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质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０８０１０６

一、专业方向

工程地质（方向 １）和水文地质（方向 ２）。

二、培养目标

地质工程是地球科学领域中的应用技术专业，是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础。随着国民经济的

发展，对具有良好素质的地质工程技术人才需求量越来越大。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坚实

的数学、地质学等理论基础及系统的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技能和方法，获得相应的基础训练，能从事各

种建设工程中的勘察、设计、施工、评价和管理等具有广泛适应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毕业生能在能源、

水利水电、城建、交通、市政、环保等部门从事工程勘查、设计、施工、管理、工程评价和治理等工作。

三、培养要求

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掌握地质工程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科学研究的思维和实验训

练，具有较好的科学素养。通过实践性环节的学习，参加社会实践和课外科技学术活动，掌握地质工程的

基本技能和工作方法。初步具备生产、科技开发和工程建设管理的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１．坚实的数学和地质学基础。

２．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的基本理论、技能和方法。

３．运用工程地质学和水文地质学理论和方法，解决相关问题的基本能力。

４．对地质资源、地质环境和地质工程等开展勘察、评价、治理、设计、规划的能力。

５．了解地质工程学科的前沿理论及技术发展动态。

６．掌握一门外语，能较熟练阅读本专业技术文献资料。

７．掌握计算机应用、程序设计和运用计算机技术获得科技知识和信息的技能，初步具有运用计算机

完成地质工程及其相关工作的能力。

８．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基本技能，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体育的合格标准，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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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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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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质拓展课程

１．３分析运算能力 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１．４英语应用能力 英语、专业英语

１．５计算机应用能力 计算机应用技术、数据库与计算机制图

１．６利用现代化手段获取信息

的能力
科技文献检索

１．７身心素质 体育、社会实践

２．专业基础

理论与应用

能力

２．１地质类专业基础能力
矿物学、岩石学、构造地质学、地史古生物

学

２．２地质类专业基本方法 课堂实习、地质认识实习、地质填图实习

３．专业知识

与应用能力

３．１工程地质类专业能力
工程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地球物理勘探、
地球化学、土力学与地基基础

３．２水文地质类专业能力

工程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地球物理勘探、
地球化学、地下水动力学、水文地球化学与

水质监测

４．专业核心

技能

４．１工程地质类操作技能 工程与环境物探、物探实习

４．２水文地质类操作技能 地下水动力学、水文地质实习

五、学制与学分要求

１．学制：标准学制为 ４年，修业年限为 ３～６年。

２．学分：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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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实践（观摩燉见习） ３ 暑假 ２、４、６ 分散

学年设计 １ １ ３、５、７ 集中

课程实习 ２０ 随相应课程后集中进行 集中

专业实习 １０ １０ ２、４、７ 集中

毕业教育 １ １ ８ 集中

毕业实习 １２ １６ ７ 分散

毕业论文 １２ １６ ８ 集中

合计 ６３ （占总课时的 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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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 ２４．０％

学科基础课 ２９ １６．２％

专业基础课 １７ ９．４％

专业课

专业核心课 １５ ８．４％

专业方向课 ２０ １１．２％

集中实践教学 ４３ ２４．０％

素质拓展课（选修） ６ ３．４％

创新创业实践 ６ ３．４％

合 计 １７９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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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专业核心课程

本专业核心课程为：矿物学、岩石学、构造地质学、地史古生物学、水文地质学和工程地质学。

１．矿物学

学时：３６；学分：２；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是地质工程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它是在普通地质学、数学、化学和物理学的基础上进行教

学的。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使学生掌握矿物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学会肉眼鉴定矿物的基本技能；

了解各类矿物的一般性和掌握常见矿物的基本知识及鉴定特征，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奠定必要的基础。

２．岩石学

学时：３６；学分：２；考核方式：考试。

通过理论学习和课程实验，掌握岩石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学会用肉眼、放大镜和偏光显微镜鉴定

岩石的基本技能。内容主要分岩浆岩、沉积岩、变质岩等三大部分，介绍三大岩类组成、结构、构造、分布

等基本特征和分类命名、形成环境、形成过程及主要岩石类型基本特点与成因等知识。

３．构造地质学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研究组成地壳的岩石，岩层和岩体在岩石圈中力的作用下变形形成的各种构造的学科。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构造地质学的内涵、主要研究内容和基本研究方法，掌握构造分析的原理，并

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各种技能和地质构造分析方法，熟悉构造地质的研究方法及其在地质勘探、开发中的

应用，了解构造地质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及其新进展，了解其存在问题和发展方向，为将来工作和进一步

深造打下基础。

４．地史古生物学

学时：３６；学分：２；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是研究地球及生物发展的科学，以 ４６亿年以来地球和生物界为研究对象，从地球系统科学

的高度，通过研究古代生物的形态、分类、生活方式、生存条件和地史分布等，阐明生物进化发展的基本

途径和规律，进而全面介绍地球的生物进化史、沉积发展史和构造演化史。

５．水文地质学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讲授地下水科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课程内容是构建学生专业知识体系

的基础框架。通过《水文地质学》的学习，学生能深入理解地下水赋存空间的特征，地下水的形成与分布，

地下水的埋藏条件，运动机制与规律，地下水物理化学成分的基础理论，地下水系统的基本概念，地下水

补给径流与排泄，地下水的动态与均衡，以及地下水资源与环境等基础知识与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初

步掌握分析与解决水文地质问题的方法与思路，为后续的专业课奠定基础。

６．工程地质学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目的在于使学生了解工程建设中经常遇到的工程地质现象和问题，以及这些现象和问题对

工程建筑设计、施工和营用过程中的影响，并能正确处理和合理利用自然地质条件，了解各种工程地质

勘察的要求和方法，能够正确布置勘察任务、合理利用勘察成果解决设计和施工问题。从而在以后的工

作中能够正确处理工程与地质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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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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０５

复习考试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２

专业实习 １＋（２） ２＋（３）
１６＋４
预就业 ２３＋（５）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６ １６

毕业教育 ２ ２

总周数 ２０ ２０＋（２） ２０ ２２＋（３）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８ １６０＋（５）

注：２，４学期包含暑假小学期（７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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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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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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内 ３６学时，课外 ６０学时

ＴＳ０００４２５ 大学生就业指导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小 计 ４３８８２５９１ ２１０６３ １０１１１４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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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Ｊ１０６４０１ 高等数学（一） √ ６ ９６９６ ６

ＸＪ１０６４０２ 高等数学（二）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１０６４０３ 线性代数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１０６４０４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２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１０６４０５ 大学物理（一）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１０６４０６ 大学物理（二）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１０６４０７ 大学物理实验 √ ２ ５４ ５４ ３

ＸＪ１０６４０８ 大学化学 √ ４ ７２５４１８ ４

ＸＪ１０６４０９ 普通地质学 √ ３ ６４５２１２ ４

专

业

基

础

课

ＺＪ１０６４０１ 地理信息原理与应用 √ ２ ３６２４ １２ ２

ＺＪ１０６４０２ 煤田地质学 √ ３ ５４４５ ９ ３

ＺＪ１０６４０３ 测量学 √ ３ ４８２７ ２１ ３

ＺＪ１０６４０４ 地球物理勘探 √ ３ ５４４２ １２ ３

ＺＪ１０６４０５ 地球化学 √ ３ ５４４５ ９ ３

ＺＪ１０６４０６ 科技文献检索 √ １ １２ ９ ３ １

ＺＪ１０６４０７ 专业英语 √ ２ ３６３６ ２

合 计 ４６８６２７０９９０５１１２ １３１３ ９ ７ ７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ＺＨ１０６４０１ 矿物学 √ ２ ３６２６１０ ２

ＺＨ１０６４０２ 岩石学 √ ２ ３６３０ ６ ２

ＺＨ１０６４０３ 构造地质学 √ ３ ５４４２１２ ３

ＺＨ１０６４０４ 地史古生物学 √ ２ ３６３０ ６ ２

ＺＨ１０６４０５ 工程地质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Ｈ１０６４０６ 水文地质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合 计 １５２７０２３６３４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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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向

一

ＺＦ１０６４０１
数据库与计算机

制图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ＺＦ１０６４０２ 土力学与地基基础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Ｆ１０６４０３
矿井地质与矿井

水文地质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Ｆ１０６４０４ 煤田普查与勘探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Ｆ１０６４０５ 地下水动力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Ｆ１０６４０６ 岩土工程计算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１０６４０７ 采煤概论 √ ３ ５４５４ ３

小 计 ２０３６０３４２ １８ ６ １４

方

向

二

ＺＦ１０６４０１
数据库与计算机

制图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ＺＦ１０６４０２土力学与地基基础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Ｆ１０６４０３
矿井地质与矿井

水文地质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Ｆ１０６４０４ 煤田普查与勘探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Ｆ１０６４０５ 地下水动力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Ｆ１０６４０８
水文地球化学与

水质监测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Ｆ１０６４０９ 工程与环境物探 √ ２ ３６３６ ２

小 计 ２０３６０３４２ １８ ６ １４

合 计 １２４２３７４１８７８１２４２６１９３ ２２２４２７２１２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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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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摩燉见习） √ ３ 暑假分散实习

ＳＪ０００４０４ 学年设计 √ １ 每学年第 １周进行

ＳＪ０００４０６ 课程实习 √ ２０ 随相关课程后集中进行

ＳＪ０００４０７ 专业实习 √ １０ ３周 ５周 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８ 毕业实习 √ １２ １６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９ 毕业教育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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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仅指理论教学环节

专业实习：在暑假小学期进行，第二学期暑假包括地质认识（２＋１），第四学期暑假为地质

填图实习（５），第七学期为水文地质实习、地球物理勘探实习和毕业实习（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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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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０８０６０１

一、专业方向

电力电子与电气传动、煤矿电气保护。

二、培养目标

１．电力电子与电气传动方向

本方向培养的是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在电力电子与电气传动的运动控

制、工业过程控制、电力电子技术、检测与自动化仪表等领域从事工程设计、系统分析、系统运行、研制开

发等工作的宽口径应用性高级专业人才。也可为更高学位的学习输送人才。经过本专业系统的实践环

节的基本训练，使学生具有较强的工程意识和动手能力，能综合运用专业知识进行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

等方面的工作，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

２．煤矿电气保护方向

本方向培养的是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系统地掌握煤矿电气保护的基本理

论和基本知识，能胜任本专业技术领域的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及经营管理等工作，具有较强的工程意识

和动手能力，在煤矿电气保护领域进行科技开发、科学研究和运行管理的高级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

三、培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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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艰苦创业的精神和为祖国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思想。热爱科学，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

良好学风，具有开拓进取、求实创新和善于合作的科学精神。

２．专业技能素质

系统地掌握本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主要包括电工理论、电子技术、信息处理、控制理论、计算机软

硬件基本原理与应用等，获得较好的工程实践训练，具有较熟练的计算机应用能力；了解本专业学科前

沿的发展趋势；具有较强的工作适应能力，具备一定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组织管理的实际工作能力；

具有解决电气工程技术分析与控制技术问题的基本能力。

３．文化素质

具有强烈的科学意识、科学观念，具有旺盛的求知欲，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关注。形成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４．身心素质教育

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健康的体魄，积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及适应环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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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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素质

与能力

１．１政治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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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势与政策等课程

１．２人文素质 素质拓展课程

１．３分析运算能力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积分变换等课程

１．４英语应用能力 英语、双语教学等课程

１．５计算机应用能力
计算机文化基础、Ｃ语言程序设计、专业应用软

件实验等课程

１．６利用现代化手段获取

信息能力
计算机网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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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就业指导、社会实

