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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学院教务处 
（2019）21 号 

 

枣 庄 学 院 
2019 级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指导意见 

 

人才培养方案是学校保证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目标的纲领

性文件，是组织教学过程、安排教学工作、完成教学任务的基本

依据。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根据

《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全面提 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

见》（教高〔2018〕2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办学定位不断

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构建应用

型人才培养体系，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能力和质量，学校决定启

动 2019 级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具体指导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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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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坚持党对学校工作

的全面领导，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四个回归”，坚持

以本为本，把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

准。全面加强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全面推进本科教

学审核评估工作，全面深化服务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全面提

升学校整体办学能力和水平，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基本趋

势，努力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基本原则 

（一）科学定位，凸显应用，进一步明确人才培养目标 

紧紧围绕内涵发展、质量提升主线，明确应用型人才培养定

位，服务地方，特色发展，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智力、

科技支撑，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目标任务，找准专业定位，

确立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跟踪学科专业发展和经济社会

对人才需求的变化，丰富专业内涵，突出专业优势，培育专业特

色。各专业应当在学校总体人才培养目标基础上，进一步凝练本

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凸显专业培养特色，优化专业课程体系，

强化实践教学，落实国际化教育理念。 

（二）标准引领，强化实践，进一步落实专业认证工作 

重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各类标准的对接，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对接的标准要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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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工

程教育认证标准》（2015 年版）、《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

实施办法（暂行）》等。鼓励将行业、岗位标准纳入课程体系，

实现职业资格证书与行业岗位对接，全面探索职业教育“1+X”

证书制度。优化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不断健全实践教学体

系，强化实践教学环节，突出实践教学特色，将实践环节与劳动

教育结合起来，突出对学生工程意识、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培

养。 

（三）继承创新，协同育人，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积极探索“新生态、新大学”的发展格局，深化“产教科融

合、校企科合作”，以“准职业人”培养为导向，坚持“双主体

办学、双岗位聘任”，通过平台理事会、行业学院，校企共同构

建人才培养方案，将专业核心技能和职业素质能力培养贯穿人才

培养全过程，实现职业素质能力的提升，缩短学生入职到成长为

企业核心员工的培养周期，完成从学生到“准职业人”的转变。 

（四）尊重个性，因材施教，进一步确立学生主体地位 

牢固树立“教学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建立专业自主选择机

制，赋予学生选择专业和专业方向的权利，实现一定条件下的自

主选择专业和专业方向。根据夏季招生、春季招生、专升本、贯

通培养、校企合作、卓越计划、师范类专业、工程教育专业等类

型的不同，在课程的设置与选择、教学环节的设计与要求等方面，

注意共性与个性、统一性与多样化的结合，尊重学生在基础能力、

兴趣特长、发展方向等方面的差异，科学设置课程体系。以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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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学分制改革为契机，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扩大学生学习自

主权、选择权，注重学生知识、素质、能力协调发展。 

（五）创新创业教育贯穿全程，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始终 

明确创新创业教育目标要求，将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

创业能力纳入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

全过程，融入全体教师的教育教学中，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

努力实现由注重知识传授向注重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

能力培养的转变，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

的根本任务和人才培养的中心环节，狠抓师德师风建设，充分发

挥课堂教学的育人主渠道作用，做好学生的思想引领和价值观塑

造工作。按照“课程思政”的理念树立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

育元素和承载的教育功能，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爱国主义教育、工匠

精神等思政教育内容融入课程教学内容，赋予各门专业课、通识

课等都赋予育人功能，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

应。要改革教育教学方法，加快推进由“思政课堂”走向“课堂

思政”的教育教学改革，探索构建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的大思

政教育体系。 

三、基本内容 

人才培养方案应包含专业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学制及学分

要求、授予学位、核心课程、教学计划表等内容，具体要求如下： 

（一）培养目标 

各专业应概括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学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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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总目标下，结合专业现状和特点，正视存在问题，找准努力

方向，进一步明确专业培养目标及培养标准。培养目标要对反映

学生毕业 5 年左右所能达到的职业状态和专业成就进行总体描

述。大力推进专业评估认证进程，各专业应树立“学生中心，产

出导向，持续改进”的教育理念。工科类专业和师范类专业需参

照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和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 

