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
“公共体育”课程，每一学
年学生须在篮球、排球、
足球、太极拳、网球、健
身田径、软式排球、健美
操、武术、乒乓球、拳击、
散打、羽毛球、垒球、体
育舞蹈、体育游戏等项目
中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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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验、上
机、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选择一项不同运动项目
作为学习内容，满足掌握
2项运动健身技能的要
求。
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
为实践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
咨询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
能训练 1学分为实践教
学；
2.“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
期第 1-2周，不计入总学
时；
3.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
课。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 16 16 1 一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
心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 16 16 1 六

合计 40 28 12 704 488 216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481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验、上
机、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总学分不少于 6分。其中
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模
块至少选修 1门课程，不
少于 2学分；自然科学模
块至少选修 1门课程，不
少于 2学分；创新创业模
块中限选“创新基础”
（3101222201）“创业基
础”（3101242202），两门
课程共 2学分。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信息、
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创新创业教育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教师教育 主要涵盖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教育技术等的通识教育课程

学分合计：46 ， 其中理论学分：34 、实践学分：12 ；学时合计：800 ，其中理论学时：584 、 实践学时：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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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1632112201 新生研讨课
Freshman seminar

1 0.5 0.5 16 8 8 2 一 考查

1.《数字绘画基础》含素描、
色彩、数字绘画三个模块；
2.《设计造型基础》含平面

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
三个模块。
3.《数字媒体导论》含数字

媒体艺术、数字媒体技术两
个模块。

1632112202 艺术概论
Generality of Art

3 3 48 48 3 一 考试

1632112203 数字绘画基础
Basis of digital painting

4 2 2 64 32 32 8 一 考查

1632112204 设计造型基础
Foundation of design and modeling

3 1 2 48 16 32 6 一 考查

1632122201 视听语言
Visual and Audio Expression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1632132201 图形创意
Graphic Creativity

2 1 1 32 16 16 4 三 考查

小计 16 9.5 6.5 256 152 104

专业

核心

课程

1632222201 数字媒体导论
Introduction to digital media

3 3 48 48 3 二 考试

1632232201 分镜头设计
Storyboard Design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1632232202 三维动画基础
3d animation base

4 2 2 64 32 32 8 三 考查

1632232203 数字声音创作
Digital sound creation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1632242201 动态图形设计
Motion Graphics Design

3 2 1 48 32 16 6 四 考查

1632242202 交互设计原理
Interactive Design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查

1632242203 数字界面设计
Digital Interface Design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查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483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1632242204 三维动画技术
3D animation technology

4 2 2 64 32 32 8 四 考查

1632252201 虚拟现实技术
Virtual Reality Development Technology

3 2 1 48 32 16 6 五 考查

1632252202 数字剪辑与合成
Digital Editing and synthesis

4 2 2 64 32 32 4 五 考查

小计 33 21 12 528 336 192

合计 49 30.5 18.5 784 488 296

选修

数字

品牌

包装

方向

专业

提高

课程

组 1

1633152201 视听节目策划
Audio-visual programming

2 2 32 32 2 五 考试

该模块课程修读总学分不
低于 28 分，根据当年具体
情况确定是否分类培养：
1.不进行分类培养时，由系
部兼顾两个方向统一开课。
2.分类培养时，主修方向修
读学分不低于 21 分，剩余
学分从辅修方向补足。

1633152202 影视作品分析
Analysi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试

1633152203 影视产业概论
Introduction to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2 2 32 32 2 五 考试

1633162201 影视美学
Movies & TVAesthetics

2 2 32 32 2 六 考试

1633162202 数字媒体艺术史
The History of Digital Media

2 2 32 32 2 六 考试

1633162203 新媒体研究
Study of New Meida

2 2 32 32 2 六 考试

1633172201 数字内容产业前沿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dustry

1 1 16 16 2 七 考查

专业

应用

课程

组 1

1633252201 视听节目编导与制作
Audio-visual programming and production

3 1 2 48 16 32 3 五 考查

1633252202 品牌形象设计
Brand image design

3 1 2 48 16 32 3 五 考查

1633262201 数字品牌包装
Packaging of TV Program

3 1 2 48 16 32 6 六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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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数字

品牌

包装

方向

专业

应用

课程

组 1

1633262202 数字广告
Digital Advertising 3 1 2 48 16 32 6 六 考查

1633262203 数字调色
Number Palette 3 1 2 48 16 32 6 六 考查

1633272201 影视特效
The VFX of Animation 3 1 2 48 16 32 6 七 考查

交互

媒体

设计

方向

专业

提高

课程

组 2

1633152204 设计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the design 2 2 32 32 2 五 考试

1633152205 中外设计史
Chinese and Foreign Design History 2 2 32 32 2 五 考试

1633152206 用户体验分析
User Experience Analysis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1633162204 设计美学
Design Aesthetics 2 2 32 32 2 六 考试

1633162205 设计思维与研究方法
Design Thinking and Research Methods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1633172202 设计前沿
Design Frontier 1 1 16 16 2 七 考查

专业

应用

课程

组 2

1633252203 Web前端开发
Web front-end development 3 1 2 48 16 32 3 五 考查

1633252204 游戏架构设计
Game Architecture design 3 1 2 48 16 32 6 五 考查

1633262204 虚拟现实应用设计
Virtual Reality Application Design 3 1 2 48 16 32 6 六 考查

1633262205 信息可视化设计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design 3 1 2 48 16 32 6 六 考查

1633262206 网络产品运营与推广
Network product operation and promotion 3 1 2 48 16 32 6 六 考查

1633272202 互动媒体创意设计
Interactive media creative design

3 1 2 48 16 32 6 七 考查

小计 58 31 27 928 496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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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任选

课程

1633322201 透视学
Study of perspective 2 1 1 32 16 16 4 二 考试

该模块至少选修 2门课程，
不少于 4学分。

1633362201 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2 2 32 32 2 六 考试

跨专业选课：动画应用方向课程
Animation Application Course 2 1 1 32 16 16 4 七 考查

跨专业选课：教育技术应用方向课程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Course 2 1 1 32 16 16 4 七 考查

1633382201 传统文化类课程（慕课）
Traditional culture (MOOC) 2 2 32 32 2 八 考试

1633382202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类课程（慕课）
literature search and thesis writing (MOOC) 2 2 32 32 2 八 考查

小计 12 9 3 192 144 48

合计 70 40 30 1120 640 480

微专业
选修

课程编号、课程名称，由学生自主选修的微专业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微专业课程模块，由学生自
主选修，不计入主修专业总
学分、学时。修满微专业合
格课程的，由微专业开设高
校颁发证书。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1634122201 数字媒体专业技能基础（上机）
Digital media professional skills Foundation

2 2 64 64 8 二 考查 数字媒体专业技能基础、数

字媒体基础创作、数字媒体

综合创作为项目化课程，分

别开设于一、二、三年级。

163422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32 三 考查

小计 3 3 96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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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专业

实践

1634222202 数字摄影与创意
Digital photography and creativity

2 2 48 48 6 二 考查

1634232201 专业写生
Color landscape sketch

2 2 2周 2周 三 考查

1634232202 数字摄像与表现
Digital Camera and Performance

2 2 48 48 6 三 考查

1634242201 数字媒体基础创作
Basic creation of digital media

4 4 4周 4周 四 考查

1634262201 数字媒体综合创作
Comprehensive creation of digital media

4 4 4周 4周 六 考查

1634282201 展览策划与组织
Exhibition Planning and Organization

1 1 2周 2周 八 考查

小计 15 15 96 96

综合

实践

1634272201 专业考察
Professional inspection

1 1 1周 1周 七 考查

1634272202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4 4 8周 8周 七/八 考查

1634282202 毕业论文（设计）

Graduation Thesis（Design）
8 8 8周 8周 八 考查

1634282203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3 3周 3周 八 考查

小计 16 16 20周 20周

合计 34 34 192 192

总计 161 82.5 78.5 2288 1360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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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1：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

施纲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0.2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概论 0.2 考试

形式与政策 0.1 考查

“四史”教育 0.1 考试

劳动教育与实践 0.1 考查

专业考察 0.1 考查

A1-2：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与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0.2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概论 0.2 考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 考试

“四史”教育 0.1 考试

劳动教育与实践 0.2 考查

A1-3:具有良好的法制意识、道德

修养、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思想道德与法治 0.4 考试

形式与政策 0.2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 0.2 考查

毕业实习 0.2 考查

A2-1：具有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

知识，良好的文化和艺术修养；

人文科学通识教育课程 0.2 考试/考查

社会科学通识教育课程 0.2 考试/考查

艺术概论 0.2 考试

影视美学/设计美学 0.1 考试

数字媒体艺术史/中外设计史 0.1 考试

专业考察 0.2 考查

A2-2：具备良好的敬业精神、协

作精神和创新意识；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0.1 考试/考查

创新基础、创业基础 0.1 考试/考查

数字媒体基础创作 0.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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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数字媒体综合创作 0.3 考查

数字内容产业前沿/设计前沿 0.2 考查

A2-3：具备良好的信息素养与终

身学习意识，能够自主研究、更

新知识，不断适应学科发展需求。

数字媒体导论 0.4 考试

新媒体研究/设计思维与研究方法 0.4 考试/考查

数字内容产业前沿/设计前沿 0.2 考查

A3-1：崇高的思想品德、严谨的

科学精神、科学的研究能力和开

阔的科学视野；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考试

新媒体研究/设计思维与研究方法 0.2 考试/考查

数字内容产业前沿/设计前沿 0.2 考查

毕业论文（设计） 0.4 考查

A3-2：具有独立获取知识、提出

问题、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数字媒体综合创作 0.4 考查

新媒体研究/设计思维与研究方法 0.2 考试/考查

毕业论文（设计） 0.4 考查

A3-3：具有良好的技术素养，较

强的技术意识和创新精神。

三维动画基础 0.1 考查

数字声音创作 0.1 考查

动态图形设计 0.1 考查

三维动画技术 0.1 考查

虚拟现实技术 0.1 考查

数字剪辑与合成 0.1 考查

数字媒体基础创作 0.1 考查

数字媒体综合创作 0.1 考查

图形创意 0.1 考查

专业考察 0.1 考查

A4-1：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

生活习惯。

公共体育 0.3 考试

军事理论与训练 0.4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 0.3 考查

A4-2：心理健康、人格健全，具

有积极的生活态度、较强的抗挫

折能力与持久的意志力。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2 考查

公共体育 0.2 考试

军事理论与训练 0.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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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劳动教育与实践 0.2 考查

专业考查 0.2 考查

B1-1：掌握人文、艺术、社会科

学及信息技术基础知识；

艺术概论 0.2 考试

数字媒体导论 0.2 考试

影视产业概论/设计学概论 0.2 考试

数字媒体艺术史/中外设计史 0.2 考试

数字媒体专业技能基础 0.2 考查

B1-2：具备跨人文、艺术与科学

领域的复合知识结构；

人文科学通识教育课程 0.2 考试/考查

社会科学通识教育课程 0.2 考试/考查

自然科学通识课程 0.2 考试/考查

专业考察 0.2 考查

第二课堂 0.2 考查

B1-3：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广阔

的国际视野。

大学外语 0.8 考试

专业英语 0.2 考试

B2-1：理解数字媒体专业相关的

艺术、技术背景知识；

新生研讨课 0.2 考查

数字媒体导论 0.4 考试

数字媒体专业技能基础 0.1 考查

专业写生 0.1 考查

数字摄影与创意 0.1 考查

数字摄像与表现 0.1 考查

B2-2：掌握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

基本理论、核心知识，以及相关

艺术领域基础知识;

艺术概论 0.1 考试

视听语言 0.1 考试

数字绘画基础 0.1 考试

设计造型基础 0.1 考试

图形创意 0.1 考查

分镜头设计 0.1 考试

数字声音创作 0.1 考试

动态图形设计 0.1 考查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490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交互设计原理 0.1 考查

数字界面设计 0.1 考查

B2-3：掌握数字内容（产品）策

划、创作、技术研发与传播的基

本流程，熟悉专业规范；

三维动画基础 0.1 考查

数字声音创作 0.1 考试

动态图形设计 0.2 考查

交互设计原理 0.1 考查

数字界面设计 0.1 考查

三维动画技术 0.1 考查

虚拟现实技术 0.1 考查

数字剪辑与合成 0.2 考查

B2-4：了解本学科的前沿理论、

发展趋势。

新媒体研究/设计思维与研究方法 0.2 考试/考查

数字内容产业前沿/设计前沿 0.2 考查

毕业论文（设计） 0.6 考查

B3-1：了解数字媒体专业相关的

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影视产业概论/设计学概论 0.2 考试

专业考察 0.2 考查

视听节目策划/网络产品运营与推广 0.3 考查

毕业实习 0.3 考查

B3-2：了解企业经营、项目管理、

市场营销、著作权保护及相关方

面的一般常识。

影视产业概论/设计学概论 0.2 考试

视听节目策划/网络产品运营与推广 0.4 考查

毕业实习 0.4 考查

C1-1. 掌握数字媒体领域基本创

作方法及研究方法，能够开展创

新性工作；

视听节目策划/互动媒体创意设计 0.2 考查

影视作品分析/用户体验分析 0.2 考试/考查

新媒体研究/设计思维与研究方法 0.2 考试/考查

数字媒体综合创作 0.3 考查

专业考察 0.2 考查

C1-2. 能够胜任数字内容（产品）

策划、创作、研发、传播中至少

一个环节的工作，具备符合行业

需求的专业实践工作能力。

视听节目策划/游戏架构设计 0.2 考查

视听节目编导与制作/网络产品运营

与推广 0.2 考查

品牌形象设计/信息可视化设计 0.2 考查

数字品牌包装/虚拟现实应用设计 0.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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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数字调色/Web前端开发 0.1 考查

影视特效/互动媒体创意设计 0.1 考查

C1-3.能够基于国家发展战略对数

字媒体艺术发展做出准确定位，

理解和评价数字媒体艺术对文

化、旅游及社会发展的影响。

影视产业概论/设计学概论 0.2 考试

新媒体研究/设计美学 0.2 考试

数字内容产业前沿/设计前沿 0.2 考查

毕业论文（设计） 0.4 考查

C2-1.应该具有良好的阅读和理解

能力，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

能力，能够与同行和社会公众进

行有效沟通；

人文科学通识教育课程 0.1 考试/考查

视听节目策划 0.2 考试

视听节目编导与制作 0.2 考查

专业考察 0.1 考查

专业实习 0.2 考查

毕业论文（设计） 0.2 考查

C2-2.信息处理能力：

具备一定的外语应用、资料检索

与分析、专业写作等方面的能力。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类（慕课） 0.2 考查

毕业论文（设计） 0.8 考查

C3.组织协调能力：

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沟通交流

以及团队合作能力。

数字媒体基础创作 0.3 考查

数字媒体综合创作 0.3 考查

展览策划与组织 0.2 考查

毕业实习 0.2 考查

C4.知识获取能力：

具备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能够

将新的外部知识与内部已有知识

进行有效整合与转化运用。

视听节目编导与制作/网络产品运营

与推广 0.1 考查

数字品牌包装/虚拟现实应用设计 0.1 考查

数字媒体综合创作训练 0.2 考查

专业考察 0.1 考查

专业实习 0.2 考查

毕业论文（设计） 0.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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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1632112201 新生研讨课 无

1632112202 艺术概论 无

1632112203 数字绘画基础 无

1632112204 设计造型基础 无

1632122201 视听语言 艺术概论

1632132201 图形创意 设计造型基础

专业

核心

课程

1632222201 数字媒体导论 艺术概论

1632232201 分镜头设计 视听语言

1632232202 三维动画基础 设计造型基础

1632232203 数字声音创作 数字媒体导论

1632242201 动态图形设计
图形创意

三维动画基础

1632242202 交互设计原理 数字媒体导论

1632242203 数字界面设计 图形创意

1632242204 三维动画技术
三维动画基础

动态图形设计

1632252201 虚拟现实技术
三维动画基础

三维动画技术

1632252202 数字剪辑与合成
视听语言

分镜头设计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课程

组 1

1633152201 视听节目策划 数字媒体导论

1633152202 影视作品分析
视听语言

分镜头设计

1633152203 影视产业概论 数字媒体导论

1633162201 影视美学 艺术概论

1633162202 数字媒体艺术史 艺术概论

1633162203 新媒体研究 视听传播基础

1633172201 数字内容产业前沿 影视产业概论

专业

应用

方向

课程

组 1

1633252201 视听节目编导与制作
视听语言

数字剪辑与合成

1633252202 品牌形象设计 图形创意

1633262201 数字品牌包装
品牌形象设计

数字剪辑与合成

1633262202 数字广告
分镜头设计

数字剪辑与合成

1633262203 数字调色 数字媒体专业技能基础

1633272201 影视特效 数字剪辑与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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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课程

组 2

1633152204 设计学概论 艺术概论

1633152205 中外设计史 艺术概论

1633152206 用户体验分析
用户界面设计

交互设计原理

1633162204 设计美学 设计学概论

1633162205 设计思维与研究方法 设计美学

1633172202 设计前沿 设计思维与研究方法

专业

应用

方向

课程

组 2

1633252203 Web前端开发
数字界面设计

交互设计原理

1633252204 游戏架构设计
数字界面设计

交互设计原理

1633262204 虚拟现实应用设计
三维动画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

1633262205 信息可视化设计
动态图形设计

Web前端开发

1633262206 网络产品运营与推广 用户体验分析

1633272202 互动媒体创意设计
动态图形设计

虚拟现实应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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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704（其中，理

论课堂教学

488学时，实

践教学 216学
时，不含军事

技能训练 2
周）

40（含实

践 12） 24.8%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96 6 3.7%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256 16（6.5） 9.9%（4.0%）

专业核心课程 528 33（12） 20.5%（7.5%）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512 32（12） 19.9%
（7.5%）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216 12

28.6%（7.5%）
基础实践 96 3

专业实践 96+12周 15

综合实践 20周 16

合计 2288+32周 161 100%

九、其他说明

1.本专业课程由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分类教育课程和实践课程四大类别。学生必

须按要求在不同的类别中修读完成规定的学分。

2.通识教育课程包括通识教育必修课和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两大模块。每生必须修读所有通识

教育必修课，总学分 40学分，计 704学时；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修读要求参照表 2备注。

3.专业教育课程必修模块包括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每生必须修读所有学科基础课

程和专业核心课程。学科基础课程总计 256学时，16学分；专业核心课程总计 528学时，33学分。

4.分类教育课程类别包括专业提高课程、专业应用课程和专业任选课程三类，修读课程总学

分为 32分，具体修读要求参照表 2备注。

5.实践课程类别包括基础实践、专业实践和综合实践教学。其中基础实践 3学分，专业实践

14学分，综合实践 17学分，总计 34学分。具体修读要求参照表 2备注。

6.参与专业科研实验、论文撰写、专利开发、创业实践、各类学科竞赛等活动并取得一定成

绩或成果，认定相应学分，可充抵专业选修课程学分，最高不超过 6学分，具体要求和学分认定

办法，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经省级以上主管部门组织考核并获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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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高低分别计 2～4 学分，对应的课程可申请免修，免修课程的学分认定由学院确认，报创新创

业学院审核，教务处备案。

7.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在 425分以上（含 425分），可申请免修 2学分的通识教育

选修课程。免修课程的学分认定由学院确认，报教务处审核备案。

8.本次修订的培养方案自 2022级起执行。

9.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见表 6）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2.5 22.5 24.5 23.5 22 20 12 14 161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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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Animation Major
（专业代码：130310）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鲁西、服务山东、辐射华东，培养满足国家

和区域发展需求，具有良好人文、艺术、技术综合素养，适应数字时代与信息社会发展，掌握动画

策划、创作、应用等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方法，具备较强的动画创作与应用创新能力，具有开阔

的视野和良好的沟通能力，能够在动画、影视及文化产业相关领域进行动画策划、创作、应用以及

运营、推广的高素质应用型动画人才。

毕业 5年以后专业培养目标预期：

目标 1：道德素养

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和人文、艺术、技术综合素养，具有健全的人格和体格。在工作中能

够遵守职业道德，爱岗敬业，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国家和区域社会发展。

目标 2：专业技能

.熟悉动画策划、创作基本流程、专业规范，精通其中至少一个环节的具体工作，能够灵活运用

专业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具备基于岗位职责开展工作的能力。

目标 3：职业定位

成长为传媒及文化产业相关领域企事业单位动画策划、创作或技术应用骨干，运营与传播业务

骨干，或中等职业院校动画相关专业骨干教师，以及中小微文化企业创业者或合伙人。

目标 4：自我发展

具备终身学习理念，能够在动画及相关领域跟踪调研理论前沿、发展趋势，与时俱进地进行知

识更新和能力提升，不断适应技术进步、社会发展和行业竞争。

目标 5：社会能力

熟悉动漫产业相关的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具备一定的经营与管理知识，能够在本学科及

跨学科领域进行交流合作，能够在团队中担任不同角色并具备承担相应岗位责任的能力。

（二）毕业要求

1.素质要求（A）

A1. 思想道德素质：

A1-1.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A1-2.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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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具有良好的法制意识、道德修养、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A2. 文化素质：

A2-1.具有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良好的文化和艺术修养；

A2-2.具备良好的敬业精神、协作精神和创新意识；

A2-3.具备良好的信息素养与终身学习意识，能够自主研究、更新知识，适应学科发展需求。

A3.科学和技术素质：

A3-1.崇高的思想品德、严谨的科学精神、科学的研究能力和开阔的科学视野；

A3-2.具有独立获取知识、提出问题、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A3-3.具有良好的技术素养，较强的技术意识和创新精神。

A4.身心素质：

A4-1.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生活习惯。

A4-2.心理健康、人格健全，具有积极的生活态度、较强的抗挫折能力与持久的意志力。

2.知识要求（B）

B1.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B1-1.掌握人文、艺术、社会科学及信息技术基础知识；

B1-2.具备跨人文、艺术与科学领域的复合知识结构；

B1-3.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

B2.专业知识：

B2-1.理解动画专业相关的艺术、技术背景知识；

B2-2.掌握动画专业的基本理论、核心知识，以及相关艺术领域基础知识；

B2-3.掌握动画策划、创作、技术研发与传播的基本流程，熟悉专业规范；

B2-4.了解本学科的前沿理论、发展趋势。

B3.经营与管理知识：

B3-1. 了解动画专业相关的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B3-2. 了解企业经营、项目管理、市场营销及相关方面的一般常识。

3.能力要求（C）

C1.知识应用能力：

C1-1. 掌握动画领域基本创作方法及研究方法，能够开展创新性工作的能力；

C1-2. 能够胜任动画策划、创作、研发、传播中至少一个环节的工作，具备符合行业需求的专

业实践工作能力。

C1-3.能够基于国家发展战略对动画领域发展做出准确定位的能力，理解和评价动画艺术对文化、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498

旅游及社会发展影响的能力。

C2.信息处理能力：

C2-1.应该具有良好的阅读和理解能力，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能够与同行和社会公众

进行有效沟通；

C2-2.具备一定的外语应用、资料检索与分析、专业写作等方面的能力。

C3.组织协调能力：

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沟通交流以及团队合作能力。

C4.知识获取能力：

具备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能够将新的外部知识与内部已有知识进行有效整合与转化运用。

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道德素养

目标 2

专业技能

目标 3

职业定位

目标 4

自我发展

目标 5

社会能力

A1.思想道德素质 H L M H H

A2.文化素质 H M H H H

A3.科学和技术素质 M M H H M

A4.身心素质 H H M H M

B1.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M H H H M

B2.专业知识 L H H H M

B3.经营与管理知识 L L M M H

C1.知识应用能力 L H H H M

C2.信息处理能力 L L M H M

C3.组织协调能力 L L M M H

C4.知识获取能力 L M M H M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基本学制为四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计划总学时为 2288学时，总学分为

161学分。允许学生在 3～6 年内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

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

主要课程：艺术概论、绘画基础、数字绘画基础、动画速写、动画概论、中外动画史、动画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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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创作、视听语言、角色造型设计、场景设计、数字声音创作、分镜头设计、动画运动规律、二维

动画基础、三维动画基础、数字剪辑与合成等。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主要包括课程实践和实践教学：

1．课程实践：专业必修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中的实验、上机及其他。

2．实践教学：含通识教育课程实践、基础实践、专业实践、综合实践。

（1）通识教育课程实践：含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践 5学分、大学外语课程实践 4学分、公共体

育课程实践 2学分与军事技能训练 1学分，共 12学分。

（2）基础实践：含劳动教育与实践 1学分、动画专业技能基础 2学分，共 3学分。

（3）专业实践：旨在培养学生掌握基本的专业技能和方法，促进学生科学思维能力的提高，共

计 19学分。其中数字摄影与创意、数字摄像与表现等实践部分 32学时计 1学分；专业写生、动画

基础创作、动画综合创作 1周计 1学分，展览策划与组织 2周计 1学分。

（4）综合实践：旨在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分析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共计 16学分。

包括第二课堂、艺术考察、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第二课堂由校团委根据《聊城大学“第二

课堂成绩单”制度实施细则》（聊大校发〔2019〕17号）要求具体实施，计 3学分；集中进行的艺术

考察为 1周，计 1学分；毕业实习、毕业论文为 8周，各计 4学分。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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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验、上
机、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政
治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分
为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门中
选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
据《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
若干意见》（教社科
〔2018〕1号）、《新时代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教育
部办公厅关于在思政课
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重
点的“四史”教育的通
知》、教育部《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
评估实施方（2021—2025
年）》（教督〔2021〕1号）
等文件精神开课，包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
好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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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验、上
机、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大学
外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
学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
《大学俄语》《大学日语》
《大学韩国语》《大学西
班牙语》中任意一种语言
模块课程。具体课程名
称、课程号依学生选修
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
对未达到《大学英语教学
指南》（2020版）基础目
标的学生继续开设《大学
英语（四）》，对已达到较
高水平的学生，根据各学
院、专业发展要求和学生
多元需求开设《高级英
语》、《专门用途英语》和
《跨文化交际》等课程，
供学生选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
开课。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
“公共体育”课程，每一学
年学生须在篮球、排球、
足球、太极拳、网球、健
身田径、软式排球、健美
操、武术、乒乓球、拳击、
散打、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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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验、上
机、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羽毛球、垒球、体育舞蹈、
体育游戏等项目中选择
一项不同运动项目作为
学习内容，满足掌握 2项
运动健身技能的要求。
2.共 4学分，其中 2 学分
为实践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
咨询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
能训练 1 学分为实践教
学；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
期第 1-2周，不计入总学
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
课。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16 1 一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
心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16 1 六

合计 40 28 12 704 488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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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验、上
机、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总学分不少于 6分。其中
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模
块至少选修 1门课程，不
少于 2学分；自然科学模
块至少选修 1门课程，不
少于 2学分；创新创业模
块中限选“创新基础”
（3101222201）“创业基
础”（3101242202），两门
课程共 2学分。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信息、电
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创新创业教育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教师教育 主要涵盖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教育技术等的通识教育课程

学分合计：46 ， 其中理论学分：34 、实践学分：12 ；学时合计：800 ，其中理论学时：584 、 实践学时：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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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1642112201 新生研讨课
Freshman seminar 1 0.5 0.5 16 8 8 2 一 考查

1.《绘画基础》包括素描和
色彩两部分的内容，注重提
升学生的绘画基础素养。

2.《数字绘画基础》主要包
括赛璐璐绘画技法、厚涂绘
画技法以及矢量绘画技法。

1632112202 艺术概论
Overview of art 3 3 48 48 3 一 考试

1642112203 动画概论
Introduction to Animation 2 2 32 32 2 一 考试

1642112204 绘画基础
Painting Foundation 3 1 2 48 16 32 12 一 考查

1632122201 视听语言
Audiovisual language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1642122201 数字绘画基础
Digital Painting Foundation 3 1 2 48 16 32 8 二 考查

1642132201 中外动画史
History of Animation 2 1.5 0.5 32 24 8 2 三 考试

小计 17 11 6 272 176 96

专业

核心

课程

1642222201 动画剧本创作
Animated script creation 2 2 32 32 2 二 考试

1.《动画剧本创作》需兼顾
影视动画、动画短片等多种
类型的动画剧本范式。
2.《数字声音创作》侧重解
决声音技术基础，能够进行
声音采集与编辑。
3.《动画运动规律》讲授各
种动画形式通用的基础运
动规律。

1642222202 动画速写
Sketch 3 1 2 48 16 32 8 二 考试

1642232201 角色造型设计
Character design 3 1 2 48 16 32 8 三 考试

1642232202 分镜头设计
Storyboard design 3 1 2 48 32 16 3 三 考试

1642232203 数字声音创作
Digital sound creation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1642242201 场景设计
Scene design 3 1 2 48 16 32 8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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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1642242202 动画运动规律
Animation movement regulation 3 2 1 48 16 32 8 四 考试

4.《二维动画基础》侧重无
纸动画技术，内容应包括元
件动画技术和逐帧动画技
术。
5.《三维动画基础》应包括
建模、材质等基础内容。

1642242203 动画表演
The animation show 2 1 1 32 16 16 4 四 考查

1642242204 二维动画基础
2DAnimation Foundation 4 2 2 64 32 32 8 四 考查

1642242205 三维动画基础
3DAnimation Foundation 4 2 2 64 32 32 8 四 考查

1642252201 数字合成与剪辑
Digital Compositing and Editting 4 2 2 64 32 32 8 五 考查

小计 34 17 17 544 272 272

合计 51 28 23 816 448 368

选修

专业

提高

方向

动画

理论

课程

组

1643142201 动画作品赏析（一）
Animation works appreciation 1 1 16 16 2 四 考试

1643152201 动画作品赏析（二）
Animation works appreciation

1 1 16 16 2 五 考试

1643152202 戏剧影视学概论
Overview of Drama and Film Studies 2 2 32 32 2 五 考试

1643152203 中外艺术史
Chinese and Foreign Art History 2 2 32 32 2 五 考试

1643162201 世界动画大师
The Master of Animation 2 2 32 32 2 六 考试

1633162201 影视美学
Movies & TVAesthetics

2 2 32 32 2 六 考试

动画
1643152204 游戏概论

Introduction to the game 2 2 32 32 2 五 考试

1643162202 游戏架构设计与策划
Structuring and Planning of Games 2 1 1 32 16 16 4 六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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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提高

方向

产业

课程

组

1643172201 动画行销学
Animation Marketing 2 2 32 32 2 七 考试

1643172202 动画产业经营与管理
Animation Industry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2 2 32 32 2 七 考试

1643182201 动漫产业发展
Anim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1 1 16 16 2 八 考查

专业

应用

方向

创作

提升

课程

组

1643252201 动画配音
Animation dubbing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本组课程是《动画基础创作

训练》、《动画综合创作训

练》的基础，课程间应建立

联合。《原画设计》、《三维

动画技术》和《定格动画技

术》三选一，作品以动画片

段为主，不要求成片。

1643252202 动画导演
Animation director 2 1.5 0.5 32 24 8 2 五 考查

1643252203 原画设计
Original design 4 2 2 64 32 32 8 五 考试

1643252204 三维动画技术
3D animation technology 4 2 2 64 32 32 8 五 考查

1643252205 定格动画技术
Stop-motion animation technology 3 1 2 48 16 32 6 五 考查

1643262201 动画特效
The VFX of Animation 4 2 2 64 32 32 8 六 考查

动画

应用

课程

组

1643262202 科教动画
Science and Education Animation 2 1 1 32 16 16 4 六 考查

本组课程侧重不同类型的

动画案例拆解，分析创作规

律，五选三开课，学生择其

一完成成片，其余完成方案

策划与分镜头设计即可。

成片联合答辩。

1643262203 景观动画
Landscape animation 2 1 1 32 16 16 4 六 考查

1643262204 动画广告
Animation Advertising Creation 2 1 1 32 16 16 4 六 考查

1643272201 新媒体动画
New Media Animation 2 1 1 32 16 16 4 六 考查

1643272202 实验动画
Experimental animation ( training )

2 1 1 32 16 16 4 六 考查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507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应用

方向

动画

周边

课程

组

1643262205 卡通雕塑
Cartoon sculpture 2 0.5 1.5 32 8 24 8 七 考查

本组课程三选二开课。

《卡通雕塑》应适当融入数

字雕刻、3D 打印相关内容。

1643272203 动画周边产品设计
Animation peripheral product design 2 1 1 32 16 16 8 七 考查

1643272204 数字插画
Digital illustration 2 1 1 32 16 16 8 七 考查

小计 54 35 19 864 560 304

专业

任选

课程

1633322201 透视学
Study of perspective 2 1 1 32 16 16 4 二 考试

该模块至少选修 2 门课程，

不少于 4 学分。
MOOC 考核方式按所选课程
要求执行。

1643332201 综合材料
Composite material 2 1 1 32 8 24 4 三 考查

1643362201 影视美术
Set design 2 2 32 16 16 4 六 考查

1643362202 专业英语
Specialty English 2 2 32 32 2 六 考试

1643372201 传统文化类（慕课）
Traditional culture (MOOC)

2 2 32 32 2 六/七

1643382201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类（慕课）
literature search and thesis writing (MOOC)

2 2 32 32 2 七/八

小计 12 10 2 192 136 56

合计 66 44 22 1056 680 376

微专业选修

模块
课程编号、课程名称，由学生自主选修的微专业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微专业课程模块，由学生自
主选修，不计入主修专业总
学分、学时。修满微专业合
格课程的，由微专业开设高
校颁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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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1644122201 动画专业技能基础（上机）
Animation professional skills foundation 2 2 64 64 8 二 考查

1.《劳动教育与实践》各专
业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特点
开设，不少于 32 学时。
《动画专业技能基础》应包

含 PS、AI 两个模块的技能

训练。

164422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32 三 考查

小计 3 3 96 96

专业

实践

1644232201 数字摄影与创意
Digital photography and creativity 2 2 48 48 6 三 考查

1.《动画基础创作》（项目

化课程）侧重二维动画创

作，将第五学期的专业课程

进行有机联合。

2.《动画综合创作》（项目

化课程）即毕业作品创作，

实行导师制，师生双向选

择，毕业论文选题前应完成

至少中期创作。

1644232202 专业写生
Professional sketch 2 2 2周 2周 三 考查

1644252202 数字摄像与表现
Digital Camera and Performance 2 2 48 48 6 五 考查

1644252201 动画基础创作
Animation Foundation Creation 4 4 4周 4周 五 考查

1644262201 动画综合创作
Animated Comprehensive Creation 8 8 4周 8周 七 考查

1644282201 展览策划与组织
Exhibition Planning and Organization 1 1 2周 2周 八 考查

小计 19 19 96 96

综合

实践

1644272201 专业考察
Professional inspection

1 1 1周 1周 七 考查

《毕业论文》应结合《动画

综合创作》完成的作品设定

选题，一人一题。

1644272202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4 4 8周 8周 七/八 考查

1644282202 毕业论文

Graduation Thesis（Design）
4 4 8周 8周 八 考查

1644282203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3 3周 八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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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小计 12 12 20周 20周

合计 34 34 192 192

总计 161 84 77 2288 1368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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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1：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

实施纲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0.2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0.2 考试

形式与政策 0.1 考查

“四史”教育 0.1 考试

劳动教育与实践 0.1 考查

专业考察 0.1 考查

A1-2：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与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3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0.2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0.2 考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 考试

“四史”教育 0.1 考试

劳动教育与实践 0.1 考查

A1-3:具有良好的法制意识、道

德修养、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思想道德与法治 0.4 考试

形式与政策 0.2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 0.2 考查

毕业实习 0.2 考查

A2-1：具有一定的人文社会科

学知识，良好的文化和艺术修

养；

人文科学通识教育课程 0.2 考试/考查

社会科学通识教育课程 0.2 考试/考查

艺术概论 0.2 考试

专业考察 0.1 考查

中外艺术史 0.2 考试

传统文化类（慕课） 0.1 考查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0.1 考查

创新基础、创业基础 0.1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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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2-2：具备良好的敬业精神、

协作精神和创新意识；

动画基础创作 0.3 考查

动画综合创作 0.3 考查

科教动画/景观动画/动画广告 0.1 考查

新媒体动画/实验动画 0.1 考查

A2-3：具备良好的信息素养与

终身学习意识，能够自主研究、

更新知识，不断适应学科发展需

求。

动漫产业发展 0.2 考察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类（慕课） 0.2 考试/考查

毕业论文 0.6 考查

A3-1：崇高的思想品德、严谨

的科学精神、科学的研究能力和

开阔的科学视野；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考试

影视美学 0.2 考试

动漫产业发展 0.1 考查

专业考察 0.1 考查

毕业论文 0.4 考查

A3-2：具有独立获取知识、提

出问题、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动画导演 0.1 考查

动画作品赏析 0.1 考试

动画产业经营与管理 0.2 考试

动画综合创作 0.3 考查

毕业论文 0.3 考查

A3-3：具有良好的技术素养，

较强的技术意识和创新精神。

二维动画基础 0.1 考查

三维动画基础 0.1 考查

数字声音创作 0.1 考查

数字剪辑与合成 0.1 考查

三维动画技术 0.1 考查

定格动画技术 0.1 考查

动画基础创作 0.2 考查

动画综合创作 0.2 考查

A4-1：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

的生活习惯。

公共体育 0.3 考试

军事理论与训练 0.4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 0.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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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4-2：心理健康、人格健全，

具有积极的生活态度、较强的抗

挫折能力与持久的意志力。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2 考查

公共体育 0.2 考试

军事理论与训练 0.3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 0.2 考查

专业考察 0.2 考查

B1-1：掌握人文、艺术、社会科

学及信息技术基础知识；

艺术概论 0.2 考试

动画概论 0.2 考试

中外动画史 0.2 考试

中外艺术史 0.1 考试

传统文化类（慕课） 0.1 考试

动画专业技能基础 0.2 考查

B1-2：具备跨人文、艺术与科学

领域的复合知识结构；

人文科学通识教育课程 0.1 考查

社会科学通识教育课程 0.1 考查

自然科学通识课程 0.1 考查

专业考察 0.2 考查

第二课堂 0.2 考查

毕业论文（设计） 0.3 考查

B1-3：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广阔

的国际视野。

大学外语 0.8 考试

专业英语 0.2 考试

B2-1：理解动画专业相关的艺

术、技术背景知识；

新生研讨课 0.1 考查

动画概论 0.1 考试

绘画基础 0.1 考查

数字绘画基础 0.1 考查

动画速写 0.1 考试

数字声音创作 0.1 考试

动画专业技能基础 0.1 考查

专业写生 0.1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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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数字摄影与创意 0.1 考查

数字摄像与表现 0.1 考查

B2-2：掌握动画专业的基本理

论、核心知识，以及相关艺术领

域基础知识;

动画概论 0.1 考试

视听语言 0.1 考试

数字绘画基础 0.1 考试

动画剧本创作 0.1 考查

角色造型设计 0.1 考试

场景设计 0.1 考试

分镜头设计 0.1 考试

动画运动规律 0.1 考试

动画表演 0.1 考查

动画配音 0.1 考查

B2-3：掌握动画策划、创作、技

术研发与传播的基本流程，熟悉

专业规范；

动画概论 0.1 考试

动画剧本创作 0.1 考试

二维动画基础 0.1 考查

三维动画基础 0.1 考查

数字剪辑与合成 0.1 考查

动画配音 0.1 考查

三维动画技术/定格动画技术 0.1 考查

动画基础创作 0.3 考查

B2-4：了解本学科的前沿理论、

发展趋势。

动画作品赏析 0.2 考查

影视美学 0.2 考试

动漫产业发展 0.2 考查

毕业论文 0.4 考查

B3-1：了解动画业相关的国家方

针政策、法律法规；

动画行销学 0.2 考试

动画产业经营与管理 0.3 考试

毕业实习 0.5 考查

B3-2：了解企业经营、项目管理、

市场营销及相关方面的一般常

识。

动画行销学 0.2 考试

动画产业经营与管理 0.2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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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专业考察 0.2 考查

毕业实习 0.4 考查

C1-1. 掌握动画领域基本创作

方法及研究方法，能够开展创新

性工作；

动画导演 0.2 考查

动画基础创作 0.2 考查

动画综合创作 0.3 考查

科教动画/景观动画/动画广告 0.1 考查

新媒体动画/实验动画 0.1 考查

卡通雕塑/动画周边产品设计/数字插画 0.1 考查

C1-2. 能够胜任动画策划、创

作、研发、传播中至少一个环节

的工作，具备符合行业需求的专

业实践工作能力。

动画导演 0.1 考查

角色造型设计 0.1 考试

场景设计 0.1 考试

原画设计/三维动画技术/定格动画技术 0.1 考试/考查

二维动画基础 0.1 考查

三维动画基础 0.1 考查

数字合成与剪辑 0.1 考查

动画特效 0.1 考查

动画行销学 0.1 考试

动画产业经营与管理 0.1 考试

C1-3.能够基于国家发展战略对

动画发展做出准确定位，理解和

评价动画对文化、旅游及社会发

展的影响。

动画概论 0.3 考试

动画产业经营与管理 0.3 考试

动漫产业发展 0.2 考查

专业考察 0.2 考查

C2-1.应该具有良好的阅读和理

解能力，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

达能力，能够与同行和社会公众

进行有效沟通；

人文科学通识教育课程 0.1 考试/考查

动画剧本创作 0.2 考试

动画导演 0.2 考查

毕业考察 0.1 考查

毕业实习 0.2 考查

毕业论文 0.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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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C2-2.具备一定的外语应用、资

料检索与分析、专业写作等方面

的能力。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类（慕课） 0.2 考查

毕业论文 0.8 考查

C3.组织协调能力：

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沟通交流

以及团队合作能力。

动画基础创作 0.3 考查

动画综合创作 0.3 考查

展览策划与组织 0.2 考查

毕业实习 0.2 考查

C4.知识获取能力：

具备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能够

将新的外部知识与内部已有知

识进行有效整合与转化运用。

动画导演 0.1 考查

动画产业经营与管理 0.1 考试

动画基础创作 0.1 考查

动画综合创作训练 0.2 考查

专业考察 0.1 考查

专业实习 0.2 考查

毕业论文 0.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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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1642112201 新生研讨课 无

1632112202 艺术概论 无

1642112203 动画概论 艺术概论

1642112204 绘画基础 无

1632122201 视听语言 艺术概论、动画概论

1642122201 数字绘画基础 绘画基础

1642132201 中外动画史 艺术概论

专业

核心

课程

1642222201 动画剧本创作 动画概论

1642222202 动画速写 绘画基础

1642232201 角色造型设计 数字绘画基础

1642232202 分镜头设计 视听语言

1642232203 数字声音创作 无

1642242201 场景设计 数字绘画基础

1642242202 动画运动规律 角色造型设计

1642242203 动画表演 艺术概论

1642242204 二维动画基础 角色造型设计、场景设计

1642242205 三维动画基础 角色造型设计、场景设计

1642252201 数字合成与剪辑 视听语言、数字摄像与表现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专业

提高

方向

1643152201 动画作品赏析 艺术概论、动画概论

1643152202 戏剧影视学概论 艺术概论

1643152203 中外艺术史 艺术概论

1643162201 世界动画大师 动画概论

1633162201 影视美学 艺术概论、视听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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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专业

提高

方向

1643152204 游戏概论 动画概论

1643162202 游戏架构设计与策划 游戏概论

1643172201 动画行销学 动画概论

1643172202 动画产业经营与管理 动画概论

1643182201 动漫产业发展 动画概论

专业

应用

方向

专业

应用

方向

1643252201 动画配音 数字声音创作

1643252202 动画导演 分镜头设计

1643252203 原画设计 角色造型设计、动画运动规律

1643252204 三维动画技术 三维动画基础

1643252205 定格动画技术
数字摄影与创意、角色造型设

计、场景设计等

1643262201 动画特效 数字剪辑与合成

1643262202 科教动画

专业核心课程、创作提升课程

1643262203 景观动画

1643262204 动画广告

1643272201 新媒体动画

1643272202 实验动画

1643262205 卡通雕塑 角色造型设计、三维动画基础

1643272203 动画周边产品设计 动画专业技能基础

1643272204 数字插画 数字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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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704（其中，

理论课堂教

学 472学时，

实践教学

216学时，不

含军事技能

训练 2周）

40（含实践

12）
24.8%

（7.5%）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96 6 3.7%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272（96） 17（6）
10.6%

（3.7%）

专业核心课程 544（368） 34（23）
21.1%

（14.3%）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480（152） 30（9.5）
18.6%

（5.9%）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216 12

28.6%
（7.5%）

基础实践 96 3

专业实践 96+12 周 19

综合实践 20周 12

合计 2288+32周 161 100%

九、其他说明

1.本专业课程由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分类教育课程和实践课程四大类别。学生必

须按要求在不同的类别中修读完成规定的学分。

2.通识教育课程包括通识教育必修课和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两大模块。每生必须修读所有通识

教育必修课，总学分 40学分，计 704学时；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修读要求参照表 2备注。

3.专业教育课程必修模块包括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每生必须修读所有学科基础课

程和专业核心课程。学科基础课程总计 272学时，17学分；专业核心课程总计 544学时，34学分。

4.分类教育课程类别包括专业提高课程、专业应用课程和专业任选课程三类，修读课程总学

分为 30分，具体修读要求参照表 2备注。

5.实践课程类别包括基础实践、专业实践和综合实践教学。其中基础实践 3学分，专业实践

19学分，综合实践 12学分，总计 34学分。具体修读要求参照表 2备注。

6.参与专业科研实验、论文撰写、专利开发、创业实践、各类学科竞赛等活动并取得一定成

绩或成果，认定相应学分，可充抵专业选修课程学分，最高不超过 6学分，具体要求和学分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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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经省级以上主管部门组织考核并获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按级

别高低分别计 2～4 学分，对应的课程可申请免修，免修课程的学分认定由学院确认，报创新创

业学院审核，教务处备案。

7.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在 425分以上（含 425分），可申请免修 2学分的通识教育

选修课程。免修课程的学分认定由学院确认，报教务处审核备案。

8.本次修订的培养方案自 2022级起执行。

9.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见表 6）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2.5 22.5 24.5 24.5 21 20 12 14 161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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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The Undergraduates Teaching Project of Physical Educational Major
（专业代码：040201）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教师教育相关政策要求，立足鲁西，面向山东，辐射

全国，培养政治立场坚定、道德情操高尚、教育情怀浓厚、专业思想牢固，能够综合运用体育学科

领域相关知识、能力胜任中学和相关体育机构的体育教学、训练、竞赛与研究，育人能力强，服务

并改进中学体育教育教学水平，具有良好的体育与健康素养、创新精神、自主学习和发展能力。预

期毕业生毕业 5 年后，大部分能成长为引领中学体育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骨干教师。

目标 1：信念执着，师德高尚，践行立德树人，对体育教师职业有着强烈认同，乐于奉献，善

于协作，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

目标 2：将本专业所学知识在体育教师行业中应用，能够按照新课标要求进行体育与健康课程

讲授，从专项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人格方面教授学生相关知识，组织课堂教学工作。能够组织中

学体育训练、竞赛，满足学校体育实际工作需要。

目标 3：具备较强的育人能力，树立体育与思政协同育人理念。能够将课程思政元素渗透到体

育教学和班级管理中，以体育人。能够综合运用多种方法与手段，分析解决体育教育问题，并以终

身学习的态度去适应社会与教师职业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 4：具备专业发展意识和持续发展能力。能够对体育教育发展中的新知识、新思想进行科

学合理的归纳与整理，并将先进的教育理念有效地运用到体育教学之中。善于自主学习，能够不断

更新体育专业知识，提高专业技能，善于采纳新的教育教学理念，持续改进教育教学水平。

（二）毕业要求

1 践行师德（A）

A1 师德规范

A1-1熟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理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思想认同、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政治立场坚定。

A1-2 熟悉党的教育方针，树立立德树人的教育思想，能够发挥学校体育的全面育人作用，实施

素质教育。

A1-3 注重师德养成，懂纪律，守规矩，形成良好的职业行为规范，具有依法执教意识，立志成

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A2 教育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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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接受体育教育的专业思想熏陶，理解体育教师的职业性质，热爱体育教师职业，以发展学

校体育事业为己任，责任心和事业心强，人格健全，积极进取。

A2-2 具有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尊重学生人格，富有爱心、责任心，工作细心、耐心，做学生

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增强体质、发展技能、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2 学会教学（B）

B1 学科素养

B1-1掌握体育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理解由体育教育训练学、运动人体科学、

体育人文社会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学等组成的体育学科知识体系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形成基本的体育

学科知识、技能和方法网络体系。

B1-2 具有人文、艺术、科学等综合素养，了解体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了解体育学科与社

会实践的联系，能够整合相关学科知识应用于实践。

B2 教学能力

B2-1 具备体育教学基本技能，熟悉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针对中学生身心发展特征及认知状况，

因材施教，设计教学，面向全体学生，体现体育课程的育人功能。

B2-2了解体育课程的多元评价体系，有能力对体育课程整体教学效果进行评价，获得初步的教

学经验，具备开展教学、训练与研究的能力，初步掌握现代教育技术的方法。

3 学会育人（C）

C1 班级指导

C1-1树立德育为先理念，设置班级指导课程，让学生了解德育原理和方法，掌握班级组织与建

设的工作规律与基本方法。

C1-2在班主任工作实践中组织开展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等活动，参与对学生的思想品德、身体

健康与心理健康发展的全程引导。

C2 综合育人

C2-1具有全程育人、立体育人的意识，理解体育学科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具有的独特功能和价值，

能够在体育教学实践中将体育学科知识学习、能力发展与品德养成相结合，自觉开展育人活动。

C2-2了解学校文化和体育教育活动的育人内涵和方法，借助体育学科优势，以体育为载体，组

织主题教育和社团活动，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教育和指导。

4 学会发展（D）

D1 学会反思

D1-1了解国内外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动态，掌握体育学科发展基本趋势，体育领域相关知识及

发展趋势，具备主动适应，持续学习，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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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2通过课程学习和科研训练，形成一定的创新意识，初步掌握科研的方法，尝试运用批判思

维反思并发现学校体育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学会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

D2 沟通合作

D2-1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价值，理解体育团队中每个角色的定位以及对于整个团队的意义，具有

协同合作意识。

D2-2 具备与学校领导、同事、中学学生、家长及社区沟通交流的知识、技能与经验，积极主动

参与小组学习、专题研讨、团队互动、网络分享等协作学习活动，乐于分享经验和想法。

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基本素养

目标 2
职业能力

目标 3
职业特征

目标 4
综合素养

A1 师德规范 H M M L

A2 教育情怀 H M M L

B1 学科素养 M H H M

B2教学能力 L H L L

C1 班级指导 L M H M

C2 综合育人 M M H L

D1 学会反思 L H L H

D2 沟通合作 L L L H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四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计划学时 2432 学时+42 周，学分 166

学分。允许学生在 3-8 年内修满学分。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经校学位委

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

主要课程：体育学概论、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体育心理学、健康教育学、体育社会学、

体育科研方法、运动训练学、运动技能学习与控制、学校体育学、体育保健学、体育统计学、体育

教学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教育学概论、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现代

教育技术、体育课程标准与教材教法、田径、体操、篮球、排球、足球、武术、健美操、主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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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等。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包括专业课程中的劳动教育实践、体育教师职业基本技能训练、导师制项目化课程、教育见习、

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第二课堂等。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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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
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
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
实验、
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
政治
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分
为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门中选
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
据《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
干意见》（教社科〔2018〕1
号）、《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
（教社科〔2018〕2号）、《教
育部办公厅关于在思政课
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重点
的“四史”教育的通知》、教
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
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
（2021—2025年）》（教督
〔2021〕1号）等文件精神
开课，包括“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
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
好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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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
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
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
实验、
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
课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术

课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美育课程中非艺术类专业
学生至少选修 1门、2学分。

大学
外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大学外语共修 12学分，
其中实践教学共 4学分；
学生自主选择一种语言模
块课程。
2.选修《大学英语》的，对
未达到《大学英语教学指
南》（2020版）基础目标的
学生继续开设《大学英语
（四）》，对已达到较高水平
的学生，根据各学院、专业
发展要求和学生多元需求
开设《高级英语》、《专门用
途英语》和《跨文化交际》
等课程，供学生选课。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身心
健康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
询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能训练

1学分为实践教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教育”
第一学期在东校区学院授课，第

二学期在西校区学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期第

1-2周，不计入总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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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
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
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
实验、
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16 1 一 考查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
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
心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16 1 六 考查

合计 38 28 10 592 448 144 1.本模块需共计选修 8学
分。
2.创新创业模块中“创新基
础 ”“创业基础 ”为限选课
程，两门课程各 1学分，所
有专业学生均需修读。在第
2 学期开设《创新基础》，
在第 4 学期开设《创业基
础》。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自然科学 本专业学生可在本领域选修 2学分

创新创业教育 需要选修《创新基础》和《创业基础》2门课程，共计 2学分

教师教育 本专业学生可在本领域选修 4学分

学分合计：46 ， 其中理论学分：36 、 实践学分：10 ； 学时合计：720 ，其中理论学时：576、实践学时：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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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
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
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0512112201 体育概论
Introduction to Sports 1.5 1.5 24 24 2 一 考试

1.体育概论增加 16学时专
业导论课章节。
2.本专业学生必须修读学科
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中所
列的所有课程,专业教育必
修课程共计 60学分。

0512112202 运动解剖学
Sports Anatomy 3 3 48 48 4 一 考试

0512122203 运动生理学
Exerercise Physiology 4 4 64 52 12 4 二 考试

0512132204 体育心理学
Psychology of Physical Education 2 2 32 28 4 2 三 考试

0512152205 健康教育学
Science of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五 考试

0512132206 体育社会学
Sports Sociology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512162207 体育科研方法
Sports research methodology 2 2 32 28 4 2 六 考试

0512112208 运动解剖学实验
Sports Anatomy Experiment 0.5 0.5 16 0 16 1 一 考查

小计 17 16.5 0.5 280 244 36

专业
核心
课程

0512242201 学校体育学
Sports Studies in Schools 2 2 32 28 4 2 四 考试

0512252202 体育教学论
Teaching Theory of P.E 2 2 32 28 4 2 五 考试

0512262203 运动技能学习与控制
Motor Learning & Control 2 2 32 28 4 2 六 考试

0512242204 体育统计学
Sports Statistics 2 2 32 24 8 2 四 考试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528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
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
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0512242205 运动训练学
Theories of Sports Training 2 2 32 32 0 2 四 考试

0512212206 田径(一)
Track and Field (Ⅰ) 3 3 48 2 46 4 一 考试

0512222207 田径(二)
Track and Field(Ⅱ) 4 4 64 4 60 4 二 考试

0512212208 体操(一)
Gymnastics(Ⅰ) 3 3 48 2 46 4 一 考试

0512222209 体操(二)
Gymnastics (Ⅱ) 4 4 64 4 60 4 二 考试

0512212210 篮球
Basketball 5 5 80 4 76 6 一 考试

0512222211 排球
Volleyball 4 4 64 4 60 4 二 考试

0512232212 足球
Football 4 4 64 4 60 4 三 考试

0512232213 武术
wushu 4 4 64 4 60 4 三 考试

0512232214 健美操
Aerobics 2 2 32 2 30 2 三 考试

小计 43 10 33 688 170 518

合计 60 26.5 33.5 968 414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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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
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
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技术
提高
课程

课

程

组

一

0513142201 篮球理论与实践（一）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asketball(Ⅰ) 4 4 64 60 4 4 四 考试

此模块为限选课，学生只能
选择一个课程组，并修完课
程组内所有课程，共计 12
学分。

0513152202 篮球理论与实践（二）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asketball (Ⅱ) 4 4 64 60 4 4 五 考试

0513162203 篮球理论与实践（三）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asketball (Ⅲ) 4 4 64 60 4 4 六 考试

课

程

组
二

0513142204 排球理论与实践（一）
Theory and Practice of Volleyball(Ⅰ) 4 4 64 60 4 4 四 考试

0513152205 排球理论与实践（二）
Theory and Practice of Volleyball (Ⅱ) 4 4 64 60 4 4 五 考试

0513162206 排球理论与实践（三）
Theory and Practice of Volleyball (Ⅲ) 4 4 64 60 4 4 六 考试

课

程

组
三

0513142207 体操理论与实践（一）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ymnastics (Ⅰ) 4 4 64 60 4 4 四 考试

0513152208 体操理论与实践（二）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ymnastics (Ⅱ) 4 4 64 60 4 4 五 考试

0513162209 体操理论与实践（三）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ymnastics (Ⅲ) 4 4 64 60 4 4 六 考试

课

程

组
四

0513142210 田径理论与实践（一）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ck and Field (Ⅰ) 4 4 64 60 4 4 四 考试

0513152211 田径理论与实践（二）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ck and Field(Ⅱ) 4 4 64 60 4 4 五 考试

0513162212 田径理论与实践（三）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ck and Field (Ⅲ) 4 4 64 60 4 4 六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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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
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
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课

程

组
五

0513142213 武术理论与实践（一）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ushu (Ⅰ) 4 4 64 60 4 4 四 考试

0513152214 武术理论与实践（二）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ushu (Ⅱ) 4 4 64 60 4 4 五 考试

0513162215 武术理论与实践（三）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ushu (Ⅲ) 4 4 64 60 4 4 六 考试

课

程

组
六

0513142216 足球理论与实践（一）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ootball(Ⅰ) 4 4 64 60 4 4 四 考试

0513152217 足球理论与实践（二）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ootball (Ⅱ) 4 4 64 60 4 4 五 考试

0513162218 足球理论与实践（三）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ootball (Ⅲ) 4 4 64 60 4 4 六 考试

课

程

组
七

0513142219 健美操理论与实践（一）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erobics (Ⅰ) 4 4 64 60 4 4 四 考试

0513152220 健美操理论与实践（二）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erobics (Ⅱ) 4 4 64 60 4 4 五 考试

0513162221 健美操理论与实践（三）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erobics (Ⅲ) 4 4 64 60 4 4 六 考试

小计 12 12 0 192 180 12

专业
提高
方向

0513142222 体育史
Sports History 2 2 32 32 2 四 考查

选择本方向课程修读的学
生，必须在此模块修读 4学
分。

0513162223 运动生物化学
Sports Biochemistry 2 2 32 28 4 2 六 考查

0513152224 体育管理学
Sports Management 2 2 32 32 2 五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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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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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学
时

学时
分配

周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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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提高
方向

0513152225 体育经济学
Sports Economics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513152226 民族传统体育概论
Principal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2 2 32 28 4 2 五 考查

0513152227 奥林匹克运动
Olympic Game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513152228 运动生物力学
Sports Biomechanics 2 2 32 28 4 2 五 考查

小计 4 4 64

专业
应用
方向

0513232201 健身理论与指导
Fitness Theory and Guidance 2 2 32 2 三 考查

选择本方向课程修读的学
生，必须在此模块修读 4学
分。

0513232202 体育保健学
Studies of Sports Health Protection 2 2 32 24 8 2 三 考查

0513252203 体能训练理论与方法
Physical Fitness Training 2 2 32 2 五 考查

0513262205 基本体操
Basic Gymnastics 2 2 32 2 六 考查

0513252206 运动竞赛学
Sports Competition 2 2 32 2 五 考查

小计 4 4 64

0513352201 体育舞蹈
Sports Dancing 2 2 32 2 五 考查

0513342202 跆拳道
Taewondo 2 2 32 2 四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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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
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
分配

周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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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特殊
需求
方向

0513362203 游泳
Swimming 2 2 32 2 六 考查

选择本方向课程修读的学
生，必须在此模块修读 8学
分。其中《写作基础》为必
选课。

0513362204 乒乓球
Table Tennis 2 2 32 2 六 考查

0513342205 网球
Tennis 2 2 32 2 四 考查

0513352206 羽毛球
Badmintion 2 2 32 2 五 考查

0513362207 体育游戏
Sports Game 2 2 32 2 六 考查

0513362208 散打
Free sparing 2 2 32 2 六 考查

0513332209 推拿按摩
Physical Rehabilitation 2 2 32 2 三 考查

0513362210 排舞
Layout Dance 2 2 32 2 六 考查

0513362211 写作基础
The basics of writing 2 2 32 2 六 考查

小计 8 128

合计 24 24 384

微专业选修
运动健康管理微专业

（开设《解剖生理学》、《体能训练概论》、《运动处方学》、《导引养
生》、《运动营养学》5门课程）

10 160
微专业课程模块，由学生自
愿选修，不计入主修专业总
学分、学时。修满微专业合
格课程的，由微专业开设高
校颁发证书。小计 10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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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
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
分配

周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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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必修

0402232201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Developmental and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 2 32 32 2 三 考试

1.师范类专业学生需在必修
课程模块修读 14 学分，在
选修课程模块选修 4学分。
2. 现代教育技术开课学期
按文理科学院分别设在第
三、四学期。
3.由相关学院开设的课程由
学生所在学院负责开设，开
课学期与考核方式由学院
确定。

0402232202 教育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402242204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Occupational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1 1 16 16 1 四 考试

0402242207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Mental Health and Moral Education 1 1 16 16 1 四 考试

1602232204 现代教育技术
Modern Teaching Technology 2 1.5 0.5 40 24 16 2 三/四 考试

0403342201 班主任工作
Class Management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512262215 体育课程标准与教材教法
Standard of P.E Curriculum and Textbook Research 2 1.5 0.5 32 16 16 2 六 考查

0513352216 体育测量与评价
Sports Measurement and Comment 2 2 32 32 2 五 考查

小计 14 13 1 232 200 32

选修

040335220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Education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1 1 16 16 1 五 考试

0402242208 教育公共政策
Public Policy on Education 1 1 16 16 1 五/六 考试

0402242209 家庭教育学
Family Pedagogy 1 1 16 16 1 五/六 考试

0513362212 体育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Teaching Design and Case Analysis of P.E 2 2 32 28 4 2 六 考查

小计 4 4 64

合计 18 17 1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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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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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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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学
时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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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051426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10 22 1-6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各专业根
据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开设，
不少于 32学时。

0514272202 体育教师职业基本技能
Professional skills of P.E teachers 1 1 32 8 24 七 考查

小计 2 2 64 18 46

专业
实践

0514582203 导师制项目化课程
Tutor-based project-based courses 4 4 16周 1-8 考查

0514262204 教育见习
Education probation 1 1 2周 六 考查

小计 5 5 18周

综合
实践

0514272205 毕业实习
Practice 4 4 18周 七 考查

0514282206 毕业论文
Graduation Thesis 4 4 6周 八 考查

0514282207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3 1-8 考查

小计 11 11 24周 18 46

合计 18 18 64+42
周

总计 166 2432+
42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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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1 熟悉马克思主义

的思想政治理论，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思想认同、政治认

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

同，政治立场坚定。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7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17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0.17 考试

形势与政策 0.1 考查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7 考试

思想道德与法治 0.17 考试

“四史”教育 0.05

A1-2 熟悉党的教育方

针，树立立德树人的教

育思想，能够发挥学校

体育的全面育人作用，

实施素质教育。

教育学概论 0.18 考试

形势与政策 0.18 考查

体育教学论 0.18 考试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0.10 考试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18 考试

“四史”教育 0.09 考查

教育公共政策 0.09 考试

A1-3 注重师德养成，懂

纪律，守规矩，形成良

好的职业行为规范，具

有依法执教意识，立志

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

德情操、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04 考试

思想道德与法治 0.13 考试

军事理论与训练 0.08 考查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3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13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0.13 考试

班主任工作 0.08 考试

毕业实习 0.15 考查

第二课堂 0.1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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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2-1 接受体育教育的

专业思想熏陶，理解体

育教师的职业性质，热

爱体育教师职业，以发

展学校体育事业为己

任，责任心和事业心强，

人格健全，积极进取。

教育学概论 0.16 考试

体育概论 0.12 考试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0.16 考查

学校体育学 0.16 考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08 考试

体育心理学 0.16 考试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16 考试

A2-2 具有人文底蕴和

科学精神，尊重学生人

格，富有爱心、责任心，

工作细心、耐心，做学

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

增强体质、发展技能、

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

引路人。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0.29 考查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1 考试

体育社会学 0.07 考试

家庭教育学 0.04 考试

大学外语 0.42 考试

美育课程 0.07 考查

B1-1 掌握掌握体育学

科的基本知识、基本原

理和基本技能，理解由

体育教育训练学、运动

人体科学、体育人文社

会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学

等组成的体育学科知识

体系的基本思想和方

法，形成基本的体育学

科知识、技能和方法网

络体系。

田径 0.20 考试

体操 0.20 考试

篮球 0.14 考试

排球 0.11 考试

足球 0.11 考试

运动生理学 0.11 考试

运动解剖学 0.08 考试

体育社会学 0.05 考试

B1-2 具有人文、艺术、

科学等综合素养，了解

体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

联系，了解体育学科与

体育统计学 0.11 考试

运动训练学 0.11 考试

运动技能学习与控制 0.11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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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社会实践的联系，能够

整合相关学科知识应用

于实践。

专业应用方向课程 0.20 考查

专业提高方向课程 0.20 考查

体育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0.11 考查

体育课程标准与教材教法 0.11 考查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0.05 考试

B2-1 具备体育教学基

本技能，熟悉体育与健

康课程标准，针对中学

生身心发展特征及认知

状况，因材施教，设计

教学，面向全体学生，

体现体育课程的育人功

能。

体育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0.06 考查

体育教学论 0.06 考试

运动技能学习与控制 0.06 考试

体育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 0.06 考查

运动解剖学 0.09 考试

运动训练学 0.06 考试

专业特殊需求方向课程 0.24 考查

运动项目理论与实践 0.37 考试

B2-2了解体育课程的

多元评价体系，有能力

对体育课程整体教学效

果进行评价，获得初步

的教学经验，具备开展

教学、训练与研究的能

力，初步掌握现代教育

技术的方法。

现代教育技术 0.15 考试

家庭教育学 0.08 考试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0.08 考试

毕业实习 0.31 考查

班主任工作 0.15 考试

教育见习 0.08 考查

体育测量与评价 0.15 考查

C1-1 树立德育为先理

念，设置班级指导课程，

让学生了解德育原理和

方法，掌握班级组织与

建设的工作规律与基本

方法。

健康教育学 0.14 考试

毕业实习 0.30 考查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14 考试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14 考查

体育心理学 0.14 考试

学校体育学 0.14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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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C1-2 在班主任工作实

践中组织开展德育和心

理健康教育等活动，参

与对学生的思想品德、

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发

展的全程引导。

体育概论 0.13 考试

导师制项目化课程 0.35 考查

体育教师职业基本技能 0.09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 0.09 考查

健康教育学 0.17 考试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0.17 考查

C2-1具有全程育人、立

体育人的意识，理解体

育学科培养全面发展的

人具有的独特功能和价

值，能够在体育教学实

践中将体育学科知识学

习、能力发展与品德养

成相结合，自觉开展育

人活动。

运动训练学 0.11 考试

运动生理学 0.21 考试

武术 0.21 考试

健美操 0.11 考试

美育课程 0.11 考查

运动解剖学实验 0.04 考查

毕业论文 0.21 考查

C2-2 了解学校文化和

体育教育活动的育人内

涵和方法，借助体育学

科优势，以体育为载体，

组织主题教育和社团活

动，对学生进行有效的

教育和指导。

大学外语 0.27 考试

运动项目理论与实践 0.27 考试

专业应用方向课程 0.09 考查

专业提高方向课程 0.09 考查

毕业论文 0.09 考查

体育科研方法 0.05 考试

导师制项目化课程 0.09 考查

体育统计学 0.05 考试

D1-1 了解国内外基础

教育改革的发展动态，

掌握体育学科发展基本

趋势，体育领域相关知

田径 0.20 考试

体操 0.20 考试

篮球 0.15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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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识及发展趋势，具备主

动适应，持续学习，进

行职业生涯规划的基本

能力。

排球 0.12 考试

足球 0.12 考试

武术 0.12 考试

健美操 0.06 考试

体育教师职业基本技能 0.03 考查

D1-2 通过课程学习和

科研训练，形成一定的

创新意识，初步掌握科

研的方法，尝试运用批

判思维反思并发现学校

体育发展中的现实问

题，学会分析并提出解

决方案。

现代教育技术 0.10 考试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0.05 考试

教育公共政策 0.05 考试

体育测量与评价 0.10 考查

第二课堂 0.15 考查

教育见习 0.05 考查

体育科研方法 0.10 考试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0.40 考查

D2-1 理解学习共同体

的价值，理解体育团队

中每个角色的定位以及

对于整个团队的意义，

具有协同合作意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6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0.26 考试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0.16 考试

军事理论与训练 0.16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16 考查

D2-2 具备与学校领导、

同事、中学学生、家长

及社区沟通交流的知

识、技能与经验，积极

主动参与小组学习、专

题研讨、团队互动、网

络分享等协作学习活

动，乐于分享经验和想

法。

运动解剖学实验 0.02 考查

运动项目理论与实践 0.56 考试

专业特殊需求方向课程 0.37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 0.05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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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必

修

课

程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512112201 体育概论 无

0512112202 运动生理学 运动解剖学

0512122203 运动解剖学 无

0512132204 体育心理学 运动生理学、教育心理学

0512152205 健康教育学 无

0512132206 体育社会学 体育概论

0512162207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 体育统计学

0512112208 运动解剖学实验 运动解剖学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0512242201 学校体育学 运动生理学、体育心理学

0512252202 体育教学论 体育心理学、教育学

0512262203 运动技能学习与控制 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

0512242204 运动训练学 运动生理学

0512242205 体育统计学 无

0512212206 田径(一) 无

0512222207 田径(二) 田径(一)

0512212208 体操(一) 无

0512222209 体操(二) 体操(一)

0512212210 篮球 无

0512222211 排球 无

0512232212 足球 无

0512232213 武术 无

0512232214 健美操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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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选

修

课

程

专

业

技

术

提

高

课

程

0513142201 篮球理论与实践（一） 篮球普修

0513152202 篮球理论与实践（二） 篮球普修

0513162203 篮球理论与实践（三） 篮球普修

0513142204 排球理论与实践（一） 排球普修

0513152205 排球理论与实践（二） 排球普修

0513162206 排球理论与实践（三） 排球普修

0513142207 体操理论与实践（一） 体操普修

0513152208 体操理论与实践（二） 体操普修

0513162209 体操理论与实践（三） 体操普修

0513142210 田径理论与实践（一） 田径普修

0513152211 田径理论与实践（二） 田径普修

0513162212 田径理论与实践（三） 田径普修

0513142213 武术理论与实践（一） 武术普修

0513152214 武术理论与实践（二） 武术普修

0513162215 武术理论与实践（三） 武术普修

0513142216 足球理论与实践（一） 足球普修

0513152217 足球理论与实践（二） 足球普修

0513162218 足球理论与实践（三） 足球普修

0513142219 健美操理论与实践（一） 健美操普修

0513152220 健美操理论与实践（二） 健美操普修

0513162221 健美操理论与实践（三） 健美操普修

专

业

提

高

方

向

0513142222 体育史 无

0513162223 运动生物化学 运动生理学

0513152224 体育管理学 无

0513152225 体育经济学 无

0513152226 民族传统体育概论 体育概论

0513152227 奥林匹克运动 体育概论

0513152228 运动生物力学 运动解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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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选

修

课

程

专

业

应

用

方

向

0513232201 健身理论与指导 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

0513232202 体育保健学 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

0513252203 体能训练理论与方法 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

0513262205 基本体操 体操

0513252206 运动竞赛学 无

特

殊

需

求

方

向

0513352201 体育舞蹈 健美操

0513342202 跆拳道 武术

0513362203 游泳 无

0513362204 乒乓球 无

0513342205 网球 无

0513352206 羽毛球 无

0513362207 体育游戏 无

0513362208 散打 武术

0513332209 推拿按摩 运动解剖学、体育保健学

0513362210 排舞 健美操

0513362211 写作基础 无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必修

0402232201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无

0402232202 教育学概论 无

0402242204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无

0402242207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无

1602232204 现代教育技术 无

0403342201 班主任工作 无

0512262215 体育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 教育学概论、体育教学论

0513352216 体育测量与评价 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

选修

040335220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无

0402242208 教育公共政策 无

0402242209 家庭教育学 无

0513362212 体育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体育教学论、现代教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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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

必修课程

592（其中理论学

时 448，实践学

时 144）

38（10）注：

括号为实践

学分

22.89
（6.01）

通识教育

选修课程
128 8 4.82

专业

教育

课程

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280 17（0.5） 10.24（0.3）

专业核心课程 688 43（33） 25.9（19.88）

选修课程 384 24 14.46

教师教

育课程

必修课程 232 14（1） 8.43（0.6）

选修课程 64 4 2.4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课程实践 144 10

37.65

专业教育课程实践 544 33.5

教师教育课程实践 24 1

基础实践 64 2

专业实践 18周 5

综合实践 24周 11

合计 2432+42周 166 100

九、其他说明

1.通识教育课程中的必修课程，总学分达到 38 学分；在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中，所有学生在 3个

模块可选修 8 学分。通识教育课程总学分为 46 学分，共计 720 学时。

2.专业教育课程中的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为本专业的必修课程，其中学科基础课程须

达到 17 学分，专业核心课程须达到 43 学分。

3. 专业教育课程中的专业教育选修课程分为 4 个模块。每名学生必须选择专项技术提高课程中

的 1 个课程组进行修读，共 12 学分；学生只需在专业提高方向或者专业应用方向选择 1 个模块（选

择专业提高方向课程修读的学生，必须在此模块选修 4 学分；选择专业应用方向课程修读的学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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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在此模块选修 4 学分）；每名学生必须在专业任选课程中任选 8 学分（其中，写作基础为必选），

专业选修课程共计 24 学分。

4．教师教育专业课程分必修课和选修课两个模块。每名学生必须在必修课模块修读 14 学分；

选修课模块修读 4 学分；共计 18 学分。

5.基础实践课程中劳动教育实践 1 学分，体育教师职业基本技能 1 学分；专业实践中，导师制

项目化课程 4 学分，在 1-8 学期中每学期进行 2 周的项目化课程；教育见习为 2 周，共计 1 学分。

综合实践中，第二课堂计 3 学分；毕业实习为 18 周，计 4学分；毕业论文为 6周，计 4 学分，实践

教学环节共计 18 学分。

表 6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5 25 27 25 22 25 10 7 166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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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康复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Sports Rehabilitation
（专业代码：040206T）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围绕国家和区域发展需求，立足鲁西，服务山东，辐射全国，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良好的人文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系统掌握

运动康复专业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具备良好的终身学习能力，能够跟踪运动康复及

相关领域的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技术；具有良好的组织能力、团队精神、创新意识、国际视野和多

学科沟通交流能力；未来能够胜任与运动康复治疗相关的临床、教学、科研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

人才。

目标 1：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包括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敬业爱岗、热爱劳动、遵纪守法、团结合作的品质;具有良好

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目标 2：掌握与运动康复治疗相关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掌握中国传统康复治疗

的基本理论和技能，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的能力.