践（观摩燉见习）、参加科技协会、科技文化竞赛、
才艺竞赛、社会服务等课程和实践活动

１．８身心素质 军训、体育等课程

２．专业基础

理论与应用

能力

电子电路的基本理论和实

验技术

工程制图、大学物理、电路、模拟电子技术、数字

电子技术等课程及相关的实验课程

３．专业知识

与应用能力

电气工程技术分析与基本

理论的应用

自动控制原理、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电机与拖动

等课程及相关的课内实验项目

４．专业核心

技能

工程实践训练、科学研究、
科技开发和组织管理的能

力、一定的创新能力

电力电子技术、电机与拖动、微机原理与单片机

技术、工厂供电、计算机控制技术等课程及课内

实验项目

五、学制与学分要求

１．学制：标准学制为 ４年，修业年限为 ３～６年。

２．学位：工学学士。

３．学分：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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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实践（观摩燉见习） ６ 课外学分，每学期认定 １次

认识实习 １ １ ２ 集中

电子工艺实习（一） １ １ ２ 集中

专业应用软件实验（一） １ １ ３ 集中

电子工艺实习（二） １ １ ３ 集中

专业应用软件实验（二） １ １ ４ 集中

金工实习 １ １ ４ 集中

专业应用软件实验（三） １ １ ５ 集中

电子线路课程设计 １ １ ５ 集中

专业应用软件实验（四） １ １ ６ 集中

微机应用课程设计 １ １ ６ 集中

校内实训 ２ ３ ７、８ 集中

电子技术实训 １ ２ ７、８ 集中

毕业教育 １ １ ７、８ 集中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０ １２ ７、８ 集中

毕业实习、预就业 ２ １６ ７、８ 集中、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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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 ２４％

学科专业基础课 ５０ ２８％

专业课

核心技术课 ２２

专业方向课 １２

专业任选课 ６

１２％

７％

３％

２２％

集中实践教学 ３６ ２０％

素质拓展课（选修） ６ ３％

创新创业实践 ６ ３％

合 计 １８１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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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专业核心课程

本专业核心课程为：电力电子技术、电机与拖动、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工厂供

电等。

１．电力电子技术

学时：６４（其中理论讲授 ４８学时，实验 １６学时）；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讲授电力电子技术的基本原理和电路的分析方法，具体内容为电力电子器件的工作原理、基

本结构、基本特性和主要参数。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基本数量关系，以及负载性质对整流电路的影响，

变压器漏抗对整流电路的影响。有源逆变电路的工作原理，数量关系，逆变失败的原因。电压型逆变电

路、电流型逆变电路的结构和工作原理。直流斩波电路的种类和工作原理。交流－交流变流电路，交流

调压电路，交流调功电路及交－交变频电路。ＰＷＭ控制技术，介绍 ＰＷＭ控制的基本原理、ＰＷＭ逆变

电路及其控制方法。软开关技术，软开关的基本概念、软开关电路的分类。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由王兆安、刘进军主编的《电力电子技术》，实验部分所用

教材为自编的《电力电子技术实验指导书》。

２．电机与拖动

学时：６４（其中理论讲授 ４８学时，实验 １６学时）；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讲授电机的基本理论与拖动的基本内容。具体内容为磁路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定律。变压器

的工作原理、基本结构、运行分析、参数测定及运行特性。异步电机的工作原理、基本结构、电动势平衡方

程式、磁通势平衡方程式、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运行分析、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功率和转矩及三相异步电动

机的运行特性。异步电动机的机械特性、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起动、调速和制动。三相同步电机的工作原

理、基本结构、运行分析、功率和转矩，三相同步电动机的运行特性。三相同步电动机的机械特性，三相同

步电动机的起动、调速与制动。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基本结构、电枢反应，直流电机的电磁转矩和功率。

他励直流电动机的机械特性，他励直流电动机的起动、调速与制动。并励直流电动机的电力拖动。伺服

电动机的工作原理，步进电动机的工作原理，测速发电机、自整角机、旋转变压器等的工作原理。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唐介主编的《电机与拖动》，实验部分所用教材为自编的

《电机与拖动实验指导书》。

３．工厂供电

学时：６４（其中理论讲授 ４８学时，实验 １６学时）；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讲授工厂供电的基本原理。具体内容为：负荷的计算、确定计算负荷的系数、单相用电设备计

算负荷的确定、供电系统的功率损耗与电能损耗，工厂供电系统的方案选择、变电所位置及变电所中变

压器容量和数量的选择、变电所的主接线图、变电所的二次接线、工厂高压配电网，短路过程的分析、对

称短路电流的计算方法、感应电动机对短路电流的影响、低压电力线路中短路电流的计算，继电保护的

构成与工作原理、工厂供电系统单端供电网络的保护、变压器保护、工厂低压供电系统的保护、供电系统

的防雷与接地，供电系统的电压波动与抑制等。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由苏文成主编的《工厂供电》，实验部分所用教材为自编的

《工厂供电实验指导书》。

４．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

学时：９６（其中理论讲授 ７２学时，实验 ２４学时）；学分：６；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分为微计算机原理和单片机应用两个部分：微机原理部分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在汇编语言

层次上学习微型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和应用技术，即是要学习汇编语言编程涉及到的微型计算机硬件组

成和工作原理，汇编语言应用程序的编制技术，微型计算机系统提供的输入输出接口的应用方法，以及

专用输入输出接口开发技术等内容。单片机部分以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微机原理等课程内容

为基础，同时又是智能仪器仪表、电子系统设计和嵌入式系统等专业课的基础。该部分的主要内容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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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机体系结构、存储器体系结构、指令系统、汇编语言程序设计、中断系统及其应用、定时器及其应用、外

围设备与单片机的接口技术，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单片机技术及其

在工业控制、经济建设和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新产品设计开发能力，为将

来从事电子电气新产品设计开发，电子产品的检测和维护等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由张迎新主编的《单片机与微机原理及应用》，实验部分所

用教材为自编的《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实验指导书》、《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实验指导书》。

５．计算机控制技术

学时：６４（其中理论讲授 ４８学时，实验 １６学时）；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讲授了计算机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工程实现方法。具体内容：计算机控制系统的组成及特点，

输入输出接口与过程通道，数字程序控制技术，常规及复杂控制技术，现代控制技术，应用程序设计与实

现技术，分散型测控网络技术，计算机控制系统设计与实现等。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由上海工业大学谢剑英编著的《微型计算机控制技术》，

实验部分所用教材为自编的《计算机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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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６ ９６

复习考试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２

集中实践教学 ２ ２ ２ ２ ２ ５ １５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２ １２

毕业教育 １ １

毕业实习、预就业 １６ １６

总周数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３４ 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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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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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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４３２ ３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６ Ｃ语言程序设计 √ ４ ６４４８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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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８６６６０８ ２１０４８ １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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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Ｊ０８６４０１ 高等数学（一） √ ６ ９６９６ ６

ＸＪ０８６４０２ 高等数学（二） √ ４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８６４０３ 线性代数 √ ２ ３２３２ ２

ＸＪ０８６４０４ 积分变换 √ ２ ３２３２ ２

ＸＪ０８６４０５ 工程制图 √ ２ ３２３２ ２

ＸＪ０８６４０６ 大学物理（一） √ ２ ３２３２ ２

ＸＪ０８６４０７ 大学物理（二） √ ４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８６４０８ 大学物理实验 √ ２ ３２ ３２ ２

ＸＪ０８６４０９ 电 路 √ ６ ９６９６ ６

ＸＪ０８６４１０ 电路实验 √ １ １６ １６ １

ＸＪ０８６４１１ 模拟电子技术 √ ４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８６４１２ 数字电子技术 √ ４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８６４１３ 电子技术实验 √ ３ ４８ ４８ ３

ＸＪ０８６４１４ 自动控制原理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ＸＪ０８６４１５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小 计 ５０８００６７２１２８ １２１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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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

心

课

程

ＺＨ０８６４０１ 电力电子技术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ＺＨ０８６４０２ 电机与拖动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ＺＨ０８６４０３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 √ ６ ９６７２２４ ６

ＺＨ０８６４０４ 工厂供电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４

ＺＨ０８６４０５ 计算机控制技术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小 计 ２２３５２２６４９８ ４ ６ １２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方

向

一

ＺＦ０８６４０１ ＰＬＣ应用技术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ＺＦ０８６４０２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ＺＦ０８６４０３电力系统自动化（选修）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ＺＦ０８６４０４发电厂电气部分（选修）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方

向

二

ＺＦ０８６４０５
煤矿电气保护与

ＰＬＣ控制技术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ＺＦ０８６４０６ 煤矿电气控制技术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ＺＦ０８６４０７ 矿井供电（选修）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ＺＦ０８６４０８ 高电压技术（选修）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合 计 １２１９２１４４４８ ４ ８

专

业

任

选

课

程

ＺＲ０８６４０１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３ ４８４８ ３

ＺＲ０８６４０２ 电子系统设计 √ ３ ４８１６３２ ３

ＺＲ０８６４０３ 计算机网络技术 √ ３ ４８３２１６ ３

ＺＲ０８６４０４ 电力系统故障分析 √ ３ ４８３２１６ ３

ＺＲ０８６４０５
电力拖动自动控

制系统 √ ３ ４８３２１６ ３

小 计 ６ ９６６４３２ ６

总 计 １３９２４１４１８６０２９６２１０４８ ２６２６２６２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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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

实践

教学

ＳＪ０００４０１ 入学教育与专业导论 √ １

ＳＪ０００４０２ 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 √
１＋

２

２
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３ 社会实践（观摩燉见习） ６ 课外学分，每学期认定 １次

ＳＪ０８６４０４ 认识实习 １ １周

ＳＪ０８６４０５ 电子工艺实习（一） １ １周

ＳＪ０８６４０６ 专业应用软件实验（一） １ １周

ＳＪ０８６４０７ 电子工艺实习（二） １ １周

ＳＪ０８６４０８ 专业应用软件实验（二） １ １周

ＳＪ０８６４０９ 金工实习 １ １周

ＳＪ０８６４１０ 专业应用软件实验（三） １ １周

ＳＪ０８６４１１ 电子线路课程设计 １ １周

ＳＪ０８６４１２ 专业应用软件实验（四） １ １周

ＳＪ０８６４１３ 微机应用课程设计 １ １周

ＳＪ０８６４１４ 校内实训 ２ ３周

ＳＪ０８６４１５ 电子技术实训 １ 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８ 毕业实习、预就业 ２ １６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９ 毕业教育 １ １周

ＳＪ０００４１０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０ １２周

合 计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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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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０８０６０２

一、专业方向

工业自动化、智能控制。

二、培养目标

１．工业自动化方向

本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适应地方经济建设需要，具备自动控制和计算机控制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一定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理论知识较扎实、专业知识面较宽、实

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能在工业生产领域从事各类工业自动化系统的研究、设计、应用和开发的高级应

用型人才。

２．智能控制方向

本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适应地方经济建设需要，具备自动控制和智能系统的基本理论、基

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一定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理论知识较扎实、专业知识面较宽、实践

能力强、综合素质高，能在生产、生活各个领域从事各类智能控制系统的研究、设计、应用和开发的高级

应用型人才。

三、培养要求

１．思想政治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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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能素质

（１）知识结构要求：掌握自动控制的基本理论和实验技术，具备分析和设计控制系统的基本知识；较

系统地掌握本专业领域宽广的技术基础理论知识，适应自动化领域的工作需要。

（２）能力结构要求：掌握工业生产控制系统的基本理论和应用的一般方法，具有将所学的知识和技

能应用于工业生产过程和智能控制系统等相关领域的实践能力；了解自动化和控制系统的理论前沿，具

备设计、开发、应用及计算机模拟信息系统的基本能力，并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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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一门外语，能够比较熟练的阅读本专