（二）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对毕业生所掌握的知识、能力、素质必须有明确的、

可衡量的具体描述，要严格按照最新的评估认证标准执行，同时

应明确每门课程的作用，建立课程与毕业要求的关系矩阵，将毕

业要求落实到相应的课程设置及教学改革中，其他专业参照执

行。 

工科类专业和师范类专业需参照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和

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 

（三）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应当体现对人才培养目标、毕业要求的有效支撑，

要在重视基本理论、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培养的同时，科学处理

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实践教学方法

内容，突出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培养。 

1.总体要求 

（1）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学科发展情况，及时更新课

程体系和课程教学内容。坚持“理论与实践、选修与必修、课内

与课外、校内与校外、线下与线上”相结合，体现教育教学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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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作用。对课堂练习、实习实训、社会调查、

毕业设计（论文）、第二课堂等进行优化设计，做到理论与实践、

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结合。将专业

能力培养主线与职业能力培养主线贯穿教学全过程，将创新创业

教育融入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和实践教学全过程，逐步完善适应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体系。 

（2）课程设置由通识教育平台课程、学科专业教育平台课

程、职业教育平台课程、创新创业平台课程和集中实践教学环节

等构成，形成新的“五位一体”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具

体要求见表 1。 

表 1 “五位一体”课程体系及学分要求（本科） 

课程结构体系 学分要求 内容 

通识教育平

台课程（师

范 53.5 学

分/非师 45

学分） 

通识教育必修课

（师范类 43.5 学

分，非师范类 35 学

分） 

思想政治课程 16 学分，大学

体育 4 学分，大学英语 12 学

分，应用写作 1 学分，军事理

论与安全教育 2 学分。另：师

范类专业开设教育学 2 学分，

心理学 2 学分，普通话与教师

口语训练 2 学分，现代教育技

术 1.5 学分，书法 1 学分。 

思想政治课程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3 学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学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6 学分、中国近代史纲要 2

学分，形势与政策 2 学分，大数据与人工

智能 1 学分； 

通识教育选修课包括：人文社科类、自然

科技类、艺术与审美类、创新创业类、运

动健康类和教师教育类课程。 
通识教育选修课

（10 学分） 

任选： 10 学分 

非艺术类学生须选修 2 学分艺

术与审美类课程方可毕业；建议

文科类学生选修 2 学分的自然

科技类课程，理工科学生选修2

学分人文社科类课程，师范生选

修2学分教师教育类课程。 

学科专业教

育平台课程

（至少 56

学分） 

学科专

业教育

必修课 

学科课 
必修总学分不高于专业平台

课程总学分的 70%。师范类专

业设置课程与教学论相关课

程≥2 学分。 

各专业应根据学科特点设置合适的计算机类

课程。相同专业类的各专业专业基础课原则

上相同；根据专业特点，原则上一般每个专

业设置至少2个专业方向模块。专业方向设

置应符合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

应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师范类专业需设

置教师教育方向，免费师范生不设专业方向。 

专业课 

专业方向选修课 
XX 方向 选修总学分不低于

专业平台课程总学

分的 30%。 XX 方向 

职业发展平

台课程（至
职业发展必修课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1 学分、

就业指导 1 学分 

职业发展必修课不限于职业生涯与发展

规划和就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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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10学分） 

职业发展选修课 根据需要设置学分 

可实行 1+X 证书制度（学历证书+若干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也可安排供学

生选择的职前培训课程。 

创新创业平

台课程（至

少 8 学分） 

必修 创业基础 2 学分 
各专业可根据专业特点，针对科研创新训

练、创业训练、科技竞赛、人文素养提高

和职业技能培训等开设研究方法、学科前

沿、创业基础、就业创业指导等方面的课

程 

选修 根据需要设置学分 

集中实践教

学环节（至

少 22学分） 

必修 
军事技能训练 2 学分；毕业教

育 1 学分。 师范类专业教育实践不少于 18 周。 

选修 根据需要设置学分 

2.通识教育平台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由学校统一安排。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采取课堂授课和课外自主学习、课外实践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具体教学方案由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确

