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泰院政发〔2015〕42 号

泰山学院关于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意见

各部门、各单位：

为适应新常态下我国高等教育的新形势，建设升级版的应用

型大学，实现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进一步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切实做好我校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努力构建先进

科学的专业课程体系，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 号）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

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 号）文件

精神，遵循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工作要求，制定本意见。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新常态。以

学生为中心，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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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为目标，进一步强化内涵建设，加强实践教学环节；以社会

需求为导向，引入创新创业教育理念，促进高等教育与地方社会

经济的紧密结合；以改革为动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高素

质应用型人才。

二、目的与意义

1.进一步提高建设课程体系重要性的认识。一个专业所设置

的课程相互间的分工与配合，构成课程体系。课程体系是否合理

直接关系到培养人才的质量。

2.明确不同课程类别间的比例关系。即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

的比例关系，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比例关系，必修课程与选修

课程的比例关系，课内课程与课外课程的比例关系。进而明确不

同课程类别的学时、学分等具体要求。

3.明确课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课程间逻辑关系的分析，形

成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明确主干课程的设置理由，同时避免偏

离专业培养实际需求的因人设课现象。

4.明确课程间的修读顺序。理顺课程的先修与后续关系，确

保教学过程的科学合理衔接。

5.整合优化课程内容。通过整合与优化，删除课程之间的内

容冗余与重复，减少课堂教学学时。

三、建设原则

1.加强实践性的原则。不改变目前课程类别，改变并加大实

践性教学环节所占学分比重。

https://www.baidu.com/s?wd=%E8%AF%BE%E7%A8%8B%E4%BD%93%E7%B3%BB&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s://www.baidu.com/s?wd=%E8%AF%BE%E7%A8%8B%E4%BD%93%E7%B3%BB&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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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先进性原则。在课程设置方面要具有时代意识和超前意识，

尽可能地把最新的专业知识与技术引入到课程体系中。

3.改革创新的原则。探索应对高校转型期的培养模式，教师

教育类专业同时探索适应“大类招生、二次选拔、分段培养”的

培养模式。

4.因材施教、分类指导的原则。针对参加春季高考入学的同

学，可根据实际情况参考目前的课程体系，或者设计新的课程体

系,并以此为基础修订培养方案。

5.国际化原则。学习并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

四、课程体系构成及分类建设要求

1.课程设置模式

采用“3大课程平台+3 类课程模块”的课程设置模式。“3大

课程平台”即公共基础课程平台、专业基础课程平台和综合素质

课程平台。其中，3大课程平台由教务处协调相关院（部）建设。

“3类课程模块”即专业主干课程模块、专业拓展课程模块和实

践教学课程模块，由学院负责建设。

2.六大课程类别：

（1）公共基础课

（2）专业基础课

（3）专业主干课

（4）专业拓展课

（5）实践教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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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综合素质课

其中实践教学课又划分为认知实践、课程实践、生产（教育）

实践、创新创业实践四个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模块，具体可由

以下教学环节构成：

（1）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2）军事训练

（3）体育训练

（4）社会实践活动

（5）实验课程

（6）理论课程所含实验

（7）课程论文（设计）

（8）专业见习、实习

（9）毕业实习

（10）毕业论文（设计）

（11）大学生素质拓展

（12）其它

3.建设要求

（1）公共基础课

针对不同专业要求和学生个性化需求，科学构建公共基础课

程体系。对与专业相关度较小而课时较大的公共基础课课时适当

调整或课程整合。

（2）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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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搭建大专业课程平台，专业方向按照模块化课程加以实

现，考虑学科交叉因素，科学构建专业课程体系。

（3）实践教学课

适当增加实践环节课时和课程数，避免基础课程实验与专业

课程实验的重复；设计综合性、研究性、专题性实验项目,提高学

生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设计实验室开放项目，提高学生创新能

力；构建校企联合培养实践教学体系。

（4）专业拓展课

进一步强化专业教育，进行专业拓展深化性教学，专业拓展

课与专业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是递进的逻辑关系，是知识的扩展

和深化。

（5）综合素质课

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或者以介绍先进科学技术和最新科

学成果，扩大学生知识面，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发展某一方面

的才能，提高毕业生社会竞争力等为目标，科学构建综合素质课

程体系。

五、专业类型

现有本科专业分为教师教育类和非教师教育类两大类。其中，

教师教育类分为理科专业、文科专业、艺体专业 3类；非教师教

育类分为理科专业、工科专业、经管专业、艺体专业、文史法专

业 5类。

六、学分及学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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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要求

各专业总学时严格控制在 2200—2400 学时之间；总学分严格

控制在 152—168 学分之间；专业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应包含教育

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 版）规定的

本专业的所有核心课程。创新创业学分：学生获得创新创业学分

奖励，最多可折抵专业拓展课的 6个学分。

2.教师教育类专业的学分构成与实践教学学分要求

（1）学分构成：公共基础课 50 学分左右、专业基础课 20

学分左右、专业主干课 40 学分左右、专业拓展课 20 学分、综合

素质课 8学分、毕业论文 8学分。有条件的专业可安排不少于一

学期的顶岗实习，一学期按18学分记（其它实习一周按1学分记）。

有顶岗实习的专业，专业拓展课可适当减少学分，减少的数量不

高于 2学分。

（2）实践教学学分要求：理科专业不低于总学分的 35%（数

学专业例外），文科专业和艺体专业不低于总学分的 25%。

3.非教师教育类专业的学分构成与实践教学学分要求

（1）学分构成：公共基础课 40 学分左右、专业基础课 24

学分左右、专业主干课 46 学分左右、专业拓展课 20 学分、综合

素质课 8学分、毕业论文 8学分。有条件的的专业可安排不少于

一学期的顶岗实习，一学期按 18 学分记（其它实习一周按 1学分

记）。有顶岗实习的专业，专业拓展课可适当减少学分，减少的数

量不高于 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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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践教学学分要求：理科与工科专业不低于总学分的

35%（工科专业可达到 40%），经管类专业不低于总学分的 30%，艺

体类专业不低于总学分的 25%，文史法类专业不低于总学分的

20%。

七、工作流程

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应注重调研、分析与论证。包括同类院校

调研、企事业（行业）调研、就业市场调研、现状分析、形势分

析、前沿分析、专家论证等。

具体的工作可参考如下的流程：

进行企事业（行业）调研和国内外同类专业比较研究→确定

现阶段企事业（行业）的人才需求情况及对人才能力的要求→确

定人才培养目标→分析现有课程体系→形成新的课程体系→专家

论证→完善新的课程体系。

八、项目建设

学校设立课程体系建设专项基金，对课程体系建设实施项目

资助。由专业所属学院组织筹建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团队，建设团

队向学校提交课程体系建设规划，明确建设目标以及建设内容，

制定分布实施步骤，预期建设效果等。

课程体系建设团队负责人全面负责课程体系的各项建设工

作，并按照学校要求定期向学校和学院报告课程体系建设进展情

况。

二级学院组织校内外专家、教师、学生代表对课程体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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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将新的课程体系及对应的培养方案报教务处汇总备案。教

务处以此为依据督导、检查培养计划的执行情况，切实提高课程

体系的建设和实施效果。

九、附则

本意见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泰山学院

2015 年 11 月 17 日

党委办公室 院长办公室 2015年 11月 17日印发

校 对：孟晓军 宫丽华 此件校内网公开发布 共印 15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