业外文书刊，具有一定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

３．文化素质

具有刻苦学习、善于钻研、锲而不舍的精神，掌握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经济

管理知识。

４．身心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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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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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势与政策等

课程

１．２人文素质 素质拓展课程

１．３分析运算能力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积分变换等课程

１．４英语应用能力 英语、双语教学等课程

１．５计算机应用能力
计算机文化基础、Ｃ语言程序设计、专业应用

软件实验等课程

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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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实践（观摩燉见习）、科技协会、科技文化竞赛、
才艺竞赛、社会服务等课程和实践活动

１．７身心素质 军训、体育等课程

２．专业基础

理论与应用

能力

自动控制的基本理论和实验

技术

工程制图、大学物理、电路、电子技术、自动控

制原理等课程及相关的实验课程

３．专业知识

与应用能力

工业生产控制系统的基本理

论和应用的一般方法

计算机控制技术、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等课程

及相关的课内实验项目

４．专业核心

技能

设计、开发、应用及计算机仿

真控制系统的基本能力、一

定的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

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电力电子技术、微机

原理与单片机技术、人工智能等课程及课内

实验项目

五、学制与学分要求

１．学制：标准学制为 ４年，修业年限为 ３～６年。

２．学位：工学学士。

３．学分：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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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实践（观摩燉见习） ６ 课外学分，每学期认定 １次

认识实习 １ １ ２ 集中

电子工艺实习（一） １ １ ２ 集中

专业应用软件实验（一） １ １ ３ 集中

电子工艺实习（二） １ １ ３ 集中

专业应用软件实验（二） １ １ ４ 集中

金工实习 １ １ ４ 集中

专业应用软件实验（三） １ １ ５ 集中

电子线路课程设计 １ １ ５ 集中

专业应用软件实验（四） １ １ ６ 集中

微机应用课程设计 １ １ ６ 集中

校内实训 ２ ３ ７、８ 集中

电子技术实训 １ ２ ７、８ 集中

毕业教育 １ １ ７、８ 集中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０ １２ ７、８ 集中

毕业实习、预就业 ２ １６ ７、８ 集中、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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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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 ２３％

学科专业基础课 ５６ ３０％

专业课

核心技术课 ２１

专业方向课 １２

专业任选课 ６

１１％

７％

３％

２１％

集中实践教学 ３６ ２０％

素质拓展课（选修） ６ ３％

创新创业实践 ６ ３％

合 计 １８６ １００％

九、专业核心课程

本专业核心课程为：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电力电子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

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等。

１．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

学时：９６（其中理论讲授 ７２学时，实验 ２４学时）；学分：６；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分为微计算机原理和单片机应用两个部分：微机原理部分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在汇编语言

层次上学习微型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和应用技术，即是要学习汇编语言编程涉及到的微型计算机硬件组

成和工作原理，汇编语言应用程序的编制技术，微型计算机系统提供的输入输出接口的应用方法，以及

专用输入输出接口开发技术等内容。单片机部分以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微机原理等课程内容

为基础，同时又是智能仪器仪表、电子系统设计和嵌入式系统等专业课的基础。该部分的主要内容为单

片机体系结构、存储器体系结构、指令系统、汇编语言程序设计、中断系统及其应用、定时器及其应用、外

围设备与单片机的接口技术，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单片机技术及其

在工业控制、经济建设和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新产品设计开发能力，为将

来从事电子电气新产品设计开发，电子产品的检测和维护等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由张迎新主编的《单片机与微机原理及应用》，实验部分所

用教材为自编的《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实验指导书》、《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实验指导书》。

２．计算机控制技术

学时：６４（其中理论讲授 ４８学时，实验 １６学时）；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介绍微型计算机在嵌入式系统中的各种应用技术。主要内容有：微型计算机控制系统的

组成及分类、Ａ燉Ｄ和 Ｄ燉Ａ转换、数据采集、键盘接口技术、ＬＥＤ及 ＬＣＤ显示、报警技术、马达控制、步进

电机控制、串行通信及其接口总线、现场总线、数字滤波、标度变换、自动量程转换、非线性补偿、ＰＩＤ控

制、模糊控制、微型计算机控制系统设计方法及实例等。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潘新民主编的《微型计算机控制技术》，实验部分所用教材

为自编的《计算机控制技术实验指导书》。

３．电力电子技术

学时：６４（其中理论讲授 ４８学时，实验 １６学时）；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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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主要介绍电力电子技术中的常用电力电子器件（晶闸管、双向晶闸管、可关断晶闸管、大功率

晶体管、功率场效应晶体管、绝缘门极晶体管）的工作原理及特性，电力电子电路（单相和三相可控整流

电路、交流调压电路、逆变电路、直流斩波电路）的工作原理，晶闸管触发电路（单结晶体管触发电路、锯

齿波触发电路、集成触发器及数字触发器），自关断器件驱动电路等内容。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由王兆安、刘进军主编的《电力电子技术》，实验部分所用

教材为自编的《电力电子技术实验指导书》。

４．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学时：６４（其中理论讲授 ４８学时，实验 １６学时）；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介绍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的基本概念、特性、作用以及发展趋势；各类常用传感器的基本

结构、主要性能和工作原理；传感器的测量电路和直用实例；传感器的选用知识；测量及误差处理的基本

知识；检测系统的基本组成、主要部件和系统的抗干扰技术、检测系统的最新技术进展等内容。本课程所

用教材为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由徐科军主编的《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实验部分所用教材为自编的《传

感器与检测技术实验指导书》。

５．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

学时：４８（其中理论讲授 ３２学时，实验 １６学时）；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介绍现代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基本工作原理、基本控制方法，以及对系

统的静、动态特性进行深入的分析。主要内容包括：直流电动机的闭环控制结构及相应的控制系统；闭环

直流调速系统的静、动态特性；直流调速系统可逆运行的方法；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的工程设计方法；

恒压频比控制的异步电动机变压变频调速系统；异步电动机矢量控制系统和直接转矩控制系统；普通三

相同步电动机自控式变压变频调速系统及矢量控制系统、正弦波永磁同步电动机矢量控制系统和直接

转矩控制系统，以及梯形波永磁同步电动机变压变频调速系统；位置伺服系统的基本特点、组成、类型、

基本工作原理，以及伺服系统的稳态分析和设计、动态分析和设计；数字（计算机）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

统的基本特点；数字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以及数字控制器的硬件与软件；数字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

及其数字化设计。本课程所用教材为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由李华德等主编的《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

统》，实验部分所用教材为自编的《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实验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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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６ ９６

复习考试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２

集中实践教学 ２ ２ ２ ２ ２ ５ １５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２ １２

毕业教育 １ １

毕业实习、预就业 １６ １６

总周数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３４ 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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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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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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４３２ ３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６ Ｃ语言程序设计 √ ４ ６４３２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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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８６６５９２ ２１０６４ １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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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Ｊ０８８４０１ 高等数学（一） √ ６ ９６９６ ６

ＸＪ０８８４０２ 高等数学（二） √ ４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８８４０３ 线性代数 √ ２ ３２３２ ２

ＸＪ０８８４０４ 积分变换 √ ２ ３２３２ ２

ＸＪ０８８４０５ 工程制图 √ ２ ３２３２ ２

ＸＪ０８８４０６ 大学物理（一） √ ２ ３２３２ ２

ＸＪ０８８４０７ 大学物理（二） √ ４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８８４０８ 大学物理实验 √ ２ ３２ ３２ ２

ＸＪ０８８４０９ 电 路 √ ６ ９６９６ ６

ＸＪ０８８４１０ 电路实验 √ １ １６ １６ １

ＸＪ０８８４１１ 模拟电子技术 √ ４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８８４１２ 数字电子技术 √ ４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８８４１３ 电子技术实验 √ ３ ４８ ４８ ３

ＸＪ０８８４１４ 自动控制原理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ＸＪ０８８４１５ 信号与系统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ＸＪ０８８４１６ 数据结构 √ ２ ３２３２ ２

ＸＪ０８８４１７ 电机与拖动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小 计 ５６８９６７５２１４４ １２１４１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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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

心

课

程

ＺＨ０８８４０１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ＺＨ０８８４０２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 √ ３ ４８３２１６ ３

ＺＨ０８８４０３ 电力电子技术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ＺＨ０８８４０４ 计算机控制技术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ＺＨ０８８４０５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 √ ６ ９６７２２４ ４

小 计 ２１３３６２４８８８ ４ ７ ８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方

向

一

ＺＦ０８８４０１ ＰＬＣ应用技术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ＺＦ０８８４０２ 工厂供电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ＺＦ０８８４０３ 过程控制（选修）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ＺＦ０８８４０４ ＣＩＭＳ（选修）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方

向

二

ＺＦ０８８４０５ 现代控制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ＺＦ０８８４０６ 人工智能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ＺＦ０８８４０７ 机器人（选修）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ＺＦ０８８４０８ 继电保护（选修）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合 计 １２１９２１４４４８ ４ ８

专

业

任

选

课

程

ＺＲ０８８４０１ 嵌入式系统 √ ３ ４８３２１６ ３

ＺＲ０８８４０２ 数据库基础 √ ３ ４８３２１６ ３

ＺＲ０８８４０３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３ ４８４８ ３

ＺＲ０８８４０４ 控制系统仿真 √ ３ ４８３２１６ ３

ＺＲ０８８４０５ 计算机网络技术 √ ３ ４８３２１６ ３

ＺＲ０８８４０６ 面向对象技术 √ ３ ４８３２１６ ３

小 计 ６ ９６６４３２ ６

总 计 １４４２４９４１９０８３１２２１０６４ ２６２６２４２４１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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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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Ｊ０００４０２ 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 １＋

２

２
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３ 社会实践（观摩燉见习） ６ 课外学分，每学期认定 １次

ＳＪ０８８４０４ 认识实习 １ １周

ＳＪ０８８４０５ 电子工艺实习（一） １ １周

ＳＪ０８８４０６ 专业应用软件实验（一） １ １周

ＳＪ０８８４０７ 电子工艺实习（二） １ １周

ＳＪ０８８４０８ 专业应用软件实验（二） １ １周

ＳＪ０８８４０９ 金工实习 １ １周

ＳＪ０８８４１０ 专业应用软件实验（三） １ １周

ＳＪ０８８４１１ 电子线路课程设计 １ １周

ＳＪ０８８４１２ 专业应用软件实验（四） １ １周

ＳＪ０８８４１３ 微机应用课程设计 １ １周

ＳＪ０８８４１４ 校内实训 ２ ３周

ＳＪ０８８４１５ 电子技术实训 １ 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８ 毕业实习、预就业 ２ １６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９ 毕业教育 １ １周

ＳＪ０００４１０ 毕业设计 １０ １２周

合 计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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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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０８０６０３

一、专业方向

通信技术、煤矿电子。

二、培养目标

１．通信技术方向

本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适应地方经济建设需要，具备电子技术和信息系统的基本理论、基

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一定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理论知识较扎实、专业知识面较宽、实践

能力强、综合素质高，能在通信技术领域从事各类电子设备和信息系统的研究、设计、应用和开发的高级

应用型人才。

２．煤矿电子方向

本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适应地方经济建设需要，具备电子技术和信息系统的基本理论、基

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一定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理论知识较扎实、专业知识面较宽、实践

能力强、综合素质高，能在煤矿系统从事各类电子设备和信息系统的研究、设计、应用和开发的高级应用

型人才。

三、培养要求

１．思想政治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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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能素质