定。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的设置旨在实现我校学生拓宽基础、沟通

文理、增强能力、健全人格的目的，使学生全面理解人类社会及

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掌握各类学科的基础知识与技能，形成均

衡的知识结构，获得必要的能力训练，具备创新的综合素质。通

识教育选修课程第八学期（毕业生最后一学期）原则上不再开设。 

3.学科专业教育平台课程 

学科专业教育平台课程分为学科专业必修课程与专业方向

选修课程两部分。学科专业必修课程分为学科教育必修课与专业

教育必修课两部分，鼓励学科门类相同或相近的专业开设相同的

学科教育必修课。各专业应根据学科特点设置合适的信息技术课

程，加强学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各专业应根据专业特点酌

情设置合适的应用外语类课程，提高学生外语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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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设置应符合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应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各专业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要

求，适时对专业方向模块课程做出必要调整，调整方案应报教务

处同意。 

为进一步规范高等数学等学科课程的教学，学校设立部分学

科专业教育平台备选课程（见表 2），各学院可根据自身专业特

点，灵活设置其他课程，注意课程名称的规范性。 

表 2 学科专业教育平台部分备选课程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建议适用专业 

D121001- 
D121002 

高等数学A1-A2 6+6 6+6 理、工科类本科各专业 

D121003- 
D121004 

高等数学B1-B2 6+4 6+4 理、工科类本科各专业 

D121005- 
D121006 

高等数学C1-C2 6+4 6+4 经管类本科各专业 

D121007- 
D121008 

高等数学D1-D2 4+4 4+4 理、工科类本科各专业 

D121009 线性代数A 4 4 理、工、经、管类本科各专业 

D121010 线性代数B 3 3 理、工、经、管类本科各专业 

D121011 概率统计 4 4 理、工、经、管类本科各专业 

D121012 离散数学 3 3 理、工、经、管类本科各专业 

4.职业发展平台课程 

职业发展平台课程设置应与社会需求紧密对接，对有行业准

入要求的专业，可以结合社会与行业需要，适当设置一些与行业

要求相关的课程以及职前培训课程。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

专业应制定科学的学历教育内容与职业（执业）资格培训内容相

衔接的“1+X 证书”人才培养方案。 

http://jwc.sues.edu.cn/bkjy/pyjh/23.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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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创新创业平台课程 

创新创业平台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完善学生知识结构和

能力而开设的课程。创新创业平台选修课中可以将学生的创新实

验、技术研发、发表论文、获得专利、竞赛成绩和自主创业等折

算学分。将学生参与课题研究、项目实验及研发等活动认定为课

堂学习，建立创新创业档案和成绩单，客观记录并科学评价学生

创新创业情况。奖励学分认定办法根据相关规定执行。 

6.集中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环节包括实验、实习、社会实践、劳动教育、课程

设计、毕业设计（论文）、科学研究、第二课堂等。集中性的实

践教学环节包括实习、社会实践、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

等集中开设的实践教学环节。对隐含在各门课程中的实验、课程

设计、第二课堂等实践教学环节，在相应的通识教育平台、专业

教育平台或创新创业平台中设置。 

培养方案中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为：经济与管理类、

法政文史类、体育类、艺术类、外语类专业不少于 25%；自然

科技类、建筑规划类、工程技术类不少于 30%；偏重应用型的

专业不少于 30%。 

最后一学期原则上不设置理论教学课程，如确需安排课程教

学，建议采取“自学+辅导”的课程形式。为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鼓励有条件的应用型本科专业第四学年主要开展顶岗实习（带薪

实习）、毕业设计（论文），建议师范类专业集中开展教学实践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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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读要求 

