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木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０８０７０３

一、专业方向

１．建筑工程；２．道路与桥梁工程。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能够适应地方经济建设需要，具有一定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素养，系统掌握土木工

程专业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独立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开拓创新精

神，具有能够从事建筑工程、道路与桥梁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工程管理与造价编制等相关工作的基本能

力和素质的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三、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力学、土木工程施工技术、工程项目管理与经济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

识，接受力学分析、结构分析、施工技术与工程管理、文字图纸表达等方面的基本训练，掌握在土木工程

项目勘测、设计、施工等部门从事技术或管理工作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１．初步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自觉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勤于学习、善于实践、勇

于创新、甘于奉献；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

２．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掌握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土力学、土木工程材料、工程制图、测

量学、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钢结构设计原理等基础理论知识。

３．具有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工程结构设计（含建筑工程、道路与桥梁工程两个方向之一）、基础工

程设计的基本理论与一般方法，掌握土木工程施工、工程项目管理、工程造价编制的基本理论与一般方

法，掌握专业软件的应用和建设法规知识。

４．具有突出的应用实践能力。掌握能正确表达工程意图的识图与制图技能，掌握基本的工程测量技

能，掌握基础与专业知识的相关实验方法，掌握一般计算机的应用能力和专业软件的应用能力，具有从

事工程设计与施工、工程管理与造价编制的能力，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独立分析解决土木工程一般技

术问题的能力和开拓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英语和专业英语交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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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能力分析表（表一）

综合能力 专项能力 对应课程或实践

１．基础素质

与能力

１．１政治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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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１．２人文素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素质拓展课

１．３分析运算能力 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

１．４英语应用能力 大学英语、土木工程专业英语

１．５计算机应用能力 计算机应用技术、Ｃ语言程序设计

１．６利用现代化手段获取信息能力 科技文献检索

１．７身心素质 体育、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安全教育

２．专业基础

理论及应用

能力

２．１土木工程专业基础能力
土木工程概论、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

学、画法几何、土木工程材料、测量学

２．２土木工程专业应用能力 土木工程专业认识实习、土木工程材料实验

３．专业知识

及应用能力

３．１专业知识

砌体结构、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钢结构设计

原理、房屋建筑学、土木工程施工、土木工程

概预算

３．２专业知识能力训练
土力学试验、材料力学试验、钢结构设计原理

课程设计、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课程设计

４．专业核心

技能

４．１建筑设计能力
土木工程制图、房屋建筑学、房屋建筑学课程

设计

４．２施工组织能力
土木工程专业实习、土木工程施工、土木工程

施工课程设计

４．３概预算能力 土木工程概预算、土木工程概预算课程设计

五、学制、学位与最低学分要求

１．学制：标准学制为 ４年，修业年限为 ３～６年。

２．学分：１７７。

六、毕业与学位授予

根据《宿州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具有学籍的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本

专业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修满学分，经考核成绩全部合格的，准予毕业，发给本科毕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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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符合《宿州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所规定的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工学学士

学位。

七、实践性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项目 学分 周数 安排学期 实践方式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１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１

２ １ 集中

社会实践（观摩燉见习） ３ ３
第 ２、４、６学

期暑假
分散

土木工程专业认识实习 ２ ２ 第二学期 集中

毕业教育 １ １ ８ 集中

毕业实习 １２ １２ ７ 分散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２ １２ ８ 集中

八、课程设置及学分

课程类型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通识课程 ４３ ２４．３％

素质拓展课 ６ ３．４％

学科基础课 ３０ １６．９％

专业基础课 ２１ １１．９％

专业课

专业核心课 ２２ １２．４％

专业方向课 １０ ５．６％

专业任选课 ８ ４．５％

集中实践教学 ３１ １７．６％

创新创业实践 ６ ３．４％

合 计 １７７ １００％




土木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九、专业核心课程

１．砌体结构

学时：３６；学分：２；考核方式：考查。

《砌体结构》是土木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本课程讲授建筑工程中混凝土结构与砌体结构设计

理论、设计方法与相关知识，使学生经过本课程的学习之后具备从事建筑工程中混凝土结构与砌体结构

有关的技术和研究工作的基本素质和能力；是一门综合应用数学、工程力学、建筑学和土木工程材料等

知识的应用性与实践性较强的课程。

２．钢筋混凝土结构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使学生掌握混凝土结构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为后续的专业课程学习、毕

业设计以及今后从事有关混凝土结构学科领域工作提供坚实的基础。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钢筋和混凝

土材料的基本物理力学性能；钢筋混凝土各种基本构件的受力性能和破坏特征、基本理论和计算方法；

预应力混凝土的基本概念；钢筋混凝土单向板肋梁楼盖的设计与计算方法，楼盖配筋的构造要求。

３．钢结构设计原理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钢结构设计原理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核心课程，其主要任务是掌握钢结构的基本知

识和基本理论，掌握钢结构的计算原则、结构布置原则、基本受力构件的计算、构造要求等，使学生通过

学习能进行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的钢结构设计，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要求达到：（１）了解钢结构的合理应

用范围和发展概况；（２）掌握钢结构设计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３）能对钢结构的基本构件、各种连接

和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等进行设计；（４）熟悉钢结构的施工图的要求，并能绘制结构的施工图。

４．基础工程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是土木工程专业核心课程之一，是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学习和掌握地基基础工程设计、施工实

际应用能力的核心课程。本课程主要侧重实际应用，主要任务是使学生在天然地基浅基础设计、桩基础

及沉井基础设计、基坑围护及地基处理技术方面掌握设计和施工的基本原理、基本理论、实用设计计算

方法。

５．房屋建筑学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学习民用与工业建筑设计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使学生建立起房屋建

筑的工程概念，培养学生建筑设计的基本能力，掌握建筑设计从总体到细部，从平面到空间的设计程序

和设计方法。

《房屋建筑学》的内容包括民用建筑和工业建筑两大部分，民用建筑部分又分为建筑空间设计和建

筑构造设计两类内容。其中空间设计部分介绍各类房屋建筑的平面、剖面、立面设计的原理和方法；建筑

构造设计部分介绍构造原理和构造方法。学完该课程后要求学生能独立完成一般房屋的建筑设计。

６．土木工程施工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土木工程施工》课程主要讲授土木工程施工技术和施工组织的一般规律，土木工程中主要工种施

工工艺及方法，施工项目科学的组织原理及建筑工程施工中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发展和应用。它

涉及土木工程的各个领域，是从工程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成果又用于指导工程实践的知识。通过本课程的

建设使学生能很好的掌握土木工程施工技术与施工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初步具有从事

工程施工与管理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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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专业知识学习和实践应用并重，设计与施工、管理并重，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并重。

７．土木工程概预算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获得工程概预算有关的基本知识，具备对定额的编制、定额的使用，基础

单价（人工、材料预算单价、施工用风、水电价格、施工机械台班费、砂石料价格）、建筑安装工程概预算单

价的编制能力以及设计概算等的编制能力。能进行执行概算与价差进行调整及标底与标价的编制，最终

目的是使学生能综合运用工程预算这一有效工程造价方面的工具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课程内容

包括定额的编制与应用，工程建设项目费用构成，基础单价的编制，建筑安装工程概预算编制，工程招投

标与工程承包合同，用计算机编制工程预算等。

８．建筑工程制图

学时：３６；学分：２；考核方式：考查。

《建筑工程制图》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核心课，主要任务是研究正投影法的基本原理

及应用，培养学生空间想象能力和分析能力，贯彻国标要求，培养绘制和阅读土建图样的基本能力，并掌

握仪器绘图、计算机绘图的方法。

十、教学时间安排总表（表四）

项 目
学
期

学 年 一 二 三 四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合计

入学教育和专业导论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２ ２

课堂教学 １６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０６

复习考试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２

专业认识实习 （２） （２）

毕业实习 １６＋预

就业 ４周
２０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４＋

答辩 ２周
１６

毕业教育 ２ ２

机 动 ２ ２

总周数 ２０ ２０＋（２）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６０＋（２）




土木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十一、教学进程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通

识

课

ＴＳ０００４０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３ ４８３２ １６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２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４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上）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６ 体育（一） √ １ ３２ ３２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７ 体育（二）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８ 体育（三）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９ 体育（四）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１０ 英语（一） √ ３ ６４６４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１ 英语（二）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２ 英语（三）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３ 英语（四）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４ 计算机文化基础 √ ３ ５４２７ ２７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１６ Ｃ语言程序设计 √ ４ ９０５４ ３６ ５

ＴＳ０００４２３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ＴＳ０００４２４ 形势与政策 √ ２ ３６３６ （６０） 共开设 ３６学时

ＴＳ０００４２５ 大学生就业指导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小 计 ４３８８２６０９ ２１０６３ １０１１ ９ １４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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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素质拓展课程 ５、６学期开设（见“宿州学院人文与科技素质选修课程”），
每生应至少获得 ６学分

学

科

基

础

课

ＸＪ１０８４０１ 高等数学（一） √ ６ ９６９６ ６

ＸＪ１０８４０２ 高等数学（二）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１０８４０３ 线性代数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１０８４０４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１０８４０５ 大学物理（一）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１０８４０６ 大学物理（二）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１０８４０７ 大学物理实验 √ ２ ３６ ３６ ２

ＸＪ１０８４０８ 大学化学 √ ４ ７２５４１８ ４

ＸＪ１０８４０９ 土木工程概论 √ ３ ５４５４ ３

小 计 ３０５２８４７４５４ ９ １０ ８ ３

专

业

基

础

课

ＺＪ１０８４０１ 土力学与地基基础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Ｊ１０８４０２ 测量学 √ ３ ４８２７２１ ３

ＺＪ１０８４０３ 理论力学 √ ３ ５４４８ ６ ３

ＺＪ１０８４０４ 建筑材料 √ ２ ３６３０ ６ ４

ＺＪ１０８４０５ 材料力学 √ ３ ５４４５ ９ ３

ＺＪ１０８４０６
工程制图与计算机

绘图 √ ２ ３６２４ １２ ２

ＺＪ１０８４０７ 结构力学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Ｊ１０８４０８ 科技文献检索 √ １ １２１２ １

小 计 ２１３６６３０９３９ ６ １２ ３ ３ ９ 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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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ＺＨ１０８４０１ 砌体结构 √ ２ ３６３６ ４

ＺＨ１０８４０２ 钢筋混凝土结构 √ ３ ５４４５ ９ ３

ＺＨ１０８４０３ 钢结构设计原理 √ ３ ５４４５ ９ ３

ＺＨ１０８４０４ 基础工程 √ ３ ５４４５ ９ ３

ＺＨ１０８４０５ 房屋建筑学 √ ３ ５４４２ １２ ３

ＺＨ１０８４０６ 土木工程施工 √ ３ ５４４２ １２ ３

ＺＨ１０８４０７ 土木工程概预算 √ ３ ５４４２ １２ ３

ＺＨ１０８４０８ 建筑工程制图 √ ２ ３６１２ ２４ ４

小 计 ２２３９６３０９ ２４６３ ４ ７ １５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建

筑

工

程

方

向

ＺＦ１０８４０１高层建筑结构设计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１０８４０２荷载与结构设计方法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１０８４０３土木工程结构抗震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１０８４０４ 结构动力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１０８４０５建筑结构专业电算 √ ２ ３６ ３６ ２

道
路
与
桥
梁
工
程
方
向

ＺＦ１０８４０６ 公路勘测设计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１０８４０７ 路基路面工程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１０８４０８ 桥梁工程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１０８４０９荷载与结构设计方法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１０８４１０道桥结构专业电算 √ ２ ３６ ３６ ２

小计（任选一个方向） １０１８０１４４ ３６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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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任

选

课

程

ＺＲ１０８４０１ 工程项目管理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Ｒ１０８４０２ 土木工程专业英语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Ｒ１０８４０３土木工程防灾减灾概论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Ｒ１０８４０４ 工程地质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Ｒ１０８４０５ 特种结构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Ｒ１０８４０６ 市政工程概论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Ｒ１０８４０７ 建筑设备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Ｒ１０８４０８路基路面工程检测技术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Ｒ１０８４０９有限元基础与程序设计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Ｒ１０８４１０ 岩土工程概论 √ ２ ３６３６ ２

小计（任选 ４门） ８１４４１４４ ８

集中

实践

教学

ＳＪ０００４０１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 １ ８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２ 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 √ １ ３６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３ 社会实践（观摩燉见习） √ ２ 每年暑假间进行

ＳＪ１０８４０４ 认识实习 √ ２ 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８ 毕业实习 √ １２ １６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９ 毕业教育 √ １ 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１０ 毕业论文（设计） √ １２ １６周

注：“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对应的学分、学时仅指理论教学环节

创新创

业实践 ＣＸＣＹＳＪ 创新创业实践 共 ６学分
学分认定具体办法另文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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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０８１４０１

一、专业方向

１．食品加工与贮藏方向；２．食品安全与检测方向。

二、培养目标

１．食品加工与贮藏方向

培养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受到食品生产技术管理、食品工程技术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

基本训练，具有化学、微生物学、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保藏、加工和资源综合利用等基本理论和基本技

能；具有农产品采后保鲜技术、焙烤制品工艺学、发酵与酿造学和食品加工高新技术等方面知识；具有创

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和注重区域特色，满足地方经济建设的需要的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应用型技术人

才。毕业生能在食品生产技术管理、品质控制、产品开发、工程设计、检验与分析、技术品控咨询、科学研

究等方面从事设计、开发、研究与生产管理。

专业特色：本专业方向主要培养当前食品企业紧缺的生产一线的高技能应用人才，本专业方向根据

岗位需要，以真实的工作任务为载体，突出实践技能的培养，使本专业毕业生有很强的独立操作能力和

基层管理能力。在校期间学生除获得毕业证外，还可获得一门或一门以上国家劳动部门颁发的“职业资

格证书”（发酵工、食品检验工）。

２．食品安全与检测方向

培养目标：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和适应经济、科技、社会发展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受到食品生

产技术管理、食品工程技术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食品理化检验、食品添加剂、现代食品安

全科学和食品法规与标准等方面知识；具有科学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高素质食品科学与工程方面的

专门人才。学生毕业后具备较强的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知识及实践能力，及其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

各方面综合知识，能够从事食品领域的研究、设计、生产、管理和新产品开发和经营，可到有关工业、企

业、科研、商检、卫生、免疫、环保等企事业单位从事相关工作。

专业特色：根据社会的需要，注重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在加强食品科学、食品营养与安全、食品生物

技术的基础理论教学同时，更加注重学生营养设计、分析检测等应用技术能力培养，并加强学生职业道

德、企业社会实践和独立思考的教育。学生在校期间可报考食品检验工、营养师、食品助理安全师等职业

证书，使毕业生具有较强的择业竞争能力和较宽的就业适应能力。另外，知识应用来看，食品安全与检测

专业方向，是一个受益终身的专业方向。

三、培养要求

１．综合素质基本要求

（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而奋斗的理想，有事业心

和责任感；努力学习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初步树立科学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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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生观。

（２）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创新意识和较高的综合素质，较系统地掌握本专业领域宽广的理论基础

知识。

（３）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文化修养、心理素质和健康的体魄，受到必要的军事训练。

（４）具有较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及较好的人文、艺术、道德和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能正确的应用

本国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

２．专业基本要求

（１）掌握化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的基本理论与实验技术。

（２）掌握食品分析与检验、仪器分析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

（３）掌握食品加工技术、具有食品工艺设计、设备选用、食品生产管理和技术分析的能力。

（４）熟悉食品工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５）掌握食品储运、加工、保藏及资源综合利用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

（６）熟悉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７）具有本专业所必需的计算机应用的初步能力。

（８）掌握一门外国语，能较顺利地阅读本专业外文书刊。

四、能力分析表

综合能力 专项能力 对应课程或实践

１．基础素质

与能力

１．１政治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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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

１．２人文素质 素质拓展课

１．３分析运算能力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与概率论

１．４英语应用能力 大学英语、专业英语、食品双语课程

１．５计算机应用能力
计算机文化基础、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计算机

辅助实验设计及分析

１．６利用现代化手段获取信息能

力
食品信息学

１．７组织管理、语言表达、人际交

往以及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能力

各种形式的演讲与竞赛、社会实践、素质

拓展等

１．８身心素质
军事训练、体育、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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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综合能力 专项能力 对应课程或实践

２．专业基础

理论、专业

知识及

应用能力

２．１数学、化学等方面的基本理

论及实验操作能力

高等数学、无机化学、无机化学实验、分

析化学、分析化学实验、有机化学、有机

化学实验

２．２掌握食品科学、食品工程等

方面的专业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和实验技能

普通生物学（含实验）、食品生物化学、食

品生物化学实验、食品微生物学（含实

验）、机械制图与 ＣＡＤ（含实验）、食品化

学（含实验）

２．３实验设计，创造实验条件，归

纳、整理、分析能力

各种课程实验、课程设计、毕业实验设

计、开放性实验等

２．４现代分析仪器设备构造、原

理及操作应用能力

仪器分析、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含实

验）及其他相关实验

３．专业核心

技能

３．１专业核心知识基本理论
食品工程原理、食品原料学、食品保藏原

理

３．２专业核心应用实践能力
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含实验）、食品加

工与工艺综合实验、仪器分析（含实验）

３．３创新能力
实验及科研训练、讲座、大学生创新、课

题申报、毕业实习、毕业论文

４．专业知识

及应用能力

４．１食品加工与贮藏原理及实践

能力
食品加工与贮藏方向课程

４．２食品安全与检测原理及实践

能力
食品安全与检测方向课程

４．３就业实践能力细化及强化 就业导向任选课程

４．４专业理论能力强化 核心课程、专业任选课程

五、学制与学分

１．学制：标准学制为 ４年，修业年限为 ３～６年。

２．学分：１８５。

六、毕业与学位授予

根据《宿州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具有学籍的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本

专业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修满学分，经考核成绩全部合格的，准予毕业，发给本科毕业证

书；符合《宿州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所规定的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工学学士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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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践性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项目 学分 周数 安排学期 实践方式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１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１＋２

２

１ 集中

１ 集中

社会实践（观摩燉见习） ６ ６ 前 ６个学期寒暑假 集中

课程实习 ２ ２ １－６ 集中

专业实习 １ １ ６ 集中

毕业实习 １２
１２＋

（预就业 ４周）
７－８ 集中

毕业教育 ２ ２ ８ 集中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２
１２＋

（答辩 ２周）
７－８ 集中

八、课程设置及学分一览表

课程类型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通识课 ４４ ２３．７８％

素质拓展课（选修） ６ ３．２４％

学科基础课 ２７ １４．６０％

专业基础课 ２１ １１．３５％

专业课

专业核心课 １９

专业方向课

（各方向课时、学分相同）
１３

专业任选课 １０

４２

１０．２７％

７．０３％

５．４１％

２２．７１％

集中实践教学 ３９ ２１．０８％

创新创业实践 ６ ３．２４％

合 计 １８５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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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专业核心课程

本专业核心课程为：食品工程原理、食品原料学、食品保藏原理、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含实验）、食

品营养学、食品化学（含实验）、食品加工与工艺综合实验实训等。

１．食品工程原理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食品、生物技术行业生产过程中流体流动及输送、典型分离技术、气流输送、粉

碎与筛分、混合与均质、传热、蒸发、结晶、冷冻、蒸馏、吸收、萃取、干燥、新型分离技术等单元操作的基本

理论和基本知识。着重介绍各有关单元操作的基本概念和各单元操作的基本原理，典型设备的结构、性

能、特点及有关注意事项。培养学生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分析解决工程设计及生产操作中各类实际问题

的能力。也为食品机械、食品加工工艺学和食品工厂设计等专业课的学习打基础。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由廖世荣编著的《食品工程原理》。

２．食品原料学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粮油原料的化学组成与变化、粮油原料的形态结构与营养价值、粮油原料品种

与分类、粮油原料的加工适性与质量标准、果蔬的形态结构特征、果蔬的化学组成与变化、果蔬原料的质

量特征、果蔬原料的质量标准与优良加工品种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农产食品原料的

形态结构、化学组成，熟悉各自的性质及其变化，如农产原料的化学组成与变化、加工适性与标准、原料

的质量特征与优良加工品种等，为《食品工艺学》课程打好基础。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中国计量出版社出版的由徐幸莲编著的《食品原料学》。

３．食品保藏原理

学时：３６；学分：２；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食品的干燥保藏、食品的冷冻干燥、食品低温保藏、食品的气调保藏、食品电离

辐射保藏、食品的非加热杀菌保藏、食品的化学保藏。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食品的干燥保藏、食品的

冷冻干燥、食品低温保藏、食品的气调保藏、食品电离辐射保藏原理及相关工艺、设备。了解对食品微波

杀菌、高压杀菌、盐藏、糖藏、醋藏内容；了解食品保藏中所使用的添加剂：防腐剂、抗氧化剂、被膜剂、植

物生长调节剂等。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由曾庆孝主编的《食品加工与保藏》。

４．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含实验）

学时：７２，其中理论课 ５４，实验课 １８；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食品加工机械的现状与发展、原料预处理机械与设备、通用加工机械、专用机

械与设备、辅助机械设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一些主要的食品加工机械设备的结构、性能、

工作原理和使用范围，具备食品工厂设备选型和设备的工艺设计能力。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由陈斌主编的《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实验部分所用教

材为宿州学院化学生命科学学院自编讲义《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实验》。

５．食品营养学

学时：３６，学分：２；考核方式：考查。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食物的体内过程、营养学基础、各类食品的营养价值、不同人群的营养、强化食

品与保健食品、社区营养、营养配餐、食品污染及其预防、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及各类食品卫生、食物中毒

及其预防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从预防医学观点出发，掌握营养学与食品卫生学的基本理论和

基本技能，了解科学发展方向，合理利用食物资源，改善人体营养、预防食品污染、食物中毒及其它食源

性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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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所用教材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由刘志皋编著的《食品营养学》。

６．食品化学（含实验）

学时：５４，其中理论课 ３６，实验课 １８；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水、碳水化合物、脂类、蛋白质、维生素、矿物元素等构成食品的六大基本成分的

结构、性质及其在贮藏、加工、包装中可能发生的理化变化以及它们对食品质量和加工性能的影响；食品

的色泽、风味、食品中应用的酶、食品添加剂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基本掌握食品中主要成分的组

成、结构和性质；食品在贮藏、加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化学和物理变化；食品成分的结构、性质和变化对

食品质量和加工性能的影响，并通过实验来加强对本课程的理解。了解和掌握食品化学的基本知识和研

究方法，从而在食品加工和保藏领域较好地从事教学、研究、生产和管理方面的工作。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马永尾、刘晓庚主编的《食品化学》，实验部分所用教材为

宿州学院化学生命科学学院自编讲义《食品化学实验》。

７．食品加工与工艺综合实验实训

学时：３６，学分：２；考核方式：考查。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粮谷制品加工工艺、罐藏食品工艺、软饮料工艺、果蔬制品工艺、乳制品工艺和调

味品加工工艺等相关加工和工艺流程的综合实验。通过本实验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食品加工和一些生产

工艺流程，为自己今后在食品生产、开发、品质控制工作中提供必要的知识，打下良好的实践基础。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宿州学院化学生命科学学院自编讲义《食品工艺学实验》。

十、教学时间安排总表

项 目
学
期

学 年 一 二 三 四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合计

入学教育和专业导论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２ ２

课堂教学 １６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０６

复习考试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２

课程实习 ２ ２

专业实习 １ １

毕业实习 １２＋

（预就业 ４周）
１６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２＋

（答辩 ２周）
１４

毕业教育 ２ ２

机 动 ２ ２ ４

总周数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１ １８ １８ 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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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教学进程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通

识

课

ＴＳ０００４０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３ ４８３２ １６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２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４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上）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６ 体育（一） √ １ ３２ ３２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７ 体育（二）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８ 体育（三）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９ 体育（四）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１０ 英语（一） √ ３ ６４６４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１ 英语（二）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２ 英语（三）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３ 英语（四）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４ 计算机文化基础 √ ４ ９０３６ ５４ ５

ＴＳ０００４１７ 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 √ ４ ９０５４ ３６ ５

ＴＳ０００４２３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ＴＳ０００４２４ 形势与政策 √ ２ ３６３６ （６０） 课内 ３６学时，课外 ６０学时

ＴＳ０００４２５ 大学生就业指导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小 计 ４４９１８６１８ ２１０９０ １０１３１４ ９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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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素质拓展课程 ５、６学期开设（见“宿州学院人文与科技素质选修课程”），
每生应至少获得 ６学分

学

科

基

础

课

ＸＪ０９６４０１ 高等数学 √ ４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９６４０２ 线性代数及概率论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０９６４０３ 无机化学 √ ３ ４８４８ ３

ＸＪ０９６４０４ 无机化学实验 √ １ １６ １６ １

ＸＪ０９６４０５普通生物学（含实验）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ＸＪ０９６４０６ 普通物理（含实验）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ＸＪ０９６４０７ 分析化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ＸＪ０９６４０８ 分析化学实验 √ １ １８ １８ １

ＸＪ０９６４０９ 有机化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０９６４１０ 有机化学实验 √ １ １８ １８ １

ＸＪ０９６４１１ 电工与电子技术 √ ２ ３６３６ ２

小 计 ２７４６２３７６８６ １２１３ ２

专

业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ＺＪ０９６４０１ 生物化学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Ｊ０９６４０２ 生物化学实验 √ ２ ３６ ３６ ２

ＺＪ０９６４０３ 微生物学（含实验） √ ４ ７２５４１８ ４

ＺＪ０９６４０４
机械制图与 ＣＡＤ

（含实验）
√ ４ ７２５４１８ ４

ＺＪ０９６４０５ 仪器分析（含实验）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ＺＪ０９６４０６ 试验设计与统计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Ｊ０９６４０７ 食品科学导论 √ １ １８１８ １

小 计 ２１３７８２８８９０ １ １０ ４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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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专

业

课

专

业

核

心

课

ＺＨ０９６４０１ 食品工程原理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Ｈ０９６４０２ 食品原料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Ｈ０９６４０３ 食品保藏原理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Ｈ０９６４０４
食品加工机械与

设备（含实验）
√ ４ ７２５４１８ ４

ＺＨ０９６４０５ 食品营养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Ｈ０９６４０６食品化学（含实验）√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ＺＨ０９６４０７
食品加工及工艺

综合实验实训 √ ２ ３６ ３６ ２

小 计 １９３４２２７０７２ １１ ８

专

业

方

向

课

食

品

加

工

与

贮

藏

方

向

ＺＦ０９６４０１ 粮油加工工艺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９６４０２ 果蔬加工工艺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９６４０３ 功能食品学（含实验）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ＺＦ０９６４０４
食品工厂设计

（含实验）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ＺＦ０９６４０５
食品发酵与酿造

（含实验）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食

品

安

全

与

检

测

方

向

ＺＦ０９６４０６食品分析（含实验）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ＺＦ０９６４０７
食品微生物检验

（含实验）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ＺＦ０９６４０８ 食品标准与法规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９６４０９ 食品安全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９６４１０
食品生物技术

（含实验）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小计（整序列选取） １３２３４１８０５４ ３ 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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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专

业

课

专

业

任

选

课

ＺＸ０９６４０１ 专业英语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９６４０２
环境保护概论（含

实验）
√ ２ ３６１８１８ ２

ＺＸ０９６４０３ 食品添加剂 √ ２ ３６１８１８ ２

ＺＸ０９６４０４分子生物学（含实验） √ ２ ３６１８１８ ２

ＺＸ０９６４０５ 食品质量管理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９６４０６ 果蔬采后生理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９６４０７ 食品包装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９６４０８ 制冷技术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９６４０９ 食品免疫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９６４１０食品信息学（含实验） √ ２ ３６１８１８ ２

ＺＸ０９６４１１
生物学实用技术

（含实验）
√ ２ ３６１８１８ ２

ＺＸ０９６４１２ 畜产品加工工艺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９６４１３ 软饮料加工工艺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９６４１４
动植物检疫（含实

验）
√ ２ ３６１８１８ ２

ＺＸ０９６４１５ 食品感官评定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９６４１６ 食品毒理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９６４１７ 食品市场营销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９６４１８
计算机辅助实验设

计及分析（含实验）
√ ２ ３６１８１８ ２

小 计（限选 ５门） １０１８０１４４３６ １０

合 计 １４０２５１４１８７６３３８２１０９０ ２２２７２４２９１８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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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集中

实践

教学

ＳＪ０００４０１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 １ ８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２ 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 √ １＋２３６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３ 社会实践（观摩燉见习） ６１０８ 前 ６个学期寒暑假

ＳＪ０００４０６ 课程实习 ２ ３６ 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７ 专业实习 １ １８ １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８ 毕业实习 １２２１６ １６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９ 毕业教育 ２ ３６ 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１０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２２１６ １４周

注：“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对应的学分、学时仅指理论教育环节

创新创

业实践 ＣＸＣＹＳＪ 创新创业实践 共 ６学分
学分认定具体办法另文

规定

小 计 ４５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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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质量与安全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０８１４０７

一、专业方向

１．食品检验检疫；２．食品质量控制。

二、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本专业按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要求，培养具有化学、生物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管理学

的基本知识，掌握食品安全学、食品营养学、食品毒理学、食品质量与安全监测技术、食品质量与安全控

制技术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技能，具备英语、计算机操作与应用能力，熟悉食品标准与法规，能在食品企