（１）知识结构要求：掌握电子电路的基本理论和实验技术，具备分析和设计电子设备的基本知识；较

系统的掌握本专业领域宽广的技术基础理论知识，适应电子和信息工程方面的工作需要。

（２）能力结构要求：掌握信息获取、处理的基本理论和应用的一般方法，具有将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应

用于电子设备和信息系统等相关领域的实践能力；了解电子设备和信息系统的理论前沿，具备设计、开

发、应用及计算机模拟信息系统的基本能力，并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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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一门外语，能够比较熟练的阅读本专业外文书

刊，具有一定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

３．文化素质

具有刻苦学习、善于钻研、锲而不舍的精神，掌握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经济

管理知识。

４．身心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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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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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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素质

与能力

１．１政治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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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势与

政策等课程

１．２人文素质 素质拓展课程

１．３分析运算能力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积分变换等课程

１．４英语应用能力 英语、双语教学等课程

１．５计算机应用能力
计算机文化基础、Ｃ语言程序设计、专业应

用软件实验等课程

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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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实践（观摩燉见习）、参加科技协会、科技

文化竞赛、才艺竞赛、社会服务等课程和实

践活动

１．７身心素质 军训、体育等课程

２．专业基础

理论与应用

能力

电子电路的基本理论和实验技术
工程制图、大学物理、电路、模拟电子技术、
数字电子技术等课程及相关的实验课程

３．专业知识

与应用能力

信息获取、处理的基本理论和应

用的一般方法

自动控制原理、传感器与检测技术、通信原

理等课程及相关的课内实验项目

４．专业核心

技能

设计、开发、应用及计算机模拟电

子设备和信息系统的基本能力、
一定的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

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高频电子技

术、ＥＤＡ技术、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等

课程及课内实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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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工学学士

３．学分：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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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实践（观摩燉见习） ６ 课外学分，每学期认定 １次

认识实习 １ １ ２ 集中

电子工艺实习（一） １ １ ２ 集中

专业应用软件实验（一） １ １ ３ 集中

电子工艺实习（二） １ １ ３ 集中

专业应用软件实验（二） １ １ ４ 集中

金工实习 １ １ ４ 集中

专业应用软件实验（三） １ １ ５ 集中

电子线路课程设计 １ １ ５ 集中

专业应用软件实验（四） １ １ ６ 集中

微机应用课程设计 １ １ ６ 集中

校内实训 ２ ３ ７、８ 集中

电子技术实训 １ ２ ７、８ 集中

毕业教育 １ １ ７、８ 集中

毕业设计 １０ １２ ７、８ 集中

毕业实习、预就业 ２ １６ ７、８ 集中、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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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 ２４％

学科专业基础课 ５０ ２８％

专业课

核心技术课 ２２

专业方向课 １２

专业任选课 ６

１２％

７％

３％

２２％

集中实践教学 ３６ ２０％

素质拓展 ６ ３％

创新创业实践 ６ ３％

合 计 １８１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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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专业核心课程

本专业核心课程为：高频电子技术、信号与系统、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ＥＤＡ技术、数字信号处

理等。

１．高频电子技术

学时：６４（其中理论讲授 ４８学时，实验 １６学时）；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讲授高频电子线路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具体内容为无线电信号传输原理，选频网络，高

频小信号放大器，噪声与干扰，非线性电路与时变参量电路和变频器，高频功率放大器，正弦波振荡器，

参量现象与时变电抗电路，振幅调制与解调，角度调制与解调，反馈控制电路 ＡＧＣ、ＡＦＣ、ＰＬＬ，频率合

成技术等单元电路的分析与设计等。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胡宴如主编的《高频电子线路》，实验部分所用教材为自

编的《高频电子技术实验指导书》。

２．信号与系统

学时：６４（其中理论讲授 ４８学时，实验 １６学时）；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讲授连续时间系统的时域分析、信号分析和连续时间系统的频域分析，连续时间系统的复频

域分析，系统函数，离散时间系统的时域分析，离散时间系统的变换域分析，最后讨论线性系统的状态变

量分析。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吴大正主编的《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实验部分所用教

材为自编的《信号与系统实验指导书》。

３．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

学时：９６（其中理论讲授 ７２学时，实验 ２４学时）；学分：６；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分为微计算机原理和单片机应用两个部分：微机原理部分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在汇编语言

层次上学习微型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和应用技术，即是要学习汇编语言编程涉及到的微型计算机硬件组

成和工作原理，汇编语言应用程序的编制技术，微型计算机系统提供的输入输出接口的应用方法，以及

专用输入输出接口开发技术等内容。单片机部分以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微机原理等课程内容

为基础，同时又是智能仪器仪表、电子系统设计和嵌入式系统等专业课的基础。该部分的主要内容为单

片机体系结构、存储器体系结构、指令系统、汇编语言程序设计、中断系统及其应用、定时器及其应用、外

围设备与单片机的接口技术，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单片机技术及其

在工业控制、经济建设和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新产品设计开发能力，为将

来从事电子电气新产品设计开发，电子产品的检测和维护等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由张迎新主编的《单片机与微机原理及应用》，实验部分所

用教材为自编的《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实验指导书》、《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实验指导书》。

４．ＥＤＡ技术

学时：６４（其中理论讲授 ４８学时，实验 １６学时）；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ＥＤＡ技术发展，ＥＤＡ设计流程及 ＥＤＡ技术涉及的领域，ＥＤＡ工具软件的使

用方法，ＥＤＡ常用的硬件描述语言，ＥＤＡ常用的工具软件，ＥＤＡ技术在组合逻辑、时序逻辑电路设计及

在测量仪器、通讯系统和自动控制等领域的综合应用等。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由江国强主编的《ＥＤＡ技术与应用》，实验部分所用教材

为自编的《ＥＤＡ技术实验指导书》。

５．数字信号处理

学时：６４（其中理论讲授 ４８学时，实验 １６学时）；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的内容主要包括离散时间系统 Ｚ变换，离散傅里叶变换（ＤＴＦＴ），数字滤波器的结构，无限

长单位脉冲响应（ＩＩＲ）滤波器的设计方法，有限长单位脉冲响应（ＦＩＲ）滤波器的设计方法，快速傅里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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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换（ＦＦＴ），量化效应与有限字长效应等。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丁玉美、高西全主编的《数字信号处理》，实验

部分所用教材为自编的《数字信号处理实验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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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６ ９６

复习考试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２

集中实践教学 ２ ２ ２ ２ ２ ５ １５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２ １２

毕业教育 １ １

毕业实习、预就业 １６ １６

总周数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３４ 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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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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 ６４３２ ３２ ４

ＴＳ０００４１６ Ｃ语言程序设计 √ ４ ６４４８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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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８６６６０８ ２１０４８ １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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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Ｊ０８５４０１ 高等数学（一） √ ６ ９６９６ ６

ＸＪ０８５４０２ 高等数学（二） √ ４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８５４０３ 线性代数 √ ２ ３２３２ ２

ＸＪ０８５４０４ 积分变换 √ ２ ３２３２ ２

ＸＪ０８５４０５ 工程制图 √ ２ ３２３２ ２

ＸＪ０８５４０６ 大学物理（一） √ ２ ３２３２ ２

ＸＪ０８５４０７ 大学物理（二） √ ４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８５４０８ 大学物理实验 √ ２ ３２ ３２ ２

ＸＪ０８５４０９ 电 路 √ ６ ９６９６ ６

ＸＪ０８５４１０ 电路实验 √ １ １６ １６ １

ＸＪ０８５４１１ 模拟电子技术 √ ４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８５４１２ 数字电子技术 √ ４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８５４１３ 电子技术实验 √ ３ ４８ ４８ ３

ＸＪ０８５４１４ 自动控制原理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ＸＪ０８５４１５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小 计 ５０８００６７２１２８ １２１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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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

心

课

程

ＺＨ０８５４０１ 信号与系统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ＺＨ０８５４０２ 数字信号处理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ＺＨ０８５４０３ 高频电子技术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ＺＨ０８５４０４ ＥＤＡ技术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ＺＨ０８５４０５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技术 √ ６ ９６７２２４ ６

小 计 ２２３５２２６４８８ ６ １２ ４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方

向

一

ＺＦ０８５４０１ 煤矿应用电子技术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ＺＦ０８５４０２ 煤矿传感器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ＺＦ０８５４０３煤矿电气保护（选修）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ＺＦ０８５４０４
煤矿安全监控系

统（选修）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方

向

二

ＺＦ０８５４０５ 通信原理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ＺＦ０８５４０６ 移动通信技术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ＺＦ０８５４０７
光纤通信技术

（选修）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ＺＦ０８５４０８
程控交换技术

（选修）
√ ４ ６４４８１６ ４

合 计 １２１９２１４４４８ ４ ８

专

业

任

选

课

程

ＺＲ０８５４０１ ＰＬＣ技术 √ ３ ４８３２１６ ３

ＺＲ０８５４０２ 电力电子技术 √ ３ ４８３２１６ ３

ＺＲ０８５４０３ 计算机网络技术 √ ３ ４８３２１６ ３

ＺＲ０８５４０４ 微机控制技术 √ ３ ４８３２１６ ３

ＺＲ０８５４０５ ＦＰＧＡ技术 √ ３ ４８３２１６ ３

小 计 ６ ９６６４３２ ６

总 计 １３９２４１４１８６０２９６２１０４８ ２６２６２２２２２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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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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２ 军训及军事理论教育 １＋

２
１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３ 社会实践（观摩燉见习） ６ 课外学分，每学期认定 １次

ＳＪ０８５４０４ 认识实习 １ １周

ＳＪ０８５４０５ 电子工艺实习（一） １ １周

ＳＪ０８５４０６ 专业应用软件实验（一） １ １周

ＳＪ０８５４０７ 电子工艺实习（二） １ １周

ＳＪ０８５４０８ 专业应用软件实验（二） １ １周

ＳＪ０８５４０９ 金工实习 １ １周

ＳＪ０８５４１０ 专业应用软件实验（三） １ １周

ＳＪ０８５４１１ 电子线路课程设计 １ １周

ＳＪ０８５４１２ 专业应用软件实验（四） １ １周

ＳＪ０８５４１３ 微机应用课程设计 １ １周

ＳＪ０８５４１４ 校内实训 ２ ３周

ＳＪ０８５４１５ 电子技术实训 １ 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８ 毕业实习、预就业 ２ １６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９ 毕业教育 １ １周

ＳＪ０００４１０ 毕业设计 １０ １２周

合 计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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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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０８０６０５

一、专业方向

１．开源软件方向；２．嵌入式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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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

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具有较好的硬件基础及数学应用技能、较强的基于开源意识的程序设计

能力，具备计算机应用系统的分析、设计、集成和开发的基本能力，理论知识较扎实、专业知识面较宽、实

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能在企事业单位从事计算机应用系统的分析、设计、集成、开发和教学、科研的高

素质 ＩＴ应用型人才。

三、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经过培养和知识技能训练后，毕业生的素质和知识技能应达到以下规格要求：

１．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和素养，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具有较强的政策法制意识。

２．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３．掌握计算机应用系统的分析和设计的基本方法。

４．具有较好的硬件设备基础及数学应用技能。

５．具有较强的基于开源意识的程序设计和计算机应用系统开发能力。

６．了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动态及相关法规。

７．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独立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

８．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学术交流的能力。

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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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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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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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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素质拓展课程、军

事理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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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英语应用能力 英语（一）（二）（三）（四）、计算机专业英语

１．５计算机应用能力 计算机文化基础、程序设计基础

１．６利用现代化手段获取信息能力 文献检索与科技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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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身心素质 体育（一）（二）（三）（四）、社会实践