1.学制、学时与学分要求 

修订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实行弹性修业年限，允许学生提

前或者延期毕业。基本修业年限 4 年及以上的，学生提前修满培

养计划规定的学分，可以提前毕业，但一般只能比基本修业年限

提前 1 年；学生在基本修业年限内未能修满培养计划规定学分

的，可以延长修业时间，延长时间不得超过基本修业年限的 2

倍。 

本科专业总学时应严格控制在 2600 学时以内，总学时不包

括专业见习、社会调查、毕业实习、教育实习、毕业设计（论文）

等集中实践环节课程学时。 

毕业以获取的学分来衡量，各专业修读毕业要求总学分原则

上应控制在 160 学分。 

2.学期安排 

每学年分秋季、春季两个学期。春、秋季每学期 20 周，其

中复习考试一般 2 周。 

3.学分计算 

学分是计算学生学习量的单位。计算学分时精确到小数点后

一位，学分最小计算单位为 0.5 学分。学时与学分的折算办法如

下：  

（1）课堂讲授课程：严格按照 16 学时计 1 学分，课程总

学时安排应为 8 的倍数。教师教育类课程按照师范类认证专业标

准要求“1 学分相当于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进行课程学习 18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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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考核合格”。 

（2）大学英语听说、大学体育技能课、实验、实训、上机

等课程：严格按照 32 学时计 1 学分，课程总学时安排应为 16

的倍数。 

（3）实习环节：如集中进行实习，一般 1 周计 1 学分；如

分散进行，32 学时计 1 学分。 

（4）综合设计与论文环节：集中进行的课程设计一般 1 周

计 1 学分，分散进行的课程设计每 32 学时计 1 分；学年论文每

次计 1 学分；毕业设计（论文）6 学分。 

（5）学生通过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活动可获得创新创业奖

励学分。学分计算规则和方法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五）开设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编制工

作的通知》（鲁教高函〔2016〕16 号）要求及专业认证的相关

要求，以及教育部颁布的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及工程

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结合学校办学定位，

科学确立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明晰培养的人才类型

和服务面向。一般专业明确各专业学生在知识、能力、素质等各

领域的培养规格，按照知识、能力、素质结构的内在联系和教育

教学规律，构建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之间的逻辑联系。工科类专

业和师范类专业要严格按照培养目标、毕业要求，科学设置课程，

明确课程内容、规范课程名称，明晰课程功能，建立课程与培养

要求的对应关系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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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关说明 

（一）课程设置的其他要求 

1.保障选修课比例。学校实施完全学分制改革试点，原则上，

每个专业方向选修课程学分占该平台课程总学分比例保持在

30%左右。各学院要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尽可能多的为学生提

供专业选修课课源。扩大学生自主选择课程的权利，逐步实现每

门专业核心课程都有 2 名以上教师授课，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选

择机会，让学生自主选择课程、教师、上课时间和学习进程，加

强对学生选课的指导，提高学生课外学习的自主性，促进学生主

动学习、自主学习。 

2.鼓励各专业开展课程体系创新探索，开设 1.5 学分及以下

的课程，并可以根据需要集中在半学期或几周内完成教学任务。 

3.鼓励开展双语教学。各专业可根据专业特点及师资情况自

行选定双语教学课程，在课程开设的前一学期申请并报教务处，

经学校同意后可开设，双语课认定每三年一次，认定通过后可享

受双语课程相关政策。课程教学规范具体参照《枣庄学院关于双

语教学课程建设与管理的实施意见（试行）》（枣院政字〔2007〕

38 号）的规定执行。 

4.鼓励各专业将实验课程单独开设。各专业应积极开展实践

教学改革，逐步扩大综合设计性与研究性的实验项目比例，减少

验证或操作性实验项目的比例，鼓励各专业积极开设创新性开放

实验项目。 

5.鼓励开设在线开放课程。各学院要主动适应高等教育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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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信息化需要，推动学校课程建设与课堂教学改革，培育优质