业、商检、卫生防疫、海关、卫生监督、疾病控制、医院、社区、餐饮业、科研院所及有关社会中介机构等部

门，从事食品质量与安全性检测、监测、评价、预警、控制、认证、标准和法规制定及食品质量安全的教学、

科研、管理工作的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应用型专业人才。

专业特色：根据社会的需要，注重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在加强食品营养与安全、食品质量控制、食品

工艺、食品科学等基础理论教学同时，更加注重学生实践设计、分析、检测等应用技术能力培养，并加强

学生职业道德、企业社会实践和独立思考的教育。学生在校期间可报考食品检验工、营养师、食品助理安

全师等职业证书，使毕业生具有较强的择业竞争能力和较宽的就业适应能力。

三、培养要求

１．综合素质基本要求

（１）努力学习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初步树立科学的世界

观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生观；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文化修养、心理素质和健康的体魄，

受到必要的军事训练。

（２）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创新意识和较高的综合素质，较系统地掌握本专业领域宽广的理论基础

知识。

（３）具有较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及较好的人文、艺术、道德和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能正确的应用

本国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

２．专业基本要求

（１）掌握食品化学、食品微生物学、食品营养与卫生的基本理论和实验技术。

（２）掌握食品分析与检验、仪器分析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

（３）掌握食品加工工艺技术，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技术，具有对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的质量与安全

控制和管理能力。

（４）具有食品工艺设计、食品生产管理与技术经济分析的能力。

（５）熟悉食品工业发展的方针、政策、法规与标准。

（６）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７）具有本专业所必需的计算机应用能力；掌握一门外国语，能较顺利地阅读本专业外文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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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能力分析表

综合能力 专项能力 对应课程或实践

１．基础素质

与能力

１．１政治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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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

１．２人文素质 素质拓展课

１．３分析运算能力 高等数学

１．４英语应用能力 大学英语、食品双语课程、专业英语

１．５计算机应用能力
计算机文化基础、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计算机

辅助实验设计及分析

１．６利用现代化手段获取信息能力 食品信息学及相关课程论文、毕业论文训练

１．７组织管理、语言表达、人际交

往以及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能力

各种形式的演讲与竞赛、社会实践、素质

拓展等

１．８身心素质 军事训练、体育、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２．专业基础

理论、专业

知识及

应用能力

２．１数学、化学等方面的基本理

论及实验操作能力

高等数学、无机化学、无机化学实验、分

析化学、分析化学实验、有机化学、有机

化学实验

２．２掌握食品质量控制、食品安

全、食品科学等方面的专业基本

理论、基本知识和实验技能

普通生物学（含实验）、食品生物化学、食

品生物化学实验、食品微生物学（含实

验）、机械制图与 ＣＡＤ（含实验）、食品工

程原理（含实验）、食品化学（含实验）

２．３实验设计，创造实验条件，归

纳、整理、分析能力

各种课程实验、课程设计、开放性实验、
毕业设计等

２．４现代分析仪器设备构造、原

理及操作应用能力
仪器分析及其相关实验

３．专业核心

技能

３．１专业核心知识基本理论

食品营养与卫生学、食品安全学、食品分

析、食品法规与标准、食品保藏原理、食

品原料学等

３．２专业核心应用实践能力

食品营养与卫生（含实验）、食品工厂机

械与设备（含实验）、食品工艺学（含实

验）、仪器分析（含实验）、食品分析实验

３．３创新能力
实验及科研训练、讲座、大学生创新、课

题申报、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等

４．专业知识

及应用能力

４．１食品检验检疫原理及实践能力 食品检验检疫方向课程

４．２食品质量控制原理及实践能力 食品质量控制方向课程

４．３就业实践能力细化及强化 就业导向任选课程

４．４专业理论能力强化 核心课程、专业任选课程

 ２０１２


年新增专业及部分专业调整人才培养方案



五、学制、学位与最低学分要求

１．学制：标准学制为 ４年，修业年限为 ３～６年。２．学分：１８４。

六、毕业与学位授予

根据《宿州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具有学籍的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本

专业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修满学分，经考核成绩全部合格的，准予毕业，发给本科毕业证

书；符合《宿州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所规定的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工学学士

学位。

七、实践性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项目 学分 周数 安排学期 实践方式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１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１＋２
２

１ 集中

１ 集中

社会实践（观摩燉见习） ６ ６ 前 ６个学期寒暑假 集中

课程实习 ２ ２ １－６ 集中

专业实习 １ １ ６ 集中

毕业实习 １２
１２＋

（预就业 ４周）
７－８ 集中

毕业教育 ２ ２ ８ 集中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２
１２＋

（答辩 ２周）
７－８ 集中

八、课程设置及学分一览表

课程类型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通识课 ４４ ２３．９１％

素质拓展课（选修） ６ ３．２６％

学科基础课 ２５ １３．５９％

专业基础课 ２２ １１．９６％

专业课

专业核心课 １８

专业方向课

（各方向课时、学分相同）
１４

专业任选课 １０

４２

９．７８％

７．６１％

５．４３％

２２．８２％

集中实践教学 ３９ ２１．２０％

创新创业实践 ６ ３．２６％

合 计 １８４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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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专业核心课程

本专业核心课程为：食品营养与卫生学（含实验）、食品分析（含实验）、食品工艺学（含实验）、食品标

准与法规、食品安全学、食品原料学。

１．食品营养与卫生学（含实验）

学时：５４，其中理论课 ３６，实验课 １８；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食物的体内过程、营养学基础、各类食品的营养价值、不同人群的营养、强化食

品与保健食品、社区营养、营养配餐、食品污染及其预防、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及各类食品卫生、食物中毒

及其预防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从预防医学观点出发，掌握营养学与食品卫生学的基本理论和

基本技能，了解科学发展方向，合理利用食物资源，改善人体营养、预防食品污染、食物中毒及其它食源

性疾病的发生。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由李凤林编著的《食品营养与卫生学》。

２．食品分析（含实验）

学时：５４，其中理论课 ３６，实验课 １８；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包括一般食品成分分析，食品添加剂及食品污染物质的检测等部分，即水分、灰

分、酸度、脂肪、碳水化合物、蛋白质、重金属、有机氯农药残留物、黄曲霉毒素以及食品添加剂等诸方面

的分析。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食品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操作过程、仪器使用等基本理论

知识，学会分析生产和应用过程中存在的技术问题，并增强对社会上不断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的敏感性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由王永华编著的《食品分析》。

３．食品工艺学（含实验）

学时：７２，其中理论课 ５４，实验课 １８；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食品的原料和材料、罐藏食品工艺、软饮料工艺、果蔬制品工艺、乳制品工艺和

大豆制品工艺、肉制品加工工艺、糖果和巧克力加工艺艺、粮谷制品加工工艺、调味品加工工艺、食品工

业的三废处理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理解食品加工原理在食品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掌握各

种食品加工原理，为自己今后在食品生产、开发、品质控制工作中提供必要的知识，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由赵晋府主编的《食品工艺学》。

４．食品标准与法规

学时：３６，学分：２；考核方式：考查。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食品标准基础知识、中国食品标准体系、食品法律法规基础知识、中国食品法律

法规体系、国际食品标准与法规、食品质量管理体系、食品产品认证、食品卫生许可证和食品市场准入制

度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国内外食品标准与法规基本概念，食品标准与法规之间相互依

存关系，掌握食品质量卫生法规、标准的地位与作用，熟悉法规、标准与市场经济和食品安全体系的关

系，并学会制定食品标准和食品卫生许可证、保健食品、新资源食品、食品添加剂新品种、有机食品、无公

害食品、ＩＳＯ９０００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程序和体系文件编制。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由张水华主编的《食品标准与法规》。

５．食品安全学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查。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食品安全学概论及生物性污染、化学性污染、放射性物质、天然有毒物质对食品

安全的影响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熟悉食品安全现状，了解食品安全

管理相关的国际组织及法规条例；熟悉生物性污染因素的病原学特性，了解生物性污染因素预防措施；

熟悉化学性污染因素性质，了解化学性污染因素的预防措施；熟悉食品中的天然放射性核素，熟悉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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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污染对人体的危害，了解电离辐射及其单位；了解天然有毒物质的中毒条件及食品中天然有毒物

质的种类；熟悉转基因食品主要的安全问题，了解转基因食品主要作用及食品安全性的争议。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由钟耀广主编的《食品安全学》。

６．食品原料学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粮油原料的化学组成与变化、粮油原料的形态结构与营养价值、粮油原料品种

与分类、粮油原料的加工适性与质量标准、果蔬的形态结构特征、果蔬的化学组成与变化、果蔬原料的质

量特征、果蔬原料的质量标准与优良加工品种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农产食品原料的

形态结构、化学组成，熟悉各自的性质及其变化，如农产原料的化学组成与变化、加工适性与标准、原料

的质量特征与优良加工品种等，为《食品工艺学》课程打好基础。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中国计量出版社出版的由徐幸莲编著的《食品原料学》。

十、教学时间安排总表

项 目
学
期

学 年 一 二 三 四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合计

入学教育和专业导论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２ ２

课堂教学 １６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０６

复习考试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２

课程实习 ２ ２

专业实习 １ １

毕业实习 １２＋

（预就业 ４周）
１６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２＋

（答辩 ２周）
１４

毕业教育 ２ ２

机 动 ２ ２ ４

总周数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１ １８ １８ 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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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教学进程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通

识

课

ＴＳ０００４０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３ ４８３２ １６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２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４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上）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６ 体育（一） √ １ ３２ ３２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７ 体育（二）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８ 体育（三）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９ 体育（四）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１０ 英语（一） √ ３ ６４６４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１ 英语（二）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２ 英语（三）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３ 英语（四）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４ 计算机文化基础 √ ４ ９０３６ ５４ ５

ＴＳ０００４１７ 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 √ ４ ９０５４ ３６ ５

ＴＳ０００４２３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ＴＳ０００４２４ 形势与政策 √ ２ ３６３６ （６０） 课内 ３６学时，课外 ６０学时

ＴＳ０００４２５ 大学生就业指导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小 计 ４４９１８６１８ ２１０９０ １０１３１４ ９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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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素质拓展课程 ５、６学期开设（见“宿州学院人文与科技素质选修课程”），
每生应至少获得 ６学分

学

科

基

础

课

ＸＪ０９５４０１ 高等数学 √ ４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９５４０２ 线性代数及概率论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０９５４０３ 无机化学 √ ３ ４８４８ ３

ＸＪ０９５４０４ 无机化学实验 √ １ １６ １６ １

ＸＪ０９５４０５普通生物学（含实验）√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ＸＪ０９５４０６ 普通物理（含实验）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ＸＪ０９５４０７ 分析化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ＸＪ０９５４０８ 分析化学实验 √ １ １８ １８ １

ＸＪ０９５４０９ 有机化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０９５４１０ 有机化学实验 √ １ １８ １８ １

小 计 ２５４２６３４０８６ １２１３

专

业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ＺＪ０９５４０１ 生物化学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Ｊ０９５４０２ 生物化学实验 √ ２ ３６ ３６ ２

ＺＪ０９５４０３ 微生物学（含实验） √ ４ ７２５４１８ ４

ＺＪ０９５４０４ 食品化学（含实验）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ＺＪ０９５４０５ 食品工程原理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Ｊ０９５４０６ 仪器分析（含实验）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ＺＪ０９５４０７ 试验设计与统计 √ ３ ５４５４ ３

小 计 ２２３９６３０６９０ １０ ６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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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专

业

课

专

业

核

心

课

ＺＨ０９５４０１
食品营养与卫生

（含实验）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ＺＨ０９５４０２
食品分析

（含实验）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ＺＨ０９５４０３
食品工艺学

（含实验）
√ ４ ７２５４１８ ４

ＺＨ０９５４０４ 食品标准与法规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Ｈ０９５４０５ 食品安全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Ｈ０９５４０６ 食品原料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小 计 １８３２４２７０５４ ３ ６ ７ ２

专

业

方

向

课

食

品

质

量

控

制

方

向

ＺＦ０９５４０１
食品质量控制与

管理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Ｆ０９５４０２
食品保藏原理

（含实验）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ＺＦ０９５４０３ 功能食品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Ｆ０９５４０４
食品生产安全风

险评估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９５４０５
食品生物技术

（含实验）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食

品

检

验

检

疫

方

向

ＺＦ０９５４０６ 食品毒理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Ｆ０９５４０７
动植物检疫

（含实验）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ＺＦ０９５４０８
食品感官评定与

物性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Ｆ０９５４０９ 食品免疫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Ｆ０９５４１０
食品微生物检验

（含实验）
√ ２ ３６１８１８ ２

小计（整序列选取） １４２５２２１６３６ ９ ５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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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专

业

课

专

业

任

选

课

ＺＸ０９５４０１ 专业英语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９５４０２
环境保护概论

（含实验）
√ ２ ３６１８１８ ２

ＺＸ０９５４０３
食品工厂设计

（含实验）
√ ２ ３６１８１８ ２

ＺＸ０９５４０４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９５４０５分子生物学（含实验） √ ２ ３６１８１８ ２

ＺＸ０９５４０６ 食品市场营销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９５４０７
食品发酵与酿造

（含实验）
√ ２ ３６１８１８ ２

ＺＸ０９５４０８ 制冷技术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９５４０９ 果蔬采后生理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９５４１０ 食品信息学 √ ２ ３６１８１８ ２

ＺＸ０９５４１１ 食品添加剂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９５４１２ 生物学实用技术 √ ２ ３６１８１８ ２

ＺＸ０９５４１３ 食品酶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９５４１４ 软饮料工艺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９５４１５ 电工与电子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９５４１６ 食品包装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９５４１７
机械制图与 ＣＡＤ

（含实验）
√ ２ ３６１８１８ ２

ＺＸ０９５４１８
计算机辅助实验设

计及分析 √ ２ ３６１８１８ ２

小 计（限选 ５门） １０１８０１４４３６ １０

合 计 １３９２４９６１８９４３０２２１０９０ ２２２６２７２１２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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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集中

实践

教学

ＳＪ０００４０１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 １ ８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２ 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 √ １＋２３６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３ 社会实践（观摩燉见习） ６１０８ 前 ６个学期寒暑假

ＳＪ０００４０６ 课程实习 ２ ３６ 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７ 专业实习 １ １８ １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８ 毕业实习 １２２１６ １６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９ 毕业教育 ２ ３６ 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１０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２２１６ １４周

注：“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对应的学分、学时仅指理论教育环节

创新创

业实践 ＣＸＣＹＳＪ 创新创业实践 共 ６学分
学分认定具体办法另文规

定

小 计 ４５学分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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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０８０６１１Ｗ

一、专业方向

１．ＪＡＶＡ开发；２．ＤｏｔＮＥＴ开发；３．嵌入式开发。

二、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基础知识、具有扎实的计算机应用理论和知

识基础，掌握软件工程领域的前沿技术和软件开发方法，具备较强的软件项目的系统分析、设计、开发和

测试能力，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具有竞争和团队精神，具有良好的外语运用能力，能够按照

工程化的原则和方法从事软件项目开发和管理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三、培养模式

与服务外包企业—安博教育集团联合，突破传统 ３＋１的教学培养模式，采取全程嵌入式校企联合

教学培养模式，将课程教学、工程实践、行业理念实现无缝结合。通过企业提供的师资培训与认证体系提

高我校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双方共同制定教学实施大纲，整合教学资源。我校教师按照教学大纲负责专

业基础和部分专业课的授课，同时与企业的项目经理有机配合，完成每门课程的专业技能达标任务。服

务外包项目实训课程（包括方向课）由企业教育经验丰富的专职项目经理（高级讲师）负责授课，以实训

方式为主，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和应用所学技能的能力，完成对学生项目经验的培养目标。毕业设计题目

直接来源于实训项目，由我校和企业教师共同指导完成。

四、培养要求

１．素质结构要求

思想道德素质：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责任

心和社会责任感；具有法律意识，自觉遵纪守法；热爱本专业，注重职业道德修养；具有诚信意识和团队

精神。

文化素质：具有一定的文学艺术修养、具有良好的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具有交流和沟通能力与现

代意识。

专业素质：掌握科学思维方法、工程设计方法，具备良好的工程素养；具有创新、创业精神；具有严谨

的科学态度和务实的工作作风。

身心素质：具有较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２．能力结构要求

掌握软件工程的知识与技能，具备软件工程师从事工程实践所需的专业能力。

获取知识能力：终身学习能力、信息获取能力、适应学科发展的能力等。

应用知识能力：需求分析和建模的能力、软件设计和实现能力、软件评审与测试的能力、软件过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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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与项目管理的能力、设计人机交互界面的能力、使用软件开发工具的能力等。

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在基础研发、工程设计和实践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和能力。

３．知识结构要求

工具性知识：外语、文献检索、科技写作等。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文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思想道德、职业道德、艺术等。

自然科学知识：数学、电路理论与电子技术等。

工程学知识：工程经济学、其他工程应用领域的基础知识。

专业技术基础知识：计算机科学、数学基础知识，包括离散数学、程序设计语言、数据结构、计算机组

成原理、操作系统和网络、数据库等。

专业知识：软件需求、软件建模分析、软件设计与构造、软件测试、软件工程工具与环境、软件项目管

理等。

四、能力分析表

综合能力 专项能力 对应课程或实践

１．基础素质

与能力

１．１政治素质
马克思主义原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形势与政策、各种专题讲座

１．２人文素质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人文素质课

程、社交礼仪课；校园文化；各种社会实

践活动；公共关系

１．３分析运算能力
高等数学（一）（二）、线性代数、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离散数学

１．４英语应用能力 英语（一）（二）（三）（四）、ＩＴ专业英语

１．５计算机应用能力 程序设计基础、数据库原理等课程

１．６利用现代化手段获取信息能

力
数据挖掘基础等

１．７组织管理、语言表达、人际交

往以及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能力

社会实践、科研项目、科技竞赛、校园文

化活动

１．８身心素质
体育课；心理健康教育；各种相关的有益

活动

２．专业基础

理论及

应用能力

软件工程的理论基础、计算机科

学技术知识及应用能力

软件工程导论、程序设计基础、面向对象

程序设计、数据结构与算法、数据库原

理、计算机组成原理等

３．专业知识

及应用能力

软件开发与应用等方面的知识及

应用能力
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统、ＪＡＶＡ语言程序设

计、软件文档写作、ＸＭＬ及应用等

４．专业核心

技能

软件需求分析、建模、架构与设

计、测试等软件项目管理的基本

能力

软件需求分析、软件建模分析、软件架构

与设计、软件测试技术、软件工具与环

境、软件项目管理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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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制、学位与最低学分要求

１．学制：标准学制为 ４年，修业年限为 ３～６年。

２．学分：１８８。

六、毕业与学位授予

根据《宿州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具有学籍的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本

专业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修满学分，经考核成绩全部合格的，准予毕业，发给本科毕业证

书；符合《宿州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所规定的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工学学士

学位。

七、实践环节安排

软件工程专业培养的毕业生应该熟练掌握软件工程知识与技能，并且具备作为软件工程师从事工

程专业所需的专业能力。实践教学体系需要重点培养学生以下几方面的能力：工具的使用与实验技能、

工程设计与实现能力、评审与测试能力、团队协作与沟通能力、过程管理与控制能力等。实践教学的形式

包括：课程实验、综合课程设计、项目实训与工程实践、毕业设计等。

实践性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项目 学分 周数 安排学期 实践方式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１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１＋２

２ １ 集中

社会实践（观摩燉见习） ２ ２ 暑假进行 分散

专业实训 ６ ６ 暑假小学期 集中

毕业实习 １２ １２ 分散

毕业教育 １ １ ８ 集中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２ １６ ７、８ 集中、分散

合 计 ３５＋２＝３７

１．课程实验

课程实验是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与课堂教学相辅相成。实验内容、方式和方法要有利于学生实验

能力、独立工作与协作能力的培养。通过实验，学生要掌握相关课程涉及的技术与方法，训练学生的基本

实验技能和工具的使用。作为工程型专业，应加强实验教学，尤其是要重视设计性实验和综合性实验。

本专业的主要课程实验有：数据结构与算法实验、数据库原理实验、操作系统实验、软件设计与构造

实验、软件测试技术实验、及各方向项目实训课程实验。

２．综合性课程设计

设立综合性课程设计使学生能综合应用若干课程的技术与方法。这些综合性设计有些作为单独的

实验课程开设，也有些作为软件工程综合实习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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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主要课程设计有：程序设计课程设计、数据库原理课程设计、软件需求分析课程设计、软件建

模分析课程设计、软件测试课程设计、软件设计与构造课程设计、软件项目管理课程设计、软件文档写作

课程设计等。

３．项目实训与工程实践

通过企业的项目实训，使学生零距离接触项目工程，积累经验，有效培养学生的实际项目开发能力。

４．毕业设计及其他

毕业设计是工程和教学紧密结合的实践环节。学生的毕业设计题目直接来源于软件企业的项目

开发。

５．课外实践活动

软件工程专业一些课程的课堂教学及课内实验时间是很难满足要求的，课外实践活动能有效弥补

课堂教学的时间不足的问题，因此要适当为学生布置课外学习任务。还可鼓励有能力和精力的学生积极

参与教师的产学研课题及重要的学科竞赛，例如数模竞赛、程序设计大赛、机器人大赛等，学生能从中获

得很好的实践效果。

八、课程设置及学分一览表

课程类型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通识课 ３７ １９．７％

素质拓展课（选修） ６ ３．２％

学科基础课 ２４ １２．８％

专业课

专业基础课 ２８ １４．８％

专业核心课 １８

专业方向课

（各方向课时、学分相同）
１２

专业必修课 １４

专业任选课 ６

５０

９．６％

６．４％

７．４％

３．２％

２６．６％

集中实践教学 ３７ １９．７％

创新创业实践 ６ ３．２％

合 计 １８８（其中实践学分 ７４） １００％（实践学分 ３９．４％）

注：实践学分＝课内实践学分＋集中实践教学学分＋素质拓展课学分＋科技创新课学分

＝２５学分＋３７学分＋６学分＋６学分＝７４学分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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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专业核心课程

本专业核心课程为：软件需求分析、软件建模分析、软件架构与设计、软件测试技术、软件工程工具

与环境、软件项目管理。

１．软件需求分析

学时：３６；学分：２；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是软件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主要内容包括：领域工程；发现和获取需求的技术；表达需求的

语言与模型；分析和验证技术；在系统工程环境中的需求；说明和度量外部质量；明确和分析系统需求；

特征交互；需求文档；需求的可追溯性；人为因素；需求管理与变更等。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理解需求分析的目的及其重要性的基础上，掌握多种目前业界有效的

需求分析方法，学会如何进行有效的需求分析，并自觉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指导实践活动。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需求分析——软件工程实践丛书》，（美）赫（Ｈａｙ，Ｄ．Ｃ．）

著，孙学涛，赵凯，朱卫东，译。

２．软件建模分析

学时：３６；学分：２；考核方式：考查。

本课程详细介绍基于 ＵＭＬ的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的基本概念，统一建模语言 ＵＭＬ及其开发过

程，以一个集成案例贯穿可行性研究、需求分析、系统分析与设计的全过程，并给出各阶段的基础模型范

例和文档书写格式。重点介绍面向对象的软件开发 ＣＡＳＥ集成环境、设计模式、软件复用技术、分布式

对象技术、Ｃ燉Ｓ模型、Ｂ燉Ｓ模型、持久对象、往返工程、逆向工程和 ＣＯＲＢＡ构件接口技术等内容。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面向对象的软件分析和设计方法、软件开发和建模的关系，理解基

本的 ＵＭＬ组成要素和 ＵＭＬ视图，会用 ＵＭＬ对软件系统建模。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ＵＭＬ系统建模

与分析设计》刁成嘉主编。

３．软件架构与设计

学时：７２；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该课程是软件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本课程围绕“软件架构设计”这一主题，立足实践解析了软件架

构的概念、阐述了切实可行的软件架构设计方法、提供了可操作性极强的完整的架构设计过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综合运用软件架构的基本原理、方法以及经典的实践经验，指导软

件开发和软件开发管理。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软件架构设计》，温昱主编。

４．软件测试技术

学时：７２；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软件测试是软件产品质量的根本保证。本课程以软件质量保障体系为基础，讲授软件测试的基本方

法、实用工具和一般过程，重点是用户为中心的软件测试、ＧＵＩ和 Ｗｅｂ测试方法、测试用例的设计和测

试过程管理。本课程采用实例教学，用一些小应用程序介绍测试的基本方法，通过实际测试项目说明测

试的规划、测试人员组织、测试报告的编写。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软件测试的基础，掌握软件测试的步骤、方法及常见问题的处理，掌

握常见测试工具的使用，掌握测试文档的书写规范及书写步骤。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软件测试方法和技术》朱少民主编。

５．软件工程工具与环境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查。

该课程是软件工程专业核心课程。主要介绍系统分析设计工具 ＰｏｗｅｒＤｅｓｉｇｎｅｒ、较流行的数据库管




软件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理系统与常用的数据库工具软件 ＳＱ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集成开发环境 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系统测试工具 ＬｏａｄＲｕｎ

ｎｅｒ、项目管理工具 Ｐｒｏｊｅｃｔ２００７、软件配置管理工具 ＶＳＳ等。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较为全面的了解软件生产不同阶段的辅助开发工具以及软件过程

管理工具，为软件开发环境和工具的选用提供指导。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软件开发环境与工具》，

相洁主编。

６．软件项目管理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软件项目管理是软件工程和项目管理的交叉学科，是项目管理的原理和方法在软件工程领域的应

用。该课程是软件工程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主要内容包括：项目计划，成本评估和进度；项目管理工具；影

响生产力和成功的因素；生产力度量标准；选择分析和风险分析；变更计划；期望管理；发布和配置管理；

软件过程标准和过程实现；软件合同和长期软件开发；真实工业项目的案例等。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从整体上了解软件项目管理的产生背景和概貌，掌握软件管理知识，学

会在软件项目实践中如何集中使用相关理论和技术，并为部分将来可能从事软件项目管理的同学打下

理论基础。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软件项目管理》

覃征主编。

十、教学时间安排总表

项 目
学
期

学 年 一 二 三 四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合计

入学教育和专业导论 １ １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１ １

课堂教学 １６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０６

复习考试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２

专业实习 ６ ６

毕业实习 １２ １２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２ ４ １６

毕业教育 １ １

总周数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８ １７ １５５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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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教学进程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通

识

课

ＴＳ０００４０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３ ４８３２ １６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２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４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上）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６ 体育（一） √ １ ３２ ３２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７ 体育（二）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８ 体育（三）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９ 体育（四）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１０ 英语（一） √ ３ ６４６４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１ 英语（二）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２ 英语（三）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３ 英语（四）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２３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ＴＳ０００４２４ 形势与政策 √ ２ ３６３６ （６０） 课内 ３６学时，课外 ６０学时

ＴＳ０００４２５ 大学生就业指导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小 计 ３７７７０５２８ ２１０３２ １２ ８ ９ ９ ３ １

素质拓展课程 ５、６学期开设（见“宿州学院人文与科技素质选修课程”），
每生应至少获得 ６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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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学

科

基

础

课

ＸＪ１１９４０１ 高等数学（一） √ ６ ９６９６ ６

ＸＪ１１９４０２ 线性代数 √ ３ ４８４８ ３

ＸＪ１１９４０３ 高等数学（二）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ＸＪ１１９４０４ 电路与模拟电子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ＸＪ１１９４０５ 数字逻辑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１１９４０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４ ７２７２ ４

小 计 ２４４１４４１４ ９ ８ ７

专

业

基

础

课

ＺＪ１１９４０１ 程序设计基础 √ ３ ６４３２ ３２ ４

ＺＪ１１９４０２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 ３ ７２３２ ３２ ８ ４

ＺＪ１１９４０３ 离散数学 √ ３ ７２７２ ４

ＺＪ１１９４０４ 软件工程导论 √ １．５３６３６ ２

ＺＪ１１９４０５ 数据结构与算法 √ ４ ７２５４１８ ４

ＺＪ１１９４０６ 计算机组成原理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Ｊ１１９４０７ 数据库原理 √ ３ ５４３６１５ ３ ３

ＺＪ１１９４０８ 计算机网络 √ ３ ７２７２ ４

ＺＪ１１９４０９ 操作系统 √ ３ ７２５４１８ ４

ＺＪ１１９４１０ ＩＴ专业英语 √ １．５３６３６ ２

小 计 ２８６０４４７８５１ ６４１１ ４ ８ ６ １０ ６

专

业

核

心

课

ＺＨ１１９４０１ 软件需求分析 √ ２ ３６３０ ６ ２

ＺＨ１１９４０２ 软件建模分析 √ ２ ３６３０ ６ ２

ＺＨ１１９４０３ 软件架构与设计 √ ４ ７２３６２０ １６ ４

ＺＨ１１９４０４ 软件测试技术 √ ４ ７２３６２０ １６ ４

ＺＨ１１９４０５软件工程工具与环境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ＺＨ１１９４０６ 软件项目管理 √ ３ ５４４８ ６ ３

小 计 １８３２４２１６４０ １８５０ ４ １１ ３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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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必

修

课

程

ＺＨ１１９４０１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统 √ ３ ５４３０２４ ３

ＺＨ１１９４０２ＪＡＶＡ语言程序设计 √ ４ ７２３６ １８１８ ４

ＺＨ１１９４０３ 软件文档写作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Ｈ１１９４０４ ＸＭＬ及应用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Ｈ１１９４０５ 编译原理 √ ３ ５４５４ ３