２．专业基础

理论与应用

能力

２．１计算机系统知识能力

２．２电路及电子知识能力

２．３专业知识拓展能力

程序设计基础、电路与模拟电子、数字电子技

术、离散数学、计算机专业英语

３．专业知识

与应用能力

３．１计算机硬件知识能力

３．２软件开发与应用能力

３．３网络应用能力

３．４算法分析能力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数据结构及实验、计算机

组成原理及实验、数据库系统原理、操作系统

及实验、计算机网络及实验、ＪＡＶＡ语言程序

设计、算法设计与分析、编译原理、人工智能

原理、数据挖掘基础、软件工程

４．专业核心

技能

４．１计算机系统结构知识能力

４．２开源软件应用系统开发、应用

能力

４．３嵌入式系统的设计、开发、应用

能力

单片机技术及应用、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及

应用、Ｌｉｎｕｘ数据库系统、Ｌｉｎｕｘ网络编程、

Ｌｉｎｕｘ应用软件开发、ＡＲＭ 处理器体系结

构、嵌入式 Ｌｉｎｕｘ系统、嵌入式设计与开发

五、学制与学分要求

１．学制：标准学制为 ４年，修业年限为 ３～６年。

２．学分：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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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实习 ６ ６ ７ 集中

毕业实习 １２ １２ ８ 集中、分散

毕业教育 １ １ ８ 集中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２ １６ ７、８ 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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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 １９％

学科基础课 ２６ １３．３％

专业基础课 ７ ３．６％

专业课

专业核心课 ２５

专业必修课 ３１

专业方向课 ８

专业任选课 １２

７６

１２．８％

１５．９％

４．１％

６．２％

３７％

素质拓展课（选修） ６ ３％

集中实践教学 ３７ １９％

创新创业实践 ６ ３％

合 计 １９５（其中实践学分 ８１） １００％（实践学分 ４１．５％）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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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实践学分

＝３２学分＋３７学分＋６学分＋６学分＝８１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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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专业核心课程

本专业核心课程为：离散数学、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操作系统、计算机组成原理、数据库系

统、计算机网络。

１．离散数学

学时：７２；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离散数学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分支，是研究离散量的结构及相互关系的学科。本课程主要内容有：

数理逻辑；集合论；代数结构；图论；组合分析初步；形式语言与自动机初步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

为学生学习后期的专业课及将来从事的软、硬件开发和应用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也可以培养学生的抽

象思维和严格推理的能力，并使学生掌握信息技术领域中的一些基本数学工具和方法。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由耿素云、屈婉玲、张立昂主编的《离散数学》。

２．数据结构

学时：１０８（其中理论 ７２，上机 ２８，课程设计 ８）；学分：６；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数据结构和算法设计与分析的基本知识，各种基本数据结构（如：线性表、栈、队

列、树、二叉树、图等）的定义、存储结构、相应的算法、算法的定性或定量分析、应用及各种查找、排序算

法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熟练掌握各种基本数据结构及其操作，学会分析数据的特性，深入理解

数据的各种逻辑结构及其在计算机中的存储表示，培养和提高学生根据实际问题的要求来选择和构造

合适的数据结构及设计有效算法的能力，并初步掌握对算法的时间分析和空间分析技术，掌握数据结构

在排序和查找等常用算法中的应用，为以后进行软件开发和学习后续课程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实验部分归纳成九个实验单元，分别为：线性表操作、栈和队列操作、串操作、数组和稀疏矩

阵的操作、广义表操作、二叉树操作、图的操作、查找、内排序操作。每个单元都精心设计了多个实验题

目，每个实验由实验目的、实验内容和实验要求三部分组成。实验案例的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是对《数据

结构》课程内容的应用和深化，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数据抽象能力和实际动手能力。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数据结构》，李春葆等编著。

３．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学时：７２（其中讲课 ３６，上机 ３２，课程设计 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类的定义，类对象的构造

及类成员的访问；类继承的三种方式；虚基类和聚合类的概念及使用；类的多态性及其实现方式；函数模

板和类模板；内存动态管理技术；异常处理机制；命名空间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比较全面系统

地掌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以及分析问题的基本过程；培养学生利用面向对象的

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适应从事软件开发工作的需要。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温秀梅主编的《ＶｉｓｕａｌＣ＋＋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教程与实

验》。

４．操作系统

学时：１０８（其中理论 ７２，上机 ３２，课程设计 ４）；学分：６；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操作系统的发展、特征及功能，包括处理机管理中的进程控制、进程同步、进程

通信、处理机调度；存储器管理中的内存分配、内存保护、地址映射、内存扩充；设备管理中的缓冲管理、

设备分配、设备处理；文件管理中的文件存储空间的管理、目录管理、文件的读燉写管理和保护；操作系统

与用户之间的接口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设计原理及实施技术，具有

分析操作系统和设计、实现、开发实际操作系统的能力。

本课程的实验部分通过上机编程操作，使学生初步理解操作系统的设计原理和过程，了解操作系统

程序接口的使用，加强对操作系统实现方法的掌握，同时使学生在程序设计方面也能够得到基本的训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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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所用教材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汤小丹、梁红兵、哲凤屏、汤子瀛编著的《计算

机操作系统》（第三版），实验部分所用教材为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由郁红英，李春强编著的《计算机操

作系统实验指导》。

５．计算机组成原理

学时：５４（其中讲课 ３６，实验 １４，课程设计 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计算机的基本组成；系统总线的分类、特性及性能指标、总线结构、总线控制；主

存储器、高速缓冲存储器、辅助存储器；Ｉ燉Ｏ设备、Ｉ燉Ｏ接口、程序查询方式、程序中断方式、ＤＭＡ方式；

数的定点表示和浮点表示、定点运算、浮点四则运算、算术逻辑单元；机器指令、寻址方式、指令格式；

ＣＰＵ的结构、指令周期、指令流水、中断系统；微操作命令的分析、控制单元的功能；组合逻辑设计、微程

序设计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系统的掌握计算机的基本组成，存储器的结构，外部设备的工作

原理，ＣＰＵ的结构以及控制单元的功能，培养学生设计简单计算机系统的能力，以较好的学习其他专业

核心课程和对计算机有更深入的理解。

本课程的课程设计部分使用 ＴＥＣ－４计算机组成原理试验仪一台、双踪示波器一台、直流万用表一

只，逻辑测试表一支，集成电路若干片来模拟计算机系统的硬件组成原理，让学生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

解，增强学生的设计能力。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唐溯飞主编的《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设计所用教材为

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由白中英主编的《计算机组成原理》。

６．数据库系统原理

学时：５４（其中讲课 ３６，实验 １５，课程设计 ３）；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数据库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关系数据库的规范化理论、关系数据库的

标准操纵语言ＳＱＬ、应用系统的设计方法和实现技术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基本能力，使其能够适应从事复杂数据库系统研究、设计、开发与应用工作的需求，能为其今后

在相关领域开展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实验的目的是使学生在掌握数据库系统的基本概念、原理的基础上，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应用现有的数据建模工具和数据库管理系统软件，规范、科学地完成一个小型数据库的设计与实现。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由王珊、陈虹主编的《数据库系统原理教程》，实验部分所

用教材为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杨百龙主编的《数据库系统原理与设计－实验指导书》。

７．计算机网络

学时：１０８（其中，讲课 ７２学时，实验 ３２学时，课程设计 ４学时）；学分：６分；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有：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与体系结构、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运输层、应用

层、网络安全、因特网上的音频燉视频服务、无线网络和下一代因特网，采用以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 ＴＣＰ燉ＩＰ体系

结构来介绍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理，同时以 ＩＥＥＥ８０２系列为线索详述了局域网的相关技术和协议。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应能使学生达到以下知识与技能两方面的目标。在知识方面，了解计算机网络的产生

和发展，理解网络协议和网络体系结构等重要概念，掌握各层协议的功能和实现技术，熟练掌握局域网

原理和技术，初步掌握网络互联、网络安全与网络管理等知识；在技能方面，利用所学的网络知识，规划

和组建网络、管理网络、分析和设计网络协议、开发网络应用程序，为今后能够迅速地适应社会各方面管

理工作的需要服务。

本课程的实验部分通过使用我系“联想网络实验室”的实验设备，使学生对局域网与以太网组网技

术、交换局域网、ＴＣＰ燉ＩＰ协议技术、网络互连与 ＩＰ路由选择、网络安全等知识点加深理解，并提高应用

实践能力。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计算机网络（第

五版）》，谢希仁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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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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１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１ １

课堂教学 １６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４ １１０

复习考试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２

专业实习 ６ ６

毕业实习 １０ １０

毕业教育 １ １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０ ６ １６

总周数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７ 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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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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 ３２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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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７５２５１０ ２１０３２ １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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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Ｊ１１１４０１ 高等数学（一） √ ６ ９６９６ ６

ＸＪ１１１４０２ 线性代数 √ ３ ４８４８ ３

ＸＪ１１１４０３ 高等数学（二） √ ６１０８１０８ ６

ＸＪ１１１４０４ 电路与模拟电子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ＸＪ１１１４０５ 数字电子技术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１１１４０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４ ７２７２ ４

小 计 ２６４５０４５０ ９ １０ ７

专

业

基

础

课

ＺＪ１１１４０１ 计算机导论 √ ２ ３２３２ ２

ＺＪ１１１４０２ 程序设计基础 √ ３ ６４３２ ３２ ４

ＺＪ１１１４０３ 计算机专业英语 √ ２ ３６３６ ２

小 计 ７１３２１００ ３２ ６ ２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ＺＨ１１１４０１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 ３ ７２３６ ３２ ４ ４

ＺＨ１１１４０２ 离散数学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Ｈ１１１４０３ 数据结构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Ｈ１１１４０４ 计算机组成原理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Ｈ１１１４０５ 数据库系统原理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ＺＨ１１１４０６ 操作系统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Ｈ１１１４０７ 计算机网络 √ ４ ７２７２ ４

小 计 ２５４６８４１４１８ ３２ ４ ８ ４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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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修

课

程

ＺＢ１１１４０１
数据结构实验与

课程设计 √ ２ ３６ ２８ ８ ２

ＺＢ１１１４０２
计算机组成原理

实验与课程设计 √ １ １８ １４ ４ １

ＺＢ１１１４０３ 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统 √ ２ ３６ ３６ ２

ＺＢ１１１４０４ 单片机技术及应用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４ ３

ＺＢ１１１４０５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Ｂ１１１４０６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

术实验及课程设计 √ ２ ３６ ２８ ８ ２

ＺＢ１１１４０７
操作系统实验与

课程设计 √ ２ ３６ ３２ ４ ２

ＺＢ１１１４０８
计算机网络实验

与课程设计 √ ２ ３６ ３２ ４ ２

ＺＢ１１１４０９ＪＡＶＡ语言程序设计 √ ３ ７２３６ ３６ ４

ＺＢ１１１４１０ 软件工程 √ ２ ３６２８ ８ ２

ＺＢ１１１４１１ 算法设计与分析 √ ３ ５４５４ ６ ３

ＺＢ１１１４１２ 编译原理 √ ３ ５４５４ ６ ３

ＺＢ１１１４１３物联网技术及应用 √ ３ ５４１８３６ ３

小 计 ３１５７６２８０２２４ ３６３６ ２ ８ １６ ６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开
源
软
件
方
向

ＺＦ１１１４０１
Ｌｉｎｕｘ数据库系

统 √ ４ ７２３６３２ ４ ４

ＺＦ１１１４０２
Ｌｉｎｕｘ应用软件

开发 √ ４ ７２３６３２ ４ ４

嵌
入
式
方
向

ＺＦ１１１４０３
ＡＲＭ 体系结构

与接口技术 √ ４ ７２３６３６ ４

ＺＦ１１１４０４ 嵌入式设计与开发 √ ４ ７２３６３６ ４

小 计 ８１４４７２６８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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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