课程上线，在全校学生中开设在线开放课程，增加课程资源。 

6.各学院应加强学业指导。实行本科学生学业导师制，各学

院要合理安排学生每学期修读学分数与周学时数，避免出现学生

某学期学时过于集中的情况，学业导师要引导学生合理选课，为

学生提出学业指导意见，学业指导贯穿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 

7.师范类专业课程开设应符合《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

证实施办法（暂行）》。根据《办法》要求：中学教育专业认证标

准规定教师教育课程学分必修课≥10 学分，总学分≥14 学分；

小学教育专业认证标准规定教师教育课程学分必修课≥20 学分，

总学分≥28 学分；学前教育专业认证标准规定教师教育课程学

分三年制专科必修课≥40 学分，总学分≥60 学分，五年制专科

必修课≥50 学分，总学分≥72 学分。根据以上规定，对师范类

专业开设通识教育必修课《教育学》（2 学分）、《心理学》（2 学

分）、《现代教育技术》（1.5 学分）、《普通话与教师口语训练》（2

学分）、《书法》（1 学分），建议各师范类专业在专业教育必修课

中开设《课程与教学论》相关课程（≥2 学分）及相应的教师教

育类课程，教师教育类课程学分不能低于规定的相应学分。 

（二）其他类型专业的培养方案 

除普通本科专业外，2019 年招生的专科专业、“3+2”专升

本专业、春季招生专业、贯通培养专业、“卓越人才培养计划”

专业、校企合作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方案也一并修订。 

1.专科专业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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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专业标准学制为 3 年，毕业以获取的学分来衡量，毕业

总学分应控制在 120 学分。总学时控制在 2000 学时以内，总学

时不包括专业见习、社会实践、毕业实习、教育实习等集中实践

环节课程学时。根据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

人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思政〔2012〕1 号）要求，高职高专类

专业实践教学学分不少于总学分的 50%，师范类学生教育实践

不少于 18 周。 

专科专业的课程结构体系，由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平台

课程、职业教育平台课程、创新创业平台课程及集中实践教学环

节等部分构成，具体要求参考普通本科执行。为了方便学生的专

升本考试，学校在通识教育选修课中开设《计算机文化基础》《大

学语文》分别由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文学院承担开课工作，建

议文科类专业在专业教育选修课中开设《高等数学》。 

五年一贯制专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参照普通专科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要求及相关文件修订。 

2.“3+2”专升本专业培养方案 

“3+2”专升本专业标准学制为 2 年，毕业以获取的学分来

衡量，毕业总学分应控制在 75 学分。总学时控制在 1200 学时

之内，总学时不包括专业见习、社会调查、毕业实习、教育实习、

毕业设计（论文）等集中实践环节课程学时。 

专升本专业的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及学分要求见表 3。原则

上，其课程设置与该本专业后两年或三年的课程基本一致。  

表 3“3+2”专升本专业培养方案的课程结构体系及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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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必修平台

课程 

通识教育选修平台

课程 
专业教育平台课程 职业发展平台课程 创新创业平台课程 集中实践教学环节 

8 学分左右 4 学分 26 学分左右 不少于 8 学分 不少于 8 学分 20 学分左右 

3.其他特殊类型的培养方案 

校企合作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由专业所属二级学院在参考

现有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基础上会同合作单位共同制订。企业

安排学生到企业实习、实训的时间不得少于 1 学年（不少于 40

周）。 

（三）课程（实验）教学大纲修订 

各院部应根据修订后的人才培养方案，组织修订课程教学大

纲与实验教学大纲，明确各教学环节（课堂讲授、课堂讨论、自

主学习、作业、考试等）对于人才培养目标的贡献。 

（四）专业及课程编号 

1.学院及专业编号 

为适应教务管理信息化的需要，统一规定专业编号为 4 位

数：第 1、2 位为学院编号；第 3 位为专业层次识别码，普通本

科专业为 1，普通专科专业为 2，二年制本科（3+2）专业为 3，

其他类型为 6；第 4 位为专业设置顺序码。各学院及专业在教务

管理系统中的编号见附件 3。 

2.课程编号 

统一规定每门课程的编号为 7 位数：第 1 位为开课院部编

号，分别用大写英文字母表示（详见附件 3 第一列）；第 2 位为

课程层次代码，0 表示本专科统开课程（仅限通修课程编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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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本科课程，2 表示专科课程；第 3 位为课程类型代码，1 表

示通识教育平台课程,3 表示专业教育平台课程，4 表示创新创业

平台课程，5 表示集中实践环节课程，6 表示职业教育平台课程；

第 4 位为课程性质代码，1 表示必修课，2 表示选修课；第 5、

6、7 位为课程序号，从 001 开始(在通识教育选修课中，第 5

位为课程类别代码，1 为人文社科类、2 为自然科技类、3 为艺

术与审美类、4 为创新创业类、5 为运动健康类和 6 为教师教育

类，第 6、7 位为课程序号)。 

具体说明如下： 

通识教育课程由教务处统一编号，具体课程及编号见附件

1。 

部分学科教育平台课程、创新模块课程和公共实践课程编号

如下： 

高等数学 A1 D121001 

高等数学 A2 D121002 

高等数学 B1 D121003 

高等数学 B2 D121004 

高等数学 C1 D121005 

高等数学 C2 D121006 

高等数学 D1 D121007 

高等数学 D2 D121008 

线性代数 A D121009 

线性代数 B D121010 

概率统计 D121011 

离散数学 D12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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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Z041001 