目标 3：终身学习能力，时间管理能力，及时跟进运动康复及相关领域的新知识、新理论和新

技术，进而获得职业发展的能力。

目标 4：良好的组织能力、团队精神、创新意识、国际视野和多学科沟通交流能力。

目标 5：能够在运动康复机构、运动队、体育科研机构、医疗康复机构、疗养院和健身机构等

从事运动损伤康复、肌肉骨骼康复、慢性疾病康复、神经病损康复和运动防护等方面的工作。

（二）毕业要求

1．知识体系（A）

A1．素养类知识

A1-1：熟悉 1门外语，能基本阅读与本专业有关的外文文献；

A1-2：理解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和原理，熟悉一定的创新创业知识和军事常识。

A2．体育学基础知识

A2-1：系统掌握体育的基本概念、本质和功能，掌握人体运动的执行结构，体育运动过程中的

心理、生理、生化、生物力学现象与规律以及体育的社会现象及规律等。

A2-2：初步掌握体育科学研究方法与手段，能够撰写体育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

A3．现代康复诊疗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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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系统掌握康复医学、临床医学等的基础理论知识；

A3-2：系统掌握康复评定、物理治疗、运动伤病防护、运动康复、肌肉骨骼康复、慢性病康复、

神经病损康复等的技术与方法。

A3-3：系统掌握科学运动健身和康复训练等的基础理论、技术和方法。

A4．传统康复诊疗知识

A4-1：系统掌握中医学、中医传统养生等基础理论知识；

A4-2：系统掌握中医养生康复、特色康复诊疗技术与方法。

2．能力体系（B）

B1．专业工具知识运用能力

B1-1：能够运用体育科研方法、医学统计学知识进行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与推断；

B1-2：能够运用诊断学和医学影像学等知识进行功能障碍或康复训练效果的辅助评估和治疗。

B2．专业技能能力

B2-1：掌握康复评定的基本方法，能够针对常见疾病选择和正确使用康复评定手段，做出规范

科学的康复评估；

B2-2：能够综合运用现代康复疗法和传统康复疗法帮助创伤、慢性疾病、神经病损、老年人等

功能障碍人群恢复身体功能，以重返社会及运动生活；

B2-3：能够熟练运用多种运动干预措施，指导患者开展功能性力量训练、保健养生功法练习等；

B2-4：具备健康体质监测与评价的基本能力，并对患者和公众进行健康宣传教育等，能够从事

运动防护、体质监测、健康指导和管理等工作；

B2-5：能够正确使用常用的物理治疗仪器、运动康复设备、训练器械以及相关测试仪器等。

B3．实践创新和创业能力

B3-1：具有较强的实践应用能力、公共服务意识，富有公益精神，具备社会服务的基本技能与

方法，胜任运动康复相关的社会服务工作；

B3-2：具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具备创业认知能力、专业职业能力、资源获取与整合能力，

具有开拓工作新领域的能力。

3．人文素质（C）

C1．思想政治素质

C1-1：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牢固树立并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C1-2：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良好的道德修养，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恪守学术道德规范。

C2．职业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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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养成认真敬业、严谨负责、团结协作、善于沟通的职业素质；

C2-2：尊重生命、尊重患者，预防疾病、驱除病痛、改善人体功能、增进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

C3．文化素质

C3-1：具有人文情怀、科学素养和审美情趣；

C3-2：具备国际视野和现代意识，具有弘扬中医传统康复技术的自觉意识。

C4．身心素质

C4-1：接受严格的运动技能训练，拥有良好的身体素质；

C4-2：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目标 5

A1．素养类知识 H L M H M

A2．体育学基础知识 L H M L H

A3．现代康复诊疗知识 L H H L H

A4．传统康复诊疗知识 L H L L H

B1．专业工具知识运用能力 L M H L M

B2．专业技能能力 L H H H H

B3．实践创新和创业能力 H L L H M

C1．思想政治素质 H L L L M

C2．职业素质 H L L H M

C3．文化素质 H L L H M

C4．身心素质 M L L L M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四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计划总学时 2336 学时+42 周，总学分

为 170 学分。允许学生在 3～8 年内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

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康复治疗学、运动科学。

主要课程：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体育心理学、健康教育学、体育概论、体育社会学、体

育科研方法、康复医学概论、中医学基础、功能解剖学、临床医学概论、推拿按摩、运动损伤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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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与康复、康复评定学、肌肉骨骼康复学、物理治疗学、运动康复技术、医学统计学、运动处方、

医学伦理与医患沟通等。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1．军事训练

2．主要专业课程实验

运动解剖学实验、运动生理学实验、体育心理学实验、功能解剖学实验、运动生物力学实验、

体育测量与评价实验、运动生物化学实验、体育保健学实验等。

3．劳动教育与实践

4．物理因子治疗

5．体质健康测试

6．运动康复技术见习

6．毕业实习

7．毕业论文（设计）

8．第二课堂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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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
政治
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分
为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每学年循
环开设，在《中国共产党
历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4门中选修 1门。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1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1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1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1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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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
课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术课

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学生至少选修1门、2学分。
学生自主选修课程包括
《音乐鉴赏》《中国美术
史》《东昌府本版年画艺
术》《山东民歌赏析》《艺
术与审美》《带你听懂中国
传统音乐》《中国传统音乐
作品》《视觉艺术设计》《音
乐与社会》等，详细课程
名单见每学期选课通知。

大学
外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
学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
《大学俄语》《大学日语》
《大学韩国语》《大学西班
牙语》中任意一种语言模
块课程。具体课程名称、
课程号依学生选修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对
未达到《大学英语教学指
南》（2020版）基础目标的
学生继续开设《大学英语
（四）》，对已达到较高水
平的学生，根据各学院、
专业发展要求和学生多元
需求开设《高级英语》、《专
门用途英语》和《跨文化
交际》等课程，供学生选
课。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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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
询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能
训练 1学分为实践教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教
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学
院授课，第二学期在西校
区学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
期第 1-2周，不计入总学
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课。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16 1 一 考查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
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
心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16 1 六 考查

合计 38 28 10 592 448 144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1.共 6学分；

2.学生在人文科学、社会科

学模块各选修 2学分课程。
3.创新创业模块中“创新基
础”（3101222201）、“创业
基础”（3101242202）为限
选课程，两门课程各 1学
分，所有学生均需修读。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创新创业教育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学分合计：44， 其中理论学分：34、实践学分：10 ；学时合计：688，其中理论学时：544、 实践学时：144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552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0542112201 体育概论
Introduction to Sports 1.5 1.5 24 24 2 一 考试

1.本专业学生必须修读学科
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中所
列的所有课程。
2.专业教育必修课程共计
56学分。
3.“体育概论”共 1.5 学分，
共 2 学分，其中包括 16 学
时/1学分的专业导论。

0542112202 运动解剖学
Sports Anatomy 3 3 48 48 4 一 考试

0542122203 运动生理学
Exercise Physiology 4 3.5 0.5 64 50 14 4 二 考试

0542132204 体育心理学
Psychology of Physical Education 2 2 32 28 4 2 三 考试

0542152205 健康教育学
Science of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五 考试

0542132206 体育社会学
Sports Sociology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542162207 体育科研方法
Sports research methodology 2 2 32 28 4 2 六 考试

0544112208 运动解剖学实验
Sports Anatomy Experiment 0.5 0.5 16 16 1 一 考查

小计 17 16 1 280 242 38

专业

核心

课程

0542212201 康复医学概论
Introduction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1.5 1.5 24 24 2 一 考试

0542212202 中医学基础
Basic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3 3 48 48 4 一 考试

0542222203 功能解剖学
Founction Anatomy 3 3 48 48 4 二 考试

0544122204 功能解剖学实验
Founction Anatomy Experiment 0.5 0.5 16 16 2 二 考查

0542252205 临床医学概论
Introduction of Clinical Medicine 2 2 32 26 6 2 五 考试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553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0542242206 初级推拿按摩
Primary Massage 2 1.5 0.5 32 18 14 2 四 考试

0542252206 中级推拿按摩
Intermediate Massage 2 1.5 0.5 32 18 14 2 五 考试

0542262207 运动损伤的治疗与康复
Sports Injury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4 3.5 0.5 64 50 14 4 六 考试

0542232208 康复评定学
Rehabilitation Evaluation and Assessment 4 3.5 0.5 64 50 14 4 三 考试

0542242209 肌肉骨骼康复学
Musculoskeletal Rehabilitation 4 3.5 0.5 64 50 14 4 四 考试

0542232210 物理治疗学
Physiotherapy 3 2.5 0.5 48 34 14 4 三 考试

0542242211 运动康复技术
Sports Rehabilitation Technique 4 3.5 0.5 64 50 14 4 四 考试

0542232215 医学统计学
Medical Statistics 2 2 32 24 8 2 三 考试

0542252216 运动处方
Exercise Prescription 2 2 32 26 6 2 五 考试

0542262201 医学伦理与医患沟通
Medical Ethics and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2 2 32 32 2 六 考试

小计 39 35 4 632 498 134

合计 56 51 5 912 548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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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特色
康复
技能
提高

课程

0543162201 正骨推拿
Massage for Bone Orthopedics 2 1.5 0.5 32 18 14 2 六 考查

本专业学生必须修读特色
康复技能提高课程 6学分。

0543152202 整脊疗法（一）
Chiropractic Therapy （Ⅰ）

2 1.5 0.5 32 18 14 2 五 考查

0543162202 整脊疗法（二）
Chiropractic Therapy （Ⅱ）

2 1.5 0.5 32 18 14 2 六 考查

小计 6 4.5 1.5 96 54 42

专业
提高

方向

0543142203 病理学
Pathology 2 2 32 32 2 四 考查

本专业学生必须在专业提
高方向任选 14学分进行修
读。

0543122204 康复心理学
Rehabilitation Psychology 2 2 32 32 2 二 考查

0543162205 儿童康复学
Rehabilitation of Children 2 2 32 26 6 2 六 考查

0543122206 人体发育学
Human Development Science 2 2 32 32 2 二 考查

0543162207 骨科学
Orthopedics 2 2 32 26 6 2 六 考查

0543142210 运动生物化学
Sports Biochemistry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543162211
体能训练理论和方法

Theory and Methods of Strength Training and
Conditioning

2 1.5 0.5 32 18 14 2 六 考查

0543142212 人体运动学
Human Kinesiology 2 2 32 26 6 2 四 考查

0543142213 运动训练学
Theories of Sports Training 2 2 32 32 2 四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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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提高

方向

0543162215 运动技能学习与控制
Motor Control and Learning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543152216 临床康复工程学
Clinical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 2 2 32 26 6 2 五 考查

0543152218 运动生物力学
Sports Biomechanics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543152219 运动营养学
Sports Nutrition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543152220 运动医学
Sports Medicine 2 2 32 26 6 2 五 考查

小计 14 224

专业

应用

方向

0543252202 诊断学
Diagnostics 2 2 32 24 8 2 五 考查

本专业学生必须在专业应
用方向任选 14学分进行修
读。

0543242204 医学影像学
Medical Imaging 2 2 32 24 8 2 四 考查

0543252205 神经康复学
Neurological Rehabilitation 2 1.5 0.5 32 18 14 2 五 考查

0543262207 健康管理学
Health Management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543262208 社区康复学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2 2 32 24 8 2 六 考查

0543252210 运动医务监督
Medical Supervision of Sports 2 2 32 26 6 2 五 考查

0543252211 体育测量与评价
Sports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2 2 32 26 6 2 五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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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应用

方向

0543232213 体育保健学
Studies of Sports Health Protection 2 2 32 24 8 2 三 考查

0543242214 针灸学
Acupuncturology 2 1.5 0.5 32 18 14 2 四 考查

0543252215 功能性贴扎技术
Functional Movement Taping 2 1.5 0.5 32 18 14 2 五 考查

0543252216 功能性训练
Functional Training 2 1.5 0.5 32 18 14 2 五 考查

0543262217 慢性病运动康复
Sports Rehabilitation of Chronic Disease 2 2 32 24 8 2 六 考查

0543252218 水中运动疗法
Hydrokinesitherapy 2 1.5 0.5 32 18 14 2 五 考查

小计 14 224

专业
任选

课程

0543332203 太极运动
Taiji Sports 2 2 32 32 2 三 考查

本专业学生必须在专业任

选课程中任选 10学分进行

修读。

0543352202 导引养生
Daoyin Health Preservation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543322204 排球
Volleyball 2 2 32 32 2 二 考查

0543362205 游泳
Swimming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543342206 篮球
Basketball 2 2 32 32 2 四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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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任选

课程

0543352207 足球
Football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543362208 瑜伽
Yoga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543322205 健身田径
Fitness Track and Field 2 2 32 32 2 二 考查

0543332206 健身体操
Fitness Gymnastics 2 2 32 32 2 三 考查

0543312207 武术基础
Base of Wushu 2 2 32 32 2 一 考查

小计 10 160

合计 44 704

微专业选修
运动健康管理微专业

（开设《解剖生理学》、《体能训练概论》、《运动处方学》、《导
引养生》、《运动营养学》5门课程）

1.微专业课程模块，由学生
自主选修，不计入主修专业
总学分、学时。
2.修满微专业合格课程的，
由微专业开设高校颁发证
书。

小计 10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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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054426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10 22 1-6 考查

1.劳动教育与实践 32学时，
1学分。
2.物理因子治疗为校企合作
课程，由聊城市脑科医院康
复医学科与体育学院共同
负责开设。
3.体质健康测试和运动康复
技术见习为项目化课程，共
4学分。

小计 1 1 32

专业

实践

0544232202 物理因子治疗
Physical Factor Therapy 2 2 2周 2周 三 考查

0544222203 体质健康测试
Physique Health Test 2 2 2周 1周 二 考查

0544262204 运动康复技术见习
Probation of Sports Rehabilitation Technique 1 1 1周 1周 六 考查

小计 5 5 5周

综合

实践

0544272204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12 12 24

周
24周 七 考查

0544282205 毕业论文（设计）
Graduation Thesis（Design） 5 5 10

周
10周 八 考查

0544282206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3 3周 3周 1-8 考查

小计 20 20
37
周

合计 26 26
32+4
2周

总计 170
2336
+4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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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1：熟悉 1门外语，能基本阅

读与本专业有关的外文文献。

大学英语 0.20 考试

大学俄语 0.20 考试

大学日语 0.20 考试

大学韩语 0.20 考试

大学西班牙语 0.20 考试

A1-2：理解人文、社会和自然科

学的基本理论和原理，熟悉一定

的创新创业知识和军事常识。

军事理论与训练 0.22 考查

创新创业教育 0.22 考查

第二课堂 0.34 考查

人文科学 0.22 考查

A2-1：系统掌握体育的基本概

念、本质和功能，掌握人体运动

的执行结构，体育运动过程中的

心理、生理、生化、生物力学现

象与规律以及体育的社会现象

及规律等。

体育概论 0.08 考试

运动解剖学 0.15 考试

运动生理学 0.21 考试

体育心理学 0.11 考试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0.21 考查

健康教育学 0.11 考试

体育社会学 0.11 考试

运动解剖学实验 0.02 考查

A2-2：初步掌握体育科学研究方

法与手段，能够撰写体育学术论

文和研究报告。

体育科研方法 0.25 考试

医学统计学 0.25 考试

毕业论文(设计) 0.50 考查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560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3-1：系统掌握康复医学、临床

医学等的基础理论知识。

康复医学概论 0.16 考试

临床医学概论 0.18 考试

功能解剖学 0.25 考试

功能解剖学实验 0.09 考查

病理学 0.16 考查

骨科学 0.16 考查

A3-2：系统掌握康复评定、物理

治疗、运动伤病防护、运动康复、

肌肉骨骼康复、慢性病康复、神

经病损康复等的技术与方法。

康复评定学 0.12 考试

肌肉骨骼康复学 0.12 考试

物理治疗学 0.10 考试

运动康复技术 0.12 考试

运动处方 0.06 考试

运动损伤的治疗与康复 0.12 考试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0.36 考查

A3-3：系统掌握科学运动健身和

康复训练等的基础理论、技术和

方法。

体能训练理论和方法 0.17 考查

运动训练学 0.17 考查

人体运动学 0.17 考查

人体发育学 0.16 考查

运动营养学 0.16 考查

运动技能学习与控制 0.17 考查

A4-1：系统掌握中医学、中医传

统养生等基础理论知识。

中医学基础 0.60 考试

针灸学 0.40 考查

A4-2：系统掌握中医养生康复、

特色康复诊疗技术与方法。

针灸学 0.25 考查

特色康复技能提高课程 0.40 考查

导引养生 0.10 考查

太极运动 0.25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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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1-1：能够运用体育科研方法、

医学统计学知识进行资料的搜

集、整理分析与推断。

医学统计学 0.50 考试

体育科研方法 0.50 考试

B1-2：能够运用诊断学和医学影

像学等知识进行功能障碍或康

复训练效果的辅助评估和治疗。

诊断学 0.50 考查

医学影像学 0.50 考查

B2-1：掌握康复评定的基本方

法，能够针对常见疾病选择和正

确使用康复评定手段，做出规范

科学的康复评估。

康复评定学 0.60 考试

病理学 0.40 考查

B2-2：能够综合运用现代康复疗

法和传统康复疗法帮助创伤、慢

性疾病、神经病损、老年人等功

能障碍人群恢复身体功能，以重

返社会及运动生活。

慢性病运动康复 0.17 考查

神经康复学 0.17 考查

运动损伤的治疗与康复 0.34 考试

儿童康复学 0.16 考查

社区康复学 0.16 考查

B2-3：能够熟练运用多种运动干

预措施，指导患者开展功能性力

量训练、保健养生功法练习等。

功能性训练 0.15 考查

体能训练理论和方法 0.15 考查

运动训练学 0.14 考查

运动技能学习与控制 0.14 考查

导引养生 0.14 考查

太极运动 0.28 考查

B2-4：具备健康体质监测与评价

的基本能力，并对患者和公众进

行健康宣传教育等，能够从事运

动防护、体质监测、健康指导和

管理等工作。

健康教育学 0.20 考试

健康管理学 0.20 考查

运动医务监督 0.20 考查

体育测量与评价 0.20 考查

体育保健学 0.20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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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2-5：能够正确使用常用的物理

治疗仪器、运动康复设备、训练

器械以及相关测试仪器等。

劳动教育与实践 0.25 考查

物理因子治疗 0.25 考查

体质健康测试 0.25 考查

运动康复技术见习 0.25 考查

B3-1：具有较强的实践应用能

力、公共服务意识，富有公益精

神，具备社会服务的基本技能与

方法，胜任运动康复相关的社会

服务工作。

毕业实习 0.75 考查

第二课堂 0.25 考查

B3-2：具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能

力，具备创业认知能力、专业职

业能力、资源获取与整合能力，

具有开拓工作新领域的能力。

创新创业教育 0.09 考查

第二课堂 0.14 考查

毕业实习 0.54 考查

毕业论文（设计） 0.23 考查

C1-1：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热爱祖国，拥护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牢固树立并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33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34 考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3 考试

C1-2：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良好的道德修养，遵纪守法，诚

实守信，恪守学术道德规范。

形势与政策 0.40 考查

思想道德与法治 0.60 考试

C2-2：尊重生命、尊重患者，预

防疾病、驱除病痛、改善人体功

能、增进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

医学伦理与医患沟通 0.60 考试

康复心理学 0.40 考查

C3-1：具有人文情怀、科学素养

和审美情趣。

“四史”教育 0.20 考试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0.60 考查

美育课程 0.20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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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C3-2：具备国际视野和现代意

识，具有弘扬中医传统康复技术

的自觉意识。

针灸学 0.13 考查

特色康复技能提高课程 0.40 考查

导引养生 0.12 考查

太极运动 0.23 考查

C4-1：接受严格的运动技能训

练，拥有良好的身体素质。

健身田径 0.17 考查

健身体操 0.17 考查

武术基础 0.16 考查

排球 0.10 考查

游泳 0.10 考查

篮球 0.10 考查

足球 0.10 考查

瑜伽 0.10 考查

C4-2：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健

康的生活方式。

健康教育学 0.60 考试

健康管理学 0.40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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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0542112201 体育概论 无

0542112202 运动解剖学 无

0542122203 运动生理学 运动解剖学

0542132204 体育心理学 运动生理学

0542152205 健康教育学
康复医学概论、

中医学基础

0542132206 体育社会学 体育概论

0542162207 体育科研方法 医学统计学

0544112208 运动解剖学实验 运动解剖学

专业

核心

课程

0542212201 康复医学概论 无

0542212202 中医学基础 无

0542222203 功能解剖学 运动解剖学

0544122204 功能解剖学实验 功能解剖学

0542252205 临床医学概论
功能解剖学、运动生理

学、运动生物化学

0542242206 初级推拿按摩 运动解剖学

0542252206 中级推拿按摩 初级推拿按摩

0542262207 运动损伤的治疗与康复 运动医务监督

0542232208 康复评定学

运动解剖学、功能解剖

学、运动生理学、人体发

育学

0542242209 肌肉骨骼康复学

功能解剖学、人体运动

学、康复评定学、物理治

疗学

0542232210 物理治疗学 运动解剖学、功能解剖学

0542242211 运动康复技术
运动解剖学、人体运动

学、康复评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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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必修

课程

专业

核心

课程

0542232215 医学统计学 无

0542252216 运动处方
功能解剖学、运动生理

学、运动训练学

0542262201 医学伦理与医患沟通 康复医学概论

专业

教育

选修

课程

特色

康复

技能

提高

课程

0543162201 正骨推拿 功能解剖学、推拿按摩

0543152202 整脊疗法（一） 功能解剖学

0543162202 整脊疗法（二） 整脊疗法（一）

专业

提高

方向

0543142203 病理学
功能解剖学、运动生理

学、运动生物化学

0543122204 康复心理学 康复医学概论

0543162205 儿童康复学 人体发育学

0543122206 人体发育学 无

0543162207 骨科学 功能解剖学、病理学

0543142212 人体运动学 运动解剖学

0543162211 体能训练理论和方法 运动训练学

0543142210 运动生物化学 运动生理学

0543142213 运动训练学
运动生理学、

体育心理学

0543152219 运动营养学
运动生理学、

运动生物化学

0543162215 运动技能学习与控制
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

学、人体运动学

0543152216 临床康复工程学
运动生物力学、临床医学

概论

0543152220 运动医学 功能解剖学、人体运动学

0543152217 运动生物力学 运动解剖学

0543252202 诊断学
功能解剖学、运动生理

学、病理学、医学影像学

0543252218 水中运动疗法
康复评定学、运动康复技

术、物理治疗学

0543242204 医学影像学 功能解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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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0543252205 神经康复学
康复评定学、物理治疗

学、运动康复技术

0543262207 健康管理学 健康教育学

0543262208 社区康复学
体育社会学、康复评定

学、病理学

0543252210 运动医务监督 体育保健学

0543252211 体育测量与评价
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

学、医学统计学

0543232213 体育保健学
运动解剖学、

运动生理学

0543242214 针灸学
功能解剖学、

中医学基础

0543252215 功能性贴扎技术
运动解剖学、功能解剖

学、康复评定学

0543252216 功能性训练 运动训练学

0543262217 慢性病运动康复
运动生理学、运动康复技

术、物理治疗学、病理学

专业

任选

课程

0543332203 太极运动 武术基础

0543352202 导引养生 武术基础

0543322204 排球 健身田径

0543362205 游泳 无

0543342206 篮球 健身田径

0543352207 足球 健身田径

0543362208 瑜伽 健身体操

0543322205 健身田径 无

0543332206 健身体操 无

0543312207 武术基础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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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592（其中，理论

课堂教学 448学
时，实践教学

144学时，不含

军事技能训练 2
周）

38(含实践 10)
22.35%(含实

践 5.89%)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96 6 3.53%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280（其中，理论

课堂教学 242学

时，实践教学 38

学时）

17(含实践 1)
10.00%(含实

践 0.59%)

专业核心课程

632（其中，理论

课堂教学 498学

时，实践教学

134学时）

39(含实践 4)
22.94%(含实

践 2.35%)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704（其中，理论

课堂教学 520学

时，实践教学

184学时）

44(含实践

11.5学分)

25.88%(含实

践 6.76%)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144 10 非独立

设课实

践学分

比例
15.68% 30.88

%

专业教育课程实践 356 16.5

基础实践 32 1 独立设

课实践

学分比

例
15.29%

专业实践 5周 5

综合实践 37周 20

合计 2336学时+42周 170
100%（不含非

独立设课实践

学分比例）

九、其他说明

1．通识教育课程中的通识教育必修课程为本专业的必修课程，总学分达到 38 学分；通识教育

选修课程总学分达到 6学分；共计 44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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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教育课程中的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为本专业的必修课程，其中学科基础课程须

达到 17 学分，专业核心课程须达到 39 学分。共计 56 学分。

3．专业教育课程中的专业教育选修课程为本专业的选修课程。在特色康复技能提高课程中修读

6 学分，在专业提高课程中任选 14 学分进行修读，在专业应用方向课程中任选 14 学分进行修读；

在专业任选课程中任选 10 学分进行修读。共计 44 学分。

4．实践教学的必修环节共计 52.5 学分，其中基础实践环节计 1学分，专业实践环节计 5 学分，

综合实践环节计 20 学分，通识课程实践环节计 10 学分，专业课程实践环节计 16.5 学分。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4 26 27 25 25 25 12 6 170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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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训练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Sport Training
（专业代码：040202K）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山东，面向全国，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较好的人文素养，具备现代教育、健康理念，系统掌握

体育学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富有创新精神，具备一定的体育科学研究能力和创业能力，

能够从事群众体育事业、竞技体育事业、体育产业相关工作的应用型人才。预期毕业生毕业 5年后，

大部分能够成为工作单位的骨干力量。

目标 1：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和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具有健全的人格和正确的健康理念。

遵守职业道德，能够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为国家和社会服务。

目标 2：系统掌握专项运动教学、训练、竞赛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具备较强的专项运动技能和

运动训练指导及竞赛组织能力。

目标 3：能胜任专项运动教学、训练和竞赛组织工作，具备从事群众体育事业、竞技体育事业、

体育产业相关工作的能力。

目标 4：富有创新精神，具备一定的体育科学研究能力，具有创业意识，具备一定的创业素质

合和创业能力，紧跟运动训练、运动竞赛及其管理的发展趋势，不断提升自身业务能力。

（二）毕业要求

1. 知识结构要求（A）

A1 素养类知识

A1-1 人文社会科学基本知识：领会和掌握社会主义政治理论；掌握必要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视野开拓，从更广的范畴理解人、自然和社会；

A1-2 创新创业知识：基本掌握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所需要的基本知识、理论与方法。了解创新创

业的基本内涵和创新创业活动的特殊意义，能够制定创新创业计划；

A1-3 外语知识：通过外语课程学习，熟悉一门外语，能基本阅读与本专业有关的外文文献；

A2 专业类知识

A2-1 运动人体科学基础知识：掌握运动人体科学基础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及其在体育教学、

训练、竞赛中综合运用的基本原理；

A2-2 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熟悉国家有关体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了解运用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揭示体育与人、体育与社会互相关系、基本规律的知识；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570

A2-3 竞技体育工作知识：系统掌握专项教学、训练及竞赛的基本理论，理解运动技能形成的有

关原理，具有扎实的竞技体育基础理论知识；

A2-4 本专业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了解和基本把握现代运动训练、竞赛及其管理的发展动态

和趋势，并能在体育运动实践中加以创造性的运用；

A2-5 体育科学研究知识：初步掌握体育科学研究方法，能够撰写体育学术论文与研究报告；

2. 能力结构要求（B）

B1 获取与应用知识的能力

B1-1 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通过论文写作和专业实践，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学生的汉语言文字

表达能力；

B1-2 信息整理分析能力：具有信息获取的敏感性，具备获取信息和对数据信息整理分析的能力；

B1-3 专项运动教学、训练和能力：掌握运动训练所需的技能和方法，能将专业知识和技能融会

贯通，具备从事专项教学与训练的专业能力，能够胜任专项教学、训练和竞赛组织工作；

B1-4 专业发展能力：技能全面，思路开阔，具有钻研并解决本专业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持续

学习和反思能力较强，具有一定的发展潜质和发展后劲；

B2 创新创业能力

B2-1 创新能力：通过科研训练，培养学生具备创新精神，具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基本能力；

B2-2 创业能力：具有一定的创业认知和创业意识，独立工作能力较强；

B3 竞赛组织和服务社会能力

B3-1 竞赛组织能力：掌握组织体育竞赛所需的知识和方法，培养学生从事竞赛活动组织的专业

能力和组织能力；

B3-2 服务社会能力：可以快速适应社会环境，胜任相应的社会服务等工作；

3. 素质结构要求（C）

C1 基本素质

C1-1 思想道德素质：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遵纪守法，了解国家有关体育工作

针、政策和法规，有较强团队协作意识和健全人格；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C1-2 文化素质：掌握一定的人文社科基础知识，具有较好的人文修养；具备宽阔的视野和和弘

扬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精神的主动意识；

C1-3 心理素质与社会适应能力：通过学习心理科学知识、日常专业训练与竞赛及社会实践、毕

业实习等课程，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和心理素质，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C1-4 身体素质：接受严格的体育技能训练，拥有良好的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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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专业素质

C2-1 专业基础素质：掌握运动训练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具备较强的专业技能；

C2-2 创新创业素质：具备一定的创新创业意识和良好的创新创业品质，具备自信、自强、自主、

自立的创新创业精神。

表 1 学生毕业要求对本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A1-1 人文社会科学基本知识 H M M

A1-2 创新创业知识 L M H

A1-3 外语知识 L M H

A2-1 运动人体科学基础知识 H M

A2-2 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H L H

A2-3 竞技体育工作知识 L H H M

A2-4 本专业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L M H

A2-5 体育科学研究知识 L H H

B1-1 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 H M M

B1-2 信息获取与整理分析能力 M M H

B1-3 专项运动教学、训练和能力 H H M

B1-4 专业发展能力 L M M H

B2-1 创新能力 M M L H

B2-2 创业能力 M L H

B3-1 竞赛组织能力 M H L

B3-2 服务社会能力 H M L

C1-1 思想道德素质 H M L

C1-2 文化素质 H H M M

C1-3 心理素质与社会适应能力 H M L

C1-4 身体素质 H H L

C2-1 专业基础素质 L H H M

C2-2 创新创业素质 L M H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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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四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允许学生在 3-6 年内修满学分。计划

学时 2264学时+ 66周，学分 162学分，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经校学位委

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

三、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

主要课程：体育学概论、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体育心理学、健康教育学、体育社会学、

体育科研方法、运动训练学、运动技能学习与控制、体育竞赛学、体育保健学、运动选材学、体能

训练理论与方法、田径、体操、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主修项目理论与实践等。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包括专业课程中的实践教学内容、劳动教育与实践、专业见习、项目化课程、毕业实习、毕业

论文、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专业社会实践活动等。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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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政
治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分
为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门中
选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
据《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
干意见》（教社科〔2018〕
1号）、《新时代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
要求》（教社科〔2018〕2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在思政课中加强以党史教
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的
通知》、教育部《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
估实施方（2021—2025
年）》（教督〔2021〕1号）
等文件精神开课，包括“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
要论述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
好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1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1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1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1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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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课
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术课

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至少选
修 1门、2学分。学生自
主选修课程包括《音乐鉴
赏》《中国美术史》《东昌
府本版年画艺术》《山东民
歌赏析》《艺术与审美》《带
你听懂中国传统音乐》《中
国传统音乐作品》《视觉艺
术设计》《音乐与社会》等，
详细课程名单见每学期选
课通知。

大学
外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
学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
《大学俄语》《大学日语》
《大学韩国语》《大学西班
牙语》中任意一种语言模
块课程。具体课程名称、
课程号依学生选修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
对未达到《大学英语教学
指南》（2020版）基础目
标的学生继续开设《大学
英语（四）》，对已达到较
高水平的学生，根据各学
院、专业发展要求和学生
多元需求开设《高级英
语》、《专门用途英语》和
《跨文化交际》等课程，
供学生选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
开课。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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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
询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
能训练 1学分为实践教
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
教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
学院授课，第二学期在西
校区学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
期第 1-2 周，不计入总学
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
课。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16 1 一 考查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
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
心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16 1 六 考查

合计 38 28 10 592 448 144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自然科学 本专业学生必须在本领域选修 2学分
创新创业模块中“创新基
础”“创业基础”为限选课
程，两门课程各 1学分，
所有专业学生均需修读。
在第 2学期开设《创新基
础》，在第 4学期开设《创
业基础》。

创新创业教育 需要选修《创新基础》和《创业基础》2门课程，共计 2学分

教师教育 本专业学生必须在本领域选修 2学分

学分合计：44，其中理论学分：34，实践学分：10；学时合计：688，其中理论学时：544，实践学时：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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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验、上机、

其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0532112201 体育概论
Introduction to Sports 1.5 1.5 24 24 1.5 一 考试

本专业学生必须修读学

科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

中所列的所有课程。专业

教育必修课程共计 40 学

分。其中，体育概论增加

16学时专业导论课章节，

计 1学分。

0532112202 运动解剖学
Sports Anatomy 3 3 48 48 4 一 考试

0532122203 运动生理学
Exerercise Physiology 4 4 64 52 12 4 二 考试

0532132204 体育心理学
Psychology of Physical Education 2 2 32 28 4 2 三 考试

0532152205 健康教育学
Science of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五 考试

0532132206 体育社会学
Sports Sociology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532162207 体育科研方法
Sports research methodology 2 2 32 28 4 2 六 考试

0534112208 运动解剖学实验
Sports Anatomy Experiment 0.5 0.5 16 16 1 一 考查

小计 17 16.5 0.5 280 244 36

专业

核心

课程

0532232201 运动竞赛学
Spots Competition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532252202 运动选材学
Principles of Athlete Selection 2 2 32 32 2 五 考试

0532252203 体能训练理论与方法
Physical Fitness Training 2 2 32 20 12 2 五 考试

0532242204 运动训练学
Theories of Sports Training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532262205 运动技能学习与控制
Motor Learning & Control 2 2 32 28 4 2 六 考试

0532232206 体育保健学
Studies of Sports Health Protection 2 2 32 26 6 2 三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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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验、上机、

其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必修

课程

专业

核心

课程

0532212207 田径
Track and Field 3 3 48 2 46 4 一 考试

0532222208 体操
Gymnastics 2 2 32 2 30 2 二 考试

0532222209 篮球
Basketball 4 4 64 4 60 4 二 考试

0532232210 武术
Martial arts 2 2 32 2 30 2 三 考试

小计 23 12 11 368 180 188

合计 40 28.5 11.5 648 424 224

专业

教育

选修

课程

专项

技术

提高

课程

课

程

组

一

0533412201
篮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一）
Trai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asketball(Ⅰ)
4 4 64 60 4 4 一 考试

学生必须修读专项技术

提高课程，在此课程模块
中，只能选择一个课程
组，并修完课程组内所有

课程，共计 24学分。

0533422201
篮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二）
Trai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asketball(Ⅱ)
4 4 64 60 4 4 二 考试

0533432201
篮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三）
Trai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asketball(Ⅲ)
4 4 64 60 4 4 三 考试

0533442201
篮球训练理论与实践（四）
TrainingTheory and Practice of

Basketball(Ⅳ)
4 4 64 60 4 4 四 考试

0533452201
篮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五）

Trai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asketball
(Ⅴ

4 4 64 60 4 4 五 考试

0533462201
篮球训练理论与实践（六）
Trai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asketball(Ⅵ)
4 4 64 60 4 4 六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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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验、上机、

其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选修

课程

专项

技术

提高

课程

课

程

组

二

0533412202
田径训练理论与实践（一）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ck and Field(Ⅰ) 4 4 64 60 4 4 一 考试

0533422202 田径训练理论与实践（二）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ck and Field(Ⅱ) 4 4 64 60 4 4 二 考试

0533432202 田径训练理论与实践（三）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ck and Field(Ⅲ) 4 4 64 60 4 4 三 考试

0533442202 田径训练理论与实践（四）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ck and Field(Ⅳ) 4 4 64 60 4 4 四 考试

0533452202 田径训练理论与实践（五）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ck and Field (Ⅴ) 4 4 64 60 4 4 五 考试

0533462202 田径训练理论与实践（六）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ck and Field (Ⅵ) 4 4 64 60 4 4 六 考试

课

程

组

三

0533412203
龙舟（技战术）训练理论与实践（一）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ragon boat
races(Ⅰ)

4 4 64 60 4 4 一 考试

0533422203
龙舟（技战术）训练理论与实践（二）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ragon boat
races(Ⅱ)

4 4 64 60 4 4 二 考试

0533432203
龙舟（体能）训练理论与实践（三）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ragon boat races

(Ⅲ)
4 4 64 60 4 4 三 考试

0533442203
龙舟（体能）训练理论与实践（四）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ragon boat

races(Ⅳ)
4 4 64 60 4 4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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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验、上机、

其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选修

课程

专项

技术

提高

课程

课

程

组

三

0533452203
龙舟（康复）训练理论与实践（五）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ragon boat

races(Ⅴ)
4 4 64 60 4 4 五 考试

0533462203
龙舟（康复）训练理论与实践（六）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ragon boat

races(Ⅵ)
4 4 64 60 4 4 六 考试

课

程

组

四

0533412204
小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一）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mall Ball Sports
(Ⅰ)

4 4 64 60 4 4 一 考试

0533422204
小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二）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mall Ball Sports
(Ⅱ)

4 4 64 60 4 4 二 考试

0533432204
小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三）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mall Ball
Sports(Ⅲ)

4 4 64 60 4 4 三 考试

0533442204
小球训练理论与实践（四）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mall Ball
Sports(Ⅳ)

4 4 64 60 4 4 四 考试

0533452204
小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五）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mall Ball Sports
(Ⅴ)

4 4 64 60 4 4 五 考试

0533462204
小球训练理论与实践（六）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mall Ball Sports
(Ⅵ)

4 4 64 60 4 4 六 考试

课

程

组

五

0533412205
足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一）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ootbBall Sports
(Ⅰ)

4 4 64 60 4 4 一 考试

0533422205
足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二）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ootbBall Sports
(Ⅱ)

4 4 64 60 4 4 二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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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验、上机、

其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选修

课程

专项

技术

提高

课程

课

程

组

五

0533432205
足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三）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ootbBall Sports
(Ⅲ)

4 4 64 60 4 4 三 考试

0533442205
足球训练理论与实践（四）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ootbBall Sports
(Ⅳ)

4 4 64 60 4 4 四 考试

0533452205
足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五）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ootbBall Sports
(Ⅴ)

4 4 64 60 4 4 五 考试

0533462205
足球训练理论与实践（六）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ootbBall Sports
(Ⅵ)

4 4 64 60 4 4 六 考试

小计 24 24 384 360 24

专业

提高

方向

0533162201 学校体育学
Sports Studies in Schools 2 2 32 30 2 2 六 考查

学生须在此课程模块选

择课程进行修读，共计 8
学分。

0533142202 体育统计学
Sports Statistics 2 2 32 28 4 2 四 考查

0533152203 运动生物力学
Sports Biomechanics 2 2 32 28 4 2 五 考查

0533162204 运动生物化学
Sports Biochemistry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533142205 运动营养学
Sports Nutrition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533142206 体育史
Spots History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533152207 奥林匹克运动
Olympic Games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533152208 体育管理学
Sports Management 2 2 32 32 2 五 考查

小计 8 8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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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验、上机、

其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选修

课程

专业

应用

方向

0533242201 体育绘图
Sports Cartography 2 2 32 2 四 考查

学生须在此课程模块选

择课程进行修读，共计 8
学分。

0533262202 体育课程标准与教材教法
PE Curriculum standards Teaching Methods 2 2 32 2 六 考查

0533252203 体育赛事管理
Sports event management 2 2 32 2 五 考查

0533232204 健身理论与指导
Fitness Theory and Guidance 2 2 32 2 三 考查

0533252205
体育测量与评价

Sports Measurement and Comment 2 2 32 2 五 考查

0533242206
运动伤害防护与急救

Sports injury prevention and first aid 2 2 32 2 四 考查

0533252207 体育教学论
Teaching Theory of P.E 2 2 32 2 五 考查

小计 8 8 128

专业

任选

课程

0533352201
体育舞蹈

Sports Dancing 2 2 32 32 2 五 考查

学生须在此课程模块选

择课程修读，共计 16 学

分。其中写作基础为跨学

院选修课，在该模块为必

选。

0533342202
游泳

Swimming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533362203
体育游戏

Sports Game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533362204 足球
Football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533332205 排球
Volleyball 2 2 32 32 2 三 考查

0533342206 健美操
Aerobics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533362207
基本体操

Basic Gymnastics 2 2 32 28 4 2 六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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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验、上机、

其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教育

选修

课程

专业

任选

课程

0533342208 散打
Free Sparing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533362209 排舞
Line Dance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533342210 推拿按摩
Massage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533342211 跆拳道
Taewondo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533352212 瑜伽
Yoga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533342213 网球
Tennis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533362214 乒乓球
Table Tennis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533352215 羽毛球
Badmintion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533362216 写作基础
The basics of writing 2 2 32 32 2 六 考查

小计 16 16 256

合计 56 56 896

微专业选修

运动健康管理微专业

（开设《解剖生理学》、《体能训练概论》、《运动处方学》、

《导引养生》、《运动营养学》5门课程）
10 160

微专业课程模块，由学生
自主选修，不计入主修专
业总学分、学时。修满微
专业合格课程的，由微专
业开设高校颁发证书。小计 10 160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583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验、上机、

其他等）

实

践

教

学

必

修

基础

实践

053426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10 22 1-6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各专业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特点

开设，不少于 32 学时。

小计 1 32 10 22

专业

实践

0534282202 导师制项目化课程
Tutor-based project-based courses 4 36周 1-6 考查

0534262203 专业见习
Professional probation 1 2周 六 考查

小计 5 38周

综合

实践

0534272204 毕业实习
Practice

8 18周 七 考查

0534282205 毕业论文

Graduation Thesis
5 10周 八 考查

0534282206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1-8 考查

小计 16 28周

合计 22 32+6
6周

总计 162
2264
+66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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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1人文社会科学基本知识：

领会和掌握社会主义政治理

论；掌握必要的人文社会科学

知识，视野开拓，从更广的范

畴理解人、自然和社会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5 考试

思想道德与法治 0.15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15 考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5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0.15 考试

形势与政策 0.10 考查

“四史”教育 0.05

军事理论 0.10 考查

A1-2创新创业知识：基本掌握

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所需要的基

本知识、理论与方法。了解创

新创业的基本内涵和创新创业

活动的特殊意义，能够制定创

新创业计划

创新创业教育 0.25 考查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

导 0.25 考查

自然科学 0.25 考查

公共艺术课程 0.25

A1-3通过外语课程学习，熟悉

一门外语，能基本阅读与本专

业有关的外文文献

大学英语 0.86 考试

体育科研方法 0.14 考试

A2-1运动人体科学基础知识：

掌握运动人体科学基础的基本

理论和基本概念，及其在体育

教学、训练、竞赛中综合运用

的基本原理

运动解剖学 0.18 考试

运动解剖学实验 0.04 考查

运动生理学 0.26 考试

体育保健学 0.13 考试

运动生物力学 0.13 考查

运动生物化学 0.13 考查

运动营养学 0.1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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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2-2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熟悉国家有关体育工作的方

针、政策和法规；了解运用人

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

法揭示体育与人、体育与社会

互相关系、基本规律的知识

体育社会学 0.15 考试

体育概论 0.1 考试

健康教育学 0.15 考试

体育管理学 0.15 考查

学校体育学 0.15 考查

奥林匹克运动 0.15 考查

体育史 0.15 考查

A2-3竞技体育工作知识：系统

掌握专项教学、训练及竞赛的

基本理论，理解运动技能形成

的有关原理，具有扎实的竞技

体育基础理论知识

运动训练学 0.14 考试

教师教育 0.15 考查

运动技能学习与控制 0.14 考试

体能训练理论与方法 0.14 考试

体育教学论 0.14 考查

体育课程标准与教材教法 0.15 考查

运动竞赛学 0.14 考试

A2-4本专业的前沿发展现状和

趋势：了解和基本把握现代运

动训练、竞赛及其管理的发展

动态和趋势，并能在体育运动

实践中加以创造性的运用

毕业论文 0.12 考查

毕业实习 0.19 考查

体育概论 0.04 考试

专项训练理论与实践 0.60 考试

体育科研方法 0.05 考试

A2-5体育科学研究知识：初步

掌握体育科学研究方法，能够

撰写体育学术论文与研究报告

体育科研方法 0.15 考试

运动训练学 0.15 考试

运动选材学 0.15 考试

毕业论文 0.4 考查

写作基础 0.15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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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1-1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通

过论文写作和专业实践，培养

学生具备良好的学生的汉语言

文字表达能力

形势与政策 0.17 考查

“四史”教育 0.08

毕业论文 0.41 考查

写作基础 0.17 考查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

导
0.17 考查

B1-2信息整理分析能力：具有

信息获取的敏感性，具备获取

信息和对数据信息整理分析的

能力

体育统计学 0.17 考查

体育课程标准与教材教法 0.17 考查

体育测量与评价 0.17 考查

专业见习 0.08 考查

毕业论文 0.41 考查

B1-3专项运动教学、训练和能

力：掌握运动训练所需的技能

和方法，能将专业知识和技能

融会贯通，具备从事专项技战

术、体能教学、训练的专业能

力，能够胜任专项教学、训练

工作

专项训练理论与实践 0.56 考试

体育课程标准与教材教法 0.05 考查

运动训练学 0.05 考试

体能训练理论与方法 0.05 考试

运动伤害防护与急救 0.05 考查

教师教育 0.05 考查

专业见习 0.01 考查

毕业实习 0.18 考查

B1-4专业发展能力：技能全面，

思路开阔，具有钻研并解决本

专业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持

续学习和反思能力较强，具有

一定的发展潜质和发展后劲

运动项目必修课 0.68 考试

运动项目选修课 0.32 考查

B2 创新创业能力：通过科研训

练，培养学生具备创新精神，

具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具有一定

的创业认知和创业意识，独立

工作能力较强

体育科研方法 0.09 考试

毕业论文 0.23 考查

第二课堂 0.14 考查

毕业实习 0.36 考查

导师制项目化课程 0.18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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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3竞赛组织和服务社会能力：

掌握组织体育竞赛所需的知识

和方法，培养学生从事竞赛活

动组织的专业能力和组织能

力；可以快速适应社会环境，

胜任相应的社会服务等工作

健身理论与指导 0.18 考查

运动竞赛学 0.18 考试

体育赛事管理 0.18 考查

运动伤害防护与急救 0.18 考查

推拿按摩 0.18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 0.1 考查

C1-1思想道德素质：具备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遵纪守法，了解国家有关体育

工作针、政策和法规，有较强

团队协作意识和健全人格；具

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5 考试

思想道德与法治 0.15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15 考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5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0.15 考试

形势与政策 0.10 考查

“四史”教育 0.05

军事理论 0.10 考查

C1-2文化素质：掌握一定的人

文社科基础知识，具有较好的

人文修养；具备宽阔的视野和

和弘扬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精神

的主动意识

自然科学 0.17 考查

教师教育 0.17 考查

体育史 0.17 考查

体育社会学 0.17 考试

体育概论 0.15 考试

公共艺术课程 0.17

C1-3 心理素质与社会适应能

力：通过学习心理科学知识、

日常专业训练与竞赛及社会实

践、毕业实习等课程，培养团

队协作精神和心理素质，提高

社会适应能力，形成健康的生

活方式

体育心理学 0.18 考试

健康教育学 0.18 考试

军事理论 0.18 考查

专业见习 0.09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 0.09 考查

第二课堂 0.28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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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C1-4身体素质：接受严格的体

育技能训练，拥有良好的身体

素质

田径 0.09 考试

体操 0.05 考试

篮球 0.11 考试

武术 0.05 考试

专项训练理论与实践 0.65 考试

体能训练理论与方法 0.05 考试

C2-1专业基础素质：掌握运动

训练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

基本方法，具备较强的专业技

能

运动解剖学 0.16 考试

运动生理学 0.24 考试

运动训练学 0.12 考试

运动选材学 0.12 考试

运动竞赛学 0.12 考试

运动技能学习与控制 0.12 考试

体能训练理论与方法 0.12 考试

C2-2创新创业素质：具备一定

的创新创业意识和良好的创新

创业品质，具备自信、自强、

自主、自立的创新创业精神

体育科研方法 0.1 考试

毕业论文 0.25 考查

创新创业教育 0.1 考查

毕业实习 0.4 考查

第二课堂 0.15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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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必

修

课

程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532112201 体育概论 无

0532112202 运动解剖学 无

0532122203 运动生理学 运动解剖学

0532132204 体育心理学 运动生理学、教育心理学

0532152205 健康教育学 运动生理学、体育心理学、体育保健学

0532132206 体育社会学 体育概论

0532162207 体育科研方法 无

0534112208 运动解剖学实验 运动解剖学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0532232201 运动竞赛学 运动训练学

0532252202 运动选材学 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体育心理学

0532252203 体能训练理论与方法 人体生理学、运动训练学

0532242204 运动训练学 运动生理学、体育心理学

0532262205 运动技能学习与控制 运动生理学、体育心理学

0532232206 体育保健学 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

0532212207 田径 无

0532222208 体操 无

0532222209 篮球 无

0532232210 武术

专

业

教

育

选

修

课

程

专

项

技

术

提

高

课

程

课

程

组

（一）

0533412201 篮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一） 无

0533422201 篮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二） 篮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一）

0533432201 篮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三） 篮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二）

0533442201 篮球训练理论与实践（四） 篮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三）

0533452201 篮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五） 篮球训练理论与实践（四）

0533462201 篮球训练理论与实践（六） 篮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五）

课

程

组

（二）

0533412202 田径训练理论与实践（一） 无

0533422202 田径训练理论与实践（二） 田径训练理论与实践（一）

0533432202 田径训练理论与实践（三） 田径训练理论与实践（二）

0533442202 田径训练理论与实践（四） 田径训练理论与实践（三）

0533452202 田径训练理论与实践（五） 田径训练理论与实践（四）

0533462202 田径训练理论与实践（六） 田径训练理论与实践（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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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选

修

课

程

专

项

技

术

提

高

课

程

课

程

组

（三）

0533412203 龙舟训练理论与实践（一） 无

0533422203 龙舟训练理论与实践（二） 龙舟训练理论与实践（一）

0533432203 龙舟训练理论与实践（三） 龙舟训练理论与实践（二）

0533442203 龙舟训练理论与实践（四） 龙舟训练理论与实践（三）

0533452203 龙舟训练理论与实践（五） 龙舟训练理论与实践（四）

0533462203 龙舟训练理论与实践（六） 龙舟训练理论与实践（五）

课

程

组

（四）

0533412204 小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一） 无

0533422204 小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二） 小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一）

0533432204 小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三） 无

0533442204 小球训练理论与实践（四） 小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三）

0533452204 小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五） 无

0533462204 小球训练理论与实践（六） 小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五）

课

程

组

（五）

0533412205 足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一） 无

0533422205 足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二） 足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一）

0533432205 足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三） 足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二）

0533442205 足球训练理论与实践（四） 足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三）

0533452205 足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五） 足球训练理论与实践（四）

0533462205 足球训练理论与实践（六） 足球训练理论与实践（五）

专

业

提

高

方

向

0533162201 学校体育学 运动生理学、体育心理学

0533142202 体育统计学 无

0533152203 运动生物力学 运动解剖学

0533162204 运动生物化学 运动生理学

0533142205 运动营养学 运动生理学

0533142206 体育史 体育概论

0533152207 奥林匹克运动 体育概论

0533152208 体育管理学 体育概论

专

业

应

用

方

向

课

0533241801 体育绘图 无

0533261802 体育课程标准与教材教法 学校体育学、体育教学论

0533251803 体育赛事管理 运动竞赛学

0533231804 健身理论与指导 运动生理学、体能训练理论与方法

0533251805 体育测量与评价 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体育统计学

0533261806 运动伤害防护与急救 体育保健学

0533251807 体育教学论 学校体育学、体育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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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选

修

课

程

专

业

任

选

课

程

0533352201 体育舞蹈 健美操

0533342202 游泳 无

0533362203 体育游戏 无

0533362204 足球 无

0533332205 排球 无

0533342206 健美操 体操

0533362207 基本体操 体操

0533342208 散打 武术

0533362209 排舞 健美操

0533342210 推拿按摩 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

0533342211 跆拳道 武术

0533352212 瑜伽 体操

0533342213 网球 无

0533362214 乒乓球 无

0533352215 羽毛球 无

0533362216 写作基础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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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型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数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教

育课程

必修课程
592（其中理论学时

448，实践学时 144）

38（10）注：

括号为实践

学分

23.46(6.17)

选修课程 96 6 3.70

专业教

育课程

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280 17（0.5） 10.49（0.31）

专业核心课程 368 23（11） 14.20（6.79）

选修课程 896 56 34.57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144 10

26.85
专业教育课程实践 248 11.5

基础实践 32 1

专业实践 38 周 5

综合实践 28 周 16

合计 2264+66周 162

九、其他说明

1.通识教育课程中的所有公共基础课为本专业的必修课程，总学分达到 38学分；在通识教育选

修课程中所列出的 3个模块中选修 6个学分。共 44学分。

2.专业教育课程中的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为本专业的必修课程，学科基础课程须达到

17学分，专业核心课程须达到 23学分。共 40学分。

3.专业教育课程中的专业选修课程为本专业的选修课程。专项技术提高课程中一个课程组 24学

分，必须选定其中一个课程组修读；必须在专业提高课程模块中任选 8学分,专业应用课程模块中任

选 8学分，然后在专业任选课程模块中任选 16学分。共计 56学分。

4.实践教学课程为必修环节，基础实践课程中劳动教育与实践 1学分；专业实践中，专业见习

为 2周，计 1学分；导师制项目化课程 4学分，入选并系统参加校运动队训练和比赛的可以抵扣项

目化课程学分；未入选校运动队的必须完成项目化课程所规定的内容，且考核合格后才能获得相应

学分。综合实践中，毕业实习为 18周，计 8学分；毕业论文为 5学分；第二课堂进行四学年累计统

计，计 3学分。实践教学环节共计 22学分。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5 27 24 23 22 20 10 11 162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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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专业代码：050101）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1.1目标定位

本专业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教师教育相关政策，依托聊城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国家一

流专业建设点的专业优势，立足鲁西，面向山东，辐射全国，以“五项技能训练”为培养特色，培养

明于师德，具有高尚的人文情怀和出色的师范气质；善于教学，具备较强的语言文学专业素养、一

定的知识整合能力和语文教学能力；乐于育人，具有良好的班级管理和综合育人能力；敏于发展，

具有较好的反思精神和创新意识，具备一定的研究能力和国际视野，具备良好的终身学习自觉意识，

能够胜任语文教学、教研和班级管理工作的中学语文骨干教师。

1.2目标内涵

具体而言，本专业毕业生应在如下方面达到骨干中学语文教师标准：

目标 1.在践行师德规范和教育情怀方面：能够在语文教育教学中贯彻立德树人的理念，自觉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热爱教师职业，涵养师范气质，具有高尚的师德师风和人文情怀并

能将其融入中学语文教育教学环节，切实履行师范生的社会责任，心怀国家，扎根基层，服务地方；

目标 2.在教育教学的素质与能力方面：具备良好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素养，拥有“新师范”教育

理念，具有一定的对人文学科各专业知识的整合能力，能够较好地适应中学语文课程标准对教师综

合素质的要求，能够引导学生的反思与创新活动，掌握先进的教育理论并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能

够较好地胜任课堂内外中学语文教育教学工作及班级管理工作；

目标 3.在教学视野与自我反思方面：具有一定的研究意识和研究能力，能够在中学语文教学领

域开展教学研究和学术研究，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乐于吸收教育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具有终身

学习的意识，能够借鉴，能够总结，持续提高，具有一定的引领意识、责任意识、组织能力和管理

能力；

目标 4.在综合能力与自我发展方面：综合运用哲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相关的人文社会

科学知识，具有“新文科”交叉创新与应用能力，拥有全面发展及终身学习的意识和沟通能力，具

备融入社会的知识与技能，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语文教师。

1.3目标评价

毕业五年左右，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和有一定经验的班主任，成为能够发现问题、反思问题的

行动工作者，成为培养学生核心素质的教学骨干和语文教育教学改革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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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要求

经过四年专业学习与综合训练，本专业毕业生应达到如下要求：

█践行师德

2.1师德规范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

情感认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己任；遵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立志成为有理

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2.1-1：政治素养。拥护党的领导，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国家和文化自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深刻的思想认同、政治认同、理

论认同和情感认同。

2.1-2：职业素养。掌握《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相关规范要求，为人师表，树立依法执

教、规范执教的观念意识，重视中学生全面发展。能够依托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优势，立足鲁西，

扎根基层，服务地方。

2.1-3：师德修养。立足“知行合一”，正身立己，能够在语文教学中贯彻以德树人的理念。通过

教学实践将师德认识内化为师德认同，落实为具体的师德行为，成为“四有”好老师。

2.2教育情怀

热爱教育事业，具有从教意愿，具有为教育发展服务的社会责任感，尤其要有研究农村教育、

服务农村中学的地方性知识、厚植热爱乡村学校等独特情怀；具有积极的情感、端正的态度和正确

的价值观；具有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尊重学生人格，富有爱心、责任心、事业心，工作细心、耐

心，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2.2-1：职业理想。饱含真切的情怀观，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具备健康的职业观。尊重教师职

业，厚植热爱乡村学校的独特情怀和从教意愿。

2.2-2：专业认同。确立正确的教师观，理解教师是学生学习“促进者”，不断加强自身修养及教

学能力，激发学习意愿，锤炼毅力品格，培养积极向上的情感。

2.2-3：科学精神。树立科学的学生观，明确教师是学生成长“引路人”，情系学生，能够充分尊

重学生人格、对待学生真爱负责，能够将全部精力和情感投入到人民教育事业中。

2.2-4：人文底蕴。具有求真、求美、向善的人文底蕴，服务地方发展，传承创新民族文化，富

有爱心、责任心、事业心，具有高尚人格魅力、健康审美情趣。

█学会教学

2.3学科素养

掌握语文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理解语文知识体系的基本思想和方法；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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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研究的基本规律，具备较强的语文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知识更新能力与实践创新能力；