小 计 １４２５２１５６２４ ３６３６ １４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开

发

方

向

ＺＦ１１９４０１ ＯＲＡＣＬＥ数据库 √ ４ ７２３６１８ １８ ４

ＺＦ１１９４０２ ＪＡＶＡ核心技术 √ ４ ７２３６１８ １８ ４

ＺＦ１１９４０３ Ｊ２ＥＥ开发技术 √ ４ ７２３６１８ １８ ４

开

发

方

向

ＺＦ１１９４０４ 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数据库 √ ４ ７２３６１８ １８ ４

ＺＦ１１９４０５ＡＳＰ．ＮＥＴ程序设计 √ ４ ７２３６１８ １８ ４

ＺＦ１１９４０６ ＷＰＦ应用开发 √ ４ ７２３６１８ １８ ４

嵌

入

式

开

发

方

向

ＺＦ１１９４０７
ＬＩＮＵＸ高级应

用编辑 √ ４ ７２３６１８ １８ ４

ＺＦ１１９４０８
ＡＲＭ 体系结构

与编程 √ ４ ７２３６１８ １８ ４

ＺＦ１１９４０９
ＬＩＮＵＸ驱动程

序设计 √ ４ ７２３６１８ １８ ４

合 计 １２２１６１０８５４ ５４ １２

专
业
任
选
课
程

ＺＸ１１９４０１ 人工智能原理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９４０２ 数据挖掘基础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９４０３专业综合知识选讲 √ ２ ３６３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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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任

选

课

ＺＸ１１９４０４ 商务英语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９４０５ 商务日语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９４０６ 电子商务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９４０７ 工程经济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９４０８ 管理信息系统 √ ２ ３６１６ １０１０ ２

ＺＸ１１９４０９ 网站建设与管理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Ｘ１１９４１０网络设计方案与施工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９４１１ＲＦＩＤ与物联网概论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９４１２ 团队激励与沟通 √ ２ ３６３６ ２

小 计 ６１０８ ６

总 计 １４３２６８８１８６６ ２５２４２２２３２０１８１８

集中

实践

教学

ＳＪ０００４０１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 １ ８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２ 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 √ １＋２３６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３ 社会实践（观摩燉见习） √ ２ １６ 每年暑期进行

ＳＪ０００４０６ 课程实习

ＳＪ０００４０７ 专业实习 √ ６ ４８ 第 ７学期融入方向课实训环节

ＳＪ０００４０８ 毕业实习 √ １２２１６ １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９ 毕业教育 √ １ ８ １周

ＳＪ０００４１０ 毕业论文（设计） √ １２１０８ １６周

注：“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对应的学分、学时仅指理论教育环节

创新创

业实践 ＣＸＣＹＳＪ 创新创业实践 共 ６学分
学分认定具体办法另文规

定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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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文学

专业代码：０５０４１２

一、专业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培养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并具备中外声（器）乐演唱（奏）的基本理论和技能，

基础扎实，具有较强的艺术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能够在社会文艺团体，艺术研究单位和文化机关，出版

及广播、影视部门，高、中等专业或普通院校从事表演、研究、编辑、评论、管理、教学等方面工作的高级专

门人才。

二、人才基本规格

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爱岗敬业，艰

苦求实，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２．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具有较成熟的演唱（奏）能力，能够从事独唱（奏）、合唱（奏）、重唱（奏）等音乐

实践，具有较强的合作意识，有良好的文化素养、艺术修养。

３．掌握一门外语，了解计算机语言及计算机操作。

４．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掌握必要的体育锻炼技能。

三、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

１．掌握演唱（奏）理论与技能，具有舞台表演及演绎不同风格与体裁音乐作品的能力。

２．掌握乐理、视唱练耳的基本知识，具有较好的视唱（奏）和听辨能力。

３．掌握和声学、曲式与作品分析的基础知识，具有较好的分析、理解作品的能力。

４．了解中、西音乐史和中国传统音乐的基本知识，具有一定的鉴赏能力和研究能力。

５．了解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法规。

６．了解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发展动态。

７．掌握文献、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

四、学制与学分

１．学制：标准学制为 ４年，修业年限为 ３～６年。

２．学分：１６２。

五、授予学位

根据《宿州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具有学籍的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本

专业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修满学分，经考核成绩全部合格的，准予毕业，发给本科毕业证

书；符合《宿州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所规定的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文学学士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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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课程

表演（声乐演唱、器乐演奏），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和声学、曲式与作品分析、歌曲写作、中国音乐史、

欧洲音乐史、舞蹈、音乐教学法、民族民间音乐、化妆、音乐赏析、意大利语、艺术概论、钢琴即兴伴奏、合

奏（唱）等。

七、能力分析表

综合能力 专项能力 对应课程或实践

１．基础素质

与能力

１．１政治素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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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１．２人文素质 人文素质选修课程及实践

１．３英语应用能力 大学英语课程

１．４计算机应用能力 计算机文化基础与实践课程

１．５组织管理、语言表达、人际交

往以及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能力
音乐教学法课程和教育实习及艺术实践

１．６身心素质 大学语文、大学体育、思想政治课程

２．专业基础

理论及应用

能力

２．１音乐认知能力
视唱练耳、乐理、中国音乐史、欧洲音乐

史、民族民间音乐、意大利语

２．２音乐理论应用能力
和声、曲式、歌曲写作、艺术概论、实践课

程等

３．专业知识

与应用能力

３．１音乐表现技能运用能力
声乐、钢琴、即兴伴奏、舞蹈、器乐、合唱

指挥等

３．２音乐解析及创作能力 高级和声、曲式、复调、配器、作曲等

４．专业核心

技能

４．１音乐教育教学能力
声乐、钢琴、舞蹈、合唱与指挥、教育技术

及教育实习

４．２音乐表演能力 音乐赏析及各种专业技能训练课程

４．３音乐及音乐表演技能理论研

究能力
各专业选修课程及艺术实践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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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设置及学分

课程类型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通识课 ５２ ３２．１０％

专业基础课 ３２ １９．７５％

专业课
核心技术课 ２０

专业方向课 ８
２８

１２．３４％

４．９４％
１７．２８％

集中实践教学课 ３８ ２３．４６％

素质拓展课 ６ ３．７０％

创新创业实践 ６ ３．７０％

合 计 １６２ １００％

九、实践性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项目 学分 周数 安排学期 实践方式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１ １ １ 集中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１ １ １ 集中

社会实践（观摩燉见习） ２ １ ６ 集中

艺术实践：举办音乐会、参加各类演出 ８ １－７学期 集分结合

毕业实习 １２ １２＋（４） ７、８ 集分结合

毕业教育 １ ２ ８ 集中

毕业论文、毕业汇报演出、创作作

品展示、社会调查（任选）
１０ １２＋（２） ７、８ 集中

十、专业核心课程

本专业核心课程为：演唱（奏）、舞蹈、合唱与指挥、钢琴即兴伴奏等。

１．演唱（奏）

学时：１０６；学分：６；考核方式：考试。

通过歌唱发声训练，挖掘学生的声音潜能，使学生建立起正确的声音概念；掌握歌唱发声的基本原

理和方法欣赏；提高学生的演唱能力和审美能力。通过中、外优秀声乐作品的教学和曲目量的积累，使学

生掌握初步声乐训练方法，掌握童声和变声期歌唱发声的训练方法，具有独立分析和处理演唱不同时期

声乐作品的能力。

掌握正确的弹奏姿势和触键方法，掌握基本演奏技巧；了解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中、外优秀钢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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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风格和各种类型的钢琴练习曲、声乐伴奏曲；具有一定的钢琴示范教学和演奏能力。在教学中注重加

强歌曲伴奏的训练，善于将所学的钢琴理论知识与钢琴技巧结合起来，配弹钢琴即兴伴奏，参加伴奏实

践，逐步提高钢琴伴奏水平。掌握钢琴教学法常识，培养学生的钢琴教学和辅导能力。

２．舞蹈

学时：１０４；学分：６；考核方式：考试。

通过形体基本功训练和各种舞蹈理论及技法的教学与训练、提高学生舞蹈鉴赏和表演能力：使学生

掌握民族民间舞蹈及芭蕾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能编创简单的少儿舞蹈和民族舞蹈；掌握中学舞蹈

指导方法，具备学校或社团舞蹈队的组织与训练能力。

３．合唱与指挥

学时：１０８；学分；６；考核方式；考试。

主要教授合唱队的组织、声部的划分、各种声部在合唱中的地位与作用；合唱音响的均衡、统一与和

谐；合唱的表现手段；合唱训练的方法；正确的指挥姿势、指挥击拍的基本原理；各种拍子的击拍图式；双

手的应用；预示、起始和收拍、主动拍与被动拍；几种不同唱法的击拍方法；排练前的准备工作。使学生掌

握合唱指挥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一定的组织与指挥合唱的能力；能正确分析处理合唱作品；并

能根据童声的特点进行合唱训练。

４．钢琴即兴伴奏

学时：３６；学分：２；考核方式：考试。

在教学中注重加强歌曲伴奏的训练，将所学的钢琴理论知识与钢琴技巧结合起来，参加伴奏实践，

逐步提高钢琴伴奏水平。歌曲钢琴即兴伴奏是钢琴伴奏形式中一种实际、最常用、最快捷的演奏技能。要

求学生将钢琴演奏技巧、键盘和声手法、作曲理论知识结合起来，通过各类声乐作品多种伴奏织体即兴

配弹练习，使其在旋律条件的限制下，在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瞬间的艺术再创作。它是一门集技

艺性、实用性为一体的基础课；是培养合格的中等音乐师资不可或缺的技能课；也是提高音乐教育人才

整体水平的修养课。

十一、教学时间安排总表

项 目
学
期

学 年 一 二 三 四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合计

入学教育和专业导论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２ ２

课堂教学 １６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０６

复习考试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２

专业实习或教育实习 １２＋预就业 ４周 １６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２＋答辩 ２周 １４

毕业教育 ２ ２

机 动 ２ ２ ４

总周数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８ １８ １５６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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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教学进程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通

识

课

ＴＳ０００４０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３ ４８３２ １６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２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４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上）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６ 体育（一） √ １ ３２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７ 体育（二）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８ 体育（三）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９ 体育（四）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１０ 英语（一） √ ３ ６４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１ 英语（二） √ ４ 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２ 英语（三） √ ４ 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３ 英语（四） √ ４ 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４ 计算机文化基础 文 ４ ９０３６ ５４ ５

ＴＳ０００４１８ 大学语文（上）（文） √ ２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１９ 大学语文（下）（文） √ ２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２０ 教师口语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２１ 心理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２２ 教育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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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通

识

课

ＴＳ０００４２３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ＴＳ０００４２４ 形势与政策 √ ２ ３６３６ （６０） 课内 ３６学时，课外 ６０学时

ＴＳ０００４２５ 大学生就业指导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小 计 ５２

素质拓展课程 ５、６学期开设（见“宿州学院人文与科技素质选修课程”），
每生应至少获得 ６学分

学

科

基

础

课

ＸＪ０５３４０１ 视唱练耳 √ １０１７２１７２ ４ ２ ２ ２

ＸＪ０５３４０２ 基本乐理 √ ２ ３２３２ ２

ＸＪ０５３４０３ 和声学 √ ４ ７２７２ ２ ２

ＸＪ０５３４０４ 曲式分析 √ ４ ７２７２ ２ ２

ＸＪ０５３４０５ 歌曲写作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ＸＪ０５３４０６ 中国音乐史 √ ４ ７２７２ ２ ２

ＸＪ０５３４０７ 欧洲音乐史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ＸＪ０５３４０８ 民族民间音乐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ＸＪ０５３４０９ 艺术概论 √ ２ ３６３６ ２

小 计 ３２

专

业

课

专

业

核

心

课

ＺＨ０５３４０１ 演唱（奏） √ ６１０６５３ ５３ １ １ １ １

ＺＨ０５３４０２ 舞 蹈 √ ６１０４５２ ５２ ２ ２ ２

ＺＨ０５３４０３ 合唱与指挥 √ ６１０８５４ ５４ ２ ２ ２

ＺＨ０５３４０４ 钢琴即兴伴奏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小 计 ２０３６０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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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音

乐

表

演

方

向

ＺＦ０５３４０１ 声乐（器乐选修）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１ １

ＺＦ０５３４０２ 钢 琴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１ １

ＺＦ０１５４０３ 舞 蹈 √ ６１０８５４ ５４ ２ ２ ２

ＺＦ０５３４０４ 意大利语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５３４０５ 化 妆 ２ １８ ９ ９ ２

ＺＦ０５３４０６ 舞台表演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Ｆ０５３４０７ 器乐合奏 √ ４ ７２３６ ３６ ２ ２

小 计

音

乐

理

论

方

向

ＺＦ０５３４０８ 复调音乐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５３４０９ 配器法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５３４１０ 作 曲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５３４１１ 视唱练耳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５３４１２ 高级和声 √ ４ ７２７２ ２ ２

ＺＦ０５３４１３ 音乐作品分析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５３４１４ 中外音乐史论 √ ２ ３６ ２

ＺＦ０５３４１５ 合唱与指挥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小 计

说明：学生可以任选，需选满 ８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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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集中

实践

教学

ＳＪ０００４０１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 １ ８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２ 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 √ １＋２３６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３ 社会实践（观摩燉见习） ３

ＳＪ０００４０５ 技能训练

ＳＪ０００４０６ 课程实习

ＳＪ０００４０７ 专业实习

ＳＪ０００４０８ 毕业实习 １２

ＳＪ０００４０９ 毕业教育 １

ＳＪ０００４１０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０

ＳＪ０５０４１１ 艺术实践 ８

创新创

业实践 ＣＸＣＹＳＪ 创新创业实践 共 ６学分
学分认定具体办法另文

规定

艺术实践：８学分（至少需获得 ８学分）

一、舞台艺术实践（依据现场音、像、图片及相关资料）

（１）个人音乐会每场 ６学分；（２）２至 ４人音乐会每场 ４学分；（３）５人以人音乐会每场 ２学分；（４）参

加综合类演出：担任独唱、独奏、独舞等主要角色的每场 ２分，其他参演者每场 １分；（５）音乐会剧务人员

每场 ０．５分。

二、获奖

１．个人及所辅导的学生参加专业技能或作品比赛获奖

（１）获得市级或院级一等奖 ４学分，二等奖 ３学分，三等奖 １学分。（２）获得省级一等奖 １０学分，二

等奖 ６学分，三等奖 ２学分。（３）获得国家级一等奖 ２０学分，二等奖 １５学分，三等奖 １０学分。

２．毕业设计：

（１）毕业论文：按院、系统一要求写出论文一篇。１０学分

（２）毕业音乐会：个人举办每场 １０学分；２至 ３人举办每场 ５学分；４至 ８人联合举办每场 ４学分

（依据现场音像图片及相关资料）。

（３）社会调查报告：撰写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字的调查报告，并通过答辩，１０学分。

（４）个人策划并指导排练演出活动：每场 ５学分（依据现场音像图片及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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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专业代码：１１０１０４

一、专业方向

本专业设置房地产经营与管理、投资与造价管理两个专业方向。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土木工程技术及与工程

管理相关的管理、经济和法律等基本知识，具有一定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能够在建设单位、设计单位、

建筑施工单位、工程建设监理单位、房地产企业、建设工程咨询公司、物业管理公司等从事工程管理、房

地产项目策划、建设管理、融资、估价、物业管理、房地产行政管理及科研和教学工作的中高级应用型专

业人才。

本专业设置 ２个专业方向，并以此为基础开设了相应方向课程，以便培养学生掌握更精专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它们各自的具体培养目标是：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方向：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与房地产经营与管理相关的经济、管理、

法律和土木工程技术基础知识，具备房地产项目策划、房地产项目投资分析、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地产

评估、房地产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综合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个性品质健康、社会适

应能力强，能够在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管理领域从事相关工作的中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

投资与造价管理方向：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工程项目管理和工程造价控制的基本理论

和基本知识；懂得建设项目评价与投资决策、工程招投标、概预算的程序与方法；具有调查、研究、分析、

解决有关工程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在大中型建筑企业或工程公司从事工程经济分析、工程投资控

制及造价管理、在各级投资和建设领域从事投资决策和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在建设工程咨询机构从事

投资规划与实施工作的中高级应用型专业人才。

三、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工程管理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方法，接受工程项目管理方面的基本训练，

具备从事工程项目管理的基本能力。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１．掌握经济学、管理学的基本原理和工程管理、房地产经营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２．掌握土木工程技术知识。

３．掌握房地产市场调查、可行性分析、投资分析、营销策划、咨询、评估、概预算和物业管理的技巧与

方法。

４．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人际沟通以及分析和解决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和物业管理工作中实际问

题的基本能力。

５熟悉我国工程项目建设、房地产及物业管理行业的有关方针、政策、法律和行业规则。

６．了解房地产行业的前沿理论和发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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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具有运用计算机辅助解决管理问题的能力。

四、能力分析表

综合能力 专项能力 对应课程或实践

１．基础素质

与能力

１．１政治素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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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１．２人文素质 大学语文、素质拓展课

１．３英语应用能力 大学英语

１．４计算机应用能力 计算机文化基础；管理信息系统

１．５组织管理、语言表达、人际交

往以及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能力
管理学原理；商务谈判与实务

１．６身心素质 素质拓展课程；大学体育

２．专业基础

理论、专业

知识及

应用能力

２．１经济学知识 工程经济学、经济法、西方经济学

２．２市场营销知识 市场营销学

２．３法律法规知识 经济法

２．４会计知识 会计学

２．５工程管理理论 管理学原理；工程管理概论

２．６项目投资与管理的能力 房地产开发经营与管理

２．７建筑工程管理的能力 房屋建筑学；建筑施工技术

３．专业

核心

技能

３．１工程项目管理的能力 工程项目管理

３．２建筑工程计算机制图的能力 建筑工程制图与 ＣＡＤ

３．３招投标与合同管理能力 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３．４工程造价管理的能力 工程造价管理

３．５房地产估价与经纪的能力 房地产估价理论与方法、房地产经纪概论

五、学制与学分

１．学制：标准学制为 ４年，修业年限为 ３～６年。

２．学分：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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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毕业与学位授予

根据《宿州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具有学籍的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本

专业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修满学分，经考核成绩全部合格的，准予毕业，发给本科毕业证

书；符合《宿州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所规定的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管理学学士

学位。

七、实践性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项目 学分 周数 安排学期 实践方式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１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１＋２
２ １ 集中

社会实践（专业见习） ２ ２ ４ 集中

技能训练（技能大赛） ４ ４ ４、５ 集中

职前拓展训练 ４ ４ ７ 集中

专业实习 １６ １６ ８ 分散

毕业教育 １ １ ８ 集中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０ １２ ７、８ 集中

八、课程设置及学分一览表

课程类型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通识课程 ４６ ２６．９％

学科基础课 １８ １０．５％

专业基础课 １９ １１．１％

专业课

专业核心课 １６

专业方向课 １０

专业选修课 １０

３６ ２１．１％

集中实践教学课 ４０ ２３．４％

素质拓展（选修）课 ６ ３．５％

创新创业实践 ６ ３．５％

合 计 １７１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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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专业核心课程

本专业核心课程为：工程项目管理、房地产经纪概论、房地产估价理论与方法、建筑工程制图与

ＣＡＤ、工程造价管理。

１．工程项目管理

学时：７２；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为：介绍了工程项目管理的思想、理论、方法、实务和实例，其中包括了建设项目管

理、工程监理和施工项目管理，而以施工项目管理为主深入讲述了流水施工方法、工程网络计划技术、施

工组织总设计、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施工项目管理实务和施工项目管理收尾等。

本课程推荐使用教材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由丛培经主编的《工程项目管理》。

２．房地产经纪概论

学时：３６；学分：２；考核方式：考查。

本课程主要内容为：介绍房地产经纪人的基础知识的内容，如房地产与房地产业、房地产经纪行业

管理与发展、房地产经纪概述、房地产经纪机构、房地产经纪人的素质、房地产交易流程与合同、房地产

经纪基本业务、房地产经纪企业管理等。

本课程推荐使用教材为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由高荣主编的《房地产经纪概论》。

３．房地产估价理论与方法

学时：７２；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为：全面介绍房地产估价理论基础及估价方法。主要包括房地产估价的对象、房地

产价格的形成、房地产估价的原则、房地产估价的方法、房地产估价实务和房地产估价的管理。课程会从

房地产的基本特性出发，结合我国房地产估价的实际情况，系统介绍房地产估价的基本理论；然而根据

房地产价格形成的基本思路，详细介绍目前房地产估价中的常用方法，如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成本

法等；最后在介绍房地产估价基本程序的基础上，以实例分析说明了房地产估价实务的全过程。

本课程推荐使用教材为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由谭善勇主编的《房地产估价理论与方法》。

４．建筑工程制图与 ＣＡＤ

学时：７２；学分：３；考核方式：考查。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建筑制图基本知识、建筑形体、建筑施工图、计算机绘图基础（包括系统环境

设置、绘图辅助工具、二维绘图命令、图形编辑、创建图块和图案填充、文字与表格、尺寸标注等内容）、绘

制建筑施工图、结构施工图和建筑设备施工图。

本课程推荐使用教材为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由冯小平主编的《土木工程制图与 ＣＡＤ》。

５．工程造价管理

学时：７２；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为：系统介绍建设工程产品价格理论、工程项目造价的构成、计价的特点、人工、材

料、机械台班消耗量定额、预算定额、概算定额、概算指标的编制原理及方法以及工程投资估价、设计概

算、施工图预算、招投标报价、施工结算、竣工决算等工程造价确定与动态控制的方法。

本课程推荐使用教材为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李惠强主编的《工程造价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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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教学时间安排总表

项 目
学
期

学 年 一 二 三 四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合计

入学教育和专业导论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２ ２

课堂教学 １６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９ １１５

复习考试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４

社会实践（专业见习） （２） （２）

专业实习或教育实习 １６ １６

毕业论文（设计） ９ ３ １２

毕业教育 １ １

总周数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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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教学进程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通

识

课

ＴＳ０００４０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３ ４８３２ １６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２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４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上）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６ 体育（一） √ １ ３２ ３２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７ 体育（二）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８ 体育（三）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９ 体育（四）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１０ 英语（一） √ ３ ６４６４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１ 英语（二）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２ 英语（三）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３ 英语（四）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４ 计算机文化基础 文 理 ４ ９０３６ ５４ ５

ＴＳ０００４１８ 大学语文 √ ２ ３２３２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１９ 公关应用文写作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２３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ＴＳ０００４２４ 形势与政策 √ ２ ３６３６ （６０） 课内 ３６学时，课外 ６０学时

ＴＳ０００４２５ 大学生就业指导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ＴＳ０００４２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 ２ ３２３２ ２

小 计 ４６９２８６６４ ２１０５４ １４１５ ９ ９ ３ １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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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素质拓展课程 ５、６学期开设（见“宿州学院人文与科技素质选修课程”），
每生应至少获得 ６学分（约 １０８学时）

学

科

基

础

课

ＸＪ０３０４０１ 微积分 √ ３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３０４０２ 管理学原理 √ ３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３０４０３ 会计学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ＸＪ０３０４０４ 管理信息系统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ＸＪ０３０４０５ 西方经济学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ＸＪ０３４４０１ 经济法 √ ３ ５４５４ ３

小 计 １８３４４３０８ １８１８ ８ ７ ５

专

业

基

础

课

ＺＪ０３４４０１ 工程管理概论 √ ３ ６４６４ ４

ＺＪ０３４４０２ 房屋建筑学 √ ４ ７２５２ ２０ ４

ＺＪ０３４４０３ 市场营销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Ｊ０３４４０４ 工程经济学 √ ４ ７２６４ ８ ４

ＺＪ０３４４０５ 建筑施工技术 √ ３ ７２３６ ３６ ４

ＺＪ０３４４０６ 房地产开发经营与管理 √ ３ ７２３６ ３６ ４

小 计 １９３８８２８８ ２０７２ ８ ４ １０ ８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ＺＨ０３４４０１ 工程项目管理 √ ３ ７２３６ ３６ ４

ＺＨ０３４４０２ 房地产经纪概论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Ｈ０３４４０３房地产估价理论与方法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Ｈ０３４４０４ 建筑工程制图与 ＣＡＤ √ ３ ７２３６ ３６ ４

ＺＨ０３４４０５ 工程造价管理 √ ４ ７２７２ ４

小 计 １６３２４２５２ ３６３６ ４ ６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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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房
地
产
经
营
与
管
理
方
向

ＺＦ０３４４０１ 房地产市场营销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３４４０２ 房地产经纪实务 √ ４ ７２３６ ３６ ４

ＺＦ０３４４０３
房地产基本制度

与政策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３４４０４ 物业管理实务 √ ２ ３６３６ ２

投
资
与
造
价
管
理
方
向

ＺＦ０３４４０５ 土建工程计价实务 √ ４ ７２３６ ３６ ４

ＺＦ０３４４０６ 工程监理理论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３４４０７ 建设法规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３４４０８ 建筑工程概预算 √ ２ ３６ ３６ ２

辅

修

方

向

ＺＦ０３０４０１ 线性代数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Ｆ０３０４０２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Ｆ０３０４０３ 专业英语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Ｆ０３０４０４ 企业管理概论 √ ２ ３６３６ ２

注：每生必须选修方向一、二中的一个方向，获得 １０学分，辅修方向供考研学生选修，不计分

专

业

任

选

课

程

ＺＲ０３０４０１ 普通话 √ １ １６ １６ １

ＺＲ０３０４０２ 商务谈判与实务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０４０３ 沟通能力训练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０４０４ 康乐休闲管理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０４０５
社会调查与研究

（分专业方向进行）
√ ２ ５４１８ ３６

第 ３学期寒假分散进行

第 ４学期暑假分散进行

ＺＲ０３４４０１ 组织行为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４４０２ 客户关系管理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４４０３ 工程审计 √ ２ ３６３６ ２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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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任

选

课

程

ＺＲ０３４４０４ 公关与礼仪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４４０５ 人力资源管理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４４０６ 企业战略管理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４４０７ 电子商务 √ ２ ３６３６ ２

小 计 每生至少获得 １０学分（１８０学时）

集中

实践

教学

ＳＪ０００４０１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 １ １８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２ 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 √
１＋

２
１８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３社会实践（专业见习） ２ 第 ４学期

ＳＪ０３０４０３ 形体礼仪训练 １ １８ 第 １学期集中进行

ＳＪ０３０４０５
技能训练

（技能大赛）
２ ３６

第 ４、５学期。设计六种技能大赛：工程标书编制、项

目管理、平面布置大赛 １８节；斯维尔建筑图纸建

模、计价大赛 １８节；房地产营销策划大赛 １８节；大

学生 ＣＡＤ应用技能大赛 １８节；房地产投资策划大

赛 １８节；房地产市场调查技能大赛 １８节

ＳＪ０３０４０６ 职前拓展训练 √ ４ ７２ ４

ＳＪ０００４０７ 专业实习 √ １６ 第 ８学期

ＳＪ０００４０９ 毕业教育 √ １ 第 ８学期

ＳＪ０００４１０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０ 第 ７、８学期

小 计 ４０

注：“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对应的学分、学时仅指理论教育环节

创新创

业实践 ＣＸＣＹＳＪ 创新创业实践 共 ６学分
学分认定具体办法另文规

定

合 计 １７１ ２３４４
注：２３４４学时不包括素质拓展、集中实践教

学模块和创新创业实践的学时

备

注

①国防教育结合军训以讲座形式进行。②各学期周学时：第 １学期 ２６（１４＋８＋４）；第 ２
学期 ２９（１５＋７＋４＋选修 ３）；第 ３学期 ２４（９＋５＋１０）；第 ４学期 ２７（９＋８＋６＋选修 ４）；
第 ５学期 １５（３＋８＋辅修 ２＋选修 ２）；第 ６学期 ２０（１＋４＋辅修 １１＋选修 ４）；第 ７学期

１４（６＋选修 ８）；第 ７学期开始进行毕业论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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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专业代码：１１０２０６

一、专业方向

本专业设置酒店管理、导游两个专业方向。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旅游管理专业知识和较强旅游服务技能，适应中国旅游发展需

要，能在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旅游企事业单位、酒店从事旅游管理及现代酒店管理工作的中高级应

用型专门人才。

本专业设置了 ２个专业方向，并以此为基础开设了相应方向课程，以便培养学生掌握更精专的专业

知识和技能，它们各自的具体培养目标是：

酒店管理方向：在培养学生具备旅游管理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使其具备比较全面扎实的酒店管理知

识和能力，同时具备较熟练的相关服务操作技能，侧重培养适合现代酒店管理所需的中高级应用型专门

人才。

导游方向：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掌握旅游企业基本管理原理，

导游理论丰富，导游技能娴熟，胜任出入境领队与国内外导游工作等相关岗位，具有一定创新精神和能

力的中高级应用型专业人才。

三、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应具有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基本理论知识，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专

业知识和能力：

１．掌握旅游管理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２．掌握有关旅游管理问题研究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

３．具备运用旅游管理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４．熟悉我国关于旅游业发展方针、政策和法规。

５．了解旅游业发展动态，熟悉国际旅游惯例和国际旅游管理业务。

６．掌握旅游信息管理技术。

７．辅修会计学或市场营销的学生应掌握相应专业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能够从事相应专业的基