就业指导 Z041002 

创业基础 Z041003 

军事技能训练 Z051001 

社会实践 
Z051002-Z051

008 

毕业教育 Z051009 

毕业设计（论文） Z151002 

教育实习 Z151003 

学科专业教育平台课程、职业发展平台课程、创新创业平台

课程和集中实践教学环节课程编号由各学院按上述编号规则制

定。 

五、组织实施 

（一）学校成立 2019 级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领导小组，

统筹协调该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分管教学副校长担任，成员

由教务处、实验室管理处、招生就业处、学生处、团委、创新创

业学院等部门和各院部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教务

处。 

（二）各院部应高度重视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根据学

校的总体部署和进度安排，积极开展调研论证，充分发挥二级学

院教学工作委员会职能，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各项任务。 

1.各学院应成立专业理事会，其中至少有 2 人为行业（企业、

社会、政府、相关协会、学会等部门）的校外专家；同时明确专

业负责人，具体负责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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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专业应紧紧围绕我校创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本

科院校、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目标任务，通过查阅资料、走

访企事业单位、回访毕业生、召开师生座谈会、开展问卷调查等

形式广泛调研，分析专业所面向的职业岗位群，明确专业培养目

标、毕业要求和培养模式，确定毕业生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

质结构，提炼主要职业岗位的关键能力，按照其内在逻辑关系将

关键能力分解成由浅入深、环环相扣的“能力要素”，据此构建

各专业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形成人才培养方案的草稿。 

3. 各专业理事会对人才培养方案的草稿进行反复论证、修改

完善，形成初稿，提交学校教务处。 

4. 学校组织专家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审议，并经学校教学工

作委员会审定后，报学校研究审批后执行。 

2019 级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流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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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本科人才培养方案通识教育必修课学分分配表 

2.专科人才培养方案通识教育必修课学分分配表 

3.学院及专业编号一览表 

 

枣庄学院教务处  

2019 年 4 月 30 日 

新制定、大修 

教务处发布年度培养方案修订指导意见、修订细则 

各专业讨论并制订专业培养修订方案 

 

专业负责人在系统中提交 

培养方案新制定、

大修、还是微调？ 

专业负责人在系统中提交 

教务处初审 

从系统中打印纸质稿，专业负责人、院长签字后

送交教务处备案 

对修订后的专业培养方案进行

专家评审，提交所在学院教学指

导委员会审议 

修订后的专业培养方案提交所在

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 

教务处终审通过后发布 

执行培养方案 

微调 

审议通过 

审议通过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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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通识教育必修课学分分配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总学分 

其中 

总学时 

其中 

理论 

学分 

实践 

学分 
讲授 实验 其他 

S111001 

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 

3 2 1 32+(32) 32  32 

S111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2 2  32 32   

S111003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3 2 1 32+(32) 32  32 

S111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6 4 2 64+(64) 64  64 

S111005

- 

S111012 

形势与政策 1-8 2 1 1 32+(96) 32  96 

R111016

- 

R111019 

大学英语 1-4 12 9 3 192+(48) 144 4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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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11001- 

I111004 

大学体育 1-4 4  4 128+(16)  128 16 

A111003 应用写作 1 1  16 16   

Z011002 

军事理论与安全

教育 

2 2  32+（4） 32  4 

A111004 

普通话与教师口

语训练 

2 2  32 32   

N111001 心理学 2 2  32 32   

N111002 教育学 2 2  32 32   

N111003 现代教育技术 1.5 1 0.5 32 16 16  

K111001 书法 1 1  16 16   

E011001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1 1  16 16   

 

附件 2 

 