选

课

ＺＸ１１１４０１ 人工智能原理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１４０２ 数据挖掘基础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１４０３ 文献检索与科技写作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Ｘ１１１４０４ 专业综合知识选讲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１４０５ 信息安全概论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１４０６ 管理信息系统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１４０７ 电子商务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１４０８ 商务英语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１４０９ 工程经济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１４１０ 网络设计与施工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１４１１ 网站建设与管理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１４１２ 图形图像处理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Ｘ１１１４１３ 中学信息技术教学法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１４１４ 高等数学综合选讲 √ ２ ３６３６ ２

备注：六、七学期每学期任选三门，共 １２学分

小 计 １２２１６ ６ ６

合 计 １５２２９３６ ４８２６２２２７２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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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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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暑假期间进行

ＳＪ０００４０４ 学年设计

ＳＪ０００４０５ 技能训练

ＳＪ０００４０７ 专业实习 √ ６１０８ ６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８ 毕业实习 √ １２２１６ １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９ 毕业教育 √ １ １８ １周

ＳＪ０００４１０ 毕业论文（设计） √ １２２１６ １０周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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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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０８０９０１

一、专业方向

工程测量方向、能源工程方向。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具备常规测量、地理信息系统及遥感等方面的基本理

论、知识和技能，掌握各种工程建设的基本知识及测绘工程的设计、实施和管理等方面的理论与技术，能

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从事国家基础测绘和工程建设、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地图与

地理信息系统等方面的研究和实施的专业人才。

三、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测绘与地理信息系统等方面的主要理论和知识，注重理论同生产实践相结合，

能够应用所学理论解决实践中相关问题，适应现代测绘发展的需要。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１．毕业生应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有事业心和责任感，具有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职业

道德；

２．所学知识适用于测绘及主要相关领域、地质、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国土管理、土地规划、城市建设

等国民经济建设行业和政府职能部门；

３．具有高等数学、概率与数理统计等数学知识，有扎实的大地测量、误差理论、数字化测图等专业基

础知识；

４．具有利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获得信息的能力以及初步

的组织与管理能力；

５．能掌握一门外语，外语能力达到学院规定的要求；

６．能熟练地使用计算机进行工作和科研，计算机达到二级以上水平；

７．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达到国家规定的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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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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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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质拓展课程

１．３分析运算能力 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１．４英语应用能力 英语

１．５计算机应用能力

１．６利用现代化手段获取信息能力

计算机文化基础、Ｃ语言程序设计

２．专业基础

理论与应用

能力

２．１测绘基础知识 测量学、测量学实验

２．２测绘基础能力拓展 地图学、地理信息系统

２．３数据处理、分析能力 误差理论与测量平差

３．专业知识

与应用能力

３．１测绘专业基础素质 数字化测图技术、遥感原理与应用

３．２测绘应用能力 矿山测量、工程测量

４．专业核心

技能

４．１解决工程实际问题能力 控制测量、ＧＰＳ测量原理

４．２测绘方案设计能力 测量程序设计、测绘工程监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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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８。

六、毕业与学位授予

毕业条件及其他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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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本科毕业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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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实践性教学活动包括：军训与入学教育、测量学综合实习、工程测量实习、控制测量实习、摄

影测量遥感实习、毕业实习、毕业教育、毕业论文（设计）、军事理论教育、安全教育、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

指导、形势与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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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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暑假 ２、４、６ 分散

课程实习 ２８ ２８ １、２、３、４、５、６ 集中

专业实习 ７ １０ ２、４、６ 集中

毕业教育 １ １ ８ 集中

综合实习 １２ １６ ７ 分散或集中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２ １６ ８ 集中

合 计 ６５ 实践学分占总学分 ３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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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其中实践学分 １０） ２４．１６％（实践学分 ５．６２％）

素质拓展课（选修） ６ ３．３７％

学科基础课 ２２ １２．３６％

专业基础课 ３１（其中实践学分 ６） １７．４２％（实践学分 ３．３７％）

专

业

课

专业核心课 ２０（其中实践学分 ８）

专业方向课

（各方向课时、学分相同）
１３（其中实践学分 ３）

３３

（其中实

践学分

１２）

１０．２３％（实践学分 ４．４９％）

７．３０％（实践学分 ２．２５％）

１８．５４％

（实践

学分

６．７４％）

集中实践教学 ３７ ２０．７８％

创新创业实践 ６ ３．３７％

合 计 １７８ １００％

九、专业核心课程

工程测量、控制测量、ＧＰＳ测量原理与应用、测量程序设计、数字摄影测量。

１．工程测量

学时：８４；学分：４（含工程测量实验）；考核方式：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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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测量是测绘科学与技术的二级学科，也是一门技术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既注重讲述该学科

的基本理论、方法与勘测技术，又结合典型工程的测量实践，涵盖了从经典理论到最新技术应用，从工程

建筑物的设计、施工放样到变形监测以及工业测量、精密工程测量等全部内容，培养学生动手解决工程

中的测量问题。

参考教材：《工程测量学》．武汉大学出版社，张正禄主编；《工程测量学习题、课程设计和实习指导

书》．武汉大学出版社，张正禄主编。

２．控制测量

学时：６４；学分：４（含控制测量实验）；考核方式：考试。

要求学生掌握控制测量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明确控制测量在各项工程建设中的前期先决作用，以及

由于控制测量本身的精度要求较高的特点所决定的特殊的实测方法。系统学习测量控制网的基本原理

和方法，内容包括：地球椭球几何性质，观测值量算及椭球面上的基本计算，高斯投影及控制网概算，国

家及工程坐标系建产概念及应用，控制的网的条件平差、间接平差及近代平差理论及应用等。

参考教材：《控制测量学》．武汉大学出版社，孔祥元，郭际明主编；《大地测量学基础》．武汉大学出版

社，孔祥云，郭际明，刘宗泉编著。

３．ＧＰＳ测量原理与应用

学时：６４；学分：４（含 ＧＰＳ测量原理与应用实验）；考核方式：考试。

主要介绍全球定位系统 ＧＰＳ产生和发展的过程；ＧＰＳ系统的组成和卫星信号结构；ＧＰＳ定位中的

主要误差源以及消除削弱各种误差影响的方法和措施；测定卫星到接收机间的距离的方法，ＧＰＳ定位

的原理和各种定位模式。通过本课程的理论学习及实践教学，使学生掌握ＧＰＳ导航定位的基本原理、作

业模式和操作方法，为学生毕业后参加生产作业和科学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教材：《ＧＰＳ测量原理及应用》．武汉大学出版社，徐绍铨，张华海，杨志强编著；《ＧＰＳ卫星导航

定位原理与方法》．科学出版社，刘基余编著。

４．测量程序设计

学时：７２；学分：４（含测量程序设计实验）；考核方式：考试。

测绘专业的专业技术课，目标是培养具备测绘软件设计、开发和应用的测绘工程师。需要学习面向

对象程序设计语言 Ｃ＋＋，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方法，典型软件的二次开发方法，典型测量程序的设计等

理论。

参考教材：《测量平差程序设计》．国防工业出版社，宋力杰编著；《测量程序与新型全站仪的应用》．

机械工业出版社，覃辉主编。

５．数字摄影测量

学时：７２；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测绘专业的专业技术课，它的教学目的和任务是让学生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了解摄影测量发展方向，

掌握几何投影、被摄物体与像点的数学关系、平面和立体摄影测量的基本原理、遥感影像的获取和处理

方法。理解通过摄影测量、遥感手段，如何获取空间数据的方法。

参考教材：《摄影测量原理与应用》．武汉大学出版社，王树根编著；《数字摄影测量学》．武汉大学出

版社，张祖勋，张剑清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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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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１８ １６ １８ １４ ９６

复习考试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２

专业实习 ４ ２ ４ １６＋４ ３０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６ １６

毕业教育 １ １

总周数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７ 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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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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３ ５４２７ ２７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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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内 ３６学时，课外 ６０学时

ＴＳ０００４２５ 大学生就业指导 √ ０．５１８１８ １

小 计 ４３８８２６０９ ２１０６３ １０１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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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Ｊ１０７４０１ 高等数学（一） √ ６ ９６９６ ６

ＸＪ１０７４０２ 高等数学（二）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１０７４０３ 线性代数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１０７４０４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１０７４０５ 大学物理 √ ５ ８４８４ ３ ２

ＸＪ１０７４０６ 大学物理实验 √ ２ ３６ ３６ ２

专

业

基

础

课

ＸＪ１０７４０７ 地图学 √ ４ ５６４８ ８ ４

ＸＪ１０７４０８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

与应用 √ ３ ５４４４１０ ３

ＸＪ１０７４０９ 测量学 √ ２ ４２４２ ３

ＸＪ１０７４１０ 误差理论与测量平差 √ ３ ４８４０ ８ ３

ＸＪ１０７４１１ 数字化测图技术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ＸＪ１０７４１２ 遥感原理与应用 √ ２ ３２３２ ２

ＸＪ１０７４１３ 测量学实验 √ ２ ４２ ４２ ３

ＸＪ１０７４１４ 遥感原理与应用实验 √ ２ ３２ ３２ ２

ＸＪ１０７４１５ 计算机制图 √ ２ ３２ ２

ＸＪ１０７４１６ 计算机制图实验 √ ２ ３２ ２

ＸＪ１０７４１７ 地籍测量 √ ３ ４８３０ １８ ３

ＸＪ１０７４１８ 测绘工程监理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小 计 ５３８７２６６８１１４ ９０ １７１６ ９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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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ＺＨ１０７４０１ 工程测量 √ ２ ４２４２ ３

ＺＨ１０７４０２ 控制测量 √ ２ ３２３２ ２

ＺＨ１０７４０３
ＧＰＳ测 量 原 理

与应用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Ｈ１０７４０４ 测量程序设计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Ｈ１０７４０５ 数字摄影测量 √ ４ ７２５７ １５ ４

ＺＨ１０７４０６ 工程测量实验 √ ２ ４２ ４２ ３

ＺＨ１０７４０７
ＧＰＳ测 量 原 理

与应用实验 √ ２ ３６ ３６ ２

ＺＨ１０７４０８ 测量程序设计实验 √ ２ ３６ ３６ ２

ＺＨ１０７４０９ 控制测量实验 √ ２ ３２ ３２ ２

小 计 ２０３６４２０３１１０ ５１ ４ １２ ６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工

程

测

量

方

向

ＺＦ１０７４０１ 规划学 √ ４ ７２５４１８ ４

ＺＦ１０７４０２ 建筑工程概论 √ ３ ５６３６２０ ４

ＺＦ１０７４０３ 变形监测技术 √ ３ ５６３６２０ ４

ＺＦ１０７４０５ 工程地质学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能
源
工
程
方
向

ＺＦ１０７４０４ 矿山测量 √ ４ ７２５４１８ ４

ＺＦ１０７４０５ 工程地质学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ＺＦ１０７４０６ 矿产资源评估 √ ３ ５６３６２０ ４

ＺＦ１０７４０２ 建筑工程概论 √ ３ ５６３６２０ ４

小 计 １３２３８１６２７６ １１ ４

总 计 １２９２３５６１６４２３００２１０２０４ ２７２８２３２３２６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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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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摩燉见习） √ １ 每年暑假进行

ＳＪ１０７４０４ 地形测量实习 √ ２ 第二学期 ４周

ＳＪ１０７４０５ 控制测量实习 √ ２ 第四学期 ２周

ＳＪ１０７４０６ 工程测量实习 √ ３ 第六学期 ４周

ＳＪ１０７４０７ 综合实习 √ １２ 第七学期

ＳＪ０００４０９ 毕业教育 √ １ 第八学期 １周

ＳＪ０００４１０ 毕业论文（设计） √ １２ 第八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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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８课时，６学分