础业务工作和发展潜能；提倡与旅游管理专业知识紧密结合，具备更全面地旅游财务和旅游市场营销理

论知识和技能。

８．具有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人际沟通能力和良好的行为礼仪规范。

９．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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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能力分析表

综合能力 专项能力 对应课程或实践

１．基础素质

与能力

１．１政治素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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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１．２人文素质 大学语文、公关应用文写作、素质拓展课程

１．３英语应用能力 大学英语、交际口语

１．４计算机应用能力 计算机文化基础

１．５组织管理、语言表达、人际交

往以及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能力

管理学原理、商务谈判与实务、沟通能力训

练、交际口语

１．６身心素质 素质拓展课程、大学体育、形体与舞蹈

２．专业基础理

论、专业知识

及应用能力

２．１旅游管理理论 管理学原理、旅行社经营管理、旅游学概论

２．２导游业务知识 导游基础知识、导游业务

２．３旅游市场营销知识 市场营销学

２．４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知识 旅游资源与开发

２．５法律法规知识 旅游法规

２．６经济学知识 旅游经济学

３．专业

核心

技能

导

游

方

向

３．１旅游接待服务的能力 导游业务、客源国概论

３．２旅游企业管理的能力
管理学原理、旅行社经营管理、旅游学概论、
旅游地理学

３．３旅游市场营销能力 市场营销学

３．４其他服务与管理的能力 旅游资源与开发、会展服务与管理

酒

店

管

理

方

向

３．５前厅业务能力 前厅客房服务与管理

３．６客房业务能力 前厅客房服务与管理

３．７餐饮服务技能 菜点酒水与饮食文化、餐饮服务与管理

３．８康乐服务技能 餐饮服务与管理、康乐休闲管理

五、学制与学分

１．学制：标准学制为 ４年，修业年限为 ３～６年。２．学分：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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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毕业与学位授予

根据《宿州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具有学籍的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本

专业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修满学分，经考核成绩全部合格的，准予毕业，发给本科毕业证

书；符合《宿州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所规定的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管理学学士

学位。

七、实践性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项目 学分 周数 安排学期 实践方式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１ ２ １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１＋２ ２ １

集中

形体礼仪训练 １ １ １ 集中

社会实践（观摩燉见习） ２ ２ ３ 集中

专业拓展训练（技能大赛） ２ ２ ４、５ 集中

职前拓展训练 ４ ４ ７、８ 集中

毕业教育 １ １ ８ 集中

专业实习 １９ １９ ７、８ 集中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０ １２ ７、８ 集中

八、课程设置及学分一览表

课程类型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通识课程 ４６ ２６．２８％

学科基础课 １７ ９．７１％

专业基础课 １９ １０．８６％

专业课

专业核心课 １６

专业方向课 １２

专业选修课 １０

３８ ２１．７２％

集中实践教学课 ４３ ２４．５７％

素质拓展课（选修） ６ ３．４３％

创新创业实践 ６ ３．４３％

合 计 １７５ １００％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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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专业核心课程

本专业核心课程为：旅游资源与开发、旅行社经营管理、旅游法规、客源国概论、现代服务礼仪等。

１．旅游资源与开发

学时：７２；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为：主要学习旅游资源的概念、类别、性质等基本知识，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的基本

原理和方法，并根据具体实际情况介绍了如何开展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的问题。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学

生应该能从整体把握旅游资源的基本概念、类别、性质，以及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的方法，掌握旅游资源

开发与规划的内容和技术手段，并能解决实际问题。

２．旅行社经营管理

学时：７２；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为：课程主要研究旅行社的经营与管理问题。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了解旅

行社的经营特点、业务范围、组织结构，掌握旅行社管理的一般规律性，能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设计与

分析旅游线路、对旅行社的经营管理问题进行一定的分析与评价，从而为日后从事相关工作奠定业务

基础。

３．旅游法规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为：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环境保护政策、宗教政策和发展旅游的

有关政策，掌握旅游政策法规的基本理论、基本规范。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不仅了解和掌握我国的旅游

法规与政策基础知识，能够分析和解决旅游接待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和投诉，而且熟悉旅游团队及散客导

游服务程序与服务质量，能够预防并处理旅游接待中的各种问题和事故，掌握旅游政策法规业务相关知

识和法律运用技能，并依此提升自己的实际带团操作的能力，提高其应变能力。

４．现代服务礼仪

学时：５４；学分：２；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为：系统地从理论、实用角度介绍公共关系和公关礼仪的特点、内容、原则、任务和

研究方法及公共关系与礼仪的关系等。主要包括各行业服务工作中所涉及的服务人员服务形象礼仪、基

础服务礼仪、行业服务礼仪和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形体训练及公关和礼仪技巧等。

５．客源国概论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查。

本课程主要内容为：客源国课程应是一门科学，是介于国际区域旅游市场学与世界旅游地理或游市

场学与地理科学之间一门边缘科学，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综合性和客源实践性等特点。课程主要介绍国

际旅游市场基本理论知识，国际区域旅游市场及其多个旅游客源国家旅游业与旅游市场形成的地理环

境背景、旅游资源与旅游地的基本特征、现代国际旅游业与旅游市场的发展，以及与中国的旅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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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教学时间安排总表

项 目
学
期

学 年 一 二 三 四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合计

入学教育和专业导论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２ ２

课堂教学 １６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０６

复习考试 １ ２ ２ ２ ２ ２ １１

社会实践（专业见习） ２ ２

专业实习 ６ １３ １９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０ ２ １２

职前拓展训练 ４ ４

毕业教育 １ １

机 动 ２ ２

总周数 １９ ２０ ２２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８ １５９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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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教学进程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通

识

课

ＴＳ０００４０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３ ４８３２ １６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２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４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上）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６ 体育（一） √ １ ３２ ３２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７ 体育（二）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８ 形体与舞蹈（一）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９ 形体与舞蹈（二）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１０ 英语（一） √ ３ ６４６４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１ 英语（二）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２ 英语（三）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３ 英语（四）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４ 计算机文化基础 √ ４ ９０３６ ５４ ５

ＴＳ０００４１８ 大学语文 √ ２ ３２３２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１９ 公关应用文写作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２３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ＴＳ０００４２４ 形势与政策 √ ２ ３６３６ （６０） 课内 ３６学时，课外 ６０学时

ＴＳ０００４２５ 大学生就业指导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ＴＳ０００４２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 ２ ３２３２ ２

小 计 ４６９２８６６４ ２１０５４ １４１５ ９ ９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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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素质拓展课程 ５、６学期开设（见“宿州学院人文与科技素质选修课程”），
每生应至少获得 ６学分

学

科

基

础

课

ＸＪ０３０４０１ 微积分 √ ３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３０４０２ 管理学原理 √ ３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３０４０３ 会计学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ＸＪ０３０４０４ 管理信息系统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ＸＪ０３２４０１ 劳动法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０３２４０２ 市场营销学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小 计 １７３２６２７２ ３６１８ ８ ３ ６ ２

专

业

基

础

课

ＺＪ０３２４０１ 旅游学概论 √ ３ ４８４８ ３

ＺＪ０３２４０２ 旅游心理学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ＺＪ０３２４０３ 旅游经济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Ｊ０３２４０４ 饭店管理概论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Ｊ０３２４０５ 旅游地理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Ｊ０３２４０６ 旅游英语（一） √ ２ ３２１６ １６ ２

ＺＪ０３２４０７ 旅游英语（二）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小 计 １９３３２２８０ ５２ ５ ５ ３ ６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ＺＨ０３２４０１ 旅游资源与开发 √ ４ ７２５４ １８ ４

ＺＨ０３２４０２ 旅行社经营管理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Ｈ０３２４０３ 客源国概论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Ｈ０３２４０４ 旅游法规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Ｈ０３２４０５ 现代服务礼仪 √ ２ ５４１８ ３６ ３

小 计 １６３０６２５２ ５４ ３ ４ ４ ６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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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专

业

课

专

业

方

向

课

导

游

方

向

ＺＦ０３２４０１ 导游基础知识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Ｆ０３２４０２ 导游业务 √ ３ ５４１８ ３６ ３

ＺＦ０３２４０３
旅游产品开发与

线路设计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ＺＦ０３２４０４ 安徽导游基础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小 计 １２２１６１４４ ７２ ３ ６ ３

酒

店

管

理

方

向

ＺＦ０３２４０５
菜点酒水与饮食

文化 √ ４ ７２３６ ３６ ４

ＺＦ０３２４０６ 餐饮服务与管理 √ ４ ７２３６ ３６ ４

ＺＦ０３２４０７
前厅客房服务与

管理 √ ４ ７２３６ ３６ ４

小计（每生任选一个方向） １２２１６１０８ １０８ ４ ４ ４

专

业

任

选

课

ＺＲ０３０４０１ 普通话 √ １ １６ １

ＺＲ０３０４０２ 商务谈判与实务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０４０３ 沟通能力训练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０４０４ 康乐休闲管理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０４０５
社会调查与研究

（分专业方向进行）
√ ２ ５４１８ ３６

第 ３学期寒假、第 ４学期暑假

分散进行（须提交调研报告）

ＺＲ０３０４０６ 线性代数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０４０７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２４０１ 景区规划与管理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２４０２ 饮食营养与卫生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２４０３ 电子商务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Ｒ０３２４０４ 金钥匙管理服务 √ ２ ３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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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专

业

课

专

业

任

选

课

ＺＲ０３２４０５ 宴会设计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Ｒ０３２４０６ 交际口语 √ ２ ３２ ２

ＺＲ０３２４０７ 会展服务与管理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２４０８ 旅游美学 √ ２ ３６ ２

小 计 每生至少获得 １０学分

合 计 １７５２２８８１７５６ ４６０７２ ２７２８２５２３１７１５

集中

实践

教学

ＳＪ０００４０１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 １ ８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２ 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 √
１＋

２
３６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３ 社会实践（观摩燉见习） ２ 第 ２学期后暑假

ＳＪ０３０４０３ 形体礼仪训练 １ １８ 第 １学期集中进行

ＳＪ０００４０５
专业拓展训练

（技能大赛）
２ ３６

技能比赛，第四学期和第五学期的双休日进

行，由专业课教师提出申请，并制定比赛方

案，教研室和学院审核通过，方可进行

ＳＪ０３０４０６ 职前拓展训练 ４ ７２ ４

ＳＪ０００４０７ 专业实习 １９ 第 ７、８学期

ＳＪ０００４０９ 毕业教育 １ 第 ８学期

ＳＪ０００４１０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０ 第 ７、８学期

合 计 ４３

注：“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对应的学分、学时仅指理论教育环节

创新创

业实践 ＣＸＣＹＳＪ 创新创业实践 共 ６学分
学分认定具体办法另文

规定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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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专业代码：１１０２０５

一、专业方向

本专业设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两个专业方向。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具备管理、经济、法律及人

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理论知识较扎实、专业知识面较宽、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能在企

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从事人力资源管理以及教学、科研方面工作的中高级应用型人才。

本专业设置了 ２个专业方向，并以此为基础开设了相应方向课程，以便培养学生掌握更精专的专业

知识和能力（技能），它们各自的具体培养目标是：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方向：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是一门研究对企业各类人员的录用、开发、保持和使用

进行计划、组织、指导和控制的一个专业方向。本专业从国内市场的实际需要出发，学习与研究人力资源

管理的理论、实务与方法，培养具有市场意识、法律意识、先进管理意识、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和操

作技能．能在国内各大中型企业、私营企业、中外企业从事经济、咨询和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应用型

人才。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方向：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是一门研究对公共部门各类人员的录用、开

发、保持和使用进行计划、组织、指导和控制的一个专业方向。本专业从国内的实际需要出发，学习与研

究我国人事制度和政策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学习与研究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实务与方法，培养具有市

场意识、法律意识、先进管理意识、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和操作技能、能在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社区组织从事人力资源管理、行政管理、行政咨询和职业指导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三、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管理学、经济学及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要受到人力资源

管理方法与技巧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分析和解决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基本能力。

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

业道德。

２．掌握管理学、经济学及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３．掌握人力资源管理的定性、定量分析方法。

４．具有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人际沟通、组织协调及领导的基本能力。

５．了解本学科理论前沿与发展动态，熟悉与人力资源有关的方针、政策及法规。

６．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７．掌握一门外语和计算机语言，能够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熟练应用计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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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坚强的意志力，以及很好的心理自我调节能力。

四、能力分析表

综合能力 专项能力 对应课程或实践

１．基础素质

与能力

１．１政治素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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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１．２人文素质 大学语文、公关应用文写作、素质拓展课程

１．３英语应用能力 大学英语

１．４计算机应用能力 计算机文化基础；管理信息系统

１．５组织管理、语言表达、人际交

往以及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能力
管理学原理；商务谈判与实务；企业文化学

１．６身心素质 素质拓展课程；大学体育

２．专业基础理

论、专业知识

及应用能力

２．１企业管理知识
管理学原理；企业文化学；现代公司理论与实

务；公共管理学；劳动关系与劳动法

２．２经济学知识 西方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２．３市场营销知识 西方经济学；市场营销学

２．４法律法规知识 劳动关系与劳动法；经济法

２．５会计知识 会计学

２．６人力资源管理理论 管理学原理；人力资源管理概论

３．专业核心

技能

３．１工作分析的能力 工作分析与岗位设计

３．２招聘组织与管理的能力
员工招聘与配置；人员测评理论与方法；职业

生涯管理

３．３绩效与薪酬管理能力 绩效管理；薪酬福利管理

３．４培训组织与管理的能力 员工培训与开发；企业文化学

３．５处理劳动关系的能力 组织行为学；劳动关系与劳动法

五、学制与学分

１．学制：标准学制为 ４年，修业年限为 ３～６年。

２．学分：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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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毕业与学位授予

根据《宿州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具有学籍的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本

专业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修满学分，经考核成绩全部合格的，准予毕业，发给本科毕业证

书；符合《宿州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所规定的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管理学学士

学位。

七、实践性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项目 学分 周数 安排学期 实践方式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１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１＋２
２ １ 集中

社会实践（专业见习） ２ ２ ３ 集中

技能训练（技能大赛） ２ ２ ４、５ 集中

职前拓展训练 ４ ４ ７ 集中

专业实习 １５ １６ ８ 分散

毕业教育 １ １ ８ 集中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０ １２ ７、８ 集中

形体礼仪训练 １ １ １ 集中

八、课程设置及学分一览表

课程类型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通识必修课 ４６ ２６．４％

学科基础课 ２０ １１．５％

专业基础课 １５ ８．６％

专业课

专业核心课 １６

专业方向课 １６

专业任选课 １０

４２ ２４．１％

集中实践教学 ３９ ２２．４％

素质拓展课 ６ ３．５％

创新创业实践 ６ ３．５％

合 计 １７４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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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专业核心课程

本专业核心课程为：工作分析与岗位设计、员工招聘与配置、绩效管理、薪酬福利管理、员工培训与

开发等。

１．工作分析与岗位设计

学时：３６；学分：２；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为：工作分析概述、工作分析流程、工作分析方法、工作说明书编写、工作分析的应

用、工作设计、职位评价概述、职位评价方法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掌握工作分析的基本理

论与流程，并具备在此基础上开展工作分析与岗位设计的相关工作能力。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由高艳主编的《工作分析与职位评价》。

２．员工招聘与配置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查。

本课程主要内容为：员工招聘的概述、人力资源管理与招聘和甄选、招聘的基本流程、招聘的渠道与

方法、职务分析与评价、面试的基本理论、面试的实施与技巧、人力资源配置、人事匹配与劳务外派和引

进、人员使用与人才管理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掌握员工招聘与配置的基本理论与流程，并

具备在此基础上开展员工招聘与配置的相关工作的能力。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由王丽娟主编的《员工招聘与配置》。

３．绩效管理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查。

本课程主要内容为：绩效考核与管理的基础理论和常用的绩效考核方法和技术，以及绩效管理的各

个流程，包括绩效计划、绩效实施、绩效考核和绩效反馈等方面。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熟悉绩效管

理模式，掌握绩效管理的基础理论和绩效管理的主要工具及绩效考评的常用方法与技术，并具备在实际

工作中制定和改进绩效管理制度，开展绩效管理相关工作的能力。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方振邦主编的《战略性绩效管理》。

４．薪酬福利管理

学时：７２；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为：薪酬福利的基本知识、薪酬设计的基本原则与技术、薪酬管理方面具体的计划、

组织、运作与评估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全面认知薪酬的要素，掌握薪酬管理的流程，了解

如何制定薪酬策略，同时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的薪酬管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可以独立开展职位

评价、薪酬结构与薪酬等级设计、绩效奖励、不同类型人员的薪酬设计方案等为核心的薪酬管理实务工

作。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李燕荣主编的《薪酬与福利管理》。

５．员工培训与开发

学时：７２；学分：４；考核方式：考查。

本课程主要内容为：以员工培训与开发的实践操作为主线，主要介绍人力资源培训与开发的组织、

培训需求分析、培训计划与预算、培训方法与技术、培训课程体系建设、培训队伍建设、各职位层次员工

培训开发、培训的配套制度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全面认知员工培训与开发的基本理论知

识，掌握员工培训的主要流程和方法与技术，同时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的课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如可以独立开展员工培训与开发的实务工作。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由曹振杰主编的《人力资源培训与开发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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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教学时间安排总表

项 目
学
期

学 年 一 二 三 四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合计

入学教育和专业导论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２ ２

课堂教学 １６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９ １１５

复习考试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４

社会实践（专业见习） （２） （２）

专业实习或教育实习 １６ １６

毕业论文（设计） ９ ３ １２

毕业教育 １ １

总周数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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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教学进程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通

识

课

ＴＳ０００４０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３ ４８３２ １６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２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４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上）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６ 体育（一） √ １ ３２ ３２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７ 体育（二）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８ 体育（三）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９ 体育（四）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１０ 英语（一） √ ３ ６４６４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１ 英语（二）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２ 英语（三）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３ 英语（四）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４ 计算机文化基础 文 理 ４ ９０３６ ５４ ５

ＴＳ０００４１８ 大学语文 √ ２ ３２３２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１９ 公关应用文写作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２３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ＴＳ０００４２４ 形势与政策 √ ２ ３６３６ （６０） 课内 ３６学时，课外 ６０学时

ＴＳ０００４２５ 大学生就业指导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ＴＳ０００４２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 ２ ３２３２ ２

小 计 ４６９２８６６４ ２１０５４ １４１５ ９ ９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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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素质拓展课程 ５、６学期开设（见“宿州学院人文与科技素质选修课程”），
每生应至少获得 ６学分

学

科

基

础

课

ＸＪ０３０４０１ 微积分 √ ３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３０４０２ 管理学原理 √ ３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３０４０３ 会计学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ＸＪ０３０４０４ 管理信息系统 √ ３ ５４１８ ３６ ３

ＸＪ０３０４０５ 西方经济学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ＸＪ０３１４０１ 劳动关系与劳动法 √ ４ ７２７２ ４

小 计 ２０３８０３２６ １８３６ ８ １１ ３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ＺＪ０３１４０１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 ３ ４８４８ ３

ＺＪ０３１４０２ 组织行为学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Ｊ０３１４０３ 企业文化学 √ ４ ７２５４ １８ ４

ＺＪ０３１４０４ 人力资源管理概论 √ ４ ７２５４ １８ ４

小 计 １５２６４２２８ ３６ ３ ４ ８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ＺＨ０３１４０１工作分析与岗位设计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Ｈ０３１４０２ 员工招聘与配置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ＺＨ０３１４０３ 绩效管理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ＺＨ０３１４０４ 薪酬福利管理 √ ４ ７２５４ １８ ４

ＺＨ０３１４０５ 员工培训与开发 √ ４ ７２５４ １８ ４

小 计 １６２８８２１６ ７２ ５ ７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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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企

业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方

向

ＺＦ０３１４０１ 职业生涯管理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Ｆ０３１４０２人员测评理论与方法 √ ４ ７２３６ ３６ ４

ＺＦ０３１４０３人力资源管理项目实践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Ｆ０３１４０４国际化人力资源管理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３１４０５人力资源管理应用实务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Ｆ０３１４０６ 专业英语 √ ４ ７２７２ ４

公
共
部
门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方
向

ＺＦ０３１４０７ 政治学基础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Ｆ０３１４０８ 劳动经济学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Ｆ０３１４０９ 公共管理学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Ｆ０３１４１０ 交际英语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３１４１１ 运营管理 √ ２ ３６３６ ２

辅

修

方

向

ＺＦ０３０４０１ 线性代数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Ｆ０３０４０２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Ｆ０３０４０３ 实用英语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Ｆ０３０４０４ 企业管理概论 √ ２ ３６３６ ２

小 计

每生必须选修方向 １、２中的一个方向（１６学分），辅修方向供考研同学选修，不计学分

专

业

任

选

课

程

ＺＲ０３０４０１ 普通话 √ １ １６ １６ １

ＺＲ０３０４０２ 商务谈判与实务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０４０３ 沟通能力训练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０４０４ 康乐休闲管理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０４０５
社会调查与研究

（分专业方向进行）
√ ２ ５４１８ ３６

第 ３学期结束时寒假、第 ４学

期结束时暑假分散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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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任

选

课

程

ＺＲ０３１４０１ 笔迹分析技术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Ｒ０３１４０２ 市场营销学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１４０３ 经济法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１４０４ 社会保障学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１４０５ 战略管理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１４０６现代公司理论与实务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１４０７ 产业组织理论 √ ２ ３６ ２

小 计 每生至少获得 １０学分（１８０学时）

集中

实践

教学

ＳＪ０００４０１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 １ １８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２ 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 √
１＋
２
３６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３ 社会实践（专业见习） ２ 第 ２学期暑假

ＳＪ０３０４０３ 形体礼仪训练 １ １８ 第 １学期集中进行

ＳＪ０３０４０５
技能训练

（技能大赛）
２ ３６

第 ４、５学期。设计六种技能大赛：薪酬福利方案设

计大赛 １８节；模拟招聘大赛 １８节；绩效方案设计

大赛 １８节；人才测评中心技能比赛 １８节；流程优

化设计大赛 １８节；专业英语大赛 １８节。每个学生

必须参与其中两种

ＳＪ０３０４０６ 职前拓展训练 ４ ７２ ４

ＳＪ０００４０７ 专业实习 １５ 第 ８学期

ＳＪ０００４０９ 毕业教育 １ 第 ８学期

ＳＪ０００４１０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０ 第 ７、８学期

合 计 ３９

注：“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对应的学分、学时仅指理论教育环节

创新创

业实践 ＣＸＣＹＳＪ 创新创业实践 共 ６学分
学分认定具体办法另文规

定

合 计 总学分：１７４ 总学时：２３２８（不包括素质拓展和集中实践教学模块的学时）

备 注

①国防教育结合军训以讲座形式进行；②各学期周学时：第 １学期 ２７（１４＋８＋３＋选修

２）；第 ２学期 ２７（１５＋１１＋选修 １）；第 ３学期 ２３（９＋３＋４＋５＋选修 ２）；第 ４学期 ２６（９＋

８＋７＋选修 ２）；第 ５学期 ２１（３＋４＋１０＋选修 ４）；第 ６学期 ２２（１＋６＋辅修 １１＋选修

４）；第 ７学期 ８（辅修 ２＋选修 ６）；第 ７学期开始进行毕业论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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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文学

专业代码：０５０１０１

一、专业方向

本专业主要以满足社会需求和实际就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员的要求为导向，本专业的主干学科

为汉语言文学，设有三个专业方向：（１）教师教育；（２）文秘；（３）汉语言文学。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现代化经济和社会建设发展需要，具备扎实的汉语言文

学基础和良好的人文素养，熟悉汉语和中国文学的基础知识，具有较强的审美能力和中文表达能力，具

有初步的语言文学研究能力，同时具有一定的跨文化交流能力，能在文化、教育、出版、传媒机构以及政

府机关等从事与汉语言文字运用相关工作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复合型人才。

三、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汉语言文学方面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人文社会科学及相关方面的基

本训练，培养审美鉴赏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从事本学科领域科学研究能力以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

行社会实践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１．思想政治素质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教育事业，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基本原理，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养成勤奋、好学、严谨、创新的学风和实事

求是，爱岗敬业，艰苦奋斗，团结合作的品质，具有良好的社会品德和职业道德，自觉地为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服务。

２．专业素质

掌握汉语言文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汉语言文学及相关文化现象的分析方法；具有语言文

字表达，人文知识普及，运用专业知识在本领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熟悉国家在

汉语言文字以及文学创作、传播和研究方面的政策和法规；了解本学科领域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具

有较宽广的文化视野；具有不断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以及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具有一定的批

判性思维能力。掌握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掌握一门外国语，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３．人文素质

具有正确的审美意识和健康的审美情操，掌握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重视优

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具有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４．身心素质

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掌握基本的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具有一定的体育和军事基本知识，掌握科

学锻炼身体的基本技能，具有健康的体魄，养成良好的人生习惯，达到大学生体育和军事训练合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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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能力分析表

综合能力 专项能力 对应课程或实践

１．基础素质

与能力

１．１政治素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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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人文素质
中国文化概论、书法、美学、书画奇石

鉴赏等

１．３分析运算能力 逻辑学

１．４英语应用能力 英语

１．５计算机应用能力 计算机基础、网页设计

１．６利用现代化手段获取信息能力 信息检索与利用

１．７组织管理、语言表达、人际交往

以及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能力

行政管理学、口语交际、公共关系学、
现代汉语

１．８身心素质 体育、心理学

２．专业基础

理论及应用

能力

２．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２．２文学鉴赏能力

基础写作、文艺理论、中国文化概论、
现代汉语、美学等

３．专业知识

及应用能力
３．１语言文字分析能力

３．２文学批评能力

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

文学等

４．专业核心

技能 ４．１语文教育和应用技能
语文教学论、教师基本技能训练、教师

口语、公文写作与处理等

五、学制、学位与最低学分要求

１．学制：标准学制为 ４年，修业年限为 ３～６年。

２．学分：１８７。

六、毕业与学位授予

根据《宿州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具有学籍的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本

专业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修满学分，经考核成绩全部合格的，准予毕业，发给本科毕业证

书；符合《宿州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所规定的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文学学士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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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践性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项目 学分 周数 安排学期 实践方式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１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１

２ １ 集中

社会实践（观摩燉见习） ３ ６ 前 ６个寒暑假 分散

学年设计

技能训练

课程实习

专业实习

毕业实习 １８ １８ ７－８ 集中或分散

毕业教育 １ １ ８ 集中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０ １５ ８ 集中

八、课程设置及学分一览表

课程类型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通识课 ４６ ２４．６％

素质拓展（选修）课 ６ ３．２％

学科基础课 ９ ４．８％

专业课

专业核心课 ５８

专业方向课

（各方向课时、学分相同）
１２

专业任选课 １４

８４

３１％

６．４％

７．５％

４４．９％

集中实践教学课 ３６ １９．３％

创新创业实践 ６ ３．２％

合 计 １８７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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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专业核心课程

本专业核心课程为：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文学（含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现代

文学（含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

汉语、写作。

１．文学理论

学时：９０（５４＋３６）；学分：５（３＋２）；考核方式：考试（一）、考查（二）。

课程内容：本课程主要讲授文学研究的一般基本原理、规律、范畴及其相关评论的科学方法，通过对

作为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和审美现象的文学本体进行理论的概括和总结，为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提供总

体观念。

教材：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本）．２００２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主要参考书：

①姚文放．《文学理论》（第四版）．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②刘安海，孙文宪．《文学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③顾祖钊．《文学原理新释》．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２．中国古代文学

学时：２８８；学分：１６；考核方式：中国古代文学（一），考试；中国古代文学（二），考查；中国古代文学

（三），考试；中国古代文学（四），考查。

课程内容：本课程主要讲授中国历史各个重要时期文学的发生发展历史，各种文体的演变、文学思

潮的兴替、各种文学流派和文学团体的理论主张和创作风格、重要作家作品及其在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

影响；通过本课程的讲授，使学生达到系统了解不同历史时期文学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

教材：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主要参考书：

①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②章培恒．《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③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３．中国现代文学

学时：２１０；学分：１２；考核方式：中国现代文学（一），考查；中国现代文学（二），考试；中国现代文学

（三），考试；中国现代文学（四），考试。

课程内容：本课程主要讲授中国现代文学自 １９１７年至当代的发展史，客观的分析、评价各个历史时

期和当代的重要作家和代表作品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使学生系统的了解“五四”文学革命

以来的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等发展演变的基本情况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成就、经验教

训。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评价现代文学现象、鉴赏现代文学作品的能力。

教材：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主要参考书：

①钱理群，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②郭志刚，孙中田．《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③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④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⑤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４．外国文学

学时：１０８；学分：６；考核方式：外国文学（一），考试；外国文学（二），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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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主要讲授欧美文学和东方文学的基础知识，其中以欧美文学部分为教学重点。以文学发展史

知识为经，文学思潮和作家专论为纬。把握文学经脉：古希腊文学、文艺复兴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启蒙文

学、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东方古代文学、东方中古文学、东方近代文学、东方现

当代文学。分析作品文本：《荷马史诗》、《俄底浦斯王》、《神曲》、《哈姆雷特》、《伪君子》、《浮士德》、《巴黎

圣母院》、《悲惨世界》、《红与黑》、《高老头》、《艰难时世》、《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罪与罚》、《老人与