了解语文学科与其它学科的联系，了解语文学科与社会实践的联系。

2.3-1：学科综合素养。树立大语文学科观念，了解语文核心素养的内涵，掌握语文学科的思想

和方法，具有听说读写基本能力和知识，能够将语文教育相关知识及其他跨学科知识相联系。

2.3-2：学科专业素养。掌握语文学习领域的知识，理解语文学科知识体系、基本思想和方法，

了解语文课程、教材、教学及评价的基本理论与发展动态，能将语文教学与学生培养、社会实践、

文化传承相结合。

2.3-3：学科教学素养。准确理解语文课程标准，恰当把握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熟悉语文教学

名师及成功课例，了解信息化语文课程资源和语文教学研究主要杂志。

2.4教学能力

具备教师的基本素养和基本技能，掌握教学规划与设计、教学组织与实施、教学评价与反思等

有效的学科教学方法与策略；具有较强的教学资源开发、课程整合及运用教育技术优化教学的能力；

掌握运用信息技术优化课堂教学的基本方法，优化课堂教学。熟悉中学语文教材，依据中学语文课

程标准，以学生为中心，创设学习环境，指导学习过程，进行学习多元评价；掌握教育学、心理学

等教育基本理论，了解基础教育改革实际，具备一定的教学研究能力。

2.4-1：学科教学能力。能依据语文课程标准规定的课程目标，针对中学生学情，设计以“学”为

中心的学习活动，完成语文教学的设计、实施与评价。能够将信息技术融合于课堂教学设计与评价，

优化课堂教学。

2.4-2：教学基本技能。掌握中学语文教学基本技能，熟习“五项技能训练”，普通话达到二级甲

等以上水平，熟练掌握毛笔字、钢笔字及粉笔字的书写技法。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专业外文书刊。

2.4-3：教学研究能力。在教学实践中注重问题教学、案例分析和情境体验。初步学会理论联系

实际，改善自己的教学，并能针对难点问题予以研究，形成初步的研究成果。

█学会育人

2.5班级指导

树立德育为先理念，了解中学德育原理与方法，了解鲁西地区特别是农村中学生学情；掌握班

级组织与建设的工作规律和基本方法；掌握班级指导技能，具有班主任工作的有效体验；能够针对

区域特点在班主任工作中进行有效的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组织与指导。

2.5-1：德育能力。树立德育为先的理念，了解中学生特别是农村地区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掌

握中学德育目标、原理、内容和方法，能自觉结合班级实际和学生特点有效地开展德育工作。

2.5-2：班级管理能力。掌握班级组织与管理的工作规律和基本方法，通过教育活动组织、综合

发展指导及与家长、社区等工作对象沟通等方式，将德育渗透进日常班级管理活动中，实现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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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念的有效引导。

2.5-3：健康教育能力。能担任或协助班主任工作，运用中学生心理辅导相关理论与技能，参与

德育和心理健康等教育活动的组织与指导，获得积极、有效的心理建设体验。

2.6综合育人

具有全程育人和立体育人意识，理解科学育人价值，了解中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活动的育

人内涵，掌握培养中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基本方法；掌握组织主题教育和社团活动的基本方法，对

学生进行有效的教育和引导。

2.6-1：学科育人。认识语文学科的育人价值和特点，掌握语文学科的育人途径和方式、方法；

能将知识学习、能力培养与品德养成相结合，利用语文教学的学科优势，紧密结合汉语言文学专业

师范生学科素养与专业能力，自觉、有效地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

2.6-2：活动育人。遵循立德树人的理念，具有全程育人、立体育人的意识，了解学生身心发展

的基本规律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特点，了解学生思想品德培育、人格塑造、行为习惯

养成的过程和方法，能有效开展综合育人工作。

2.6-3：文化育人。了解学校文化和教育活动的育人内涵和方法，积极参与组织主题教育、社团

活动等各种育人活动，结合汉语言文学专业优势，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教育和指导。

█学会发展

2.7学会反思

了解国内外中学语文教育改革进展，掌握中学语文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内容和新方法，具备

终身学习意识和专业发展能力；了解当代国内外基础教育的发展动态，能够适应多元文化地区的基

础教育现状，并能够引领地区教育的发展。能掌握一定的反思方法与技能，能运用批判性思维对问

题进行探究与分析，具有创造性的解决中学语文教育教学问题的意识与能力。

2.7-1：反思能力。具有在行动中反思的意识和能力，能够通过教育学的行动与体验，掌握反思

方法和技能，养成一定的反思习惯，具备撰写教育研究报告的能力。

2.7-2：批判思维。不迷信权威，不迷信书本，坚持求真求实的精神；通过教师教学思维能力的

培养，形成对教育知识理解的方法论基础，拥有一定的批判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

2.7-3：终身学习。具有终身学习意识和专业发展意识，积极了解国内外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动

态，了解中学教师专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对自己的教学工作随时改进。

2.7-4：职业发展。吸收先进教育理念，使自己适应时代和教育发展，尤其是农村地区教育发展

的新需求，科学设计并不断调整职业发展规划和自我成长计划。

2.8沟通合作

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作用，具有团队协作精神，掌握沟通合作技能，能够在学习共同体中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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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阐述和交流自己的思想。拥有与中学教师、家长和社区沟通合作的积极体验，具有小组互助

和合作学习的能力。

2.8-1：有效交流。正确认识沟通合作对个人发展与成长的重要作用，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价值；

掌握沟通交流技能，融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文气息、理论素养，与学生、家长、同事、领导进行

有效互动、沟通。

2.8-2：团队合作。懂得学习团队是重要的学习资源，养成主动与团队沟通协作的意识，具备团

队协作的能力；积极开展小组学习、专题研讨、团队互动、网络分享等共同体活动。

2.8-3：沟通技能。体验小组互助学习与合作学习的方式，掌握沟通合作的技能，能够运用语言、

文字、形体等多种沟通形式和网络平台、社交软件等新型社交工具。能够主动参与学习共同体组织

的教学研究、互动交流、听课评课等活动。

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2.1师德规范 H M M L
2.2教育情怀 H M H L
2.3学科素养 L H M L
2.4 教学能力 L H M L
2.5 班级指导 L M H L
2.6综合育人 M M H H
2.7学会反思 M H H M
2.8沟通合作 H M M H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采用弹性学制，标准学制为 4年，学习年限一般为 3～8 年，计划总学时为 2392学时，

总学分为 161学分。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中国语言文学、教育学。

主要课程：基础写作、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

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教育学概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语文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本专业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教育实习、毕业论文、学生创业创新实践、社会实践等，以

及分散于课程教学中的专业实践环节，共 39.5学分。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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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
政治
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分
为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门中
选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
据《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
干意见》（教社科〔2018〕
1号）、《新时代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
求》（教社科〔2018〕2号）、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在思
政课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
重点的“四史”教育的通
知》、教育部《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
实施方（2021—2025年）》
（教督〔2021〕1号）等文
件精神开课，包括“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
好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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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
课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术课

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至少选
修 1门、2学分。学生自主
选修课程包括《音乐鉴赏》
《中国美术史》《东昌府本
版年画艺术》《山东民歌赏
析》《艺术与审美》《带你
听懂中国传统音乐》《中国
传统音乐作品》《视觉艺术
设计》《音乐与社会》等，
详细课程名单见每学期选
课通知。

大学
外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
学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
《大学俄语》《大学日语》
《大学韩国语》《大学西班
牙语》中任意一种语言模
块课程。具体课程名称、
课程号依学生选修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对
未达到《大学英语教学指
南》（2020版）基础目标的
学生继续开设《大学英语
（四）》，对已达到较高水
平的学生，根据各学院、
专业发展要求和学生多元
需求开设《高级英语》、《专
门用途英语》和《跨文化
交际》等课程，供学生选
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
开课。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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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

“公共体育”课程，每一学

年学生须在篮球、排球、

足球、太极拳、网球、健

身田径、软式排球、健美

操、武术、乒乓球、拳击、

散打、羽毛球、垒球

体育舞蹈、体育游戏等项

目中选择一项不同运动项

目作为学习内容，满足掌

握 2项运动健身技能的要

求。

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为

实践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
询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能
训练 1学分为实践教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教
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学
院授课，第二学期在西校
区学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
期第 1-2周，不计入总学
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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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职业
规划
与就
业指
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16 1 一 考查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
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
心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16 1 六 考查

合计 42 30 12 736 520 216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至少须
修满 6个学分，选修自然
科学模块课程至少一门，2
学分；其中创新创业模块
中“创新基
础”(3101222201)、“创业基
础”(3101242202)为限选课
程，两门课程各 1学分，
所有专业学生均需修读。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信息、
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创新创业教育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教师教育 主要涵盖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教育技术等的通识教育课程

学分合计：48， 其中理论学分 36、实践学分 12；学时合计：832，其中理论学时:616、 实践学时：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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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0602112209 基础写作（五项技能达标项目 1）
Basics of writing 2 2 32 32 2 一 考试

0612112202 现代汉语（一）
Modern Chinese Language（Ⅰ）

3 3 48 48 3 一 考试

0612122202 现代汉语（二）
Modern Chinese Language（Ⅱ）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602112210 普通话（五项技能达标项目 2）
Mandarin 1 0.5 0.5 16 8 8 1 一 考试

0612112205 教师礼仪概论与实践

Introduction and Practice of Teacher Etiquette 1 0.5 0.5 16 8 8 1 四 考试

0602112211 中国文化概论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2 2 32 32 2 一 考试

0613262273 中外语文名篇阅读（五项技能达标项目 3）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s 1 1 16 16 1 六 考查

0602112208 新生研讨课
Freshman Seminar 1 1 16 16 1 一 考查

小计 14 13 1 224 208 16

专业
核心
课程

0612232283 中国古代文学（一）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Ⅰ）
3 3 48 48 3 一 考试

0612242283 中国古代文学（二）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Ⅱ）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612262271 中国古代文学（三）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Ⅲ）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612272268 中国古代文学（四）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Ⅳ）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612232266 中国现代文学（一）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Ⅰ）

3 3 48 48 3 一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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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0612242266 中国现代文学（二）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Ⅱ）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612262267 中国当代文学（一）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Ⅰ）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612272267 中国当代文学（二）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Ⅱ）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612232268 外国文学（一）
Foreign Literature（Ⅰ）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612242268 外国文学（二）
Foreign Literature（Ⅱ）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613162237 比较文学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612232269 文学概论（一）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Ⅰ）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612242269 文学概论（二）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Ⅱ）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613172244 中国文学批评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Literary Criticism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612232282 古代汉语（一）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Ⅰ）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612242282 古代汉语（二）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Ⅱ）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612262270 语言学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612262272
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

Retrieval and Utilizatio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ibliography

2 2 32 32 2 六 考试

小计 44 44 704 704

合计 58 57 1 928 91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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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中国
古代

文学
课程组

0613162201 老庄精读
Intensive Reading on Laozi and Zhuangzi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613162217 《诗经》研究
The Study of Book of Songs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613162202 四书精读
Intensive Reading on Si Shu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613182203 中国古礼文献导读
A Guide to Ancient Chinese Ritual Literature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613172204 史传散文研究
The Research on Pose of Historical Essays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613162221 《文心雕龙》研究
Studies on Winxindiaolong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613162205 唐宋词研究
Studies on Tang and Song Poetry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613172222 唐诗研究
Studies on Tang Poetry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613172223 杜甫研究
The research on Du Fu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613182226 《儒林外史》研究
A Study on the Scholars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613172227 文言小说史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Novels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613182228 《聊斋志异》研究
Studies on Strange Stories from Chinese Studio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613182229 《红楼梦》研究
Studies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 2 2 32 32 2 八 考查

小计 4 4 6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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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中国

现当代
文学

课程组

0613162230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
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writers’works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613172231 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works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613162232 鲁迅研究
Studies on Lu Xun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613172233 老舍研究
The Research on Lao She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613172234 中国现代小说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n Modern Chinese Stories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613182235 中国当代小说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613182236 中国现当代诗歌欣赏
Apprecia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Poems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613162206 近代文学研究
Studies on the Modern Literature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613162207 创意写作
Creative Writing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613172215 学术论文写作
Academic Paper Writing 2 2 32 32 2 七 考查

小计 4 4 64 64

外国
文学

课程组

0613162238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研究
Studies on Western Modernism Literature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613172208 外国文学名篇导读
Introduction of Famous Foreign Literature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613162209 西方文化概论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Culture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613182241 莎士比亚研究
Shakespearean Researches 2 2 32 32 2 八 考查

小计 2 2 3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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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文艺学
课程组

0613142242 美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Aesthetics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613162243 西方文论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613172245 中国古代诗学研究
Studies on Chinese Ancient Poetry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613162247 文学批评方法论
Literary Criticism Methodology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613162210
西方文艺理论名篇精读

Intensive Reading of Masterpieces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613172211 中国叙事理论研究
Research on Chinese Narrative Theory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613172248 文艺学前沿问题研究

The Frontier Problems of Literature and Art 2 2 32 32 2 八 考查

小计 2 2 32 32

汉语
课程组

0613162271 汉语史
History of Chinese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613162251 文字学
The Science of Chinese Characters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613172252 训诂学

Chinese Exegetics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613182253 中国语言学史

Chinese Linguistics History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613162212 汉语词汇文化
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Vocabulary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613172255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Grammar 2 2 32 32 2 七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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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汉语
课程组

0613172213 语言田野调查
Field Survey on Language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613162214 普通话吟诵
Mandarin Recitation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613182257 应用语言学
Applied Linguistics 2 2 32 32 2 八 考查

小计 2 2 32 32

微专业选修
课程编号、课程名称，由学生自主选修的微专业在教务系统内

自动生成。
微专业课程模块，由学生
自主选修，不计入主修专

业总学分、学时。修满微
专业合格课程的，由微专
业开设高校颁发证书。

小计 14 14 224 224

合计 72 71 1 1152 1136 16

教师
教育
课程

必修

0402232201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Developmental and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 2 32 32 2 三 考试

1.师范类专业学生需在必

修课程模块修读 14学分，
在选修课程模块选修 4学
分。

2. 现代教育技术开课学
期按文理科学院分别设
在第三、四学期。

3.由相关学院开设的课程
由学生所在学院负责开
设，开课学期与考核方式

由学院确定。

0402232202 教育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402242204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Occupational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1 1 16 16 1 四 考试

0402242207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Mental Health and Moral Education 1 1 16 16 1 四 考试

1602232204 现代教育技术
Modern Teaching Technology 2 1.5 0.5 40 24 16 2 三/四 考试

0403342201 班主任工作

Class Management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613262258 语文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

Educational Law and Policy 2 1 1 32 12 20 2 三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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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教师
教育

课程

必修
0613272272 语文学科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Chinese Teaching Design ＆ Case Analysis 2 1 1 32 12 20 2 七 考查

小计 14 11.5 2.5 232 176 56

选修

040335220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Education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1 1 16 16 1 五 考试

0402242208 教育公共政策
Public Policy on Education 1 1 16 16 1 五/六 考试

0402242209 家庭教育学
Family Pedagogy 1 1 16 16 1 五/六 考试

0613262210 语文教育改革前沿
Frontiers of Chinese Education Reform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613272211 语文教育史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613272274 中国古代文学与语文素养研究
Ancient Literature and Chinese Literacy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613272275
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语文教学研究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Chinese
Teaching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613272276
文学概论与语文教育思想研究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and Thought of Chinese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602122208 演讲学（五项技能达标项目 4）
Speech Science 2 1 1 32 16 16 2 二 考查

0613272261 名师讲语文
The Lecture of Famous Teacher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613242262 阅读教学与研究
Read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613242263 写作教学与研究
Writ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2 2 32 32 2 七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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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教师

教育
课

0613242264 语文课堂教学语言研究
A Study of Language in Classroom Teaching 2 2 32 32 2 四 考查

小计 4 3 1 64 48 16

合计 18 14.5 3.5 296 224 72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0614262277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六

劳动教育与实践，各专业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特点
开设，不少于 32 学时。

教育见习、研习课程在第
二、三、四、五学期梯次
开设，分别为 0.5、1、1、
0.5学分。

0602122209 书法（五项技能达标项目 5）
Calligraphy 2 2 32 32 2 二 考试

0613272277
语文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微格教学训练
Microteaching Training of Basic Teachers'

Occupation Skills
2 2 48 16 32 2 六 考查

小计 5 5 112 16 96

专业
实践

0614252278 教育见习、研习
Educational practice 3 3 2周 2周 考查

0614252279 教育实习
Educational practice 6 6 16

周
16周 五 考查

小计 9 9

综合

实践

0614282280 毕业论文（设计）
Graduation Thesis（Design） 6 6

0614282281 第二课堂（师德体验等）
Second Class 3 3 八 考查

小计 9 9 18
周

18周

合计 23

总计 161 121.
5 39.5

2392
+18
周

1992 400+18
周

注：改革课程考核方式，推行全过程学业评价，科学合理测评学生学习效果，原则上期末考试成绩权重不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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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2.1-1：拥护党的领导，坚持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国家和

文化自信，正身立己，以德树人。

中国近代史纲要 0.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3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3 考试

形势与政策 0.2 考查

2.1-2：掌握《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等相关规范要求，为人师表，树

立

依法执教、规范执教的观念意识。

思想道德与法治 0.5 考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5 考试

2.1-3：立足“知行合一”，通过教学实

践将师德认识内化为师德认同，落实

为具体的师德行为，成为以“四有”好

老师。

思想道德与法治 0.1 考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2 考试

中国文化概论 0.2 考试

教育实习 0.1 考查

学生创业创新实践 0.2 考查

社会实践 0.2 考查

2.2-1：饱含真切的情怀观，爱岗敬业，

乐于奉献，具备健康的职业观，尊重

教师职业，愿意从事教师工作。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4 考试

教育见习、研习 0.4 考试

中国文化概论 0.2 考试

2.2-2：确立正确的教师观，理解教师

是学生学习“促进者”，不断加强自身

修养及教学能力，激发学习意愿，锤

炼毅力品格，培养积极向上的情感。

中国文化概论 0.2 考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2 考试

语文教育史 0.2 考试

学生创新创业实践 0.2 考查

公共体育 0.1 考试

军事理论 0.1 考查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611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2.2-3：树立科学的学生观，明确教师是

学生成长“引路人”，情系学生，能够充

分尊重学生人格、对待学生真爱负责，

能够将全部精力和情感投入到人民教

育事业中。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3 考试

教育学概论 0.3 考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4 考试

2.3-1：树立大语文学科观念，了解语文

核心素养的内涵，掌握语文学科的思想

和方法，具有听说读写基本能力和知

识，能够将语文教育相关知识及其他跨

学科知识相联系。

基础写作 0.1 考试

现代汉语 0.1 考试

中国古代文学 0.1 考试

中国现代文学 0.1 考试

中国当代文学 0.1 考试

外国文学 0.1 考试

文学概论 0.1 考试

古代汉语 0.1 考试

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 0.1 考试

新生研讨课 0.1 考试

2.3-2：掌握语文学习领域的知识，了解

语文课程、教材、教学及评价的基本理

论与发展动态，能将语文教学与学生培

养、文化传承、社会服务相结合。

语文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 0.4 考试

语文学科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0.4 考查

名师讲语文 0.2 考查

2.3-3：准确理解语文课程标准，恰当把

握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熟悉语文教学

名师及成功课例，了解信息化语文课程

资源和语文教学研究主要杂志。

语文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 0.4 考试

语文学科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0.4 考查

名师讲语文 0.1 考查

现代教育技术 0.1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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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2.4-1：能依据语文课程标准规定的课程

目标，针对中学生学情，设计以“学”为

中心的学习活动，完成语文教学的设

计、实施与评价。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2 考试

教育学概论 0.2 考试

语文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 0.2 考试

语文学科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0.4 考查

2.4-2：掌握中学语文教学的教学基本技

能，普通话达到二级甲等以上水平，熟

练掌握毛笔字、钢笔字及粉笔字的技法

与技巧。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专业外

文书刊。

普通话 0.1 考试

演讲学 0.1 考试

教师礼仪概论与实践 0.1 考试

书法 0.1 考试

语文学科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0.2 考试

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微格教学训练 0.2 考查

现代教育技术 0.1 考试

大学英语 0.1 考试

2.4-3：在教学实践中注重问题教学、案

例分析和情境体验。初步学会理论联系

实际，改善自己的教学，并能针对难点

问题予以研究，形成初步的研究成果。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0.2 考查

语文学科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0.1 考查

阅读教学与研究 0.1 考查

写作教学与研究 0.1 考查

语文课堂教学语言研究 0.1 考查

教育实习 0.4 考查

2.5-1：树立德育为先的理念，了解中学

生心理发展特点，掌握中学德育目标、

原理、内容和方法，能自觉、有效地开

展德育工作。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考试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2 考试

教育学概论 0.1 考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2 考试

语文教育改革前沿 0.2 考查

中国文化概论 0.1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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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2.5-2：掌握班级组织与管理的工作规律

和基本方法，通过教育活动组织、综合

发展指导及与家长、社区等工作对象沟

通等方式，将德育渗透进日常班级管理

活动中，实现中学生价值观念的有效引

导。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2 考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2 考试

语文教育改革前沿 0.3 考查

班主任工作 0.3 考试

2.5-3：能担任或协助班主任工作，运用

中学生心理辅导相关理论与技能，参与

德育和心理健康等教育活动的组织与

指导，获得积极、有效的体验。

班主任工作 0.4 考试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2 考试

教育学概论 0.2 考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2 考试

2.6-1：认识语文学科的育人价值和特

点，掌握语文学科的育人途径和方式、

方法，能将知识学习、能力培养与品德

养成相结合，利用语文教学的学科优

势，自觉、有效地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

生的人文素质。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2 考试

教育实习 0.2 考查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2 考试

语文教育改革前沿 0.2 考查

2.6-2：遵循立德树人的理念，具有全程

育人、立体育人的意识，了解学生身心

发展的基本规律与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的形成特点，了解学生思想品德培

育、人格塑造、行为习惯养成的过程和

方法，能有效开展综合育人工作。

中国近代史纲要 0.3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 考试

美学概论 0.3 考查

中国文化概论 0.1 考试

形势与政策 0.2 考查

2.6-3：了解学校文化和教育活动的育人

内涵和方法，积极参与组织主题教育、

社团活动等各种育人活动，对学生进行

有效的教育和指导。

中学语文名篇解读 0.2 考试

中国古代文学与语文素养研究 0.2 考查

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语文教学 0.2 考查

文学概论与语文教育思想研究 0.2 考查

教育见习、研习 0.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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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2.7-1：具有反思意识、反思能力，拥有

一定的批判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3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3 考试

专业课程 0.4 考试

2.7-2：不迷信权威，不迷信书本，坚持

求真求实的精神。

教育实习 0.3 考查

毕业论文 0.3 考查

学生创新创业实践 0.2 考查

社会实践 0.2 考查

2.7-3：具有终身学习意识和专业发展意

识，积极了解国内外基础教育改革的发

展动态。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4 考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4 考试

名师讲语文 0.2 考查

2.7-4：吸收先进教育理念，使自己适应

时代和教育发展的新需求，科学设计并

不断调整职业发展规划和自我成长计

划。

语文教育改革前沿 0.4 考查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4 考试

大学英语 0.2 考试

2.8-1：正确认识沟通合作对个人发展与

成长的重要作用，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价

值。

教师礼仪概论与实践 0.1 考试

班主任工作 0.6 考试

公共体育 0.1 考查

教育见习、研习 0.2 考查

2.8-2：懂得学习团队是重要的学习资

源，养成主动与团队沟通协作的意识。

教师礼仪概论与实践 0.1 考试

班主任工作 0.6 考试

公共体育 0.1 考查

教育实习 0.2 考查

2.8-3：体验小组互助学习与合作学习的

方式，掌握沟通合作的技能，具备团队

协作的能力。

教师礼仪概论与实践 0.1 考试

班主任工作 0.6 考试

公共体育 0.1 考查

教育实习 0.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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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0602112201 基础写作 无

0612112202 现代汉语（一） 无

0612122202 现代汉语（二） 无

0602112203 普通话 无

0612112205 教师礼仪概论与实践 无

0602122206 书法 无

0602112207 中国文化概论 无

0602112208 新生研讨课 无

专业

核心

课程

0612232208 中国古代文学（一）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

0612242208 中国古代文学（二）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

0612262208 中国古代文学（三）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

0612272208 中国古代文学（四）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

0612232266 中国现代文学（一） 现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

0612242266 中国现代文学（二） 现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

0612262267 中国当代文学（一） 中国现代文学

0612272267 中国当代文学（二） 中国现代文学

0612232268 外国文学（一） 中国古代文学

0612242268 外国文学（二） 中国古代文学

0613162237 比较文学 外国文学

0612232269 文学概论（一）
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

文学；外国文学

0612242269 文学概论（二）
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

文学；外国文学

0613172244 中国文学批评史 文学概论

0612232282 古代汉语（一） 现代汉语

0612242282 古代汉语（二） 现代汉语

0612262270 语言学概论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

0612262215 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 语言学概论；文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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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中国

古代

文学

课程

组

0613132201 老庄精读 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概论

0613142217 《诗经》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概论

0613132202 四书精读 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概论

0613142203 中国古礼文献导读 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概论

0613152204 史传散文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概论

0613162221 《文心雕龙》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概论

0613172222 唐诗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概论

0613172223 杜甫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概论

0613162205 唐宋词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概论

0613172226 《儒林外史》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概论

0613172227 文言小说史 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概论

0613182228 《聊斋志异》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概论

0613182229 《红楼梦》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概论

中国

现当

代文

学课

程组

0613162230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文学概论

0613172231 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中国当代文学；文学概论

0613162228 鲁迅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

0613172233 老舍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

0613172234 中国现代小说选读 中国当代文学

0613182235 中国当代小说选读 中国当代文学

0613182236 中国现当代诗歌欣赏 中国当代文学

0613132206 近代文学研究 中国当代文学

0613142207 创意写作 中国当代文学

0613172215 学术论文写作 中国当代文学

外国

文学

课程

组

0613162238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研究 外国文学

0613172208 外国文学名篇导读 外国文学

0613132209 西方文化概论 外国文学

0613182241 莎士比亚研究 外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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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文艺

学课

程组

0613142242 美学概论 文学概论

0613162243 西方文论 文学概论

0613142210 西方文艺理论名篇精读 文学概论

0613172245 中国古代诗学研究 文学概论

0613172211 中国叙事理论研究 文学概论

0613162247 文学批评方法论 文学概论

0613172248 文艺学前沿问题研究 文学概论

汉语

课程

组

0613162271 汉语史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

0613162251 文字学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

0613172252 训诂学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

0613182253 中国语言学史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

0613162212 汉语词汇文化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

0613172255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

0613172213 语言田野调查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

0613162214 普通话吟诵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

0613182257 应用语言学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必修课程

0402232201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

育课程

0402232202 教育学概论
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

育课程

0402242204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

育课程

1602232204 现代教育技术
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

育课程

0613262258
语文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

研究

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

育课程

0403342201 班主任工作
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

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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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选修

课程

0613262210 语文教育改革前沿
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

育课程

0602122204 演讲学
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

育课程

0613272211 语文教育史
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

育课程

040335180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

育课程

0613262273 中外语文名篇解读
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

育课程

选修

课程

0613272260
语文学科教学设计与案例

分析

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

育课程

0613272274
中国古代文学与语文素养

研究

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

育课程

0613272275
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语文教

学研究

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

育课程

0613272276
文学概论与语文教育思想

研究

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

育课程

0613272261 名师讲语文
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

育课程

0613242262 阅读教学与研究
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

育课程

0613242263 写作教学与研究
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

育课程

0613242264 语文课堂教学语言研究
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

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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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736（其中，

理论课堂教

学 520学时，

实践教学

216学时，不

含军事技能

训练 2周）

42（含实

践 12）
26.09%（含实践

7.5%）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96 6 3.73%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224 14 8.70%

专业核心课程 704 44 27.33%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224 14 8.70%

教师

教育

课程

必修课程 232 14 8.70%

选修课程 64 4 2.48%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216 12 非独立设课实

践学分比例
10.25%专业教育课程实践

基础实践 112 5

独立设课实践

学分比例
14.29%

专业实践

18 周（含教

育见习、研习

2周、教育实

习 16周）

9

综合实践 9

合计 2392+18周 161 100%（不含非独立

设课实践学分比例）

九、其他说明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6.5 29.5 29.5 25.5 9 18 12 11 161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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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Radio & Television Science
（专业代码：050302）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山东，面向全国，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服务于新闻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

未来前景，以“新闻+技术+人文”为特色，致力于培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热爱党和人民的新闻

事业，具有高尚的新闻职业道德情操和深厚的人文素养底蕴，系统掌握广播电视学、新闻学和传播

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具有较强的新闻采访、摄像、摄影、写作、编辑和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等

业务实践与创新能力，具备良好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熟知行业前沿和发展动态，能够在

广播、电视、报社和新媒体等传媒机构以及企事业单位从事新闻报道与宣传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目标 1:具有良好的新闻职业道德素养，有高度的新闻事业心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关

爱社会、富有爱心、坚毅执着、团结协作，热爱新闻事业，逐渐成为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

念、新闻专业主义情怀和仁爱之心的新闻报道与宣传工作人员。

目标 2:掌握广播电视学专业的基本知识、理论和方法，了解广播电视事业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发展趋势，掌握及时、客观、公正、准确的新闻报道原则，熟练应用多种媒介形式的采访、摄影、

摄像、写作、编辑和发布新闻的专业业务技能，熟悉不同媒介的受众阅读习惯，树立受众中心观念，

重视传者与受众的互动，成为适应新的传媒发展形势需求的一专多能复合型新闻报道与宣传工作人

员。

目标 3:熟悉国家法律、法规和新闻宣传报道方针政策，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传递主流价值观，

引导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自觉扮演好起党和人民之间沟通桥梁的角色，监督政府

和社会，化解社会矛盾，为社会安定和国家稳定献力。

目标 4:了解法律、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和艺术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熟练掌

握外语、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拥有全面发展的意识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具有较强的社会

适应性，逐步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新闻报道与宣传工作人员。

（二）毕业要求

1.热爱新闻事业，践行新闻职业道德规范（A）

A1.热爱新闻事业

A1-1：具备健康的职业观，尊重记者职业，认同记者工作的意义和专业性，愿意并乐于从事新

闻报道与宣传工作；

A1-2：确立正确的新闻观，坚持新闻报道的原则，牢记自己作为记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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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加强新闻舆论监督，通达社情民论，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A1-3：树立正确的受众观，服务人民，把人民群众作为报道主体和服务对象，贴近实际、贴近

生活、贴近群众。

A2.践行新闻职业道德规范

A2-1：忠于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新闻报道与宣传方针政策，高举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理解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A2-2：学习和掌握《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等相关规范要求，培养和树立良好的新闻

职业道德观念意识；

A2-3：立足“知行合一”，通过新闻实践将知识性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认识内化为真切的职业道

德认同，并真正落实到具体的新闻实践中。

2.掌握新闻传播规律，能够独立完成新闻报道与宣传工作（B）

B1.新闻理论素养

B1-1：系统掌握广播电视学、新闻学和传播学学科基础知识；

B1-2：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新闻实践，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继承和发扬党

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

B1-3：熟知新闻传播事业发展最新动态，能够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推动广电传

媒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树立互联网思维。

B2.新闻业务素质

B2-1：具有较强的新闻敏感和敏锐的洞察力，能够独立完成新闻采访、写作、编辑和评论工作；

B2-2：熟知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流程与每一环节的具体工作内容，能够高质量地完成自己所承

担的工作，并善于与他人合作，共同完成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

B2-3：既具有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能够单独完成新闻报道与宣传工作，又具有较强的团队意

识，能够高效地与他人协作，共同完成新闻报道与宣传工作；

B2-4：掌握多种媒介传播技术，具备多种媒介形式的新闻采集、编辑、撰写和发布技能，熟悉

不同媒介受用的阅读习惯，与受众互动。

3.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传播主流价值观（C）

C1.熟知舆论的形成过程与发展规律；具有较强的舆论引导能力；

C2.能够在社会热点和焦点事件中，剔除虚假新闻，呈现真实、有价值的新闻，形成正面的、积

极的、具有建设性的社会舆论；

C3.做好党和人民之间的信息沟通工作，化解社会矛盾，传播主流价值观，为社会安兴和国家稳

定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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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会自我发展，不断充实提高（D）

D1.学会反思

D1-1：具有反思意识、反思能力，拥有一定的批判思维和质疑精神。

D1-2：不迷信权威，不迷信书本，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D1-3：具有终身学习意识和专业发展意识，积极了解国内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动态。

D2.沟通合作

D2-1：正确认识沟通合作对个人发展与成长的重要作用，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价值。

D2-2：懂得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养成主动与团队沟通协作的意识。

D2-3：掌握沟通合作的技能，具备团队协作的能力。

表 1 学生毕业要求对本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A1. 热爱新闻事业 H H M L

A2. 践行新闻职业道德规范 H H H H

B1. 新闻理论素养 M H H M

B2. 新闻业务素质 H H M M

C1. 社会舆论引导 H M H M

C2. 解析热点事件形成积极舆论 M M H H

C3. 传播主流价值观 H H H H

D1. 学会反思 L M L H

D2. 沟通合作 L L L H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四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允许学生在 3～8年内修满学分。计划

总学时为 2384学时，总学分为 161学分。学生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

授予条件者，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新闻传播学。

主要课程：新闻理论、传播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广播电视技术、中国新闻事业史、外国新

闻事业史、新闻编辑、新闻摄影、新闻采访、新闻写作、电视摄像、新闻编辑、视频节目制作、节

目主持艺术、新闻评论、新闻职业道德与法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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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专业课程实验与实训、专业实习、毕业实习。

专业课程实验与实训主要包括普通话训练、广播电视技术、新闻摄影、电视摄像、视频节目制

作、节目主持、数字节目制作、图片编辑等课程，采用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的形式，旨在培养与训练

学生实践能力，熟练掌握所用仪器设备的能力与技巧。

实习分专业实习、毕业实习，安排学生到各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社、新闻网站等媒体与新闻

宣传部门实习，专业实习一般安排在假期，专业实习、毕业实习分别安排在第五、七学期，时间共

12 周。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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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政
治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分
为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门中
选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
据《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
若干意见》（教社科
〔2018〕1号）、《新时代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教育
部办公厅关于在思政课
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重
点的“四史”教育的通
知》、教育部《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
评估实施方（2021—2025
年）》（教督〔2021〕1号）
等文件精神开课，包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
好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Theori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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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课
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术课

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至少
选修 1门、2学分。学生
自主选修课程包括《音乐
鉴赏》《中国美术史》《东
昌府本版年画艺术》《山
东民歌赏析》《艺术与审
美》《带你听懂中国传统
音乐》《中国传统音乐作
品》《视觉艺术设计》《音
乐与社会》等，详细课程
名单见每学期选课通知。

大学外
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
学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
《大学俄语》《大学日语》
《大学韩国语》《大学西
班牙语》中任意一种语言
模块课程。具体课程名
称、课程号依学生选修
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
对未达到《大学英语教学
指南》（2020版）基础目
标的学生继续开设《大学
英语（四）》，对已达到较
高水平的学生，根据各学
院、专业发展要求和学生
多元需求开设《高级英
语》、《专门用途英语》和
《跨文化交际》等课程，
供学生选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
开课。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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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
“公共体育”课程，每一
学年学生须在篮球、排
球、足球、太极拳、网球、
健身田径、软式排球、健
美操、武术、乒乓球、拳
击、散打、羽毛球、垒球
体育舞蹈、体育游戏等项
目中选择一项不同运动
项目作为学习内容，满足
掌握 2项运动健身技能的
要求。
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
为实践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
咨询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
能训练 1学分为实践教
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
教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
学院授课，第二学期在西
校区学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
期第 1-2周，不计入总学
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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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16 1 一 考查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
心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16 1 六 考查

合计 42 30 12 736 520 216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理工农医科专业应选修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模块
课程，文科类专业应选修
自然科学模块课程。
具体选修模块，各专业根
据培养目标、专业认证等
要求，自主确定学生应选
修模块、每个模块应选学
分。
创新创业模块中“创新基
础”（3101222201）、“创
业基础”（3101242202）
为限选课程，两门课程各
1学分，所有专业学生均
需修读。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信息、
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创新创业教育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教师教育 主要涵盖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教育技术等的通识教育课程

学分合计：48 ， 其中理论学分：36 、实践学分：12 ；学时合计：832 ，其中理论学时：616 、 实践学时：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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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0632112201 基础写作
Basics of Writing 2 2 32 32 2 一 考试

学科基础课程，广播电视学
专业必须修读本模块的课
程，共 17学分。

0632112202 现代汉语（一）
Modern Chinese Language（Ⅰ）

3 3 48 48 3 一 考试

0632122203 现代汉语（二）
Modern Chinese Language（Ⅱ）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632112260 普通话

Mandarin Chinese
1 1 16 16 1 一 考试

0632112262 新生研讨课
Freshman Seminar 1 1 16 16 1 一 考试

0632112263 大众传播媒介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ss Media 2 2 32 32 1 一 考试

0632122277 广播电视技术基础
Techniques of Broadcast

Television News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632112207 中国文化概论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2 2 32 32 2 一 考试

小计 17 17 1 272 256 16

专业

核心

课程

0632222208 广播电视概论
Introduction to Broadcast

Television News

3 3 48 48 3 二 考试

专业核心课程，为广播电视
学专业必修课程。每个学生
须全部修读，共 43学分。

0632222209 新闻理论
News Theory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632232210 新闻采访
News Gathering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632242211 新闻写作
News Writing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632232212 视频节目制作
Video Program Production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632232213 非线性编辑技术
Nonlinear Editing 2 1 1 32 16 16 2 三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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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0632232214 新闻摄影
News Photography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632242215 电视摄像
Television Videography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632242216 外国新闻事业史
History of Foreign Journalism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632252217 中国新闻事业史
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632242218 传播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632242219 视听语言
Audio-Visual Language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632252220 公共关系学
Public Relations 2 2 32 32 2 五 考试

0632252221 新闻编辑
News Editing 2 2 32 32 2 五 考试

0632262222 节目主持艺术
Art of Program Presenter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632262223 新闻评论
News Review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632262224 新闻职业道德与法规
Journalistic Ethics and Regulation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632252225 网络传播学
Network Communication 2 2 32 32 2 五 考试

小计 43 42 1 688 672 16

合计 60 58 2 960 928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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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提高

方向

0633152226 传播学史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2 2 32 32 2 五 考查

按照教学计划安排，每个学
生至少在“专业提高方向”
课程模块中选修 15 学分，
在 “专业应用方向”课程模
块中选修 11学分，共 26学
分。

0633152227 影视精品读解
Analysis of the Fine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3 3 48 48 3 五 考查

0633162201 中外影视史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Film and Television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633162202 网络舆情分析与研判
Network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and Judgment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633152203 电视节目叙事研究
Research on Television Program Narration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633172204 美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Aesthetics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633152205 传播心理学
Communication psychology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633172233 广告学
Advertising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633182234 出版学
Publishing Science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633182206
媒介经营与管理

Media Operations and Management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633172236 舆论学
The Public Opinion Studying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633162207 新媒体与社会
New Media and Society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633122208 演讲学
Speech Science 2 2 32 32 2 二 考查

小计 15 15 240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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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应用

方向

0633262201 图片编辑
Photo Editing 3 2 1 48 32 16 3 六 考查

0633262238 电视节目策划
Television program Planning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633262239 优秀新闻摄影作品分析
Analysis of Fine News Photograph Works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633272202 影像剧本创作
Video Script Writing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查

0633252203 短视频创作
Short Video Production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633272242 数据新闻
Data Journalism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633282204 新媒体产品设计
New Media Product Design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633262244 融合媒介实务
Integration of Media Practice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633272205 影视导演
Film and Television Directing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633282246
中西新闻报道比较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News Reports

2 2 32 32 2 八 考查

小计 11 9 2 176 144 32

（学生应修学分、学时）合计 26 24 2 416 384 32

微专业选修
课程编号、课程名称，由学生自主选修的微专业在教务系统内

自动生成。

微专业课程模块，由学生自
主选修，不计入主修专业总
学分、学时。修满微专业合
格课程的，由微专业开设高

校颁发证书。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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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063423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三

劳动教育与实践，各专业根
据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开设，
不少于 32 学时。按照教学
计划安排，每个学生须在
“基础实践”课程模块修读 5
学分，在 “专业实践”课程
模块修读 11 学分，在 “综
合实践”课程模块修读 11学
分。

0634262202 五项技能实践
Practice of Five Abilities 4 4

12
周

12周 六 考查

小计 5 5
32+1
2周

32+12
周

专业

实践

0634132266 视频节目制作（项目化课程）
Video Program Production 1 1 16 16 三 考查

0634142267 电视摄像（项目化课程）
Television Videography 1 1 16 16 四 考查

0634132268 新闻摄影（项目化课程）
News Photography 1 1 16 16 三 考查

0634252269 电视新闻节目研究与实践（项目化课程）
Study and Practice of TV News Program 3 2 1 48 32 16 五 考查

0634262270 纪录片研究与实践（项目化课程）
Study and Practice of Documentary 3 2 1 48 32 16 六 考查

0634252203
专业实习

Professional Practice 2 2 6周 6周 五 考查

小计 11 4 7
144+
6周

64 80+6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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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综合

实践

0634282204 毕业论文（设计）
Graduation Thesis（Design） 6 6 八 考查

0634282274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3 八 考查

0634272205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2 2 6周 6周 七 考查

小计 11 11 6周 6周

合计 27 4 23
176+
24
周

64
112+24

周

总计 161 122 39
2384
+24
周

1992
392+24

周

注：改革课程考核方式，推行全过程学业评价，科学合理测评学生学习效果，原则上期末考试成绩权重不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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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1：具备健康的职业观，

尊重记者职业，认同记者工

作的意义和专业性，愿意并

乐于从事新闻报道与宣传工

作；

思想道德与法治 0.1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 考试

新闻理论 0.2 考试

大众传播媒介概论 0.1 考试

新闻评论 0.2 考试

新闻职业道德与法规 0.2 考试

专业实习 0.1 考查

A1-2：确立正确的新闻观，

坚持新闻报道的原则，牢记

自己作为记者的使命感和责

任感，注重新闻报道的客观

性和公正性，加强新闻舆论

监督，通达社情民论，坚持

正确舆论导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 考试

思想道德与法治 0.1 考试

新闻理论 0.15 考试

大众传播媒介概论 0.1 考试

新闻评论 0.15 考试

新闻职业道德与法规 0.1 考试

新闻采访 0.1 考试

新闻写作 0.1 考试

舆论学 0.1 考查

A1-3：树立正确的受众观，

服务人民，把人民群众作为

报道主体和服务对象，贴近

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新闻理论 0.1 考试

大众传播媒介概论 0.1 考试

传播学概论 0.15 考试

新闻采访 0.1 考试

新闻写作 0.1 考试

新闻评论 0.15 考试

新闻摄影 0.1 考试

新闻职业道德与法规 0.1 考试

毕业实习 0.1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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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2-1：忠于党和人民的新闻

事业，贯彻、落实党和国家

的新闻报道与宣传方针政

策，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理解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 考试

思想道德与法治 0.1 考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0.15 考试

新闻理论 0.15 考试

新闻评论 0.15 考试

新闻职业道德与法规 0.15 考试

形势与政策 0.1 考查

A2-2：学习和掌握《中国新

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等

相关规范要求，培养和树立

良好的新闻职业道德观念意

识；

新闻理论 0.2 考试

新闻评论 0.2 考试

新闻职业道德与法规 0.3 考试

思想道德与法治 0.15 考试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0.15 考试

A2-3：立足“知行合一”，

将新闻职业道德规范认识内

化为真切的职业道德认同，

并真正落实到具体的新闻实

践中。

思想道德与法治 0.05 考试

新闻采访 0.05 考试

新闻写作 0.1 考试

新闻评论 0.15 考试

新闻摄影 0.1 考试

新闻职业道德与法规 0.1 考试

视频节目制作 0.05 考试

专业实习 0.15 考查

毕业实习 0.15 考查

毕业论文（设计） 0.1 考查

B1-1：系统掌握广播电视学、

新闻学和传播学学科基础知

识；

大众传播媒介概论 0.05 考试

广播电视概论 0.1 考试

新闻理论 0.2 考试

传播学概论 0.2 考试

新闻写作 0.1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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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视频节目制作 0.1 考试

新闻编辑 0.1 考试

新闻职业道德与法规 0.05 考试

新闻评论 0.1 考试

B1-2：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指导新闻实践，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

政策，继承和发扬党的新闻

工作优良传统；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 考试

思想道德与法治 0.1 考试

新闻理论 0.1 考试

新闻采访 0.1 考试

新闻写作 0.2 考试

视频节目制作 0.1 考试

新闻摄影 0.1 考试

新闻评论 0.2 考试

B1-3：熟知新闻传播事业发

展最新动态，能够遵循新闻

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

推动广电传媒与新兴媒体融

合发展，树立互联网思维。

大众传播媒介概论 0..15 考试

广播电视技术基础 0.1 考试

外国新闻事业史 0.1 考试

中国新闻事业史 0.1 考试

网络传播学 0.15 考试

媒介经营与管理 0.05 考查

数据新闻 0.1 考查

新媒体产品设计 0.15 考查

融合媒介实务 0.1 考查

B2-1：具有较强的新闻敏感

和敏锐的洞察力，能够独立

完成新闻采访、写作、编辑

和评论工作；

新闻理论 0.2 考试

新闻采访 0.15 考试

新闻写作 0.1 考试

视频节目制作 0.1 考试

新闻摄影 0.15 考试

新闻评论 0.2 考试

新闻编辑 0.1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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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2-2：熟知广播电视节目的

制作流程与每一环节的具体

工作内容，能够高质量地完

成自己所承担的工作，并善

于与他人合作，共同完成广

播电视节目的制作；

广播电视技术基础 0.05 考试

新闻采访 0.05 考试

新闻写作 0.05 考试

视频节目制作 0.15 考试

电视摄像 0.1 考试

新闻摄影 0.1 考试

新闻评论 0.1 考试

新闻编辑 0.1 考查

电视新闻节目研究与实践 0.15 考查

纪录片研究与实践 0.15 考查

B2-3：既具有较强的独立工

作能力，能够单独完成新闻

报道与宣传工作，又具有较

强的团队意识，能够高效地

与他人协作，共同完成新闻

报道与宣传工作；

新闻采访 0.1 考试

新闻写作 0.1 考试

视频节目制作 0.1 考试

电视摄像 0.1 考试

新闻摄影 0.1 考试

新闻评论 0.1 考试

新闻编辑 0.1 考试

电视新闻节目研究与实践 0.15 考试

纪录片研究与实践 0.15 考试

B2-4：掌握多种媒介传播技

术，具备多种媒介形式的新

闻采集、编辑、撰写和发布

技能，熟悉不同媒介受用的

阅读习惯，与受众互动。

传播学概论 0.1 考试

大众传播媒介概论 0.05 考试

广播电视技术基础 0.05 考试

广播电视概论 0.05 考试

新闻采访 0.05 考试

新闻写作 0.05 考试

新闻摄影 0.05 考试

电视摄像 0.05 考试

视频节目制作 0.1 考试

数据新闻 0.05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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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电视新闻节目研究与实践 0.1 考查

纪录片研究与实践 0.1 考查

新媒体产品设计 0.1 考查

融合媒介实务 0.1 考查

C1：熟知舆论的形成过程与

发展规律；具有较强的舆论

引导能力；

新闻理论 0.2 考试

传播学 0.15 考试

大众传播媒介概论 0.15 考试

新闻评论 0.2 考试

舆论学 0.15 考查

媒介经营与管理 0.15 考查

C2：能够在社会热点和焦点

事件中，剔除虚假新闻，呈

现真实、有价值的新闻，引

导舆论，形成正面的、积极

的和具有建设性的舆论导

向；

新闻理论 0.2 考试

新闻采访 0.1 考试

新闻摄影 0.1 考试

大众传播媒介概论 0.1 考试

新闻职业道德与法规 0.15 考试

传播学 0.15 考试

新闻评论 0.2 考试

C3：做好党和人民之间的信

息沟通工作，化解社会矛盾，

传播主流价值观，为社会安

兴和国家稳定献力。

大众传播媒介概论 0.15 考试

新闻理论 0.2 考试

新闻职业道德与法规 0.15 考试

新闻采访 0.1 考试

新闻写作 0.1 考试

新闻摄影 0.1 考试

新闻评论 0.2 考试

D1-1：具有反思意识、反思

能力，拥有一定的批判思维

和质疑精神。

新闻理论 0.15 考试

大众传播媒介概论 0.1 考试

新闻职业道德与法规 0.1 考试

新闻评论 0.2 考试

形势与政策 0.05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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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专业实习 0.1 考查

毕业实习 0.15 考查

毕业论文（设计） 0.15 考查

D1-2：不迷信权威，不迷信

书本，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新闻理论 0.1 考试

大众传播媒介概论 0.1 考试

新闻采访 0.1 考试

新闻写作 0.1 考试

新闻评论 0.1 考试

专业实习 0.15 考查

毕业实习 0.15 考查

毕业论文（设计） 0.2 考查

第二课堂 0.1 考查

D1-3：具有终身学习意识和

专业发展意识，积极了解国

内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动态。

大众传播媒介概论 0.2 考试

外国新闻事业史 0.25 考试

中国新闻事业史 0.25 考试

新媒体产品设计 0.15 考查

媒介经营与管理 0.15 考查

D2-1：正确认识沟通合作对

个人发展与成长的重要作

用，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价值。

思想道德与法治 0.05 考试

形势与政策 0.05 考试

公共关系学 0.1 考试

大众传播媒介概论 0.1 考试

新闻采访 0.1 考试

新闻摄影 0.1 考试

视频节目制作 0.1 考试

外国新闻事业史 0.05 考试

中国新闻事业史 0.05 考试

专业实习 0.1 考查

毕业实习 0.1 考查

毕业论文（设计） 0.1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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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D2-2：懂得团队合作的重要

性，养成主动与团队沟通协

作的意识。

思想道德与法治 0.05 考试

形势与政策 0.05 考试

公共关系学 0.05 考试

大众传播媒介概论 0.05 考试

新闻采访 0.1 考试

新闻摄影 0.1 考试

视频节目制作 0.1 考试

外国新闻事业史 0.1 考试

中国新闻事业史 0.1 考试

专业实习 0.1 考查

毕业实习 0.1 考查

毕业论文（设计） 0.1 考查

D2-3：掌握沟通合作的技能，

具备团队协作的能力。

公共关系学 0.05 考试

广播电视技术基础 0.1 考试

新闻采访 0.1 考试

视频节目制作 0.1 考试

新闻摄影 0.1 考试

数据新闻 0.05 考查

电视新闻节目研究与实践 0.15 考查

纪录片研究与实践 0.15 考查

专业实习 0.1 考查

毕业实习 0.1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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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0632112201 基础写作 无

0632112202 现代汉语（一） 无

0632122203 现代汉语（二） 现代汉语（一）

0632112260 普通话 无

0632112262 新生研讨课 无

0632112263 大众传播媒介概论 无

0632122277 广播电视技术基础 大众传播媒介概论

0632112207 中国文化概论 无

专业

核心

课程

0632222208 广播电视概论 大众传播媒介概论

0632222209 新闻理论
大众传播媒介概论、广播电

视概论

0632232210 新闻采访 新闻理论

0632242211 新闻写作 基础写作、新闻理论

0632232212 视频节目制作 广播电视技术基础

0632232213 非线性编辑技术 广播电视技术基础

0632231814 新闻摄影 新闻理论、新闻采访

0632232214 电视摄像 广播电视技术基础

0632242215 外国新闻事业史 广播电视概论、新闻理论

0632242216 中国新闻事业史 新闻理论、外国新闻事业史

0632252217 传播学概论 广播电视概论、新闻理论

0632242218 视听语言
大众传播媒介概论、视频节

目制作

0632242219 公共关系学 通识教育课程

0632252220 新闻编辑
新闻理论、新闻采访、新闻

写作

0632252221 节目主持艺术 普通话训练、新闻理论

0632262222 新闻评论 新闻理论、新闻写作

0632262223 新闻职业道德与法规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632262224 网络传播学
大众传播媒介概论、传播学

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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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0633152226 传播学史 传播学概论

0633152227 影视精品读解 视频节目制作、视听语言

0633162201 中外影视史
中国新闻事业史、外国新闻

事业史

0633162202 网络舆情分析与研判 新闻理论、传播学概论

0633152203 电视节目叙事研究 视频节目制作、视听语言

0633172204 美学概论 传播学概论

0633152205 传播心理学 传播学概论

0633172233 广告学 传播学概论

0633182234 出版学 新闻理论、新闻事业史

0633182206 媒介经营与管理 传播学概论、新闻理论

0633172236 舆论学 新闻理论

0633162207 新媒体与社会 大众传播媒介概论

0633122208 演讲学 普通话

专业

应用

方向

0633262201 图片编辑 新闻摄影

0633262238 电视节目策划 广播电视概论、视频节目制作

0633262239 优秀新闻摄影作品分
析

新闻理论、新闻摄影

0633272202 影像剧本创作 基础写作、视听语言

0633252203 短视频创作 视频节目制作

0633272242 数据新闻
大众传播媒介概论、新闻理

论、新闻写作

0633282204 新媒体产品设计 大众传播媒介概论

0633262244 融合媒介实务
大众传播媒介概论、传播学

概论、新闻采访、新闻写作

0633272205 影视导演
视听语言、电视摄像、视频

节目制作

0633282246 中西新闻报道比较 新闻写作、外国新闻事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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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736（其中，

理论课堂教

学 520学时，

实践教学

216学时，不

含军事技能

训练 2周）

42（含实

践 12）
26.09%（含实践

7.5%）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96 6 3.73%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272 17 10.56%

专业核心课程 688 43 26.71%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专业提高方向 240 15 9.31%

专业应用方向 176 11 6.83%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216 12
非独立设课实

践学分比例
7.5%

24.2
7%

基础实践 32+12周 5
独立设课实践

学分比例
16.77%

专业实践 144+6周 11

综合实践 6周 11

合计 2384+24周 161 100%（不含非独立

设课实践学分比例）

九、其他说明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1.5 21.5 24.5 21.5 19 23 17 13 161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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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English Major
（专业代码：050201）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适应国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要求，立足鲁西，服务山东，辐射全国，培养政治觉悟高、

师德师风高尚、教育情怀深厚、热爱中学英语教育事业，系统掌握英语学科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熟悉英语教育基本规律和基本方法，具有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具备较强的英语教育教学、科学研

究、反思创新、沟通合作与自主专业发展能力，能从事教育教学、研究及管理工作，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中学英语骨干教师。

本专业毕业生具有如下目标预期：

目标 1 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

针政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立德树人为己任；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具备仁爱之心

和高尚的师德师风。

目标 2 洞悉英语与其它学科及社会实践的联系，跟踪学科发展的新成果和新动向，持续提升英

语学科素养；独立进行英语教学设计，实施课堂教学，具有较高的教学能力，能够指导中学生英语

创新实践活动。

目标 3 掌握班集建设与管理的规律与技能，胜任学校、年级及班级的育人管理工作；贯彻“三

全育人”理念，熟悉中学生身心发展和养成教育规律，开展主题教育和社团活动，具备综合育人能力。

目标 4 适应基础教育改革发展趋势，具有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意识，掌握教学反思的方法和技

能，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问题；具备有效沟通与协作的知识和技能，在学习共

同体中实现专业和职业发展。

（二）毕业要求

■ 践行师德

1. [师德规范] 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

基本观点和方法，自觉践行“四个认同”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

己任；遵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依法执教意识，立志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

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1-1 主动参加各项党、团活动，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生活和工作中自觉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2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以立德树人为己任，给学生传递正能量；

1-3 遵守教师职业道德，依法依规执教，以“四有”好老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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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情怀] 热爱教育事业，具有从教意愿，认同教师工作的意义和专业性，具有良好的职业

道德和为基础教育发展服务的社会责任感；具有积极的情感、端正的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具有人

文底蕴和科学精神，尊重学生人格，富有爱心、责任心、事业心，工作细心、耐心，做学生锤炼品

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2-1 养成良好的师德师风，热爱教师职业，自觉维护教师群体的身份，从教意愿坚定，为自己

即将成为教师感到骄傲和自豪；

2-2 具有正确的教育观、教学观、学生观和价值观，身心健康；

2-3 自身文化修养良好，具有科学精神，能辩证地看待生活与工作中的问题，愿意潜心教书育

人，能够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 学会教学

3. [学科素养] 掌握英语语言文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理解英语学科知识体系及各类课程间的

内在联系，了解英语在人文社科领域的独特作用，领会英语学科的思想与方法，对学习科学相关知

识有一定了解，具有一定跨学科的综合分析能力，具有较强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跨文化能力、思

辨能力和教研创新能力。

3-1 掌握英语语言的基本知识和听、说、读、写、译基本技能，具备较强的综合语言应用能力；

3-2 理解语言与文学、社会文化等学科知识的内在联系，掌握英语学科知识体系的基本思想和

方法；

3-3 具有一定的科研意识，具备一定的英语研究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

3-4 了解一定的跨学科知识，具有较为开阔的专业视野，具备批判性思维能力。

4. [教学能力] 理解教师是学生学习和发展的促进者，具备从事英语教育的基本语言素养和技能；

熟悉中学英语教材，依据中学英语课程标准，以学生为中心，创设学习环境，指导学习过程，进行

多元化的学习评价；掌握运用信息技术优化课堂教学的基本方法，具备初步的教学能力；掌握教育

学、心理学等教育基本理论，了解基础教育改革现状，具备一定的教学研究能力。

4-1 认可教师职业是崇高与神圣的职业，充分认识教师对学生、家庭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具备教师的基本素养和英语教学的技能；

4-2 熟悉中学英语教材，准确解读中学英语课程标准，以“学”为中心进行教学设计，创设适宜

的学习环境，运用基于中学英语核心素养的方法和策略，开展学习指导，进行多元化的学习评价；

4-3 能够利用线上教学平台资源，熟练操作现代化教育设备，整合教育资源，进行中学英语信

息化辅助教学；

4-4 深入基础教育教学实践，具有进行课题研究、撰写调研报告的能力。

■ 学会育人

5. [班级指导] 树立德育为先理念，了解中学德育原理与方法；掌握班级组织与建设的规律；具

有班主任工作的有效体验，掌握班级指导技能与方法；能够有效开展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

5-1 认识到德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树立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自觉开展德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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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掌握班级组织建设工作的基本规律和班级指导的基本方法，并能在班级指导工作中及时、

妥善地解决遇到的现实问题；

5-3 掌握学生发展心理学原理和学生发展指导方法，能对学生开展多元综合评价。

6. [综合育人] 具有“三全育人”意识，掌握科学育人方法，了解中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掌握培养

中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基本方法；掌握组织主题教育和社团活动的基本方法，能对学生进行有效的

学科教育和思想引导。

6-1 具有“三全育人”意识，掌握课程育人、文化育人、活动育人、管理育人的内涵及方法；

6-2 能够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教育社团活动，培养兴趣、拓宽视野、陶冶情操、促进学

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 学会发展

7. [学会反思] 了解国内外中学英语教育发展状况，掌握中学英语课程改革新理念、新内容、新

方法；具有终身学习和思辨意识，增强教师专业发展能力，能够积极反思并创造性地解决中学英语

教育教学问题。

7-1 了解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内容和路径，制定自主学习和专业发展规划；

7-2 具有思辨意识，能够针对教育教学实践及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积极反思，自我

诊断、自我提升；

7-3 具备较高的批判思维能力，能够积极参与并指导中学生创新实践活动。

8. [沟通合作] 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作用，具有团队协作精神，掌握沟通合作技能，能够在学习共

同体中有效地表达、阐述和交流自己的思想，实现专业自主发展。

8-1 具有协同合作意识，积极主动参与小组学习、专题研讨、团队互动等协作学习活动；

8-2 具备用英语沟通交流的能力，实现专业自主发展。

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1. 师德规范 H M H L

2. 教育情怀 H M H L

3. 学科素养 L H M H

4. 教学能力 L H M H

5. 班级指导 H M H L

6. 综合育人 H H H M

7. 学会反思 M H M H

8. 沟通合作 M H M H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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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 4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计划总学时为 2424学时，总学分为

163学分。允许学生在 3～8年内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

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外国语言文学、教育学。

主要课程：综合英语、高级英语、英语语法、英语视听说、英语口语、英语阅读与写作、英语

国家概况、演讲与辩论、英国文学、美国文学、英汉-汉英翻译、英语语言学、西方文明史、教育学、

现代教育技术、英语教学法等。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本专业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军训、劳动教育实践、英语教学技能微格实训、教育实习、

见习和研习、毕业论文、第二课堂、创新创业实践、社会实践等。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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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
政治
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 学分，其中 5学分

为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每学年循
环开设，上学期开设《中
共党史》、《新中国史》，下
学期开设《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生
须在 4 门中选修 1 门，每
门 16学时，计 1学分；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
据《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
干意见》（教社科〔2018〕
1号）、《新时代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
求》（教社科〔2018〕2号）、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在思
政课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
重点的 “四史 ”教育的通
知》、教育部《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
实施方（2021—2025年）》
（教督〔2021〕1号）等文
件精神开课，包括“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
好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 (I)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 (II)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 (III)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 (IV)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
教育

中共党史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 1 16 16 1

新中国史
The History of New China

改革开放史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社会主义发展史
The History of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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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
课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术课

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至少选
修 1门、2学分。学生自主
选修课程包括《音乐鉴赏》
《中国美术史》《东昌府本
版年画艺术》《山东民歌赏
析》《艺术与审美》《带你
听懂中国传统音乐》《中国
传统音乐作品》《视觉艺术
设计》《音乐与社会》等，
详细课程名单见每学期选
课通知。

第二
外语

0711122201 第二外语-日语（一）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 Japanese (I) 4 3 1 64 48 16 4 二 考试

1. 共 8 学分，其中实践教
学共 2学分；
2. 第二外语课程同时开设
日语、朝鲜语和法语三个
语种课程，学生自主选择
一门修读；
3. 通识必修模块的第二外
语课程在第二和第三学期
连续开设，每学期 4学分；
4. 第四和第五学期的专业
选修课程模块继续开设第
二外语课程，学生可根据
需求选修。

0711132201 第二外语-日语（二）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Japanese (II) 4 3 1 64 48 16 4 三 考试

0711122202 第二外语-朝鲜语（一）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 Korean (I) 4 3 1 64 48 16 4 二 考试

0711132202
第二外语-朝鲜语（二）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 Korean (II) 4 3 1 64 48 16 4 三 考试

0711122203 第二外语-法语（一）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 French (I) 4 3 1 64 48 16 4 二 考试

0711132203
第二外语-法语（二）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 French (II) 4 3 1 64 48 16 4 三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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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 (I)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共 4 学分，其中 2学分
为实践教学；
2. “公共体育”课程开设两
学年，每一学年学生须在
篮球、排球、足球、太极
拳、网球、健身田径、软
式排球、健美操、武术、
乒乓球、拳击、散打、羽
毛球、垒球、体育舞蹈、
体育游戏等项目中选择一
项不同运动项目作为学习
内容，满足掌握 2 项运动
健身技能的要求；
3. 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 (II) 1 1 36 36 2 二 考试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 (III) 1 1 36 36 2 三 考试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 (IV)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考查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 共 2 学分，其中军事技
能训练 1学分为实践教学；
2. “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
教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
学院授课，第二学期在西
校区学院授课；
3. “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
期第 1-2 周，不计入总学
时；
4. 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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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 16 16 1 一 考查
1. 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学分；
2. 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
心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I)
1 1 16 16 1 六 考查

合计 38 28 10 672 488 184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限选 4
学分，其中：
1.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或教师教育模块
任选 2学分；
2. 创新创业模块由创新创
业学院负责组织开设，限
选 2 学分，限选课程包括
“创新基础”(3101222201)
和“创业基础”(3101242
202)（分别在第 2 和第 4
学期开设），两门课程各 1
学分，均为理论学分，所
有专业学生均须修读。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信息、
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教师教育 主要涵盖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教育技术等的通识教育课程

创新创业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学分合计 42， 其中理论学分 32、实践学分 10；学时合计 736，其中理论学时 552、实践学时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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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
实验、
上机、
其他）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0712112205 学科导学
Introductory Course 1 1 16 16 1 一 考查

0712112201 综合英语（一）
Integrated Reading (I) 4 4 64 64 4 一 考试

0712122201 综合英语（二）
Integrated Reading (II) 4 4 64 64 4 二 考试

0712132201 综合英语（三）
Integrated Reading (III) 4 4 64 64 4 三 考试

0712142201 综合英语（四）
Integrated Reading (IV) 4 4 64 64 4 四 考试

0712112202 阅读与写作（一）
Reading and Writing (I) 2 2 32 32 2 一 考试

0712122202 阅读与写作（二）
Reading and Writing (II) 2 2 32 32 2 二 考试

0712132202 阅读与写作（三）
Reading and Writing (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712112203 英语口语（一）
English Speaking (I) 2 1 1 32 16 16 2 一 考试

0712122203 英语口语（二）
English Speaking (II) 2 1 1 32 16 16 2 二 考试

0712132203 英语口语（三）
English Speaking (III) 2 1 1 32 16 16 2 三 考试

0712142203 英语口语（四）
English Speaking (IV) 2 1 1 32 16 16 2 四 考试

0712112204 英语视听说（一）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2 1 1 32 16 16 2 一 考试

0712122204 英语视听说（二）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I) 2 1 1 32 16 16 2 二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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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
实验、
上机、
其他）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0712132204 英语视听说（三）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II) 2 1 1 32 16 16 2 三 考试

0712142204 英语视听说（四）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V) 2 1 1 32 16 16 2 四 考试

小计 39 31 8 624 496 128

专业

核心

课程

0712212201
英语语法

English Grammar 4 4 64 64 4 一 考试

0712222201
英语国家概况（一）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I)
2 2 32 32 2 二 考试

0712232201
英语国家概况（二）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712222202 西方文明史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2 2 32 32 2 二 考查

0712242201 演讲与辩论
Speech and Debate 2 1 1 32 16 16 2 四 考查

0712252201 高级英语
Advanced English 4 4 64 64 4 五 考试

0712252202
英汉-汉英翻译

English-Chinese and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4 4 64 64 4 五 考试

0712252203 英国文学
English Literature 4 4 64 64 4 五 考试

0712252204 美国文学
American Literature 4 4 64 64 4 五 考试

0712252205 英语语言学
Linguistics 4 4 64 64 4 五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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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
实验、
上机、
其他）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小计 32 31 1 512 496 16