专科人才培养方案通识教育必修课学分分配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总学分 

其中 

总学时 

其中 

理论 

学分 

实践 

学分 
讲授 实验 其他 

S211001 

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 

3 2 1 32+(32) 3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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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11002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4 2 2 32+(64) 32  64 

S211003

- 

S211008 

形势与政策 1-6 1 0.5 0.5 32+(32) 32  32 

R211001

- 

R211002 

大学英语 1-2 8 6 2 128+(32) 96 32 32 

I211001- 

I211003 

大学体育 1-3 3  3 96+(12)  96 12 

Z011002 

军事理论与安全

教育 

2 2  32+（4） 32  4 

A211002 

普通话与教师口

语训练 

1 1  16 16   

K211001 书法 1 1  16 16   

N211001 心理学 2 2  32 32   

N211002 教育学 2 2  32 32   

N211003 现代教育技术 1.5 1 0.5 32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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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11001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1 1  16 16   

 

 

 

附件 3 

学院及专业编号一览表 

学院 
编号 

学院（部） 专业编号 专业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性质 

01(A) 文学院 

0111 汉语言文学 050101 本科（师范） 

0113 汉语国际教育 050103 本科 

0114 网络与新媒体 

050306

T 

本科 

0131 汉语言文学(3+2) 050101 本科（师范） 

0121 语文教育 

670104

K 

专科（师范） 

02(B)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0211 思想政治教育 030503 本科（师范） 

0212 历史学 060101 本科（师范） 

0213 行政管理 120402 本科 

03(C) 外国语学院 

0311 英语 050201 本科（师范） 

0312 日语 050207 本科 

0313 世界语 050241 本科 



 

-24- 

学院 
编号 

学院（部） 专业编号 专业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性质 

0331 英语(3+2) 050201 本科 

0321 英语教育 

670106

K 

专科（师范） 

0322 旅游英语 670204 专科 

0323 商务英语 670202 专科 

04(D) 数学与统计学院 

0411 数学与应用数学 070101 本科（师范） 

0413 金融工程 020302 本科 

0415 应用统计学 071202 本科 

0416 

金融工程 

（金融与财务外包） 

020302 本科 

0417 

数学与应用数学 

（移动云计算） 

070101 本科 

0418 

应用统计学 

（金融大数据） 

071202 本科 

0420 金融数学 

020305

T 

本科 

05(E) 光电工程学院 

0512 电子信息工程 080701 本科  

0513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080705 本科 



 

-25- 

学院 
编号 

学院（部） 专业编号 专业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性质 

0514 通信工程 080703 本科 

0515 电子信息工程（春季） 080701 本科 

0516 

电子信息工程 

（信息安全方向） 

080701 本科 

0517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光伏大数据方向） 

080705 本科 

0518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080910

T 

本科 

0521 物理教育 

670107

K 

专科（师范） 

0522 应用电子技术 610102 专科  

0523 老年服务与管理 650302 专科 

06(F) 

化学化工与材料 

科学学院 

0611 化学 070301 本科（师范） 

0612 化学工程与工艺 081301 本科  

0613 应用化学 070302 本科  

0614 矿物加工工程 081503 本科 

0615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401 本科 

0623 应用化工技术 570201 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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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编号 

学院（部） 专业编号 专业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性质 

0661 化工安全技术 520902 专科 

07(G) 生命科学学院 

0711 生物技术 071002 本科  

0712 生物科学 071001 本科（师范） 

0713 植物科学与技术 090104 本科 

08(H)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0811 地理科学 070501 本科（师范） 

0812 地理信息科学 070504 本科  

0815 旅游管理 

120901

K 

本科 

0816 酒店管理 120902 本科 

0817 

旅游管理 

(国际旅游方向) 

120901

K 

本科 

0818 

地理信息科学(国土资源

信息技术方向） 

070504 本科 

0819 

酒店管理（国际职业经理

人方向） 

120902 本科 

0831 

旅游管理(3+2） 120901

K 

本科 

0822 旅游管理 640101 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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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编号 