海》、《荒原》、《喧哗与骚动》、《等待戈多》、《第二十二条军规》、《百年孤独》、《旧约》、《迦梨陀娑》、《一千零

一夜》、《源氏物语》、《雪国》。

教材：郑克鲁．《外国文学史》（上、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参考书目：

①杨周翰等．《欧洲文学史》上、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

②李赋宁．《欧洲文学史》（共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

③朱维之．《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④匡兴，陈 ．《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⑤董衡巽．《美国文学简史》（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⑥唐建清．《欧美文学研究导引》，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５．语言学概论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课程内容：本课程主要讲授人类语言的本质、结构和发展规律，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任务和功用，语

言的社会功能，语言的符号系统，语言的语音、语法、词义、文字，语言的接触等有关语言学的基本理论。

教材：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主要参考书：

①高名凯，石安石．《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

②邢公畹．《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③胡明扬．《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６．古代汉语

学时：１０８；学分：６；考核方式：古代汉语（一），考查；古代汉语（二），考试。

课程内容：介绍阅读古典文献常用的工具书，讲解古书的注解等古典文献知识，讲授汉字基本构造

理论和古典文献用字情况，讲授文言文词汇知识、文言文语法知识、音韵知识，讲授诗词格律知识，讲授

阅读古典文献常见的古代文化常识。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运用古代汉语基础知识解读古典文献的能力，

观察和分析古典文献中的语言现象的能力，同时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语言历史观。

教材：王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 ５月。

主要参考书：

①马经仑，董志翘．《王力〈古代汉语〉同步辅导与练习》．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

②郭锡良．《古代汉语》．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

７．现代汉语

学时：１００；学分：６；考核方式：现代汉语（一），考查；古代汉语（二），考试。

课程内容：本课程主要系统讲授现代汉语的形成、特点、地位以及规范化标准；现代汉语普通话声

母、韵母的发音特点、韵母的结构分析、声调的类型、汉语音节的特点、语流音变的类型、音位的归纳标准

及其分类；汉字的性质、构造、形体及其改革；词汇单位、词的构造、词义的性质、聚合与变化以及现代汉

语词汇的构成；语法单位、词和短语的分类、句法成分、句型、句式、句类以及复句；修辞原则与要求、选词

与造句、常用修辞格等。

教材：张雪涛主编的《现代汉语》，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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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书目：

①《现代汉语》（上、下册），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４版。

②《现代汉语》（上、下册），冯志纯主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６版。

③《现代汉语》，张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１版。

④《现代汉语》，胡裕树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 ６版。

８．写作

学时：６８；学分：４；考核方式：写作（一），考试；写作（二），考查。

本课程主要讲授写作原理论、写作文体论和写作教学论，重点讲授写作基础理论和各种文体写作技

法。同时注重加强学生的实践写作训练，开拓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学生掌握各种主要文体的写作能力，

使学生掌握各种文体的写作能力，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

教材：董小玉主编《现代写作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主要参考书：

①王锡渭《新编大学写作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②马正平《高等写作学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③潘新和《高等师范写作三能教程》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十、教学时间安排总表

项 目
学
期

学 年 一 二 三 四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合计

入学教育和专业导论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２ ２

课堂教学 １６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６ １１５

复习考试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４

专业实习或教育实习 １２ １２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５ １５

毕业教育 １ １

总周数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６ 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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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教学进程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通

识

课

ＴＳ０００４０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３ ４８３２ １６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２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４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上）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６ 体育（一） √ １ ３２ ３２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７ 体育（二）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８ 体育（三）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９ 体育（四）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１０ 英语（一） √ ３ ６４６４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１ 英语（二）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２ 英语（三）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３ 英语（四）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４ 计算机文化基础 文 理 ４ ９０３６ ５４ ５

ＴＳ０００４２１ 心理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２２ 教育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２３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ＴＳ０００４２５ 大学生就业指导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ＴＳ０００４２４ 形势与政策 √ ２ ３６３６ （６０） 课内 ３６学时，课外 ６０学时

小 计 ４６９１８７９４ ７０５４ ９ １３ ９ ９ 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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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素质拓展课程 ５、６学期开设（见“宿州学院人文与科技素质选修课程”），
每生应至少获得 ６学分

学

科

基

础

课

ＸＪ０１１４０１ 中国文化概论 √ ３ ４８４８ ３

ＸＪ０１１４０２ 美 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ＸＪ０１１４０３ 文献信息检索 √ ２ ２０ １６ ２

ＸＪ０１１４０４ 逻辑学 √ ２ ３６ ２

小 计 ９１５０８４ １６ ３ ２ ２ ２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ＺＨ０１１４０１ 文学理论（一）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Ｈ０１１４０２ 文学理论（二）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Ｈ０１１４０３ 中国古代文学（一）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Ｈ０１１４０４ 中国古代文学（二）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Ｈ０１１４０５ 中国古代文学（三）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Ｈ０１１４０６ 中国古代文学（四）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Ｈ０１１４０７ 中国现代文学（一） √ ３ ４８４８ ３

ＺＨ０１１４０８ 中国现代文学（二）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Ｈ０１１４０９ 中国现代文学（三）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Ｈ０１１４１０ 中国现代文学（四）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Ｈ０１１４１１ 外国文学（一）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Ｈ０１１４１２ 外国文学（二）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Ｈ０１１４１３ 语言学概论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Ｈ０１１４１４ 古代汉语（一）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Ｈ０１１４１５ 古代汉语（二） √ ４ ７２７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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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专

业

课

专

业

核

心

课

ＺＨ０１１４１６ 现代汉语（一） √ ４ ６４６４ ４

ＺＨ０１１４１７ 现代汉语（二）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Ｈ０１１４１８ 写作（一） √ ２ ３２１６ １６ ２

ＺＨ０１１４１９ 写作（二）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小 计 ５８１０２６９９２ ３４ ９ ７ １２１３１１ ６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教

师

教

育

ＺＦ０１１４０１ 教师口语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Ｆ０１１４０２ 书 法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１１４０３ 语文教学论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Ｆ０１１４０４ 教师基本技能训练 √ ３ ５４５４ ９

文

秘

ＺＦ０１１４０５ 秘书学概论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Ｆ０１１４０６ 公文写作与处理 √ ３ ５４４２ １２ ９

ＺＦ０１１４０７ 中国秘书史 √ ３ ５４５４ ９

ＺＦ０１１４０８ 档案管理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汉
语
言
文
学

ＺＦ０１１４０９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 ３ ５４４２ １２ ３

ＺＦ０１１４１０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 ３ ５４４２ １２ ３

ＺＦ０１１４１１ 汉语研究 √ ３ ５４４２ １２ ９

ＺＦ０１１４１２ 文学理论研究 √ ３ ５４５４ ９

小 计 １２２１６１６８ ４８ ２ ３ ４６３６

专

业

任

选

课

ＺＲ０１１４０１ 行政管理学 √ ２ ３０ ６ ２

ＺＲ０１１４０２ 公共关系学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１１４０３ 语言学名著导读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１１４０４ 中国语言学史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１１４０５ 赛珍珠专题研究 √ ２ ３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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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任

选

课

ＺＲ０１１４０６ 训诂学 √ ２ ３０ ６ ２

ＺＲ０１１４０７ 汉字学 √ ２ ３０ ６ ２

ＺＲ０１１４０８ 网页设计与制作 √ ２ １８ １８ ２

ＺＲ０１１４０９ 影像技术 √ ２ １８ １８ ２

ＺＲ０１１４１０ 常用办公软件使用 √ ２ １８ １８ ２

ＺＲ０１１４１１ 词汇学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１１４１２ 网络传播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１１４１３ 新闻编辑 √ ２ ２０ １６ ２

ＺＲ０１１４１４ 港台文学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１１４１５ 孟二冬精神与传统文化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１１４１６ 西方文论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１１４１７ 中国古代文论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１１４１８ 唐诗研究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１１４１９ 莎士比亚研究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１１４２０ 教育法规基础 √ ２ ３６ ６

ＺＲ０１１４２１ 书画奇石鉴赏 √ ２ ２０ １６ ２

ＺＲ０１１４２２ 外国文学专题研究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１１４２３ 新闻评论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１１４２４ 比较文学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１１４２５ 鲁迅研究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１１４２６ 现代诗歌鉴赏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１１４２７ 唐宋词鉴赏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１１４２８ 方言调查与研究 √ ２ ２０ １６ ２

ＺＲ０１１４２９ 山水文学 √ ２ ２０ １６ ６

ＺＲ０１１４３０ 影视文学 √ ２ ２０ １６ ６

ＺＲ０１１４３１ 汉字文化研究与应用 √ ２ ２０ １６ ６

小 计 总学时 １２２４学时。学生必须至少修满专业任选课程 １４学分、２５２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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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集中

实践

教学

ＳＪ０００４０１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 １ ８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２ 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 √ １＋２３６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３ 社会实践（观摩燉见习） √ ３ ３６ 利用前 ６次寒暑假进行

ＳＪ０００４０５ 技能训练

ＳＪ０００４０６ 课程实习

ＳＪ０００４０７ 专业实习

ＳＪ０００４０８ 毕业实习 １８

ＳＪ０００４０９ 毕业教育 １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１０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０ ６

注：“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对应的学分、学时仅指理论教育环节

创新创

业实践 ＣＸＣＹＳＪ 创新创业实践 共 ６学分
学分认定具体办法另文规

定

小 计 折合 ５４课时，６学分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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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专业（油画方向）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文学

专业代码：０５０４０６

一、专业方向

美术学（油画方向）。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符合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具备本专业绘画与创作、教

学和研究等方面的知识能力和实践技能，理论知识较扎实、专业知识面宽、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能

在相关艺术企事业单位从事教学与艺术创作、策划、制作、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三、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通过美术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系统训练，形成良好的美术教师素养，

美术教学及研究能力的基本素质。

毕业生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素质和能力：

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

业道德。

２．掌握美术学的基本理论，具有较扎实的美术学基础知识，能够较准确地运用所学基本理论和基本

知识分析和解决美术学的一般问题。

３．具有中等学校美术教育能力、美术教育管理能力和美术教育学科的科学研究能力。

４．具有独立进行美术创作和实践的基本能力。

５．了解有关文化、经济、艺术事业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６．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了解国内外美术教育和广告设计发展的最新动态。

７．掌握一门外语，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８．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坚强的意志力，以及很好的心理自我调节和协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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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能力分析表

综合能力 专项能力 对应课程或实践

１．基础素质

与能力

１．１政治素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１．２人文素质 大学语文、素质拓展课

１．３英语应用能力 英语

１．４计算机应用能力 计算机文化基础

１．５组织管理、语言表达、人际交

往以及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能力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认知实习等

专业实践课程

１．６身心素质 体育、心理学

２．专业基础

理论与应用

能力

２．１基础造型能力 素描、水粉、解剖透视等

２．２专业基础知识应用能力 教材教法、书法等

３．专业知识

与应用能力

３．１素描写生能力 素描肖像、素描人体等

３．２油画技法表现能力 油画肖像、油画人体等

４．专业核心

技能

４．１素描人物的技法与表现能力 素描半身像、素描全身像等

４．２美术理论知识的掌握能力 中外美术史、美术概论等

五、学制、学位与最低学分要求

１．学制：标准学制为 ４年，修业年限为 ３～６年。

２．学分：１８２。

六、毕业与学位授予

根据《宿州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具有学籍的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本

专业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修满规定学分，经考核成绩全部合格的，准予毕业，发给本科毕业

证书；符合《宿州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所规定的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文学学士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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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践性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项目 学分 周数 安排学期 实践方式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１ ２ １ 集中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１＋２ ２ １ 集中

社会实践（见习） ４ ４ ６ 集中

专业写生 ５ ５ ２燉５ 集中

毕业实习 １０ １２ ７ 集中

毕业教育 １ １ ８ 集中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０ １２ ８ 集中

八、课程设置及学分一览表

课程类型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通识课 ５２（１０４４）

素质拓展课（选修） ６（１０８）
５８（１１５２）

２９％

３％
３２％

学科基础课 ８（１３６）

专业基础课 １７（３４２）
２５（４７８）

４％

１０％
１４％

专业课

专业核心课 １８（３４８）

专业方向课 ３３（７５４）

专业任选课 ８（１３６）

５９（１２３８）

１０％

１８％

４％

３２％

集中实践教学课 ３２＋２ １９％

创新创业实践 ６ ３％

合 计 １８２（２８６８） １００％

九、专业核心课程

本专业核心课程为：素描、美术概论、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等。

１．素描

学时：２４０；学分：１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素描半身像、素描全身像、素描人体。素描课程作为一种造型基础课程，涵盖了

对造型规律和艺术规律两方面的研究，同时也是获取美术创作的充分自由与准确表达力的前置教学。通

过素描专业技法的科学训练，使学生具备较好的造型能力，并培养良好的审美能力与创新意识。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素描》，主编为高飞。

２．美术概论

学时：３６；学分：２；考核方式：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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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主要内容：本课程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为美术的基本原理，阐述了美术的本质论、创作论和

接受论，力图对人类广泛的美术创作规律作出科学的概括分析总结。下编为美术的历史发展包括美术的

发生论、发展论和门类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寻美术的客观规律，解释美术不断发展的创作实践和不

断出现的新现象。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比较全面系统掌握美术的基本原理，了解美术发展的客观

规律，培养学生发现和认识美的能力，从而掌握科学的认识方法，为培养独特的创作个性奠定良好的理

论基础。

本课程《美术概论》，所用教材为高等美术出版社出版，作者王宏建、袁宝林。

３．中国美术史

学时：３６；学分：２；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本课程共分九章，包括原始社会美术，奴隶制时代美术，战国秦汉美术、魏晋南北

朝时期的美术、隋唐美术、五代两宋美术、元代美术、明清美术、激流中的中国近代美术。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初步了解从原始社会到中国近代各个时期、各个美术门类（绘画、雕塑、建筑、工艺、书法等）的

美术发展概况，具体美术作品和与之相关的各美术门类、美术流派及特点等方面的学术性研究，让学生

对中国古代美术产生浓厚的兴趣，在艺术史的长河里追溯我们祖先审美实践的历程，在历史的坐标上找

到今天艺术发展的参照系，为学生以后的学习和创作打下较好的基础。

本课程所用教材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美术史》，由黄宗贤编著。

４．外国美术史

学时：３６；学分：２；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原始艺术、欧洲中世纪艺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１７～１８世纪欧洲艺术、１９世纪

以法国为中心的艺术运动、１８～１９世纪法国意外的欧洲艺术、１９世纪至 ２０世纪西方现代艺术等内主要

内容。该课程按照历史发展线索叙述各时代各国美术的发展变化，将艺术发展归纳为风格、流派、样式、

民族四各方面进行阐述，使学生了解西方文人的艺术观和价值观。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比较

全面地掌握外国美术发展的历史轨迹，了解美术发展的一般规律，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并为以后的理

论研究和创作提供平台。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由欧阳英、潘耀昌主编的《外国美术史纲要》。

十、教学时间安排总表

项 目
学
期

学 年 一 二 三 四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合计

入学教育和专业导论 １ １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１ １

课堂教学 １６ １６ １８ １８ １５ １８ ６ １０７

复习考试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４

专业写生或教育实习 ２ ３ １２ １７

毕业论文（创作） １２ １２

毕业教育 １ １

总周数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８ 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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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教学进程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通

识

课

ＴＳ０００４０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３ ４８３２ １６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２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４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上）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６ 体育（一） √ １ ３２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７ 体育（二）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８ 体育（三）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９ 体育（四）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１０ 英语（一） √ ３ ６４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１ 英语（二） √ ４ 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２ 英语（三） √ ４ 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３ 英语（四） √ ４ 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４ 计算机文化基础 文 ４ ９０３６ ５４ ５

ＴＳ０００４１８ 大学语文（上） √ ２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１９ 大学语文（下） √ ２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２０ 教师口语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２１ 心理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２２ 教育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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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通

识

课

ＴＳ０００４２３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ＴＳ０００４２４ 形势与政策 √ ２ ３６３６ （６０） 课内 ３６学时，课外 ６０学时

ＴＳ０００４２５ 大学生就业指导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小 计 ５２１０４４

素质拓展课程 ５、６学期开设（见“宿州学院人文与科技素质选修课程”），
每生应至少获得 ６学分

学

科

基

础

课

ＸＪ０６２４０１ 书 法 √ ２ ３２１６ １６ ２１６

ＸＪ０６２４０２ 解剖透视 √ ２ ３２１６ １６ ２１６

ＸＪ０６２４０３ 摄影基础 √ ２ ３６２０ １６ ２１８

ＸＪ０６２４０６ 中小学美术教材教法 √ ２ ３６３６ ２１８

小 计 ８１３６

专

业

基

础

课

ＺＪ０６２４０１ 素描（静物） √ ３ ５６２０ ３６ ４１４

ＺＪ０６２４０２ 素描（石膏像） √ ３ ５６２０ ３６ ４１４

ＺＪ０６２４０３ 素描（肖像） √ ５ ９８２８ ７０ ７１４

ＺＪ０６２４０４ 水粉（静物） √ ２ ４８１２ ３６ ４１２

ＺＪ０６２４０５ 色彩材料表现 √ ２ ４８１８ ３０ ４１２

ＺＪ０６２４０６ 水粉风景 √ ２ ３６１２ ２４ ３１２

小 计 １７３４２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ＺＨ０６２４０１ 素描（半身像） √ ４ ７２２２ ５０ ６１２

ＺＨ０６２４０２ 素描（全身像） √ ４ ９６２４ ７２ ８１２

ＺＨ０６２４０３ 素描（人体） √ ４ ７２２２ ５０ ６１２

ＺＨ０６２４０４ 美术概论 √ ２ ３６３６ ２１８

ＺＨ０６２４０５ 中国美术史 √ ２ ３６３６ ２１８

ＺＨ０６２４０６ 外国美术史 √ ２ ３６３６ ２１８

小 计 １８３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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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ＺＦ０６２４０１ 油画静物 Ｉ √ ３ ７２２２ ５０ ６１２

ＺＦ０６２４０２ 油画静物 ＩＩ √ ２ ５６１６ ４０ ４１４

ＺＦ０６２４０３ 油画风景 √ １ ４２１２ ３０ ３１４

ＺＦ０６２４０４ 油画肖像 Ｉ √ ４ ９６２４ ７２ ８１２

ＺＦ０６２４０５ 油画肖像 ＩＩ √ ６１２０３６ ８４ １０１２

ＺＦ０６２４０６ 油画半身像 √ ３ ７２２２ ５０ ６１２

ＺＦ０６２４０７ 油画全身像 √ ３ ７２２２ ５０ ６１２

ＺＦ０６２４０８ 油画人体 √ ３ ５６１６ ４０ ４１４

ＺＦ０６２４０９ 油画人物创作 √ ５ ９６２６ ７０ ８１２

ＺＦ０６２４１０ 油画风景创作 √ ３ ７２２２ ５０ ６１２

小 计 ３３７５４２１８ ５３６

专

业

任

选

课

程

ＺＲ０６２４０１ 电脑辅助设计 ＰＳ √ ２ ３２１２ ２０ ４８

ＺＲ０６２４０２ 装饰绘画 √ ２ ３２１２ ２０ ４８

ＺＲ０６２４０３ 技法与材料 √ ２ ３２１２ ２０ ４８

ＺＲ０６２４０４ 书画装裱 √ ２ ３２１２ ２０ ４８

ＺＲ０６２４０５ 书法鉴赏 √ ２ ３６３６ ２１８

ＺＲ０６２４０６ 线描人物 √ ２ ３６１２ ２４ ２１８

ＺＲ０６２４０７ 绘画构图 √ ２ ３６１２ ２４ ６６

ＺＲ０６２４０８ 装饰雕塑 √ ２ ３６１２ ２４ ６６

小 计 ８１３６

合 计 ５７１１６６

美术学专业（油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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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集中

实践

教学

ＳＪ０００４０１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 １ ８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２ 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 √
１＋

２
３６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３ 社会实践（见习） √ ４ ４周

ＳＪ０６０４０５ 专业写生 √ ５ ２周 ３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８ 毕业实习 √ １０ １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９ 毕业教育 √ １ １周

ＳＪ０００４１０ 毕业论文（设计） √ １０ １２周

注：“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对应的学分、学时仅指理论教育环节

创新创

业实践 ＣＸＣＹＳＪ 创新创业实践 共 ６学分
学分认定具体办法另文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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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专业（中国画方向）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文学

专业代码：０５０４０６

一、专业方向

美术学专业（中国画方向）。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未来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和谐发展

与健康个性相同一的，富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人才。

培养和发展学生的独特艺术视角及鲜明的艺术语言，对造型艺术具备基础素描以及运用国画材料

进行造型的能力，能够继承中国画艺术传统并将之发扬，培养具有综合修养和专业能力、能够胜任美术

教育、美术管理工作和从事美术创作与研究的高级专门人才。

三、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通过学习中国画艺术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以及接受艺术思维与中国画造型的基

本训练，具有绘画创作的基本能力，形成良好的美术教师素养，具备美术教学及研究能力的基本素质。

１．思想政治素质要求

（１）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努力为人民服务，有事业心和

责任感，能吃苦耐劳。

（２）拥护宪法，有民主与法制观念和公民意识，遵纪守法。

（３）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４）遵守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具有良好的社会传统道德，爱职、

爱岗、敬业。

２．专业技能素质要求

（１）知识结构要求：①掌握美术学的基本理论，具有较扎实的美术学基础知识，能够较准确地运用所

学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分析和解决美术学的一般问题。②具有中等学校美术教育能力、美术教育管理能

力和美术教育学科的科学研究能力。③掌握中国画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④掌握中国画创作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⑤了解中国画艺术事业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２）能力结构要求：①具有一定的团队协调工作的能力。②具有专业艺术创作的基本能力，能够独立

完成艺术创作。③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④能阅读、理解本专

业的外语资料，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⑤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坚强的意志力，以及

很好的心理自我调节能力。

３．文化素质要求

（１）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具有一定的技术管理和一定的再学习能力，能自我发展、能

终生学习、有一定的审美能力。

美术学专业（中国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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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具有良好的现代意识，了解改革开放、知识经济、环境保护知识，自主竞争，开拓创新，有质量、效

率、效益、安全意识。

（３）具有严谨的科学精神，求真、善思、严谨、勤奋。

（４）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自尊、自强、自律、善良、正直；具有良好的团队精神，善于团结合作。

４．身心素质要求

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技能，达到国家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身体健康，有健康的心理素质、良好的文

化修养。

四、能力分析表

综合能力 专项能力 对应课程或实践

１．基础素质

与能力

１．１政治素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１．２人文素质 大学语文、素质拓展课

１．３英语应用能力 英语等

１．４计算机应用能力 计算机文化基础等

１．５组织管理、语言表达、人际交往

以及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能力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认知实习等专业

实践课程

１．６身心素质 体育、心理学

２．专业基础

理论与应用

能力

２．１基础造型能力 素描、色彩、白描、解剖透视等

２．２专业基础知识应用能力 书法、教材教法

３．专业知识

与应用能力

３．１中国画临摹与写生能力 花鸟、山水、人物临摹与写生等

３．２中国画技法表现能力 国画山水、花鸟、人物等

４．专业核心

技能

４．１中国画山水、花鸟、人物的临摹

与写生

山水技法练习、工笔花鸟（写生）、工笔人物写

生等

４．２美术理论知识的掌握能力 中外美术史、美术概论等

五、学制、学位与最低学分要求

１．学制：标准学制为 ４年，修业年限为 ３～６年。

２．学分：１８９。

六、毕业与学位授予

根据《宿州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具有学籍的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本

专业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修满规定学分，经考核成绩全部合格的，准予毕业，发给本科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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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符合《宿州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所规定的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文学学士

学位。

七、实践性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项目 学分 周数 安排学期 实践方式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１ ２ １ 集中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１＋２ ２ １ 集中

社会实践（见习） ４ ４ ６ 集中

专业写生 ５ ５ ２燉５ 集中

毕业实习 １０ １２ ７ 集中

毕业教育 １ １ ８ 集中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０ １２ ８ 集中

八、课程设置及学分一览表

课程类型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通识课 ５９（１０４４）

素质拓展课（选修） ６（１０８）

６５（１１５２）

３１．２％

３．２％

３４．４％

学科基础课 ８（１３６）

专业基础课 １４（２５２）

２２（４００）

４．２％

７．４％

１１．６％

专业课

专业核心课 １６（３００）

专业方向课

（各方向课时、学分相同）
３９（８８４）

专业任选课 ７（１３２）

６２（１３１６）

８．５％

２０．６％

３．７％

３２．８％

集中实践教学课 ３２＋２ １８％

创新创业实践 ６ ３．２％

合 计 １８９（２８５６）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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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专业核心课程

本专业核心课程为：工笔花鸟（写生）、山水技法、工笔人物写生、书法、中国美术史、美术概论。

１．工笔花鸟（写生）

学时：７２；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花鸟写生、白描、人物着色。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全面培养学

生的专业写生能力，在巩固工笔白描写生的基础上，运用传统渲染的方式描绘对象、塑造形体。通过工笔

花鸟写生的学习，使学生具备较好的工笔花鸟的造型能力，进一步熟悉工笔花鸟画的工具性能和技法规

律，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绘画技巧，并培养良好的创新意识。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画花鸟》，陈琳、赵文坦主编。

２．山水技法

学时：４８；学分：２；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树石基础、各种皴法、历代名家山水作品临摹，写生技法练习。通过山水技法的科

学训练，使学生了解中国山水画的造型方法，具备较好的山水画的造型能力，并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能

力和鉴赏能力，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绘画技法。

本课程选用历代山水画作品及当代山水画大家写生作品。

３．工笔人物写生

学时：７２；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人物写生、线描、人物着色。通过本课程的教学，锻炼学生造型能力，使学生了解

工笔人物画的优秀传统和专业特征，以培养学生正确使用和较为熟练地掌握工笔人物画的观察方法和

表现方法为主，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学习吸收外来技法，探索新的表现技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全面培养

学生的专业能力，在巩固工笔白描写生的基础上，运用传统渲染的方式描绘对象、塑造形体，强化造型特

征和造型意识，使学生进一步熟悉工笔淡彩、重彩人物画的工具性能和技法规律，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和鉴赏能力。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画人物》，马忠贤主编。

４．书法

学时：１０８；学分：６；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书法一般常识与基本技法、书法发展史、各种书体临习、书法创作、书法欣赏。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初步了解书法的理论知识与基本技法及各个历史时期的书法发展概况，及通过对

各种书体的临摹与创作，使学生对中国书法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向中国画中的诗词题跋延伸。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书法与篆刻》，由傅爱国编著。

５．中国美术史

学时：３６；学分；２；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共分九章，包括原始社会美术，奴隶制时代美术，战国秦汉美术、魏晋南北朝时期

的美术、隋唐美术、五代两宋美术、元代美术、明清美术、激流中的中国近代美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初步了解从原始社会到中国近代各个时期、各个美术门类（绘画、雕塑、建筑、工艺、书法等）的美术

发展概况，具体美术作品和与之相关的各美术门类、美术流派及特点等方面的学术性研究，让学生对中

国古代美术产生浓厚的兴趣，在艺术史的长河里追溯我们祖先审美实践的历程，在历史的坐标上找到今

天艺术发展的参照系，为学生以后的学习和创作打下较好的理论基础。

本课程所用教材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美术史》，由洪再新编著。

６．美术概论

学时：３６；学分：２；考核方式：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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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主要内容：本课程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为美术的基本原理，阐述了美术的本质论、创作论和

接受论，力图对人类广泛的美术创作规律作出科学的概括分析总结。下编为美术的历史发展包括美术的

发生论、发展论和门类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寻美术的客观规律，解释美术不断发展的创作实践和不

断出现的新现象。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比较全面系统掌握美术的基本原理，了解美术发展的客观

规律，培养学生发现和认识美的能力，从而掌握科学的认识方法，为培养独特的创作个性奠定良好的理

论基础。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高等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美术概论》，由王宏建、袁宝林编著。

十、教学时间安排总表

项 目
学
期

学 年 一 二 三 四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合计

入学教育和专业导论 １ １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１ １

课堂教学 １６ １６ １８ １８ １７ １８ ６ １０９

复习考试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４

专业实习或教育实习 ２ ３ １２ １７

毕业论文（创作） １２ １２

毕业教育 １ １

总周数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３ 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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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教学进程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通

识

课

ＴＳ０００４０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３ ４８３２ １６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２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４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上）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下）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６ 体育（一） √ ２ ３２ ３２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７ 体育（二） √ ２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８ 体育（三） √ ２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９ 体育（四） √ ２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１０ 英语（一） √ ４ ６４６４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１ 英语（二）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２ 英语（三）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３ 英语（四）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４ 计算机文化基础 文 ５ ９０３６ ５４ ５

ＴＳ０００４１８ 大学语文（上）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１９ 大学语文（下）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２０ 教师口语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２１ 心理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２２ 教育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２３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ＴＳ０００４２４ 形势与政策 √ ２ ３６３６ （６０） 课内 ３６学时，课外 ６０学时

ＴＳ０００４２５ 大学生就业指导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小 计 ５８１０４４７８０ ２１０５４ １２１５ ９ ９ ６ ６

 ２０１２


年新增专业及部分专业调整人才培养方案



（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素质拓展课程 ５、６学期开设（见“宿州学院人文与科技素质选修课程”），
每生应至少获得 ６学分