备注 ①军事理论教育、专业导论在第一学期以讲座形式进行

②通识课中的 ＶＦＰ６．０、Ｃ语言、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理科类可选择其一，文科类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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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０８１１０１

一、专业方向

１．煤化工；２．工业分析。

二、培养目标

１．煤化工方向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化学工程及技术，特别是在煤的焦化、煤炭气化、煤焦油加工、精细化学

品等多个煤炭综合利用领域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具有从事煤炭资源综合加工利用的基本能力，

能在煤炭综合利用加工等领域从事研究、开发、设计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专业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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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和教学环节的设置上，注重“知识、

方法、实践、能力”人才培养理论指导，突出煤化工的专业内涵，在教学方法注重因材施教、个性化教学和

人才分类培养的思路及模式，以“突出人才的能力培养”为原则。专业课、实践教学、毕业设计等教学环节

融入煤化工的内容，使学生不仅能够掌握通用化工的知识和技能，同时还掌握煤化工的特种专业知识，

这样其知识面和能力更加全面，更利于社会对人才的多元化需求，也满足了社会对煤化工人才的需求。

２．工业分析方向

培养目标：培养掌握工业分析与检验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从事工业原料及产品化

学成分、结构分析及污染监测等工作的高级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

专业特色：坚持先进的办学理念，以市场为导向，走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的办学道路，建立科学的

知识平台，采用先进的教学内容，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在加强学生基础理论（包括

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及专业基础知识）教育的同时，强化专业实践教学，重点培养具有能从事化学品分析

和分离、合成、生产、实验研究、应用开发及管理方面的高级技术人才，注重全能训练，全面提高学生的实

践动手能力、特殊专业技能和科研素质，使毕业生具有较强的择业竞争能力及较宽的就业适应能力。

三、培养要求

本专业主要学习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及相关的工程技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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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掌握应用化

学及化学工程与工艺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前沿动态，具备进行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科技管理的基本技

能。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１．思想政治素质

本专业学生应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道德，爱岗敬业。

２．专业技能素质

本专业学生应掌握数学、物理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系统、扎实地掌握化学化工的基本知

识和基本原理，受到化学与化工实验技能、工程实践、计算机应用、工程设计方法、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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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训练。掌握有关化工产品的生产工艺、生产设备、过程控制、放大优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具有较强的

工程设计、工程实验和科学研究能力。了解化学化工的理论前沿、应用前景，了解新工艺、新技术与新设

备的发展动态。掌握科技信息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能应用计算机等有关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

信息。熟悉国家关于化工产品开发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和法规。有一定的撰写生产、技术总结报告及

科学论文的能力，具有参与学术交流的能力。

３．文化素质

具有本专业以外的人文科学以及文化艺术方面的有关基础知识和基本修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

４．身心素质

具有健康的体魄（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和军事训练合格标准），良好的心理素质与文明的行

为习惯。

四、能力分析表

综合能力 专项能力 对应课程或实践

１．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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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质拓展课程

１．３分析运算能力 高等数学

１．４英语应用能力 大学英语、专业英语

１．５计算机应用能力
计算机应用基础、计算机语言、毕业设

计（论文）

１．６利用现代化手段获取信息能力
社会调查、生产实习、企业管理、中、高

级工培训、毕业设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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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调查、生产实习、科研项目

１．８身心素质 体育、军训

２．专业基础

理论与应用

能力

专业基础知识和实验能力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仪器

分析）和物理化学、基础化学实验、综

合化学实验

３．专业知识

与应用能力

化工设计、化工设备和工程实践能

力

化工原理、化工制图、化工工艺学和化

工设备基础

４．专业核心

技能
专业特色知识和实践能力

生产实习、化工工艺实验、化工专业综

合实验、化学工程实验、化工计算机模

拟实践、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等

五、学制与学分要求

１．学制：标准学制为 ４年，修业年限为 ３～６年。

２．学分：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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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毕业与学位授予

毕业条件及其他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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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安排表

格式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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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６ 每年寒暑期进行 集中

金工实习 １ １ ５ 集中

课程实习 １ １ １～６ 集中

工业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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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质拓展课（选修） ６
５０

２３．７８％

３．２４％
２７．０２％

学科基础课 ４１ ２２．１６％

专业课

专业基础课 １８

专业核心课 １５

专业方向课 ８

专业任选课 ８

４９

９．７３％

８．１１％

４．３２％

４．３２％

２６．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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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热力学（含实验）、化学反应工程（含实验）、化工分离过程、化工工艺学、化

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实验、化工设计。

１．化工热力学（含实验）

学时：５４，其中面授 ３６，实验 １８；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流体的热力学性质，热力学第一定律及其应用，热力学第二定律及其应用，化工

过程合理用能分析，溶液热力学基础，相平衡。化工热力学是化学工程的一个分支学科，既是单元操作、

反应工程等课程的基础，又直接为工业生产服务。其主要任务是解决两大问题，即过程的合理用能问题

及方向、限制问题。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施云海主编的《化工热力学》。

２．化学反应工程（含实验）

学时：５４，其中面授 ３６，实验 １８；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化学反应动力学与理想化学反应器，连续流动反应器中的返混，非均相反应过

程的质量传递，热量传递与反应器热稳定性，工业反应器基本类型及其特征。化学反应工程是以工业规

模的化学反应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过程速率、平衡及其变化规律，研究宏观工程因素对化学反应

工程的影响，落实在以实现工业反应过程及反应器的开发、设计、放大和操作优化控制。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由郭锴主编的《化学反应工程》。

３．化工分离过程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查。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以常用的分离方法如精馏、吸收、萃取等为例，重点讲授其原理、特点、适用范

围、注意事项等。在对基本概念理解的基础上，为分离工程的选择、特性分析和计算奠定基础。从分离工

程的共性出发，讨论各种分离方法的特征。强调将工程和工艺相结合的观点，以及设计和分析能力的训

练；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从而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本课程还介绍了超临界萃取、双水相萃取、

反胶束萃取、泡沫分离、膜分离、吸附与层析技术、热扩散技术、耦合分离技术等新进发展起来的分离操

作。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具有针对特定体系选择合适分离方法的能力，并且能够对该过程进行

分析、计算、评价和优化。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由邓修、吴俊主编的《化工分离工程》。

４．化工工艺学

学时：３６；学分：２；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以典型的基本有机化工和基本无机化工产品为主导，阐述化工反应原理，评价

工艺流程，筛选工艺条件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工艺学这门基础知识，初步具备设计一个产

品的生产工艺流程的能力，并且能运用所学知识计算反应的转化率、选择性或产品收率等工艺参数。为

培养具有化工产品研究、设计和开发能力的高级技术人才打好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徐绍平主编的《化工工艺学》。

５．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实验

学时：３６；学分：２；考核方式：考查。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气升式环流反应器流体力学及传质性能的测定；二元体系汽液相平衡数据的测

定；三组份体系液－液平衡数据的测定；变压吸附制取富氧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加深对化工热

力学、化学反应工程、化工工艺学等课程基本原理的理解，熟悉其在工程中的运用，学习并掌握有关仪

器、设备的安装、使用；熟悉一些化工产品的生产工艺及制备过程，学会熟练使用现代分析测试手段，对

产品进行表征并以此为评价标准考察化工工艺过程的影响因素，进而进行工艺优化。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自编讲义《化学工程与工艺实验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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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化工设计

学时：３６，学分：２；考核方式：考查。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从我国实际出发，根据国内外化工设计工作的发展，较为详细地介绍化工工程

项目设计的前期工作，化工厂设计的方法和步骤，通过理论教学和课程设计，让学生了解工程项目设计

的内容和设计过程，掌握化工工艺设计各过程的设计内容、原则及方法。知识点包括：化工设计的类型，

阶段及主要工作顺序，化工设计的前期工作，化工工艺设计，化工工艺流程设计，流体输送机械（泵）的选

择，热交换器的设计和造型，车间的平、立面布置，化工管道设计，非工艺类设计，设计说明书。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由陈声宗主编的《化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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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训（含军事理论）

２ ２

课堂教学 １６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７ １７ １０４

复习考试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２

金工实习 １ １

课程实习 １ １

工业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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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１８ １８ 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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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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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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Ｊ０９４４０１ 高等数学 √ ６ ９６９６ ６

ＸＪ０９４４０２ 无机化学 √ ４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９４４０３ 无机化学实验 √ ２ ３２ ３２ ２

ＸＪ０９４４０４ 线性代数与概率统计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ＸＪ０９４４０５ 普通物理（含实验）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ＸＪ０９４４０６ 分析化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０９４４０７ 分析化学实验 √ ２ ３６ ３６ ２

ＸＪ０９４４０８ 电子电工学（含实验）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ＸＪ０９４４０９ 有机化学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ＸＪ０９４４１０ 有机化学实验 √ ２ ３６ ３６ ２

ＸＪ０９４４１１ 物理化学（一）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０９４４１２ 物理化学实验（一） √ １ １８ １８ １

ＸＪ０９４４１３ 物理化学（二）（含实验） √ ４ ７２５４１８ ４

小 计 ４１７１４５３８１７６ １２１２ ９ ４ ４

专

业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ＺＪ０９４４０１ 化工制图与 ＣＡＤ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Ｊ０９４４０２ 仪器分析（含实验） √ ４ ７２５４１８ ４

ＺＪ０９４４０３ 化工原理（含实验） √ ６１０８９０１８ ６

ＺＪ０９４４０４ 化工仪表与自动化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Ｊ０９４４０５ 化工设备机械 √ ３ ５４５４ ３

小 计 １８３２４２８８３６ ３ １０ ５

专

业

核

心

课

ＺＨ０９４４０１ 化工热力学（含实验）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ＺＨ０９４４０２ 化学反应工程（含实验）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ＺＨ０９４４０３ 化工分离过程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Ｈ０９４４０４ 化工工艺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Ｈ０９４４０５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

业实验 √ ２ ３６ ３６ ２

ＺＨ０９４４０６ 化工设计 √ ２ ３６３６ ２

小 计 １５２７０１９８７２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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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

化

工

ＺＦ０９４４０１ 煤化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９４４０２煤化工工艺（含实验） √ ２ ３６１８１８ ２

ＺＦ０９４４０３
煤质分析及煤化

工产品检验 √ ２ ３６ ３６ ２

ＺＦ０９４４０４
煤基合成化学品

加工技术 √ ２ ３６３６ ２

工

业

分

析

ＺＦ０９４４０５
化工产品分析

（含实验）
√ ２ ３６２４１２ ２

ＺＦ０９４４０６
分离科学与技术

（含实验）
√ ２ ３６２７ ９ ２

ＺＦ０９４４０７
食品分析技术

（含实验）
√ ２ ３６１８１８ ２

ＺＦ０９４４０８
环境分析与检测

（含实验）
√ ２ ３６２１１５ ２

小 计 ８１４４９０５４ ８

专

业

任

选

课

ＺＲ０９４４０１
煤化工生产的污

染和防治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Ｒ０９４４０２ 燃烧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Ｒ０９４４０３化工单元过程及操作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Ｒ０９４４０４ 工业催化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Ｒ０９４４０５
化工安全与环境

保护概论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Ｒ０９４４０６ 环境化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Ｒ０９４４０７ 化工过程分析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Ｒ０９４４０８化学文献检索与利用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Ｒ０９４４０９ 化工专业英语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Ｒ０９４４１０ 化工产品营销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小 计（任选 ４门） ８１４４１４４ ８