合计 71 62 9 1136 992 144

选修

英语

语言

文学

课程

0713312201 英语语音*
English Phonetics 2 1 1 32 16 16 2 一 考查

1.学生须在 “英语语言文

学”、 “翻译”、“文化与思

辨”、 “汉语言文学”、“文
史哲基础”、 “信息技术”
六个课程模块至少选修 12
学分，带“*”的课程为限选

课；

2. 公费师范生须在“汉语

言文学”模块至少选修 6学
分，普通师范生须至少选

修 2学分；

3. 学生可根据自己实际情

况跨学年选课；

4. 英语语音课程中的实践

学分须通过语音达标测试

后方可获得。

0713312202 英语散文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English Essay 2 2 32 32 2 一 考查

0713322204 欧洲文学
European Literature 2 2 32 32 2 二 考查

0713372201 英美戏剧
British and American Drama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713372202 英美小说
British and American Novels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713312203 希腊罗马神话
Greek and Roman Mythology 2 2 32 32 2 一 考查

0713372203 文学经典阅读与写作
Classics Reading and Writing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713352208 英美影视作品赏析
Study of British & American Films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713352209 高阶英语语法
Advanced English Grammar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713272201
外语教学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Research Design and Data Analysis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1 1 16 16 2 七 考查

0713272202 学术写作与研究方法*
Academic English Writing 1 0.5 0.5 16 8 8 2 七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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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
实验、
上机、
其他）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英语

语言

文学

课程

0713322202 词汇学
Lexicology 2 2 32 32 2 二 考查

0713352210 第二语言习得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713372204 英语文体学
Stylistics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713352204 英语修辞学
Rhetorics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713382201 语义学
Semantics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713372205 应用语言学
Applied Linguistics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713372206 西方语言学流派
Schools of Western Linguistics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713382202 句法学
Syntax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713362201 语言学史
History of Linguistics 2 2 32 32 2 六 考查

小计 38 35.5 2.5 608 568 40

翻译

课程

0713252201 英汉/汉英口译*
English-Chinese/Chinese-English Interpreting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0713272203 翻译工作坊
Translation Workshop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713252202 商务英语翻译与写作
Business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Writing 2 2 32 32 2 五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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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
实验、
上机、
其他）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翻译

课程

0713252203 英汉译作赏析
Appreciation of English-Chinese Translated Works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713272204 实用文体翻译
Practical English Translation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713382203 中西翻译史
History of Chinese-Western Translation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713282201 计算机辅助翻译
Computer Aided Translation 2 1 1 32 16 16 2 八 考查

小计 14 12 2 224 192 32

文化

与

思辨

课程

0713312204 东方人文经典
Eastern Classics Reading 2 2 32 32 2 一 考查

071332220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2 2 32 32 2 二 考查

0713352205 汉英对比概论
Introduction to Chinese-English Comparative Study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713352206 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713352207 英美报刊选读
British & American News Reading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713342201 第二外语-日语（三）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Japanese (III)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713352201 第二外语-日语（四）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Japanese (IV) 2 2 32 32 2 五 考试

0713342202 第二外语-朝鲜语（三）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Korean (III) 2 2 32 32 2 四 考试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657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
实验、
上机、
其他）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文化

与

思辨

课程

0713352202 第二外语-朝鲜语（四）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Korean (IV) 2 2 32 32 2 五 考试

0713342203 第二外语-法语（三）
Second Foreign Language-French (III)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713352203 第二外语-法语（四）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French (IV) 2 2 32 32 2 五 考试

小计 14 14 224 224

汉语言

文学

课程

0713312205 普通话培训
Mandarin Chinese 2 2 32 32 2 一 考查

0713322201 现代汉语（一）
Modern Chinese I 2 2 32 32 2 二 考查

0713332201 现代汉语（二）
Modern Chinese II 2 2 32 32 2 三 考查

0713352211 古代汉语 (一)
Ancient Chinese I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713362211 古代汉语（二）
Ancient Chinese II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713332204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 2 2 32 32 2 三 考查

0713342204 中国现当代文学（二）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I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713352212 中国古代文学（一）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I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713362212 中国古代文学（二）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II 2 2 32 32 2 六 考查

小计 18 18 288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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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
实验、
上机、
其他）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文史哲

基础

课程

0713322205 中国近代文化史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2 2 32 32 二 考查

0713312206 东方哲学简史
History of Eastern Philosophy 2 2 32 32 一 考查

0713322206 西方哲学简史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2 2 32 32 二 考查

0713312207 美国史
American History 2 2 32 32 一 考查

0713322207 英国史
British History 2 2 32 32 二 考查

0713312208 人类学基础
Basics of Anthropology 2 2 32 32 一 考查

0713322209 北极民族文化
Aboriginal Arctic Culture 2 2 32 32 二 考查

0713312209 国际关系史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 2 32 32 一 考查

0713322208 逻辑学
Logistics 2 2 32 32 二 考查

小计 18 18 288 288

信息

技术

课程

0713252204 数据挖掘与数据分析
Data Mining and Data Analysis 2 2 32 32 五 考查

0713222201 Python程序设计
Python Programming 2 2 32 32 二 考查

0713212201 多媒体技术
Multi-media Technology 2 2 32 32 一 考查

小计 6 6 96 96

（学生应修学分、学时）合计 12 9.5 2.5 192 15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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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
实验、
上机、
其他）

专业

教育

课程

选修

微专业
选修

课程编号、课程名称，由学生自主选修的微专业在教务系统内自
动生成。

微专业课程模块，由学生

自主选修，不计入主修专

业总学分、学时。修满微

专业合格课程的，由微专

业开设高校颁发证书。
小计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必修

0402232201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Developmental and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 2 32 32 2 三 考试

1. 师范类专业学生须在教

师教育课程模块必修课程

中修读 14学分，在选修课

程中选修 4学分。

2. 现代教育技术开课学期

按文理科学院分别设在第

三、四学期。

3. 由相关学院开设的课程

由学生所在学院负责开

设，开课学期与考核方式

由学院确定。

0402232202 教育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402242204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Occupational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1 1 16 16 1 四 考试

0402242207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Mental Health and Moral Education 1 1 16 16 1 四 考试

1602232204 现代教育技术
Modern Teaching Technology 2 1.5 0.5 40 24 16 2 三/四 考试

0403342201 班主任工作
Class Management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713142201 英语教学法
English Teaching Theory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713142202 英语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
English Curriculum Standard and Textbooks Study 2 1 1 32 16 16 2 四 考试

小计 14 12.5 1.5 232 20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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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
实验、
上机、
其他）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选修

040335220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Education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1 1 16 16 1 五 考试

0402242208 教育公共政策
Public Policy on Education 1 1 16 16 1 五/六 考试

0402242209 家庭教育学
Family Pedagogy 1 1 16 16 1 五/六 考试

0713162201 外语教学理论与学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Theory and Schools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713152201 外语学科教学案例分析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Case Analysis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713162202 英语课程与教学论
Theory of English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713152202 英语教学设计
English Teaching Design 2 2 32 32 2 五 考查

小计 4 4 64 64

合计 18 16.5 1.5 296 264 32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071421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一/二 考查

1. 教育实习共计 6 学分，
教育见习和研习各 4 周：
第五学期见习 2周，研习 2
周，第六学期见习 2 周，
研习 2周。
2. 第二课堂成绩评定详见
《聊城大学“第二课堂成
绩单”制度实施细则》。

0714252201 英语教学基本技能微格实训
Micro-Practice of Basic English Teaching Skills 2 2 32 32 2 五 考查

小计 3 3 64 64

专业

实践

0714262201 教育实习（见习、实习和研习）
Education Practice 6 6 18 周 18周 五/六

小计 6 6 18 周 18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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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
实验、
上机、
其他）

实

践

教

学

必修
综合

实践

0714282201 毕业论文（设计）
Graduation Thesis（Design） 6 6 18 周 18周 八

0714282202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3 八 考查

小计 9 9 18 周 18周

选修

0714242201 学生创新创业实践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of Students 1 1 七/八 考查

0714242202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1 1 六 考查

0714212202 两笔一画
Handwriting and Blackboard Drawing 1 1 16 16 2 一 考查

0714282203 学术论文
Academic Paper 1 1 八 考查

小计 2 2

合计 20 20 64+
36周

64+
36周

总计 163 120 43
2424
+36
周

1960 464+36周

注：改革课程考核方式，推行全过程学业评价，科学合理测评学生学习效果，原则上期末考试成绩权重不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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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表 3）
课

程

性

质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及指标点

师德规范 教育情怀 学科素养 教学能力 班级指导 综合育人 学会反思 沟通合作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3-4 4-1 4-2 4-3 4-4 5-1 5-2 5-3 6-1 6-2 7-1 7-2 7-3 8-1 8-2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学科导学 L M M M H L H H M
综合英语 L M H H H M H M M

阅读与写作 L M L H H H M H M
英语语音 H L M L
英语口语 L H L L H H

英语视听说 L H L L L M H
英语国家概况 M L H H M M M H

英语语法 M H H M M
西方文明史 H H H L M M
演讲与辩论 M L H L M M H H
高级英语 M M H H H M H M L L
英汉-汉英

翻译
M H H H L L M

英国文学 M H H H M M M
美国文学 M H H H M M M L L

英语语言学 M H H H M L M M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发展与教育心

理学
M H H L H

教育学概论 H H H M
教师职业道德

与专业发展
H H H M H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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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性

质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及指标点

师德规范 教育情怀 学科素养 教学能力 班级指导 综合育人 学会反思 沟通合作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3-4 4-1 4-2 4-3 4-4 5-1 5-2 5-3 6-1 6-2 7-1 7-2 7-3 8-1 8-2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心理健康与道

德教育
H H H H

现代教育技术 L H M
班主任工作 M M H H H M M H L L
英语教学法 M H H H

英语学科课程

标准与教材研

究

M H M H H L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
H H H H

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
H M H L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概论
H M H H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H H H M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H H H M

形势与政策 H H H H M
第二外语

（一、二）
H M H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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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性

质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及指标点

师德规范 教育情怀 学科素养 教学能力 班级指导 综合育人 学会反思 沟通合作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3-4 4-1 4-2 4-3 4-4 5-1 5-2 5-3 6-1 6-2 7-1 7-2 7-3 8-1 8-2
公共体育 H M H H
军事理论 H M L
“四史”教育 H H M H M L

实
践
教
学

劳动教育与实

践
M M H H M

英语教学基本

技能微格实训
H H H L

教育实习、见

习、研习
M H M M H H H H M M

毕业论文 M H M H L H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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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0712112205 学科导学

0712112201 综合英语（一）

0712122201 综合英语（二） 综合英语（一）

0712132201 综合英语（三） 综合英语（二）

0712142201 综合英语（四） 综合英语（三）

0712112202 阅读与写作（一）

0712122202 阅读与写作（二） 阅读与写作（一）

0712132202 阅读与写作（三） 阅读与写作（二）

0712112203 英语口语（一）

0712122203 英语口语（二） 英语口语（一）

0712132203 英语口语（三） 英语口语（二）

0712142203 英语口语（四） 英语口语（三）

0712112204 英语视听说（一）

0712122204 英语视听说（二） 英语视听说（一）

0712132204 英语视听说（三） 英语视听说（二）

0712142204 英语视听说（四） 英语视听说（三）

专业

核心

课程

0712212201 英语语法

0712222201 英语国家概况（一） 综合英语（一）

0712232201 英语国家概况（二） 英语国家概况（一）

0712222202 西方文明史

0712242201 演讲与辩论 英语口语（三）

0712252201 高级英语 综合英语（四）

0712252202 英汉-汉英翻译 综合英语（四）

0712252203 英国文学
英语国家概况、 西方

文明史

0712252204 美国文学 英语国家概况、西方文
明史

0712252205 英语语言学 综合英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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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英语

语言

文学

课程

0713312201 英语语音*

0713312202 英语散文选读

0713322204 欧洲文学 英语散文选读

0713372201 英美戏剧 英国文学、美国文学

0713372202 英美小说 英国文学、美国文学

0713312203 希腊罗马神话

0713372203 文学经典阅读与写作 阅读与写作（三）

0713352208 英美影视作品赏析 希腊罗马神话

0713352209 高阶英语语法 英语语法

0713272201 外语教学研究设计与数据

分析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0713272202 学术写作与研究方法* 阅读与写作（三）

0713322202 词汇学 综合英语（一）

0713352210 第二语言习得 综合英语（四）

0713372204 英语文体学 英语修辞学

0713352204 英语修辞学 词汇学

0713382201 语义学 英语语言学

0713372205 应用语言学 英语语言学

0713372206 西方语言学流派 英语语言学

0713382202 句法学 英语语言学

0713362201 语言学史 英语语言学

翻译

课程

0713252201 英汉/汉英口译* 演讲与辩论

0713272203 翻译工作坊

（教育文献翻译）
英汉/汉英翻译

0713252202 商务英语翻译与写作 阅读与写作（三）

0713252203 英汉译作赏析 英汉/汉英翻译

0713272204 实用文体翻译 英汉/汉英翻译

0713382203 中西翻译史 英汉/汉英翻译

0713282201 计算机辅助翻译 英汉/汉英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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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文化

与

思辨

课程

0713312204 东方人文经典

071332220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东方人文经典

0713352205 汉英对比概论

0713352206 跨文化交际 综合英语（四）

0713352207 英美报刊选读

（教育类文章）
阅读与写作（三）

0713342201 第二外语-日语（三） 第二外语-日语（二）

0713352201 第二外语-日语（四） 第二外语-日语（三）

0713342202 第二外语-朝鲜语（三） 第二外语-朝鲜语（二）

0713352202 第二外语-朝鲜语（四） 第二外语-朝鲜语（三）

0713342203 第二外语-法语（三） 第二外语-法语（二）

0713352203 第二外语-法语（四） 第二外语-法语（三）

汉语

言

文学

课程

0713312205 普通话培训

0713322201 现代汉语（一）

0713332201 现代汉语（二） 现代汉语（一）

0713352211 古代汉语 (一)

0713362211 古代汉语（二） 古代汉语 (一)

0713332204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

0713342204 中国现当代文学（二）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

0713352212 中国古代文学（一）

0713362212 中国古代文学（二） 中国古代文学（一）

文史

哲

基础

课程

0713322205 中国近代文化史 东方人文经典

0713312206 东方哲学简史

0713322206 西方哲学简史 东方哲学简史

0713312207 美国史

0713322207 英国史 美国史

0713312208 人类学基础

0713322209 北极民族文化 国际关系史

0713312209 国际关系史

0713322208 逻辑学

信息

技术

课程

0713252204 数据挖掘与数据分析 多媒体技术

0713222201 Python程序设计 多媒体技术

0713212201 多媒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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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教师

教育

课程

必修

课程

0402232201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402232202 教育学概论

0402242204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402242207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1602232204 现代教育技术

0403342201 班主任工作

0713142201 英语教学法 综合英语（三）

0713142202 英语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

研究
综合英语（三）

选修

课程

040335220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0402242208 教育公共政策

0402242209 家庭教育学

0713162201 外语教学理论与学派 英语教学法

0713152201 外语学科教学案例分析
英语学科课程标准与

教材研究

0713162202 英语课程与教学论 英语教学法

0713152202 英语教学设计 英语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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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

必修课程

672（其中，理论

课堂教学 488学
时，实践教学 184
学时，不含军事

技能训练 2周）

38（含实践 10） 23.3%
（含实践 6.1%）

通识教育

选修课程
64 4 2.5%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

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624 39 (含实践 8) 23.9%
（含实践 4.9%）

专业核心课程 512 32 (含实践 1) 19.6%
（含实践 0.6%）

专业教育

选修课程
192 12 (含实践 2.5) 7.4%

(含实践 1.5%)

教师

教育

课程

必修课程 232 14 (含实践 1.5) 8.6%
(含实践 0.9%)

选修课程 64 4 2.5%

实践

教学

实践必修课程

通识教育

课程实践
184 10

非独立

设课实践

学分比例
14.0%

26.2
%

专业教育

课程实践
184 11.5

教师教育

课程实践
32 1.5

基础实践 64 3
独立

设课实践

学分比例
12.2%

专业实践 18周 6

综合实践 18周 9

实践选修课程 2

合计 2424+36周 163
100%

（不含非独立设

课实践学分比例）

九、其他说明

1. 学生在读期间获大学生各类研究项目，省级项目主持人计 3学分，前三位参与人各计 2学分，

其他参与人各计 1学分；国家级项目主持人计 6学分，前三位参与人各计 4学分，其他参与人各计

2学分；以上得分皆可申请免修相近实践课程学分。

2．学生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者计 1学分；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英语专业四级笔

试、四级口试者各计 2学分；通过英语专业八级笔试、八级口试者各计 3学分。以上得分皆可申请

免修相近专业课程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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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生参加各级各类专业竞赛，参照《关于外国语学院学生参加专业竞赛奖励的规定（试行）》，

可申请在相近专业或实践课程加分。

4. 学生毕业前在学院认定的正规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篇，经提交教授委员会审核通过后，

可申请获得实践选修 1学分。

5. 表 6“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5.5 24.5 28.5 28.5 28 8 12 8 163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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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Japanese Major
（专业代码：050207）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山东，侧重鲁西，辐射中原，面向全国，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旨在培养具

有家国情怀和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广博的人文学科基础、扎实的日语基本功

和专业知识与能力，具有较强的教学育人、跨文化交际、反思创新和适应发展能力，掌握语言服务、

翻译等相关行业背景知识，能够熟练运用日语从事学术、教育、翻译、商务、科技、涉外行业等工

作的复合应用型专业人才。

目标 1 语言能力培养方面，学生应有扎实的日语听说读写译基本功，能熟练使用日语，借助

现代工具完成专业工作、开展基础研究，并能得出有效结论；

目标 2 跨专业学习能力方面，学生应具有把已经学过的语言知识应用到新工作领域的能力，

能在多学科环境下应用所学专业知识；

目标 3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方面，学生应具有全球化国际视野，能够将专业相关社会文化知

识运用到有关对象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分析研究，并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结合专业知识和社会

文化背景顺利进行跨文化交际；

目标 4 个人发展方面，学生应具备健康的身心和良好的人文科学素养，拥有团队精神、有效

的沟通和表达能力，热爱祖国，拥有自主终生学习习惯和能力；

目标 5 创新能力培养方面，学生能够积极主动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环境，运用所学知识进

行开拓、创新工作，提出新观点，得出新结论。

（二）毕业要求

1. 语言知识能力：储备语言知识，能够将听说读写译等语言基本功应用于实践。

1-1 具有基本的语言学习及运用能力，具有科学的日语语言知识结构，储备充足的语言知识；

1-2 能在职业工作和学术研究中灵活有效地运用日语，理解准确，表达自如，交流顺畅；

1-3 能够自觉解决职业生活、学术学习中复杂的语言文化问题。

2. 语言现象分析能力：能够熟练运用日语，并通过文献分析等手段研究日语语言现象，获得有

效结论。

2-1 熟练运用日语了解并认识各种日语语言现象，能够在应用日语的过程中发现并归纳总结新

的语言现象；

2-2 具备文献检索和文献综述分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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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通过梳理与分析，对日语语言现象进行基础研究，并能熟练运用日语表达一定的观点。

3. 语言应用能力：能够根据实际语言环境进行汉日互译、文章撰写等工作。

3-1 在实践活动、课程设计、毕业论文等训练环节中，能够根据所学过的日语专业知识，撰写

研究报告、课程论文、毕业论文等；

3-2 能够运用所学语言知识，借助工具书，完成一定难度的汉日互译任务；

3-3 能够借助翻译理论与实践、跨文化交际等课程训练，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进行不同场景的口

译、笔译。

4. 跨专业学习与交际能力：应具备多学科环境下跨专业学习、研究、应用的能力。

4-1 能够掌握一定的日本文学、文化、商贸知识，并能够以此为基础平台，展开相关领域的学

习研究；

4-2 能够掌握一定的经济词汇和商务应用信函的写作，对经济现象有一定了解，能完成准确的

中日互译；

4-3 能够利用所学日语语言知识以及外贸知识，完成基础的商务交流活动。

5. 现代工具使用能力：能够熟练地使用现代教育技术及数据库等网络资料。

5-1 能够熟练应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相关研究的文献检索；

5-2 能够熟练运用 CINII、CNKI等资源检索工具；

5-3 能够熟练应用日本相关的各领域数据库等网络资源辅助学习。

6. 跨文化交际能力：能够在不同的社会生活及工作场合中，结合专业所学，顺畅地开展跨文化

交际。

6-1 学生能够掌握跨文化交际所需的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背景知识；

6-2 借助跨文化交际、文学、文化等课程，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

6-3 能够理解、分析、解决跨文化交际中所遇到的问题。

7. 跨文化研究能力：能够将所学知识有效地用于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分析研究。

7-1 通过有关日本社会与文化的课程及日文报刊选读等课程的学习，能够针对日本政治、经济、

文化进行简单的分析研究；

7-2 在了解、研究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基础上培养广阔的国际视野、全球意识，并能在

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承担责任。

8. 职业规范意识：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作实践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履

行责任。

8-1 具有健康的体魄、健康的心理与正确的价值观；

8-2 具有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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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能够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并能够在职业道德规范约束下认真履行职责。

9. 沟通能力：能够针对工作、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积极沟通，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

9-1 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善于同团队成员合作；

9-2 在课程学习中，能够配合教师与同学协同学习；

9-3 能够通过境内外访学、暑期研修、社团活动等第二课堂活动、演讲辩论等课程训练，开拓

视野，强化团队意识、竞争意识。

10. 终身学习能力：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个人发展的能力。

10-1 能够通过教师的学业督导，具有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意识，培养积极的学习兴趣；

10-2 能够自主制定科学有效的学习计划，明确学习目标，并能根据环境变化不断改进学习方法。

11. 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批判地思考和分析问题，理解批判性思维对人文素养培养的重要性。

11-1 能够持真诚和客观的态度认识日本的语言、文学、文化；

11-2 能够对不同的意见采取宽容的态度；

11-3 能够养成理性分析问题的能力，提升训练思维水平。

12. 人文科学研究能力：能够针对日本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基础研究，并得出有

效结论。

12-1 能够全面了解日本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培养问题意识；

12-2 能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针对日本或相关国家的相关话题展开初步研究；

12-3 能够就日语专业及日本的相关问题，撰写合格的研究报告或毕业论文。

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本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目标 5

1. 语言知识能力 H H M M H

2. 语言现象分析能力 H M M M H

3. 语言应用能力 H H H M H

4. 跨专业学习与交际能力 H H H M H

5. 现代工具使用能力 M M H L H

6. 跨文化交际能力 H M H M H

7. 跨文化研究能力 M H M H H

8. 职业规范意识 L M M H M

9. 沟通能力 H H M M H

10. 终身学习能力 H H M H H

11. 批判性思维能力 M H M M H

12. 人文科学研究能力 M L H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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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四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计划总学时为 2516学时，总学分为

164学分。允许学生在 3～8年内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

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外国语言文学。

主要课程：基础日语、高级日语、日语会话、日语视听说、日语演讲与辩论、日语阅读、日语

基础写作、笔译理论与实践、口译理论与实践、日语语言学概论、日本文学概论、日本概况、学术

写作与研究方法、跨文化交际。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本专业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军训、劳动教育与实践、基本技能训练、毕业实习、毕业论

文、第二课堂、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学术论文、两笔一画、日语教学实训等。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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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
政治
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分为
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门中
选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
据《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
干意见》（教社科〔2018〕1
号）、《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
（教社科〔2018〕2号）、《教
育部办公厅关于在思政课
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重点
的“四史”教育的通知》、教
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
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
（2021—2025 年）》（教督
〔2021〕1号）等文件精神
开课，包括“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
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
好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中国共产党历史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 1 16 16 1

新中国史
The History of New China

改革开放史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社会主义发展史
The History of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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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
课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术课

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学生至少选修 1门、2学分。
学生自主选修课程包括《音
乐鉴赏》《中国美术史》《东
昌府本版年画艺术》《山东
民歌赏析》《艺术与审美》
《带你听懂中国传统音乐》
《中国传统音乐作品》《视
觉艺术设计》《音乐与社会》
等，详细课程名单见每学期
选课通知。

第二
外语

0721112201 第二外语（一）
Second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学

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第二外语-
英语》《第二外语-朝鲜语》
中任选一个语种，连续修读
12学分；具体课程名称、课
程号依学生选修定。

0721122201 第二外语（二）
Second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0721132201 第二外语（三）
Second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721142201 第二外语（四）
Second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为
实践教学；
2.“公共体育”课程开设两学
年，每一学年学生须在篮
球、排球、足球、太极拳、
网球、健身田径、软式排球、
健美操、武术、乒乓球、拳
击、散打、羽毛球、垒球、
体育舞蹈、体育游戏等项目
中选择一项不同运动项目
作为学习内容，满足掌握 2
项运动健身技能的要求；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
询中心负责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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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能
训练 1学分为实践教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教
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学院
授课，第二学期在西校区学
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期
第 1-2周，不计入总学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课。

职业
规划
与就
业指
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16 1 一 考查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
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
心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16 1 六 考查

合计 42 30 12 736 520 216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限选 4
学分，其中：
1.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
然科学模块任选 2学分；
2.创新创业模块由创新创
业学院负责组织开设，限选
2学分，限选课程包括“创
新基础”（3101222201）和
“创业基础”（310124220
2），两门课程各 1学分，所
有专业学生均需修读。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信息、
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创新创业教育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教师教育 主要涵盖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教育技术等的通识教育课程

教师教育 主要涵盖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教育技术等的通识教育课程

学分合计： 46 ， 其中理论学分：32 、实践学分： 14 ；学时合计：784 ，其中理论学时：544 、 实践学时：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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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

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0722112201 基础日语（一）
Basic Japanese Reading (I) 8 8 128 128 8 一 考试

0722122201 基础日语（二）
Basic Japanese Reading (II) 8 8 128 128 8 二 考试

0722132201 基础日语（三）
Basic Japanese Reading (III) 8 8 128 128 8 三 考试

0722142201 基础日语（四）
Basic Japanese Reading (IV) 8 8 128 128 8 四 考试

0722152202 高级日语（一）
Advanced Japanese Reading (I) 6 6 96 96 6 五 考试

0722162202 高级日语（二）
Advanced Japanese Reading (II) 6 6 96 96 6 六 考试

0722112203 学科导学
Introductory Course 1 1 16 16 1 一 考查

小计 45 45 720 720

专业

核心

课程

0722212201 日语视听说（一）
Audio-Visual-Oral Japanese (I) 2 1 1 32 16 16 2 一 考试

0722222201 日语视听说（二）
Audio-Visual-Oral Japanese (II) 2 1 1 32 16 16 2 二 考试

0722232201 日语视听说（三）
Audio-Visual-Oral Japanese (III) 2 1 1 32 16 16 2 三 考试

0722242201 日语视听说（四）
Audio-Visual-Oral Japanese (IV) 2 1 1 32 16 16 2 四 考试

0722212202 日语会话（一）
Oral Japanese (I) 2 1 1 32 16 16 2 一 考查

0722222202 日语会话（二）
Oral Japanese (II) 2 1 1 32 16 16 2 二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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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

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0722232202 日语会话（三）
Oral Japanese(III) 2 1 1 32 16 16 2 三 考查

0722242202 日语会话（四）
Oral Japanese (IV) 2 1 1 32 16 16 2 四 考查

0722232203
日语阅读（一）

Japanese Reading (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722242203
日语阅读（二）

Japanese Reading (II)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722232204
日语基础写作（一）

Preliminary Japanese Writing (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722242204
日语基础写作（二）

Preliminary Japanese Writing (II)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722242205 日本概况（一）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I)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722252206 笔译理论与实践 I（日译汉）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 (J-C Translation) 1 1 16 16 2 五 考试

0722262206
笔译理论与实践Ⅱ（汉译日）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Ⅱ (C-J
Translation)

1 1 16 16 2 六 考查

0722252207
口译理论与实践 I（日译汉）

Interpreting Theories and Practice I (J-C
Interpreting)

1 1 16 16 2 五 考试

0722262207
口译理论与实践Ⅱ（汉译日）

Interpreting Theories and Practice Ⅱ
(C-J Interpreting)

1 1 16 16 2 六 考查

0722252208 日语演讲与辩论
Japanese Speeching and Debating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0722272209 学术写作与研究方法
Academic Writing and Research Methods 1 1 16 16 2 七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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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

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0722262210 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1 1 16 16 2 六 考查

0722252211 日语语言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Linguistics 2 2 32 32 2 五 考试

0722252212 日本文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Literature 2 2 32 32 2 五 考试

小计 38 27 11 608 432 176

合计 83 72 11 1328 1152 176

选修

专业

提高

方向

0723132201 现代日语语法（一）
Japanese Grammar (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该部分为选修课程，在本模

块选修课程不少于 7学分。

0723152202 日本概况（二）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II) 2 2 32 32 2 五 考试

0723122203 日本簿记
Japanese Bookkeeping 2 1 1 32 16 16 2 二 考试

0723152204 日本历史
Japanese History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723152205 计算机辅助翻译
Computer Aided Translation 1 0.5 0.5 16 8 8 2 五 考查

0723142206 日语教学法
Japanese Teaching Theory 2 1 1 32 16 16 2 四 考查

0723162207
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对外翻译

Important CPC and Governmental Documentation
Translation

1 0.5 0.5 16 8 8 2 六 考试

0723112208 日本社会文化
Japa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1 1 16 16 2 一 考查

小计 7 6 1 112 9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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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

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应用

方向

（语言

文学

方向）

0723242201 现代日语语法（二）
Japanese Grammar(II) 2 2 32 32 2 四 考试

“专业应用方向”仅开设“语
言文学方向”课程。该部分

为选修，在本模块选修课程

不少于 5学分。

0723262202 日本文学史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 1 1 16 16 2 六 考试

0723262203 日汉语言对比研究
Chinese and Japanese Contrastive Studies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试

0723262204 古典日语语法
Classical Japanese Grammar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723252205 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0723262206 中日比较文化
Comparative Cultur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0723272207 第二语言习得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查

小计 5 4 1 80 64 16

专

业

任

选

课

程

0723362201 商务日语
Business Japanese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该部分为专业任选课程，在
本模块修读课程不少于 6学
分。

0723352202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日文）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Japanese） 2 2 32 16 16 2 五 考查

0723362203 日文报刊选读
Japanese News Reading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0723352204 日语应用文写作
Japanese applied Writing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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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

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

业

任

选

课

程

0723352205 外国文化通论
Introduction to Foreign Culture 2 2 32 16 16 2 五 考查

0723312206 东方人文经典
Eastern Classics Reading 2 2 32 16 16 2 一 考查

0723382207 东亚区域文化专题
Regional cultural of East Asia 2 2 32 16 16 2 八 考查

0723362208 日语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
Japanese Curriculum Standard and Textbooks Study 2 2 32 16 16 2 六 考查

小计 6 4 2 96 64 32

（学生应修学分、学时）合计 18 14 4 288 224 64

微专业选修
课程编号、课程名称，由学生自主选修的微专业在教务系统内

自动生成。

微专业课程模块，由学生自
主选修，不计入主修专业总
学分、学时。修满微专业合
格课程的，由微专业开设高
校颁发证书。

小计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072421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u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一/

二
考查

0724212202 基本技能训练
Basic Skills Training 1 1 一 考查

小计 2 2 3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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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

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专业

实践

0724282201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4 4 8周 8周 八 考查

小计 4 4 8周 8周

综合

实践

0724272201 毕业论文（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Design） 6 3 3 8周 8周 七/

八
考查

0724282202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3 八 考查

小计 9 3 6 8周 8周

选修

0724242201 学生创新创业实践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of Students 2 2 四 考查

0724242202 两笔一画
Handwriting and Blackboard Drawing 1 1 四 考查

0724282203 学术论文
Academic Paper 1 1 八 考查

0724252204 日语教学实训
Practice of Japanese Teaching Skills 1 1 五 考查

小计 2 2

合计 17 3 14 32+16
周

32+16
周

总计 164 121 43 2516+
16周 2004 512+1

6周

注：改革课程考核方式，推行全过程学业评价，科学合理测评学生学习效果，原则上期末考试成绩权重不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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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课

程

性

质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及指标点

语言知识

能力

语言现象

分析能力

语言

应用能力

跨专业学习

与交际能力

现代工具

使用能力

跨文化交际

能力

跨文化

研究

能力

职业规范

意识
沟通能力

终身学习

能力

批判性

思维能力

人文科学

研究能力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8-1 8-2 8-3 9-1 9-2 9-3 10-
1

10-
2

11-
1

11-
2

11-
3

12-
1

12-
2

12-
3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学科

导学
L H H M L L L L H M H H

基础

日语
H M H M M H M H M M M

高级

日语
H H H H H H M M H

日语

会话
H H H H

日语

视听

说

H H H M M L M

日语

阅读
H L L L M H M H M M

日语

基础

写作

M H M H M H L M H L

日本

概况
H M M M M H L H

笔译

理论

与实

践

H H M M M H L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685

课

程

性

质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及指标点

语言知识

能力

语言现象

分析能力

语言

应用能力

跨专业学习

与交际能力

现代工具

使用能力

跨文化交际

能力

跨文化

研究

能力

职业规范

意识
沟通能力

终身学习

能力

批判性

思维能力

人文科学

研究能力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8-1 8-2 8-3 9-1 9-2 9-3 10-
1

10-
2

11-
1

11-
2

11-
3

12-
1

12-
2

12-
3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口译

理论

与实

践

H H M M H M M

日语

演讲

与辩

论

M M H H H M

学术

写作

与研

究方

法

H H H M L M H M H H

跨文

化交

际

H H H M L M

日语

语言

学概

论

H H H M L M M

日本

文学

概论

H M M H L M H L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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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性

质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及指标点

语言知识

能力

语言现象

分析能力

语言

应用能力

跨专业学习

与交际能力

现代工具

使用能力

跨文化交际

能力

跨文化

研究

能力

职业规范

意识
沟通能力

终身学习

能力

批判性

思维能力

人文科学

研究能力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8-1 8-2 8-3 9-1 9-2 9-3 10-
1

10-
2

11-
1

11-
2

11-
3

12-
1

12-
2

12-
3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思想

道德

与法

治

H M H H

中国

近现

代史

纲要

L H M H M M L H

马克

思主

义基

本原

理

H M H H

毛泽

东思

想和

中国

特色

社会

主义

理论

体系

概论

H M H H M L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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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性

质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及指标点

语言知识

能力

语言现象

分析能力

语言

应用能力

跨专业学习

与交际能力

现代工具

使用能力

跨文化交际

能力

跨文化

研究

能力

职业规范

意识
沟通能力

终身学习

能力

批判性

思维能力

人文科学

研究能力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8-1 8-2 8-3 9-1 9-2 9-3 10-
1

10-
2

11-
1

11-
2

11-
3

12-
1

12-
2

12-
3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习近

平新

时代

中国

特色

社会

主义

思想

概论

H M H H M L M

形势

与政

策

H M H M L L M H

第二

外语
M H H M M H M M

公共

体育
H H H M L

军事

理论
H M H L H

“四
史”教
育

M H H M L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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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性

质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及指标点

语言知识

能力

语言现象

分析能力

语言

应用能力

跨专业学习

与交际能力

现代工具

使用能力

跨文化交际

能力

跨文化

研究

能力

职业规范

意识
沟通能力

终身学习

能力

批判性

思维能力

人文科学

研究能力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8-1 8-2 8-3 9-1 9-2 9-3 10-
1

10-
2

11-
1

11-
2

11-
3

12-
1

12-
2

12-
3

实
践
教
学

劳动

教育

与实

践

H M H M H

基本

技能

训练

H H M H M M

毕业

实习
H H H L M

毕业

论文

（设

计）

H H H M L M H M H H

第二

课堂
H H H M L M H M H H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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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0722112201 基础日语（一）

0722122201 基础日语（二） 基础日语（一）

0722132201 基础日语（三） 基础日语（二）

0722142201 基础日语（四） 基础日语（三）

0722152202 高级日语（一） 基础日语（四）

0722162202 高级日语（二） 高级日语（一）

专业

核心

课程

0722212202 日语会话（一）

0722222202 日语会话（二） 日语会话（一）

0722232202 日语会话（三） 日语会话（二）

0722242202 日语会话（四） 日语会话（三）

0722212201 日语视听说（一）

0722222201 日语视听说（二） 日语视听说（一）

0722232201 日语视听说（三） 日语视听说（二）

0722242201 日语视听说（四） 日语视听说（三）

0722242205 日本概况（一） 基础日语（一、二）

0722252208 日语演讲与辩论 基础日语（一—四）

0722252211 日本语言学概论 基础日语（一—四）

0722252212 日本文学概论 基础日语（一—四）

0722232204 日语基础写作（一） 基础日语（一、二）

0722242204 日语基础写作（二） 日语基础写作（一）

0722232203 日语阅读（一） 基础日语（一、二）

0722242203 日语阅读（二） 日语阅读（一）

0722272209 学术写作与研究方法 日语基础写作（一、二）

0722252206 笔译理论与实践 I（日译汉） 基础日语（一—四）

0722262206 笔译理论与实践Ⅱ（汉译日） 基础日语（一—四）

0722252207 口译理论与实践 I（日译汉） 基础日语（一—四）

0722262207 口译理论与实践Ⅱ（汉译日） 基础日语（一—四）

0722262210 跨文化交际 日本概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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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0723132201 现代日语语法（一） 基础日语（一、二）

0723152202 日本概况（二） 日本概况（一）

0723122203 日本簿记 基础日语（一）

0723152204 日本历史 基础日语（一—四）

0723152205 计算机辅助翻译 基础日语（一—四）

0723142206 日语教学法 基础日语（一—三）

0723162207 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对外翻译 笔译理论与实践 I（日译汉）

0723112208 日本社会文化

专业

应用

方向

（语

言文

学方

向）

0723242201 现代日语语法（二） 现代日语语法（一）

0723262202 日本文学史 日本文学概论

0723262203 日汉语言对比研究 日本语言学概论

0723262204 古典日语语法 现代日语语法（一、二）

0723252205 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选读 日本文学概论

0723262206 中日比较文化 日本概况（一、二）

0723272207 第二语言习得 日汉语言对比研究

专业

任选

课程

0723362201 商务日语 基础日语（一—四）

0723352202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日文） 基础日语（一—四）

0723362203 日文报刊选读 基础日语（一—四）

0723352204 日语应用文写作 日语基础写作（一、二）

0723352205 外国文化通论 日本社会文化

0723312206 东方人文经典

0723382207 东亚区域文化专题 日本社会文化

0723362208 日语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 日语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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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736（其中，理

论课堂教学

520学时，实践

教学 216学时，

不含军事技能

训练 2周）

42（含实践

12） 25.5%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48 4 2.4%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720 45 27.4%

专业核心课程 608
38（含实践

11） 23.2%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288 18（含实践

4） 11.1%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216 12 非独立

设课实

践学分

比例
16.5%

26.9
%

专业教育课程实践 176 15

基础实践 32 2
独立设

课实践

学分比

例
10.4%

专业实践 8周 4

综合实践 8周 9

选修 2

合计 2516+16周 164
100%（不含非

独立设课实践

学分比例）

九、其他说明

1. 学生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在 425分以上（含 425分），计 3学分；通过全国大

学英语六级考试、日语专业八级考试者各计 3学分；通过日语专业四级考试者计 2学分。以上得分

皆可申请免修相近专业课程学分。

2．学生参加各级各类专业竞赛获奖，参照《关于外国语学院学生参加专业竞赛奖励的规定 （试

行）》，按照一定比例计入“第二课堂”综合实践课程。

3. 学生在读期间获大学生各类研究项目，省级项目主持人计 3学分，前三位参与人各计 2学分，

其他参与人各计 1学分；国家级项目主持人计 6学分，前三位参与人各计 4学分，其他参与人各计

2学分；以上得分皆可申请免修相近实践课程学分。

4. 学生毕业前在学院认定的正规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篇，经提交教授委员会审核通过后，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692

可申请获得实践教学选修 1学分。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9.5 29.5 25.5 26.5 19 19 3 12 164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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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Teaching Chinese as
Foreign Language
（专业代码：050103）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汉英双语教学为特色，以汉语表达能力、语言分析能力、协调交际能力为切入点，培

养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深厚的人文素养，全面的

汉语及语言学知识、文化知识，优秀的英语听、说、读、写、译能力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能力，

能从事国际中文教育、跨文化交流及其相关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创新型专门人才。

目标 1语言能力。学生应具备扎实的语言学基础、优秀的汉语表达能力、较高的英语水平以及

一定的语言分析能力和优秀的语言教学技能；

目标 2跨专业学习能力。学生应洞悉专业与其它学科的联系，知识结构交叉，具备将所学知识

应用到相关工作领域的能力，能在多学科环境下应用所学专业知识；

目标 3跨文化交际能力。学生应具备协调交际能力，具有前瞻性视野，全球化国际视野，能够

将专业相关语言文化知识运用到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外事、外贸、中外文化交流

以及其他需要具备汉语和外语能力的管理工作；

目标 4个人素养和发展。学生应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具有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热爱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具备健康的身心和良好的人文科学素养；拥有团队协作精神、

有效的沟通和表达能力，拥有自主终生学习习惯和能力；

目标 5创新研究能力。学生能够积极主动跟踪学科前沿最新动向，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进行开拓、

创新工作，提出新观点，得出新结论，具备一定的开展研究活动的能力。

（二）毕业要求

1. 专业基础知识：扎实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前沿知识。

1-1 专业基本理论知识。具有必要的英汉语言、中外文学和文化基础知识以及汉语作为第二语

言教学的方法和技能；

1-2 专业发展现状和前沿知识。了解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发展现状及语言学理论、中外文学与文

化、汉语教学研究等方面的前沿知识。

2. 语言分析能力：能运用所学知识发现、分析、解决专业相关问题。

2-1 文献综述能力。具备文献检索和文献综述分析的能力；

2-2 问题分析能力。通过文献资料梳理与分析，对汉语语言现象进行基础的分析研究，并能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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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运用汉语表达、撰写已获得的有效结论；

2-3 综合运用能力。运用所学理论和技能发现、分析、解决专业相关问题的能力。

3. 语言应用能力：良好的汉英双语表达能力，具备从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能力。

3-1 专业技能和应用能力。普通话标准流利，具有良好的汉语口语、书面语表达能力和较全面

的英语听、说、读、写、译能力；

3-2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能力。具备汉语国际教育理论和基本教学技能的综合运用能力，具

备较好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能力。

4. 跨专业学习与应用能力：了解本学科和其他学科的联系，知识结构交叉复合，具备多学科环

境下跨专业学习、应用的能力。

4-1 跨专业学习能力。了解本学科和其他学科的联系，知识结构丰富，对有关社会科学、人文

科学、自然科学有一定了解；

4-2 跨专业应用能力。能够利用所学中西语言、文学文化知识、多学科知识进行相关领域的交

际活动。

5. 现代工具和技术的使用能力：能够熟练使用现代工具、多媒体资料、各种网络资源。

5-1 文献信息检索和学习能力。能够熟练应用现代学习工具，熟练进行相关研究的文献和信息

检索，高效获取信息；能够熟练应用计算机技术、网络资源辅助学习；

5-2 现代信息技术运用能力。熟悉各种国际汉语教学线上平台和汉语学习软件，具备信息素养，

能利用新媒体信息技术和教育数据促进自身教学能力的发展。

6. 跨文化交际能力：能够在不同的社会生活及工作场合中，结合专业所学，顺畅地开展跨文化

交际。

6-1 跨文化学习能力。掌握跨文化交际所需的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背景知识，了解跨文化交际

的基本原则和策略，掌握跨文化交际技巧；

6-2 跨文化理解力：文化自信，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理解能力，了解国际动态，关注全球重大

问题，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6-3 跨文化应用能力。能进行外事活动和跨文化交流活动，解决跨文化交际中遇到的问题；能

够针对对象国政治、经济、语言文化进行简单的分析研究。

7. 职业规范意识：具有较强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作实践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

和规范，履行责任。

7-1 正确的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较强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具有健康

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理；

7-2 人文素养。具有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素养，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践行讲好中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695

国故事；

7-3 职业道德和规范。能够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并能够在职业道德规范约束下认真履行

职责。

8. 沟通协同能力：能够针对工作、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积极沟通，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

8-1 团队合作协同能力。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善于同团队成员合作，掌握沟通合作技能，能

够针对工作、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积极沟通；

8-2 团队竞争意识。能够通过境内外访学、暑期研修、社团活动等第二课堂活动、演讲辩论等

课程训练，开拓视野，强化团队意识、竞争意识。

9. 终身学习能力：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适应社会和个人可持续发展。

9-1 自主学习能力。具有自主学习的意识，有积极的学习兴趣，能够自主制定科学有效的的学

习计划，明确学习目标，并能根据环境变化不断改进学习方法；

9-2 终身学习能力：具有终身学习的意识，能通过不断学习，适应社会和个人可持续发展。

10. 创新研究能力：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具有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初步的科学研究

能力。

10-1 创新能力。通过语言学等课程的学习，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提升训练思维水

平；积极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具有相应的社会调查研究能力，能在调查实践中不断提高

自己的专业水平；

10-2 人文科学研究能力：具有问题意识，较高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能针对国际中文教育、语言、

文化等相关话题与问题，进行基础研究，并得出有效结论。

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目标 5

1. 专业基础知识 H H H M M

2. 语言分析能力 H M H M H

3. 语言应用能力 H M H M H

4. 跨专业学习与应用能力 M H H M M

5. 现代工具技术使用能力 M H L M M

6. 跨文化交际能力 L M H M L

7. 职业规范意识 L M M H L

8. 沟通协同能力 L L H H L

9. 终身学习能力 M H M H L

10. 创新研究能力 M M M L H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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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 4年，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修业年限一般为 3-8 年。计划总学时为 2384

学时，总学分为 163学分。学生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经

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汉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

主要课程：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综合英语、英语视听说、英语阅读与写作、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语写作、中国传统文化、语言学概论、汉语国际教育概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教学法等。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本专业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劳动教育与实践、对外汉语教学拓展与提升、专业调查实践、

对外汉语教学实训、第二课堂、毕业实习、毕业论文、两笔一画、创新创业实践等。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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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政
治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分为
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门中选
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据
《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
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意
见》（教社科〔2018〕1号）、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
（教社科〔2018〕2号）、《教
育部办公厅关于在思政课
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重点
的“四史”教育的通知》、教
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
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
（2021—2025年）》（教督
〔2021〕1号）等文件精神
开课，包括“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
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好
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中共党史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 1 16 16

新中国史
The History of New China

改革开放史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社会主义发展史
The History of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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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
课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术课

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至少选
修 1门、2学分。学生自主
选修课程包括《音乐鉴赏》
《中国美术史》《东昌府本
版年画艺术》《山东民歌赏
析》《艺术与审美》《带你听
懂中国传统音乐》《中国传
统音乐作品》《视觉艺术设
计》《音乐与社会》等，详
细课程名单见每学期选课
通知。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公
共体育”课程，每一学年学

生须在篮球、排球、足球、

太极拳、网球、健身田径、

软式排球、健美操、武术、

乒乓球、拳击、散打、羽毛

球、垒球、体育舞蹈、体育

游戏等项目中选择一项不

同运动项目作为学习内容，

满足掌握 2项运动健身技能

的要求；

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为

实践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中心负责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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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能
训练 1学分为实践教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教
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学院
授课，第二学期在西校区学
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期
第 1-2周，不计入总学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课。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16 1 一 考查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
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心
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16 1 六 考查

合计 30 22 8 544 392 152+
2周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限选 4学
分，其中：
1.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
然科学或教师教育模块任
选 2学分；
2. 创新创业模块中“创新基
础”（3101222201）、“创业
基础”（3101242202）为限
选课程，两门课程各 1学分，
所有专业学生均需修读。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信息、
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创新创业教育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教师教育 主要涵盖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教育技术等的通识教育课程

学分合计：34，其中理论学分：26、实践学分：8；学时合计：608，其中理论学时：456、实践学时：152+2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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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0742112201 现代汉语（一）
Modern Chinese I 4 4 64 64 4 一 考试

0742122201 现代汉语（二）
Modern Chinese II 4 4 64 64 4 二 考试

0742132201 古代汉语 (一)
Ancient Chinese I 4 4 64 64 4 三 考试

0742142201 古代汉语（二）
Ancient Chinese II 4 4 64 64 4 四 考试

0742112202 中国古代文学（一）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I 2 2 32 32 2 一 考试

0742122202 中国古代文学（二）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II 2 2 32 32 2 二 考试

0742112203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 2 2 32 32 2 一 考试

0742122203 中国现当代文学（二）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I 2 2 32 32 2 二 考试

0742132202 外国文学（一）
Foreign Literature 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742142202 外国文学（二）
Foreign Literature II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742112204 综合英语（一）
Comprehensive English I 4 4 64 64 4 一 考试

0742122204 综合英语（二）
Comprehensive English II 4 4 64 64 4 二 考试

0742132203
综合英语（三）

Comprehensive English III 4 4 64 64 4 三 考试

0742142203
综合英语（四）

Comprehensive English IV 4 4 64 64 4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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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0742112205
学科导学

Introductory Course 1 1 16 16 2 一 考查

小计 45 45 720 720

专业

核心

课程

0742252201 语言学概论（一）
Linguistics I 2 2 32 32 2 五 考试

0742262201 语言学概论（二）
Linguistics II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742232201
汉语国际教育概论（一）

Survey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L 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742242201
汉语国际教育概论（二）

Survey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L II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742252202
中国传统文化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4 4 64 64 4 五 考试

0742212201
汉语写作

Chinese Writing 4 3 1 64 48 16 4 一 考试

0742252203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法

Methodology of Teaching Chinese as SL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试

0742252204
汉英语言对比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2 2 32 32 2 五 考试

0742212202
英语视听说（一）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2 1 1 32 16 16 2 一 考试

0742222202
英语视听说（二）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I 2 1 1 32 16 16 2 二 考试

0742232202
英语视听说（三）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II 2 1 1 32 16 16 2 三 考试

0742212203 英语阅读与写作（一）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I 2 2 32 32 2 一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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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0742222203 英语阅读与写作（二）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II 2 2 32 32 2 二 考试

0742232203 英语阅读与写作（三）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742242202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
A Pedagogical Grammar of Chinese 2 1 1 32 16 16 2 四 考试

0742262202 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2 32 32 2 六 考查

小计 36 30 6 576 480 96

合计 81 75 6 1296 1200 96

方

向

选

修

课

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0743152201 传统语言学专题
Traditional Chinese Linguistics 2 2 32 32 2 五 考查

1. 学生可在“专业提高”、
“专业应用”、“特殊需求”三
个方向中任选一个方向修

读；在所选方向课程中至少

选修 6 门课程不少于 12 学

分；

2. 在“专业任选课程”中至

少选修 6 门课程不少于 14
学分，其中应至少含一门第

二外语；

3. 专业选修课程总学分不

少于 26 学分，其中至少 4
学分为实践学分。

0743162201 汉语语法分析方法
Lecture on Chinese Grammar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743152202 汉语词汇专题
Vocabulary Studies of Chinese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743162202 汉语修辞学
Chinese Rhetoric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743172201 国外汉学研究
Sinology Research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查

0743162203 中国语言学史
History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743162205 英汉互译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试

0743152205
外国文化通论
Foreign Culture 2 2 32 32 2 五 考试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703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方

向

选

修

课

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0743142201
英语语法

English Grammar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743162204 国际汉语教学案例分析
Case Studies of Teaching Chinese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试

0743152203 中华艺术精粹（一）：京剧
Chinese Arts I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0743152204 中华艺术精粹（二）：书法
Chinese Arts II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小计 24 384

专业

应用

方向

0743252201 中国文化海外传播

Overseas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743262201 外国留学生汉语偏误分析
Analysis of Chinese Errors of Foreign Students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0743262202 应用语言学
Applied Linguistics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743262203 国际汉语教材与资源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xtbooks and Resources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0743262204 线上中文教学与实践
Online Chinese Teaching and Practice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0743262205 区域国别中文教育
Regional and 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743252202 英语国家概况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743252203 演讲与辩论
Speech and Debate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0743262206 外事管理

Foreign Affairs Administration
2 2 32 32 2 六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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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方

向

选

修

课

程

专业

应用

方向

0743252204 当代世界与中国
China in Contemporary World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0743272201 文化语言学
Cultural Linguistics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743272202 语用学
Pragmatics 2 2 32 32 2 七 考试

小计 24 384

特殊

需求

课程

0402232201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Psychology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402232202 教育学概论
Pedagogy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402242204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Teachers Ethics and Development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402242207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Mental Health and Moral Education 2 2 32 32 2 四 考试

1602232204 现代教育技术
Modern Teaching Technology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743242210 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微格教学训练
Micro-Teaching Training 2 1 1 32 16 16 2 四 考查

0743252210 语文学科教学案例分析
Chinese Teaching Case Analysis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0743262210 语文课堂教学设计
Chinese Teaching Design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743262211 英语教学法
English Teaching Theory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743252211 英语口译
English Interpretation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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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方
向
选
修
课
程

特殊

需求

课程

0743252212 英语笔译
English Translation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试

0743262212 英汉译作赏析
Appreciation of English-Chinese Translated Works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小计 24 384

专

业

任

选

课

程

0743322201 西方人文经典
Western Classics Reading 2 2 32 32 2 二 考查

0743322202 东方人文经典
Eastern Classics Reading 2 2 32 32 2 二 考查

0743352202 中外文学经典作品赏析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Classics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743362206 文学概论
Literary Theory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743362202 中西文化比较概论
Comparisons of Chinese & Western Cultures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743372201 中国民俗学
Chinese Folklore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查

0743372202 人类学基础
Basics of Anthropology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743352204 英美史研究
British and American History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743372203 传播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743372204 第二语言习得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743312201 英语语音
English Phonetics 2 1 1 32 16 16 2 一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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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0743352201 综合英语（五）
Comprehensive English （V） 4 3 1 64 64 2 五 考试

0743362201 综合英语（六）
Comprehensive English （VI） 4 3 1 64 64 2 六 考试

0743352203 英美影视作品赏析
Study of British & American Films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743332201 第二外语（一）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I) 4 3 1 64 48 16 2 三 考试

0743342201 第二外语（二）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II) 4 3 1 64 48 16 2 四 考试

0743372205 西方语言学流派
Schools of Western Linguistics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743372206 认知语言学
Cognitive Linguistics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743372207 社会语言学
Social Linguistics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743362203 语言学名著导读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 Classics 2 1 1 32 16 16 2 六 考查

0743322203 Python程序设计
Python Programming

2 2 32 32 二 考查

0743312202 多媒体技术
Multi-media Technology 2 1 1 32 16 16 2 一 考查

0743372208 论文写作指导
The Guidance of Thesis Writing 1 1 16 16 2 七 考查

0743362204 书法美学
Calligraphy Aesthetics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743362205 逻辑学
Logic 2 2 32 32 2 六 考查

专

业

任

选

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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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0743332202 普通话培训
Mandarin Chinese 2 1 1 32 16 16 2 三 考查

小计 59 944

（学生应修学时、学分）合计 26 22 4 416 352 64
26学分中需含实践学分至

少为 4。

微专业
选修

课程编号、课程名称，由学生自主选修的微专业在教务系统内
自动生成。

微专业课程模块，由学生自

主选修，不计入主修专业总

学分、学时。修满微专业合

格课程的，由微专业开设高

校颁发证书。
小计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074421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一/
二

考查

0744262201 对外汉语教学拓展与提升
Extension and Promotion of TCFL 2 2 32 32 六 考查

小计 3 3 64 64

专业

实践

0744272201 对外汉语教学实训
Practice of Professional Skills 2 2 4周 4周 七 考查

0744252201 专业调查实践
Major Investigation Practice 2 2 五 考查

小计 4 4 4周 4周

综合

实践

0744282201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4 4 8周 8周 八 考查

0744282202 毕业论文（设计）
Graduation Thesis（Design） 6 6 16周 16周 八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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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综合

实践

0744282203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3 八 考查

小计 13 13 24
周

24周

选修

0744272203
学生创新创业实践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of Students

2 2

0744282204 学术论文
Academic Paper 2 2

0744212202 两笔一画
Handwriting and Blackboard Drawing 2 2 32 32 2 一 考查

小计 2 2

合计 22 22
64+
28
周

64+
28周

总计 163 123 40
2384
+

30周
2008 376+

30周

注：改革课程考核方式，推行全过程学业评价，科学合理测评学生学习效果，原则上期末考试成绩权重不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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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课

程

性

质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及指标点

专业

基础知识

语言

分析能力

语言

应用能力

跨专业学

习与应用

能力

现代工具

技术使用

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 职业规范意识
沟通协同

能力

终身学习

能力

创新研究

能力

1-1 1-2 2-1 2-2 2-3 3-1 3-2 4-1 4-2 5-1 5-2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9-1 9-2 10-1 10-2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学科导学 L L H M H

现代汉语 H H M M H L M M L M

古代汉语 H M M M H L L

中国古代文学 H L M H L H M

中国现当代文学 H L M H L H M

外国文学 H L M H L H M

综合英语 H L L H H H M H L M

语言学概论 H H H M M M H

汉语国际教育

概论
H H H H M M L L L M

中国传统文化 H H M M H

汉语写作 M H H L H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法 M H H M M L L H H L L
汉英语言对比 M M H H H M M M H
英语视听说 L H M H M H

英语阅读与写作 L H M H M H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 H H H M H M L

跨文化交际 M M H H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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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性

质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及指标点

专业

基础知识

语言

分析能力

语言

应用能力

跨专业学

习与应用

能力

现代工具

技术使用

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 职业规范意识
沟通协同

能力

终身学习

能力

创新研究

能力

1-1 1-2 2-1 2-2 2-3 3-1 3-2 4-1 4-2 5-1 5-2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9-1 9-2 10-1 10-2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思想道德与法治 H H H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M H H H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H M H H L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H M H H L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H M H H L

形式与政策 H H H M L
“四史”教育 H H H M L
公共体育 H

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
H

军事理论与训练 H H

实
践
教
学

劳动教育与实践 H H H L

对外汉语教学拓展与提升 M L H H M H H H L L

专业调查实践 M M H H H H M
对外汉语教学实训 M L H H M M

毕业实习 M M M H H H M H L L
毕业论文 H H M L H H
第二课堂 L L L L H L H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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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必

修

课

程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742112201 现代汉语（一）

0742122201 现代汉语（二） 现代汉语（一）

0742132201 古代汉语 (一) 现代汉语（一二）

0742142201 古代汉语（二） 古代汉语（一）

0742112202 中国古代文学（一）

0742122202 中国古代文学（二） 中国古代文学（一）

0742112203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

0742122203 中国现当代文学（二）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

0742132202 外国文学（一）

0742142202 外国文学（二） 外国文学（一）

0742112204 综合英语（一）

0742122204 综合英语（二） 综合英语（一）

0742132203 综合英语（三） 综合英语（一二）

0742142203 综合英语（四） 综合英语（一-三）

0742112205 学科导学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0742252201 语言学概论（一） 现代汉语（一二）

0742262201 语言学概论（二） 语言学概论（一）

0742232201 汉语国际教育概论（一）

0742242201 汉语国际教育概论（二）
汉语国际教育概论

（一）

0742252202 中国传统文化

0742212201 汉语写作

0742252203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法 汉语国际教育概论

0742252204 汉英语言对比 现代汉语、英语语法

0742212202 英语视听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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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必

修

课

程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0742222202 英语视听说（二） 英语视听说（一）

0742232202 英语视听说（三） 英语视听说（一二）

0742212203 阅读与写作（一）

0742222203 阅读与写作（二） 阅读与写作（一）

0742232203 阅读与写作（三） 阅读与写作（一二）

0742242202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 现代汉语（一二）

0742262202 跨文化交际 中国传统文化

专

业

教

育

选

修

课

程

专

业

提

高

方

向

0743152201 传统语言学专题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

0743162201 汉语语法分析方法 现代汉语

0743152202 汉语词汇专题 现代汉语

0743162202 汉语修辞学 现代汉语

0743172201 国外汉学研究

0743162203 中国语言学史 古代汉语

0743162205 英汉互译 英汉语言对比

0743152205 外国文化通论 外国文学

0743142201 英语语法

0743162204 国际汉语教学案例分析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教学法

0743152203 中华艺术精粹（一）：京剧

0743152204 中华艺术精粹（二）：书法

专

业

应

用

方

向

0743252201 中国文化海外传播

0743262201 外国留学生汉语偏误分析 汉语国际教育概论

0743262202 应用语言学 汉语国际教育概论

0743262203 英语国家概况 综合英语

0743262204 国际汉语教材与资源 汉语国际教育概论

0743262205 线上中文教学与实践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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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选

修

课

程

专

业

应

用

方

向

0743252202 区域国别中文教育 汉语国际教育概论

0743252203 演讲与辩论

0743262206 外事管理

0743252204 当代世界与中国

0743272201 文化语言学

0743272202 语用学

特

殊

需

求

方

向

0402232201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402232202 教育学概论

0402242204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402242207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1602232204 现代教育技术

0743242210 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微格教学训练

0743252210 语文学科教学案例分析

0743262210 语文教学理论与流派

0743262211 英语教学法

0743252211 英语口译
英汉语言对比
英汉互译

0743252212 英语笔译
英汉语言对比
英汉互译

0743262212 英汉译作赏析
英汉语言对比
英汉互译

方

向

任

选

课

程

0743322201 西方人文经典 外国文学

0743322202 东方人文经典 中国古代文学

0743352202 中外文学经典作品赏析
外国文学、古代文
学、现当代文学

0743362206 文学概论
外国文学、古代文
学、现当代文学

0743362202 中西文化比较概论
中国传统文化
外国文化通论

0743372201 中国民俗学 中国传统文化

0743372202 人类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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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选

修

课

程

方

向

任

选

课

程

0743352204 英美史研究

0743372203 传播学概论 汉语国际教育概论

0743372204 第二语言习得 汉语国际教育概论

0743312201 英语语音

0743352201 综合英语（五） 综合英语（一-四）

0743362201 综合英语（六） 综合英语（一-五）

0743352203 英美影视作品赏析

0743332201 第二外语（一）

0743342201 第二外语（二） 第二外语（一）

0743372205 西方语言学流派 语言学概论

0743372206 认知语言学 语言学概论

0743372207 社会语言学 语言学概论

0743362203 语言学名著导读 语言学概论

0743322203 Python程序设计

0743312202 多媒体技术

0743372208 论文写作指导

0743362204 书法美学 中华艺术精粹（二）

0743362205 逻辑学

0743332202 普通话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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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544（其中，

理论课堂教

学 392学时，

实践教学

152学时，不

含军事技能

训练 2周）

30
（含实践 8） 18.4%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64 4 2.4%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720 45 27.6%

专业核心课程 576 36
（含实践 6） 22.1%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方向+任选 416 26
（含实践 4） 16%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

课程实践
152+2周 8 非独立

设课实

践学分

比例

11 %）

24.5%

专业教育

课程实践
128 10

基础实践 64 3
独立设

课实践

学分比

例 13.5%

专业实践 4周 4

综合实践 24周 13

选修 2

合计 2384+30周 163
100%

（不含非独立设课

实践学分比例）

九、其他说明

1. 学生在读期间获大学生各类研究项目，省级项目主持人计 3学分，前三位参与人各计 2学分，

其他参与人各计 1学分；国家级项目主持人计 6学分，前三位参与人各计 4学分，其他参与人各计

2学分；以上得分皆可申请免修相近实践课程学分。

2．学生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者计 1学分；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英语专业四级笔

试和口试者各计 2学分；通过英语专业八级笔试和口试者计 4学分。以上得分皆可申请免修相近专

业课程学分。

3. 学生参加各级各类专业竞赛获奖，参照《关于外国语学院学生参加专业竞赛奖励的规定（试

行）》，可申请在相近专业或实践课程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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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生毕业前在学院认定的正规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篇，经提交教授委员会审核通过后，

可申请获得实践教学选修 2学分。

5.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

读学分
26.5 26.5 26.5 27.5 20 16 10 10 163

分管校长： 教务处负责人： 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教学院长： 专业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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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anish Major
（专业代码：050205）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立足鲁西，服务山东，辐射全国，旨在培养具备雄厚的西班

牙语专业知识储备、熟练的西班牙语听、说、读、写、译基本技能，具有良好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跨专业学习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创新能力和适应发展能力，掌握经贸、翻译、教育等相关行业

背景知识，能够熟练地运用西班牙语在经贸、教育、外事、文化、科研等领域从事翻译、教学、管

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应用型人才。

目标 1 语言能力培养方面，学生应有扎实的西班牙语听、说、读、写、译基本功，能熟练使

用西班牙语，借助现代工具完成专业工作，开展基础研究，并能得出有效结论；

目标 2 跨专业学习能力方面，学生应具有把已经学过的语言知识应用到新工作领域的能力，

能在多学科环境下应用所学专业知识；

目标 3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方面，学生应具有国际视野，能够将专业相关社会文化知识运用

到有关对象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分析研究，并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结合专业知识和社会文化背

景顺利进行跨文化交际；

目标 4 个人发展方面，学生应热爱祖国，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

思想道德品质、团结协作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具备健康的身心和良好的人文科学素养，拥有

团队精神、有效的沟通和表达能力，具备终生学习理念，养成自主学习习惯；

目标 5 创新能力培养方面，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环境，运用所学专业

知识进行开拓、创新工作，提出新观点，得出新结论。

（二）毕业要求

1. 语言知识与能力：储备语言知识，能够将听、说、读、写、译等语言基本功应用于实践。

1-1： 具有基本的语言学习及运用能力；有科学的西班牙语语言知识结构，储备充足的语言知

识，能在职业生活和学术生活中灵活有效地运用西班牙语，理解准确，表达自如，交流顺畅，在工

作实践中，能够借助工具准确理解和翻译不同专业领域的西班牙语技术性信息；能够自觉解决职业

生活、学术研究、学习中复杂的语言文化问题；

1-2： 具有一定的第二外国语应用能力；

2. 语言现象分析能力：能够熟练运用西班牙语了解、认识，并通过文献分析等手段或途径，研

究西班牙语语言现象， 获得有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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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熟练运用西班牙语，了解并认识各种西班牙语语言现象，并能够在应用西班牙语的过程

中发掘新的语言现象；

2-2： 具备文献检索和文献综述分析的能力，通过文献资料梳理与分析，对西班牙语语言现象

进行基础的分析研究，并能熟练运用西班牙语表达、写作并获得有效结论。

3. 语言应用能力：能够根据实际语言环境进行西-汉翻译、文章撰写等工作。

3-1： 在实践活动、课程设计、毕业论文等训练环节中，能够根据所学过的西班牙语专业知识，

撰写研究报告、课程论文、毕业论文等；

3-2： 能够运用所学语言知识，在西班牙语和汉语之间进行熟练转换，完成基本的翻译任务，

能够借助翻译理论与实践、经贸西班牙语等课程训练，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口译、笔译。