学

科

基

础

课

ＸＪ０６１４０１ 教材教法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１８

ＸＪ０６１４０２ 书法（一） √ ２ ３２１６ １６ ２１６

ＸＪ０６１４０３ 解剖透视 √ ２ ３２３２ ２１６

ＸＪ０６１４０４ 摄影基础 √ ２ ３６２０ １６ ２１８

小 计 ８１３６

专

业

基

础

课

ＺＪ０６１４０１ 素 描 √ ２ ４８１２ ３６ ４１２

ＺＪ０６１４０２ 色 彩 √ ２ ４８１２ ３６ ４１２

ＺＪ０６１４０３ 线描花鸟（临摹） √ ３ ４８１２ ３６ ４１２

ＺＪ０６１４０４ 线描人物（临摹） √ ３ ４８１２ ３６ ４１２

ＺＪ０６１４０５ 工笔花鸟（临摹） √ ４ ６０１２ ４８ ５１２

小 计 １４２５２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ＺＨ０６１４０１ 中国美术史 √ ２ ３６３６ ２１８

ＺＨ０６１４０２ 美术概论 √ ２ ３６３６ ２１８

ＺＨ０６１４０３ 工笔花鸟（写生） √ ４ ７２１２ ６０ ６１２

ＺＨ０６１４０４
山水技法练习（三）

（写生技法）
√ ２ ４８１０ ３８ ４１２

ＺＨ０６１４０５ 工笔人物（写生） √ ４ ７２１２ ６０ ６１２

ＺＨ０６１４０６ 书法（二）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１８

小 计 １６３００

美术学专业（中国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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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专

业

课

专

业

方

向

课

ＺＦ０６１４０１ 线描花鸟写生 √ ３ ６０１０ ５０ ５１２

ＺＦ０６１４０２
线描人物写生

（头像半身像）
√ ３ ７２１２ ６０ ６１２

ＺＦ０６１４０３ 工笔人物（临摹） √ ３ ７２１２ ６０ ６１２

ＺＦ０６１４０４
山水技法练习（一）

（基础）
√ ２ ４８ ８ ４０ ４１２

ＺＦ０６１４０５ 写意花鸟（临摹） √ ２ ４８１０ ３８ ４１２

ＺＦ０６１４０６ 篆 刻 √ ２ ４８１０ ３８ ４１２

ＺＦ０６１４０７线描人物写生（全身像）√ ３ ７２１２ ６０ ６１２

ＺＦ０６１４０８
山水技法练习（二）

（历代山水临摹）
√ ３ ７２１２ ６０ ６１２

ＺＦ０６１４０９ 书法（三）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１８

ＺＦ０６１４１０ 外国美术史 √ ２ ３６３６ ２１８

ＺＦ０６１４１１
花鸟技法练习

（写意花鸟）
√ ３ ６０１０ ５０ ５１２

ＺＦ０６１４１２ 写意人物（临摹） √ ３ ７２１２ ６０ ６１２

ＺＦ０６１４１３ 写意人物（写生） √ ３ ６０１０ ５０ ５１２

ＺＦ０６１４１４ 人物速写 √ １ ３２１０ ２２ ４８

ＺＦ０６１４１５ 书画装裱 √ １ ２４ ４ ２０ ３８

ＺＦ０６１４１６ 人物技法练习 √ ３ ７２１２ ６０ ６１２

小 计 ３９８８４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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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专

业

课

专

业

任

选

课

程

ＺＸ０６１４０１ 装饰绘画 √ １ ２４ ４ ２０ ４６

ＺＸ０６１４０２
电脑辅助设计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 １ ２４ ４ ２０ ４６

ＺＸ０６１４０３ 技法与材料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１８

ＺＸ０６１４０４ 书画鉴赏 √ ２ ３６３６ ２１８

ＺＸ０６１４０５ 古代画论书论 √ ２ ３６３６ ２１８

ＺＸ０６１４０６教学多媒体设计与制作 √ ２ ３６１０ ２６ ２１８

ＺＸ０６１４０７ 诗词题跋 √ ２ ３６３６ ２１８

ＺＸ０６１４０８ 奇石鉴赏 √ ２ ３６３６ ２１８

小 计 ７１３２

合 计 ７２１７１６

集中

实践

教学

ＳＪ０００４０１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 １ ８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２ 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 √
１＋

２
３６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３ 社会实践（观摩燉见习） √ ４ ４周

ＳＪ０６０４０５ 专业写生 √ ５ ２周 ３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８ 毕业实习 √ １０ １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９ 毕业教育 √ １ １周

ＳＪ０００４１０ 毕业论文（创作） √ １０ １２周

小 计 ３２

注：“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对应的学分、学时仅指理论教育环节

创新创

业实践 ＣＸＣＹＳＪ 创新创业实践 共 ６学分
学分认定具体办法另文规

定

美术学专业（中国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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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专业（环境艺术）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文学

专业代码：０５０４０８

一、专业方向

艺术设计专业（环境艺术设计方向）。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艺术设计理论知识较扎实、

专业知识面较宽、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具有创新精神与创业能力，能够胜任在企事业单位、艺术设

计部门从事实际应用、教学培训等方面工作，以及在艺术设计领域独立创业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三、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艺术设计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受到艺术设计思维能力的培养、艺术设

计方法和设计技能的基本训练，初步具备从事艺术设计应用、创业、科研等工作的基本能力。

１．思想政治素质要求

（１）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努力为人民服务，有事业心和

责任感，能吃苦耐劳。

（２）拥护宪法，有民主和法制观念和公民意识，遵纪守法。

（３）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价值观。

（４）遵守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具有良好的社会传统道德，爱职、

爱岗、敬业。

２．专业技能素质要求

１）知识结构要求：①掌握必备的外语知识。②掌握计算机软硬件基础理论知识。③掌握造型设计的

基础知识。④具有室内设计的基础知识。⑤掌握环境设计相关知识。⑥掌握景观设计相关知识。⑦掌握

环境艺术设计相关理论的基本知识。⑧掌握各种文档写作格式、规范及方法。

２）能力结构要求：①具有一定的团队协调工作的能力。②具有基础造型形态设计的能力。③具有室

内设计基础及技法的能力。④具有小型景观设计规划设计能力。⑤具有相关装饰材料及建筑结构的设

计能力。⑥能阅读、理解本专业的外语资料。

３．文化素质要求

（１）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具有一定的技术管理和一定的再学习能力，能自我发展、能

终生学习、有一定的审美能力。

（２）具有良好的现代意识，了解改革开放、知识经济、环境保护知识，自主竞争，开拓创新，有质量、效

率、效益、安全意识。

（３）具有严谨的科学精神，求真、善思、严谨、勤奋。

（４）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自尊、自强、自律、善良、正直；具有良好的团队精神，善于团结合作。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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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身心素质要求

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技能，达到国家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身体健康。有健康的心理素质、良好的文

化修养。

四、能力分析表

综合能力 专项能力 对应课程或实践

１．基础素质

与能力

１．１政治素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１．２人文素质 大学语文、素质拓展课

１．３英语应用能力 英语

１．４计算机应用能力 计算机文化基础、计算机辅助设计

１．５组织管理、语言表达、人际交

往以及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能力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就业指导

１．６身心素质 体育、形势与政策

２．专业基础

理论及应用

能力

２．１基础造型能力 设计素描、造型基础、设计色彩

２．２专业基础知识应用能力
工程测绘制图、设计概论、中外建筑史、
人机工程学

３．专业知识

与应用能力

３．１室内设计基础与技法的能力
建筑空间透视、专业绘画、室内设计原理

与表现技法

３．２居住空间设计 居住空间设计

４．专业核心

技能

４．１小型景观设计规划设计能力 居住区环境景观设计

４．２具有相关装饰材料及建筑结

构的设计能力
建筑饰材料与技术、建筑设计基础

４．３综合室内设计能力 办公空间设计、商业空间设计

４．４景观园林设计能力 园林设计

４．５综合性公园景观设计能力 综合性公园景观设计

五、学制、学位与最低学分要求

１．学制：标准学制为 ４年，修业年限为 ３～６年。

２．学分：１８２。

艺术设计专业（环境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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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毕业与学位授予

根据《宿州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具有学籍的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本

专业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修满规定学分，经考核成绩全部合格的，准予毕业，发给本科毕业

证书；符合《宿州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所规定的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文学学士

学位。

七、实践性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项目 学分 周数 安排学期 实践方式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１ ２ １ 集中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１＋２ ２ １ 集中

社会实践（见习） ４ ４ ６ 集中

专业写生 ３ ３ ３ 集中

专业考察 ２ ２ ６ 集中

毕业实习 １０ １２ ７ 集中

毕业教育 １ １ ８ 集中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０ １２ ８ 集中

八、课程设置及学分一览表

课程类型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通识课 ４４

素质拓展课（选修） ６
５０

２４．２％

３．３％
２７．５％

学科基础课 １５

专业基础课 １０
２５

８．２％

５．５％
１３．７％

专业课

专业核心课 ２２

专业方向课 ３７

专业任选课 ８

６７

１２．１％

２０．３％

４．４％

３６．８％

集中实践教学 ３４ １８．７％

创新创业实践 ６ ３．３％

合 计 １８２ １００％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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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专业核心课程

本专业课程围绕着培养服务于生产实践第一线的高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以突出能力本位

的指导思想，构建了项目带动方式的模块化的教育教学体系，分模块培养学生的实践综合应用能力。核

心课程包括居住空间设计、商业空间设计、综合性公园景观设计、办公空间设计、园林设计。

１．居住空间设计

学时：６０；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教程为适应培养应用型设计人才的目标要求，突出教学的实用性、实践性和教学的规律性，提供

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与运行方法，作了探索性的尝试。本教程以住宅空间设计的基础理论、住宅空间设

计方法、住宅空间设计氛围营造、住宅功能空间设计四个内容板块为基本架构，并拟定了每个教学单元

相应的教学目标与要求。使学生掌握独立完成住宅空间室内设计的基本能力和方法，结合业主的有关要

求，构思设计实用美观、适于住宅的室内空间环境。

本课程所用教材是 ２１世纪高等院校美术专业新大纲教材，为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由邢瑜编著《室

内设计基础》。

２．办公空间设计

学时：６０；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通过理论学习、考察、练习、创作设计的综合训练，使学生了解办公空间的设计的程序，掌握

建筑原有的结构及空间特征、使用者工作流程的分析方法，掌握办公空间交通流线与空间分布确定原

则，深入了解独用办公室、半独用办公室和开放办公室设计方法。培养学生与客户交流沟通的能力、与项

目组同事的团队协作精神和自主创新的能力，同时培养学生的方案表达和绘图能力。通过这个项目的操

作希望学生今后能更好的理解办公空间的划分和设计，为成为合格的设计师奠定相应的基础。

本课程所用教材是 ２１世纪高等院校美术专业新大纲教材，为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由汪耘编著《办

公环境设计》。

３．商业空间设计

学时：７２；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是培养学生商业空间室内设计能力的综合专业设计课程。本课程讲授有关大中型综合空间

设计的基本原理与有关行业规范，选择宾馆、酒店、餐厅、会议中心、度假村等实际工程项目作为设计课

题，培养学生把握大中型室内空间设计的综合能力。培养学生对商业空间进行方案构思的能力；使学生

掌握商业购物空间的室内规划、装饰设计手法及特征；使学生初步了解相关的建筑装饰技术规范。

本课程所用教材是 ２１世纪高等院校美术专业新大纲教材，为科学出版社出版，由师高民编著的《商

业办公空间设计》。

４．综合性公园景观设计

学时：５６；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是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核心课程，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１）环境规划设计的

内涵、作用、发展趋势；（２）环境规划设计的基本任务和类型；（３）环境规划设计的内容和设计原则；（４）环

境规划设计的方法。

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对于环境规划设计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以及进行环

境规划设计工程的设计程序有系统的了解，培养学生独立完成环境规划设计的能力，以便较好地适应从

事环境规划设计工作的需要。

本课程所用教材是 ２１世纪高等院校美术专业新大纲教材，为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由鲁榕、刘晓雯

编著的《环境设施设计》。

５．园林设计

艺术设计专业（环境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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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５６；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是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核心课程，包括园林设计原理、园林设计布局、园林设计程序、园林设

计图纸及说明书等。本课程还包括综合性公园、植物园、动物园、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的景区、景点设

计，以及其他园林绿地的设计等内容。

本课程所用教材是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王其钧 编著的《园林设计》。

６．居住区环境景观设计

学时：６０；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是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核心课程，主要针对居住区的环境和景观规划设计，包括居住区环境

景观设计的概念、设计原理、设计内容及设计方法等，旨在让学生具备独立完成居住区景观设计的能力。

本课程使用的教材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李映彤编著的《居住区景观设计》。

（１）专业技术能力课程：要求学生掌握环境艺术设计及其相关的各种知识；理解环境与建筑、环境与

规划、环境与社会的整体关系；了解中外环境艺术思潮的基本理论和主张，并用于指导环境艺术设计和

创作；具有较强的从事环境艺术设计的动手能力及艺术修养，并能很好地表达设计意图。

（２）项目导向课程：家具设计、环境艺术表现技法、公共设施设计、建筑装饰材料与技术等，主要培养

学生室内设计及景观建筑设计相关基础设计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掌握室内设计原理、小

型景观建筑设计及环艺设计与策划的方法。通过课程设计实训完成一套完整的环境艺术的相关设计。

十、教学时间安排总表

项 目
学
期

学 年 一 二 三 四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合计

入学教育和专业导论 １ １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２ ２

课堂教学 １６ １８ １５ １８ １８ １６ ６ １０７

复习考试 １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３

专业实习 １２ ５ １７

专业写生 ３ ３

专业考察 ２ ２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２ １２

毕业教育 １ １

总周数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８ １５８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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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教学进程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通

识

课

ＴＳ０００４０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３ ４８３２ １６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２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４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上）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６ 体育（一） √ １ ３２ ３２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７ 体育（二）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８ 体育（三）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９ 体育（四）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１０ 英语（一） √ ３ ６４６４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１ 英语（二）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２ 英语（三）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３ 英语（四）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４ 计算机文化基础 文 理 ４ ９０３６ ５４ ５

ＴＳ０００４１８ 大学语文（上）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１９ 大学语文（下）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２３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ＴＳ０００４２４ 形势与政策 √ ２ ３６３６ （６０） 课内 ３６学时，课外 ６０学时

ＴＳ０００４２５ 大学生就业指导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小 计 ４４９００６３６ ２１０５４ １２１５ ９ ９ ３ １

艺术设计专业（环境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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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素质拓展课程 ５、６学期开设（见“宿州学院人文与科技素质选修课程”），
每生应至少获得 ６学分

学

科

基

础

课

ＸＪ０６４４０１ 设计素描 √ ３ ５６２６ ３０ １４４

ＸＪ０６４４０２ 设计色彩 √ ３ ５６２６ ３０ １４４

ＸＪ０６４４０３ 设计构成 Ｉ（平面构成） √ ３ ５６２６ ３０ １４４

ＸＪ０６４４０４设计构成Ⅱ（色彩构成）√ ３ ５６２６ ３０ １４４

ＸＪ０６４４０５设计构成Ⅲ（立体构成）√ ３ ５６２６ ３０ １４４

小 计 １５２８０１３０ １５０

专

业

基

础

课

ＸＪ０６４４０６ 设计概论 √ ３ ５４５４ ３１８

ＸＪ０６４４０７ 人机工程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１８

ＸＪ０６４４０８ 中外建筑史 √ ３ ５４５４ ３１８

ＸＪ０６４４１２ 工程造价与招投标 √ ２ ３６２０ １６ １８２

小 计 ２５１８０１６４ １６６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ＺＦ０６４４０１
计算机辅助设计 Ｉ

（ＰＳ）
√ ３ ５６２８ ２８ １４４

ＺＦ０６４４０２
计算机辅助设计 ＩＩ

（ＣＡＤ）
√ ３ ６０２０ ４０ １２５

ＺＦ０６４４０３
计算机辅助设计Ⅲ

（ＭＡＸ）
√ ３ ７２２２ ５０ １２６

ＺＦ０６１４０４ 工程测绘与制图 √ ３ ５６２６ ３０ １４４

ＺＦ０６１４０５ 建筑空间透视 √ ３ ４２２０ ２２ １４３

ＺＦ０６４４０６ 专业绘画 √ ２ ４２１６ ２６ １４３

ＺＦ０６４４０７ 家具设计 √ ２ ４８２０ ２８ １２４

ＺＦ０６４４０８
室内设计原理与表

现技法 √ ３ ７２３０ ４２ １２６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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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ＺＦ０６４４０９ 展示设计 √ ２ ４２１６ ２６ １２４

ＺＦ０６４４１０ 建筑设计基础 √ ２ ４８２０ ２８ １２４

ＺＦ０６４４１１ 公共设施设计 √ ２ ４８１６ ３２ １２４

ＺＦ０６４４１２ 建筑模型制作 √ ２ ４８１６ ３２ １２４

ＺＦ０６４４１３建筑装饰材料与技术 √ ２ ４８２４ ２４ １２４

ＺＦ０６４４１４ 公共艺术设计（雕塑） √ ３ ４２２０ ２２ １４３

小 计 ３７７２４２９４ ３１２１１８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ＺＨ０６４４０１ 居住空间设计 √ ３ ６０２０ ４０ １２５

ＺＨ０６４４０２ 居住区环境景观设计 √ ４ ６０２０ ４０ １２５

ＺＨ０６４４０３ 综合性公园景观设计 √ ４ ５６２０ ３６ １４４

ＺＨ０６４４０４ 办公空间设计 √ ４ ６０３６ ２４ １２５

ＺＨ０６４４０５ 园林设计 √ ３ ５６２６ ３０ １４４

ＺＨ０６４４０６ 商业空间设计 √ ４ ７２３０ ４２ １２６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ＺＲ０６４４０１ 书 法 √ ２ ２４１０ １４ ４６

ＺＲ０６４４０２ 当代建筑流派赏析 √ ２ ２４１０ １４ ４６

ＺＲ０６４４０３ 建筑与民俗 √ ２ ４２１６ ２６ ６７

ＺＲ０６４４０４ 漆艺设计 √ ２ ４２１６ ２６ ６７

ＺＲ０６４４０５ 版式设计 √ ２ ３６１６ ２０ １２３

ＺＲ０６４４０６ 奇石鉴赏 √ ２ ３６１６ ２０ １２３

ＺＲ０６４４０７ 建筑摄影 √ ２ ３６１６ ２０ ６６

ＺＲ０６４４０８ 装饰绘画 √ ２ ３６１６ ２０ ６６

小 计 ３０５０２ ２１０ ２９２

艺术设计专业（环境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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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集中

实践

教学

ＳＪ０００４０１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 １ ８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２ 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 √
１＋

２
３６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３ 社会实践（见习） √ ４ ４周

ＳＪ０６０４０４ 专业考察 √ ２ ２周

ＳＪ０６０４０５ 专业写生 √ ３ ３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８ 毕业实习 √ １０ １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９ 毕业教育 √ １ １周

ＳＪ０００４１０ 毕业论文（设计） √ １０ １２周

小 计 ３４４４

注：“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对应的学分、学时仅指理论教育环节

创新创

业实践 ＣＸＣＹＳＪ 创新创业实践 共 ６学分
学分认定具体办法另文

规定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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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文学

专业代码：０５０４０８

一、专业方向

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协调发展，具有现代设计理念与专业技能，知识面宽、理论基础

好、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既能适应当今社会的需要，又能适应社会未来的发展，具有一定管理能

力和创新精神，有较好外语水平的应用型、复合型专业人才。毕业后能在网络公司、软件公司、广告设计

公司、出版社、音像制作公司、摄影摄像制作单位、影视制作单位等从事广告创意、形象策划、软件用户界

面设计、网页设计，动画设计、网络多媒体等工作。

三、培养要求

本专业（方向）学生主要学习视觉传达设计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受到视觉传达设计思维能

力的培养和专业技能的训练，初步具备从视觉传达设计应用、创业、科研等工作的基本能力。

１．思想政治素质要求

（１）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努力为人民服务，有事业心和

责任感，能吃苦耐劳。

（２）拥护宪法，有民主和法制观念和公民意识，遵纪守法。

（３）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价值观。

（４）遵守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具有良好的社会传统道德，爱职、

爱岗、敬业。

２．专业技能素质要求

（１）知识结构要求：①具有专业所需的文化基础知识；②掌握必备的外语知识，能阅读、理解本专业

资料；③掌握计算机软硬件基础理论知识；④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⑤掌握本专业计算机

艺术设计软件考核达标；⑥掌握广告创意、形象策划的相关知识；⑦掌握网页设计与制作所必需的专业

知识；⑧掌握动画影视设计所必需的相关知识。

（２）能力结构要求：①具有一定的团队协调工作的能力；②具有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表达能力；③具

有一定的艺术创意思维能力；④具有独立进行视觉传达设计表达能力。

３．文化素质要求

（１）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具有一定的技术管理和一定的再学习能力，能自我发展、能

终生学习、有一定的审美能力。

（２）具有良好的现代意识，了解改革开放、知识经济、环境保护知识，自主竞争，开拓创新，有质量、效

率、效益、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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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具有严谨的科学精神，求真、善思、严谨、勤奋。

（４）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自尊、自强、自律、善良、正直；具有良好的团队精神，善于团结合作。

４．身心素质要求

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技能，达到国家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身体健康。有健康的心理素质、良好的文

化修养。

四、能力分析表

综合能力 专项能力 对应课程或实践

１．基础素质

与能力

１．１政治素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１．２人文素质 大学语文、素质拓展课

１．３英语应用能力 英语

１．４计算机应用能力 计算机文化基础

１．５组织管理、语言表达、人际交往

以及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能力
大学生职业规划、大学生就业指导

１．６身心素质 体育

２．专业基础

理论与应用

能力

２．１设计基础能力 设计素描、设计色彩、书法、摄影基础等

２．２专业基础知识应用能力 设计概论、现代设计史等

３．专业知识

及应用能力

３．１计算机辅助设计与表达的能力

数字图像处理、数字图形设计、Ｗｅｂ标

准设计、界面设计、非线性编辑、多媒体

交互设计及三维数字动画基础等

３．２版面编排设计能力 图表设计、版式设计等

４．专业核心

技能

４．１广告创意、策划与设计制作能

力

数字图像处理、数字图形设计、创意思维

表现、版式设计、广告文案与策划及广告

创意与表现

４．２网页设计与制作能力
界面设计、数字图像处理、Ｗｅｂ标准设

计及多媒体交互设计等

４．３影视栏目包装与制作能力
数字摄像与图像采集、非线性编辑及影

视栏目后期制作、影视栏目包装

４．４形象策划与设计能力 文字标志设计、视觉识别设计等

４．５出版物整体设计与制作能力
创意思维表现、数字图形设计、出版物整

体设计等

４．６包装设计与制作能力
形态构成、数字图像处理、数字图形设

计、创意思维表现、包装设计与制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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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制、学位与最低学分要求

１．学制：标准学制为 ４年，修业年限为 ３～６年。

２．学分：１８２。

六、毕业与学位授予

根据《宿州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具有学籍的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本

专业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修满规定学分，经考核成绩全部合格的，准予毕业，发给本科毕业

证书；符合《宿州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所规定的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文学学士

学位。

七、实践性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项目 学分 周数 安排学期 实践方式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１ ２ １ 集中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１＋２ ２ １ 集中

社会实践（见习） ４ ４ ６ 集中

专业考察（观摩） ２ ２ ５ 集中

专业写生 ２ ２ ３ 集中

毕业实习 １０ １２ ７ 集中

毕业教育 １ １ ８ 集中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０ １２ ８ 集中

八、课程设置及学分一览表

课程类型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通识课 ４４

素质拓展课（选修） ６
５０

２４．２％

３．３％
２７．５％

学科基础课 １１

专业基础课 １２
２３

６％

６．６％
１２．６％

专业课

专业核心课 ２３

专业方向课 ４１

专业任选课 ６

７０

１２．６％

２２．６％

３．３％

３８．５％

集中实践教学 ３３ １８．１％

创新创业实践 ６ ３．３％

合 计 １８２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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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专业核心课程

１．广告创意与表现

学时：７０，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广告创意与表现课程教学主要培养学生的广告创意设计能力和品牌塑造能力，创意作品在塑造品

牌个性和宣传公益事业的同时，作用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通过广告创意视角的开发和闪光元素的寻找，学习制造差异，训练审美执行力，尝试将概念做鲜活，

在作业中消化运用授课知识，最后完成品牌广告系列创意的完整作业和提案演讲，感受一个广告作业的

创意流程。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胡川妮编著的《广告创意表现》。

２．Ｗｅｂ标准设计

学时：７２，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Ｗｅｂ标准课程教学主要让学生了解 ＨＴＭＬ与样式表的基本语法，掌握 ＨＴＭＬ标签规范设计以及

Ｗｅｂ２．０站点的经典布局等内容。

通过对 Ｗｅｂ标准课程学习，使学生具备平面设计、网页排版与制作的能力，能够独立完成静态网页

的设计与制作。

本课程所用教材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由刘杰编著的《Ｗｅｂ标准》。

３．出版物整体设计

学时：７２，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出版物整体设计教学目的和任务是主要是让学生了解现代出版设计的基本要素和设计制作流程，

掌握将信息进行逻辑化、秩序化、艺术化和趣味化建构和整合的设计方法，懂得根据信息与设计的需要

去选择材料和工艺技术，注重出版物的物性形态与内在信息之间、阅读者与出版物之间的有机联系。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社出版，徐辉编著的《ＩｎＤｅｓｉｇｎ出版物设计教程》。

４．视觉识别设计

学时：７２，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视觉识别设计课程教学主要包括视觉识别设计的基本要素和视觉识别设计的应用要素两个部分，

内容涉及视觉识别设计的基本原则、方法及程序等。

通过对视觉识别设计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视觉识别设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通过案例分析和讲

授，使学生掌握视觉识别设计的整体原则和方法。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温建良编著的《ＶＩ设计与实训》。

５．影视栏目包装

学时：７２，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影视栏目包装课程主要学习 Ａｆｔ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ｓ和后期合成软件，着重讲解文字效果的制作、跟踪、抠像、

真实场景合成、粒子特效、三维摄影机的应用以及影视栏目整体包装技巧等。

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熟练掌握影视编辑设备（线性和非线性设备）和影视编辑技巧，能够独立进

行影视栏目包装与制作。

本课程所用教材是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由应杰等编著的《Ａｆｔ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ｓ影视特效与电视栏目包装

实例精粹》。

６．包装设计与制作

学时：７２，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包装设计与制作课程教学主要内容包装概述、容器造型、纸盒包装结构、包装工艺与印刷、系列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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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五个方面。

通过对包装设计与制作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包装设计的基本技巧（含基础理论、思维方式与表

现方法），具备一定的独立研发和设计能力。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祖乃生生编著的《包装设计》。

十、教学时间安排总表

项 目
学
期

学 年 一 二 三 四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合计

入学教育和专业导论 １ １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１ １

课堂教学 １６ １８ １６ １８ １６ １８ ６ １０８

复习考试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４

专业写生和专业考察 ２ ２ ４

专业实习 １２ ５ １７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２ １２

毕业教育 １ １

总周数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８ １５８

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十一、教学进程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通

识

课

ＴＳ０００４０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３ ４８３２ １６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２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４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上）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６ 体育（一） √ １ ３２ ３２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７ 体育（二）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８ 体育（三）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９ 体育（四）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１０ 英语（一） √ ３ ６４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１ 英语（二） √ ４ 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２ 英语（三） √ ４ 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３ 英语（四） √ ４ 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４ 计算机文化基础 文 理 ４ ９０３６ ５４ ５

ＴＳ０００４１８ 大学语文（上）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１９ 大学语文（下）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２３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ＴＳ０００４２４ 形势与政策 √ ２ ３６３６ （６０） 课内 ３６学时，课外 ６０学时

ＴＳ０００４２５ 大学生就业指导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小 计 ４４９００６３６ ２１０５４ １２１５ ９ ９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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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素质拓展课程 ５、６学期开设（见“宿州学院人文与科技素质选修课程”），
每生应至少获得 ６学分

学

科

基

础

课

ＸＪ０６５４０１ 设计素描 √ ３ ５６２０ ３６ １４４

ＸＪ０６５４０２ 设计色彩 √ ３ ５６２０ ３６ １４４

ＸＪ０６５４０３ 书 法 √ ２ ３６１６ ２０ ２１８

ＸＪ０６５４０４ 摄影基础 √ ３ ５４２０ ３４ ３１８

小 计 １１２０２

专

业

基

础

课

ＺＪ０６５４０１ 设计概论 √ ３ ５４５４ ３１８

ＺＪ０６５４０２ 现代设计史 √ ３ ５４５４ ３１８

ＺＪ０６５４０３ 形式基础 Ｉ √ ３ ５６２０ ３６ １４４

ＺＪ０６５４０４ 形式基础 ＩＩ √ ３ ５６２０ ３６ １４４

小 计 １２２２０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ＺＨ０６５４０１ 广告创意与表现 √ ３ ７０３０ ４０ １４５

ＺＨ０６５４０２ Ｗｅｂ标准设计 √ ４ ７２３２ ４０ １２６

ＺＨ０６５４０３ 出版物整体设计 √ ４ ７２３２ ４０ １２６

ＺＨ０６５４０４ 视觉识别设计 √ ４ ７２３２ ４０ １２６

ＺＨ０６５４０５ 影视栏目包装 √ ４ ７２３０ ４２ １２６

ＺＨ０６５４０６ 包装设计与制作 √ ４ ７２３２ ４０ １２６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ＺＦ０６５４０１ 形态构成 √ ３ ５６２０ ３６ １４４