学院（部） 专业编号 专业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性质 

09(I) 体育学院 

0911 体育教育 040201 本科（师范） 

0914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040203 本科 

0915 舞蹈表演(体育舞蹈) 130204 本科 

0916 舞蹈表演(健美操) 130204 本科 

0921 体育教育 

670114

K 

专科（师范） 

10(J) 音乐与舞蹈学院 

1011 音乐学 130202 本科（师范） 

1012 舞蹈学 130205 本科（师范） 

1013 舞蹈表演 130204 本科 

1031 音乐学(3+2) 130202 本科（师范） 

1021 音乐教育 

670112

K 

专科（师范） 

11(K)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 

1111 美术学 130401 本科（师范） 

1116 美术学（国画方向） 130401 本科（师范） 

1117 美术学（油画方向） 130401 本科（师范） 

1113 视觉传达设计 130502 本科 

1114 环境设计 130503 本科 

1115 产品设计 130504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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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编号 

学院（部） 专业编号 专业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性质 

1132 美术学(3+2) 130401 本科（师范） 

1121 美术教育 

670113

K 

专科（师范） 

12(L)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121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0901 本科  

1212 网络工程 080903 本科  

121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外包方向） 

080901 本科 

1214 

网络工程 

（物联网方向） 

080903 本科 

121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开发方向） 

080901 本科 

121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测试方向） 

080901 本科 

121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Java 大数据方向） 

080901 本科 

1218 网络工程（移动互联） 080903 本科 

1219 网络工程(移动互联) 080903 本科 

121A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0901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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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编号 

学院（部） 专业编号 专业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性质 

（云计算方向） 

121B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 

080901 本科 

121C 网络工程（智能物联） 080903 本科 

121D 网络工程（移动通信） 080903 本科 

121E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春季） 

080901 本科 

121F 网络工程（春季） 080903 本科 

121G 物联网工程 080905 本科 

123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2) 

080901 本科  

1222 计算机应用技术 610201 专科  

13(M) 经济与管理学院 

1311 财务管理 120204 本科  

1312 市场营销 120202 本科  

1313 

市场营销（网络商务与物

流外包方向） 

120202 本科  

1314 

财务管理 

（主办会计方向） 

120204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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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编号 

学院（部） 专业编号 专业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性质 

1315 财务管理（春季） 120204 本科  

1316 市场营销（春季） 120202 本科  

1331 市场营销(3+2) 120202 本科  

1321 会计 630302 专科  

1322 市场营销 630701 专科  

1323 会计电算化 620204 专科 

14(N)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1412 学前教育 040106 本科（师范） 

1413 心理学 071101 本科（师范） 

1414 小学教育 040107 本科（师范） 

1415 学前教育（春季） 040106 本科（师范） 

1431 学前教育(3+2) 040106 本科（师范） 

1421 现代教育技术 

670120

K 

专科（师范） 

1422 学前教育 

670102

K 

专科（师范） 

15(O) 机电工程学院 

1511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080206 本科  

151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080202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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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编号 

学院（部） 专业编号 专业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性质 

1513 工业设计 080205 本科  

1514 

工业设计 

（3D 仿真方向） 

080205 本科  

1515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80601 本科 

1516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智能制造） 

080202 本科  

153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2) 

080202 本科  

1521 机电一体化技术 560301 专科  

1522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工业机器人） 

560301 专科  

16(P) 传媒学院 

1611 动画 130310 本科  

1612 广播电视编导 130305 本科  

1613 

广播电视编导 

（数字影视制作） 

130305 本科  

1614 数字与媒体艺术 130508 本科 

17(Q) 初等教育学院 1742 

学前教育 

（“2+3”师范教育） 

670102

K 

专科（师范） 



 

-32- 

学院 
编号 

学院（部） 专业编号 专业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性质 

18(R) 大学英语教学部     

19(S)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T) 城市与建筑工程学院 

2011 土木工程 081001 本科  

2012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081003 本科 

2041 土木工程（春季） 081001 本科  

2031 土木工程（3+2） 081001 本科  

2021 房地产经营与估价(专科) 560701 专科 

2022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540701 专科 

2023 房地产检测与估价 540702 专科 

21(U) 食品与药品科学学院 

2111 食品科学与工程 082701 本科  

2112 制药工程 081302 本科  

2114 制药工程（春季） 081302 本科  

2113 食品质量与安全 081407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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