4. 跨专业学习能力：应具备多学科环境下跨专业学习、研究、应用的能力。

4-1： 能够掌握一定的语言对象国文学、文化、经贸知识，并能够以此为基础平台，展开相关

领域的学习研究；

4-2： 能够利用所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化知识以及经贸知识等，完成基础的对外交流活动。

5. 现代工具使用能力：能够熟练地使用现代工具、多媒体资料、RAE 语言工具。

5-1： 能够熟练应用现代通讯工具，熟练进行相关研究的文献检索，并能够熟练运用、操作西

班牙语学习 RAE，DIALNET 等权威学术学习工具；

5-2： 能够熟练应用计算机、网络等多媒体资源辅助学习、自主学习；

6. 跨文化交际能力：能够在不同的社会生活及工作场合中，结合专业所学，顺畅地开展跨文化

交际。

6-1： 学生能够掌握跨文化交际所需的语言能力，了解我国国情和对象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

具有较好的汉语表达能力和基本调研能力；

6-2： 借助跨文化交际、文学文化等课程，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能够理解、分

析、解决跨文化交际中所遇到的问题。在了解、研究对象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基础上，具有广

阔的国际视野、全球意识，并能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承担责任。

7. 职业规范意识：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作实践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履

行责任。

7-1: 具有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素养，了解我国有关的方针、政策、法规，具有健康的体

魄、健康的心理与正确的价值观；

7-2: 能够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并能够在职业道德规范约束下认真履行职责。

8. 终身学习能力：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个人发展的能力。

8-1： 通过教师的学业督导，能够具有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意识，培养积极的学习兴趣；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719

8-2： 能够自主制定科学有效的学习计划，明确学习目标，并能根据环境变化不断改进学习方

法。

9.文学批评能力：能够理解语言文学对人文素养培养的重要性。

9-1 通过西班牙语国家文学知识的学习，能够深层理解西班牙文学和拉美文学；

9-2 通过西班牙语文学的学习，能够加深对西班牙语国家的文化、政治、历史的了解；

10.人文科学研究能力：能够针对西班牙语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基础研究，并

得出有效结论。

10-1 能够全面了解西班牙语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基本情况，并经行对比分析，

培养对比研究意识；

10-2 能运用西班牙语知识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撰写研究报告和毕业论文；

表 1 学生毕业要求对本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目标 5

1. 语言知识与能力 H L M L H

2.语言现象分析能力 H L M L H

3. 语言应用能力 H H L M H

4. 跨专业学习与交际能力 M H H M H

5. 现代工具使用能力 L M M M M

6. 跨文化交际能力 L H H M M

7. 职业规范意识 L M M H M

8. 终身学习能力 M M M H H

9.文学批评能力 L M H L M

10.人文科学研究能力 M L M H M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四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允许学生在 3～8 年内修满学分。计划

总学时为 2448 学时，总学分为 161 学分。学生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

授予条件者，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外国语言文学。

主要课程：基础西班牙语、中级西班牙语、高级西班牙语、西班牙语法、西班牙语阅读、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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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语写作、西班牙语听力、西班牙语口语、西班牙语视听说、笔译理论与实践、口译理论与实践、

西班牙语国家概况、西班牙语国家文学、西班牙语语言学导论、经贸西班牙语等。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本专业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军训、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社会实践、第二课堂等。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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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
政治
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7学分，其中 5学分为
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每学年循环开
设，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4门中选修 1
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据
《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势
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意见》
（教社科〔2018〕1号）、《新
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科
〔2018〕2号）、《教育部办公
厅关于在思政课中加强以党
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
的通知》、教育部《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
实施方（2021—2025年）》（教
督〔2021〕1号）等文件精神
开课，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好
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Theori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722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
课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术课

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至少选修
1门、2学分。学生自主选修
课程包括《音乐鉴赏》《中国
美术史》《东昌府本版年画艺
术》《山东民歌赏析》《艺术
与审美》《带你听懂中国传统
音乐》《中国传统音乐作品》
《视觉艺术设计》《音乐与社
会》等，详细课程名单见每
学期选课通知。

大学
外语

1301112207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学
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大
学俄语》《大学日语》《大学
韩国语》《大学西班牙语》中
任意一种语言模块课程。具
体课程名称、课程号依学生
选修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对未
达到《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2020版）基础目标的学生
继续开设《大学英语（四）》，
对已达到较高水平的学生，
根据各学院、专业发展要求
和学生多元需求开设《高级
英语》、《专门用途英语》和
《跨文化交际》等课程，供
学生选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开
课。

1301122207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1301132207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1301142207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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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公

共体育”课程，每一学年学

生须在篮球、排球、足球、

太极拳、网球、健身田径、

软式排球、健美操、武术、

乒乓球、拳击、散打、羽毛

球、垒球体育舞蹈、体育游

戏等项目中选择一项不同运

动项目作为学习内容，满足

掌握 2项运动健身技能的要

求。

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为实

践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能训
练 1学分为实践教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教
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学院授
课，第二学期在西校区学院
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期
第 1-2 周，不计入总学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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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16 1 一 考查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学
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心
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16 1 六 考查

合计 42 30 12 736 520 216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限选 4 学
分，其中：
1.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
然科学或教师教育模块任选
2学分；

2. 创新创业模块由创新创业

学院负责组织开设，限选 2
学分，限选课程包括“创新基

础 ”(3101222201)和 “创业基

础”(3101242202)（分别在第 2
和第 4学期开设），两门课程

各 1 学分，均为理论学分，

所有专业学生均需修读。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信息、
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创新创业教育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教师教育 主要涵盖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教育技术等的通识教育课程

学分合计： 46 ， 其中理论学分：34 、实践学分：12 ；学时合计： 800 ，其中理论学时：584 、 实践学时：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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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0752112201 基础西班牙语（一）
Basic Spanish (I) 8 8 128 128 8 一 考试

0752122201 基础西班牙语（二）
Basic Spanish (II) 8 8 128 128 8 二 考试

0752112202 西班牙语听力（一）
Spanish Listening (I) 2 2 32 32 2 一 考试

0752122202 西班牙语听力（二）
Spanish Listening (II) 2 2 32 32 2 二 考试

0752112203 西班牙语口语（一）
Spanish Speaking (I) 2 2 32 32 2 一 考试

0752122203 西班牙语口语（二）
Spanish Speaking (II) 2 2 32 32 2 二 考试

0752112204 课程导学
Subject Introduction 1 1 16 16 1 一 考试

小计 25 25 400 400

专业

核心

课程

0752232201 中级西班牙语（一）
Secondary Spanish (I) 8 8 128 128 8 三 考试

0752242201 中级西班牙语（二）
Secondary Spanish (II) 8 8 128 128 8 四 考试

0752252201 高级西班牙语（一）
Advanced Spanish (I) 6 4 2 96 64 32 6 五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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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0752262201 高级西班牙语（二）
Advanced Spanish (II) 6 4 2 96 64 32 6 六 考试

0752212201 西班牙语国家概况
Spanish Culture 2 2 32 32 2 一 考试

0752232202 西班牙语阅读（一）
Spanish Reading (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752232203 西班牙语写作（一）
Spanish Writing (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752232204 西班牙语语法（一）
Spanish Grammar (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752232205 西班牙语视听说 （一）
Span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752242202 西班牙语语法（二）
Spanish Grammar (II)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752242203 西班牙语视听说 （二）
Span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I)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752242204 西班牙语写作（二）
Spanish Writing (II)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752242205 西班牙语阅读（二）
Spanish Reading (II)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752262201
西班牙语国家文学

Introduction to Spanish-speaking country’s
Literature

2 2 32 32 2 六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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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0752252202 西班牙语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General Spanish Linguistics 2 2 32 32 2 五 考试

专业提高方向选修课程不少
于 8学分

0752272201 学术写作与研究方法
Academic Writing 2 2 32 32 2 七 考试

小计 52 48 4 832 768 64

合计 77 73 4 1232 1168 64

选修

专业

提高

方向

0753152201 笔译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panish Translation 2 2 32 32 2 五 考试

0753152202 西班牙语视听说（三）
Spanish View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II 2 2 32 32 2 五 考试

0753162201 西班牙语视听说（四）
Spanish View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V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753162202 口译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panish Translation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753172201 西班牙语国家社会与文化
Spanish-speaking country society and culture 2 2 32 32 2 七 考试

0753172202 西班牙语演讲与辩论
Spanish Public Speaking &Debating 2 2 32 32 2 七 考试

小计 8 8 128 128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728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应用

方向

经

贸

方

向

课

程

0753252201 经贸西班牙语
Spanish in Business 2 2 32 32 2 五 考试

“专业应用方向”开设“经贸
方向课程”和“翻译方向课

程”两个课程模块。至少必须
选择其中一个模块，且每个
模块选修课程不少于8学分。

0753262201 拉美社会与经济
Latin American society and economy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753262202 国际贸易实务
International Business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753272201 西-汉商务口译
Spanish-Chinese Interpretation in Business 2 2 32 32 2 七 考试

0753272202 商务西班牙语阅读
Spanish Reading in Business 2 2 32 32 2 七 考试

0753282201 商务西班牙语写作
Spanish Writing in Business 2 2 32 32 2 八 考试

翻

译

方

向

课

程

0753252202 经贸西班牙语翻译
Spanish-Chinese Translation in Business 2 2 32 32 2 五 考试

0753262203 西-汉应用文体翻译
Spanish-Chinese Translation of Special Genre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753262204 旅游西班牙语翻译
Spanish-Chinese Translation in Tourism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753272203 西-汉商务口译
Spanish-Chinese Interpretation in Business 2 2 32 32 2 七 考试

0753282202
西-汉文学翻译赏析

Appreciation of Spanish-Chinese Literary
Translation

2 2 32 32 2 八 考试

0753282203 专题翻译
Special translation 2 2 32 32 2 八 考试

小计 8 8 128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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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任选

课程

0753352201 跨文化交际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2 32 32 2 五 考试

该部分为专业任选课程，必
须在本模块修读课程不少于
8学分。

0753362201 西班牙语报刊导读
Spanish Newspaper Reading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753372201 西班牙语教学法
Methodology of Spanish Teaching 2 2 32 32 2 七 考试

0753372202 西班牙语经贸文章选读
Spanish Trade Articles Reading 2 2 32 32 2 七 考试

075338220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2 2 32 32 2 八 考试

0753312201 东方人文经典
Eastern Classics Reading 2 2 32 32 2 一 考试

0753322201 西方人文经典
Western Classics Reading 2 2 32 32 2 二 考试

0753372203 逻辑学
Logic disputatious science 2 2 32 32 2 七 考试

小计 8 8 128 128

微专业

选修

课程编号、课程名称，由学生自主选修的微专业在教务

系统内自动生成。

微专业课程模块，由学生自

主选修，不计入主修专业总

学分、学时。修满微专业合

格课程的，由微专业开设高

校颁发证书。

小计

（学生应修学分、学时）合计 24 24 384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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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0754112202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一 考试

小计 1 1

专业

实践

0754282201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3 3 8 周 8周 八 考试

小计 3 3

综合

实践

0754282202 毕业论文（设计）
Graduation Thesis（Design） 6 6 16 周 16 周 七八 考试

0754282203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3 考试

小计 9 9

创新创业

实践
0754272202

学生创新创业实践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of Students
1 1 16 16 七 考试

合计 14 14 48 48

总计 161 2448

注：改革课程考核方式，推行全过程学业评价，科学合理测评学生学习效果，原则上期末考试成绩权重不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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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表 3）

课

程

性

质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及指标点

语言知识

与能力

语言现象

分析能力

语言应用

能力

跨专业学习

能力

现代工具使

用能力

跨文化交际

能力
职业规范意识

终身学习

能力

文学批评

能力

人文科学

研究能力

1-1 1-2 2-1 2-2 3-1 3-2 4-1 4-2 5-1 5-2 6-1 6-2 7-1 7-2 8-1 8-2 9 10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课程导学 H L M H H
基础西班牙语 H H H M L H
西班牙语听力 H H H M M L
西班牙语口语 H H H L M
中级西班牙语 H H H M L H
高级西班牙语 H H H M L H
西班牙语国家

概况
M M M H H L

西班牙语阅读 H H H M M L
西班牙语写作 H H H M L
西班牙语语法 H H H L L M
西班牙语视

听说
H H H M M L

西班牙语国家

文学
H H H M L H M

西班牙语语言

学导论
H H M L H

学术写作与

研究方法
M H M H H M H

笔译理论与

实践
H M H H L L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732

课

程

性

质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及指标点

语言知识

与能力

语言现象

分析能力

语言应用

能力

跨专业学习

能力

现代工具使

用能力

跨文化交际

能力
职业规范意识

终身学习

能力

文学批评

能力

人文科学

研究能力

1-1 1-2 2-1 2-2 3-1 3-2 4-1 4-2 5-1 5-2 6-1 6-2 7-1 7-2 8-1 8-2 9 10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口译理论与

实践
H M H H L L

西班牙语国家

社会与文化
H H H H H M

西班牙语演讲

与辩论
H M M H M M L

经贸西班牙语 H H M M H
拉美社会与

经济
M H H M M

国际贸易实务 M H H M H M
西-汉商务口译 H M H H M H M
商务西班牙语

阅读
H M H M M H

商务西班牙语

写作
H M H M M H

经贸西班牙语

翻译
H M H H H H L

西-汉应用文体

翻译
H M H H H L

旅游西班牙语

翻译
M H H H M

西-汉文学翻译

赏析
H L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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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性

质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及指标点

语言知识

与能力

语言现象

分析能力

语言应用

能力

跨专业学习

能力

现代工具使

用能力

跨文化交际

能力
职业规范意识

终身学习

能力

文学批评

能力

人文科学

研究能力

1-1 1-2 2-1 2-2 3-1 3-2 4-1 4-2 5-1 5-2 6-1 6-2 7-1 7-2 8-1 8-2 9 10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题翻译 H
跨文化交际 M M H H M M
西班牙语报刊

导读
H H M L H

西班牙语

教学法
M H H H H

西班牙语经贸

文章选读
H H M H

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
H H H M

东方人文经典 H H H M
西方人文经典 H H H M

逻辑学 H H H M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
H H M L

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
H H M L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概论
H H M L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H H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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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性

质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及指标点

语言知识

与能力

语言现象

分析能力

语言应用

能力

跨专业学习

能力

现代工具使

用能力

跨文化交际

能力
职业规范意识

终身学习

能力

文学批评

能力

人文科学

研究能力

1-1 1-2 2-1 2-2 3-1 3-2 4-1 4-2 5-1 5-2 6-1 6-2 7-1 7-2 8-1 8-2 9 10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H H M L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形势与政策 H H M L
大学外语 H H H H M L
公共体育 M H H

大学生职业生

涯规划与就业

指导

H H H M

军事理论 H H M L
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
H H H M

军事理论与

训练
H H M L

公共艺术课程 H H H M L
“四史”教育 H H M L

实
践
教
学

劳动教育与

实践
H M H M

毕业实习 H H H M H H

第二课堂 H H H M H L L
学生创新创业

实践
H H H M H H L

毕业论文 M L M H H H M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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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0752112201 基础西班牙语（一）

0752122201 基础西班牙语（二） 基础西班牙语（一）

0752112202 西班牙语听力（一）

0752122202 西班牙语听力（二） 西班牙语听力（一）

0752112203 西班牙语口语（一）

0752122203 西班牙口语（二） 西班牙语口语（一）

0752112204 课程导学

专业

核心

课程

0752232201 中级西班牙语（一） 基础西班牙语（二）

0752242201 中级西班牙语（二） 中级西班牙语（一）

0752252201 高级西班牙语（一） 中级西班牙语（二）

0752262201 高级西班牙语（二） 高级西班牙语（一）

0752232202 西班牙语阅读（一）

0752232203 西班牙语写作（一）

0752232204 西班牙语语法（一）

0752232205 西班牙语视听说 （一） 西班牙语口语

0752242202 西班牙语阅读（二） 基础西班牙语

0752242204 西班牙语写作（二）
西班牙语阅读与写作

（一）

0752242202 西班牙语语法（二） 西班牙语语法（一）

0752242203 西班牙语视听说 （二） 西班牙口语（二）

0752212201 西班牙语国家概况

0752262201 西班牙语国家文学

0752252202 西班牙语语言学导论 中级西班牙语（一二）

0752272201 学术写作与研究方法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0753152201 笔译理论与实践

0753152202 西班牙语视听说（三） 西班牙语视听说（二）

0753162201 西班牙语视听说（四） 西班牙语视听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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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0753162202 口译理论与实践

0753172201 西班牙语国家社会与文化 西班牙语国家概况

0753172202 西班牙语演讲与辩论

专业

应用

方向

经贸

方向

课程

0753252201 经贸西班牙语 高级西班牙语（二）

0753262201 拉美社会与经济

0753262202 国际贸易实务

0753272201 西-汉商务口译 口译理论与实践

0753272202 商务西班牙语阅读

0753282201 商务西班牙语写作 西班牙语写作（二）

翻译

方向

课程

0753252201 经贸西班牙语翻译 高级西班牙语

0753262201 西-汉应用文体翻译 笔译理论与实践

0753262204 旅游西班牙语翻译 口译理论与实践

0753272201 西-汉商务口译 口译理论与实践

0753282203 专题翻译 口译理论与实践

专业

任选

课程

0753352201 跨文化交际

075338220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0753372201 西班牙语教学法

0753372202 西班牙语经贸文章选读 西班牙语阅读（二）

0753362201 西班牙语报刊导读 西班牙语阅读（二）

0753312201 东方人文经典

0753322201 西方人文经典

0753372205 逻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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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736（其中，

理论课堂教

学 520学时，

实践教学

216学时，不

含军事技能

训练 2周）

42（含实

践 12） 26.1%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64 4 2.5%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400 25 15.5%

专业核心课程 832 52 32.3%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384 24 14.9%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216 12 非独立设课实

践学分比例
11.2%

20%

专业教育课程实践 96 6

基础实践 1

独立设课实践

学分比例
8.7%

专业实践 3

综合实践 16 9

创新创业实践 16 1

合计 2448 161 100%（不含非独立

设课实践学分比例）

九、其他说明

1. 学生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在 425 分以上（含 425 分），计 3 学分；通过全国大

学英语六级考试计 3 学分；通过西班牙语专业四级考试、八级考试者各计 3 学分。以上得分皆可申

请免修相近专业课程学分。

2．第二课堂，由校团委根据《聊城大学“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实施细则》（聊大校发〔2019〕

17 号）要求具体实施。

3. 学生在读期间获大学生各类研究项目，省级项目主持人计 3 学分，前三位参与人各计 2 学分，

其他参与人各计 1 学分；国家级项目主持人计 6 学分，前三位参与人各计 4 学分，其他参与人各计

2 学分；以上得分皆可申请免修相近实践课程学分。

4. 学生毕业前在学院认定的正规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篇，经提交教授委员会审核通过后，

可申请实践教学选修学分 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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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7 27 23.5 25.5 21 21 7 9 161

分管校长： 教务处负责人： 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教学院长： 专业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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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Fine Arts
（专业代码：130401）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教师教育相关政策，立足鲁西、面向山东，培养有理想、有信

念，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依法执教意识；系统掌握美术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美术教育理论以及

美术教学方法；具有较强文化艺术素养、综合性美术实践能力、创新性艺术思维与新时代美术教育

观念；能够胜任美术教育和美术文化传播任务的中学美术教师。

预期美术学专业学生在毕业后五年左右能够达到如下 5个目标：

目标 1：具备良好的师德素养和教育情怀。能够适应我国基础美术教育发展需要，具有坚定的

教师职业信念，高尚的教师职业道德，热爱美术教师事业，为人师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目标 2：具有较好的人文科学素养与扎实的学科专业知识。深入理解美术学科的基本原理、学

科特质及构成特征，具备较强的美术实践能力，能够充分运用美术史知识、学科理论和实践技能解

决美术教学中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目标 3：具备较强的教学能力与育人能力。了解国家教育发展的政策法规，具备先进的美术教

育理念，具有娴熟的教学设计能力、教学组织与实施能力，能结合美术学科教学实际问题运用教育

学理论开展美术教学研究和改革。

目标 4：具备专业发展意识和持续发展能力。能够对美术教育发展中的新知识、新思想进行科

学合理的归纳与整理，并将先进的教育理念有效地运用到美术教学之中。能够综合运用多种方法与

手段，分析解决美术教育问题，并以终身学习的态度去适应社会与教师职业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 5：具备以美育人的实施能力。能够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以校园美术文化提升学生的

艺术品味和审美水平，协助班级管理工作，理解环境育人的价值，综合利用各种美术资源全面育人。

（二）毕业要求

1. 践行师德（A）

A1. 师德规范

A1-1：能够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刻领会并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理论，

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A1-2：以立德树人为己任，遵守中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依法执教，认真履行教师教育的责任

和义务，立志成为思想品德高尚、教育信仰坚定、知识学识扎实的“四有”好教师。

A2. 教育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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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热爱美术教师职业，认同美术学科的社会价值及社会意义；有甘于奉献的教育理想，对

待教师工作有事业心、责任心，将教师职业作为自身职业生涯的第一选择；

A2-2：具有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尊重中学生身心发展和养成规律，保护学生的创造性，维护

学生学习和发展的权利；富有爱心、责任心，工作细心、耐心，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

思维、奉献祖国的领路人。

2. 学会教学（B）

B1. 学科素养

B1-1：系统掌握美术学科基础知识和原理，领会美术学各领域学科内涵、知识理论和思维模式；

能结合美术史知识和美学知识，分析和探讨生活中常见的艺术问题，拥有良好、健康的审美修养；

B1-2：能够综合运用美术造型理论与技术手段解决具体实践问题，较系统地掌握一种绘画形式、

了解常见画种和表现技法，具备运用绘画媒材和其他艺术手段表达创作意图，完成美术创作的能力；

B1-3：能够整合美术学科内部知识，构建美术与思政、文学、历史、地理及科学之间的联系；

具有开阔的学科视野、良好的写作能力和独立思考、勇于探究的科学素养；

B1-4：理解美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领会美术历史的思想演变、风格流派特征以及历

代名作的形式语言、形成背景及文化动因；领会美术在文化传承方面的价值，认识到民间美术资源

在教学中应用的独特价值和文化意义。

B2. 教学能力

B2-1：能够领会和把握美术课程标准和中学美术教材，基于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认知规律，

按照美术学科认知特点进行美术课程教学的计划与准备、教学过程的组织与管理、教学效果的评估

与判断；

B2-2：了解一般性信息技术常识，能够独立运用信息技术获取美术学科相关信息，通过网络平

台进行有效学习沟通与合作；能够依据具体的美术教学任务，选用适当的信息手段完成课程设计、

课件制作与在线课程建设；

B2-3：具备扎实的美术鉴赏能力、美术创作能力和美术综合实践能力，能够胜任中学美术教学

中多元化课程内容的教学和课外活动辅导任务；能够利用区域美术资源进行教学设计与课程资源开

发；

B2-4：掌握美术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及美术教育研究方法，能够整合美术学、教育学和心理学

知识，具有一定的美术教育教学研究能力。

3. 学会育人（C）

C1. 班级指导

C1-1：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掌握中学德育工作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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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掌握班级指导技能与方法，有效解决班级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有效管理班级的学习和生活，

能够胜任班主任工作；

C1-2：了解中学生发展阶段特点与成长规律，能够科学地对学生做综合素质评价，帮助学生做

合理的生涯规划；具备将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入班级管理和指导学生过程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语

言表达能力，能够与学生及家长实现有效地沟通，通过促进学校与家庭之间的协同合作，引导学生

健康发展。

C2. 综合育人

C2-1：能够充分理解美术学科在学生健康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的特殊价值；能够在美术教

学及策划组织的主题教育和社团活动中，陶冶学生的情操，提升对美术文化的热爱，体现知识学习、

能力发展与品德养成的有机结合；

C2-2：具有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立体育人观念，掌握综合育人的思想、方法和

途径，将劳动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能够利用美术教育的直观性特征，将美术文化融入学

校文化及校园活动中，促进校园文化繁荣，实现学生全面发展。

4. 学会发展（D）

D1. 学会反思

D1-1：了解终身学习和教师专业发展相关理论，认同终身学习的理念，具有自主通过观察、阅

读、实践手段获取知识，提升自身理论素养与美术实践水平的能力；能够及时了解美术学科及美术

教育学研究的新进展与动态，依据时代和美术教育发展需求主动制定、调整学习和职业发展规划；

D1-2：理解教育反思的价值与意义，具备从学科理解、课程教学、学生状况不同角度进行自我

评价、自我纠错的反思能力和习惯；具有通过独立思考判断和批判性的分析，发现美术教学中的问

题，并有效解决美术教学中所有问题的能力，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解决教育教学实践问题的能力。

D2. 沟通合作

D2-1：理解学习共同体在美术学习中的价值意义、途径与方法，能够在积极承担团队中的不同

角色，具有团队协作精神；

D2-2：具备与教育界同行或社会群体进行创作交流，有效沟通美术知识及教学相关问题的能力；

掌握沟通合作技能，具备与学校领导、同事、学生及社区沟通交流的知识与能力。

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目标 5

A1. 师德规范 H L M L M

A2. 教育情怀 H L M L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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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学科素养 L H H M M

B2. 教学能力 L M H M H

C1. 班级指导 M L H L H

C2. 综合育人 M L H L H

D1. 学会反思 L M M H M

D2. 沟通合作 L M M H H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四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计划总学时为 2516 学时、实践教学

40周，总学分为 166学分。允许学生在 3～8 内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

位授予条件者，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美术学、教育学。

主要课程：设计基础、国画基础、油画基础、书法基础、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艺术学概

论、素描人物、油画人物、油画风景、工笔画基础、写意画基础、山水画基础、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教育学概论、美术课程与教学论、美术课程标准及教材研究等。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本专业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及主要专业实验包括劳动教育与实践、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教育

研习、美术微格教学训练、美术课程设计与开发、第二课堂、专业写生、毕业论文、毕业创作等。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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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
政治
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分
为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门中
选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
据《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
干意见》（教社科〔2018〕
1号）、《新时代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
本要求》（教社科〔2018〕
2号）、《教育部办公厅关
于在思政课中加强以党
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教
育的通知》、教育部《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
学审核评估实施方
（2021—2025年）》（教督
〔2021〕1号）等文件精
神开课，包括“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
好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Theori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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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大学
外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
学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
《大学俄语》《大学日语》
《大学韩国语》《大学西
班牙语》中任意一种语言
模块课程。具体课程名
称、课程号依学生选修
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
对未达到《大学英语教学
指南》（2020版）基础目
标的学生继续开设《大学
英语（四）》，对已达到较
高水平的学生，根据各学
院、专业发展要求和学生
多元需求开设《高级英
语》、《专门用途英语》和
《跨文化交际》等课程，
供学生选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
开课。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
“公共体育”课程，每一
学年学生须在篮球、排
球、足球、太极拳、网球、
健身田径、软式排球、健
美操、武术、乒乓球、拳
击、散打、羽毛球、垒球
体育舞蹈、体育游戏等项
目中选择一项不同运动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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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项目作为学习内容，满足
掌握 2项运动健身技能的
要求。
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
为实践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
咨询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 学分，其中军事技
能训练 1 学分为实践教
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
教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
学院授课，第二学期在西
校区学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
学期第 1-2 周，不计入总
学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
课。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16 1 一 考查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
心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16 1 六 考查

合计 40 28 12 704 488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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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本专业学生通识教育选

修课程需选 6学分。包括：

1.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

自然科学课程中任选 2
门，共 4学分（推荐选择

“大学语文”）。
2.创新创业模块中“创新

基础”（3101222201）、“创
业基础”（3101242202）为

限选课程，两门课程各 1
学分，所有专业学生均需

修读。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信息、
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创新创业教育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教师教育 主要涵盖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教育技术等的通识教育课程

学分合计：46，其中理论学分：34、实践学分：12；学时合计：800、其中理论学时：584、实践学时：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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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0812112201 美术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Fine Arts 1 1 0 16 14 2 2 一 考查

0812112202 素描基础
Sketch Basics 2 0.5 1.5 48 8 40 12 一 考查

0812112203 色彩基础
Color Basics 2 0.5 1.5 48 8 40 12 一 考查

0812122204 设计基础
Basics of Design 2 0.5 1.5 48 8 40 12 二 考查

0812122205 国画基础
Chinese painting Basics 2 0.5 1.5 48 8 40 12 二 考查

0812122206 油画基础
Oil Painting Basics 2 0.5 1.5 48 8 40 12 二 考查

0812112207 书法基础
Calligraphy Basics 3 1 2 72 12 60 12 一 考查

0812122208 手工艺
Handicraft Art 1.5 0.5 1 36 10 26 12 二 考查

0812112209 透视与解剖
Study of Perspective and Anatomy 2 1.5 0.5 36 30 6 3 一 考查

0812122210 色彩与构图
Color Science and Composition Science 2 1.5 0.5 36 30 6 3 二 考查

0812122211 板绘设计
Board Drawing Design 1.5 0.5 1 36 10 26 12 二 考查

0812142212 艺术学概论
Overview of Art 2 2 0 32 30 2 2 四 考试

小计 23 10.5 12.5 504 176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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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0812222201 中国美术史
Chinese Art History 2 2 0 32 30 2 2 二 考试

0812232202 外国美术史
Foreign Art History 2 2 0 32 30 2 2 三 考试

0812242203 中国民间美术
Chinese Folk Arts 1.5 1 0.5 32 22 10 2 四 考查

0812232204 素描人物
Sketch Character 3 1 2 60 10 50 12 三 考查

0812232205 油画人物（一）
Oil Painting CharacterⅠ 2 0.5 1.5 48 8 40 12 三 考查

0812242206 油画风景
Oil Painting Scenery 2 0.5 1.5 48 8 40 12 四 考查

0812232207
工笔画基础

Traditional Chinese Realistic Painting
Basics

2 0.5 1.5 48 8 40 12 三 考查

0812242208 写意画基础
Freehand Brush Work Basics 2 0.5 1.5 48 8 40 12 四 考查

0812242209 山水画基础
Landscape Painting Basics 2 0.5 1.5 48 8 40 12 四 考查

小计 18.5 8.5 10 396 132 264

合计 41.5 19 22.5 900 308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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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

修

模块一

0813342201 版画基础
Prints Basis 1.5 0.5 1 36 10 26 12 四 考查

本专业学生需在模块一中选
修 5 学分；在模块二或模块
三中任选一模块，计 14.5学
分；共计 19.5学分。

0813332202 水彩画技法
Watercolor Technique 2 0.5 1.5 48 8 40 12 三 考查

0813332203 陶艺基础
Ceramic Basics 2 0.5 1.5 48 8 40 12 三 考查

0813342204 雕塑基础
Sculpture Basics 1.5 0.5 1 36 10 26 12 四 考查

0813342205 篆刻
Seal Cutting 1.5 0.5 1 36 10 26 12 四 考查

0813342206
综合材料技法与创作

Comprehensive Material Technique and
Creation

1.5 0.5 1 36 10 26 12 四 考查

小计 5 1.5 3.5 120 28 92

模块二

0813152201 线性素描
Linear Sketch 2 0.5 1.5 48 8 40 12 五 考查

0813152202 工笔人物
Traditional Chinese Realistic Painting Figures 3 1 2 60 10 50 12 五 考查

0813152203
意笔人物

Freehand Brushwork in Traditional Chinese
Figures

2 0.5 1.5 48 8 40 12 五 考查

0813172204 人物画创作
Figure Painting Creation 2 0.5 1.5 48 8 40 12 七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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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

修

模块二

0813172205 花鸟画创作
Flower and Bird Painting Creation 2 0.5 1.5 48 8 40 12 七 考查

0813172206 山水画创作
Landscape Painting Creation 2 0.5 1.5 48 8 40 12 七 考查

0813172207 重彩画技法
Heavy Color Painting Technique 1.5 0.5 1 10 26 12 七 考查

小计 14.5 4 10.5 336 60 276

模块三

0813152208 素描全身像
Full Body Sketch 2 0.5 1.5 48 8 40 12 五 考查

0813152209 素描人体
Human Body Sketch 2 0.5 1.5 48 8 40 12 五 考查

0813152210 油画人物（二）
Oil Painting CharacterⅡ 3 1 2 60 10 50 12 五 考查

0813152211 油画静物创作
Oil Painting Still Life Creation 2 0.5 1.5 48 8 40 12 七 考查

0813172212 油画风景创作
Oil Painting Creation Scenery 2 0.5 1.5 48 8 40 12 七 考查

0813172213 油画人物创作
Oil Painting Character Creation 2 0.5 1.5 48 8 40 12 七 考查

0813172214 油画古典技法
Classical Technique of Oil Painting 1.5 0.5 1 36 10 26 12 七 考查

小计 14.5 4 10.5 336 60 276

（学生应修学分、学时）合计 19.5 5.5 14 456 88 36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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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教师

教育

课程

必修

0402232201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Developmental and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 2 32 32 2 三 考试

1. 本专业学生需在必修课

程模块修读 14学分，在选修

课程模块选修 4学分。

2. 现代教育技术开课学期按

文理科学院分别设在第三、

四学期。

0402232202 教育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402242204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Occupational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1 1 16 16 1 四 考试

0402242207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Mental Health and Moral Education 1 1 16 16 1 四 考试

1602232204 现代教育技术
Modern Teaching Technology 2 1.5 0.5 40 24 16 2 三/四 考试

0403342201 班主任工作
Class Management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812152216
信息技术美术教学应用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Art
Teaching

1 1 32 32 2 五 考查

0812142217 美术课程与教学论

Art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Theory
2 2 32 28 4 2 四 考查

0812152218
美术课程标准及教材研究

Research on Standard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for Fine Arts Courses

1 1 16 16 2 五 考查

小计 14 12.5 1.5 248 196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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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教师

教育

课程

选修

模块一

040335220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Education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1 1 16 16 1 五 考试

本专业学生须在教师教育课

程选修课程模块一中选修 2
学分；模块二中选修 2 学分，

共计 4 学分。

0402242208 教育公共政策
Public Policy on Education

1 1 16 16 1 五/六 考试

0402242209 家庭教育学
Family Pedagogy

1 1 16 16 1 五/六 考试

0813272201

中学美术教育职业规划
Vocational Planning of Art Education in

Middle School
2 2 32 28 4 2 七 考查

模块二

0813272202 设计鉴赏与教学
Design Appreciation and Teaching 1 1 24 16 8 2 七 考查

0813272203 美术鉴赏与教学
Art Appreciation and Teaching 1 1 24 16 8 2 七 考查

0813272204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Literature Search and Thesis Writing 1 1 24 16 8 2 七 考查

小计 4 4 80 64 16

合计 18 16.5 1.5 328 260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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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081425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考查

1. “劳动教育与实践”结合

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开设，不

少于 32学时。第五学期末考

察合格获得相应学分，考查

要求参考本专业课程标准。

2.“美术课程设计与开发”为

项目化课程，设学期，不设

学时。学期初讲授、下达任

务，其间定期辅导。第二、

三、五、七学期末考查合格

获得相应学分，考查要求参

考本专业课程标准。

0814242202 教育见习（一）

Educational ProbationⅠ 1 1 1周 四 考查

0814252203 教育见习（二）

Educational ProbationⅡ 1 1 1周 五 考查

0814272204 美术微格教学训练
Art Micro-teaching Training 2 2 2周 七 考查

小计 5 5
32+
4周

专业

实践

0814252205 专业写生
Professional Sketching 3 3 4周 五 考查

0814222206 美术课程设计与开发（一）

Design andDevelopment of FineArts CourseⅠ 1 1 二 考查

0814232207 美术课程设计与开发（二）

Design andDevelopment of FineArts CourseⅡ 1 1 三 考查

0814252208 美术课程设计与开发（三）

Design andDevelopment of FineArts CourseⅢ 1 1 五 考查

0814272209 美术课程设计与开发（四）

Design andDevelopment of FineArts CourseⅣ 1 1 七 考查

小计 7 7 4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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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

践

教

学

综合

实践

0814262210 教育实习
Educational Practice 8 8 12周 六

考查

第二课堂活动成果在第八学

期末可认定学分，最高可认

定为 3学分。（在省级以上期

刊发表学术或教研论文、参

加省级学科竞赛获得三等奖

以上者，即可认定学分，具

体学分认定标准参照创新创

业学院的文件规定执行。）

0814262211 教育研习
Educational Internship 4 4 6周 六 考查

0814282213 毕业论文
Graduation Thesis 6 6 6周 考查

0814282214 毕业创作
Graduation Creation 6 6 6周 八 考查

0814282215 艺术考察
Investigation of Graduation 2 2 2周 八 考查

0814282216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3 八 考查

小计 29 27 32周

合计 41 41
32+
40周

32

总计 166 75 91 2516 1240 1276

注：改革课程考核方式，推行全过程学业评价，科学合理测评学生学习效果，原则上期末考试成绩权重不超过 50%

八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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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1：能够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深刻领会并认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理论，积极

投身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3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考试

形势与政策 0.2 考查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 考试

“四史”教育 0.1 考查

A1-2：以立德树人为己任，遵守中

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依法执教，

认真履行教师教育的责任和义务，

立志成为思想品德高尚、教育信仰

坚定、知识学识扎实的“四有”好教

师。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3 考试

思想道德与法治 0.3 考试

教育学概论 0.2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0.1 考试

“四史”教育 0.1 考查

A2-1：热爱美术教师职业，认同美

术学科的社会价值及社会意义；有

甘于奉献的教育理想，对待教师工

作有事业心、责任心，将教师职业

作为自身职业生涯的第一选择。

美术学导论 0.3 考查

美术课程与教学论 0.2 考查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2 考试

教育学概论 0.2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0.1 考试

A2-2：具有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

尊重中学生身心发展和养成规律，

保护学生的创造性，维护学生学习

和发展的权利；富有爱心、责任心，

工作细心、耐心，做学生锤炼品格、

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

领路人。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3 考试

美术课程与教学论 0.2 考查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0.3 考试

形势与政策 0.1 考查

“四史”教育 0.1 考查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756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1-1：系统掌握美术学科基础知识

和原理，领会美术学各领域学科内

涵、知识理论和思维模式；能结合

美术史知识和美学知识，分析和探

讨生活中常见的艺术问题，拥有良

好、健康的审美修养。

美术学导论 0.1 考查

艺术学概论 0.3 考试

设计基础 0.2 考试

书法基础 0.2 考试

透视与解剖 0.1 考查

色彩与构图 0.1 考查

B1-2：能够综合运用美术造型理论

与技术手段解决具体实践问题，较

系统地掌握一种绘画形式、了解常

见画种和表现技法，具备运用绘画

媒材和其他艺术手段表达创作意

图，完成美术创作的能力。

油画人物、油画风景 0.2 考查

工笔画基础、写意画基础 0.2 考查

素描人物 0.2 考查

素描基础、色彩基础 0.1 考查

油画基础、国画基础 0.1 考查

毕业创作 0.2 考查

B1-3：能够整合美术学科内部知

识，构建美术与思政、文学、历史、

地理及科学之间的联系；具有开阔

的学科视野、良好的写作能力和独

立思考、勇于探究的科学素养。

艺术学概论 0.3 考试

美术学导论 0.1 考查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 考试

大学外语 0.2 考试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0.2 考查

B1-4：理解美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

密切联系，领会美术历史的思想演

变、风格流派特征以及历代名作的

形式语言、形成背景及文化动因；

领会美术在文化传承方面的价值，

认识到民间美术资源在教学中应

用的独特价值和文化意义。

中国美术史 0.2 考试

外国美术史 0.2 考试

中国民间美术 0.3 考查

手工艺 0.1 考查

艺术考察 0.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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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2-1：能够领会和把握美术课程标

准和中学美术教材，基于学生的身

心发展特点和认知规律，按照美术

学科认知特点进行美术课程教学

的计划与准备、教学过程的组织与

管理、教学效果的评估与判断。

美术课程标准及教材研究 0.2 考查

美术课程与教学论 0.2 考试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2 考试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0.1 考查

教育见习、实习、研习 0.3 考查

B2-2：了解一般性信息技术常识，

能够独立运用信息技术获取美术

学科相关信息，通过网络平台进行

有效学习沟通与合作；能够依据具

体的美术教学任务，选用适当的信

息手段完成课程设计、课件制作与

在线课程建设。

信息技术美术教学应用 0.3 考查

美术课程设计与开发 0.3 考查

美术微格教学训练 0.2 考查

现代教育技术 0.2 考查

B2-3：具备扎实的美术鉴赏能力、

美术创作能力和美术综合实践能

力，能够胜任中学美术教学中多元

化课程内容的教学和课外活动辅

导任务；能够利用区域美术资源进

行教学设计与课程资源开发。

油画人物、油画风景 0.2 考查

工笔画基础、写意画基础 0.2 考查

素描人物 0.1 考查

中国民间美术 0.3 考查

山水画基础、专业写生 0.2 考查

B2-4：掌握美术学科的基本研究方

法及美术教育研究方法，能够整合

美术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具

有一定的美术教育教学研究能力。

教育学概论 0.2 考试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1 考试

中国美术史 0.1 考试

外国美术史 0.1 考试

美术课程与教学论 0.2 考查

毕业论文 0.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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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C1-1：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掌

握中学德育工作的基本原理和方

法，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掌

握班级指导技能与方法，有效解决

班级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有效

管理班级的学习和生活，能够胜任

班主任工作。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0.2 考试

班主任工作 0.3 考试

教育见习、实习、研习 0.4 考查

思想道德与法治 0.1 考试

C1-2：了解中学生发展阶段特点与

成长规律，能够科学地对学生做综

合素质评价，帮助学生做合理的生

涯规划；具备将德育与心理健康教

育融入班级管理和指导学生过程的

能力，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能够与学生及家长实现有效地沟

通，通过促进学校与家庭之间的协

同合作，引导学生健康发展。

教育见习、实习、研习 0.5 考查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0.2 考试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2 考试

班主任工作 0.1 考试

C2-1：能够充分理解美术学科在学

生健康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

的特殊价值；能够在美术教学及策

划组织的主题教育和社团活动中，

陶冶学生的情操，提升对美术文化

的热爱，体现知识学习、能力发展

与品德养成的有机结合。

美术课程设计与开发 0.4 考查

艺术学概论 0.1 考试

教育见习、实习、研习 0.3 考查

思想道德与法治 0.1 考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 考试

C2-2：具有全员育人、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的立体育人观念，掌握

综合育人的思想、方法和途径，将

劳动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

程；能够利用美术教育的直观性特

征，将美术文化融入学校文化及校

园活动中，促进校园文化繁荣，实

现学生全面发展。

美术课程与教学论 0.2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 0.2 考查

教育见习、实习、研习 0.3 考查

专业写生 0.1 考查

板绘设计 0.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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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D1-1：了解终身学习和教师专业发

展相关理论，认同终身学习的理

念，具有自主通过观察、阅读、实

践手段获取知识，提升自身理论素

养与美术实践水平的能力；能够及

时了解美术学科及美术教育学研

究的新进展与动态，依据时代和美

术教育发展需求主动制定、调整学

习和职业发展规划。

毕业创作 0.2 考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3 考试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

指导
0.3 考查

毕业论文 0.2 考查

D1-2：理解教育反思的价值与意

义，具备从学科理解、课程教学、

学生状况不同角度进行自我评价、

自我纠错的反思能力和习惯；具有

通过独立思考判断和批判性的分

析，发现美术教学中的问题，并有

效解决美术教学中所有问题的能

力，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解决教育

教学实践问题的能力。

教育学概论 0.1 考试

教育见习、实习、研习 0.3 考查

美术微格教学训练 0.2 考查

美术课程与教学论 0.2 考查

美术课程标准及教材研究 0.2 考查

D2-1：理解学习共同体在美术学习

中的价值意义、途径与方法，能够

在积极承担团队中的不同角色，具

有团队协作精神。

第二课堂 0.2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 0.2 考查

艺术考察 0.1 考查

专业写生 0.1 考查

美术课程设计与开发 0.4 考查

D2-2：具备与教育界同行或社会群

体进行创作交流，有效沟通美术知

识及教学相关问题的能力；掌握沟

通合作技能，具备与学校领导、同

事、学生及社区沟通交流的知识与

能力。

教育实习、研习 0.4 考查

第二课堂 0.2 考查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
0.1 考查

美术课程设计与开发 0.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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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0812112201 美术学导论

0812112202 素描基础

0812112203 色彩基础 素描基础

0812122204 设计基础 素描基础、色彩基础

0812122205 国画基础 素描基础、色彩基础

0812122206 油画基础 素描基础、色彩基础

0812112207 书法基础

0812122208 手工艺

0812112209 透视与解剖

0812122210 色彩与构图 透视与解剖

0812122211 板绘设计 设计基础

0812142212 艺术学概论 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

专业

核心

课程

0812222201 中国美术史

0812232202 外国美术史

0812242203 中国民间美术 手工艺、中国美术史

0812232204 素描人物 素描基础

0812232205 油画人物（一） 油画基础

0812242206 油画风景 油画基础

0812232207 工笔画基础 国画基础

0812242208 写意画基础 国画基础

0812242209 山水画基础 国画基础

专业

选修

课程

模

块

一

0813342201 版画基础 设计基础

0813332202 水彩画技法 色彩基础

0813332203 陶艺基础 设计基础

0813342204 雕塑基础 素描基础

0813342205 篆刻 书法基础

0813342206 综合材料技法与创作 国画基础、油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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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模

块

二

0813152201 线性素描 素描基础

0813152202 工笔人物 工笔画基础

0813152203 意笔人物 写意画基础

0813172204 人物画创作 国画基础

0813172205 花鸟画创作 国画基础

0813172206 山水画创作 山水画基础

0813172207 重彩画技法 国画基础

模

块

三

0813152208 素描全身像 素描人物

0813152209 素描人体 素描人物

0813152210 油画人物（二） 油画人物（一）

0813172211 油画静物创作 油画基础

0813172212 油画风景创作 油画风景

0813172213 油画人物创作 油画人物（一、二）

0813172214 油画古典技法 油画基础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必修

课程

0402231801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402231802 教育学概论

0402241804 教师职业道德

与专业发展
教育学概论

0402241807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1602231804 现代教育技术

0403341801 班主任工作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812152216 信息技术美术教学应用 现代教育技术

0812142217 美术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概论

0812152218 美术课程标准

及教材研究
美术课程与教学论

选修

课程

模

块

一

040335180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教育学概论

0402241808 教育公共政策 教育学概论

0402241809 家庭教育学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813272201 中学美术教育职业规划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模

块

二

0813272202 设计鉴赏与教学 设计基础

0813272203 美术鉴赏与教学 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

0813272204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762

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704 40
（含实践 12） 24.1%（7.2%）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96 6 3.6%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504 23
（含实践 12.5） 13.9%（7.5%）

专业核心课程 396 18.5
（含实践 10） 11.1%（6.0%）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456 19.5
（含实践 14） 11.7%（8.4%）

教师

教育

课程

必修课程 248 14
（含实践 1.5） 8.4%（0.9%）

选修课程 80 4 2.4%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216 12
非独立

设课实

践学分

比例
30.1% 54.8

%

专业教育课程实践 1028 38

基础实践 32+4周 5 独立设

课实践

学分比

例
24.7%

专业实践 4周 7

综合实践 32周 29

合计 2516+40周 166 100%

九、其他说明

1．通识教育必修课程中包括理论课堂教学 472学时，实践教学 232学时，不含军事技能训练 2

周。

2．实践教学选修课中，“学科竞赛”所要求的“省级以上期刊”“省级学科竞赛”的认定范围参

考学校科研管理条例，由学生提供支撑材料并提交美术系主任，汇总后由学院教授委员后审核通过

后可认定学分。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3.5 24.5 25.5 29 16 15 15.5 17 166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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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calligraphy
（专业代码：130405T）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面向国家及区域改革发展与新时代书法专业人才需求，立足山东、侧重鲁西、辐射中原，

培养有理想有信念，有正确的人生观，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意识；能够适应新时代文化语境，

系统掌握书法学科的基础知识、技能和理论；具有较强审美鉴赏能力、书法创作能力、书法应用能

力；能够从事书法创作、书法教育、书法文化传承、书法资源保护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业

人才。

预期书法学专业学生在毕业后五年左右能够达到如下 4个目标：

目标 1：政治思想坚定，职业道德高尚，热爱书法事业，深刻理解书法文化内涵，具有坚定的

文化信念和艺术情怀，树立文化自信。

目标 2：能综合运用书法学科知识和实践技能实现有效的书法活动；拥有良好的文化艺术理论

素养，具有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滋养和卓越的前沿创新能力。

目标 3：具有问题意识、批判性思维和沟通能力，紧跟本专业及相关学科的国内外发展动态，

形成反思能力和科研能力，实现专业发展。

目标 4：能够整合书法知识和美育理念，富有创意地组织、策划校内外艺术实践活动，从事书

法美育、书法资源保护与研发、书法传播与交流等方面工作，促进社区艺术活动开展，在服务社区

乡村文化建设方面发挥辐射引领作用。

（二）毕业要求

1. 职业道德（A）

A1. 职业规范

A1-1：能够认真贯彻党的政策方针，深刻领会并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理论，

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A1-2：树立正确的“三观”，技进于道，道器合一，书如其人，人品即书品；有良好职业道德、

有甘于奉献的精神和对待工作的高度责任心。

A2. 职业情怀

A2-1：热爱书法专业相关工作，认同书法艺术创作、传承与传播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

A2-2: 具有良好审美意识，有发现美、鉴赏美的能力；具有较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求真的艺术精

神，尊重书法专业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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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会应用（B）

B1. 知识融合

B1-1：系统掌握书法学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领会书法学的学科内涵、知识理论、思维模式及

技能方法；能结合书法史知识和艺术学知识，分析和探讨生活中常见的艺术问题，拥有良好、健康

的审美修养。

B1-2：理解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与文学、历史、哲学及艺术学其他领域的关系，

具有开阔的学科视野。

B2. 技术融合

B2-1：掌握各种书体的临习与创作要领，并能准确表述；知识理论与实践探索融会贯通，能够

综合应用于书法作品创作中；能独立分析和解决书法专业领域较简单的实际问题。

B2-2：能单独完成专业创作方案的制订和实施，具有一定的书法创作能力和实践技能；掌握以

书法艺术实践为中心，表达创作意图的其他综合能力。

B3. 实践融合

B3-1：掌握书法实践活动的方法，能开展书法艺术研究和开发工作，具备一定的实践思维和探

索创新能力。

B3-2：能够应用书法学的专业知识和理论，并通过文献研究以识别、表达和分析问题，能进行

书法学研究并掌握相关研究报告、论文撰写的基本规范。

3. 学会发展（C）

C1. 自主学习

C1-1：能够自主学习书法及相关领域新知识，了解前沿动态发展情况；了解文化艺术的时代特

征与时代要求，并据此不断总结、学习，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

C1-2：准确定位，深入学习传统文化艺术相关领域知识，并不断拓宽知识领域，根据职业特点

和社会发展调控发展方向，确定个人学术研究方向与艺术创作方向。

C2.交流合作

C2-1：广泛开展文化艺术领域交流，坚持先进的文化艺术前进方向，秉承有容乃大、百花齐放

的艺术创作与艺术交流理念。

C2-2：吸收并借鉴同行业发展经验，积极参与多维度、多层次、多领域开展国内外艺术合作与

交流；积极参与专业展赛，有良好艺术视野。

4. 服务创新（D）

D1. 服务社会

D1-1：运用个人所掌握知识与技能开展地域性服务项目，应社会需求开展文化艺术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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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2：传播正能量，弘扬传统文化精神，坚持新时代艺术发展观，以高质量、高效率的艺术创

作和艺术研究丰富人民文化生活。

D2. 创新发展

D2-1：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弘扬传统、拓展传统，在传统基础上积极创新，开展符合时代文

化艺术发展需求的专业创新活动。

D2-2：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积极适应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应对现实社会和未来发展对书法

文化的新需求。

表 1 学生毕业要求对本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A1.职业规范 H H M L

A2.职业情怀 H M M L

B1.知识融合 M H M L

B2.技术融合 M M H M

B3.实践融合 L M M H

C1.自主学习 M M H L

C2.交流合作 L M M M

D1.服务社会 H M H H

D2.创新发展 M M L L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四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计划总学时为 2496 学时+33 周，总学

分为 162 学分。允许学生在 3～8 内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

者，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书法学、艺术学。

主要课程：篆书临摹与创作、隶书临摹与创作、楷书技法、楷书创作、行书临摹与创作、草书

临摹与创作、书法创作、篆刻技法、篆刻创作、中国书法史、古代书论、艺术概论、碑帖学及鉴定

收藏、艺术美学、古文字学、中国篆刻史、书法美学、文化遗产保护学、中国美术简史、外国美术

简史等。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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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书法主题展览、文物考察、专业实习、毕业论文、毕业创作、

第二课堂、社会实践等。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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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
政治
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分
为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门中
选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
据《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
干意见》（教社科〔2018〕
1号）、《新时代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
本要求》（教社科〔2018〕
2号）、《教育部办公厅关
于在思政课中加强以党
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教
育的通知》、教育部《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
学审核评估实施方
（2021—2025年）》（教督
〔2021〕1号）等文件精
神开课，包括“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
好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Theori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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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大学
外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
学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
《大学俄语》《大学日语》
《大学韩国语》《大学西
班牙语》中任意一种语言
模块课程。具体课程名
称、课程号依学生选修
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
对未达到《大学英语教学
指南》（2020版）基础目
标的学生继续开设《大学
英语（四）》，对已达到较
高水平的学生，根据各学
院、专业发展要求和学生
多元需求开设《高级英
语》、《专门用途英语》和
《跨文化交际》等课程，
供学生选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
开课。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
“公共体育”课程，每一
学年学生须在篮球、排
球、足球、太极拳、网球、
健身田径、软式排球、健
美操、武术、乒乓球、拳
击、散打、羽毛球、垒球
体育舞蹈、体育游戏等项
目中选择一项不同运动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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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项目作为学习内容，满足
掌握 2项运动健身技能的
要求。
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
为实践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
咨询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 学分，其中军事技
能训练 1 学分为实践教
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
教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
学院授课，第二学期在西
校区学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
学期第 1-2 周，不计入总
学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
课。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16 1 一 考查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
心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16 1 六 考查

合计 40 28 12 704 488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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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书法学专业需在人文科
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任选 2门，共 4学分。要
求必须选修一门《大学语
文》
创新创业模块中“创新基

础”（3101222201）“创业

基础”（3101242202）为限

选课程，两门课程各 1学
分，所有专业学生均需修

读。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信息、
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创新创业教育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教师教育 主要涵盖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教育技术等的通识教育课程

学分合计：46，其中理论学分：34、实践学分：12；学时合计：800、其中理论学时：584、实践学时：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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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业

教育

课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0832112201
新生研讨课

New Students Seminar
1 1 0 16 16 0 4 一 考查

0832112202
艺术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Art
2 2 0 32 32 0 4 一 考试

0832122203
古代汉语

Ancient Chinese
2 2 0 32 32 0 4 二 考查

0832122204
中国书法史

Histo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2 2 0 32 32 0 4 二 考查

0832132205
碑帖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rubbings
2 2 0 32 32 0 4 三 考查

0832142206
艺术美学

Artistic aesthetics
2 2 0 32 32 0 4 四 考试

0832112207
篆刻技法

Seal Cutting basis
2 1 1 48 16 32 12 一 考查

0832122208
篆刻创作

The creation of the Seal cutting
3 1 2 56 16 40 12 二 考查

小计 16 13 3 280 208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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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业

教育

课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0832242201
中国美术简史

Chinese art history
2 2 0 32 32 0 4 四 考试

0832252202
外国美术简史

Foreign art history
2 2 0 32 32 0 4 五 考查

0832212203
篆书临摹与创作

Copy and creation of seal script
5 3 2 108 48 60 12 一 考查

0832222204
隶书临摹与创作

Copy and creation of official script
6 3 3 132 48 84 12 二 考查

0832232205
行书临摹与创作

The copying and creation of running script
6 3 3 132 48 84 12 三 考查

0832242206
草书临摹与创作

Copy and creation of cursive script
6 2 4 144 32 112 12 四 考查

0832252207
楷书临摹

Regular script copy
6 3 3 132 48 84 12 五 考查

0832262208
楷书创作

The creation of regular script
6 3 3 132 48 84 12 六 考查

0832272209
书法创作

The creation of calligraphy
6 3 3 132 48 84 12 七 考查

小计 45 24 21 976 384 592

合计 61 37 24 1256 592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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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业

教育

课程

选修

模块一

0833232201 刻字（一）
Lettering（Ⅰ）

2 1 1 48 16 32 12 三 考查

学生需在模块一中选修两门
技法课和两门理论课程，共
计选修 4 门课程 8 学分；在
模块二、模块三中任选一模
块选修 13 学分，共计 21 学
分。

0833242202 刻字（二）
Lettering（Ⅱ）

2 1 1 48 16 32 12 四 考查

0833232203 线描
Line drawing 2 1 1 48 16 32 12 三 考查

0833242204 工笔花鸟
Fine brush flower and bird painting 2 1 1 48 16 32 12 四 考查

0833262205 中国文学简史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 2 0 28 28 0 2 六 考查

0833272206
书画鉴定与收藏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ppraisal And
collection

2 2 0 28 28 0 4 七 考查

0833262207 美术课程与教学论
Art curriculum and Pedagogy 2 2 0 28 28 0 2 六 考查

0833262208 中国书法批评
Histo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criticism 2 2 0 28 28 0 2 六 考查

（学生应修学分、学时）小计 8 6 2 152 88 64

模块二

0833232209 文化遗产保护学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tudies 2 2 0 32 32 0 4 三 考查

0833252210 古代书论
Ancient calligraphy theory 2 2 0 32 32 0 4 五 考查

0833252211 古文字学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 2 2 0 32 32 0 4 五 考查

0833252212 写意花鸟
Flower-Bird painting 2 1 1 48 16 32 12 五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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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业

教育

课程

选修

模块二

0833262213 写意山水
Mountain-water Painting 2 1 1 48 16 32 12 六 考查

0833272214 中国画写生与创作
Extraterritorial Law Research Book Overview 3 2 1 64 32 32 12 七 考查

小计 13 10 3 256 160 96

模块三

0833232215 书画名作欣赏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ppraisal 2 2 0 32 32 0 4 三 考查

0833252216 中国画论
Chinese painting theory 2 2 0 32 32 0 4 五 考查

0833252217 汉字艺术
Chinese character art 2 2 0 32 32 0 4 五 考查

0833252218 花鸟写生与创作
Painting and creation of flowers and birds 2 1 1 48 16 32 12 五 考查

0833262219 山水写生与创作
Landscape painting and creation 2 1 1 48 16 32 12 六 考查

0833272214 中国画写生与创作
Extraterritorial Law Research Book Overview 3 2 1 64 32 32 12 七 考查

小计 13 10 3 256 160 96

合计 21 16 5 408 248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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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践

教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083427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七

劳动教育与实践，各专业根
据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开设，
不少于 32学时。

0834232202 文物考察（一）
Cultural Relics Survey（Ⅰ）

1 1 1周 三 考查

0834252203
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

Investigation and Practi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1 1 1周 五 考查

0834262204 文物考察（二）
Cultural relics survey（Ⅱ）

1 1 1周 六 考查

小计 4
32+3
周

专业

实践

0834232205 书法主题展览（一）
Education in Labor（Ⅰ）

1 1 1周 三 考查

0834242206 书法主题展览（二）
Education in Labor（Ⅱ）

1 1 1周 四 考查

0834252207 书法主题展览（三）
Education in Labor（Ⅲ）

1 1 1周 五 考查

0834262208 书法主题展览（四）
Education in Labor（Ⅲ）

1 1 1周 六 考查

专业

实践

0834282209 专业实习
Professional Practice 4 1 4周 八 考查

小计 8 8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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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践

教学
必修

综合

实践

0834282210 毕业论文
Thesis 10 10 10周 八

0834282211 毕业创作
Graduation creation 8 8 8周 八

0834282212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3 3周 八

0834272213
学生创新创业实践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 Eurship
Practice of Students

1 1 1周 七

小计 22 22 22周 32

合计 34 34
32+3
3周

32

总计 162 87 75
2496
+33
周

1424 1072

注：改革课程考核方式，推行全过程学业评价，科学合理测评学生学习效果，原则上期末考试成绩权重不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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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1：能够认真贯彻党的政策方
针，深刻领会并认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理论，
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1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0.1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考试

形势与政策 0.1 考查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 考试

中国书法史 0.2 考查

形式与政策（一） 0.1 考查

军事理论与训练 0.1 考查

A1-2：树立正确的“三观”，技
进于道，道器合一，书如其人，
人品即书品；有良好职业道德、
有甘于奉献的精神和对待工作
的高度责任心。

思想道德与法治 0.1 考查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 考试

新生研讨课 0.1 考查

形式与政策（二） 0.1 考试

形式与政策（三） 0.1 考查

形式与政策（四） 0.1 考查

公共体育（一） 0.1 考试

公共体育（二） 0.1 考试

公共体育（三） 0.1 考试

公共体育（四） 0.1 考试

A2-1：热爱书法专业相关工作，
认同书法艺术创作、传承与传播
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

“四史”教育 0.2 考查

大学外语（一） 0.1 考试

大学外语（二） 0.1 考试

大学外语（三） 0.1 考试

大学外语（四） 0.1 考试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考试

书画鉴定与收藏 0.2 考查

A2-2: 具有良好审美意识，有发
现美、鉴赏美的能力；具有较深
厚的人文底蕴和求真的艺术精
神，尊重书法专业发展规律。

中国文学简史 0.2 考查

汉字艺术 0.3 考查

书法创作 0.3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2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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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1-1：系统掌握书法学基础知识
和基本原理，领会书法学的学科
内涵、知识理论、思维模式及技
能方法；能结合书法史知识和艺
术学知识，分析和探讨生活中常
见的艺术问题，拥有良好、健康
的审美修养。

中国书法史 0.5 考查

碑帖学导论 0.2 考查

古代书论 0.2 考查

中国书法批评 0.1 考查

B1-2：理解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
化的重要载体，与文学、历史、
哲学及艺术学其他领域的关系，
具有开阔的学科视野。

古文字学 0.3 考查

艺术美学 0.2 考试

古代汉语 0.1 考试

中国文学简史 0.1 考查

书画鉴定与收藏 0.1 考查

大学语文 0.1 考查

B2-1：掌握各种书体的临习与创
作要领，并能准确表述；知识理
论与实践探索融会贯通，能够综
合应用于书法作品创作中；能独
立分析和解决书法专业领域较
简单的实际问题。

篆书临摹与创作 0.2 考查

隶书临摹与创作 0.2 考查

行书临摹与创作 0.2 考查

草书临摹与创作 0.2 考查

楷书临摹 0.1 考查

篆刻技法 0.1 考查

B2-2：能单独完成专业创作方案
的制订和实施，具有一定的书法
创作能力和实践技能；掌握以书
法艺术实践为中心，表达创作意
图的其他综合能力。

篆书临摹与创作 0.1 考查

隶书临摹与创作 0.1 考查

行书临摹与创作 0.1 考查

草书临摹与创作 0.1 考查

楷书创作 0.1 考查

书法创作 0.3 考查

篆刻创作 0.1 考查

刻字（一）（二） 0.1 考查

B3-1：掌握书法实践活动的方
法，能开展书法艺术研究和开发
工作，具备一定的实践思维和探
索创新能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考试

书法主题展览（一） 0.2 考查

书法主题展览（二） 0.2 考查

书法主题展览（三） 0.2 考查

社会实践 0.2 考查

B3-2：能够应用书法学的专业知
识和理论，并通过文献研究以识
别、表达和分析问题，能进行书
法学研究并掌握相关研究报告、
论文撰写的基本规范。

艺术学概论 0.2 考试

艺术美学 0.2 考试

中国书法批评 0.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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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毕业论文 0.2 考查

书画鉴定与收藏 0.2 考查

C1-1：能够自主学习书法及相关
领域新知识，了解前沿动态发展
情况；了解文化艺术的时代特征
与时代要求，并据此不断总结、
学习，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

书法主题展览 0.2 考查

专业实习 0.4 考查

中国美术简史 0.2 考试

外国美术简史 0.2 考试

C1-2：准确定位，深入学习传统
文化艺术相关领域知识，并不断
拓宽知识领域，根据职业特点和
社会发展调控发展方向，确定个
人学术研究方向与艺术创作方
向。

文化遗产保护学 0.3 考查

文物考察（一） 0.3 考查

文物考察（二） 0.3 考查

非遗实践 0.1 考查

C2-1：广泛开展文化艺术领域交
流，坚持先进的文化艺术前进方
向，秉承有容乃大、百花齐放的
艺术创作与艺术交流理念。

书法主题展览（一） 0.2 考查

书法主题展览（二） 0.2 考查

书法主题展览（三） 0.2 考查

书法主题展览（四） 0.2 考查

毕业创作 0.2 考查

C2-2：吸收并借鉴同行业发展经
验，积极参与多维度、多层次、
多领域开展国内外艺术合作与
交流；积极参与专业展赛，有良
好艺术视野。

社会实践 0.3 考查

毕业论文 0.2 考查

书法竞赛 0.2 考查

毕业创作 0.2 考查

D1-1：运用个人所掌握知识与技
能开展地域性服务项目，应社会
需求开展文化艺术服务活动。

书法主题展览（三） 0.2 考查

书法主题展览（四） 0.2 考查

社会实践 0.3 考查

专业实习 0.3 考查

D1-2：传播正能量，弘扬传统文
化精神，坚持新时代艺术发展
观，以高质量、高效率的艺术创
作和艺术研究丰富人民文化生
活。

书法主题展览（四） 0.3 考查

社会实践 0.3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 0.2 考查

专业实习 0.2 考查

D2-1：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弘
扬传统、拓展传统，在传统基础
上积极创新，开展符合时代文化
艺术发展需求的专业创新活动。

中国书法史 0.2 考查

古代汉语 0.1 考查

古文字学 0.1 考查

中国美术简史 0.1 考查

碑帖学导论 0.1 考查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780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写意山水 0.1 考查

写意花鸟 0.1 考查

书法主题展览（一） 0.2 考查

D2-2：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积
极适应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应
对现实社会和未来发展对书法
文化的新需求。

书法主题展览（三） 0.2 考查

书法主题展览（四） 0.2 考查

毕业论文 0.3 考查

毕业创作 0.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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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0832112201 新生研讨课