ＺＦ０６５４０２ 数字图像处理 √ ３ ５６２６ ３０ １４４

ＺＦ０６５４０３ 数字图形设计 √ ３ ５６２６ ３０ １４４

ＺＦ０６５４０４ 传统图案 √ ２ ４２１６ ２６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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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ＺＦ０６５４０５ 创意思维表现 √ ２ ４２１６ ２６ １４３

ＺＦ０６５４０６ 文字标志设计 √ ３ ５６２０ ３６ １４４

ＺＦ０６５４０７ 版式设计 √ ３ ５６２０ ３６ １４４

ＺＦ０６５４０８ 界面设计 √ ３ ５６２０ ３６ １４４

ＺＦ０６５４０９ 图表设计 √ ３ ５６２０ ３６ １４４

ＺＦ０６５４１０ 广告策划与文案 √ ２ ４２１６ ２６ １４３

ＺＦ０６５４１１ 插画设计 √ ２ ４２１６ ２６ １４３

ＺＦ０６５４１２数字摄影与图像采集 √ ２ ４２１６ ２６ １４３

ＺＦ０６５４１３ 三维数字动画基础 √ ３ ５６２６ ３０ １４４

ＺＦ０６５４１４ 非线性编辑 √ ２ ４２１６ ２６ １４３

ＺＦ０６５４１５ 影视后期制作 √ ２ ４２１６ ２６ １４３

ＺＦ０６５４１６ 多媒体交互设计 √ ３ ５６２０ ３６ １４４

小 计 ４１７９８

专

业

任

选

课

程

ＺＲ０６５４０１ 制图与透视 √ ２ ４４２０ ２４ ４１１

ＺＲ０６５４０２ 装饰绘画 √ ２ ４４２０ ２４ ４１１

ＺＲ０６５４０３ 计算机辅助设计 ＣＡＤ √ ２ ４４２０ ２４ ４１１

ＺＲ０６５４０４ 公益广告设计 √ ２ ４４２０ ２４ ４１１

ＺＲ０６５４０５ 展示艺术设计 √ ２ ４４２０ ２４ ４１

ＺＲ０６５４０６ 影视短片拍摄 √ ２ ４４２０ ２４ ４１１

小 计 ６１３２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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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集中

实践

教学

ＳＪ０００４０１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 １ ８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２ 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 √ １＋２３６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３ 社会实践（见习） √ ４ ４周

ＳＪ０６０４０４ 专业考察（观摩） √ ２ ２周

ＳＪ０６０４０５ 专业写生 √ ２ 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８ 毕业实习 √ １０ １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９ 毕业教育 √ １ １周

ＳＪ０００４１０ 毕业论文（设计） √ １０ １２周

注：“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对应的学分、学时仅指理论教育环节

创新创

业实践 ＣＸＣＹＳＪ 创新创业实践 共 ６学分
学分认定具体办法另文

规定

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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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学（非师范）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理学

专业代码：０７０４０１

一、专业方向

１．生化制药技术方向；２．食品营养与质量检测；３．现代农业生物技术方向。

二、培养目标

１．生化制药技术方向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化工、生物和制药综合基础理论知识和较强应用能力，能在生化制药生产一线

从事生产操作、组织管理、科研开发、更新改造、市场开发等工作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牢固掌握

必需的生化制药原理和技术（发酵、生化分离等生产工艺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和操作方法），熟练掌握

常规的生化医药相关分析和药品检验技术（掌握一项仪器分析技能），具备一定的药学知识背景，了解药

品 ＧＭＰ体系和 ＧＳＰ认证，并具有一定外语水平和计算机应用能力的，面向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

线岗位需要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在企业银领阶层（高级

技术人员），主要面向现代生物技术企业、生化制药企业、医院、药厂、各级检验检测部门等企事业单位。

专业特色：培养当前制药企业紧缺的生产一线的高技能人才。本方向根据岗位需要，以真实的工作任务

为载体，突出实践技能的培养，毕业生有很强的独立操作能力和基层管理能力。在校期间除获得毕业证

外，还获得国家劳动部门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发酵工、药物检验工、化学合成工）。该方向校外实训基

地有皖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雪枫制药有限公司、聚源堂药业等 １０余家。

２．食品营养与质量检测方向

培养目标：培养具备化学、生物学、食品科学、食品营养与质量控制及管理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并

熟悉安全政策与法规，能在食品企业及生物科技公司的生产及品质控制部门、商检与卫生防疫的检测部

门及科研院所的实验室等，从事与营养和食品安全有关的营养设计、生产、分析检验、安全评价、质量管

理等工作的技术应用型高级复合人才。

专业特色：根据社会的需要，注重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在加强食品科学、食品营养与安全、食品生物

技术的基础理论教学同时，更加注重学生营养设计、分析检测等应用技术能力培养，并加强学生职业道

德、企业社会实践和独立思考的教育。学生在校期间可报考食品检验工、营养师、食品助理安全师等职业

证书，使毕业生具有较强的择业竞争能力和较宽的就业适应能力。另外，知识应用来看，选择食品营养与

质量检测专业，即是选择了一个受益终身的专业。

３．现代农业生物技术方向

培养目标：培养具备扎实的生物学基础理论知识，熟练掌握现代农业生物实验技术，熟悉生物实验

室管理，了解生物技术企业生产、开发和技术改造的流程，能够胜任现代生物实验室和生物技术企业岗

位基本要求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技术应用型高级实用人才。

专业特色：立足皖北，以主动适应人才市场需求和提高人才竞争力的需要为出发点，以就业需要为

导向，以操作技能为本位，重视并加强对学生思维和操作技能的训练。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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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充分发挥学生的特长，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要。做到“市场有需求、自身有能

力、品牌形象好、就业有出路、社会有影响”。依据社会需求和自身特点，分方向明确专业培养目标和专业

特色。

三、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生物科学方面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受到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的科

学思维和科学实验训练，具有较好的科学素养及一定的教学、科研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

业道德。

２．掌握本专业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实验技能；掌握本专业学术和技术的资料查询、文献检索及运

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实验设计、归纳、整理、分析实验结果、撰写论文、

参与学术交流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创造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３．掌握数学、物理学、化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了解相关专业的基本原理和相关知识；掌

握一门外国语和一门计算机语言，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书刊，具有运用计算机的基本技能，达到大学英

语四级等级和计算机二级等级的要求。

４．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坚强的意志力，以及很好的心理自我调节能力。

四、能力分析表

生物科学（非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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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生物科学专业能力分析表

综合能力 专项能力 对应课程或实践

１．基础素质

与能力

１．１政治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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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１．２人文素质 人文选修课

１．３分析运算能力 高等数学

１．４英语应用能力 大学英语

１．５计算机应用能力 计算机文化基础、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

１．６利用现代化手段获取信息能力 计算机文化基础、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文献检索

１．７组织管理、语言表达、人际交往以

及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能力
各种形式的演讲、教务处公选课程安排

１．８身心素质 军事训练、体育、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２．专业基础

理论及应用

能力

２．１数学、化学等方面的基本理

论及实验操作能力

高等数学、无机及分析化学、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有机化学、有机化学实验

２．２掌握生物学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和实验技能

普通生物学、普通生物学实验、生物化学、生物化学

实验、微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

２．３实验设计，创造实验条件，归

纳、整理、分析能力
生物统计学、计算机辅助实验设计与分析

２．４专业知识主动学习和自学能力 各类方向课程

２．５实践应用能力 各类课程，特别是实践课程

２．６科学研究能力 文献检索、生物统计分析、仪器分析

３．专业核心

技能

３．１生物科学素养
生物学核心课程：人体解剖生理学、植物生理学、细

胞生物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现代生物工程

３．２实践及应用知识的能力
人体解剖生理学实验、植物生理学实验、生物技术大

实验（含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三门学科）

３．３创新能力
科研训练、讲座、大学生创新、课题申报、毕业实习、
毕业论文等

４．专业特色

知识和

实践能力

４．１生化制药技术原理及实践能

力
生化制药技术方向课程

４．２食品检测技术原理及实践能

力
食品检测技术方向课程

４．３现代农业技术原理及实践能

力
现代农业方向课程

４．４就业实践能力细化及强化 就业导向任选课程

４．５专业理论能力强化 核心课程、专业任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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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制和学分

１．学制：标准学制为 ４年，修业年限为 ３～６年。

２．学分：１８５。

六、毕业与学位授予

根据《宿州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具有学籍的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本

专业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修满学分，经考核成绩全部合格的，准予毕业，发给本科毕业证

书；符合《宿州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所规定的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理学学士

学位。

七、实践性教学环节

实践性教学环节包含集中的实践性教学环节，不含课程实验教学等内容，各专业根据实际需要设

置，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安排表格式参见表 ２。

１．实验教学（包含在相关课程板块中）。

２．入学教育和军训时间为 ２周，安排在第一学期，在校内进行。

３．社会实践 ６周，安排在前 ６个学期的寒暑假进行。

４．野外实习时间为 ２周，安排在第 ２学期进行。

５．课程实习时间为 ２周，安排在第一至第六学期进行。

６．专业实习（含预就业）时间为 １６周，安排在第七、八学期进行。

７．毕业论文（设计）时间为 １４周，安排在第七、八学期进行。

８．毕业教育 ２周，安排在第八学期进行。

表  集中实践环节

实践教学项目 学分 周数 安排学期 实践方式

入学教育和专业导论 １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１＋２

２

１ 集中

１ 集中

社会实践（观摩燉见习） ６ ６ 前 ６个学期寒暑假 集中

课程实习 ２ ２ １－６ 集中

野外实习 ２ ２ ２ 集中

毕业实习 １２
１２＋

（预就业 ４周）
７－８ 集中

毕业教育 ２ ２ ８ 集中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２
１２＋

（答辩 ２周）
７－８ 集中

生物科学（非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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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设置及学分

课程类型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通识课 ４４ ２３．７８％

素质拓展课（选修） ６ ３．２４％

学科基础课 １８ ９．７３％

专业基础课 ２７ １４．５９％

专业课

专业核心课 ２５

专业方向课

（各方向课时、学分相同）
１１

专业任选课 ８

４４

１３．５１％

５．９５％

４．３２％

２３．７８％

集中实践教学 ４０ ２１．６２％

创新创业实践 ６ ３．２４％

合 计 １８５ １００％

九、专业核心课程

本专业核心课程为：人体解剖生理学（含实验）、植物生理学（含实验）、遗传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

物学、现代生物工程学、生物技术大实验等。

１．人体解剖生理学（含实验）

学时：７２，其中理论课 ５４，实验课 １８；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分解剖学与生理学两方面内容，主要有：运动系统、循环系统、免疫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

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内分泌系统、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的形态结构和功能；神经和肌肉的一般生理、

感觉器官好神经系统、血液与循环系统、消化与吸收、能量代谢与体温、尿的生成和排出、内分泌、生殖、

生长与发育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人体的基本组织、器官系统的形态与结构，使学生能

够理解人体各系统器官的形态和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掌握人体的基本结构、生理活动规律、以及生

理现象的内在机制，增加对人体卫生、保健、预防疾病的知识。

本课程实验主要内容包括四大基本切片观察、血图片的制作、运动系统、循环系统等八大系统形态

结构观察等，以及电刺激器、生理信号放大器和计算机处理系统的操作和使用方法，骼肌单收缩的分析、

防御性条件反射的建立、心脏收缩与电兴奋的关系等。通过本课程实验，使学生掌握人体的基本组织、器

官系统的形态与结构，使学生掌握生理学常用仪器和生理信号计算机处理系统的使用方法、生理学实验

活体解剖技术和方法，了解生理学实验设计的基本原则，验证生理学的某些基本原理。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左明雪等主编的《人体解剖生理学》（第二版），实验部分

所用教材为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由艾洪滨编著的《人体解剖生理学实验教程》（第二版）。

２．细胞生物学

学时：５４，其中理论课或实验课 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细胞内膜系统、线粒体和叶绿体、细胞核与核糖体、细胞骨架、物质的跨膜运输、

细胞信号转导、细胞分化与基因表达调控、细胞衰老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细胞生物学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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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掌握细胞生物学中的基本研究手段和方法；了解细胞生物学的中的最新研究进展

和动态；能够灵活运用细胞生物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方法。

本课程的实验主要内容包括细胞膜的渗透性、红细胞的大小测量与计数、线粒体和叶绿体的分离与

观察、ＰＥＧ介导的动物细胞融合技术等。通过本课程实验使学生掌握细胞生物学实验设备的操作方法、

观察和研究细胞结构与功能的基本方法，帮助学生对细胞学知识与理论的理解，验证细胞生物学理论，

为毕业后从事生物学相关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奠定基础。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翟中和主编的《细胞生物学》，实验部分所用教材为高等

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杨汉民主编的《细胞生物学实验》。

３．植物生理学（含实验）

学时：７２，其中理论课 ５４，实验课 １８；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高等植物的水分代谢、矿质营养、光合作用、呼吸作用、植物生长激素、植物生长

与衰老、植物抗逆生理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植物生命活动基本规律有比较全面的、系统的认

识，掌握植物生理学中基本的概念和原理；使学生能初步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和技能，解释和解决生产

实际和野外实际中的有关植物生理学的一般问题。

本课程实验部分主要内容包括水势测定、硝酸还原酶活性测定、叶绿体色素提取、性质鉴定及含量

的测定、环境因素对光合作用的影响、呼吸强度种子萌发时淀粉酶活性的测定、植物抗逆性的测定等，通

过本课程实验使学生掌握植物生理学实验基础知识，掌握各个实验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

初步学会自己设计实验、整理数据和分析结果。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潘瑞炽主编《植物生理学》（第六版），实验部分所用教材

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张志良等编的《植物生理学实验》（第三版）。

４．遗传学

学时：５４，理论课 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遗传的细胞学基础、孟德尔规律、连锁与交换规律、性别决定与伴性遗传、细菌

与噬菌体遗传分析、细胞质遗传、数量性状遗传分析、遗传的分子基础、遗传与个体发育、染色体畸变、基

因突变和重组机理、基因工程、人类遗传与优生以及群体遗传与进化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比较

全面系统地掌握遗传物质的结构特点、传递规律、遗传信息的表达、遗传物质的改变等遗传学的基本知

识，了解遗传学与人类关系以及遗传学研究成果对人类进步发展的作用等。

本课程实验部分主要内容包括减数分裂、果蝇饲养、唾腺染色体装片制备观察、植物同工酶技术、植

物 ＤＮＡ的提取和ＤＮＡ的浓度与纯度测定等。通过本课程实验使学生掌握遗传学研究的基本实验操作

手段和方法；学会基本仪器设备的使用，加深对遗传学基本理论、原理的理解和掌握，进一步加强学生独

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独立操作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刘祖洞主编的《遗传学》（第二版），实验部分所用教材为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刘祖洞主编的《遗传学实验》（第二版）。

５．分子生物学

学时：５４，均为理论课；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分子生物学概述，染色体与 ＤＮＡ的结构、生物信息的传递过程，原核生物和真

核生物基因表达的调控机制，分子生物学研究方法的原理和应用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核酸

的结构特点和理化特性，熟知生物信息的表达和存贮过程，基因的活性修饰与调节；掌握分子克隆与

ＤＮＡ重组的基本技术与原理，了解现代分子生物学基本研究方法与进展。

本课程实验部分主要内容包括细菌总 ＲＮＡ的提取、电泳，ＰＣＲ扩增电泳，回收，ＤＮＡ重组，菌落

ＰＣＲ对重组子的鉴定等。通过本课程实验使学生熟练掌握基因组提取、ＤＮＡ定量、重组及转化等基本

技术，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相关的基础知识，熟悉相关分子生物学方法、技术和仪器的使用，培养学生的独

生物科学（非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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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思考和动手能力。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朱玉贤等编著的《现代分子生物学》（第二版），实验部分

所用教材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赵亚华主编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

６．现代生物工程

课时：７２；学分：４；课程类型：专业核心；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基因工程、酶燉蛋白质工程、细胞工程、发酵工程和生化分离工程等基本内容，分

为三大部分，即上游为生物工程与技术基础，重点介绍细胞、基因、蛋白质的基本知识及其工程技术基

础；中游为工业生物过程，重点介绍生化产品的工业生产；下游为生化分离工程，介绍生化产品的分离纯

化。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现代生物工程的基本理论、原理和基本技能，了解国内外生物工程技

术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和发展状况，了解生物工程技术与生产过程的研究开发以及其在医疗、保健、农

业、环保、化工、轻工、食品等领域的开发应用。

７．生物技术大实验

学时：７２；学分：４；考核方式：考查。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细胞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基本实验技术和操作过程。在方法上力求经典，内

容上避免重复，使整个实验课程保持一个连续的过程，彼此之间相互衔接形为一体，特别注重实验的综

合性。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包括细胞水平与基因水平的现代生物技术基本原理和实验的设计

原理、操作过程、结果分析方法，培养学生独立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学会如何利用实验手段实

现科学研究的基本思维和目的，为以后的学习深造、科学研究和实际应用打下良好、扎实的基础。

本课程所用教材拟组织相关老师编写。

十、教育活动安排总表

项 目
学
期

学 年 一 二 三 四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合计

入学教育和专业导论 １ １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１ １

课堂教学 １６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０６

复习考试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２

课程实习 ２ ２

野外实习 ２ ２

毕业实习 １２＋

（预就业 ４周）
１６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２＋

（答辩 ２周）
１

毕业教育 ２ ２

机 动 ２ ２ ４

总周数 ２０ ２２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８ １８ １６０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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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生物科学（非师范）专业教学进程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通

识

课

ＴＳ０００４０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３ ４８３２ １６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２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４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上）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６ 体育（一） √ １ ３２ ３２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７ 体育（二）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８ 体育（三）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９ 体育（四）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１０ 英语（一） √ ３ ６４６４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１ 英语（二）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２ 英语（三）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３ 英语（四）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４ 计算机文化基础 √ ４ ９０３６ ５４ ５

ＴＳ０００４１７ 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 √ ４ ９０５４ ３６ ５

ＴＳ０００４２３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ＴＳ０００４２４ 形势与政策 √ ２ ３６３６ （６０） 课内 ３６学时，课外 ６０学时

ＴＳ０００４２５ 大学生就业指导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小 计 ４４９１８６１８ ２１０９０ １０１３１４ ９ ３ １

生物科学（非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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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素质拓展课程 ５、６学期开设（见“宿州学院人文与科技素质选修课程”），
每生应至少获得 ６学分

学

科

基

础

课

ＸＪ０９３４０１ 高等数学 √ ４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９３４０２ 线性代数及概率论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ＸＪ０９３４０３ 无机及分析化学 √ ４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９３４０４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 ２ ３２ ３２ ２

ＸＪ０９３４０５ 有机化学（含实验） √ ４ ７２５４１８ ４

小 计 １８３０４２５４５０ １０ ８

专

业

基

础

课

ＺＪ０９３４０１ 植物学 √ ４ ６４６４ ４

ＺＪ０９３４０２ 动物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Ｊ０９３４０３ 基础生物学实验 √ ２ ３６ ３６ １ １

ＺＪ０９３４０４ 生物化学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Ｊ０９３４０５ 生物化学实验 √ ２ ３６ ３６ ２

ＺＪ０９３４０６ 微生物学（含实验） √ ４ ７２５４１８ ４

ＺＪ０９３４０７ 生态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Ｊ０９３４０８ 生物统计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Ｊ０９３４０９ 仪器分析（含实验） √ ２ ３６１８１８ ２

小 计 ２７４７８３７０１０８ ５ ４ ６ ４ ６ ２

专

业

课

专

业

核

心

课

ＺＨ０９３４０１
人体解剖生理学

（含实验）
√ ４ ７２５４１８ ４

ＺＨ０９３４０２ 植物生理学（含实验） √ ４ ７２５４１８ ４

ＺＨ０９３４０３ 细胞生物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Ｈ０９３４０４ 遗 传 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Ｈ０９３４０５ 分子生物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Ｈ０９３４０６ 现代生物工程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Ｈ０９３４０７ 生物技术大实验 √ ４ ７２ ７２ ２ ２

小 计 ２５４５０３４２１０８ ４ １０ ９ ２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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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专

业

课

专

业

方

向

课

生

化

制

药

方

向

ＺＦ０９３４０１ 天然药物化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９３４０２ 药理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９３４０３ 制药工艺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９３４０４ 药物分析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９３４０５
制药工艺及下游产物

分离技术实验实训 √ ３ ５４ ５４ ３

小 计 １１１９８１４４５４ ４ ７

食

品

检

测

方

向

ＺＦ０９３４０６ 食品安全检测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９３４０７ 食品营养检测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９３４０８
食品有害微生物

控制技术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９３４０９
食品质量控制与

管理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９３４１０
食品检测技术实

验实训 √ ３ ５４ ５４ ３

小 计 １１１９８１４４５４ ４ ７

现

代

农

业

生

物

技

术

方

向

ＺＦ０９３４１１ 资源植物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９３４１２ 园艺植物栽培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９３４１３ 经济动物养殖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９３４１４ 食用菌栽培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９３４１５
现代农业实用技

术实验实训 √ ３ ５４ ５４ ３

小 计 １１１９８１４４５４ ４ ７

生物科学（非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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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专

业

课

专

业

任

选

课

ＺＸ０９３４０１ 生物学实用技术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９３４０２ 制药工程（含实验） √ ２ ３６１８１８ ２

ＺＸ０９３４０３生化分离技术（含实验） √ ２ ３６１８１８ ２

ＺＸ０９３４０４ 设施农业 √ ２ ３６１８１８ ２

ＺＸ０９３４０５ 食品添加剂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９３４０６ 专业英语（含实验） √ ２ ３６１８１８ ２

ＺＸ０９３４０７ 高级生物化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９３４０８ 高等数学强化训练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９３４０９ 生物信息学概论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９３４１０环境保护概论（含实验） √ ２ ３６１８１８ ２

ＺＸ０９３４１１
计算机辅助实验设计

及分析 √ ２ ３６１８１８ ２

小 计（任选 ４门） ８１４４ ８

合 计 １３９２４９２ ２１０９０ ２５２５２４２３２２２０

集中

实践

教学

ＳＪ０００４０１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 １ ８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２ 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 √ １＋２３６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３ 社会实践（观摩燉见习） ６ 每年暑期进行

ＳＪ０９０４０４ 课程实习 ２ ３６ ２周

ＳＪ０９０４０５ 野外实习 ２ ３６ 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８ 毕业实习 １２２１６ １６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９ 毕业教育 ２ ３６ 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１０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２２１６ １４周

注：“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对应的学分、学时仅指理论教育环节

创新创

业实践 ＣＸＣＹＳＪ 创新创业实践 共 ６学分
学分认定具体办法另文规

定

小计：４６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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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非师范）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理学

专业代码：０７０１０１

一、专业方向

数理金融。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能够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掌握数学基本理论、基

础知识与基本方法，专业知识面较宽、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具有在金融、经济领域利用数学知识和

方法进行数量分析、管理决策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毕业后可以在金融行业（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和

经济部门从事预测分析、项目开发、实际操作或管理工作，也可以继续攻读经济数学或金融专业方向的

硕士研究生。

三、培养要求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诚信实干、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具有创新精神，从事

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等领域的应用软件研制开发、金融管理、投资分析的应用型人才。

基本要求：

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思

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２．掌握专业所需的基础科学理论知识，掌握本专业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及必要的专业知识，具有本

专业所必需的基本技能，具有良好的业务素养。

３．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具有创新能力和较强实践能力，具有较强的终身学习能力、获取及处理信

息能力。

４．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基本技能，受到必要的军事训练，达到国

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和军事训练合格标准。

毕业生应获得的知识和达到的能力：

１．具有扎实的数学与应用数学基础理论，受到数学思维的严格训练。

２．掌握系统的计算机基础知识，具有较强的软件应用能力。

３．具有系统的金融或经济管理等方面的主要基础知识，具备利用数学知识与方法对金融、经济工作

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建立数学模型、进行数量分析和管理决策的能力，熟练掌握从事预测分析、项目开发、

实际操作的基本技能，取得相应行业的从业资格。

４．熟练掌握一门外语、掌握现代管理技能和计算机应用技能、掌握资料查询、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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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能力分析表

综合能力 专项能力 对应课程或实践

１．基础素质

与能力

１．１政治素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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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形势与政策

１．２人文素质 公共选修课程

１．３分析运算能力 专业学科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

１．４英语应用能力 英语通识课程、专业英语

１．５计算机应用能力 计算机通识课程、数据结构

１．６利用现代化手段获取信息能力 计算机类课程、文件选读课程

１．７组织管理、语言表达、人际交往

以及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能力

素质拓展课程、社会实践、学生活动、各类竞

赛活动

１．８身心素质 体育通识课程、运动会、心理辅导

２．专业基础理

论、专业知识

及应用能力

２．１具有扎实的数学基础理论和知

识
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

２．２严谨的数学思维训练 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

２．３掌握数学的思想方法 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

２．４数学建模能力
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数学建模、数

值分析与实验等课程

３．专业核心

技能

３．１较高的数学素养 数学专业课程、专业核心课程

３．２利用数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
数学专业课程、普通物理、数学建模

３．３进行数量分析与管理决策的能

力
数理金融方向课程、实习实训等

３．４掌握预测分析的基本技能，具

有从事金融管理的基本能力
数理金融方向课程、实习实训等

五、学制和学分

１．学制：标准学制为 ４年，修业年限为 ３～６年。

２．学分：１７６。

六、毕业与学位授予

学生在学期间必须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 １７６学分（含实践教学环节、综合素质学分）。其中：通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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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４３学分，学科及专业基础课程 ４３学分，专业核心课程 ２０学分，集中实践环节（教育或专业实习、毕业

论文与毕业设计、社会实践、技能训练、毕业教育等）３１学分；素质拓展课（选修）６学分，创新教育 ６

学分。

专业方向必修课程 １７学分，任意选修课程至少 １０学分。

修满专业方向规定学分，达到学位要求者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七、实践性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项目 学分 周数 安排学期 实践方式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１ ２ １ 集中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１＋２ ２ １ 集中

社会实践（观摩燉见习） １ ２ ４、５ 集中

技能训练 １ ２ ６ 根据方向实施

专业实习 １２ １２ ７ 集中

毕业教育 １ １ ８ 集中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２ １６ ８ 集中

八、课程设置及学时（学分）比例表

课程类型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通识课 ４３ ２４．４％

素质拓展课（选修） ６ ３．４％

学科基础课 １４ ８．０％

专业基础课 ２９ １６．５％

专业课

专业核心课 ２０ １１．４％

专业方向课 １７ ９．７％

专业任选课 １０ ５．７％

集中实践教学 ３１ １７．６％

创新创业实践 ６ ３．４％

合 计 １７６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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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专业核心课程

１．常微分方程

学时：７２；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课程简介：本课程主要介绍常微分方程古典理论中的基本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一阶方程的初等解

法，初值问题解的存在唯一性，线性微分方程（组）的一般理论，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组）的解法，二阶线

性方程的级数解法，定性和稳定性理论初步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常微分方程的基本理论

和方法，提高学生运用数学手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推荐教材：（１）王高雄等编，《常微分方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孙清华等编，《常微分方程内容、方法与技巧》，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２．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查。

课程简介：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通过建立和求解数学模型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其主要内容包括：数学基础导引，线性规划模型，整数规划与动态规划模型，基于图论的模型，计算机层

析成像原理，密码学初步，排队论模型，生态学中的微分与差分方程模型。通过教学，要求学生了解数学

建模中一些常用的数学方法并能借助于计算机加以实现，尝试通过数学模型解决一些有实际背景的问

题。

推荐教材：韩中庚，《数学建模方法及其应用》，高等教育出版社。

３．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学时：７２；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课程简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两门课程整合而成的一门数学专业的核心课程。

概率部分的主要内容包括：随机事件，概率空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独立性，数学期望和方差，特征函

数，各种收敛定义及其相互关系，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及其应用；数理统计部分的主要内容包括：统

计初步，参数估计方法，矩估计，估计的优良性，充分统计量，置信区间，正态分布情形下的几个抽样分

布，功效函数，两类错误，无偏检验，似然比检验法，单参数情形的假设检验，广义似然比检验法，拟合优

度检验，回归分析与线性模型。试验设计与方差分析。通过本课程教学，要求学生掌握处理随机现象的

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领会有关概念和结论的直观意义，掌握统计分析的一般理论和方法，培养学生分

析和解决随机性问题的能力，强调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背景和应用，注重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推荐教材：（１）盛骤等编，《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陈文灯等编，《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高等教育出版社。

４．数值分析与实验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查。

课程简介：本课程介绍数值方法的理论及实用知识，并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实现各种数值算法，本

课程强调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进行数值方法的程序设计，可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加深对数值方法理论的

理解；同时尽可能采用图表的形式，以便对数值近似解进行可视化解释。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可以加强对

学生数学理论基础的训练，培养学生实际处理数值计算问题的能力。为学生今后的学习与研究打下坚实

的数值分析与科学计算基础。

推荐教材：黎健玲等编，《数值分析与实验》，科学技术出版社。

５．金融数学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课程简介：金融数学是一门数学科学与金融学的新兴交叉学科，目前在世界上它发展非常迅速，已

成为十分活跃的前沿学科之一。金融数学就是利用数学工具对金融学中的理论和现象进行研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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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和数值计算等，以求找到金融活动内在的规律并用以指导实践。通