0832112202 艺术学概论

0832122203 古代汉语 艺术学概论

0832122204 中国书法史 艺术学概论

0832132205 碑帖学导论 艺术学概论

0832142206 艺术美学 艺术学概论

0832112207 篆刻技法 中国书法史

0832122208 篆刻创作 篆书临摹与创作

专业

核心

课程

0832242201 中国美术简史 中国书法史

0832252202 外国美术简史 中国美术简史

0832212203 篆书临摹与创作

0832222204 隶书临摹与创作 篆书临摹与创作

0832232205 行书临摹与创作 篆、隶书临摹与创作

0832242206 草书临摹与创作 行书临摹与创作

0832252207 楷书临摹
行书临摹与创作、草书

临摹与创作

0832262208 楷书创作 楷书临摹

0832272209 书法创作

篆书临摹与创作、隶书

临摹与创作、行书临摹

与创作、草书临摹与创

作、楷书临摹、楷书创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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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模块

一

0833232201 刻字（一） 艺术美学

0833242202 刻字（二） 中国书法史

0833232203 线描
古代汉语、碑帖学导论、

艺术学概论

0833242204 工笔花鸟 篆书临摹与创作

0833262205 中国文学简史 艺术美学

0833272206 书画鉴定与收藏 中国美术简史

0833262207 美术课程与教学论 中国美术简史

0833262208 中国书法批评 艺术美学

模块

二

0833232209 文化遗产保护学 古代汉语、古文字学

0833252210 古代书论 碑帖学导论

0833252211 古文字学 中国美术史

0833252212 写意花鸟 艺术学概论

0833262213 写意山水 写意花鸟

0833272214 中国画写生与创作 写意山水

模块

三

0833232215 书画名作欣赏 中国书法史

0833252216 中国画论 书画名作欣赏

0833252217 汉字艺术 中国画论

0833252218 花鸟写生与创作 汉字艺术

0833262219 山水写生与创作 花鸟写生与创作

0833272214 中国画写生与创作 山水写生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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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704（含实

践 216）
40（12） 24.69%（含 7.4%）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96 6 3.7%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280（72） 16（3） 9.87%（1.85%）

专业核心课程 976（592） 45（21） 27.78%（12.96%）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408（160） 21（5） 12.96%（3.08%）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216 12 非独立设课

实践学分比

例 25.31%
46.3%

专业教育课程实践 840 29

基础实践 32+3周 4 独立设课实

践学分比例
20.99%

专业实践 8周 8

综合实践 22周 22

合计 2496+33周 162 100%（不含非独立设课

实践学分比例）

九、其他说明

1.本专业学生须修满通识教育课程中的必修课程 40学分和选修课程 6学分，总计 46学分。

2.本专业学生须修满专业教育必修课程，包括专业基础和专业核心课程，总计 61学分。

3.本专业学生须在专业教育选修课程中从专业提高方向、专业应用方向两个方向的课程组中任

选一个课程组修读，需修满 17学分；在专业任选课程中必修满 4学分，总计 21学分。

4.实践教学为本专业学生必修课程，需修满实践教学必修内容，总计 35学分。

5.本专业学生在实践教学选修课中，在省级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参加省级学科竞赛和省级

以上书法展赛，并在其中获得三等奖以上者，可置换同等学分的其他选修课程。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4.5 26.5 25.5 20.5 15 15 10 25 162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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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达设计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专业代码：130502）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面向国家及区域设计艺术改革发展与新时代设计专业人才建设需求，立足山东、侧重鲁

西、辐射中原，培养有理想、有信念，有正确人生观，具有高尚职业道德和设计专业意识；具有一

定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自然科学素养和国际设计文化视野，系统掌握传统平面媒体和现代数字媒

体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符合创新时代需求，富有创新创业精神和设计实践能力，能在专业设计

部门、企事业传媒机构、中等院校等领域从事视觉信息方面的设计、策划、管理及教学等方面工作

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预期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学生在毕业五年后左右达到如下 5 个目标：

目标 1：具备正确的社会历史观和人生价值观。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等基本原理；树立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具有贡献自己的力量于祖国和人类发展的意识和精神，具有良好的道

德意识和健全的法制意识；

目标 2：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情怀。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敏锐的时代意识，及时关注

专业动态发展；具有较好的人文、艺术修养，审美情趣、语言表达能力，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具备

以美育人的实施能力；具有求真务实的科学素质，懂科学，爱科学，追求真理；

目标 3：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及设计实践能力。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

扎实的专业知识，以及专业发展意识和持续发展能力。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现代社会的竞争意识、

价值效益意识、求实创新意识，掌握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能从事本专业至少一个专业

方向的工作；

目标 4：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较强的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熟悉

行业发展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能正确认识视觉传达设计对客观世界社会的影响；

目标 5：具备专业发展意识和持续发展能力。能够对专业发展中的新知识、新思想进行科学合

理的归纳与整理，并将先进的设计理念有效地运用到专业实践之中。能够综合运用多种方法与手段，

分析解决各种设计问题，并以终身学习的态度去适应社会与职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毕业要求

1.职业道德（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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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职业规范

A1-1：基本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A1-2：拥有优良的职业道德品质。

A2. 职业情怀

A2-1：具有为祖国和人类发展贡献自己力量的意识和精神；

A2-2：具备自觉的法律意识、诚信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2.知行统一（B）

B1. 知识整合

B1-1：具备一定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法律等方面的知识，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审美能

力和严谨务实的科学作风；掌握设计史论、设计技法及专业基本理论知识；

B1-2：了解视觉传达设计研究对象的基本特性和国内外设计学界最重要的理论前沿、研究动态

以及基本研究方法；

B1-3：对相关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基本知识有所了解或达到相应的标准。

B2. 技术融合

B2-1：比较系统地掌握一门外语；具备熟练使用计算机设计软件进行设计制作的基本能力，掌

握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知识、方法与工具，能够进行中外文文献检索；

B2-2：熟悉各种设计表现形式的基本技巧和基本方法，掌握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基本原理、设

计规范、设计方法和程序。

B3. 实践能力

B3-1：掌握系统的审美理论知识，具有对视觉传达设计作品、设计现象的鉴赏能力和评判能力；

掌握研究报告、论文撰写等的基本规范；

B3-2：掌握各类视觉传达设计形式的设计表现语言，具有快速的设计草案手绘表现能力和利用

计算机进行辅助设计表现的能力；

B3-3：能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理论和专业设计知识进行视觉传达设计方案的调研、创意及执行

的能力；具备常用材料、 印刷工艺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具有设计项目管理的能力。

3.学会发展（C）

C1. 自主学习

C1-1：主动学习与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相关的前沿知识，掌握专业动态发展情况；

C1-2：准确定位，主动融合前沿问题，扩展学习视野。

C2. 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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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敏锐的时代意识，及时关注学科动态的发展；

C2-2：注重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发展，拓宽视野，准确借鉴。

C3. 反思研究

C3-1：具备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意识，具有自我约束、自我探索和自我建构的能力；

C3-2：学会反思，运用批判性思维分析和解决设计中的问题。

C4. 交流合作

C4-1：与时俱进，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国内外先进的设计理念及其成果；

C4-2：广泛开展专业交流，注重核心技术合作事项的开展。

4.服务创新（D）

D1. 服务社会

具有强烈的服务社会意识、社会责任意识；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设计沟通及学术交流，参与社会

性传播、普及与应用设计知识的能力。

D2. 创新发展

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发展意识；通过专业理论和专业核心课程的学习，具备针对性的专题方

案设计分析与创新设计的能力。

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目标 5

A1. 职业规范 H H M H M

A2. 职业情怀 H M M M M

B1. 知识整合 M H H H H

B2. 技术融合 M H H L H

B3. 实践能力 M H H M H

C1. 自主学习 H H H H H

C2. 国际视野 M H H M L

C3. 反思研究 H H H L H

C4. 交流合作 M H H H M

D1. 服务社会 H H H M H

D2. 创新发展 M H H M H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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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标准学制为四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计划总学时为 2514+31 周学时，总学

分为 161 学分。允许学生在 3～8 年内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

件者，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设计学、艺术学。

主要课程：造型基础、色彩语言、创意形态、视觉表述、数字影像处理、标志设计、海报设计、

包装设计、信息可视化设计、数字影像设计、界面设计、IP 形象设计、品牌策划与管理、品牌形象

设计实训、交互设计、数字媒体专题设计、中国设计史、世界现代设计史、艺术学概论、设计传播

学、广告学原理、设计美学、数字媒体艺术概论、服务设计概论等。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实践课程主要包括军事训练、专业写生、设计实践、毕业实习、毕业考察、毕业创作与毕业论

文等。（具体安排见表 2 中实践教学学时及实践课程栏）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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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
政治
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分
为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门中
选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
据《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
干意见》（教社科〔2018〕
1号）、《新时代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
本要求》（教社科〔2018〕
2号）、《教育部办公厅关
于在思政课中加强以党
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教
育的通知》、教育部《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
学审核评估实施方
（2021—2025年）》（教督
〔2021〕1号）等文件精
神开课，包括“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
好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Theori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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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大学
外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
学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
《大学俄语》《大学日语》
《大学韩国语》《大学西
班牙语》中任意一种语言
模块课程。具体课程名
称、课程号依学生选修
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
对未达到《大学英语教学
指南》（2020版）基础目
标的学生继续开设《大学
英语（四）》，对已达到较
高水平的学生，根据各学
院、专业发展要求和学生
多元需求开设《高级英
语》、《专门用途英语》和
《跨文化交际》等课程，
供学生选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
开课。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
“公共体育”课程，每一
学年学生须在篮球、排
球、足球、太极拳、网球、
健身田径、软式排球、健
美操、武术、乒乓球、拳
击、散打、羽毛球、垒球
体育舞蹈、体育游戏等项
目中选择一项不同运动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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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项目作为学习内容，满足
掌握 2项运动健身技能的
要求。
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
为实践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
咨询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 学分，其中军事技
能训练 1 学分为实践教
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
教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
学院授课，第二学期在西
校区学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
学期第 1-2 周，不计入总
学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
课。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16 1 一 考查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
心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16 1 六 考查

合计 40 28 12 704 488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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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本专业学生通识教育选

修课程需选 6学分。包括：

1.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

自然科学课程中任选 2
门，共 4学分（推荐选择

“大学语文”）。
2.创新创业模块中“创新

基础”（3101222201）、“创
业基础”（3101242202）为

限选课程，两门课程各 1
学分，所有专业学生均需

修读。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信息、
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创新创业教育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教师教育 主要涵盖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教育技术等的通识教育课程

学分合计：46，其中理论学分：34、实践学分：12；学时合计：800、其中理论学时：584、实践学时：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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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0842112201 造型基础
Modelling Foundation 2 1 1 60 22 38 12 一 考查

0842112202 色彩语言
Colour Language 2 1 1 60 22 38 12 一 考查

0842112203 装饰基础
The Foundations of Decoration 2 1 1 48 18 30 12 一 考查

0842112204 中国设计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Design 2 2 28 24 4 2 一 考试

0842112205 新生研讨课
New Students Seminar 1 1 16 14 2 2 一 考查

0822122201 创意形态

Creative Form
2 1 1 60 22 38 12 二 考查

0822122202 视觉表述

Visual Expression
2 1 1 60 22 38 12 二 考查

0822122203
字体与编排设计

Font and Layout Design
2 1 1 48 18 30 12 二 考查

0842122205
世界现代设计史

World History of Modern Design 2 2 32 30 2 2 二 考试

0842122206
艺术学概论

Art Generality
2 2 32 30 2 2 二 考试

小计 19 13 6 444 222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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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0822232201 标志设计
Logo Design 3 1 2 60 16 44 12 三 考查

0822232202 版式设计
Layout Design 2 1 1 48 16 32 12 三 考查

0822232203 出版物设计
Publications Design 3 1 2 60 16 44 12 三 考查

0822232204 设计传播学
Design Communication 2 2 32 30 2 2 三 考试

0822232205 平面设计原理
Principles of Graphic Design 2 1 1 54 16 38 3 三 考试

0822242201 情报设计
Intelligence Design 2 1 1 48 16 32 12 四 考查

0822242202 信息可视化设计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Design 2 1 1 48 16 32 12 四 考查

0822242203 海报设计
Poster Design 3 1 2 60 16 44 12 四 考查

0822242204 包装设计
Packaging Design 3 1 2 60 16 44 12 四 考查

0842242204 设计心理学
Design Psychology 2 2 32 30 2 2 四 考试

0842242205 设计美学
Design Aesthetics 2 2 32 30 2 2 四 考试

小计 26 14 12 534 218 316

合计 45 27 18 978 440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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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品牌

形象

设计

模块

0823152201 数字影像设计
Digital Image Design 4 2 2 70 28 42 14 五 考查

本专业本科生在专业教育
选修课程中，需从品牌形象
设计方向和信息传播设计
方向模块中选择一个完整
模块修读，需修满 37 学分。

0823152202 IP 形象设计
Ip Identity Design 4 2 2 84 32 52 14 五 考查

0823152203 广告学原理
Principles of Advertising 2 2 30 28 2 2 五 考试

0823152204 市场研究
Market Research 2 2 30 28 2 2 五 考试

0823162201 展示设计
Display Design 4 2 2 84 32 52 14 六 考查

0823162202 界面设计
Interface Design 4 2 2 84 32 52 14 六 考查

0823162203 环境视觉传达设计
Environmental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4 2 2 84 32 52 14 六 考查

0843162204 品牌策划与管理
Brand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2 2 30 28 2 2 六 考试

0823272201 品牌策划专题设计
Brand Planning Topics Design 3 1 2 60 20 40 12 七 考查

0823272202 品牌形象设计实训
Brand Iimage Design Training 3 1 2 60 20 40 12 七 考查

0823272205 文化创意产品研发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velopment 3 1 2 60 20 40 12 七 考查

0843272205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Literature Search and Thesis Writing 2 2 28 20 8 2 七 考查

小计 37 21 16 704 320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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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信息

传播

设计

模块

0823152201 数字影像设计
Digital Image Design 4 2 2 70 28 42 14 五 考查

0823152202 IP 形象设计
Ip Identity Design 4 2 2 84 32 52 14 五 考查

0823152203 广告学原理
Principles of Advertising 2 2 30 28 2 2 五 考试

0823152205 数字媒体艺术概论
Introduction to Digital Media Art 2 2 30 28 2 2 五 考试

0823162204 三维动画设计
3d Animation Design 4 2 2 84 32 52 14 六 考查

0823162202 界面设计
Interface Design 4 2 2 84 32 52 14 六 考查

0823162205 交互设计
Interactive Design 4 2 2 84 32 52 14 六 考查

0823162206 服务设计概论
Introduction to Service Design 2 2 30 28 2 2 六 考试

0823272203 数字媒体专题设计
Digital Media Thematic Design 3 1 2 60 20 40 12 七 考查

0823272204 虚拟空间专题设计
Thematic Design of VVirtual Space 3 1 2 60 20 40 12 七 考查

0823272205 文化创意产品研发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velopment 3 1 2 60 20 40 12 七 考查

0843272205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Literature Search and Thesis Writing 2 2 28 20 8 2 七 考查

小计 37 21 16 704 320 384

（学生应修学分、学时）合计 37 21 16 704 320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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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改革课程考核方式，推行全过程学业评价，科学合理测评学生学习效果，原则上期末考试成绩权重不超过 50%。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0844272202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七

“第二课堂”说明：

第二课堂活动成果在

第八学期即可认定学

分，最高可认定为 3 学

分。（在省级以上期刊

发表学术或教研论文、

参加省级学科竞赛获

得三等奖以上者，即可

认定学分，具体学分认

定标准参照创新创业

学院的文件规定执行。）

0824222201 数字影像处理（上机）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computer) 3 1 2 4周 二 考查

0844232201 专业写生
Professional Sketching 3 3 3周 三 考查

小计 7 1 6 32+7周

专业

实践

0824252201 新媒体技术
New Media Technology 5 2 3 6周 五 考查

0844282201 专业实习
Professional Practice 4 4 4周 八 考查

小计 9 2 7 10 周

综合

实践

0844272201 毕业考察
Graduation Creation 2 2 2周 七 考查

0844282202 毕业创作
Graduation Creation 6 6 6周 八 考查

0844282203 毕业论文（设计）
Graduation Thesis（Design） 6 6 6周 八 考查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3 八 考查

小计 17 17

合计 33 3 30 32+31周 32

总计 161 85 76 2514+31
周 1344 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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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1：基本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科学

发展观等重要思想，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0.2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0.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考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 考试

形式与政策 0.1 考查

“四史”教育 0.1

A1-2：拥有优良的职业道德品质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考试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0.1 考查

平面设计原理 0.3 考试

广告学原理 0.2 考试

设计心理学 0.2 考试

A2-1：具有贡献自己的力量于祖国和

人类发展的意识和精神。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 考试

中国设计史 0.2 考试

世界现代设计史 0.1 考试

服务设计概论 0.2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0.3 考试

A2-2：具备自觉的法律意识、诚信意

识、团队合作精神。

公共体育 0.3 考试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0.3 考查

军事理论与训练 0.1 考查

新生研讨课 0.2 考查

思想道德与法治 0.1 考试

B1-1：具备一定的文学、历史、哲学、

艺术、法律等方面的知识，有较高的人

文素养、审美能力和严谨务实的科学作

风；掌握设计史论、设计技法及专业基

本理论知识。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0.2 考查

中国设计史 0.2 考试

世界现代设计史 0.2 考试

平面设计原理 0.1 考试

设计美学 0.2 考试

设计心理学 0.1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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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1-2：了解视觉传达设计研究对象的基

本特性和国内外设计学界最重要的理

论前沿、研究动态以及基本研究方法。

平面设计原理 0.2 考试

世界现代设计史 0.2 考试

品牌策划与管理 0.2 考试

服务设计概论 0.2 考试

标志设计 0.1 考查

设计传播学 0.1 考试

B1-3：对相关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基

本知识有所了解或达到相应的标准。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0.1 考查

包装设计 0.2 考查

版式设计 0.1 考查

三维动画设计 0.2 考查

出版物设计 0.2 考查

新媒体技术 0.2 考查

B2-1：比较系统地掌握一门外语；具备

熟练使用计算机设计软件进行设计制

作的基本能力，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知

识、方法，能够进行中外文文献检索。

大学外语 0.3 考试

数字影像处理 0.3 考查

新媒体技术 0.2 考查

三维动画设计 0.2 考查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0.2 考查

B2-2：熟悉各种设计表现形式的基本技

巧和基本方法，掌握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的设计规范、设计方法和程序。

造型基础 0.2 考查

色彩语言 0.1 考查

视觉表述 0.2 考查

创意形态 0.1 考查

装饰基础 0.1 考查

专业写生 0.2 考查

字体与编排设计 0.1 考查

B3-1：掌握系统的审美理论知识，具有

对视觉传达设计作品、设计现象的鉴赏

能力和评判能力；掌握研究报告、论文

撰写等的基本规范。

设计美学 0.2 考查

色彩语言 0.1 考查

设计心理学 0.2 考试

艺术学概论 0.2 考试

设计传播学 0.1 考试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0.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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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3-2：掌握各类视觉传达设计形式的设

计表现语言，具有迅捷的设计草案手绘

表现能力和利用计算机进行辅助设计

表现的能力。

创意形态 0.2 考查

装饰基础 0.1 考查

视觉表述 0.2 考查

字体与编排设计 0.1 考查

新媒体技术 0.1 考查

专业写生 0.1 考查

数字影像处理 0.2 考查

B3-3：能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理论和专

业设计知识进行视觉传达设计方案的

调研、创意及执行能力；具备常用材料

印刷工艺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具有

设计工程管理的能力。

情报设计 0.2 考查

出版物设计 0.1 考查

包装设计 0.2 考查

品牌形象设计实训 0.2 考查

海报设计 0.2 考查

文化创意产品研发 0.1 考试

C1-1：主动学习与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相

关的先进知识，掌握前沿动态发展情

况。

创新基础 0.1 考查

创业基础 0.1 考查

数字影像设计 0.1 考查

IP形象设计 0.1 考查

品牌策划与管理 0.1 考试

市场研究 0.2 考查

毕业考察 0.1 考查

数字媒体艺术概论 0.2 考查

C1-2：准确定位，主动融合前沿问题，

扩展学习视野。

展示设计 0.2 考查

专业实习 0.1 考查

标志设计 0.2 考查

交互设计 0.1 考查

品牌策划与管理 0.1 考查

海报设计 0.1 考查

毕业考察 0.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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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C2-1：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敏锐的时

代意识，及时关注专业动态发展。

信息可视化设计 0.2 考查

虚拟空间专题设计 0.1 考查

数字媒体专题设计 0.2 考查

界面设计 0.1 考查

品牌形象设计实训 0.2 考查

品牌策划专题设计 0.1 考查

第二课堂 0.1 考查

C2-2：注重相关知识领域的发展，拓宽

视野，准确借鉴 。

环境视觉传达设计 0.2 考查

市场研究 0.2 考查

界面设计 0.2 考查

品牌形象设计实训 0.1 考查

服务设计概论 0.2 考试

三维动画设计 0.1 考查

C3-1：具备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意识，

具有自我约束、自我探索和自我建构能

力。

创新基础 0.2 考查

创业基础 0.2 考查

设计传播学 0.2 考试

展示设计 0.2 考查

虚拟空间专题设计 0.2 考查

IP形象设计 0.1 考查

C3-2：学会反思，运用批判性思维分析

和解决设计中的问题。

设计美学 0.3 考试

情报设计 0.2 考查

品牌策划与管理 0.3 考查

广告学原理 0.2 考查

C4-1：与时俱进，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先

进设计理念及其成果。

新媒体技术 0.2 考查

服务设计概论 0.2 考试

数字影像设计 0.1 考查

交互设计 0.2 考查

环境视觉传达设计 0.1 考查

品牌策划专题设计 0.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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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C4-2：广泛开展专业交流，注重核心技

术合作事项的开展。

数字影像设计 0.2 考查

品牌策划专题设计 0.1 考查

文化创意产品研发 0.2 考查

海报设计 0.1 考查

交互设计 0.2 考查

界面设计 0.2 考查

D1具有强烈的服务社会意识、责任意

识；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设计沟通及学术

交流，参与社会性传播、普及与应用设

计知识的能力。

文化创意产品研发 0.2 考查

交互设计 0.2 考查

信息可视化设计 0.1 考查

数字媒体专题设计 0.2 考查

IP形象设计 0.1 考查

毕业论文 0.2 考查

D2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发展意识；

通过专业理论和专业核心课程的学习

具备针对性的专题方案设计分析与创

新设计的能力。

信息可视化设计 0.2 考查

交互设计 0.2 考查

包装设计 0.1 考查

海报设计 0.1 考查

虚拟空间设计专题 0.2 考查

毕业创作 0.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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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0842112201 造型基础

0842112202 色彩语言

0842112203 装饰基础 造型基础

0842112204 中国设计史

0842112205 新生研讨课

0822122201 创意形态 造型基础、色彩语言

0822122202 视觉表述 装饰基础

0822122203 字体与编排设计 视觉表述、数字影像处理

0824222201 数字影像处理

0842122205 世界现代设计史

0842122206 艺术学概论

专业

核心

课程

0844232201 专业写生 色彩语言

0822232201 标志设计 字体与编排设计

0822232202 版式设计 字体与编排设计

0822232203 出版物设计 版式设计

0822232204 设计传播学

0822232205 平面设计原理 中国设计史、西方设计史

0822242201 出版物设计 版式设计

0822242202 海报设计 版式设计、视觉表述

0822242203 包装设计 版式设计、标志设计

0822242204 情报设计 设计传播学

0842242204 设计心理学 艺术学概论

0842242205 设计美学 设计传播学、设计原理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803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模

块

一

0823152201 新媒体技术 数字影像处理

0823152202 数字影像设计 新媒体技术

0823152203 IP 形象设计 标志设计

0823152204 广告学原理 设计心理学

0823152205 市场研究 设计传播学

0823162201 展示设计 海报设计、包装设计

0823162202 界面设计 新媒体技术、

0823162203 环境视觉传达设计 展示设计

0843162204 品牌策划与管理 广告学原理

0823272201 品牌策划专题设计 品牌策划与管理

0823272202 品牌形象设计实训 品牌策划专题设计

0823272205 文化创意产品研发 品牌形象设计实训

0843272205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模

块

二

0823152201 新媒体技术 数字影像处理

0823152202 数字影像设计 新媒体技术

0823152203 IP 形象设计 新媒体技术

0823152204 广告学原理 设计原理

0823152206 数字媒体艺术概论 设计传播学

0823162204 三维设计 新媒体技术

0823162202 界面设计 新媒体技术、版式设计

0823162205 交互设计 界面设计

0823162206 服务设计概论 数字媒体艺术概论

0823272203 数字媒体专题设计 交互设计

0823272204 虚拟空间专题设计 数字媒体专题设计

0823272205 文化创意产品研发 虚拟空间设计专题

0843272205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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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704 40（含实践 12） 24.8%（7.5%）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96 6 3.7%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444 19（含实践 6） 11.9%（3.7%）

专业核心课程 534 26（含实践 12） 16.1%（7.5%）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704 37（含实践 16） 23%（9.9%）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216 12 非独立设

课实践学

分比例
28.6% 49.1

%

专业教育课程实践 922 34

基础实践 32+7周 7 独立设课

实践学分

比例
20.5%

专业实践 10周 9

综合实践 14周 17

选修

合计 2514+31周 161
100%（不含非独

立设课实践学分

比例）

九、其他说明

1．本专业本科生必须修满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40 学分和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6 学分（其中需从人

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创新创业教育四个通识教育选修课模块中，任选修 4 学分，“创新基

础”和“创业基础”各 1 学分必选），总计 46 学分。

2.本专业本科生必须修满总计 45 学分的专业教育课程中的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3.本专业本科生在专业教育选修课程中，需从模块一、模块二中选择修读，需修满 37 学分。

4.本专业本科生在实践教学中必须修满 33 学分。

5.表 6 为本专业本科生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0.5 26.5 26.5 22.5 17 15 14 19 161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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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设计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Environment Design
（专业代码：130503）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面向国家及区域设计艺术改革发展与新时代设计专业人才建设需求，立足山东、侧重鲁

西、辐射中原，培养有理想、有信念，有正确的人生观，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专业设计意识；具

有良好的职业素质、综合素养和国际设计文化视野，富有创新精神和设计实践能力，同时具有强烈

的社会责任意识、科学的理性精神、领先的审美判断、专业的环境设计思维、表达、沟通和管理技

能，能在专业设计机构、企事业设计部门、中等院校等从事室内及景观的设计、施工、管理及教学

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预期环境设计专业学生在毕业后五年左右达到如下 5 个目标：

目标 1：具备正确的社会历史观和人生价值观。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基本原理；

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具有良好的道德意识和健全的法制意识；

目标 2：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情怀。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敏锐的设计意识，及时关注

专业动态发展；具有较好的人文、艺术修养，审美情趣及文字、语言表达能力，积极参加社会实践；

具有求真务实的科学素质，能够适应行业的不断发展；

目标 3：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及设计实践能力。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社会责任感、求实创新

意识，掌握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能够将艺术与设计的专业知识和理论用于解决复杂的

设计实践问题；

目标 4：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较强的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

能力；熟悉环境保护和行业发展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能正确认识环境设计对于客观

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目标 5：具备专业发展意识和持续发展能力。能够对专业发展中的新知识、新思想进行科学合

理的归纳与整理，并将先进的设计理念有效地运用到专业实践之中。能够综合运用多种方法与手段，

分析解决各种空间环境设计问题，并以终身学习的态度去适应社会与职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毕业要求

1. 职业道德（A）

A1. 职业规范

A1-1：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等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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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A1-2：拥有优良的职业道德品质和职业素养，掌握相关的行业标准和职业规范。

A2. 职业情怀

A2-1：具有利用所学为社会发展贡献自身力量的意识和精神；

A2-2：具备自觉的法律意识、诚信意识、团队合作精神并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能力。

2. 知行统一（B）

B1. 知识整合

B1-1：具备一定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法律等方面的知识，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审美能

力和严谨务实的科学作风；掌握设计史论及环境设计专业基本理论知识，注重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

B1-2：了解环境设计研究对象的基本特性和国内外设计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前沿、研究动态

以及基本研究方法；

B1-3：对相关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基本知识有所了解或达到相应的标准。

B2. 技术融合

B2-1：比较系统地掌握一门外语；具备熟练使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进行环境设计表现的基本

能力，熟练掌握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知识、方法与工具；

B2-2：熟悉各种设计表现形式的基本技巧和基本方法，掌握环境设计专业的基本原理、设计规

范、设计方法和程序。

B3. 实践能力

B3-1：掌握系统的审美理论知识，具有对环境设计作品、设计现象的鉴赏能力和评判能力；能

够应用设计学的专业知识和理论，并通过文献研究以识别、表达和分析复杂的空间环境设计问题，

以获得有效的设计对策并掌握相关研究报告、论文撰写等的基本规范；

B3-2：掌握各类环境设计形式的设计表现语言，具有迅捷的设计手绘表现能力和良好的计算机

辅助设计表现能力；

B3-3：具有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理论和专业设计知识进行环境设计方案的调研、创意及执行的能

力；具备常用施工工艺、装饰材料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具有设计工程管理的能力。能够针对环境

设计复杂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考虑经济、文化、环保、安全、技术、美观等因素，并能够在设计环

节中体现创新意识。

3. 学会发展（C）

C1. 自主学习

C1-1：主动学习与环境设计专业相关的前沿知识，掌握学科动态发展情况，了解学术动态的前

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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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准确定位，主动融合环境设计专业前沿问题，扩展学习视野。

C2. 专业视野

C2-1：具有开阔的专业视野和敏锐的时代意识，及时关注环境设计专业动态发展；

C2-2：能够根据环境设计专业的最新发展及时调整发展方向并准确运用最新的专业发展成果。

C3. 反思研究

C3-1：具备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意识，具有自我约束、自我探索和自我建构能力；

C3-2：具备反思能力，能够运用科学的逻辑性思维分析和解决设计中的复杂问题。

C4. 交流合作

C4-1：与时俱进，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国内外先进设计理念及其成果；

C4-2：广泛开展专业交流，吸收并借鉴同行业的发展经验。

4. 服务创新（D）

D1. 服务社会

具有强烈的服务社会意识、社会责任意识；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设计沟通及学术交流，参与社会

性传播、普及与应用设计知识的能力；

D2. 创新发展

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发展意识；通过专业理论和专业方向课程的学习具备针对性的专题方案

设计分析与创新设计的能力。

表 1 学生毕业要求对本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目标 5

A1. 职业规范 H H H H M

A2. 职业情怀 M H M M M

B1. 知识整合 M H H H H

B2. 技术融合 M M H L H

B3. 实践能力 M M M M M

C1. 自主学习 H M M M H

C2. 国际视野 M H M M H

C3. 反思研究 M L M H H

C4. 交流合作 M L M H M

D1. 服务社会 H H M H M

D2. 创新发展 M M M M H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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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标准学制为四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计划总学时为 2498学时+32 周，总学

分为 161学分。允许学生在 3～8年内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

件者，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设计学、艺术学。

主要课程：造型基础、色彩语言、装饰基础、空间构成设计、透视与制图规范、空间设计思维

与表现、中国设计史、世界现代设计史、艺术学概论、建筑构造与设计、照明设计、装饰材料与施

工预算、设计心理学、人体工程学、中外建筑史、环境艺术概论、设计美学、家具与软装设计、公

共空间设计、展示空间设计、居住空间设计、室内设计原理、品牌策划与管理、景观设计原理、植

物景观设计等。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本专业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专业写生、专业实践、计算机辅助设计、建筑与环境设计模型、

毕业实习、毕业考察、毕业创作与毕业论文等。（具体安排见表 2 中实践教学学时及实践课程栏）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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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
政治
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分
为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门中
选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
据《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
干意见》（教社科〔2018〕
1号）、《新时代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
本要求》（教社科〔2018〕
2号）、《教育部办公厅关
于在思政课中加强以党
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教
育的通知》、教育部《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
学审核评估实施方
（2021—2025年）》（教督
〔2021〕1号）等文件精
神开课，包括“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
好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Theori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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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大学
外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
学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
《大学俄语》《大学日语》
《大学韩国语》《大学西
班牙语》中任意一种语言
模块课程。具体课程名
称、课程号依学生选修
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
对未达到《大学英语教学
指南》（2020版）基础目
标的学生继续开设《大学
英语（四）》，对已达到较
高水平的学生，根据各学
院、专业发展要求和学生
多元需求开设《高级英
语》、《专门用途英语》和
《跨文化交际》等课程，
供学生选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
开课。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
“公共体育”课程，每一
学年学生须在篮球、排
球、足球、太极拳、网球、
健身田径、软式排球、健
美操、武术、乒乓球、拳
击、散打、羽毛球、垒球
体育舞蹈、体育游戏等项
目中选择一项不同运动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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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项目作为学习内容，满足
掌握 2项运动健身技能的
要求。
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
为实践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
咨询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 学分，其中军事技
能训练 1 学分为实践教
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
教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
学院授课，第二学期在西
校区学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
学期第 1-2 周，不计入总
学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
课。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16 1 一 考查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
心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16 1 六 考查

合计 40 28 12 704 488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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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本专业学生通识教育选

修课程需选 6学分。包括：

1.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

自然科学课程中任选 2
门，共 4学分（推荐选择

“大学语文”）。
2.创新创业模块中“创新

基础”（3101222201）、“创
业基础”（3101242202）为

限选课程，两门课程各 1
学分，所有专业学生均需

修读。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信息、
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创新创业教育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教师教育 主要涵盖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教育技术等的通识教育课程

学分合计：46，其中理论学分：34、实践学分：12；学时合计：800、其中理论学时：584、实践学时：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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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业

教育

课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0842112201 造型基础
Modelling Foundation 2 1 1 60 22 38 12 一 考查

0842112202 色彩语言
Colour Language 2 1 1 60 22 38 12 一 考查

0842112203 装饰基础
The Foundations of Decoration 2 1 1 48 18 30 12 一 考查

0842112204 中国设计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Design 2 2 28 26 2 2 一 考试

0842112205 新生研讨课
New Students Seminar 1 1 16 14 2 2 一 考查

0842122201 空间构成设计
Space Composition Design 2 1 1 48 18 30 12 二 考查

0842122202 透视与制图规范
Perspective and Drafting Specifications 2 1 1 60 22 38 12 二 考查

0842122203 空间设计思维与表现
Space Design Thinking and Performance 2 1 1 48 18 30 12 二 考查

0842132205 壁画设计与材料表现
Mural Design and Material Performance 2 1 1 60 22 38 12 三 考查

0842122205 世界现代设计史
World History of Modern Design 2 2 32 30 2 2 二 考试

0842122206 艺术学概论
Art Generality 2 2 32 30 2 2 二 考试

小计 21 14 7 492 242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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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业

教育

课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0842232201 建筑构造与设计
Architecture Composition & Design 2 1 1 48 18 30 12 三 考查

0842232202 雕塑与公共艺术设计
Sculpture and Public Art Design 3 1 2 60 20 40 12 三 考查

0842232203 环境艺术概论
The Generalities of Environment Art 2 2 32 30 2 2 三 考试

0842232204 中外建筑史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Architecture 2 2 32 30 2 2 三 考试

0842232205 人体工程学
Human Engineering 2 2 32 30 2 2 三 考查

0842242201 照明设计
Illumination Design 4 2 2 72 28 44 12 四 考查

0842252201 装饰材料与施工预算
Decoration Materials and Construction Budget 4 2 2 84 32 52 14 五 考查

0842242203 设计心理学
Design Psychology 2 2 32 30 2 2 四 考试

0842242204 设计美学
Design Aesthetics 2 2 32 30 2 2 四 考试

小计 23 16 7 424 248 176

合计 44 30 14 916 490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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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业

教育

课程

选修

室内

设计

模块

0843142202 家具与软装设计
Furniture and Upholstery Design 4 2 2 72 28 44 12 四 考查

本专业本科生在专业
教育选修课程中，需
从室内设计模块和景
观设计模块中选择一
个完整模块修读，需
修满 39学分。

0843152201 公共空间设计
Commercial Space Design

4 2 2 84 28 56 14 五 考查

0843152202 展示空间设计
Exhibition Space Design of Project 4 2 2 70 24 46 14 五 考查

0843152203 室内设计原理
Principle of Interior Design 2 2 32 30 2 2 五 考查

0843162201 居住空间设计
Residential Space Design 4 2 2 84 28 56 12 六 考查

0843162202 家具专题设计
Furniture Thematic Design 4 2 2 84 28 56 14 六 考查

0843162203 公共空间专题设计
Public Space Thematic Design 4 2 2 84 28 56 14 六 考查

0843162204
品牌策划与管理

Brand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2 2 32 30 2 2 六 考试

0843272201 室内光环境专题设计
Thematic Design of Indoor Light Environment 3 1 2 60 20 40 12 七 考查

0843272202 地域文化资源专题设计
Thematic Design of Reg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3 1 2 60 20 40 12 七 考查

0843272203
适老性室内空间专题设计

Thematic Design of Interior Space Suitable for the
Elderly

3 1 2 60 20 40 12 七 考查

0843272205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Literature Search and Thesis Writing
2 2 28 20 8 2 七 考查

小计 39 21 18 750 304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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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业

教育

课程

选修

景观

设计

模块

0843142206 植物景观设计
Plant Landscape design 4 2 2 72 28 44 12 四 考查

0843152204 城市公共景观设计
Urban Public Landscape design 4 2 2 84 28 56 14 五 考查

0843152202 展示空间设计
Exhibition Space Design of Project 4 2 2 70 24 46 14 五 考查

0843152205 景观设计原理
Principle of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2 2 32 30 2 2 五 考查

0843162205 居住区景观设计
Residential Landscape Design 4 2 2 84 28 56 12 六 考查

0843162206 公共设施专题设计
Thematic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4 2 2 84 28 56 14 六 考查

0843162207 景观规划专题设计
Thematic Design of Landscape Planning 4 2 2 84 28 56 14 六 考查

0843162204
品牌策划与管理

Brand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2 2 32 30 2 2 六 考试

0843272204
适老性景观空间专题设计

Thematic Design of Landscape Space Suitable for the
Elderly

3 1 2 60 20 40 12 七 考查

0843272206 商业景观专题设计
Commercial landscape Project Design 3 1 2 60 20 40 12 七 考查

0843272207 乡土景观专题设计
Thematic Design of Rural Landscape 3 1 2 60 20 40 12 七 考查

0843272205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Literature Search and Thesis Writing 2 2 28 20 8 2 七 考查

小计 39 21 18 750 304 446
（学生应修学分、学时）合计 39 21 18 750 304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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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学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0844272202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七

“第二课堂”说

明：

第二课堂活动成

果在第八学期即

可认定学分，最高

可认定为 3 学分。

（在省级以上期

刊发表学术或教

研论文、参加省级

学科竞赛获得三

等奖以上者，即可

认定学分，具体学

分认定标准参照

创新创业学院的

文件规定执行。）

0844232201 专业写生
Professional Sketching

3 3 3周 三 考查

0844222201 计算机辅助设计（上机）
Computer Aided Design (Computer)

3 3 5周 二 考查

小计 7 7 32+8周 32

0844242201 建筑与环境设计模型
The Models of Architecture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4 4 6周 四

0844282201 专业实习
Professional Practice 4 4 4周 八 考查

小计 8 8 10周

综合

实践

0844272201 毕业考察
Graduation creation

2 2 2周 七 考查

0844282202 毕业创作
Graduation Creation

6 6 6周 八 考查

0844282203 毕业论文（设计）

Graduation Thesis（Design）
6 6 6周 八 考查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3 八 考查

小计 17 17 14周

合计 32 32 32+32周 32

总计 161 85 76 2498+32 周 1378 1120

注：改革课程考核方式，推行全过程学业评价，科学合理测评学生学习效果，原则上期末考试成绩权重不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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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

方式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1：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等基本原理，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2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0.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考试

形势与政策（一、二、三、四） 0.1 考查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 考试

“四史”教育 0.1

A1-2：拥有优良的职业道德品质和

职业素养，掌握相关的行业标准和

职业规范。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考试

透视与制图规范 0.2 考查

艺术学概论 0.1 考试

设计心理学 0.2 考试

建筑构造与设计 0.2 考查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0.1

A2-1：具有利用所学为社会发展贡

献自身力量的意识和精神。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 考试

地域文化资源专题设计 0.3 考查

中国设计史 0.2 考试

世界现代设计史 0.1 考试

中外建筑史 0.2 考试

A2-2：具备自觉的法律意识、诚信

意识、团队合作精神并在团队中发

挥作用的能力。

公共体育（一、二、三、四） 0.2 考试

人体工程学 0.2 考查

军事理论与训练 0.3 考试

新生研讨课 0.2 考查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0.1 考查

B1-1：具备一定的文学、历史、哲

学、艺术、法律等方面的知识，有

较高的人文素养、审美能力和严谨

务实的科学作风；掌握设计史论及

环境设计专业基本理论知识，注重

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

通识教育选修课 0.2 考试

中国设计史 0.1 考试

世界现代设计史 0.1 考试

思想道德与法治 0.1 考试

设计美学 0.1 考试

中外建筑史 0.1 考试

环境艺术概论 0.1 考试

景观设计原理/室内设计原理 0.2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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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

方式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1-2：了解环境设计研究对象的基

本特性和国内外设计学界最具影

响力的理论前沿、研究动态以及基

本研究方法。

环境艺术概论 0.2 考试

新生研讨课 0.1 考查

设计心理学 0.2 考试

世界现代设计史 0.1 考试

空间设计思维与表现 0.1 考查

适老性室内空间专题设计/适老性景观专题设计 0.2 考查

中外建筑史 0.1 考试

B1-3：对相关自然科学、工程技术

的基本知识有所了解或达到相应

的标准。

雕塑与公共艺术设计 0.1 考查

人体工程学 0.2 考查

透视与制图规范 0.2 考查

建筑构造与设计 0.2 考查

壁画设计与材料表现 0.1 考查

装饰材料与施工预算 0.2 考查

B2-1：比较系统地掌握一门外语；

具备熟练使用计算机设计软件进

行设计制作的基本能力，熟练掌握

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知识、方法与

工具。

大学英语 0.3 考试

计算机辅助设计 0.3 考查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0.2 考查

透视与制图规范 0.2 考查

B2-2：熟悉各种设计表现形式的基

本技巧和基本方法，掌握环境设计

专业的基本原理、设计规范、设计

方法和程序。

造型基础 0.1 考查

色彩语言 0.1 考查

空间构成设计 0.1 考查

装饰基础 0.1 考查

空间设计思维与表现 0.1 考查

透视与制图规范 0.1 考查

建筑构造与设计 0.1 考查

人体工程学 0.1 考查

景观设计原理/室内设计原理 0.2 考试

B3-1：掌握系统的审美理论知识，

具有对环境设计作品、设计现象的

鉴赏能力和评判能力；能够应用设

计学的专业知识和理论，并通过文

献研究以识别、表达和分析复杂的

设计问题，以获得有效的设计对策

并掌握相关研究报告、论文撰写等

的基本规范。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0.2 考查

毕业论文 0.2 考查

环境艺术概论 0.1 考试

艺术学概论 0.1 考试

品牌策划与管理 0.1 考试

设计美学 0.2 考试

设计心理学 0.1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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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

方式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3-2：掌握各类环境设计形式的设

计表现语言，具有迅捷的设计手绘

表现能力和良好的计算机辅助设

计表现能力。

计算机辅助设计 0.3 考查

专业写生 0.1 考查

透视与制图规范 0.2 考查

空间设计思维与表现 0.2 考查

建筑与环境设计模型 0.2 考查

B3-3：具有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理论

和专业设计知识进行环境设计方

案的调研、创意及执行的能力；具

备常用施工工艺、装饰材料等方面

的专业知识以及具有设计工程管

理的能力。能够针对环境设计复杂

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考虑经济、文

化、环保、安全、技术、美观等因

素，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

意识。

装饰材料与施工预算 0.1 考试

照明设计 0.1 考查

家具与软装设计/植物景观设计 0.2 考查

建筑与环境设计模型 0.1 考查

人体工程学 0.1 考查

壁画设计与材料表现 0.1 考查

第二课堂 0.1 考查

雕塑与公共艺术设计 0.1 考查

C1-1：主动学习与环境设计专业相

关的前沿知识，掌握专业动态发展

情况。

创新基础 0.1 考查

展示空间设计 0.1 考查

第二课堂 0.1 考查

公共空间设计/城市公共景观设计 0.2 考查

居住空间设计/居住区景观设计 0.2 考查

毕业考察 0.2 考查

毕业实习 0.1 考查

C1-2：准确定位，主动接触环境设

计专业前沿问题，扩展学习视野。

专业实习 0.2 考查

品牌策划与管理 0.2 考试

创新基础 0.2 考查

第二课堂 0.2 考查

毕业考察 0.2 考查

C2-1：具有开阔的专业视野和敏锐

的时代意识，及时关注环境设计专

业动态发展。

室内设计原理/景观设计原理 0.2 考试

公共空间专题设计/商业景观专题设计 0.2 考查

毕业考察 0.2 考察

专业实习 0.2 考查

第二课堂 0.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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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

方式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C2-2：能够根据环境设计专业的最

新发展及时调整发展方向并准确

运用最新的专业发展成果。

家具与软装设计 0.2 考查

创新基础 0.2 考查

创业基础 0.2 考查

毕业创作 0.2 考查

毕业论文 0.2 考查

C3-1：具备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意

识，具有自我约束、自我探索和自

我建构能力。

地域文化资源专题设计/景观规划专题设计 0.2 考查

居住空间设计/居住区景观设计 0.2 考查

公共空间专题设计/商业景观专题设计 0.2 考查

创新基础 0.2 考查

创业基础 0.2 考查

C3-2：具备反思能力，能够运用科

学的逻辑性思维分析和解决设计

中的复杂问题。

公共空间设计/城市公共景观设计 0.2 考查

适老性室内空间专题设计/适老性景观专题设计 0.2 考查

地域文化资源专题设计/景观规划专题设计 0.2 考查

公共空间专题设计/商业景观专题设计 0.2 考查

品牌策划与管理 0.2 考查

C4-1：与时俱进，以开放的心态学

习国内外先进设计理念及其成果。

家具专题设计/公共设施专题设计 0.3 考查

第二课堂 0.2 考查

地域文化资源专题设计/景观规划专题设计 0.3 考查

设计心理学 0.2 考试

C4-2：广泛开展专业交流，吸收并

借鉴同行业的发展经验。

毕业考察 0.1 考查

毕业实习 0.2 考查

室内光环境专题设计/乡土景观专题 0.2 考查

植物景观设计 0.1 考查

中外建筑史 0.1 考试

展示空间设计 0.1 考查

品牌策划与管理 0.1 考查

地域文化资源专题设计/景观规划专题设计 0.1 考查

D1 具有强烈的服务社会意识、责

任意识；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设计沟

通及学术交流，参与社会性传播、

普及与应用设计知识的能力。

毕业实习 0.2 考查

品牌策划与管理 0.2 考试

适老性室内空间专题设计/适老性景观专题设计 0.2 考查

大学外语 0.2 考试

展示空间设计 0.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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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

方式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D2 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发展意

识；通过专业理论和专业方向课程

的学习具备针对性的专题方案设

计分析与创新设计的能力。

地域文化资源专题设计/景观规划专题设计 0.2 考查

室内光环境专题设计/乡土景观专题设计 0.2 考查

家具专题设计/公共设施专题设计 0.2 考查

适老性室内空间专题设计/适老性景观专题设计 0.2 考查

毕业创作 0.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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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

程

类

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0842112201 造型基础

0842112202 色彩语言 造型基础

0842112203 装饰基础 造型基础、色彩语言

0842112204 中国设计史

0842112205 新生研讨课

0842122201 空间构成设计 造型基础

0842122202 透视与制图规范 空间构成

0842122203 空间设计思维与表现 透视与制图规范

0842132205 壁画设计与材料表现 装饰基础

0842122205 世界现代设计史

0842122206 艺术学概论 中国设计史、世界现代设计史

专业

核心

课程

0842232201 建筑构造与设计 透视与制图规范

0842232202 雕塑与公共艺术设计 壁画与设计材料表现、装饰基础

0842232203 环境艺术概论 艺术学概论

0842232204 中外建筑史 建筑构造与设计

0842232205 人体工程学 透视与制图

0842242201 照明设计 空间设计思维与表现

0842252201 装饰材料与施工预算 建筑构造与设计

0842242203 设计心理学

0842242204 设计美学 环境艺术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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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室内

设计

模块

0843142202 家具与软装设计 人体工程学

0843152201 公共空间设计 家具与软装设计

0843152202 展示空间设计 照明设计

0843152203 室内设计原理 环境艺术概论

0843162201 居住空间设计 室内设计原理

0843162202 家具专题设计 家具与软装设计

0843162203 公共空间专题设计 公共空间设计

0843162204 品牌策划与管理

0843272201 室内光环境专题设计 展示空间设计、居住空间设计

0843272202 地域文化资源专题设计 展示空间设计、公共空间设计

0843272203
适老性室内空间专题设计 照明设计、居住空间设计

0843272205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景观

设计

模块

0843142206 植物景观设计 雕塑与公共艺术设计

0843152204 城市公共景观设计 景观设计原理

0843152202 展示空间设计 装饰材料与施工预算、照明设计

0843152205 景观设计原理 环境艺术概论

0843162205 居住区景观设计 居住空间设计

0843162206 公共设施专题设计 雕塑与公共艺术设计、景观设计原理

0843162207 景观规划专题设计 空间设计思维与表现、景观设计原理

0843162204 品牌策划与管理

0843272204 适老性景观空间专题设计 居住区景观设计

0843272206 商业景观专题设计 地域文化资源专题设计

0843272207 乡土景观专题设计 景观设计原理、景观规划专题设计

0843272205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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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704（含实

践 216） 40（含实践 12） 24.8%（7.5%）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96 6 3.7%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492（244） 21（含实践 7） 13%（4.35%）

专业核心课程 424（176） 23（含实践 7） 14.3%（4.4%）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750（446） 39（含实践 18） 24.2%（11.2%）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216 12 非独立设

课实践学

分比例
27.3%

47.3%
专业教育课程实践 866 32

基础实践 32+8周 7 独立设课

实践学分

比例
20%

专业实践 10周 8

综合实践 14周 17

合计
2498
+32周 161 100%（不含非独立设

课实践学分比例）

九、其他说明

1．本专业本科生必须修满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40 学分和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6 学分（其中需从人

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创新创业教育四个通识教育选修课模块中，任选修 4学分，“创新基

础”和“创业基础”各 1 学分必选），总计 46 学分。

2．本专业本科生必须修满总计 44 学分的专业教育课程中的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3．本专业本科生在专业教育选修课程中，需从室内设计方向和景观设计方向模块中选择一个完

整模块修读，需修满 39 学分。

4．本专业本科生在实践教学中必须修满 32 学分。

5．表 6 为本专业本科生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0.5 26.5 27.5 24.5 14 15 14 19 161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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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of musicology
（专业代码：130202）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服务国家及区域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与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立足鲁西、面向山东、辐射

全国，培养适应基础教育发展需要，热爱中学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教师职业道德、教育情怀与依

法执教意识；系统掌握音乐学科专业技能和理论知识；具有较强审美判断能力、综合性音乐实践能

力以及创新性艺术思维与当代音乐教育观念；具备较强的教育教学研究、班级管理与自主发展能力；

能够胜任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的中学音乐教师。

本专业师范毕业生应在如下方面达到中学音乐教师的标准：

目标 1：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模范遵守教育法律法规和教师

职业道德规范，热爱中学教育事业，具有职业理想和敬业精神。

目标 2：能够熟练运用系统的音乐学知识、学科理论和实践技能，以及现代信息技术，具备较

强的音乐实践能力，洞悉音乐与其它学科及社会实践的联系，跟踪学科发展的新成果和新动向，能

够充分解决音乐教学中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胜任中学音乐的教学工作。

目标 3：能够熟悉中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掌握班集体建设与管理的规律与技能，运用班级管理

和德育工作相关理论，胜任学校、年级及班级的育人管理工作；贯彻“三全育人”理念，熟悉中学

生身心发展和养成教育规律，开展主题教育和社团活动，实现综合育人。

目标 4：适应基础教育改革发展趋势，具有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意识，掌握教学反思的方法和

技能，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问题；具备有效沟通与协作的能力，在学习共同体

中实现专业和职业发展。

目标 5：养成反思习惯，具有团队协作的意识和能力；能制定合理的终身学习和职业发展规划，

能通过沟通、合作、在职培训、自主学习、自我反思等方式，紧跟国内外音乐教育改革发展动态，

有效实现专业自我持续发展。

毕业五年左右，成为善于发现问题、反思问题的教育行动研究者，所在单位培养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的教学骨干，引领音乐教育教学改革的优秀中学音乐教师。

（二）毕业要求

A.践行师德

A1. 师德规范

A1-1：政治信念。理解掌握并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志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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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A1-2：法规意识。熟悉党和国家有关基础教育的政策和法规的主要内容。模范遵守《未成年人

保护法》《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法律法规，尊重青少年的合法权益，树立“依法执教”的理念。

A2. 教育情怀

A2-1：职业精神。高度认同教师职业，具有献身中学音乐教育的情怀，为教师职业感到自豪；

A2-2：个人品质。具有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具备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

等核心素养；

A2-3：教育情操。牢固树立关爱学生，尊重学生独立人格，尊重学生个体差异，信任学生的责

任意识。崇尚真知，能够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勇于探索；具有积极、健康、正确的生命观意识。

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B.学会教学

B1.学科素养

B1-1：通识性知识素养。具有一定的人文与科学素养，了解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了解中国教

育基本情况，具有相应的艺术欣赏与表现知识，具有适应教育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现代化的信息。

B1-2：专业学科知识素养。熟悉中学音乐课程标准，学会依据课程标准制定教学目标或活动目

标；掌握音乐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理解学科知识体系基本思想和方法；了解学

科整合在中学教育中的价值；了解所教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将其与美育及相关学科、生活实际

结合起来，推动中学生音乐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和审美能力提高。

B2.教学能力

B2-1：教学设计能力。熟练掌握“三字一话”、课堂教学、说课、评课等教学基本技能，掌握

中学教育的基本原理和主要方法；掌握信息技术，能够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教学设计，有效实施

教学计划，并能运用多种手段开展教学评价。

B2-2：教学组织与实施能力。能够创设适宜的教学情境，根据中学生的反应及时调整教学活动；

能够调动学习学习积极性，激发学习兴趣；灵活运用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等教学方式；

能够将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整合应用到教学中。

B2-3：教学研究能力。在日常学习和实践过程中积累所学所思所想，形成问题意识和一定的解

决问题能力；了解研究教育的一般方法；参与各种类型的科研活动，获得科学地研究学生的经历与

体验。能基于自身实践有效开展教育教学研究。

C.学会育人

C1. 班级指导

C1-1：班主任工作知识。树立德育为先的理念，深刻认识德育教育对中学生的重要性。掌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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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原理与方法；

C1-2：班主任工作能力。掌握班级建设的工作规律和基本方法。能有效组织和科学安排班级活

动，具有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

C2. 综合育人

C2-1：综合育人知识。了解中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特征，掌握促进中学生健康成长和提

高学习效果的教学策略。理解音乐学科的育人价值，重视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和人文精神的陶冶。

结合音乐学科的特点，树立培养学生健全人格，促进学生个性健康发展的意识；

C2-2：综合育人能力。了解学校文化建设和教育活动的育人内涵和方法。参与组织具有积极进

取精神的主题教育和社团活动。自觉树立为人师表的模范意识。

D. 学会发展

D1. 学会反思

D1-1：批判思维和质疑精神。初步掌握反思方法和技能，不迷信书本，不迷信权威，坚持求真

求实精神；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学会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问题。

D1-2：终身学习和专业发展意识。积极了解国内外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动态，吸收先进教育理念，

适应时代和教育发展的新需求，科学设计职业生涯规划。

D2. 沟通合作

D2-1：沟通能力。正确认识沟通合作对个人发展与成长的重要作用，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价值，

养成主动与人沟通的意识；

D2-2：团队协作能力。体验小组互助和合作学习的方式，掌握沟通合作的技能，具备团队协作

的意识。团队协作能力。体验小组互助和合作学习的方式，掌握沟通合作的技能，具备团队协作的

意识。

表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目标 5

A1.师德规范 H H L M L

A2.教育情怀 H L M H M

B1.学科素养 M H H M L

B2.教学能力 L H H M M

C1.班级指导 M H H M L

C2.综合育人 L M H H M

D1.学会反思 L M M H H

D2.沟通合作 L M H H M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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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基本学制为四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计划总学时为 2480学时（实践教学

34周），总学分为 167学分。允许学生在 3～8 年内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

合学位授予条件者，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音乐与舞蹈学。

主要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类：思想道德与法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形式与政策、军事理论、大学外语等；

教师教育类：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教育学概论、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心理健康与道德教

育、现代教育技术、教育科学研究方法、音乐教育心理学等；

专业课程类：乐理、视唱练耳、中西音乐史与名作赏析、中国民族音乐、音乐美学、论文写作；

和声、复调、多声部音乐分析与写作、曲式分析、钢琴、声乐、乐器演奏等。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弹唱实践、舞台编导艺术、音乐治疗实践、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教育研

习、毕业论文、第二课堂、毕业汇报等。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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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政
治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
分为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 门
中选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
根据《关于加强新时代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建
设的若干意见》（教社科
〔2018〕1 号）、《新时
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
社科〔2018〕2号）、《教
育部办公厅关于在思政
课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
重点的“四史”教育的通
知》、教育部《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
评 估 实 施 方
（2021—2025年）》（教
督〔2021〕1 号）等文
件精神开课，包括“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
要论述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
做好校领导上思政课工
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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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大学
外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
教学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
语》《大学俄语》《大学
日语》《大学韩国语》《大
学西班牙语》中任意一
种语言模块课程。具体
课程名称、课程号依学
生选修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
对未达到《大学英语教
学指南》（2020 版）基
础目标的学生继续开设
《大学英语（四）》，对
已达到较高水平的学
生，根据各学院、专业
发展要求和学生多元需
求开设《高级英语》、《专
门用途英语》和《跨文
化交际》等课程，供学
生选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
责开课。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

的“公共体育”课程，每

一学年学生须在篮球、

排球、足球、太极拳、

网球、健身田径、软式

排球、健美操、武术、

乒乓球、拳击、散打、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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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羽毛球、垒球体育舞蹈、

体育游戏等项目中选择

一项不同运动项目作为

学习内容，满足掌握 2
项运动健身技能的要

求。

2.共 4 学分，其中 2 学

分为实践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
咨询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 学分，其中军事
技能训练 1学分为实践
教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
全教育”第一学期在东
校区学院授课，第二学
期在西校区学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
学期第 1-2 周，不计入
总学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
课。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16 1 一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
期 1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
中心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16 1 六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833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合计 40 28 12 704 488 216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信息、
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需要学生在三个模块内
各选够 2个学分。共计
6个学分。

创新创业教育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教师教育 主要涵盖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教育技术等的通识教育课程

学分合计：46（含通识选修课） ， 其中理论学分： 34、实践学分：12 ；学时合计：800 ，其中理论学时：584(含通识选修 3门) 、实践学时：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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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2012112201 音乐学新生研讨课
Freshman Seminar in Musicology 1 1 16 8 8 1 一 考查

2012112200 乐理（一）
Basic Music Theory（Ⅰ）

2 2 32 32 2 一 考试

2012122201 乐理（二）
Basic Music Theory（Ⅱ） 2 2 32 32 2 二 考试

2012112204 视唱练耳（一）
Solfeggio（Ⅰ）

2 1 1 32 16 16 2 一 考试

2012122204 视唱练耳（二）
Solfeggio（Ⅱ）

2 1 1 32 16 16 2 二 考试

2012132204 视唱练耳（三）
Solfeggio（Ⅲ）

2 1 1 32 16 16 2 三 考试

2012142204 视唱练耳（四）
Solfeggio（Ⅳ）

2 1 1 32 16 16 2 四 考试

小计 13 9 4 20
8

144 64

专业

核心

课程

2012212218 形体训练与舞蹈编导（一）
Body-Building and Dancing （Ⅰ）

2 1 1 32 16 16 2 一 考试

2012222218 形体训练与舞蹈编导（二）
Body-Building and Dancing （Ⅱ）

2 1 1 32 16 16 2 二 考试

2012212219 声乐（一）
Vocal Music（Ⅰ）

1 0.5 0.5 16 8 8 1 一 考试

2012222219 声乐（二）
Vocal Music（Ⅱ）

1 0.5 0.5 16 8 8 1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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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2012232219 声乐（三）
Vocal Music（Ⅲ） 1 0.5 0.5 16 8 8 1 三 考试

2012212220 钢琴（一）
Piano（Ⅰ） 1 0.5 0.5 16 8 8 1 一 考试

2012222220 钢琴（二）
Piano（Ⅱ）

1 0.5 0.5 16 8 8 1 二 考试

2012232220 钢琴（三）
Piano（Ⅲ） 1 0.5 0.5 16 8 8 1 三 考试

2012212201 器乐（一）
Instrumental Music（Ⅰ） 1 0.5 0.5 16 8 8 1 一 考试

2012212202 器乐(二)
Instrumental Music（II） 1 0.5 0.5 16 8 8 1 二 考试

2012212205 中国民族音乐（一）
Chinese Folk Music（Ⅰ） 2 1 1 32 16 16 2 一 考试

2012222205 中国民族音乐（二）
Chinese Folk Music（Ⅱ） 2 1 1 32 16 16 2 二 考试

2012212206
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一）

Chinese Music History and Masterpieces
Appreciation（Ⅰ）

2 2 32 32 2 一 考试

2012222206
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二）

Chinese Music History and Masterpieces
Appreciation（Ⅱ）

2 2 32 32 2 二 考试

2012232207
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析（一）

The History of Western and Masterpieces
Appreciation（Ⅰ）

2 2 32 32 2 三 考试

2012242207
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析（二）

The History of Western and Masterpieces
Appreciation（Ⅱ）

2 2 32 32 2 四 考试

2012222208 和声（一）
Harmonic（Ⅰ） 2 2 32 32 2 二 考试

2012232208 和声（二）
Harmonic（Ⅱ）

2 2 32 32 2 三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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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2012242209 曲式与作品分析（一）
The Form and Works Analysis（Ⅰ）

2 2 32 32 2 四 考试

2012252209 曲式与作品分析（二）
The Form and Works Analysis（Ⅱ）

2 2 32 32 2 五 考试

2012242210 合唱与指挥（一）
The Chorus and Command（Ⅰ）

2 1 1 32 16 16 2 四 考试

2012252210 合唱与指挥（二）
The Chorus and Command（Ⅱ）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试

2012242211 即兴伴奏与弹唱（一）
Impromptu Accompaniment（Ⅰ）

2 1 1 32 16 16 2 四 考试

2012252211 即兴伴奏与弹唱（二）
Impromptu Accompaniment（Ⅱ）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试

2012232213 小型乐队编配
Orchestration 2 1 1 32 16 16 2 四 考查

2012252214 多声部音乐分析与写作
Analysis and Composition of Polyphonic Music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2012272215 论文写作
The Foundation of Theory Writing 2 2 32 16 16 2 七 考查

2012252216 艺术概论
Introduction to Art 2 2 32 16 16 2 五 考试

2012272217 音乐美学
Music Aesthetics 2 2 32 16 16 2 七 考试

小计 50 39 11 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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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方向

提高

课程

声乐主修方向

需要学生根据自己实际学
情,在四个主修方向中选
择一个方向，修满 8个学
分。无特殊情况不允许中

途更换主修方向。

2013142201 声乐专业主科（一）
Major Subjects in Vocal Music(I) 2 1 1 32 16 16 2 四 考试

2013152201 声乐专业主科（二）
Major Subjects in Vocal Music(II)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试

2013172201 声乐专业主科（三）
Major Subjects in Vocal Music(III)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试

2013152205 歌剧表演
Opera Performance 2 2 32 32 2 五 考查

器乐主修方向

2013142202 器乐专业主科（一）
Major Subjects in Instrumental Music(I) 2 1 1 32 16 16 2 四 考试

2013152202 器乐专业主科（二）
Major Subjects in Instrumental Music(II)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试

2013172202 器乐专业主科（三）
Major Subjects in Instrumental Music(III)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试

2013152201 室内乐艺术 2 2 32 32 2 五 考查

键盘主修方向

2013142203 键盘专业主科（一）
Major Subjects in Keyboard Music(I) 2 1 1 32 16 16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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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方向

提高

课程

2013152203 键盘专业主科（二）
Major Subjects in Keyboard Music(II)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试

2013172203 键盘专业主科（三）
Major Subjects in Keyboard Music(III)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试

2013152206 键盘重奏艺术
The Art of Keyboard Ensemble 2 2 32 32 2 五 考查

理论主修方向：

2013142212 音乐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Musicaology 2 2 32 32 2 四 考查

2013142204 理论专业主科（一）
Major Subjects in Music Theory(I)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试

2013152204 理论专业主科（二）
Major Subjects in Music Theory(II) 2 1 1 32 16 16 2 七 考试

2013152203 科研方法
Research Methods 2 2 32 32 2 五 考查

小计 8 4/6 5/2 12
8

64/9
6 64/3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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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方向

任选

课程

2013312224 排练课（一）

Rehearsal Course（Ⅰ）
1 1 16 16 1 二 考查

学生需要在专业方向任选
课程中选够 4个学分。

2013322224 排练课（二）

Rehearsal Course（Ⅱ）
1 1 16 16 1 三 考查

2013331824 排练课（三）

Rehearsal Course（Ⅲ）
1 1 16 16 1 四 考查

2013342224 排练课（四）

Rehearsal Course（Ⅳ）
1 1 16 16 1 五 考查

2013352224 排练课（五）

Rehearsal Course（V） 1 1 16 16 1 七 考查

2012222201
中西乐器文化史

Cultur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usical
Instruments

2 2 32 32 1 二 考查

2013332201 器乐(三)
Instrumental Music（Ⅲ）

1 1 16 16 1 三 考试

2013142201 歌唱语言
Singing Language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2013342201 钢琴（四）
Piano(IV) 1 1 16 16 1 四 考试

2013342204 曲艺表演
Folk Art Performance 2 1 1 32 16 16 2 四 考查

2013372205 20 世纪西方音乐研究
Survey of 20th Century Music 2 1 1 32 32 2 七 考查

2013342208 世界民族音乐
Survey of World Music 2 2 32 32 2 七 考查

2013372201 中国现当代音乐
Chinese Contemporary Music 2 2 32 32 2 七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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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方向

任选

课程

2013172201 考研辅导
Counselling for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 3 3 48 48 3 七 考查

2013372207 复调
Polyphony 2 2 1 32 32 2 七 考查

小计 4 2 2 64 32 32

合计 12 4 192

教师

教育

课程

必修

0402232201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Developmental and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 2 32 32 2 三 考试

1.师范类专业学生需在必

修课程模块修读 14学分，

在选修课程模块选修 4学
分。

2.由相关学院开设的课程

由学生所在学院负责开

设，开课学期与考核方式

由学院确定。

0402232202 教育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402242204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Occupational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1 1 16 16 1 四 考试

0402242207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Mental Health and Moral Education 1 1 16 16 1 四 考试

2012232201 现代教育技术
Modern Teaching Technology 2 1 1 32 16 16 2 三 考试

2012232202 班主任工作
Class Management 2 2 32 32 2 四 考试

2012242218
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法

Introduction of Music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ethod

2 2 32 32 2 四 考试

2013352217 音乐教育心理学
Psychology of Music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小计 14 13 1 224 20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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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教师

教育

课程

选修

040335220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Education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1 1 16 16 五 考试

0402242208 教育公共政策
Education Public Policy 1 1 16 16 五/六 考试

0402242209 家庭教育
Family Education 1 1 16 16 五/六 考试

2013242201 舞蹈史与教学法
Dance History and Teaching Methodology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2013342216 音乐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Instrucional Design and Case Analysis of Music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2013372214
音乐教育史与当代音乐教学法

Music Education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Music
Teaching Methods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2013352202 山东民俗艺术教育
Shandong Folk Art Education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2013372215 中小学课外活动指导
Music Education and Activity Guidance 2 2 32 32 2 八 考查

小计 4 2 2 64 32 32

合计 18 16 2 288 256 32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2014282202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Practice 1 1 32 32 八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各专业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开
设，不少于 32学时。

2014242201 教师职业基本技能
Skills of teachers 2 2 32 32 2 五 考查

2014272201 弹唱实践
Improvisation and Singing on the piano 2 2 32 32 2 七 考试

2013372212 音乐治疗实践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Music Therapy 2 2 32 32 2 四 考查

小计 7 7 128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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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专业

实践

2014272202 舞台编导艺术
Onstage Art Performance 2 2 32 32 2 七 考查

2014262206 教育见习
Educational Probation 1 1 2周 2周 六 考查

2014262207 教育实习
Educational Practice 7 7 14

周
14周 六 考查

2014262208 教育研习
Educational Study 1 1 2周 2周 六 考查

小计 11
32+
18
周

32+18
周

综合

实践

2014282207 毕业汇报
Graduation Report 2 2 32 32 八 考试

2014282208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3 6周 一至

八
考查

2014282206 毕业论文（设计）
Graduation Thesis（Design） 5 5 10

周
八 考查

小计 10
32+
16
周

96

合计 28
192
+34
周

总计 167 102 65
246
4+3
4周

1496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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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

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1：政治信念。理解掌握并

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立志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

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

好老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 考试

思想道德与法治 0.15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

0.15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
论

0.2 考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 考试

形式与政策（一）（二）（三）（四） 0.15 考试

军事理论 0.15 考试

A1-2：法规意识。熟悉党和国

家有关基础教育的政策和法规

的主要内容。模范遵守《未成年

人保护法》《中小学教师职业道

德规范》等法律法规，尊重青少

年的合法权益，树立“依法执教”

的理念。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2 考试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考试

教育学概论 0.15 考试

班主任工作 0.15 考查

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法 0.15 考试

教育见习、实习、研习 0.15 考查

A2-1：职业精神。高度认同教

师职业，具有献身中学音乐教育

的情怀，为教师职业感到自豪。

教育学概论 0.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5 考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2 考试

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法 0.15 考试

音乐教育史与当代音乐教学法 0.1 考查

班主任工作 0.1 考试

教育见习、实习、研习 0.1 考查

A2-2：个人品质。具有人文底

蕴和科学精神，具备学会学习、

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

等核心素养。

“四史”教育课程 0.1 考试

公共体育 0.2 考试

第二课堂 0.2 考查

音乐治疗实践 0.1 考查

舞台编导艺术 0.1 考查

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 0.1 考试

毕业汇报 0.2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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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

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2-3：教育情操。牢固树立关

爱学生，尊重学生独立人格，尊

重学生个体差异，信任学生的责

任意识。崇尚真知，能够独立思

考、独立判断，勇于探索；具有

积极、健康、正确的生命观意识。

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

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2 考试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0.2 考试

音乐教育心理学 0.15 考试

班主任工作 0.15 考试

教师职业基本技能 0.15 考查

教育见习、实习、研习 0.15 考查

B1-1：通识性知识素养。具有一

定的人文与科学素养，了解中国

优秀的文化传统，了解中国教育

基本情况，具有相应的艺术欣赏

与表现知识，具有适应教育内

容、教学手段和方法现代化的信

息。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
论

0.1 考试

大学外语 0.1 考试

中国民族音乐 0.1 考试

形体训练与舞蹈编导 0.1 考试

艺术概论 0.1 考试

中西乐器文化史 0.1 考查

视唱练耳 0.1 考试

乐理 0.1 考试

合唱与指挥 0.1 考试

B1-2：专业学科知识素养。熟悉

中学音乐课程标准，学会依据课

程标准制定教学目标或活动目

标；掌握音乐学科的基本知识、

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理解学科

知识体系基本思想和方法；了解

学科整合在中学教育中的价值；

了解所教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联

系，将其与美育及相关学科、生

活实际结合起来，推动中学生音

乐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和审美

能力提高。

乐理 0.1 考试

视唱练耳 0.1 考试

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 0.1 考试

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析 0.1 考试

中国民族音乐 0.1 考试

和声 0.1 考试

曲式与作品分析 0.1 考试

音乐美学 0.1 考试

钢琴、声乐、器乐 0.2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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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

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2-1：教学设计能力。熟练掌握

“三字一话”、课堂教学、说课、

评课等教学基本技能，掌握中学

教育的基本原理和主要方法；掌

握信息技术，能够运用现代教育

技术进行教学设计，有效实施教

学计划，并能运用多种手段开展

教学评价。

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法 0.2 考试

教师职业基本技能 0.2 考查

音乐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0.2 考查

现代教育技术 0.2 考试

教育见习、实习、研习 0.2 考查

B2-2：教学组织与实施能力。能

够创设适宜的教学情境，根据中

学生的反应及时调整教学活动；

能够调动学习学习积极性，激发

学习兴趣；灵活运用启发式、探

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等教学方

式；能够将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整

合应用到教学中。

合唱与指挥 0.2 考试

即兴伴奏与弹唱 0.2 考试

形体训练与舞蹈编导 0.2 考查

曲艺表演/歌剧表演/键盘重奏 0.1 考查

舞蹈史与教学法 0.1 考试

音乐教育史与当代音乐教学法 0.1 考查

山东民俗艺术教育 0.1 考试

B2-3：教学研究能力。在日常学

习和实践过程中积累所学所思

所想，形成问题意识和一定的解

决问题能力；了解研究教育的一

般方法；参与各种类型的科研活

动，获得科学地研究学生的经历

与体验。能基于自身实践有效开

展教育教学研究。

音乐学概论 0.1 考试

科研方法 0.2 考试

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 0.1 考试

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析 0.1 考试

艺术概论 0.1 考试

音乐美学 0.1 考试

弹唱实践 0.1 考查

歌唱语言 0.1 考查

毕业论文 0.1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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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

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C1-1：班主任工作知识。树立德

育为先的理念，深刻认识德育教

育对中学生的重要性。掌握中学

生思想品德教育的原理与方法；

班主任工作 0.2 考试

教育学概论 0.2 考试

教学见习、实习、研习 0.3 考试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2 考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1 考查

C1-2：班主任工作能力。掌握班

级建设的工作规律和基本方法。

能有效组织和科学安排班级活

动，具有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变能

力。

班主任工作 0.2 考试

教育学概论 0.2 考试

教学见习、实习、研习 0.2 考查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0.2 考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2 考查

C2-1：综合育人知识。了解中学

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特征，

掌握促进中学生健康成长和提

高学习效果的教学策略。理解音

乐学科的育人价值，重视对学生

人文素养的培养和人文精神的

陶冶。结合音乐学科的特点，树

立培养学生健全人格，促进学生

个性健康发展的意识；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2 考试

音乐教育心理学 0.1 考试

音乐学概论 0.1 考查

音乐教育史与当代音乐教学法 0.1 考查

舞蹈史与教学法 0.1 考查

艺术概论 0.1 考查

排练课 0.1 考查

音乐治疗实践 0.2 考查

C2-2：综合育人能力。了解学校

文化建设和教育活动的育人内

涵和方法。参与组织具有积极进

取精神的主题教育和社团活动。

自觉树立为人师表的模范意识。

音乐教育史与当代音乐教学法 0.2 考试

各专业主科 0.2 考查

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法 0.1 考试

多声部音乐分析与写作 0.2 考查

舞台编导艺术 0.1 考查

小型乐队编配 0.1 考试

现代教育技术 0.1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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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

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D1-1：批判思维和质疑精神。

初步掌握反思方法和技能，不迷

信书本，不迷信权威，坚持求真

求实精神；具有一定的创新意

识，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学会

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问题。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考试

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 0.1 考试

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析 0.1 考试

音乐美学 0.1 考试

艺术概论 0.2 考试

第二课堂 0.1 考查

科研方法 0.2 考试

D1-2：终身学习和专业发展意

识。积极了解国内外基础教育改

革发展动态，吸收先进教育理

念，适应时代和教育发展的新需

求，科学设计职业生涯规划。

音乐学新生研讨课 0.1 考试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0.1 考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2 考查

大学外语 0.2 考查

教育实习 0.2 考查

毕业论文 0.2 考试

D2-1：沟通能力。正确认识沟

通合作对个人发展与成长的重

要作用，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价

值，养成主动与人沟通的意识；

音乐学新生研讨课 0.1 考试

曲艺表演/歌剧表演/键盘重奏 0.1 考查

教育实习 0.2 考查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0.2 考试

舞台编导艺术 0.2 考试

第二课堂 0.2 考查

D2-2：团队协作能力。体验小

组互助和合作学习的方式，掌握

沟通合作的技能，具备团队协作

的意识。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0.1 考试

排练课 0.1 考试

公共体育 0.2 考试

教育实习 0.2 考试

舞台编导艺术 0.1 考试

音乐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0.1 考查

曲艺表演/歌剧表演/键盘重奏 0.1 考查

毕业汇报 0.1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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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2012112201 音乐学新生研讨课

2012112200 乐理（一）

2012122201 乐理（二） 乐理（一）

2012112204 视唱练耳（一）

2012122204 视唱练耳（二） 乐理（一）

2012132204 视唱练耳（三） 乐理（一）（二）

2012142204 视唱练耳（四） 乐理（一）（二）

专业

核心

课程

2012212218 形体训练与舞蹈编导（一）

2012221818 形体训练与舞蹈编导（二） 形体训练与舞蹈编导（一）

2012212219 声乐（一）

2012222219 声乐（二） 声乐（一）

2012232219 声乐（三） 声乐（一）（二）

2012212220 钢琴（一）

2012222220 钢琴（二） 钢琴（一）

2012232220 钢琴（三） 钢琴（一）（二）

2012212201 器乐（一）

2012212202 器乐（二） 器乐（一）

2012212205 中国民族音乐（一）

2012222205 中国民族音乐（二） 中国民族音乐（一）

2012212206 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
（一）

2012222206 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
（二）

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

（一）

2012232207 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析
（一）

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

2012242207 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析
（二）

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

2012222208 和声（一） 乐理、视唱练耳

2012232208 和声（二） 乐理、视唱练耳

2012242209 曲式与作品分析（一） 和声

2012252209 曲式与作品分析（二） 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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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专业

核心

课程

2012242210 合唱与指挥（一） 和声、视唱练耳

2012252210 合唱与指挥（二） 和声、视唱练耳

2012242211 即兴伴奏与弹唱（一） 乐理、和声

2012252211 即兴伴奏与弹唱（二） 乐理、和声

2012232213 小型乐队编配 乐理、和声

2012252214 多声部音乐分析与写作 乐理、和声

2012272215 论文写作 艺术概论

2012252216 艺术概论 中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析

2012272217 音乐美学
艺术概论、中西方音乐史与

名作赏析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方向

提高

2013142201 声乐专业主科（一） 声乐、钢琴、器乐

2013152201 声乐专业主科（二） 声乐、钢琴、器乐

2013172201 声乐专业主科（三） 声乐、钢琴、器乐

2013152205 歌剧表演
声乐、中西方音乐史与名作

赏析

2013142202 器乐专业主科（一） 器乐、声乐、钢琴

2013152202 器乐专业主科（二） 器乐、声乐、钢琴

2013172202 器乐专业主科（三） 器乐、声乐、钢琴

2013152201 室内乐艺术
中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析、

中国民族音乐、排练课

2013142203 键盘专业主科（一） 声乐、钢琴、器乐

2013152203 键盘专业主科（二） 声乐、钢琴、器乐

2013172203 键盘专业主科（三） 声乐、钢琴、器乐

2013152206 键盘重奏艺术
钢琴、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

析

2013142212 音乐学概论 声乐、钢琴、器乐

2013142204 理论专业主科（一） 声乐、钢琴、器乐

2013152204 理论专业主科（二） 声乐、钢琴、器乐

2013152203 科研方法 音乐学概论

专业

任选

2013312224 排练课（一） 器乐

2013322224 排练课（二） 器乐

2013331824 排练课（三） 器乐

2013342224 排练课（四） 器乐

2013352224 排练课（五） 器乐

2012222201 中西乐器文化史 器乐

2013332201 器乐(三) 器乐（一）（二）排练课

2013142201 歌唱语言 声乐

2013342201 钢琴（四） 钢琴（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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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任选

2013341804 曲艺表演 中国民族音乐

2013371805 20 世纪西方音乐研究 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析

2013342208 世界民族音乐
中国民族音乐、西方音乐史

与名作赏析

2013372201 中国现当代音乐 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

2013172201 考研辅导

2013372207 复调 和声、歌曲写作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必修

课程

0402232201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402232202 教育学概论

0402242204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

发展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教育学

概论

0402242207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2012232201 现代教育技术

2012232202 班主任工作

2012242218 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

教法
乐理、视唱练耳、和声

2013352217 音乐教育心理学 乐理、视唱练耳、和声

选修

课程

040335220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0402242208 教育公共政策

0402242209 家庭教育

2013242201 舞蹈史与教学法 形体训练与舞蹈编导

2013342216 音乐教学设计与案例

分析
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

教法

2013372214 音乐教育史与当代音乐教学

法

中、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

析

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

教法

2013352202 山东民俗艺术教育 中国民族音乐

2013372215 中小学课外活动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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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704（其中，

理论课堂教

学 488学时，

实践教学

216学时，不

含军事技能

训练 2周）

40 23.9%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96 6 4%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208 13 7.8%

专业核心课程 800 50 29.9%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192 12 7%

教师

教育

课程

必修课程 224 14 8.3%

选修课程 64 4 2.4%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216 12
38.9%（含通

识、专业类实

践）/16.7%
（不含通识、

专业教育类

实践）

专业教育课程实践 400 25

基础实践 128 7

专业实践 32+18周 11

综合实践 32+16周 10

合计 2480+34周 167 100%

九、其他说明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5.5 30.5 27.5 32.5 20 10 10 11 167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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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of dance
（专业代码：130205）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本专业适应国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要求，立足鲁西，服务山东，辐射全国，培养政治素质过硬、

师德师风高尚、教育情怀深厚、热爱中学舞蹈教育事业，系统掌握舞蹈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熟悉舞蹈教育的基本规律和基本方法，具有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具备较强的教学育人、科学研究、

反思创新、沟通合作与自主专业发展能力，能在中学从事舞蹈教育教学实践、研究及管理工作，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学舞蹈骨干教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师范毕业生应在如下方面达到中学音乐舞蹈教师的标准：

目标 1：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模范遵守教育法律法规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热爱中

学教育事业，具有职业理想和敬业精神。

目标 2：能够熟练运用系统的舞蹈学、音乐学、教育学、心理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独立进

行舞蹈教学设计，实施课堂教学，具有较高的教学能力，能够指导中学生舞蹈创新实践活动。

目标 3：能够熟悉中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运用班级管理和德育工作相关理论，组织与开展生命

教育、科学教育主题活动，胜任中学班主任工作。

目标 4：主动参与和推动中学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提高中学音乐舞蹈学科及美育教育教学能力

与研究水平。

目标 5：养成反思习惯，具有团队协作的意识和能力，争取获得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能够独立

主持教育教学研究课题。

毕业五年左右，成为善于发现问题、反思问题的教育行动研究者，所在单位培养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的教学骨干和音乐舞蹈教育教学改革的优秀中学音乐舞蹈教师。

（二）毕业要求

1. 践行师德（A）

A1. 师德规范

A1-1：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政治认同、理论认同

和情感认同。

A1-2：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己任。遵守中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依法执教意

识，立志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A2. 教育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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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认同教师工作的意义和专业性，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愿意在教师岗位上献出自

己毕生的精力。

A2-2：具有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尊重学生人格，富有爱心、责任心，工作细心、耐心，做学

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2. 学会教学（B）

B1.知识整合

B1-1：掌握舞蹈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理解学科知识体系基本思想和方

法。

B1-2：了解舞蹈学专业与音乐学及相关人文学科之间的联系，了解舞蹈学与社会实践的联系，

对学习科学相关知识有一定的了解。

B2.教学能力

B2-1：具备教学能力。在教育实践中，能够依据中学舞蹈课程标准，针对中学生身心发展和舞

蹈教学的特点，运用舞蹈学的学科知识进行教学；同时要掌握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先进的教学手段、

教学理念 进行教学设计、实施和评价，提升教学能力。

B2-2：具备教学研究能力。能够在舞蹈教学实践的基础上，运用舞蹈学学科知识与科研方法进

行教学研究，并通过教学研究提升课堂教学水平与教学质量。

3. 学会育人（C）

C1. 班级指导

C1-1：树立德育为先理念，了解中学德育原理与方法。在班级管理工作中积极践行德育教育的

理念。

C1-2：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掌握班级组织与建设的工作规律和基本方法，积极组织与指导班

级包括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等的各项教育活动，获得积极体验。

C2. 综合育人

C2-1：了解中学生身心发展和养成教育规律，理解学科育人的价值，通过舞蹈教学培养学生正

确的道德观、价值观；培养学生发现美、感悟美、创造美的能力。

C2-2：了解中学文化和学校开展的教育活动的育人内涵和方法，参与组织主题教育和社团活动，

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

4. 学会发展（D）

D1. 学会反思

D1-1：具有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的意识。了解国内外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动态，能够适应时代和

教育发展需求，进行学习和职业生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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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2：初步掌握反思方法和技能，具有一定创新意识，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学会分析和解决

教育教学问题。

D2. 沟通合作

D2-1：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作用，具有团队协作精神。

D2-2：掌握沟通合作技能，具有小组互助和合作学习体验。

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目标 5

A1. 师德规范 M H H M L

A2. 教育情怀 M H L H M

B1. 知识整合 H H M M L

B2. 教学能力 H H H M M

C1. 班级指导 M H H M L

C2. 综合育人 M H H H M

D1. 学会反思 M H M H H

D2. 沟通合作 H H M H M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基本学制为 4 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计划总学时为 2520学时（实践教学

36周），总学分为 160学分。允许学生在 3～8年内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

学位授予条件者，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艺术学、音乐与舞蹈学。

主要课程：乐理与视唱练耳、中外舞蹈史、舞蹈学导论；芭蕾舞基础训练、中国古典舞基础训

练、中国古典舞身韵、中国民族民间舞、素质与技术、舞蹈剧目、舞蹈鉴赏与分析；教育学概论、

现代教育技术、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法等。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教师职业基本技能、专业见习、专业实习、专业研习、舞蹈表演与综合实践、专业采风、毕业

论文、毕业汇报、第二课堂。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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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政
治理论
课程

0301112202 思想道德与法制
Moral Character and Introduction to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分
为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门中
选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
据《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
若干意见》（教社科
〔2018〕1号）、《新时代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教育
部办公厅关于在思政课
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重
点的“四史”教育的通
知》、教育部《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
评估实施方（2021—2025
年）》（教督〔2021〕1号）
等文件精神开课，包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
好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i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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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大学外
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
学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
《大学俄语》《大学日语》
《大学韩国语》《大学西
班牙语》中任意一种语言
模块课程。具体课程名
称、课程号依学生选修
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
对未达到《大学英语教学
指南》（2020版）基础目
标的学生继续开设《大学
英语（四）》，对已达到较
高水平的学生，根据各学
院、专业发展要求和学生
多元需求开设《高级英
语》、《专门用途英语》和
《跨文化交际》等课程，
供学生选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
开课。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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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
咨询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
能训练 1学分为实践教
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
教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
学院授课，第二学期在西
校区学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
期第 1-2周，不计入总学
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
课。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16 1 一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
心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16 1 六

合计 36 26 10 560 416 144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信息、
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需要学生在三个模块内
各选够 2个学分。共计 6
个学分。

创新创业教育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教师教育 主要涵盖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教育技术等的通识教育课程

学分合计：42 （含通识选修课） 其中理论学分：32 ，实践学分：10 ；学时合计：656 ，其中理论学时： 512(含通识选修 3门) 、 实践学时：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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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2032112201 乐理与视唱练耳（一）
Music Theory and Solfeggio（Ⅰ）

2 1 1 32 16 16 2 一 考试

2032122201 乐理与视唱练耳（二）
Music Theory and Solfeggio（Ⅱ）

2 1 1 32 16 16 2 二 考试

2032112202 舞蹈学导论
Introduction of Dance 2 1 1 32 16 16 2 一 考试

2032132203 中国古代舞蹈史
Chinese Dance History 2 1 1 32 16 16 2 二 考试

2032132201 中国现当代舞蹈史
Chinese Dance History 2 1 1 32 16 16 2 三 考试

2032142204 外国舞蹈史
Western Dance History 2 1 1 32 16 16 2 四 考试

2032162205 舞蹈艺术概论
Instroduction to Dance Arts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试

2032142202
舞蹈鉴赏与分析

Appreciation and analysis of dance 2 1 1 32 16 16 2 四 考试

小计 16 8 8 256 128 128

专业
核心
课程

2032212210 芭蕾基训（一）
Ballet Training（І） 2 1 1 48 16 32 4 一 考试

2032222210 芭蕾基训（二）
Ballet Training（Ⅱ）

2 1 1 48 16 32 4 二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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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2032232211 中国古典舞基训（一）
Chinese Classic Dancing Practice（І） 2 1 1 48 16 32 4 三 考试

2032242202 中国古典舞基训（二）
Chinese Classic Dancing Practice（Ⅱ）

2 1 1 48 16 32 4 四 考试

2032252202 中国古典舞基训（三）
Chinese Classic Dancing Practice（Ⅲ）

2 1 1 48 16 32 4 五 考试

2032222203 中国古典舞身韵（一）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Body Charm（Ⅰ）

1 0.5 0.5 24 8 16 2 二 考试

2032232203 中国古典舞身韵（二）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Body Charm（Ⅱ）

1 0.5 0.5 24 8 16 2 三 考试

2032242203 中国古典舞身韵（三）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Body Charm（Ⅲ）

2 1 1 48 16 32 4 四 考试

2032112212 中国民族民间舞（一）
Chinese Folk Dance （Ⅰ）

2 1 1 48 16 32 4 一 考试

2032222212 中国民族民间舞（二）
Chinese Folk Dance（Ⅱ）

2 1 1 48 16 32 4 二 考试

2032232212 中国民族民间舞（三）
Chinese Folk Dance （Ⅲ）

2 1 1 48 16 32 4 三 考试

2032242204 中国民族民间舞（四）
Chinese Folk Dance（Ⅳ）

2 1 1 48 16 32 4 五 考试

2032252204 中国民族民间舞（五）
Chinese Folk Dance（V） 2 1 1 48 16 32 4 六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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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2032262204
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民间舞

Shando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raditional
dance combination

4 3 1 80 48 32 8 四 考试

2032212213 素质技术（一）
Quality Technology（Ⅰ）

1 0.5 0.5 24 8 16 2 一 考试

2032222213 素质技术（二）
Quality Technology（Ⅱ）

1 0.5 0.5 24 8 16 2 二 考试

2032232213 素质技术（三）
Quality Technology（Ⅲ）

1 0.5 0.5 24 8 16 2 三 考试

2032232214 舞蹈剧目（一）
Dance Repertoire （Ⅰ）

1 0.5 0.5 24 8 16 2 三 考试

2032242206 舞蹈剧目（二）
Dance Repertoire（Ⅱ）

1 0.5 0.5 24 8 16 2 四 考试

2032252208 舞蹈美学
Dance Aesthetic 2 2 16 16 2 五 考试

2032262209 论文写作
Thesis Writing 2 2 16 16 2 六 考查

小计 37 21.5 15.5 808 312 496

合计 53 37.5 15.5 1064 440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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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提高
课程

2033152201 现代舞基训（一）
Basic Training of Modern Dance（Ⅰ）

2 1 1 48 16 32 4 五 考试

专业提高课共修 16学分

专业任选课共修 4学分

2033162201 现代舞基训（二）
Basic Training of Modern Dance（Ⅱ）

2 1 1 48 16 32 4 六 考试

2033152202 编舞技法（一）
Choreography（Ⅰ）

2 1 1 48 16 32 4 五 考试

2033162202 编舞技法（二）
Choreography（Ⅱ）

2 1 1 48 16 32 4 六 考试

2033162203 舞蹈作品创编
Dance works creation 2 1 1 48 16 32 4 六 考试

2033142204
鲁西传统民间舞（Ⅰ）（特色课程）

Luxi traditional folk dance (1)
(characteristic course)

2 2 32 32 4 四 考试

2033152205
鲁西传统民间舞（Ⅱ）（特色课程）

Luxi traditional folk dance (Ⅱ)
(characteristic course)

2 2 32 32 4 五 考试

2033152206
中学舞蹈教学技能模拟训练

Middle school dance teaching skills simulation
training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试

小计 16 11 5 336 128 208

专业
任选
课程

2033352201 钢琴伴奏与弹唱
Piano Accompaniment and Play-singing 1 1 32 32 1 三 考试

2033362202 歌唱基础与合唱训练
Practice of Vocal Solo and Chorus 1 1 32 32 1 四 考试

2033322203 舞蹈解剖学
Dance Anatomy 1 1 16 16 1 二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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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任选
课程

2033332204 舞蹈心理学
Dance Psychology 2 2 32 32 2 三 考查

2033342206 舞蹈教育学
Dance Education 2 2 32 32 2 四 考查

2033342216 即兴与表演
Improvisational Theatre 1 1 32 32 2 四 考试

2033152204 敦煌舞
Dunhuang dance 1 1 32 32 2 五 考查

2033352211 汉唐古典舞
Han Tang classical dance 1 1 32 32 2 五 考查

2033352202 流行舞
Popular dance 1 1 32 32 2 五 考查

2033352208 外国代表性民间舞
Foreign Representative Folk Dance 1 1 32 32 2 五 考查

2033352209 山东传统舞蹈文化
Traditional Dance Culture in Shandong Province 2 2 32 32 2 五 考查

2033362210 运河民间舞蹈文化
Culture of Canal Folk Dance 2 2 32 32 2 六 考查

2033362211 中小学音乐教育与活动指导
Music Education and Activity Guidance 2 2 32 32 2 六 考查

2033362212 音乐教育史
Music Education History 2 2 32 32 2 六 考查

2033342201 当代音乐文化
Contemporary culture of music 2 2 32 32 2 四 考试

小计 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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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合计 20 400

微专业选修
课程编号、课程名称，由学生自主选修的微专业在教务系统内

自动生成。

微专业课程模块，由学生自
主选修，不计入主修专业总
学分、学时。修满微专业合
格课程的，由微专业开设高

校颁发证书。小计

教师
教育
课程
（非
师范
类专
业直
接删
除此
模块）

必修

0402232201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Developmental and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 2 32 32 2 三 考试

1.师范类专业学生需在必修

课程模块修读 14 学分，在

选修课程模块选修 4学分。

2. 现代教育技术开课学期

按文理科学院分别设在第

三、四学期。

3.由相关学院开设的课程由

学生所在学院负责开设，开

课学期与考核方式由学院

确定。

0402232202 教育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402242204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Occupational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1 1 16 16 1 四 考试

0402242207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Mental Health and Moral Education 1 1 16 16 1 四 考试

2033232201 现代教育技术
Modern Teaching Technology 2 1.5 0.5 40 24 16 三 考试

0403342201 班主任工作
Class Management 2 2 32 32 2 四 考试

2033152208
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法

Introduction to School Music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ethdos

2 2 32 32 2 五 考试

2033252201
音乐教法指导与教学技能训练

Music teaching method guidance and
Teaching skill training

2 2 32 32 2 五

小计 1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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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教师
教育
课程
（非
师范
类专
业直
接删
除此
模块）

选修

040335220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Education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1 1 16 16 五 考试

0402242208 教育公共政策
Public Policy on Education 1 1 16 16 1 五/六 考试

0402242209 家庭教育学
Family Pedagogy 1 1 16 16 1 五/六 考试

2033352204 音乐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Instrucional Design and Case Analysis of Music 2 2 32 32 2 五 考试

040334220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of Educational Science 2 2 32 32 2 四 考试

2033342203 音乐教育心理学
Psychology of Music Education 2 2 32 32 2 四 考试

2013372214 音乐教育史与当代音乐教学法
Music Education History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试

小计 4 64

合计 18 296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2014282202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劳动教育与实践，各专业根
据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开设，
不少于 32学时。

2044232201 剧目实训（一）

Repertoire training (一) 1 0.5 0.5 24 8 16 2 三 考试

2044242202 剧目实训（二）

Repertoire training (二)
1 0.5 0.5 24 8 16 2 四 考试

2014272201 弹唱实践

Practice of playing and singing
1 0.5 0.5 24 8 16 2 五 考查

小计 4 1.5 2.5 104 2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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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
践
教
学

必修

专业
实践

2034272202 教育见习
Professional Intership 1 2周 七 考查

2034272203 教育实习
Professional Practice 7 14

周
七 考查

2034272204 教育研习
Professional Study 1 2周 七 考查

2034242211 舞蹈表演与综合实践
Dance Performance and Comprehensive 2 2周 四 考查

2034262201 舞台艺术组织与策划
Stage art organization and planning 2 2周 六 考查

2034262206 专业采风
Collecting Folk Dance 1 2周 六 考查

小计 14 24
周

综合
实践

2034272207 毕业汇报
Graduation Report 2 4周 八 考查

2034282213 毕业论文
Graduation Thesis 4 8周 八 考查

2034282214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八 考查

小计 9 12
周

合计 25 36
周

总计 160 36
周

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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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1：政治信念。理解掌握并努

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

志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

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 考试

思想道德与法治 0.15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15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0.2 考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 考试

形式与政策（一）（二）（三）（四） 0.15 考查

“四史”教育 0.15 考查

军事理论 0.1 考查

A1-2：法规意识。熟悉党和国家

有关基础教育的政策和法规的主

要内容。模范遵守《未成年人保

护法》《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等法律法规，尊重青少年的

合法权益，树立“依法执教”的理

念。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考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2 考试

教育公共政策 0.1 考试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0.1 考试

教育学概论 0.1 考试

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法 0.1 考试

班主任工作 0.1 考查

教育见习、实习、研习 0.1 考查

A2-1：职业精神。高度认同教师

职业，具有献身教育事业的情怀，

为教师职业感到自豪。

教育学概论 0.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 考试

班主任工作 0.1 考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2 考试

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法 0.1 考试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0.1 考试

音乐教育史与当代音乐教学法 0.1 考查

教育见习、实习、研习 0.1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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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2-2：个人品质。具有人文底蕴

和科学精神，具备学会学习、健

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等

核心素养。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

指导（一）（二）
0.2 考试

舞台艺术实践组织与策划 0.1 考试

第二课堂 0.3 考查

舞台表演与综合实践 0.1 考查

思想道德与法治 0.1 考试

毕业汇报 0.2 考试

A2-3：教育情操。牢固树立关爱

学生，尊重学生独立人格，尊重

学生个体差异，信任学生的责任

意识。崇尚真知，能够独立思考、

独立判断，勇于探索；具有积极、

健康、正确的生命观意识。做学

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

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2 考试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0.15 考试

音乐教育心理学 0.15 考试

舞蹈心理学 0.1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15 考试

班主任工作 0.15 考试

教师职业基本技能 0.1 考试

教育见习、实习、研习 0.1 考查

B1-1：通识性知识素养。具有一

定的人文与科学素养，了解中国

优秀的文化传统，了解中国教育

基本情况，具有相应的艺术欣赏

与表现知识，具有适应教育内容、

教学手段和方法现代化的信息。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0.1 考查

中国古代舞蹈史 0.1 考试

中国现当代舞蹈史 0.1 考试

外国舞蹈史 0.1 考试

舞蹈学导论 0.1 考试

舞蹈艺术概论 0.1 考试

音乐教育史 0.1 考试

乐理与视唱练耳 0.1 考查

大学外语（一）（二）（三）（四） 0.1 考查

B1-2：专业学科知识素养。熟悉

中学舞蹈课程标准，学会依据课

程标准制定教学目标或活动目

标；掌握舞蹈学科的基本知识、

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理解学科

知识体系基本思想和方法；了解

学科整合的教育价值；了解所教

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将其与

美育及相关学科、生活实际结合

起来，推动舞蹈学科核心素养的

培育和审美能力提高。

芭蕾基训（一）（二） 0.1 考试

中国古典舞基训（一）（二）（三） 0.1 考试

中国古典舞身韵（一）（二）（三） 0.1 考试

中国民族民间舞（一）（二）（三）

（四）（五）
0.1 考试

素质技术（一）（二）（三） 0.1 考试

舞蹈剧目（一）（二） 0.1 考试

舞蹈美学 0.1 考试

现代舞基训（一）（二） 0.1 考试

舞蹈作品创编 0.1 考试

舞蹈解剖学 0.1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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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2-1：教学设计能力。熟练掌握

“三字一话”、课堂教学、说课、

评课等教学基本技能，掌握中学

教育的基本原理和主要方法；掌

握信息技术，能够运用现代教育

技术进行教学设计，有效实施教

学计划，并能运用多种手段开展

教学评价。

中学舞蹈教学技能模拟训练 0.2 考试

教师职业基本技能 0.1 考试

舞蹈心理学 0.1 考查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15 考查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0.15 考试

音乐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0.1 考试

现代教育技术 0.1 考试

教育见习、实习、研习 0.1 考查

B2-2：教学组织与实施能力。能

够创设适宜的教学情境，根据中

学生的反应及时调整教学活动；

能够调动学习学习积极性，激发

学习兴趣；灵活运用启发式、探

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等教学方

式；能够将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整

合应用到教学中。

编舞技法（一）（二） 0.15 考试

即兴与表演 0.15 考试

舞蹈表演与综合实践 0.15 考试

舞台艺术组织与策划 0.15 考查

舞蹈鉴赏与分析 0.1 考查

中学舞蹈教学技能模拟训练 0.1 考试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0.1 考试

舞蹈作品编创 0.1 考查

B2-3：教学研究能力。在日常学

习和实践过程中积累所学所思所

想，形成问题意识和一定的解决

问题能力；了解研究教育的一般

方法；参与各种类型的科研活动，

获得科学地研究学生的经历与体

验。能基于自身实践有效开展教

育教学研究。

舞蹈艺术概论 0.1 考试

中学舞蹈教学技能模拟训练 0.1 考试

中国古代舞蹈史 0.1 考试

中国现当代舞蹈史 0.1 考试

外国舞蹈史 0.1 考试

舞蹈鉴赏与分析 0.1 考试

舞蹈美学 0.1 考试

舞蹈作品编创 0.1 考试

弹唱实践 0.1 考查

毕业论文 0.1 考查

C1-1：班主任工作知识。树立德

育为先的理念，深刻认识德育教

育对中学生的重要性。掌握中学

生思想品德教育的原理与方法；

班主任工作 0.2 考试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2 考试

教育学概论 0.1 考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1 考试

教育见习、实习、研习 0.2 考查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0.1 考查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0.1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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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C1-2：班主任工作能力。掌握班

级建设的工作规律和基本方法。

能有效组织和科学安排班级活

动，具有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变能

力。

班主任工作 0.2 考试

教育学概论 0.2 考试

教学见习、实习、研习 0.2 考查

教师职业基本技能 0.2 考试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0.2 考试

C2-1：综合育人知识。了解中学

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特征，

掌握促进中学生健康成长和提高

学习效果的教学策略。理解音乐

学科的育人价值，重视对学生人

文素养的培养和人文精神的陶

冶。结合舞蹈学科的特点，树立

培养学生健全人格，促进学生个

性健康发展的意识；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1 考试

舞蹈心理学 0.1 考试

舞蹈赏析与批评 0.1 考查

中国民族民间舞

（一）（二）（三）（四）（五）
0.1 考试

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

民间舞
0.1 考试

舞蹈教育学 0.1 考查

鲁西传统民间舞（Ⅰ）（II）
（特色课程）

0.1 考试

山东传统舞蹈文化 0.1 考查

运河民间舞蹈文化 0.1 考查

乐理与视唱练耳 0.1 考试

C2-2：综合育人能力。了解学校

文化建设和教育活动的育人内涵

和方法。参与组织具有积极进取

精神的主题教育和社团活动。自

觉树立为人师表的模范意识。

班主任工作 0.1 考试

中小学音乐教育与活动指导 0.1 考查

敦煌舞/汉唐古典舞 0.1 考查

流行舞 0.1 考查

舞台艺术组织与策划 0.1 考试

钢琴伴奏与弹唱 0.1 考试

歌唱基础与合唱训练 0.1 考试

弹唱实践 0.1 考试

外国代表性民间舞 0.1 考查

中学舞蹈教学技能模拟训练 0.1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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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D1-1：批判思维和质疑精神。初

步掌握反思方法和技能，不迷信

书本，不迷信权威，坚持求真求

实精神；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

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学会分析

和解决教育教学问题。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考试

中国古代舞蹈史 0.1 考试

中国现当代舞蹈史 0.1 考试

外国舞蹈史 0.1 考试

舞蹈艺术概论 0.1 考试

舞蹈美学 0.1 考试

舞蹈鉴赏与分析 0.1 考试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0.1 考试

专业采风 0.1 考查

D1-2：终身学习和专业发展意识。

积极了解国内外基础教育改革发

展动态，吸收先进教育理念，适

应时代和教育发展的新需求，科

学设计职业生涯规划。

大学外语（一）（二）（三）（四） 0.2 考试

大学生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

（一）（二）
0.1 考查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0.1 考查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1 考试

舞蹈学导论 0.1 考查

教学实习 0.2 考查

论文写作 0.2 考查

毕业论文 0.1 考查

D2-1：沟通能力。正确认识沟通

合作对个人发展与成长的重要作

用，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价值，养

成主动与人沟通的意识；

舞台艺术组织与策划 0.2 考查

第二课堂 0.2 考查

专业采风 0.2 考查

毕业汇报 0.2 考查

教育实习 0.1 考查

当代音乐文化 0.1 考查

D2-2：团队协作能力。体验小组

互助和合作学习的方式，掌握沟

通合作的技能，具备团队协作的

意识。

大学生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

（一）（二）
0.1

舞台艺术组织与策划 0.2 考试

舞蹈表演与综合实践 0.2 考试

专业采风 0.2 考查

毕业汇报 0.1 考查

教育实习 0.1 考查

剧目实训（一）（二） 0.1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 0.1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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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2032112201 乐理与视唱练耳（一）

2032122201 乐理与视唱练耳（二）

2032112202 舞蹈学导论

2032132203 中国古代舞蹈史

2032132201 中国现当代舞蹈史 中国古代舞蹈史

2032142204 外国舞蹈史及作品赏析
中国古代舞蹈史

中国现当代舞蹈史

2032162205 舞蹈艺术概论

专业

核心

课程

2032212210 芭蕾基训（一）

2032222210 芭蕾基训（二）

2032232211 中国古典舞基训（一）
芭蕾基训、

素质技术

2032242202 中国古典舞基训（二）

芭蕾基训、

素质技术、

中国古典舞基训（一）

2032252202 中国古典舞基训（三）

芭蕾基训、

素质技术、

中国古典舞基训（一）

（二）

2032222203 中国古典舞身韵（一） 中国古典舞基训

2032232203 中国古典舞身韵（二） 中国古典舞基训

2032242203 中国古典舞身韵（三） 中国古典舞基训

2032112212 中国民族民间舞（一）

芭蕾基训、

中国古典舞基训、

中国古典舞身韵

2032222212 中国民族民间舞（二）

芭蕾基训、

中国古典舞基训、

中国古典舞身韵

2032232212 中国民族民间舞（三）

芭蕾基训、

中国古典舞基训、

中国古典舞身韵

2032242204 中国民族民间舞（四）

芭蕾基训、

中国古典舞基训、

中国古典舞身韵

2032252204 中国民族民间舞（五）

芭蕾基训、

中国古典舞基训、

中国古典舞身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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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2032262204 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
民间舞

芭蕾基训、

素质技术、

中国民族民间舞、

中国古典舞身韵

2032212213 素质技术（一）

专业

必修

课程

专业

核心

课程

2032222213 素质技术（二）

2032232213 素质技术（三）

2032232214 舞蹈剧目（一）

中国古典舞、

芭蕾舞、

现代舞、

中国民族民间舞

2032242206 舞蹈剧目（二）

中国古典舞、

芭蕾舞、

现代舞、

中国民族民间舞

2032252206 舞蹈剧目（三）

中国古典舞、

芭蕾舞、

现代舞、

中国民族民间舞

2032262207 舞台艺术组织与策划

中国古典舞、

芭蕾舞、

现代舞、

中国民族民间舞

2032252208 舞蹈美学

2032262209 论文写作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课程

2033152201 现代舞基训（一）

芭蕾基训、

中国古典舞基训、

中国古典舞身韵

2033162201 现代舞基训（二）

芭蕾基训、

中国古典舞基训、

中国古典舞身韵

2033152202 编舞技法（一）

芭蕾基训、

中国古典舞基训、

现代舞基训、

中国民族民间舞、

舞蹈剧目

2033162202 编舞技法（二）

芭蕾基训、

中国古典舞基训、

现代舞基训、

中国民族民间舞、

舞蹈剧目

2033162203 舞蹈作品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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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课程

2033142204 鲁西传统民间舞（Ⅰ）
（特色课程）

中国民族民间舞

2033152205 鲁西传统民间舞（Ⅱ）
（特色课程）

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统民间舞

2033152206 中学舞蹈教学技能模拟
训练

乐理与视唱练耳、

中外舞蹈史、

芭蕾基训、

中国民族民间舞

中国古典舞基训及身

韵、

现代舞集训、

舞蹈剧目、

专业
任选
课程

2033352201 钢琴伴奏与弹唱 乐理与视唱练耳

2033362202 歌唱基础与合唱训练 乐理与视唱练耳

2033322203 舞蹈解剖学

2033332204 舞蹈心理学 现代舞基训

2033342206 舞蹈教育学 舞蹈作品创编

2033342216 即兴与表演 舞蹈作品创编

2033152204 敦煌舞

中国古典舞基训、

现代舞基训、

中国民族民间舞

2033352211 汉唐古典舞

中国古典舞基训、

现代舞基训、

中国民族民间舞

2033352202 流行舞

中国古典舞基训、

现代舞基训、

中国民族民间舞

2033352208 外国代表性民间舞 外国舞蹈史及作品赏析

2033342217 中国民族音乐

2033352208 舞蹈赏析与批评
中国古典舞蹈史、

中国近现代舞蹈史、
外国舞蹈史及作品赏析

2033512209 山东传统舞蹈文化
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统民间舞

2033362210 运河民间舞蹈文化

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统民间舞、

山东传统舞蹈文化

2033362211 中小学音乐教育与活动指
导

舞蹈心理学、

舞蹈教育学

2033362212 音乐教育史

2033342201 当代音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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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必修

课程

0402232201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402232202 教育学概论

0402242204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教育学概论

0402242207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1602232204 现代教育技术

0403342201 班主任工作

2033152208 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

教法
乐理与视唱练耳

2033252201 音乐教法指导与教学技能

训练

乐理与视唱练耳、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选修

课程

040335220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0402242208 教育公共政策

0402242209 家庭教育学

2033352204 音乐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

材教法

040334220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中小学音乐教育与活动

指导

2033342203 音乐教育心理学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2013372214 音乐教育史与当代音乐

教学法

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

材教法

音乐教学设计与案例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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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560（其中，

理论课堂教

学 416学时，

实践教学

144学时，不

含军事技能

训练 2周）

36 22.5%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96 6 3.8%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256 16 10%

专业核心课程 808 37 23%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专业提高课程
336 16 10%

专业任选课程 64 4 2.5%

教师

教育

课程

必修课程 232 14 8.8%

选修课程 64 4 2.5%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144 10
39.4%（含通

识、专业类实

践）/16.9%
（不含通识、

专业教育类

实践）

专业教育课程实践 532 26

基础实践 104 4

专业实践 24周 14

综合实践 12周 9

合计 2520+36周 160 100%

九、其他说明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1.5 20.5 27.5 31.5 25 16 9 9 160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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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History
（专业代码：060101）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依托历史学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优势，立足鲁西、面向山东、辐射全国，培养政治觉悟

高，适应基础教育发展需要，热爱中学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教师职业道德与教育情怀，具备史学

理论基本素养，掌握历史教学基本技能和科学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意识和较强的教育教学研究、班

级管理与自主发展能力，能够胜任中学历史教学工作的优秀教师。

本专业毕业生毕业后 5年左右具有如下目标预期：

目标 1：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模范遵守教育法律法规和教师职业道德，热爱中学

教育事业，具有职业理想和敬业精神。

目标 2：能够熟练运用系统的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以及现代信息技

术，胜任中学历史的教学工作。

目标 3：能够熟悉中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运用班级管理和德育工作相关理论，组织与开展班级

主题活动，胜任中学班主任工作。

目标 4：经过努力和刻苦钻研，能够主讲公开课、优质课或示范课，主持教研活动或命题活动，

成为所在中学的骨干教师或受学生欢迎的教师。

目标 5：养成反思习惯，能够通过有效沟通和团队协作解决教育教学问题，养成终身学习与专

业发展的意识和能力。

（二）毕业要求

■践行师德

2.1师德规范

2.1-1：理解掌握并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志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

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2.1-2：熟悉党和国家有关基础教育的政策和法规的主要内容。模范遵守《未成年人保护法》《中

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法律法规，尊重青少年的合法权益，树立“依法执教”的理念。

2.2教育情怀

2.2-1：高度认同教师职业，具有献身中学历史教育的情怀，为教师职业感到自豪；

2.2-2：牢固树立关爱学生，尊重学生独立人格，尊重学生个体差异，信任学生的责任意识。崇

尚真知，能够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勇于探索；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877

2.2-3：具有积极、健康、正确的生命观意识。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

国的引路人。

■学会教学

2.3学科素养

2.3-1：坚持唯物史观，掌握历史学科的核心知识，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时空脉络，理解历史学

科知识体系基本思想，了解国内外史学研究动态；

2.3-2：掌握史学基本原理和方法，坚持史料实证原则，掌握文献检索等基本方法，了解历史学

科与文献学、地理学、政治学等相关领域学科的联系，初步具备研究历史问题的能力；

2.3-3：能够运用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思考历史问题和实践问题，增强对历史学习过程的

认知和理解。

2.4教学能力

2.4-1：熟练掌握“三字一话”、课堂教学、说课、评课等教学基本技能，掌握中学教育的基本原

理和主要方法；

2.4-2：熟悉历史学科的课程标准，具有开展完整教学活动的能力，能够根据教育教学实际问题，

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具有多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的意识；

2.4-3：掌握信息技术，能够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教学设计，有效实施教学计划，并能运用多

种手段开展教学评价。

■学会育人

2.5班级指导

2.5-1：树立德育为先的理念，深刻认识德育教育对中学生的重要性。掌握中学生思想品德教育

的原理与方法；

2.5-2：掌握班级建设的工作规律和基本方法。能有效组织和科学安排班级活动，具有处理突发

事件的应变能力。

2.6综合育人

2.6-1：了解中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特征，掌握促进中学生健康成长和提高学习效果的教

学策略。理解历史学科的育人价值，重视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和人文精神的陶冶。结合历史学科

的特点，树立培养学生健全人格，促进学生个性健康发展的意识；

2.6-2：了解学校文化建设和教育活动的育人内涵和方法。参与组织具有积极进取精神的主题教

育和社团活动。自觉树立为人师表的模范意识。

■学会发展

2.7学会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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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具有较强的反思能力、批判思维和质疑精神，坚持求真求实精神；

2.7-2：具有终身学习意识和专业发展意识，不满足于现状。积极了解国内外基础教育改革发展

动态，吸收先进教育理念，适应时代和教育发展的新需求，科学设计职业生涯规划。

2.8沟通合作

2.8-1：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价值，体验小组互助和合作学习的方式，积极承担团队中的角色，具

备团队协作精神；

2.8-2：正确认识沟通对个人发展与成长的重要作用，培养主动沟通的意识与善于沟通的能力。

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目标 5

2.1师德规范 H L H M L

2.2教育情怀 H M M H L

2.3学科素养 L H M H L

2.4教学能力 L H M H M

2.5班级指导 M H H M L

2.6综合育人 L M H H M

2.7学会反思 L M M H H

2.8沟通合作 L M H M H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基本学制为 4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计划总学时为 2344学时，总学分为

159学分。允许学生在 3～8 年内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

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历史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中国史、世界史、教育学。

主要课程：中国历史文选、西方历史典籍导读、史学理论与方法、史学文献检索与利用、马克

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

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教育学概论、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现

代教育技术、历史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历史学科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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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书写技能训练、教学语言技能训练、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微格教学训练、劳动教育与实践、

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第二课堂、校外文物考察、教育见习与研习、教育实习与研习、毕业论文等。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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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
政治
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5学分，其中 4学分
为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门中
选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
据《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
若干意见》（教社科
〔2018〕1号）、《新时代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教育
部办公厅关于在思政课
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重
点的“四史”教育的通
知》、教育部《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
评估实施方（2021—2025
年）》（教督〔2021〕1号）
等文件精神开课，包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
好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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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
课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术课

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至少
选修 1门、2学分。学生
自主选修课程包括《音乐
鉴赏》《中国美术史》《东
昌府木版年画艺术》《山
东民歌赏析》《艺术与审
美》《带你听懂中国传统
音乐》《中国传统音乐作
品》《视觉艺术设计》《音
乐与社会》等。

大学外
语

1301112207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
学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

《大学俄语》《大学日语》

《大学韩国语》《大学西

班牙语》中任选一种语言

模块课程，具体课程名

称、课程号依学生选修

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
对未达到《大学英语教学
指南》（2020版）基础目
标的学生继续开设《大学
英语（四）》，对已达到较
高水平的学生，根据各学
院、专业发展要求和学生
多元需求开设《高级英
语》《专门用途英语》和
《跨文化交际》等课程。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
开课。

1301122207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1301132207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1301142207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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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

为实践教学；

2.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

“公共体育”课程，每一学

年学生须在篮球、排球、

足球、太极拳、网球、健

身田径、软式排球、健美

操、武术、乒乓球、拳击、

散打、羽毛球、垒球

体育舞蹈、体育游戏等项

目中选择一项不同运动

项目作为学习内容，满足

掌握 2项运动健身技能的

要求。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考查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
询中心负责开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
能训练 1学分为实践教
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
教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
学院授课，第二学期在西
校区学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
期第 1-2周，不计入总学
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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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16 1 一 考查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
心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16 1 六 考查

合计 39 28 11 688 488 200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1.历史学专业需选修社会
科学模块、自然科学模块
课程各 2学分。
2.创新创业教育模块中
“创新基础”
（3101222201）“创业基
础”（3101242202）为限
选课程，分别在第 2、4
学期开设，两门课程各 1
学分，所有专业学生均需
修读。

社会科学 此模块需选修 2 学分

自然科学 此模块需选修 2 学分

创新创业教育 此模块需选修 2 学分

教师教育

学分合计：45， 其中理论学分：34 实践学分：11；学时合计：784 ，其中理论学时：584 实践学时：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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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0912132201 中国历史文选
The Selections of Chinese History Classics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912132202 西方历史典籍导读
Guided Reading of Western History Classics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912142211 史学理论与方法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Historiography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912122204 史学论文写作
Historical Essay Writing 1 1 16 16 1 二 考查

0912122205 史学文献检索与利用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Application of History 1 0.5 0.5 16 8 8 1 二 考查

0912142213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Historical Theory of Marxism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912142214 中国史学史
Chinese Historiography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912152215 西方史学史
Western Historiography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912112209 史学导航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1 1 16 16 1 一 考查

小计 20 320

专业
核心
课程

0912212210 中国古代史（上）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I) 4 4 64 64 4 一 考试

0912222211 中国古代史（下）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II) 4 4 64 64 4 二 考试

0912232203 中国近代史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I) 4 4 64 64 4 三 考试

0912242215 中国现代史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II) 4 4 64 64 4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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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0912252205 中国当代史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2 2 32 32 2 五 考试

0912212212 世界古代史
History of Ancient and Medieval World 5 5 80 80 5 一 考试

0912222213 世界近代史
Modern World History(I) 4 4 64 64 4 二 考试

0912232208 世界现代史
Modern World History(II) 4 4 64 64 4 三 考试

0912242209 世界当代史
Contemporary World History 2 2 32 32 2 四 考试

小计 33 528

合计 53 848

选修
专业
提高
方向

0913142201 中国历史文献学
Chinese Historical Philology 2 2 32 32 2 四 考查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要求：总
计 18 学分。学生可在专业
提高方向、专业应用方向、
专业任选方向自主选修相
应课程。

0913132202 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2 2 32 32 2 三 考查

0913172203 儒学史
History of Confucianism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142204 中国古代社会史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913152205 中国政治制度史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3142206 中国经学史
History of Confucian Classical Studies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913142207 中国思想史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s 2 2 32 32 2 四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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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提高

方向

0913132208 中国古代史料学
Historical Materials Science of Ancient China 2 2 32 32 2 三 考查

0913172209 中国古代经济史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Economy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152210
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3152211
中国近现代史料学

Historical Materials Science of Modern China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3152212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Economy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3172213 中国近代文化史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152214 外国思想史
The Foreign Intellectual History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3172215 美国外交史
History of American Politics and Diplomacy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152216 美国史
History of America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3152217 英国史
History of the UK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3152218 俄国史
History of Russia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3182219 韩国史
History of Korea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913182221 日本史
History of Japan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913152201 专业英语
Specialized English for History 2 2 32 32 2 五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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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0913152222 明清中朝关系史
Sino-Korean Relation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2 2 32 32 2 五 考查

小计 8 128

专业
应用
方向

0913222201 考古学通论
Outline of Archaeology 2 2 32 32 2 二 考查

0913272202
中国古代科技史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Ancient China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272203 中国古代法律史
Legal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272204 中国古代史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252205 中国近代史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I)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3272206 中国现代史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II)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282207 中国当代史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Contemporary History China(II)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913272208
世界古代史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the Ancient and Medieval World
History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272209 世界近代史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the Modern World History(I)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272210 世界现代史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the Modern World History(II)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282211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History of World War Two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913282201 运河区域文化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Great Canal Regional Culture 2 2 32 32 2 八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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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应用
方向

0913252213 国际关系史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3252214 中美关系史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3272215 中俄关系史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Rusia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252216
外国政治制度史

History of Foreign Political System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3282202 太平洋岛国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Pacific Islands Countries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3282203 亚洲地区主义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Asian Regionalism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933282207 气候外交专题
Research on Climate Diplomacy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913212219 社交礼仪
Social Etiquette 2 1 1 32 16 16 2 一 考查

0913222220 普通话
Mandarin Chinese 2 1 1 32 16 16 2 二 考查

0913232201 外国教育史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History of Foreign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三 考查

小计 8 128

专业
任选
方向

0913372211 敦煌学
Studies on Dunhuang Caves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372212 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
Cultural Heritag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372203 中国旅游史
Tourism History of China 2 2 32 32 2 七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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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任选
方向

0913382205 旅游人类学
Tourism Anthropology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913372206 国际政治经济学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372201 行政职业能力提升
The Administration Occupation Ability Improvement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372202 学术英语能力提升
Academic English Skill Improvement 2 2 32 32 2 七 考查

小计 2 32

合计 18 288

微专业选修
课程编号、课程名称，由学生自主选修的微专业在教务系统内

自动生成。

微专业课程模块，由学生自
主选修，不计入主修专业总
学分、学时。修满微专业合
格课程的，由微专业开设高

校颁发证书。小计

教师
教育
课程

必修

0402232201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Developmental and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 2 32 32 2 三 考试

1.师范类专业学生需在必修
课程模块修读 14 学分，在
选修课程模块选修 4学分。
2. 现代教育技术开课学期
按文理科学院分别设在第
三、四学期。

0402232202 教育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402242204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Occupational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1 1 16 16 1 四 考试

0402242207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Mental Health and Moral Education 1 1 16 16 1 四 考试

1602232204 现代教育技术
Modern Teaching Technology 2 1.5 0.5 40 24 16 三/四 考试

0403342201 班主任工作
Class Management 2 2 32 32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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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教师
教育
课程

必修

0912252210 历史学科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Teaching Design and Case Analysis of History 2 1.5 0.5 32 24 8 2 五 考查

0912242201
历史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

Research on the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Textbooks of History Subject

2 2 32 32 2 四 考查

小计 14 232

选修

040335220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Education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1 1 16 16 1 五 考试

0402242208 教育公共政策
Educational Public Policy 1 1 16 16 1 五/六 考试

0402242209 家庭教育学
Family Education 1 1 16 16 1 五/六 考试

0913242226 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913282230
中学综合实践活动组织与实施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Activities in Middle Schools

2 1.5 0.5 32 24 8 2 八 考查

0913252201 教学信息视觉设计
Visual Design for Course Information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0913252231 中国教育史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2 2 32 2 五 考查

0913242203
中外教育名著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Educational Classics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913252204 教育法律法规
Educa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2 2 32 32 2 五 考查

小计 4 64

合计 18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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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践
教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091421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1-4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各专业根
据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开设，
不少于 32 学时，详见实施
细则。

0914212201 教学书写技能训练
Teaching Writing Skills Training 2 1 1 32 16 16 一 考查

0914222202 教学语言技能训练
Teaching Language Skills Training 2 1 1 32 16 16 二 考查

0914252203
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微格教学训练

Teacher Professional Skills-Microteaching Training 2 1 1 32 16 16 五 考查

小计 7 128

专业
实践

0914252201 教育见习与研习
Education Internship and Study 1 1周 五 考查

0914262202 教育实习与研习
Education Practice and Study 8 18周 六 考查

0914252204 校外文物考察
Exploring Historical Relics 1 2周 五 考查

小计 10

综合
实践

0914282205 毕业论文
Graduation Thesis 5 6周 八 考查

0914282202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1-8 考查

小计 8

合计 25 128

总计 159 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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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

值

2.1-1：理解掌握并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立志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

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

老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3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0.1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0.1 考试

形势与政策（一、二、三、四） 0.2 考查

“四史”教育 0.3

2.1-2：熟悉党和国家有关基础教育的政

策和法规的主要内容。模范遵守《未成

年人保护法》《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等法律法规，尊重青少年的合法权

益，树立“依法执教”的理念。

思想道德与法治 0.4 考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3 考试

教育学概论 0.3 考试

2.2-1：高度认同教师职业，具有献身中

学历史教育的情怀，为教师职业感到自

豪。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4 考试

教育学概论 0.3 考试

教育见习与实习 0.3 考查

2.2-2：牢固树立关爱学生，尊重学生独

立人格，尊重学生个体差异，信任学生

的责任意识。崇尚真知，能够独立思考、

独立判断，勇于探索。

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4 考试

班主任工作 0.3 考试

教育实习与研习 0.3 考查

2.2-3：具有积极、健康、正确的生命观

意识。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

新思维，奉

献祖国的引路人。

发展与教学心理学 0.2 考试

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3 考试

班主任工作 0.3 考试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0.2 考试

2.3-1：坚持唯物史观，掌握历史学科的

核心知识，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时空脉

络，理解历史学科知识体系基本思想，

了解国内外史学研究动态。

中国古代史（上、下） 0.2 考试

中国近代史 0.1 考试

中国现代史 0.1 考试

中国当代史 0.1 考试

世界古代史 0.2 考试

世界近代史 0.1 考试

世界现代史 0.1 考试

世界当代史 0.1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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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

值

2.3-2：掌握史学基本原理和方法，坚持

史料实证原则，掌握文献检索等基本方

法，了解历史学科与文献学、地理学、

政治学等相关领域学科的联系，初步具

备研究历史问题的能力；

史学理论与方法 0.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0.2 考试

史学文献检索与利用 0.2 考查

中国历史文选 0.2 考试

西方历史典籍导读 0.1 考试

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0.1 考查

2.3-3：能够运用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

方法思考历史问题和实践问题，增强对

历史学习过程的认知和理解。

毕业论文 0.3 考查

史学导航 0.3 考查

中国史学史 0.2 考试

西方史学史 0.2 考试

2.4-1：熟练掌握“三字一话”、课堂教学、

说课、评课等教学基本技能，掌握中学

教育的基本原理和主要方法。

普通话 0.2 考查

教学书写技能训练 0.3 考查

教学语言技能训练 0.3 考查

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微格教学训练 0.2 考查

2.4-2：熟悉历史学科的课程标准，具有

开展完整教学活动的能力，能够根据教

育教学实际问题，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

具有多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的意识。

历史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 0.3 考试

历史学科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0.3 考查

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微格教学训练 0.2 考查

教育实习与研习 0.2 考查

2.4-3：掌握信息技术，能够运用现代教

育技术进行教学设计，有效实施教学计

划，并能运用多种手段开展教学评价。

现代教育技术 0.3 考试

教学信息视觉设计 0.3 考查

历史学科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0.2 考查

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微格教学训练 0.2 考查

2.5-1：树立德育为先的理念，深刻认识

德育教育对中学生的重要性。掌握中学

生思想品德教育的原理与方法。

思想道德与法治 0.3 考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3 考试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2 考试

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2 考试

2.5-2：掌握班级建设的工作规律和基本

方法。能有效组织和科学安排班级活动，

具有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

班主任工作 0.4 考试

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2 考试

教育见习与实习 0.3 考查

军事理论与训练 0.1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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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

值

2.6-1：了解中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

习特征，掌握促进中学生健康成长和提

高学习效果的教学策略。理解历史学科

的育人价值，重视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

养和人文精神的陶冶。结合历史学科的

特点，树立培养学生健全人格，促进学

生个性健康发展的意识。

发展与教学心理学 0.2 考试

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2 考试

教育见习与实习 0.2 考查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2 考试

班主任工作 0.2 考试

2.6-2：了解学校文化建设和教育活动的

育人内涵和方法。参与组织具有积极进

取精神的主题教育和社团活动。自觉树

立为人师表的模范意识。

第二课堂 0.4 考查

校外文物考查 0.2 考查

班主任工作 0.4 考试

2.7-1：具有较强的反思能力、批判思维

和质疑精神，坚持求真求实精神。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3 考试

史学论文写作 0.4 考查

中国思想史 0.3 考查

2.7-2：具有终身学习意识和专业发展意

识，不满足于现状。积极了解国内外基

础教育改革发展动态，吸收先进教育理

念，适应时代和教育发展的新需求，科

学设计职业生涯规划。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4 考试

教育学概论 0.3 考试

中国教育史 0.3 考查

2.8-1：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价值，体验小

组互助和合作学习的方式，积极承担团

队中的角色，具备团队协作精神；

社交礼仪 0.3 考查

教育学概论 0.2 考试

班主任工作 0.3 考试

第二课堂 0.2 考查

2.8-2：正确认识沟通对个人发展与成长

的重要作用，培养主动沟通的意识与善

于沟通的能力。

教育实习与研习 0.4 考查

公共体育 0.3 考试

劳动教育实践 0.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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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0912132201 中国历史文选 中国古代史

0912132202 西方历史典籍导读 世界古代史、近代史

0912142211 史学理论与方法 中国通史、世界通史

0912122204 史学论文写作 中国通史、世界通史

0912112205 史学文献检索与利用 无

0912142213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中国通史、世界通史

0912142214 中国史学史 中国通史

0912152215 西方史学史 世界通史

0912112209 史学导航 无

专业
核心
课程

0912212210 中国古代史（上） 无

0912222211 中国古代史（下） 中国古代史（上）

0912232203 中国近代史 中国古代史

0912242215 中国现代史 中国古代、近代史

0912252205 中国当代史 中国古代、近现代史

0912212212 世界古代史 无

0912222213 世界近代史 世界古代史

0912232208 世界现代史 世界古代、近代史

0912242209 世界当代史 世界古代、近现代史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0913142201 中国历史文献学 中国古代史

0913132202 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中国古代史

0913172203 儒学史 中国古代史

0913142204 中国古代社会史 中国古代史

0913152205 中国政治制度史 中国古代史

0913142206 中国经学史 中国古代史

0913142207 中国思想史 中国通史

0913132208 中国古代史料学 中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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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0913172209 中国古代经济史 中国古代史

0913152210 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中国近代史

0913152211 中国近现代史料学 中国近代史

0913152212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中国近代史

0913172213 中国近代文化史 中国近现代史

0913152214 外国思想史 世界通史

0913172215 美国外交史 世界通史

0913152216 美国史 世界通史

0913152217 英国史 世界通史

0913152218 俄国史 世界通史

0913182219 韩国史 世界通史

0913182221 日本史 世界通史

0913152201 专业英语 中国通史、世界通史

0913252222 明清中朝关系史 中国古代史

专业
应用
方向

0913222201 考古学通论 中国古代史

0913272202 中国古代科技史 中国古代史

0913272203 中国古代法律史 中国古代史

0913272204 中国古代史专题 中国通史

0913252205 中国近代史专题 中国近代史

0913272206 中国现代史专题 中国现代史

0913282207 中国当代史专题 中国当代史

0913272208 世界古代史专题 世界通史

0913272209 世界近代史专题 世界通史

0913272210 世界现代史专题 世界通史

0913282211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世界通史

0913282201 运河区域文化专题 中国古代史

0913252213 国际关系史 世界通史

0913252214 中美关系史 世界通史

0913272215 中俄关系史 世界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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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应用
方向

0913252216 外国政治制度史 世界通史

0913282202 太平洋岛国专题 世界通史

0913282203 亚洲地区主义专题 世界通史

0933282207 气候外交专题 世界通史

0913212219 社交礼仪 无

0913222220 普通话 无

0913232201 外国教育史专题 无

专业
任选
方向

0913372211 敦煌学 中国古代史

0913372212 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 考古学

0913372203 中国旅游史 无

0913382205 旅游人类学 无

0913372206 国际政治经济学 世界通史

0913372201 行政职业能力提升 无

0913372202 学术英语能力提升 公共英语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必修
课程