过金融数学的学习，希望培养学生数学、经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基础知识，造就应用数学与金融学交叉

科学领域方面的复合型人才。

推荐教材：（１）吴岚，《金融数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埃瑟里奇编，《金融数学教程》，人民邮电出版社。

６．国际金融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课程简介：国际金融就是国家和地区之间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联系而产生的货币资金的周转和

运动。国际金融由国际收支、国际汇兑、国际结算、国际信用、国际投资和国际货币体系构成，它们之间相

互影响，相互制约。譬如，国际收支必然产生国际汇兑和国际结算；国际汇兑中的货币汇率对国际收支又

有重大影响；国际收支的许多重要项目同国际信用和国际投资直接相关等。

推荐教材：（１）姜波克编，《国际金融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奚君羊编，《国际金融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十、教育活动安排总表

项 目
学
期

学 年 一 二 三 四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合计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２ ２

课堂教学 １６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２４

复习考试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４

专业实习或教育实习 ８ ８

毕业论文（设计） ８ ８

毕业教育 １ １

总周数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７ 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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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专业教学进程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通

识

课

ＴＳ０００４０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３ ４８３２ １６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２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４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上）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６ 体育（一） √ １ ３２ ３２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７ 体育（二）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８ 体育（三）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９ 体育（四）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１０ 英语（一） √ ３ ６４６４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１ 英语（二）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２ 英语（三）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３ 英语（四）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４ 计算机文化基础 文 理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１６ Ｃ语言程序设计（理） √ ４ ９０５４ ３６ ５

ＴＳ０００４２３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ＴＳ０００４２４ 形势与政策 √ ２ ３６ （６０） 课内 ３６学时，课外 ６０学时

ＴＳ０００４２５ 大学生就业指导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小 计 ４３８８２６１８ ２１０５４ １０１１１４ ９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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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素质拓展课程 ５、６学期开设（见“宿州学院人文与科技素质选修课程”），
每生应至少获得 ６学分

学

科

基

础

课

ＸＪ０７２４０１ 普通物理（一） √ ２．５５４３６１８ ３

ＸＪ０７２４０２ 普通物理（二） √ ２．５５４３６１８ ３

ＸＪ０７２４０３ 西方经济学 √ ４ ７２５４１８ ４

ＸＪ０７２４０４ 会计学原理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０７２４０５ 计量经济学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小 计 １４２８８２１６７２ ４ ６ ３ ３

专

业

基

础

课

ＺＪ０７２４０１ 数学分析（一） √ ５ ９６９６ ６

ＺＪ０７２４０２ 数学分析（二） √ ６１０８１０８ ６

ＺＪ０７２４０３ 数学分析（三）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Ｊ０７２４０４ 高等代数（一） √ ５ ９６９６ ６

ＺＪ０７２４０５ 高等代数（二） √ ６１０８１０８ ６

ＺＪ０７２４０６ 解析几何 √ ３ ６４４８１６ ４

小 计 ２９５４４５２８１６ １６１２ ４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ＺＨ０７２４０１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４ ７２５４１８ ４

ＺＨ０７２４０２ 常微分方程 √ ４ ７２５４１８ ４

ＺＨ０７２４０３ 数值分析与实验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ＺＨ０７２４０４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ＺＨ０７２４０５ 国际金融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ＺＨ０７２４０６ 金融数学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小 计 ２０３６０２５２７２ ３６ ８ ６ ６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非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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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方

向

课

ＺＦ０７２４０１ 数据结构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Ｆ０７２４０２ 利息理论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７２４０３ 证券投资学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ＺＦ０７２４０４ 货币银行学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ＺＦ０７２４０５ 财务会计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ＺＦ０７２４０６ 保险学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小 计 １７３０６２３４７２ ５ ９ ３

专

业

任

选

课

ＺＸ０７２４０１ 数学分析专题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７２４０２ 高等代数专题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７２４０３Ｍａｔｌａｂ软件与科学计算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Ｘ０７２４０４ 管理运筹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７２４０５ 多元统计分析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７２４０６ 期货期权及衍生品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Ｘ０７２４０７ 统计软件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Ｘ０７２４０８ 投资银行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７２４０９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 １ １８１８ １

ＺＸ０７２４１０ 实变函数 √ ２ ５４５４ ３

ＺＸ０７２４１１ 近世代数 √ ２ ５４５４ ３

ＺＸ０７２４１２ 时间序列分析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７２４１３ 寿险精算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７２４１４ 市场调查与分析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小 计（至少修满 １０学分） １０１１８５４１４２２２８８ １８ １２６ １６２２２８３１ ６

 ２０１２


年新增专业及部分专业调整人才培养方案



（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集中

实践

教学

ＳＪ０００４０１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 １ ８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２ 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 √ １＋２３６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３ 社会实践（观摩燉见习） １ ２周 按学期分散进行

ＳＪ０００４０５ 技能训练 １ １８ 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７ 专业实习 １２ １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９ 毕业教育 １周 １周

ＳＪ０００４１０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２ １６周

注：“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对应的学分、学时仅指理论教育环节

创新创

业实践 ＣＸＣＹＳＪ 创新创业实践 共 ６学分
学分认定具体办法另文规

定

说明：

（一）关于专业任意选修课的选课

１．每学期所选课程门数，学生可结合专业发展方向与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安排。

２．专业任意选修课每生至少修满 １０学分方为合格，亦可适当多修。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非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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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师范类）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理学

专业代码：０７０１０１

一、专业方向

数学教育。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数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与基本方法，具备运用数学知识和

使用计算机解决实际数学问题的基本能力，理论知识较扎实、专业知识面较宽、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

的应用型人才。本专业培养的人才主要面向中学教育、教学和管理，也可以从事其它相关行业的科研和

管理工作。

三、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数学和应用数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受到严格的数学思维训练，掌握计算机的

基本原理和运用手段，并通过教育理论课程和教学实践环节，形成良好的教师素养，培养从事数学教学

的基本能力和数学教育研究、数学科学研究、数学实际应用等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

业道德。

２．具有扎实的数学基础和良好的数学素养，初步掌握数学科学的基本思想方法，其中包括数学建

模、数学计算、解决实际问题等基本能力。

３．具备良好的教师职业素养和从事数学教学的基本能力。熟悉教育法规，掌握并初步运用教育学、

心理学基本理论以及数学教学理论。

４．有良好的使用计算机的能力，掌握数学软件和计算机多媒体技术，能够对教学或科研软件进行简

单的二次开发。

５．了解近代数学的发展概貌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了解数学科学的若干最新发展，数学领域的

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了解相近专业的一般原理和知识。

６．掌握中外资料查询、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得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并具有初步的撰写

数学论文、数学教育教学论文的能力。

７．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班级管理能力。

８．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坚强的意志力，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和卫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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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能力分析表

综合能力 专项能力 对应课程或实践

１．基础素质

与能力

１．１政治素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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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形势与政策

１．２人文素质 公共选修课程

１．３分析运算能力 专业学科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

１．４英语应用能力 英语通识课程、专业英语

１．５计算机应用能力 计算机通识课程、Ｃ语言程序设计

１．６利用现代化手段获取信息能力 计算机类课程、文件选读课程

１．７组织管理、语言表达、人际交往

以及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能力

素质拓展课程、社会实践、学生活动、各类竞

赛活动

１．８身心素质 体育通识课程、运动会、心理辅导

２．专业基础理

论、专业知识

及应用能力

２．１具有扎实的数学基础理论和知

识
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方向课程

２．２严谨的数学思维训练 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方向课程

２．３掌握数学的思想方法 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方向课程

２．４数学建模能力
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数学建模与数

学实验

３．专业核心

技能

３．１较高的数学素养 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方向课程

３．２利用数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

数学专业课程、普通物理、数学建模与数学实

验

３．３掌握数学课堂教学的基本方法

和基本技能
数学教育类课程、教育实习、基本技能训练等

３．４从事初等数学研究及中学数学

教学研究的能力

教育教学理论课程、数学教学论、初等数学研

究等

五、学制、学位与最低学分要求

１．学制：标准学制为 ４年，修业年限为 ３～６年。

２．学分：１８１。

六、毕业与学位授予

学生在学期间必须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 １８１学分（含实践教学环节、综合素质学分）。其中：通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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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４３学分，学科基础课程 ３８学分，专业核心及方向课程 ４７学分，集中实践环节（教育或专业实习、毕业

论文、社会实践、技能训练、毕业教育等）３１学分，素质拓展课（选修）６学分，创新教育课 ６学分，任意选

修课程至少 １０学分。修满专业方向规定学分，达到学位要求者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七、实践性教学环节（表二）

实践教学项目 学分 周数 安排学期 实践方式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１ ２ １ 集中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１ ２ １ 集中

社会实践（观摩燉见习） １ ２ ４、５ 集中

技能训练 １ ２ ６ 根据方案实施

专业实习 １２ １２ ７ 根据方案实施

毕业教育 １ １ ８ 集中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２ １６ ８ 根据方案实施

八、课程设置及学分一览表（表三）

课程类型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通识课 ４３ ２３．８％

素质拓展课（选修） ６ ３．３％

学科基础课 ３８ ２１．０％

专业课

专业核心课 ２３

专业方向课 ２４

专业任选课 １０

５７

１２．７％

１３．３％

５．５％

３１．５％

集中实践教学 ３１ １７．１％

创新创业实践 ６ ３．３％

合 计 １８１ １００％

九、专业核心课程

本专业核心课程为：常微分方程、复变函数、实变函数、数值分析与实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近世代

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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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常微分方程

学时：７２；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课程简介：常微分方程是一门数学基础课，它是积分的引伸和发展。它即为偏微分方程、微分几何等

后继课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又是数学课理论（特别是微积分）联系实际的重要渠道之一。其理论分为解

析法，几何法和数值分析法这三个主要方向。本课程主要介绍常微分方程古典理论中的基本部分，如一

阶方程和某些特殊类型高阶方程的初级解法、解的存在性与惟一性理论、高阶线性方程组的理论与解理

论与解法等；同时也简单介绍近代理论中研究非线形的定性方法的入门知识。

先修课程：数学分析、高等代数。

教材：《常微分方程》，王高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参考书目：《常微分方程》，丁同仁等，高等教育出版社。

《常微分方程》，东北师范大学数学系微分方程教研室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常微分方程》，中山大学数学力学系常微分方程组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复变函数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课程简介：复变函数是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它主要讲述解析函数的基本理论和有

关方法。数域从实数域扩大到复数域后，产生了复变函数论，并深入到代数学、微分方程、概论统计、拓扑

学等数学分支。二十世纪以来，已被广泛应用到理论物理、天体力学等方面、发展到今天已成为极为广泛

的数学分支。其主要内容包括：复数及平面点集、复变函数、复变函数的积分、解析函数的级数表示、留学

极其应用、保形映照、解析开拓、调和函数等。

先修课程：数学分析。

教材：《复变函数论》（第二版），钟玉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参考书目：《复变函数论》，余家荣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复变函数》，庄圻泰、张南岳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３．实变函数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课程简介：实变函数是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其主要内容是测度论和积分论，特别

是勒贝格积分理论，这些理论是数学分析课程中微积分理论的进一步深入。同时也提供进一步学习和分

析数学的一些必要的专门理论，如：测度和积分理论等。本课程以欧氏空间及其上的实值函数为对象，以

Ｌｅｂｅｇｕｅ测度与积分理论为中心，介绍集合论和点集论基础知识，测度论，可测函数和积分论等内容。

先修课程：数学分析、复变函数。

教材：《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基础》，程其襄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参考书目：《实变函数》，周民强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实变函数》（上、下册），夏道行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４．数值分析与实验

学时：５４，期中面授 ３６，上机 １８；学分：３；考核方式：考查。

课程简介：数值分析与实验是一门研究如何在计算机上求解实现问题算法的学科，是数学与应用数

学专业必修课之一。其主要内容有：误差分析；解线形方程组和非线形方程组的解法；迭代法；矩阵特征

与特征向量的计算；插值法；数值微分法与数值积分；常微分方程初植的数值解法。

先修课程：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常微分方程。

教材：《科学计算方法》，李庆扬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参考书目：《计算方法》，吴筑之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计算方法》，东北师范大学数学系编。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师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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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方法》，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计算数学教研室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５．近世代数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课程简介：近世代数即抽象代数，主要介绍群、环、域的基本概念与初步性质，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

部分讲述群的基本概念与性质，除了通常的群、子群、正规子群及群同态的基本定理外，还介绍群的应

用。第二部分包括环、子环、理想与商环的基本概念与性质，特别讨论整环的性质。第三部分讨论域的扩

张的理论。

先修课程：高等代数。

教材：《抽象代数基础》，丘维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参考书目：《近世代数》，韩世安，林磊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十、教学时间安排总表（表四）

项 目
学
期

学 年 一 二 三 四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合计

入学教育及专业导论 １ １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２ ２

课堂教学 １６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７ １１３

复习考试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 １３

专业实习或教育实习 １２ １２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６ １６

毕业教育 １ １

总周数 ２１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７ １５８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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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教学进程表（表五）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通

识

课

ＴＳ０００４０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３ ４８３２ １６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２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４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上）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６ 体育（一） √ １ ３２ ３２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７ 体育（二）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８ 体育（三）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９ 体育（四）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１０ 英语（一） √ ３ ６４６４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１ 英语（二）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２ 英语（三）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３ 英语（四）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４ 计算机文化基础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１５ Ｃ语言程序设计 √ ４ ９０５４ ３６ ５

ＴＳ０００４２３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ＴＳ０００４２４ 形势与政策 √ ２ ３６ （６０） 课内 ３６学时，课外 ６０学时

ＴＳ０００４２５ 大学生就业指导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小 计 ４３８８２６１８ ２１０５４ １０１１１４ ９ ３ １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师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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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素质拓展课程 ５、６学期开设（见“宿州学院人文与科技素质选修课程”），
每生应至少获得 ６学分

学

科

基

础

课

ＸＪ０７１４０１ 数学分析（一） √ ５ ９６９６ ６

ＸＪ０７１４０２ 数学分析（二） √ ６１０８１０８ ６

ＸＪ０７１４０３ 数学分析（三） √ ６１０８１０８ ６

ＸＪ０７１４０４ 高等代数（一） √ ５ ９６９６ ６

ＸＪ０７１４０５ 高等代数（二） √ ６１０８１０８ ６

ＸＪ０７１４０６ 解析几何 √ ４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７１４０７ 普通物理（一）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０７１４０８ 普通物理（二） √ ３ ５４５４ ３

小 计 ３８６８８６８８ １６１２ ９ ３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核

心

课

ＺＨ０７１４０１ 常微分方程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Ｈ０７１４０２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Ｈ０７１４０３ 数值分析与实验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ＺＨ０７１４０４ 近世代数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Ｈ０７１４０５ 微分几何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Ｈ０７１４０６ 复变函数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Ｈ０７１４０７ 实变函数 √ ３ ５４５４ ３

小 计 ２３４１４３９６ １８ ４ ７ 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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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专

业

课

专

业

方

向

课

ＺＦ０７１４０１ 三字书写 √ １ １８１８ １

ＺＦ０７１４０２ 教师口语 √ １ １８１８ １

ＺＦ０７１４０３ 数学文化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７１４０４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ＺＦ０７１４０５ 心理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Ｆ０７１４０６ 数学课件制作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Ｆ０７１４０７ 中学数学教法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７１４０８ 教育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Ｆ０７１４０９ 中学数学教学设计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７１４１０ 初等数学研究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７１４１１ 高中数学课程标准 √ １ １８１８ １

ＺＦ０７１４１２ 教学基本技能训练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小 计 ２４４３２３７８ １８３６ １ １ ２ ８ ７ ５

专

业

任

选

课

ＺＸ０７１４０１ 西方经济学 √ ２ ５４５４ ３

ＺＸ０７１４０２ 会计学 √ ２ ５４５４ ３

ＺＸ０７１４０３ 管理学 √ ２ ５４５４ ３

ＺＸ０７１４０４ 数学分析选讲 √ ２ ５４５４ ３

ＺＸ０７１４０５ 高等代数选讲 √ ２ ３６３６ ３

ＺＸ０７１４０６ 数学专业英语 √ １ １８１８ １

ＺＸ０７１４０７ 点集拓扑 √ ２ ５４５４ ３

ＺＸ０７１４０８ 管理运筹学 √ ２ ５４５４ ３

ＺＸ０７１４０９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 １ １８１０ ８ １

ＺＸ０７１４１０ 泛函分析 √ ２ ５４５４ ３

ＺＸ０７１４１１ 初等数论 √ ２ ５４５４ ３

小 计（至少选够 １０学分） ２０５０４４９６ ８ ３ ３ ３ ７ ７ ６

总 计 １９１２９２０２５７６ ２２８１１６ ２６２７３２３０２３１９ ６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师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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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集中

实践

教学

ＳＪ０００４０１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 １ ８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２ 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 √ １＋２３６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３ 社会实践（观摩燉见习） １ ２周 按学期分散进行

ＳＪ０００４０５ 技能训练 １ 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７ 专业实习 １２ １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９ 毕业教育 １周

ＳＪ０００４１０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２ １６周

注：“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对应的学分、学时仅指理论教育环节

创新创

业实践 ＣＸＣＹＳＪ 创新创业实践 共 ６学分
学分认定具体办法另文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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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理学

专业代码：０７１６０１

一、专业方向

经济统计，应用统计。

二、培养方式

采用“２＋２”培养模式。即前四学期开设相同的公共课与专业公共基础课，后四学期，根据学生发展

意向和择业趋向，自愿选择专业方向，并按专业方向进行分流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

三、培养目标

统计学专业经济统计方向是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统计学方面的基础理论、方法和技能，掌握经济统

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受到科学研究的初步训练，能熟练地运用计算机分析处理数据，具有统计知识面

广、应用能力强，擅长于统计经济管理与信息管理，能解决经济统计中的实际问题的专门人才。毕业后可

以在统计、金融、财税、证券以及企事业单位、信息产业、教育、科技、行政与经济管理等部门从事经济统

计、信息管理、经济管理、数量分析和统计应用与开发等相关工作，也可继续攻读统计学类专业的硕士研

究生。

统计学专业应用统计方向是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数学基础，掌握应用统计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

和有关计算机的操作技能，具有设计数据采集方案、进行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的基本能力，具有较强的

应用与管理理论，能运用有关统计方法去处理和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包括进行市场调查、经济分

析、经济预测和决策的能力。毕业后可以在企业、事业单位以及经济部门和政府部门从事统计、市场调

查、经济预测、经济信息分析或其他经济管理工作，也可继续攻读统计学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四、培养要求

１．热爱祖国，有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自觉遵纪守法，注重职业

道德，具有诚信意识和团队精神；

２．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一定的文学艺术修养、人际沟通修养和现代意识；

３．掌握基础的数学与统计知识，学会“数学方式”的理性思维和研究方法，能够对实际问题建立数学

模型，能够用规范的数学语言和统计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具备求实创新意识；４．身体健康，心理健康。

毕业生应具备的知识和达到的能力：

１．具有扎实的统计学基础理论知识，受到良好的数学思维训练；

２．掌握系统的计算机基础知识，具有较好的统计软件应用能力；

３．熟练掌握一门外语、掌握现代管理技能和计算机应用技能、掌握资料查询、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

４．经济统计方向的毕业生应较好掌握现代统计科学技术和数量分析方法，具有从事经济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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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经济管理、数量分析和统计应用与开发等实际工作能力，并取得相应行业的从业资格；

５．应用统计方向的毕业生应较好掌握统计预测与质量管理的统计基本理论和方法，具有从事金融

统计分析、保险精算、社会调查、经济预测等实际工作能力，并取得相应行业的从业资格。

五、能力分析表（表一）

综合能力 专项能力 对应课程或实践

１．基础素质

与能力

１．１政治素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中国近代史纲要、形势与政策

１．２人文素质 公共选修课程

１．３分析运算能力 专业学科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

１．４英语应用能力 英语通识课程、专业英语

１．５计算机应用能力 计算机通识课程、数据结构、专业软件应用

１．６利用现代化手段获取信息能力 统计调查、试验设计

１．７组织管理、语言表达、人际交往

以及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能力
素质拓展课程、运动会

１．８身心素质 体育通识课程、运动会、心理辅导

２．专业基础理

论、专业知识

及应用能力

２．１数学思想与数学方法 学科基础课、概率论、数理统计、常微分方程

２．２数学建模 数学类课程、数学建模与实验、金融数学

２．３（经济统计方向）掌握现代经济

统计的理论和方法
专业方向课程

２．４（应用统计方向）掌握应用统计

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专业方向课程

３．专业核心

技能

３．１（经济统计方向）经济统计、信息

管理、经济管理、数量分析
专业方向课程、选修课程、实习实训

３．２（应用统计方向）市场调查、经

济分析、经济预测和决策分析
专业方向课程、选修课程、实习实训

六、学制、学位与最低学分要求

１．学制：标准学制为 ４年，修业年限为 ３～６年。

２．学分：１７７。

七、毕业与学位授予

学生在学期间必须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 １７７．５学分（含实践教学环节、综合素质学分）。其中：通识

课程 ４３学分，学科通修课程 ３３学分，专业基础课 ２０学分，专业核心及方向课程 ２６学分，集中实践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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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或专业实习、毕业论文、社会实践、技能训练、课程实践、毕业教育等）３１．５学分，公共选修课（素

质拓展课程）６学分，创新教育课 ６学分，任意选修课程至少 １２学分。

修满专业方向规定学分，达到学位要求者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八、实践性教学环节（表二）

实践教学项目 学分 周数 安排学期 实践方式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１ ２ １ 根据方案实施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１ ２ １ 根据方案实施

社会实践（观摩燉见习） １ ２ ４、５ 根据方案实施

技能训练 １ ２ ６ 根据方向实施

专业实习 １２ １２ ７、８ 根据方案实施

毕业教育 １ １ ８ 根据方案实施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２ １６ ８ 根据方案实施

九、课程设置及学时（学分）比例表

课程类型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通识课 ４３ ２４．３％

素质拓展课（选修） ６ ３．４％

学科通识课 ３３ １８．６％

专业基础课 ２０ １１．３％

专业课

专业核心课 １５ ８．５％

专业方向课 １１ ６．２％

专业任选课 １２ ６．７％

集中实践教学 ３１ １７．５％

创新创业实践 ６ ３．４％

合 计 １７７ １００％

十、专业核心课程简介

１．应用多元统计分析

学时：７２；学分：４。

课程简介：本课程从应用的角度出发，重点讲解常用的六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聚类分析 判别分

析 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对应分析和典型相关分析，对每一种分析方法要清楚掌握它解决哪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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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和局限性，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区别与联系。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处理实际问题的

一些统计方法，注重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推荐教材：《多元统计分析》（第三版）何晓群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时间序列分析

学时：５４；学分：３。

课程简介：包括平稳随机序列、线性差分方程及最小方差估计；ＡＲＭＡ模型的意义、性质及其判别

条件、自协方差函数与偏相关函数的计算与特征；粗估计—矩法估计、精估计—极大似然估计；模型的定

阶、改进和建模、定阶的 ＦＰＥ方法、ＡＩＣ及 ＢＩＣ统计量等、模型检验的方法；时间序列的预报：包括线性

最小方差预报、信息预报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将实际问题建立适当模型的一些常用方法，

注重培养学生建立模型的能力。

推荐教材：《时间序列分析》潘红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３．国民经济统计

学时：３６；学分：２。

课程简介：国民经济统计是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的结果的核算，是使从定理角度描述国民经济活动

和国民经济循环的有力工具，是整个经济统计的核心。本课程以国民经济为研究范围，以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理论为指导，是有关搜集、整理和分析研究国民经济现象数量方面的统计方法论。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系统掌握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原理、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和数量关系

有比较清晰的了解，提高经济分析和经济信息处理的能力。

推荐教材：《国民经济统计学》，钱伯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４．统计软件

学时：３６；学分：２。

课程简介：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利用统计软件（ＳＰＳＳ）分析解决统计模型的能力。其主要

内容包括：描述统计、参数估计、假设检验、方差分析、回归模型、聚类分析、判别分析、因子分析、典型相

关分析、时间序列分析模型、离散模型、插值与拟合模型等。

推荐教材：《统计分析与 ＳＰＳＳ的应用》．薛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５．统计模型

学时：３６；学分：２。

课程简介：统计模型是统计学专业学生学习统计方法和模型的重要内容之一。该课程重点介绍了几

种常用的统计模型，并结合数据分析了这些模型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应用。其主要内容包括：广义最小

二乘和两步最小二乘模型，以及二分变量的 Ｐｒｏｂｉｔ和 Ｌｏｇｉｔ模型的应用。路径模型、结构方程模型以及

联立方程模型；参数估计的广义最小二乘法和最大似然估计法，并能够使用该方法估计任意线性模型的

参数。

推荐教材：《精算中常用的统计模型》，黄向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６．企业经济统计

学时：３６；学分：２。

课程简介：企业经济统计是对企业经济活动、经济行为的具体环节和实际效果进行统计的一门学

科，它不属于原理和方法论的范畴，其主要内容包括：企业投入统计、企业生产统计、企业经济效益统计、

企业财务统计、产业活动统计、企业内部活动条件统计等。

推荐教材：《经济社会统计》．李静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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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教学进程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通

识

课

ＴＳ０００４０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３ ４８３２ １６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２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４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上）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０６ 体育（一） √ １ ３２ ３２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７ 体育（二）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８ 体育（三）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０９ 体育（四） √ １ ３６ ３６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１０ 英语（一） √ ３ ６４６４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１ 英语（二）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２ 英语（三）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３ 英语（四）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４ 计算机文化基础 文 理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ＴＳ０００４１６ Ｃ语言程序设计（理） √ ４ ９０５４ ３６ ５

ＴＳ０００４２３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ＴＳ０００４２４ 形势与政策 √ ２ ３６ （６０） 课内 ３６学时，课外 ６０学时

ＴＳ０００４２５ 大学生就业指导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小 计 ４３８８２６１８ ２１０５４ １０１１１４ ９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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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素质拓展课程 ５、６学期开设（见“宿州学院人文与科技素质选修课程”），
每生应至少获得 ６学分

学

科

基

础

课

ＸＪ０７３４０１ 微观经济学 √ ４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７３４０２ 高等数学（一） √ ６ ９６９６ ６

ＸＪ０７３４０３ 高等数学（二） √ ６１０８１０８ ６

ＸＪ０７３４０４ 线性代数 √ ４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７３４０５ 宏观经济学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ＸＪ０７３４０６ 金融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０７３４０７ 会计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０７３４０８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小 计 ３３５６６５４８ １８ １４１０ ６ ３

专

业

基

础

课

ＺＪ０７３４０１ 统计学导论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Ｊ０７３４０２ 概率论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Ｊ０７３４０３ 数理统计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Ｊ０７３４０４ 管理学原理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Ｊ０７３４０５ 随机过程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Ｊ０７３４０６ 计量经济学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ＺＪ０７３４０７ 抽样技术与应用 √ ３ ５４５４ ３

小 计 ２０３６０３４２ １８ ５ ３ ３ ６ ３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ＺＨ０７３４０１ 企业经济统计 √ ２ ３６３６ ４燉

ＺＨ０７３４０２ 国民经济统计 √ ２ ３６３６ 燉４

ＺＨ０７３４０３ 时间序列分析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ＺＨ０７３４０４ 统计模型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Ｈ０７３４０５ 应用多元统计分析 √ ４ ７２５４ １８ ４

ＺＨ０７３４０６ Ｓｐｓｓ软件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小 计 １５２７０２１６ ５４ ４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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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专

业

课

专

业

方

向

课

经

济

统

计

方

向

ＺＦ０７３４０１ 财务管理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７３４０２ 数据库应用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７３４０３ 市场营销学 √ ２ ３６１８ ２

ＺＦ０７３４０４ 国际金融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Ｆ０７３４０５ 经济法 √ ２ ３６３６ ２

小 计 １１１９８１９８ ４ ５ ２

应

用

统

计

方

向

ＺＦ０７３４３１ 投入产出分析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７３４３２ 统计预测与决策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７３４３３质量管理统计方法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７３４３４ 金融统计分析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７３４３５ 保险精算 √ ３ ５４５４ ３

小 计 １１１９８１９８ ８ ３

专

业

任

选

课

ＺＸ０７３４０１ 证券投资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７３４０２期货期权及衍生品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７３４０３ ＳＡＳ软件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Ｘ０７３４０４ Ｒ软件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Ｘ０７３４０５
Ｍａｔｌａｂ软 件 与

科学计算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Ｘ０７３４０６ 非参数统计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７３４０７ 贝叶斯统计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７３４０８ 市场调查与分析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７３４０９ 社科统计专题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７３４１０ 数据挖掘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７３４１１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 １ １８１８ １

小 计（至少选 １２学分） ２１１９８１４４ ５４ １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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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核

类型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 时 类 型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课
程
设
计

各 学 期 课 程

周 学 时 分 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集中

实践

教学

ＳＪ０００４０１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 １ ８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２ 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 √ １＋２３６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３ 社会实践（观摩燉见习） １ ２周 按学期分散进行

ＳＪ０００４０５ 技能训练 １ １８ 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７ 专业实习 １２ １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９ 毕业教育 ０．５ １周

ＳＪ０００４１０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２ １周

注：“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对应的学分、学时仅指理论教育环节

创新创

业实践 ＣＸＣＹＳＪ 创新创业实践 共 ６学分
学分认定具体办法另文规

定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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