0402232201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402232202 教育学概论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402242204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402242207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1602232204 现代教育技术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403342201 班主任工作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912252210 历史学科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912242201 历史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选修
课程

040335220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402242208 教育公共政策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402242209 家庭教育学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913242226 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913282230 中学综合实践活动组织与实施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913252201 教学信息视觉设计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913252231 中国教育史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913242203 中外教育名著选读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913252204 教育法律法规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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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688（其中，

理论课堂教

学 488学
时，实践教

学 200学
时，不含军

事技能训练

2周）

39（含实

践 11） 24.5%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96 6 3.8%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320 20 12.7%

专业核心课程 528 33 20.9%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288 18 11.3%

教师

教育

课程

必修课程 232 14 8.8%

选修课程 64 4 2.5%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200 11

非独立设

课实践学

分比例
6.9%

22.6%
基础实践 128 7

独立设课

实践学分

比例 15.7%
专业实践 10

综合实践 8

合计 2344 159
100%

（不含非独立设课

实践学分比例）

九、其他说明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5 25 31 30 20 8 10 10 159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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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公费师范生类）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History
（专业代码：060101）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依托历史学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优势，立足鲁西、面向山东、辐射全国，培养政治觉悟

高，适应基础教育发展需要，热爱中学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教师职业道德与教育情怀，具备史学

理论基本素养，掌握历史教学基本技能和科学研究方法，具备创新意识和较强的教育教学研究、班

级管理与自主发展能力，能够胜任中学历史教学工作的优秀教师。

本专业毕业具有如下目标预期：

目标 1：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模范遵守教育法律法规和教师职业道德，热爱中学

教育事业，具有职业理想和敬业精神。

目标 2：能够熟练运用系统的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以及现代信息技

术，胜任中学历史的教学工作。

目标 3：能够熟悉中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运用班级管理和德育工作相关理论，组织与开展生命

教育、科学教育主题活动，胜任中学班主任工作。

目标 4：经过努力和刻苦钻研，能够主讲公开课、优质课或示范课，主持教研活动或命题活动，

成为所在中学的骨干教师或受学生欢迎的教师。

目标 5：养成反思习惯，能够通过有效沟通和团队协作解决教育教学问题，养成终身学习与专

业发展的意识和能力。

（二）毕业要求

■践行师德

2.1 师德规范

2.1-1：理解掌握并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志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

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2.1-2：熟悉党和国家有关基础教育的政策和法规的主要内容。模范遵守《未成年人保护法》《中

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法律法规，尊重青少年的合法权益，树立“依法执教”的理念。

2.2 教育情怀

2.2-1：高度认同教师职业，具有献身中学历史教育的情怀，为教师职业感到自豪；

2.2-2：牢固树立关爱学生，尊重学生独立人格，尊重学生个体差异，信任学生的责任意识。崇

尚真知，能够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勇于探索；

2.2-3：具有积极、健康、正确的生命观意识。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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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引路人。

■学会教学

2.3 学科素养

2.3-1：坚持唯物史观，掌握历史学科的核心知识，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时空脉络，理解历史学

科知识体系基本思想，了解国内外史学研究动态；

2.3-2：掌握史学基本原理和方法，坚持史料实证原则，掌握文献检索等基本方法，了解历史学

科与文献学、地理学、政治学等相关领域学科的联系，初步具备研究历史问题的能力；

2.3-3：能够运用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思考历史问题和实践问题，增强对历史学习过程的

认知和理解。

2.4 教学能力

2.4-1：熟练掌握“三字一话”、课堂教学、说课、评课等教学基本技能，掌握中学教育的基本原

理和主要方法；

2.4-2：熟悉历史学科的课程标准，具有开展完整教学活动的能力，能够根据教育教学实际问题，

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具有多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的意识；

2.4-3：掌握信息技术，能够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教学设计，有效实施教学计划，并能运用多

种手段开展教学评价。

■学会育人

2.5 班级指导

2.5-1：树立德育为先的理念，深刻认识德育教育对中学生的重要性。掌握中学生思想品德教育

的原理与方法；

2.5-2：掌握班级建设的工作规律和基本方法。能有效组织和科学安排班级活动，具有处理突发

事件的应变能力。

2.6 综合育人

2.6-1：了解中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特征，掌握促进中学生健康成长和提高学习效果的教

学策略。理解历史学科的育人价值，重视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和人文精神的陶冶。结合历史学科

的特点，树立培养学生健全人格，促进学生个性健康发展的意识；

2.6-2：了解学校文化建设和教育活动的育人内涵和方法。参与组织具有积极进取精神的主题教

育和社团活动。自觉树立为人师表的模范意识。

■学会发展

2.7 学会反思

2.7-1：具有较强的反思能力、批判思维和质疑精神，坚持求真求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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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具有终身学习意识和专业发展意识，不满足于现状。积极了解国内外基础教育改革发展

动态，吸收先进教育理念，适应时代和教育发展的新需求，科学设计职业生涯规划。

2.8 沟通合作

2.8-1：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价值，体验小组互助和合作学习的方式，积极承担团队中的角色，具

备团队协作精神；

2.8-2：正确认识沟通对个人发展与成长的重要作用，培养主动沟通的意识与善于沟通的能力。

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目标 5

2.1 师德规范 H L H M L

2.2 教育情怀 H M M H L

2.3 学科素养 L H M H L

2.4 教学能力 L H M H M

2.5 班级指导 M H H M L

2.6 综合育人 L M H H M

2.7 学会反思 L M M H H

2.8 沟通合作 L M H M H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基本学制为 4 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计划总学时为 2344 学时，总学分为

159 学分。允许学生在 3～8 年内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

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历史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中国史、世界史、教育学

主要课程：中国历史文选、西方历史典籍导读、史学理论与方法、史学文献检索与利用、马克

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

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教育学概论、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现

代教育技术、历史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历史学科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教学书写技能训练、教学语言技能训练、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微格教学训练、劳动教育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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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第二课堂、校外文物考察、教育见习与研习、教育实习与研习、毕业论文等。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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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
政治
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5学分，其中 4学分

为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门中
选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
据《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
若干意见》（教社科
〔2018〕1号）、《新时代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教育
部办公厅关于在思政课
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重
点的“四史”教育的通
知》、教育部《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
评估实施方（2021—2025
年）》（教督〔2021〕1号）
等文件精神开课，包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
好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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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四史”教育 1 1 16 16 1-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
课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术课

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至少
选修 1门、2学分。学生
自主选修课程包括《音乐
鉴赏》《中国美术史》《东
昌府木版年画艺术》《山
东民歌赏析》《艺术与审
美》《带你听懂中国传统
音乐》《中国传统音乐作
品》《视觉艺术设计》《音
乐与社会》等。

大学外
语

1301112207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
学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

《大学俄语》《大学日语》

《大学韩国语》《大学西

班牙语》中任选一种语言

模块课程，具体课程名

称、课程号依学生选修

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
对未达到《大学英语教学
指南》（2020版）基础目
标的学生继续开设《大学
英语（四）》，对已达到较
高水平的学生，根据各学

1301122207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1301132207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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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院、专业发展要求和学生
多元需求开设《高级英
语》《专门用途英语》和
《跨文化交际》等课程。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
开课。

1301142207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

为实践教学；

2.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

“公共体育”课程，每一学

年学生须在篮球、排球、

足球、太极拳、网球、健

身田径、软式排球、健美

操、武术、乒乓球、拳击、

散打、羽毛球、垒球

体育舞蹈、体育游戏等项

目中选择一项不同运动

项目作为学习内容，满足

掌握 2项运动健身技能的

要求。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考查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
询中心负责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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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
能训练 1学分为实践教
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
教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
学院授课，第二学期在西
校区学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
期第 1-2周，不计入总学
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
课。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16 1 一 考查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
心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16 1 六 考查

合计 39 28 11 688 488 200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1.历史学专业需选修社会
科学模块、自然科学模块
课程各 2学分。
2.创新创业教育模块中
“创新基础”
（3101222201）“创业基

社会科学 此模块需选修 2 学分

自然科学 此模块需选修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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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础”（3101242202）为限
选课程，分别在第 2、4
学期开设，两门课程各 1
学分，所有专业学生均需
修读。

创新创业教育 此模块需选修 2 学分

教师教育

学分合计：45， 其中理论学分：34 实践学分：11；学时合计：784 ，其中理论学时：584 实践学时：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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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0912132201 中国历史文选
The Selections of Chinese HistoryClassics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912132202 西方历史典籍导读
Guided Reading of Western History Classics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912142211 史学理论与方法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Historiography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912122204 史学论文写作
Historical Essay Writing 1 1 16 16 1 二 考查

0912122205 史学文献检索与利用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Application of History 1 0.5 0.5 16 8 8 1 二 考查

0912142213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Historical Theory of Marxism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912142214 中国史学史
Chinese Historiography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912152215 西方史学史
Western Historiography 3 3 48 48 3 五 考试

0912112209 史学导航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1 1 16 16 1 一 考查

小计 20 320

专业

核心

课程

0912212210 中国古代史（上）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I) 4 4 64 64 4 一 考试

0912222211 中国古代史（下）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II) 4 4 64 64 4 二 考试

0912232203 中国近代史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I) 4 4 64 64 4 三 考试

0912242215 中国现代史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II) 4 4 64 64 4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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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0912252205 中国当代史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2 2 32 32 2 五 考试

0912212212 世界古代史
History of Ancient and Medieval World 5 5 80 80 5 一 考试

0912222213 世界近代史
Modern WorldHistory(I) 4 4 64 64 4 二 考试

0912232208 世界现代史
Modern WorldHistory(II) 4 4 64 64 4 三 考试

0912242209 世界当代史
Contemporary WorldHistory 2 2 32 32 2 四 考试

小计 33 528

合计 53 848

选修

专业

提高

方向

0913142201 中国历史文献学
Chinese Historical Philology 2 2 32 32 2 四 考查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要求：总
计 14 学分。学生可在专业
提高方向、专业应用方向、
专业任选方向自主选修相
应课程。

0913132202 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2 2 32 32 2 三 考查

0913172203 儒学史
History of Confucianism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142204 中国古代社会史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913152205 中国政治制度史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3142206 中国经学史
History of Confucian Classical Studies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913142207 中国思想史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s 2 2 32 32 2 四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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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提高

方向

0913132208 中国古代史料学
Historical Materials Science of Ancient China 2 2 32 32 2 三 考查

0913172209 中国古代经济史
History ofAncientChinese Economy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152210 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History of ModernChinese Society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3152211 中国近现代史料学
Historical Materials Science of Modern China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3152212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Economy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3172213 中国近代文化史
History of ModernChineseCulture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152214 外国思想史
The Foreign Intellectual History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3172215 美国外交史
History ofAmerican Politics and Diplomacy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152216 美国史
History ofAmerica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3152217 英国史
History of the UK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3152218 俄国史
History ofRussia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3182219 韩国史
History ofKorea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913182221 日本史
History ofJapan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913152201 专业英语
Specialized Englishfor History 2 2 32 32 2 五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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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提高

方向

0913152222 明清中朝关系史
Sino-Korean Relation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2 2 32 32 2 五 考查

小计 6 128

专业

应用

方向

0913222201 考古学通论
Outline of Archaeology 2 2 32 32 2 二 考查

0913272202 中国古代科技史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Ancient China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272203 中国古代法律史
Legal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272204 中国古代史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252205 中国近代史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I)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3272206 中国现代史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II)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282207 中国当代史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Contemporary History China(II)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913272208
世界古代史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the Ancient and Medieval World
History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272209 世界近代史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the Modern World History(I)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272210 世界现代史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the Modern World History(II)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282211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History of World War Two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913282201 运河区域文化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Great Canal Regional Culture 2 2 32 32 2 八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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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应用

方向

0913252213 国际关系史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3252214 中美关系史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3272215 中俄关系史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Rusia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252216 外国政治制度史
History of Foreign Political System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3282202 太平洋岛国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Pacific Islands Countries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3282203 亚洲地区主义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Asian Regionalism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933282207 气候外交专题
Research on Climate Diplomacy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913212219 社交礼仪
Social Etiquette 2 1 1 32 16 16 2 一 考查

0913222220 普通话
Mandarin Chinese 2 1 1 32 16 16 2 二 考查

0913232201 外国教育史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History of Foreign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三 考查

小计 6 128

专业

任选

方向

0913372211 敦煌学
Studies on Dunhuang Caves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372212 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
Cultural Heritag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913372203 中国旅游史
Tourism History of China 2 2 32 32 2 七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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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任选

方向

0913382205 旅游人类学
Tourism Anthropology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913372206 国际政治经济学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372201 行政职业能力提升
The Administration Occupation Ability Improvement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372202 学术英语能力提升
Academic English Skill Improvement 2 2 32 32 2 七 考查

小计 2 32

合计 14 288

辅修

专业

课程

政治组

0914152201 政治学
Political science 2 2 32 32 2 五 考查

在政治组与中文组每组至

少修满 2学分，共计 4学分。

如第七学期、第八学期不能

完成修读，可采取集中授课

的方式 4-10 周内集中讲授

完成。

0914172202 管理学
Management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4172203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Study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4182201 国际关系理论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914182205 中国哲学史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2 2 32 32 2 八 考查

小计 2 32

中文组

0914252201 古代汉语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4252208 现代汉语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2 2 32 32 2 五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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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辅修

专业

课程

中文组

0914272203 中国传统经典导读
Chinese Traditional Classics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4282204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914272205 基础写作
Basics of writing 2 2 32 2 七 考查

小计 2 32

合计 4 64 64 64

微专业选修
课程编号、课程名称，由学生自主选修的微专业在教务系统内

自动生成。

微专业课程模块，由学生自
主选修，不计入主修专业总
学分、学时。修满微专业合
格课程的，由微专业开设高

校颁发证书。
小计

教师

教育

课程

必修

0402232201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Developmental and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 2 32 32 2 三 考试

1.师范类专业学生需在必修

课程模块修读 14 学分，在

选修课程模块选修 4学分。

2. 现代教育技术开课学期

按文理科学院分别设在第

三、四学期。

0402232202 教育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402242204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Occupational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1 1 16 16 1 四 考试

0402242207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Mental Health and Moral Education 1 1 16 16 1 四 考试

1602232204 现代教育技术
Modern Teaching Technology 2 1.5 0.5 40 24 16 三/四 考试

0403342201 班主任工作
Class Management 2 2 32 32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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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教师

教育

课程

必修

0912252210 历史学科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Teaching Design and Case Analysis of History 2 1.5 0.5 32 24 8 2 五 考查

0912242201
历史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

Research on the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Textbooks of History Subject

2 2 32 32 2 四 考查

小计 14 232

选修

040335220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Education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1 1 16 16 1 五 考试

0402242208 教育公共政策
Educational Public Policy 1 1 16 16 1 五/六 考试

0402242209 家庭教育学
Family Education 1 1 16 16 1 五/六 考试

0913242226 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913282230
中学综合实践活动组织与实施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Activities in Middle Schools

2 1.5 0.5 32 24 8 2 八 考查

0913252201 教学信息视觉设计
Visual Design for Course Information 2 1 1 32 16 16 2 五 考查

0913252231 中国教育史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2 32 2 五 考查

0913242203
中外教育名著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Educational Classics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913252204 教育法律法规
Educa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2 2 32 32 2 五 考查

小计 4 64

合计 18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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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他
等）

实践

教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091421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32 1-4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各专业根

据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开设，

不于 32 学时，详见实施细

则。

0914212201 教学书写技能训练
Teaching Writing Skills Training 2 1 1 32 16 16 一 考查

0914222202 教学语言技能训练
Teaching Language Skills Training 2 1 1 32 16 16 二 考查

0914252203 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微格教学训练
Teacher ProfessionalSkills-Microteaching Training 2 1 1 32 16 16 五 考查

小计 7 128

专业

实践

0914252201 教育见习与研习
EducationInternship and Study 1 1 周 五 考查

0914262202 教育实习与研习
Education Practice and Study 8 18周 六 考查

0914252204 校外文物考察
Exploring Historical Relics 1 2周 五 考查

小计 10

综合

实践

0914282205 毕业论文
Graduation Thesis 5 6周 八 考查

0914282202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1-8 考查

小计 8

合计 25 128

总计 159 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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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2.1-1：理解掌握并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立志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

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3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0.1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概论 0.1 考试

形势与政策（一、二、三、四） 0.2 考查

“四史”教育 0.3

2.1-2：熟悉党和国家有关基础教育的政

策和法规的主要内容。模范遵守《未成年

人保护法》《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等法律法规，尊重青少年的合法权益，树

立“依法执教”的理念。

思想道德与法治 0.4 考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3 考试

教育学概论 0.3 考试

2.2-1：高度认同教师职业，具有献身中

学历史教育的情怀，为教师职业感到自

豪。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4 考试

教育学概论 0.3 考试

教育见习与实习 0.3 考查

2.2-2：牢固树立关爱学生，尊重学生独

立人格，尊重学生个体差异，信任学生的

责任意识。崇尚真知，能够独立思考、独

立判断，勇于探索。

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4 考试

班主任工作 0.3 考试

教育实习与研习 0.3 考查

2.2-3：具有积极、健康、正确的生命观

意识。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

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发展与教学心理学 0.2 考试

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3 考试

班主任工作 0.3 考试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0.2 考试

2.3-1：坚持唯物史观，掌握历史学科的

核心知识，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时空脉

络，理解历史学科知识体系基本思想，了

解国内外史学研究动态。

中国古代史（上、下） 0.2 考试

中国近代史 0.1 考试

中国现代史 0.1 考试

中国当代史 0.1 考试

世界古代史 0.2 考试

世界近代史 0.1 考试

世界现代史 0.1 考试

世界当代史 0.1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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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2.3-2：掌握史学基本原理和方法，坚持

史料实证原则，掌握文献检索等基本方

法，了解历史学科与文献学、地理学、政

治学等相关领域学科的联系，初步具备研

究历史问题的能力；

史学理论与方法 0.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0.2 考试

史学文献检索与利用 0.2 考查

中国历史文选 0.2 考试

西方历史典籍导读 0.1 考试

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0.1 考查

2.3-3：能够运用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

方法思考历史问题和实践问题，增强对历

史学习过程的认知和理解。

毕业论文 0.4 考查

史学导航 0.3 考查

中国史学史 0.2 考试

西方史学史 0.2 考试

2.4-1：熟练掌握“三字一话”、课堂教

学、说课、评课等教学基本技能，掌握中

学教育的基本原理和主要方法。

普通话 0.2 考查

教学书写技能训练 0.3 考查

教学语言技能训练 0.3 考查

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微格教学训练 0.2 考查

2.4-2：熟悉历史学科的课程标准，具有

开展完整教学活动的能力，能够根据教育

教学实际问题，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具

有多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的意识。

历史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 0.3 考试

历史学科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0.3 考查

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微格教学训练 0.2 考查

教育实习与研习 0.2 考查

2.4-3：掌握信息技术，能够运用现代教

育技术进行教学设计，有效实施教学计

划，并能运用多种手段开展教学评价。

现代教育技术 0.3 考试

教学信息视觉设计 0.3 考查

历史学科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0.2 考查

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微格教学训练 0.2 考查

2.5-1：树立德育为先的理念，深刻认识

德育教育对中学生的重要性。掌握中学生

思想品德教育的原理与方法。

思想道德与法治 0.3 考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3 考试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2 考试

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2 考试

2.5-2：掌握班级建设的工作规律和基本

方法。能有效组织和科学安排班级活动，

具有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

班主任工作 0.4 考试

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2 考试

教育见习与实习 0.3 考查

军事理论与训练 0.1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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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2.6-1：了解中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

习特征，掌握促进中学生健康成长和提高

学习效果的教学策略。理解历史学科的育

人价值，重视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和人

文精神的陶冶。结合历史学科的特点，树

立培养学生健全人格，促进学生个性健康

发展的意识。

发展与教学心理学 0.2 考试

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2 考试

教育见习与实习 0.2 考查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2 考试

班主任工作 0.2 考试

2.6-2：了解学校文化建设和教育活动的

育人内涵和方法。参与组织具有积极进取

精神的主题教育和社团活动。自觉树立为

人师表的模范意识。

第二课堂 0.4 考查

校外文物考查 0.2 考查

班主任工作 0.4 考试

2.7-1：具有较强的反思能力、批判思维

和质疑精神，坚持求真求实精神。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3 考试

史学论文写作 0.4 考查

中国思想史 0.3 考查

2.7-2：具有终身学习意识和专业发展意

识，不满足于现状。积极了解国内外基础

教育改革发展动态，吸收先进教育理念，

适应时代和教育发展的新需求，科学设计

职业生涯规划。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0.4 考试

教育学概论 0.3 考试

中国教育史 0.3 考查

2.8-1：正确认识沟通合作对个人发展与

成长的重要作用，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价

值，懂得学习伙伴是重要的学习资源，养

成主动与人沟通的意识。

社交礼仪 0.3 考查

教育学概论 0.2 考试

班主任工作 0.3 考试

第二课堂 0.2 考查

2.8-2：体验小组互助和合作学习的方式，

掌握沟通合作的技能，具备团队协作的意

识。

教育实习与研习 0.4 考查

公共体育 0.3 考试

劳动教育实践 0.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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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0912132201 中国历史文选 中国古代史

0912132202 西方历史典籍导读 世界古代史、近代史

0912142211 史学理论与方法 中国通史、世界通史

0912122204 史学论文写作 中国通史、世界通史

0912112205 史学文献检索与利用 无

0912142213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中国通史、世界通史

0912142214 中国史学史 中国通史

0912152215 西方史学史 世界通史

0912112209 史学导航 无

专业

核心

课程

0912212210 中国古代史（上） 无

0912222211 中国古代史（下） 中国古代史（上）

0912232203 中国近代史 中国古代史

0912242215 中国现代史 中国古代、近代史

0912252205 中国当代史 中国古代、近现代史

0912212212 世界古代史 无

0912222213 世界近代史 世界古代史

0912232208 世界现代史 世界古代、近代史

0912242209 世界当代史 世界古代、近现代史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0913142201 中国历史文献学 中国古代史

0913132202 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中国古代史

0913172203 儒学史 中国古代史

0913142204 中国古代社会史 中国古代史

0913152205 中国政治制度史 中国古代史

0913142206 中国经学史 中国古代史

0913142207 中国思想史 中国通史

0913132208 中国古代史料学 中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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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0913172209 中国古代经济史 中国古代史

0913152210 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中国近代史

0913152211 中国近现代史料学 中国近代史

0913152212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中国近代史

0913172213 中国近代文化史 中国近现代史

0913152214 外国思想史 世界通史

0913172215 美国外交史 世界通史

0913152216 美国史 世界通史

0913152217 英国史 世界通史

0913152218 俄国史 世界通史

0913182219 韩国史 世界通史

0913182221 日本史 世界通史

0913152201 专业英语 中国通史、世界通史

0913152222 明清中朝关系史 中国古代史

专业

应用

方向

0913222201 考古学通论 中国古代史

0913272202 中国古代科技史 中国古代史

0913272203 中国古代法律史 中国古代史

0913272204 中国古代史专题 中国通史

0913252205 中国近代史专题 中国近代史

0913272206 中国现代史专题 中国现代史

0913282207 中国当代史专题 中国当代史

0913272208 世界古代史专题 世界通史

0913272209 世界近代史专题 世界通史

0913272210 世界现代史专题 世界通史

0913282211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世界通史

0913282201 运河区域文化专题 中国古代史

0913252213 国际关系史 世界通史

0913252214 中美关系史 世界通史

0913272215 中俄关系史 世界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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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应用

方向

0913252216 外国政治制度史 世界通史

0913282202 太平洋岛国专题 世界通史

0913282203 亚洲地区主义专题 世界通史

0933282207 气候外交专题 世界通史

0913212219 社交礼仪 无

0913222220 普通话 无

0913232201 外国教育史专题 无

专业

任选

方向

0913372211 敦煌学 中国古代史

0913372212 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 考古学

0913372203 中国旅游史 无

0913382205 旅游人类学 无

0913372206 国际政治经济学 世界通史

0913372201 行政职业能力提升 无

0913372202 学术英语能力提升 公共英语

辅修

专业

课程

政治

组

0914152201 政治学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914172202 管理学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914172203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914182201 国际关系理论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914182205 中国哲学史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中文

组

0914252201 古代汉语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914252208 现代汉语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914272203 中国传统经典导读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914282204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914272205 基础写作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必修

课程

0402232201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402232202 教育学概论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402242204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402242207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1602232204 现代教育技术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923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必修

课程

0403342201 班主任工作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912252210 历史学科教学设计与案例
分析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912242201 历史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
研究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选修

课程

040335220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402242208 教育公共政策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402242209 家庭教育学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913242226 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913282230 中学综合实践活动组织与
实施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913252201 教学信息视觉设计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913252231 中国教育史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913242203 中外教育名著选读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0913252204 教育法律法规 通识、专业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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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688（其中，理

论课堂教学

488学时，实践

教学 200学时，

不含军事技能

训练 2周）

39（含实

践 11） 24.5%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96 6 3.8%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320 20 12.7%

专业核心课程 528 33 20.9%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224 14 8.8%

辅修专业课程 64 4 2.5%

教师

教育

课程

必修课程 224 14 8.8%

选修课程 64 4 2.5%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

实践
200 11

非独立设

课实践学

分比例
6.9%

22.6%
基础实践 128 7 独立设课

实践学分

比例
15.7%

专业实践 10

综合实践 8

合计 2344 159
100%

（不含非独立设课

实践学分比例）

九、其他说明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5 25 31 30 20 8 10 10 159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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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Tourism Management
（专业代码：120901K）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围绕文旅产业跨界融合和新业态发展的需

要，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掌握现代旅游管理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专

业技能，具备较强的服务意识、管理能力、发展潜力、创新创业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能够从事旅

游业相关的科学研究、经营管理、策划规划、咨询培训、旅游教育等工作的高质量应用型专业人才。

目标 1：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守旅游法规，具有乐于奉献的职业精神和优秀的职业品

质；

目标 2：理论基础扎实，专业知识牢固，专业技能过硬，具备产业融合的创新思维，能够将文

化与旅游多元融合；

目标 3：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发展潜力，具有创新创业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具备可持续发

展潜力。

（二）毕业要求

1.良好的职业素养（A）

A1. 职业道德

A1-1：具有优良的道德品质，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A1-2：熟悉旅游行业政策法规，遵守旅游职业道德规范。

A2. 职业情怀

A2-1：具有旅游职业认同感，拥有旅游职业自豪感；

A2-2：爱岗敬业，热爱旅游职业，树立旅游事业责任感。

2. 较强的专业素质（B）

B1. 知识整合

B1-1：掌握旅游管理学科的基础知识，如高等数学、旅游学概论、管理学、旅游管理信息系统、

旅游经济学、市场营销学、旅游统文化等；

B1-2：掌握旅游管理专业的核心知识，如饭店管理、旅游心理学、旅游地理学、旅游规划与开

发、旅游法规、旅游统计学等；

B1-3：掌握从事旅游管理所需的专门知识，如旅行社经营与管理、前厅管理、客房管理、餐饮

管理、旅游景区管理、国家公园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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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专业能力

B2-1：具备运用多学科理论分析和解决旅游管理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

B2-2：具备良好的旅游服务意识和初步的岗位管理能力；

B2-3：具备良好的礼仪规范、较强的语言交际能力和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B2-4：掌握旅游管理问题研究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具备信息处理操作和应用的一般技能。

3. 较大的发展潜力（C）

C1. 终身学习

C1-1；树立终身学习意识和专业发展意识，能够科学安排职业规划和学习计划；

C1-2：关注国内外旅游业发展动态，具备获取和更新旅游管理相关知识的终身学习能力。

C2. 创新创业能力

C2-1：具备较为牢固的创新意识和团队意识；

C2-2：具备一定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和创新创业实践能力。

表 1 学生毕业要求对本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A1. 职业道德 H L M

A2. 职业情怀 H L M

B1. 知识整合 L H M

B2. 专业能力 L H H

C1. 终身学习 L M H

C2. 创新创业能力 L M H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四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允许学生在 4～6年内修满学分。计划

总学时为 2112学时+37周，总学分为 163学分。学生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

合学位授予条件者，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旅游管理、旅游文化。

主要课程：旅游学概论、管理学、旅游管理信息系统、旅游经济学、市场营销学、旅游统计学、

饭店管理、旅游心理学、旅游英语、旅游地理学、旅游规划与开发、旅游法规、旅游文化学等。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本专业实践类课程包括劳动教育与实践、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职业形象塑造、专业实习、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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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第二课堂、旅游业调查、旅游专业竞赛指导等实践教学环节。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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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
政治
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8学分，其中 5学分为实
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门中选修 1
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据《关
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势与政
策”课建设的若干意见》（教社科
〔2018〕1号）、《新时代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
求》（教社科〔2018〕2号）、《教
育部办公厅关于在思政课中加
强以党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
教育的通知》、教育部《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
实施方（2021—2025年）》（教
督〔2021〕1号）等文件精神开
课，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好校
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2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2 1 48 32 16 3 二 考试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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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
课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
选修的公共艺术课程在教务系统内

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至少选修 1
门、2学分。学生自主选修课程
包括《音乐鉴赏》《中国美术史》
《东昌府本版年画艺术》《山东
民歌赏析》《艺术与审美》《带你
听懂中国传统音乐》《中国传统
音乐作品》《视觉艺术设计》《音
乐与社会》等。

大学
外语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学共 4
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大

学俄语》《大学日语》《大学韩国

语》《大学西班牙语》中任意一

种语言模块课程，具体课程名

称、课程号依学生选修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对未达
到《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
版）基础目标的学生继续开设
《大学英语（四）》，对已达到较
高水平的学生，根据各学院、专
业发展要求和学生多元需求开
设《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
和《跨文化交际》等课程，供学
生选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开课。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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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公共体
育”课程，每一学年学生须在篮
球、排球、足球、太极拳、网球、
健身田径、软式排球、健美操、
武术、乒乓球、拳击、散打、羽
毛球、垒球、体育舞蹈、体育游
戏等项目中选择一项不同运动
项目作为学习内容，满足掌握 2
项运动健身技能的要求。
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为实践
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2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
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2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能训练
1学分为实践教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教育”第
一学期在东校区学院授课，第二
学期在西校区学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期第
1-2周，不计入总学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课。

职业
规划
与就
业指
导

300112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16 1 一 考查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心负
责开课。

300112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16 1 六 考查

合计 42 30 12 736 520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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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主要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1.人文科学可选修 2学分，社会
科学课选修 2学分，自然科学可
选修 2学分，教师教育可以不选
修。
2.创新创业模块中“创新基础”
3101222201“创业基础”
3101242202为限选课程，两门
课程各 1学分，所有专业学生均
需修读。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
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信息、电子等诸多工程技

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创新创业教育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

通识教育课程

教师教育
主要涵盖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教育技术等的通识

教育课程

学分合计：50， 其中理论学分：38、实践学分：12；学时合计：864，其中理论学时：648、 实践学时：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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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0922122801 专业导航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Management 1 1 16 16 1 一 考查

《专业导航》课程

为新生研讨课。

1002122203 高等数学（三级，上）
Advanced Mathematics (Level 3, Volume I ) 3 3 48 48 3 一 考试

1002122203 高等数学（三级，下）
Advanced Mathematics (Level 3, Volume II)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922222201 旅游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4 4 64 64 4 一 考试

0922122818 管理学
Management 4 4 64 64 4 一 考试

0922122819 旅游管理信息系统
Tourism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4 2 2 64 32 32 4 三 考试

0922122820 旅游经济学
Tourism Economics 4 4 64 64 4 四 考试

0922222202 旅游文化
Tourism Culture 4 4 64 64 4 一 考试

小计 27 25 2 432 400 32

专业

核心

课程

0922122805 市场营销学
Marketing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922222204 饭店管理概论
Hotel Management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922222810 旅游心理学
Tourist Psychology 3 3 48 48 3 二 考试

0922222811 旅游英语
Tourism English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922222823 旅游地理学
Tourism Geography 4 4 64 50 4 四 考试

0922222824 旅游规划与开发
Tourism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4 4 64 50 4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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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0922222814 旅游法规
Tourism Laws and Regulations 3 3 48 40 3 二 考试

0922222203 旅游统计学
Tourism Statistics 4 2 2 64 32 32 4 三 考试

小计 27 25 2 432 400 32

合计 50 4 864 800 64

选修

专业

提高

方向

（旅游

文化）

0923122801 旅游研究方法
Tourism Research Methods 2 2 32 32 2 七 考查

专业选修课须选

够 24学分，建议

在专业提高方向

课、专业应用课、

专业任选课模块

之间均衡选课。

0923122201 中国旅游史
Tourism History of China 3 3 48 48 3 七 考查

0923122202 宗教文化旅游
Religious and Cultural Tourism 2 3 32 32 2 七 考查

0923122203 中国民俗旅游
Chinese Folk Tourism 3 3 48 48 3 六 考查

0923122204 遗产旅游
Heritage Tourism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23122848 客源国概况
Introduction to Tourist Source Countries 3 3 48 48 3 六 考查

0923122849 旅游人类学
Tourism Anthropology 3 3 48 48 3 六 考查

0923122810 旅游美学
Tourism Aesthetics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923122811 中国文化概论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2 2 32 32 2 二 考试

0923122812 西方文化概论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Culture 2 2 32 32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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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应用

方向

（旅游

企业）

0923222813 旅行社经营与管理
Travel Agency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2 1 1 32 16 2 三 考查

0923222814 导游业务
Tour Guide Service 2 1 1 32 16 2 四 考查

0923222815 山东导游基础知识
Basic Knowledge of Shandong Tour Guide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923222816 前厅管理
Front Office Management 2 1 1 32 16 2 四 考查

0923222817 客房管理
HousekeepingManagement 2 1 1 32 16 2 四 考查

0923222818 餐饮管理
Catering Management 2 1 1 32 16 2 四 考查

0923222819 菜点酒水知识
Catering Knowledge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923222844 旅游人力资源管理
Tourism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Industry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923222201 中国饮食文化
Chinese food Culture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923222202 消费者行为学
Consumer Behavior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923222822 旅游会计
Tourism Accounting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923222823 旅游电子商务
Tourism E-commerce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923222824 旅游规划制图
Tourism Planning Map 2 1 1 32 16 2 四 考查

0923222825 旅游景区管理
Scenic SpotManagement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923222203 景观设计
Landscape Design 2 2 32 32 2 八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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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应用

方向

（旅游

规划）

0923222204 国家公园管理
National Park Management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923222819 普通话
Mandarin Chinese 2 2 32 32 2 一 考查

0923222829 旅游日语
Tourism Japanese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23222830 旅游韩语
Tourism Korean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923222820 社交礼仪
Social Etiquette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923222205 旅游公共关系学
TourismPublic Relations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923222205 休闲旅游
Leisure Tourism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23222206 生态旅游
Ecotourism 2 2 32 32 2 四 考查

专业

任选

课程

1002122201 线性代数
Linearity Algebra 2 2 32 32 2 三 考试

10021222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913322201 行政职业能力提升
The Administration Occupation Improvement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23322201 酒文化
Wine Culture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322846 韩国旅游研究
Research on Korean Tourism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23322202 茶文化
Tea Culture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23322203 运河区域文化旅游
Chinese Canal Area Cultural Tourism 2 2 32 32 2 八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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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0923322204 太平洋岛国旅游
Pacific Islands Countries Tourism 2 2 32 32 2 八 考查

（学生应修学分、学时）合计 24 384
微专业
选修

课程编号、课程名称，由学生自主选修的微专业在教务系统内自
动生成。

小计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091422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1-4 考查

劳动教育与实践，

各专业根据专业

人才培养特点开

设，不少于 32 学

时，详见实施细

则。

0924222801 职业形象塑造
Training of Occupation Image 1 1周 四 考查

小计 2

专业

实践

0924222808 专业实习
Tourism Management Internship 24 24周 五 考查

小计 24

综合

实践

0924222803 毕业论文
Graduation Thesis 6 12周 八 考查

0924222808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3 八 考查

小计 9

选修

0924222201 旅游业调查
Tourism Survey 1 1周 七 考查

0924222805 旅游专业竞赛指导
Tourism Professional Competition Guide 2 2周 八 考查

小计 3

合计 38

总计 163 2112+3
7周

注：改革课程考核方式，推行全过程学业评价，科学合理测评学生学习效果，原则上期末考试成绩权重不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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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课指导：
1. 学生必须修读完成通识教育必修课程，共计 42 学分；必须修读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8 学分。

2. 学生必须完成专业必修课程，共计 54 分；必须修读完成实践教学必修课程，共计 35 学分。

3. 学生必须在专业选修课程中至少选修 24 学分，建议在专业提高方向课程、专业应用方向课程、专业任选课程中均衡选课。

4. 学生在省级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参加省级学科竞赛获得三等奖以上者，可折合为 2 学分。

5. 学生选修经管类专业的相关课程（最多不超过 2 门），经学院审签确认、教务处备案后，可计入总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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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1：具有优良的道德品质，具

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考试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2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0.2 考试

形势与政策 0.2 考查

A1-2：熟悉旅游行业政策法规，

遵守旅游职业道德规范

旅游法规 0.7 考试

旅游学概论 0.1 考试

专业实习 0.2 考查

A2-1：具有旅游职业认同感，拥

有旅游职业自豪感

专业导航 0.3 考查

职业生涯规划与指导 0.3 考查

专业实习 0.4 考查

A2-2：爱岗敬业，热爱旅游职业，

树立旅游事业责任感

专业导航 0.3 考查

职业生涯规划与指导 0.3 考查

专业实习 0.4 考查

B1-1：掌握旅游管理学科的基础

知识

高等数学 0.1 考试

旅游学概论 0.3 考试

管理学 0.2 考试

旅游经济学 0.1 考试

旅游管理信息系统 0.1 考试

旅游文化 0.1 考试

旅游心理学 0.1 考试

B1-2：掌握旅游管理专业的核心

知识

旅游规划与开发 0.2 考试

旅游英语 0.2 考试

饭店管理概论 0.1 考试

旅游地理学 0.1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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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1-2：掌握旅游管理专业的核心

知识

市场营销学 0.1 考试

旅游法规 0.2 考试

旅游统计学 0.1 考试

B1-3：掌握从事旅游管理所需的

专门知识

旅行社经营与管理 0.2 考查

导游业务 0.1 考查

前厅管理 0.1 考查

客房管理 0.1 考查

餐饮管理 0.1 考查

旅游会计 0.1 考查

旅游电子商务 0.1 考查

旅游景区管理 0.1 考查

景观设计 0.1 考查

B2-1：具备运用多学科理论分析

和解决旅游管理实际问题的基

本能力

旅游学概论 0.2 考试

管理学 0.1 考试

市场营销学 0.1 考试

旅游经济学 0.1 考试

旅游统计学 0.1 考试

旅游心理学 0.1 考试

旅游地理学 0.1 考试

旅游法规 0.1 考试

旅游人类学 0.1 考试

B2-2：具备良好的旅游服务意识

和初步的岗位管理能力

专业导航 0.1 考查

管理学 0.2 考试

社交礼仪 0.1 考查

旅游人力资源管理 0.1 考查

职业形象塑造 0.1 考查

专业实习 0.4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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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2-3：具备良好的礼仪规范、较

强的语言交际能力和良好的沟

通协调能力

社交礼仪 0.2 考查

普通话 0.2 考查

大学英语 0.1 考试

旅游英语 0.2 考试

旅游公共关系学 0.1 考查

职业形象塑造 0.2 考查

B2-4：掌握旅游管理问题研究的

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具备信息

处理操作和应用的一般技能

旅游管理信息系统 0.2 考试

旅游统计学 0.2 考试

旅游研究方法 0.2 考试

第二课堂 0.2 考查

毕业论文 0.2 考查

C1-1：树立终身学习意识和专业

发展意识，能够科学安排职业规

划和学习计划

专业导航 0.5 考查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0.5 考查

C1-2：关注国内外旅游业发展动

态，具备获取和更新旅游管理相

关知识的自我学习能力

客源国概况 0.5 考查

旅游研究方法 0.5 考查

C2-1：具备较为牢固的创新意识

和团队意识

旅游专业竞赛指导 0.3 考查

旅游研究方法 0.1 考查

专业实习 0.2 考查

第二课堂 0.2 考查

毕业论文 0.2 考查

C2-2：具备一定的探索精神、创

新思维和创新实践能力

旅游专业竞赛指导 0.3 考查

旅游研究方法 0.1 考查

专业实习 0.2 考查

第二课堂 0.1 考查

毕业论文 0.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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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表 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0922122801 专业导航 无

1002122203 高等数学Ⅲ（上） 无

1002122203 高等数学Ⅲ（下） 高等数学Ⅲ（上）

0922222201 旅游学概论 无

0922122818 管理学 无

0922122819 旅游管理信息系统 无

0922122820 旅游经济学 旅游学概论

0922122805 市场营销学 无

0922222203 旅游统计学 高等数学

0922222809 饭店管理概论 管理学

0922222810 旅游心理学 旅游学概论

0922222811 旅游英语 大学英语

0922222823 旅游地理学 旅游学概论

0922222824 旅游规划与开发 旅游地理学

0922222814 旅游法规 思想道德与法治

0922222202 旅游文化 旅游学概论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方向

0923122801 旅游研究方法 旅游统计学

0923122201 中国旅游史 无

0923122202 宗教文化旅游 旅游学概论

0923122203 中国民俗旅游 旅游学概论

0923122204 遗产旅游 旅游规划与开发

0923122849 旅游人类学 无

0923122810 旅游美学 无

0923122811 中国文化概论 无

0923122812 西方文化概论 无

0923122848 客源国概况 市场营销学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942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应用

方向

0923222813 旅行社经营与管理 管理学

0923222814 导游业务 普通话

0923222815 山东导游基础知识 无

0923222816 前厅管理 饭店管理概论

0923222817 客房管理 饭店管理概论

0923222818 餐饮管理 饭店管理概论

0923222819 菜点酒水知识 饭店管理概论

0923222844 旅游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0923222201 中国饮食文化 无

0923222202 消费者行为学 旅游心理学

0923222822 旅游会计 无

0923222823 旅游电子商务 无

0923222824 旅游规划制图 旅游规划与开发

0923222825 旅游景区管理 旅游规划与开发

0923222203 景观设计 旅游规划与开发

0923222204 国家公园管理 管理学

0923222819 普通话 无

0923222829 旅游日语 无

0923222830 旅游韩语 无

0923222820 社交礼仪 无

0923222832 旅游公共关系学 市场营销学

0923222205 休闲旅游 无

0923222206 生态旅游 无

专业

任选

课程

1002122201 线性代数 无

10021222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无

0923322205 行政职业能力提升 无

0923322201 酒文化 无

0923322202 茶文化 无

0913322846 韩国旅游研究 客源国概况

0923322203 运河区域文化旅游 中国旅游史

0923322204 太平洋岛国旅游 旅游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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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736（其中，

理论课堂教

学 520学时，

实践教学

216学时，不

含军事技能

训练 2周）

42（含实践

12） 25.77%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128 8 4.91%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432 27 16.56%

专业核心课程 432 27 16.56%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384 24 14.72%

实践

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216 12

28.8%
基础实践 2

专业实践 24

综合实践 9

选修 3 1.84%

合计 2112 163 100%

九、其他说明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31.5 22.5 24.5 22.5 24 15 14 9 163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册）

944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Undergraduate Program for Specialty in
Foreign Languages & Foreign History

（专业代码：060106T）

一、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国家“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需求，具有纯真的爱国情怀、理性的国际

主义意识和执着的职业操守，扎实掌握区域国别专业知识、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熟练掌握主修外

国语言，具备较强的服务意识、管理能力、创新精神和发展潜力，能够胜任政府或企事业单位涉外

部门日常接待、谈判沟通、调查研究等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本专业毕业生毕业五年左右具有如下目标预期：

目标 1：忠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永葆强烈的中华

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目标 2：熟练掌握主修外语的听、说、读、写、译能力，能够把握世界主要国家与地区政治、

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脉络和特征。

目标 3：具有高效的沟通能力和协作素质，具备较强的创新精神和自主学习能力。

（二）毕业要求

1.良好的职业意识（A）

A1. 职业道德

A1-1：具有良好的道德情操，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A1-2：把握中国与世界发展现状，遵守宪法与法律，遵守外交与学术研究职业道德规范。

A2. 职业情怀

A2-1：具有外交与区域国别研究与咨政的职业认同感和自豪感；

A2-2：爱岗敬业，热爱本职，树立理性的家国情怀与国际责任感。

2. 较强的专业素质（B）

B1. 知识整合

B1-1：掌握人类文明的一般发展历程和世界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学术史和最新动态，同时对

主修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概貌和特点有比较深入的认识；

B1-2：系统了解主修外语的文学、语言学、翻译学等领域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基础研究方

法；

B1-3：能够利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区域国别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思考所主修国家和

地区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增强对专业学习过程的认知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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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专业能力

B2-1：具备运用世界史、区域国别学、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分析和解

决对外交流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

B2-2：具备良好的外语交流能力；

B2-3：具备较好的礼仪规范素养、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B2-4：具备高效搜集、整理、加工、处理信息的能力。

3. 较大的发展潜力（C）

C1. 自主学习

C1-1：树立终身学习意识和专业发展意识，能够科学安排职业规划和学习计划；

C1-2：关注国内外沟通交流发展动态，实时分析涉及当代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具备获取和更

新相关知识的自我学习能力。

C2. 创新创业

C2-1：具备一定的探索精神、创新意识、团队意识和实践能力；

C2-2：掌握创新创业活动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具备基本的创新创业素质。

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A1. 职业道德 H L M

A2. 职业情怀 H L M

B1. 知识整合 L H M

B2. 专业能力 L H H

C1. 自主学习 L M H

C2. 创新创业 L M H

注：H：高支撑度，M：中支撑度，L：低支撑度。

二、修业年限、计划总学时、学分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基本学制为 4 年，学校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计划总学时为 2544学时，总学分为

159学分。允许学生在 3～8年内修完规定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

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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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世界史、英语。

主要课程：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史学理论与方法、西方历史

典籍导读、区域国别研究专题、基础英语、高级英语、报刊选读、翻译理论与实践、语言理论、主

要英语国家文学史、史学文献检索与利用、史学论文写作等。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一）基础实践：主要包括英语翻译、英语演讲、专业外语技能训练。

（二）专业实践：主要包括专业见习与实习、校外文物考察。

（三）综合实践：主要为毕业论文、第二课堂。

五、课程的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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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学时、学分及学期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
政治
理论
课程

030111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2 1 48 32 16 3 一 考试

1.共 15学分，其中 5学分
为实践学分；
2. “四史”教育，在 4门
中选修 1门。
3.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根
据《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
若干意见》（教社科
〔2018〕1号）、《新时代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
科〔2018〕2号）、《教育
部办公厅关于在思政课
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重
点的“四史”教育的通
知》、教育部《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
评估实施方（2021—2025
年）》（教督〔2021〕1号）
等文件精神开课，包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4.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
好校领导上思政课工作。

030113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3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 1 48 32 16 3 三 考试

030114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2 1 48 32 16 3 四 考试

0301112205 形势与政策（一）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Ⅰ）

0.5 0.5 8 8 2 一 考查

0301122205 形势与政策（二）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Ⅱ）

0.5 0.5 8 8 2 二 考查

0301132205 形势与政策（三）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Ⅲ）

0.5 0.5 8 8 2 三 考查

0301142205 形势与政策（四）
Situation and Policies（Ⅳ）

0.5 0.5 8 8 2 四 考查

“四史”教育 1 1 16 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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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美育
课程

公共艺术课程
（具体课程名称、课程编号，依学生选修的公共艺术课

程在教务系统内自动生成。）
2 2 32 32 1-8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至少
选修 1门、2学分。学生
自主选修课程包括《音乐
鉴赏》《中国美术史》《东
昌府本版年画艺术》《山
东民歌赏析》《艺术与审
美》《带你听懂中国传统
音乐》《中国传统音乐作
品》《视觉艺术设计》《音
乐与社会》等，详细课程
名单见每学期选课通知。

大学
外语

1301112207 大学外语（一）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 4 2 2 64 32 32 4 一 考试

1.共 12学分，其中实践教
学共 4学分；
2.学生自主在《大学英语》
《大学俄语》《大学日语》
《大学韩国语》《大学西
班牙语》中任意一种语言
模块课程。具体课程名
称、课程号依学生选修
定；
3.选修《大学英语》的，
对未达到《大学英语教学
指南》（2020版）基础目
标的学生继续开设《大学
英语（四）》，对已达到较
高水平的学生，根据各学
院、专业发展要求和学生
多元需求开设《高级英
语》、《专门用途英语》和
《跨文化交际》等课程，
供学生选课。
4.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负责
开课。

1301122207 大学外语（二）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 4 2 2 64 32 32 4 二 考试

1301132207 大学外语（三）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I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1301142207 大学外语（四）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IV) 2 2 32 32 2 四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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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身心
健康

公共体育（一）
Physical Education（Ⅰ）

1 1 36 36 2 一 考试

1. 为学生开设两学年的

“公共体育”课程，每一

学年学生须在篮球、排

球、足球、太极拳、网球、

健身田径、软式排球、健

美操、武术、乒乓球、拳

击、散打、羽毛球、垒球

体育舞蹈、体育游戏等项

目中选择一项不同运动

项目作为学习内容，满足

掌握 2项运动健身技能的

要求。

2.共 4学分，其中 2学分

为实践教学；
3.体育学院负责开课。

公共体育（二）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1 36 36 2 二 考试

公共体育（三）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1 36 36 2 三 考试

公共体育（四）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1 36 36 2 四 考试

30011122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2 32 32 2 一/二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
咨询中心负责开设

军事 2501112209 军事理论与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1 1 16 16 2周 2 一/二 考查

1.共 2学分，其中军事技
能训练 1学分为实践教
学；
2.“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
教育”第一学期在东校区
学院授课，第二学期在西
校区学院授课；
3.“军事技能训练”第一学
期第 1-2周，不计入总学
时；
4.后备军官学院负责开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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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
论

实
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机、
其他）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职业规
划与就
业指导

300111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一）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

1 16 16 1 一 1.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
1学分。
2.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
心负责开课。30011622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二）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Ⅱ)
1 16 16 1 六

合计 39 28 11 688 488 200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1.双外专业需选修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模块课程各
2学分。
2.创新创业模块中“创新
基础”(3101222201)、“创
业基础”（3101242202）
为限选课程，分别在第 2、
4学期开设，两门课程各
1学分，所有专业学生均
需修读。

社会科学 主要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此模块需要选修 2学分）

自然科学
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化工、机械、建筑、材料、信息、
电子等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此模块需要选修 2学分）

创新创业教育 主要涵盖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此模块需要选修 2学分）

教师教育

学分合计： 45 其中理论学分：34 实践学分：11 学时合计：784 其中理论学时：584 实践学时：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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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0932142201 西方历史典籍导读

Guided Readings of Classics of Western History
2 1 1 32 12 16 2 四 考试

学科基础课程为必修课程，
共 19 学分。专业核心课程
为必修课程，共 41 学分。
合计 60学分。

0912142211 史学理论与方法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Historiography
3 3 48 48 3 四 考试

0912122204 史学论文写作

Historical Essay Writing
1 1 16 16 1 二 考查

0932112204 史学文献检索与利用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Application
1 0.5 0.5 16 10 8 1 一 考查

0912112209 史学导航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1 1 16 16 1 一 考查

0932112210 英语听力（一）

English Listening (I)
4 4 64 64 4 一 考试

0932122211 英语口语（一）

Primary Level of Spoken English
4 4 64 64 4 二 考试

0932152212 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3 3 48 48 3 五 考试

小计 19 17.5 1.5 304 280 24

专业

核心

课程

0932212201 中国古代史（一）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I) 2 2 32 32 2 一 考试

0932222216 中国古代史（二）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II) 2 2 32 32 2 二 考试

0932222202 中国近代史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I) 2 2 32 32 2 三 考试

0932232203 中国现代史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II)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912252205 中国当代史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2 2 32 32 2 五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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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修

专业

核心

课程

0912212212 世界古代史
The History of Ancient and Medieval World 5 5 90 90 5 一 考试

0912222213 世界近代史
Modern World History (I) 4 4 64 64 4 二 考试

0912232216 世界现代史
Modern World History (II) 4 4 64 64 4 三 考试

0912242209 世界当代史
Contemporary World History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932232217 英语听力（二）
English Listening (II)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932242210 英语听力（三）
English Listening (III) 2 2 32 48 2 四 考试

0932232218 英语口语（二）
Intermediate Level of Spoken English 3 3 48 48 3 三 考试

0932242212 英语口语（三）
Advanced Level of Spoken English 2 2 32 32 2 四 考试

0932252213 英语写作（一）
English Writing (I) 2 2 32 32 2 五 考试

0932262214 英语写作（二）
English Writing (II) 2 2 32 32 2 六 考试

0932252215 英汉翻译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2 2 1 32 16 16 2 五 考试

小计 41 40 1 656 640 16

合计 60 57.5 2.5 960 9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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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提高

课程

0933162201 世界史工具书与数据库
Reference Book and Data Base on World History 2 2 32 32 2 六 考查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要求：总
计 24 学分。学生可在专业
提高方向、专业应用方向、
专业任选方向自主选修相
应课程。

0913252216 外国政治制度史
The History of Foreign Political Regime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3152214 外国思想史
The Foreign Intellectual History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33162204 外国经济史
History of Foreign Economy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933152205 外国文化史
The Culture History of The World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33172205 世界史学术前沿
Academic frontier of world history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33152207
中外文化交流史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Exchange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33162208 人类学基础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y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933172209 英语国家概况
AGuide to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33172210 西方古典文明
Western Classical Civilizations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33132211 欧洲史
European History 2 2 32 32 2 三 考查

0913152216 美国史
History of America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3152217 英国史
History of the UK 2 2 32 32 2 五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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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提高

课程

0913152218 俄国史
History of Russia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3182219 韩国史
History of Korea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913182221 日本史
History of Japan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933162217 欧洲经济社会史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933162218 西欧城市史
Western European Urban History 3 3 48 48 3 六 考查

0933152219 国际关系理论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 3 48 48 2 五 考查

0913252214 中美关系史
Th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3272215 中俄关系史
The History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222201 考古学通论
Outline of Archaeology 2 2 32 32 2 二 考查

0933162223 欧美文学史
History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2 2 32 32 3 六 考查

0933152224 西方史学史
History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3 3 48 48 2 五 考查

0933162225 当代国际热点问题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Open Issue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933152226 英语词汇学
English Lexicology 2 2 32 32 2 五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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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提高

课程

0933162227
英文报刊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in English Newspaper and
Magazines
Readings in
English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933172228 商务英语
Business English 2 2 32 32 2 七 考查

小计 12 12 192 192

专业

应用

课程

0913282211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History of the World War II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913272208 世界古代史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the Ancient and Medieval World

History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272209 世界近代史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the Modern World History(I)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272210 世界现代史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the Modern World History(II)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252213 国际关系史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33272202 冷战史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172215 美国外交史
American Politics and Diplomacy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33242204 英国外交史
History of British Diplomacy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933272205 国际政治经济学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282202 太平洋岛国专题
Study on the South Pacific Islands Countries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13282203 亚洲地区主义专题
Research on Asian Regionalism 2 2 32 32 2 八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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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应用

课程

0933282207 气候外交专题
Research on climate diplomacy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933282208 南海问题研究
Study on the South China Sea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933272209 大国外交专题研究
Special Topic on Diplomacy of Great Powers 4 4 64 64 4 七 考查

0933272203 日语入门
Elementary Japanese Course 4 4 64 64 4 七 考查

0933252204 韩语入门
Elementary Korean Course 4 4 64 64 4 五 考查

0933242212 历史社会学
Historical Sociology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933282213 文化人类学
Cultural Anthropology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933282214 外国民俗
Foreign Customs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913222220 普通话
Mandarin Chinese 2 1 1 32 16 16 2 二 考查

0933212216 外事礼仪
Etiquette of Foreign Affairs 2 1 1 32 16 16 2 一 考查

0913212234 演讲与写作
Speech and Writing 2 1 1 32 16 16 2 一 考查

0913282233 硬笔书法
Pen Calligraphy 2 1 1 32 16 16 2 八 考查

0933252219 战略管理
Strategic Management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33262220 危机冲突与管理
Crisis Conflict and Management 2 2 32 32 2 六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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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选修

专业

应用

课程

0933272221 宗教文化学
Religious Culture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33282222 咨询心理学
Consulting Psychology 2 2 32 32 2 八 考查

0933252223 人格心理学
Personality Psychology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33252224 谈判与沟通
Negotia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2 2 32 32 2 五 考查

0933252225 古希腊语
Classical Greek 2 2 32 32 2 四 考查

0933262226 现代希腊语
Modern Greek 2 2 32 32 2 六 考查

0933272227 拉丁语
Latin 2 2 32 32 2 七 考查

小计 10 10 160 160

专业

任选

课程

0913372212 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
Development of Scenic Spot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372203 中国旅游史
Tourism History of China 2 2 32 32 2 七 考查

0913372201 行政职业能力提升
The Administration Occupation Ability Improvement 2 2 32 16 16 2 七 考查

0913372202 学术英语能力提升
Academic English Skill Improvement 2 2 32 16 16 2 七 考查

小计 2 2 32 32

合计 24 23 1 384 36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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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含实
验、上
机、其
他等）

专业

教育

课程

选修
微专业选修

课程编号、课程名称，由学生自主选修的微专业在教务系统内
自动生成。

微专业课程模块，由学生自
主选修，不计入主修专业总
学分、学时。修满微专业合
格课程的，由微专业开设高

校颁发证书。小计

实

践

教

学

必修

基础

实践

091421220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1 1 32 2 1-4 考查

0934272201 英语演讲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4 4 4周 五

劳动教育与实践，各专业根
据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开设，
不少于 32学时。

0934252202 专业外语技能训练
Foreign Languages for History Skill Training 4 4 5周 五

小计 9

专业

实践

0934262201 专业见习与实习
Practice and Internship 12 12 18周 六 考查

0934262202 校外文物考察
Exploring Historical Relics 1 1 1周 六 考查

小计 13

综合

实践

0934282205 毕业论文（设计）
Graduation Thesis（Design） 6 6 72周 八 考查

0934282206 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 2 2 八 考查

小计 8 8

合计 30 30

总计 159 2544 1728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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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见表 3）

表 3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A1-1：具有全面的道德情操，具备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考试

思想道德与法治 0.2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0.3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概论

0.3 考试

A1-2：把握中国与世界发展现状，

遵守宪法与法律，遵守对外沟通与

交流职业道德规范。

形势与政策（一、二、三、四） 0.4 考查

外国政治制度史 0.3 考查

外事礼仪 0.3 考查

A2-1：具有对外沟通与交流职业认

同感和自豪感。

大学英语（一、二、三、四） 0.4 考试

史学导航 0.3 考查

普通话 0.3 考查

A2-2：爱岗敬业，热爱本职，树立

理性的家国情怀与国际责任感。

军事理论 0.4 考查

思想道德与法治 0.3 考试

外事礼仪 0.3 考查

B1-1：掌握人类文明的一般发展历

程和世界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学

术史和最新动态，同时对主修国家

和地区的社会概貌和特点有比较深

入的认识；

西方历史典籍导读 0.1 考试

史学理论与方法 0.1 考试

世界史工具书与数据库 0.1 考查

西方古典文明 0.1 考查

欧洲史 0.1 考查

欧洲经济社会史 0.1 考查

西方史学史 0.1 考试

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 0.05 考查

西欧城市史 0.05 考查

专业英语 0.2 考试

B1-2：系统了解主修外语的文学、

语言学、翻译学等领域的基础知识、

基础理论和基础研究方法；

英语听力（一、二、三） 0.2 考试

英语口语（一、二、三） 0.2 考试

英汉翻译 0.2 考试

英语写作（一、二） 0.2 考试

普通话 0.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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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B1-3：能够利用国际关系、国际政

治、区域国别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

和方法思考所主修国家和地区的历

史和现实问题，增强对专业学习过

程的认知和理解。

国际关系理论 0.3 考查

国际关系史 0.3 考查

古希腊语 0.1 考查

现代希腊语 0.1 考查

拉丁语 0.1 考查

外国文化史 0.1 考查

B2-1：B2-1：具备运用世界史、区

域国别学、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

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分析和解决对

外交流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

史学文献检索与利用 0.2 考查

外国思想史 0.1 考查

中外文化交流史 0.1 考查

太平洋岛国专题 0.1 考查

英国史 0.1 考查

俄国史 0.1 考查

日本史 0.1 考查

韩国史 0.1 考查

亚洲地区主义专题 0.1 考查

B2-2：具备良好的外语交流能力；

英语听力（一、二、三） 0.2 考查

英语口语（一、二、三） 0.3 考查

英汉翻译 0.3 考试

英语写作（一、二） 0.2 考试

B2-3：具备较好的礼仪规范素养、

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咨询心理学 0.2 考查

外事礼仪 0.3 考查

谈判与沟通 0.3 考查

人格心理学 0.2 考查

B2-4：具备高效搜集、整理、加工

信息的能力。

危机冲突与管理 0.2 考查

史学文献检索与利用 0.4 考查

演讲与写作 0.4 考查

C1-1；树立终身学习意识和专业发

展意识，能够科学安排职业规划和

学习计划。

考古学通论 0.1 考查

欧美文学史 0.1 考查

行政职业能力提升 0.3 考查

学术英语能力提升 0.3 考查

毕业论文（设计） 0.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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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具体指标点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

考核方式
主要课程（教学活动）名称 权重值

C1-2：关注国内外沟通交流发展动

态，实时分析涉及当代全球治理的

重要议题，具备获取和更新相关知

识的自我学习能力。

美国外交史 0.2 考查

英国外交史 0.2 考查

世界近代史专题 0.1 考查

世界现代史专题 0.2 考查

历史社会学 0.1 考查

文化人类学 0.1 考查

C2-1：具备一定的探索精神、创新

意识、团队意识和实践能力

公共体育（一、二、三、四） 0.3 考试

硬笔书法 0.3 考查

校外文物考查 0.4 考查

C2-2：掌握创新创业活动所需要的

基本知识，具备基本的创新创业素

质。

专业见习与实习 0.3 考查

专业外语技能训练 0.2 考查

英汉翻译 0.3 考查

第二课堂 0.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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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课程设置（见表 4）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0932142201 西方历史典籍导读 无

0912142211 史学理论与方法 无

0912122204 史学论文写作 中国通史、世界通史

0932112204 史学文献检索与利用 无

0912112209 史学导航 无

0932112210 英语听力（一） 无

0932122211 英语口语（一） 无

0932152212 专业英语 中国通史、世界通史

专业
核心
课程

0932212201 中国古代史（一） 无

0932222202 中国近代史 中国古代史

0932232203 中国现代史 中国古代、近代史

0932252205 中国当代史 中国古代、近现代史

0912212212 世界古代史 无

0912222213 世界近代史 世界古代史

0912232216 世界现代史 世界古代、近代史

0912242209 世界当代史 世界古代、近现代史

0932232217 英语听力（二） 英语听力（一）

0932242210 英语听力（三） 英语听力（一、二）

0932232218 英语口语(二) 英语口语（一）

0932242212 英语口语(三) 英语口语（一、二）

0932252213 英语写作（一） 无

0932262214 英语写作（二） 无

0932252215 英汉翻译 无

0932222216 中国古代史（二） 中国古代史（一）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课程

0933162201 世界史工具书与数据库 无

0913252216 外国政治制度史 世界通史

0913152214 外国思想史 世界通史

0933162204 外国经济史 世界通史

0933152205 外国文化史 世界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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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提高
课程

0933152207 中外文化交流史 中国通史、世界通史

0933162208 人类学基础 中国通史、世界通史

0933172209 英语国家概况 世界通史

0933172210 西方古典文明 世界通史

0933132211 欧洲史 世界通史

0913152216 美国史 世界通史

0913152217 英国史 世界通史

0913152218 俄国史 世界通史

0913182219 韩国史 世界通史

0913182221 日本史 世界通史

0933162217 欧洲经济社会史 世界通史

0933162218 西欧城市史 世界通史

0933152219 国际关系理论 无

0913252214 中美关系史 世界通史

0913272215 中俄关系史 世界通史

0913222201 考古学通论 无

0933162223 欧美文学史 无

0933152224 西方史学史 无

0933162225 当代国际热点问题 无

0933152226 英语词汇学 无

0933162227 英文报刊选读 无

0933172228 商务英语 无

0933172205 世界史学术前沿 世界通史

专业

应用

课程

0913272208 世界古代史专题 世界通史

0913282211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世界通史

0913272209 世界近代史专题 世界通史

0913272210 世界现代史专题 世界通史

0913252213 国际关系史 世界通史

0933272202 冷战史 世界通史

0913172215 美国外交史 世界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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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业
选修
课程

专业

应用

课程

0933242204 英国外交史 世界通史

0933272205 国际政治经济学 无

0913282202 太平洋岛国专题 无

0913282203 亚洲地区主义专题 无

0933282207 气候外交专题 无

0933282208 南海问题研究 无

0933272209 大国外交专题研究 无

0933272203 日语入门 无

0933252204 韩语入门 无

0933242212 历史社会学 无

0933282213 文化人类学 无

0933282214 外国民俗 无

0933222215 普通话 无

0933212216 外事礼仪 无

0913212234 演讲与写作 无

0913282233 硬笔书法 无

0933252219 战略管理 无

0933262220 危机冲突与管理 无

0933272221 宗教文化学 无

0933282222 咨询心理学 无

0933252223 人格心理学 无

0933252224 谈判与沟通 无

0933252225 古希腊语 无

0933262226 现代希腊语 无

0933272227 拉丁语 无

专业
任选
课程

0933372212 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 无

0913372203 中国旅游史 无

0913372201 行政职业能力提升 无

0913372202 学术英语能力提升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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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统计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学时 学分 学分比例 %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688（其中，

理论课堂教

学 488学时，

实践教学

200学时，不

含军事技能

训练 2周）

39（含实践

11） 24.5%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96 6 3.8%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教育必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304 19 11.9%

专业核心课程 656 41 25.8%

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384 24 15.1%

实践教学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200 11

18.9%（含通

识实践

25.8%）

基础实践 144 9

专业实践 208 13

综合实践 128 8

合计 2544 159 100%

九、其他说明

表 6 建议修读学分学期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建议修读学分 25 25 27 24 20 21 8 9 159

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院长：

教务处负责人： 分管教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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