合 计 １４０２５１４１８７６３３８２１０９０ ２１２５２６２３２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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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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每年寒暑期进行

ＳＪ０９０４０４ 金工实习 １ １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６ 课程实习 １ １周

ＳＪ０９０４０７ 工业实习 １ １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８ 毕业实习 １２ １６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９ 毕业教育 ２ 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１０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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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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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０８０６１３Ｗ

一、专业方向

１．网络建设方向；２．网络开发方向。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较强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分析、设计和工程实践能力，从

事网络建设管理与网络应用系统的开发、实施、管理维护，具有本专业领域跟踪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

的能力以及较强的创新实践能力的应用型、工程型专门人才。

三、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经过培养和知识技能训练后，毕业生的素质和知识技能应达到以下规格要求：

１．政治思想合格，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２．掌握网络工程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与方法，具有计算机网络系统的设计、管理和集

成的知识与能力。了解大型网络系统规划、设计与管理方法，具备中小型网络系统规划、设计与管理的基

本能力；具备网络系统开发能力，了解网络发展新技术，具有自学与发展潜力。

３．具有独立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以及较强开拓创新的精神，具备

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从事本专业业务工作的能力和适应相邻专业业务工作的基本能力与素质，受到工

程设计方法和科学研究方法的初步训练。

４．初步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比较熟练地检索和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

５．了解体育运动的基本知识，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基本技能，养成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达到国家

规定的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讲究卫生，身体健康，能胜任未来的工作。

６．具有较好的人文素养、心理素质以及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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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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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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素质拓展课程、军事

理论教育

１．３分析运算能力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１．４英语应用能力 英语、计算机专业英语

１．５计算机应用能力 计算机文化基础、程序设计基础

１．６利用现代化手段获取信息能

力
文献检索与科技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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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校园文化活动

２．专业基础

理论与应用

能力

２．１计算机系统基础知识能力

２．２电子及电路知识能力

２．３专业知识拓展能力

计算机导论、程序设计基础、电路与模拟电子、
数字电子技术、离散数学、计算机专业英语

３．专业知识

与应用能力

３．１计算机网络及通信知识能力

３．２软件开发与应用能力

３．３网络协议分析与应用能力

３．４嵌入式技术基本开发能力

计算机网络实验与课程设计、操作系统实验与

课程设计、计算机组成原理实验与课程设计、通

信原理、协议分析实验与课程设计、网络管理与

维护、交换与路由技术、工程经济、软件工程、数

据库系统原理、Ｊａｖａ程序设计、单片机技术与应

用、无线通信网络、传感器技术

４．专业核心

技能

４．１计算机网络的规划、建设、管

理及系统集成能力

４．２计算机网络应用系统开发、
应用能力

４．３物联网方向嵌入式系统的设

计、开发、应用能力

信息与网络安全、网络规划与建设、综合布线系

统、ＷＥＢ系统开发、ＲＦＩＤ与物联网概论、ＡＲＭ
嵌入式开发

五、学制与学分要求

１．学制：标准学制为 ４年，修业年限为 ３～６年。

２．学分：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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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１ 集中

专业实习 ６ ６ ７ 集中

毕业实习 １２ １２ ８ 分散

毕业教育 １ １ ８ 集中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２ １６ ７、８ 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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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 １９．１％

学科基础课 ２６ １３．４％

专业基础课 １８ ９．３％

专业课

专业核心课 １８

专业必修课 ２６

专业方向课 ８

专业任选课 １２

６４

９．３％

１３．４％

４．１％

６．２％

３３．０％

素质拓展课（选修） ６ ３．１％

集中实践教学 ３７ １９．１％

创新创业实践 ６ ３．１％

合 计 １９４（其中实践学分≥７５） １００％（实践学分占 ３８．７％以上）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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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实践学分

≥２６学分＋３７学分＋６学分＋６学分＝７５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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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专业核心课程

１．计算机网络

学时：１０８（其中讲课 ７２，实验 ３２，课程设计 ４）；学分：６分；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有：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与体系结构、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运输层、应用

层、网络安全、因特网上的音频燉视频服务、无线网络和下一代因特网，采用以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 ＴＣＰ燉ＩＰ体系

结构来介绍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理，同时以 ＩＥＥＥ８０２系列为线索详述了局域网的相关技术和协议。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应能使学生达到以下知识与技能两方面的目标。在知识方面，了解计算机网络的产生

和发展，理解网络协议和网络体系结构等重要概念，掌握各层协议的功能和实现技术，熟练掌握局域网

原理和技术，初步掌握网络互联、网络安全与网络管理等知识；在技能方面，利用所学的网络知识，规划

和组建网络、管理网络、分析和设计网络协议、开发网络应用程序，为今后能够迅速地适应社会各方面管

理工作的需要服务。

本课程的实验部分通过使用我系“联想网络实验室”的实验设备，使学生对局域网与以太网组网技

术、交换局域网、ＴＣＰ燉ＩＰ协议技术、网络互连与 ＩＰ路由选择、网络安全等知识点加深理解，并提高应用

实践能力。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计算机网络（第

五版）》谢希仁编著。

２．操作系统

学时：１０８（其中理论 ７２，上机 ３２，课程设计 ４）；学分：６；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操作系统的发展、特征及功能，包括处理机管理中的进程控制、进程同步、进程

通信、处理机调度；存储器管理中的内存分配、内存保护、地址映射、内存扩充；设备管理中的缓冲管理、

设备分配、设备处理；文件管理中的文件存储空间的管理、目录管理、文件的读燉写管理和保护；操作系统

与用户之间的接口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设计原理及实施技术，具有

分析操作系统和设计、实现、开发实际操作系统的能力。

本课程的实验部分通过上机编程操作，使学生初步理解操作系统的设计原理和过程，了解操作系统

程序接口的使用，加强对操作系统实现方法的掌握，同时使学生在程序设计方面也能够得到基本的

训练。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汤小丹、梁红兵、哲凤屏、汤子瀛编著的《计算

机操作系统》（第三版），实验部分所用教材为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由郁红英、李春强编著的《计算机操

作系统实验指导》。

３．计算机组成原理

学时：７２（其中讲课 ５４，实验 １４，课程设计 ４）；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计算机的基本组成；系统总线的分类、特性及性能指标、总线结构、总线控制；主

存储器、高速缓冲存储器、辅助存储器；Ｉ燉Ｏ设备、Ｉ燉Ｏ接口、程序查询方式、程序中断方式、ＤＭＡ方式；

数的定点表示和浮点表示、定点运算、浮点四则运算、算术逻辑单元；机器指令、寻址方式、指令格式；

ＣＰＵ的结构、指令周期、指令流水、中断系统；微操作命令的分析、控制单元的功能；组合逻辑设计、微程

序设计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系统的掌握计算机的基本组成，存储器的结构，外部设备的工作

原理，ＣＰＵ的结构以及控制单元的功能，培养学生设计简单计算机系统的能力，以较好的学习其他专业

核心课程和对计算机有更深入的理解。

本课程的课程设计部分使用 ＴＥＣ－４计算机组成原理试验仪一台、双踪示波器一台、直流万用表一

只，逻辑测试表一支，集成电路若干片来模拟计算机系统的硬件组成原理，让学生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

解，增强学生的设计能力。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唐溯飞主编的《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设计所用教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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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由白中英主编的《计算机组成原理》。

４．通信原理

学时：７２（其中讲课 ７２）；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通信作为一个实际系统，是为了满足社会与个人的需求而产生的，目的是传送消息（数据、语音和图

像）。通信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近３０年来形成了通信原理的主要理论体系，即编码理论、调制理论与检测

理论。在通信原理的课程中，有多处要用到信息论的结论或定理。信息论已成为设计通信系统与进行通

信技术研究的指南，尤其是它能告诉工程师们关于通信系统的性能极限。通信原理课程还包含系统方面

的内容，主要有同步和信道复用。在数字通信系统中，只有接收信号与发送信号同步或者信号间建立相

同的时间关系，接收端才能解调和识别信号。通信原理课程的教学从内容上主要分为模拟通信和数字通

信两部分。重点是数字通信的调制、编码、同步等内容。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出版，周炯磐主编的《通信原理（第 ３版）》。

５．网络协议分析

学时：５４（其中讲课 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是软件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课程。通过教学与实践，学生应该掌握网络通信协议的作用，理

解 ＴＣＰ燉ＩＰ协议簇，能够开发基本的网络应用程序。本课程希望能够达到以下的几个目的：深入理解网

络的分层结构，学习利用分层原理和服务的思想设计复杂系统；深入掌握 ＴＣＰ燉ＩＰ的分层原理和运行原

理；掌握利用套接字技术开发网络通信软件，能够利用 Ｓｏｃｋｅｔ编程接口开发简单的网络通信程序；掌握

几个常见的协议，如 ＦＴＰ、ＨＴＴＰ、Ｅ－Ｍａｉｌ等及其使用方法。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杨延双、张建标、王全民主编的《ＴＣＰ燉ＩＰ协议分析及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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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１１０

复习考试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２

专业实习 ６ ６

毕业实习 １２ １２

毕业教育 １ １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０ ６ １６

总周数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９ 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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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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 ３２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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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７７０５２８ ２１０３２ １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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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Ｊ１１７４０１ 高等数学（一） √ ６ ９６９６ ６

ＸＪ１１７４０２ 线性代数 √ ３ ４８４８ ３

ＸＪ１１７４０３ 高等数学（二） √ ６１０８１０８ ６

ＸＪ１１７４０４ 电路与模拟电子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ＸＪ１１７４０５ 数字电子技术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１１７４０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４ ７２７２ ４

小 计 ２６４５０４５０ ９ １０ ７

专

业

基

础

课

ＺＪ１１７４０１ 计算机导论 √ ２ ３２３２ ２

ＺＪ１１７４０２ 程序设计基础 √ ３ ６４３２ ３２ ４

ＺＪ１１７４０３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 ３ ７２３６ ３２ ４ ４

ＺＪ１１７４０４ 离散数学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Ｊ１１７４０５ 数据结构与算法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Ｊ１１７４０６ 计算机专业英语 √ ２ ３６３６ ２

小 计 １８３４８２８０ ６４ ４ ６ ８ ４ ２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ＺＨ１１７４０１ 计算机网络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Ｈ１１７４０２ 操作系统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Ｈ１１７４０３ 计算机组成原理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Ｈ１１７４０４ 通信原理 √ ４ ７２５４１８ ４

ＺＨ１１７４０５ 网络协议分析 √ ３ ５４５４ ３

小 计 １８３２４３０６１８ ４ ７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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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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ＺＢ１１７４０１
计算机网络实验

与课程设计 √ ２ ３６ ３２ ４ ２

ＺＢ１１７４０２
操作系统实验与

课程设计 √ ２ ３６ ３２ ４ ２

ＺＢ１１７４０３
计算机组成原理

实验与课程设计 √ １ １８ １４ ４ １

ＺＢ１１７４０４ 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统 √ ２ ３６ ３６ ２

ＺＢ１１７４０５ 单片机技术与应用 √ ３ ５４３６１４ ４ ３

ＺＢ１１７４０６ 交换与路由技术 √ ２ ３６１８１８ ２

ＺＢ１１７４０７ 数据库系统原理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ＺＢ１１７４０８ Ｊａｖａ程序设计 √ ３ ７２３６ ３６ ４

ＺＢ１１７４０９
协议分析实验与

课程设计 √ ２ ３６ ３２ ４ ２

ＺＢ１１７４１０ 无线通信网络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Ｂ１１７４１１ 信息与网络安全 √ ２ ３６２８ ８ ２

ＺＢ１１７４１２ ＩＴ项目管理 √ ２ ３６２８ ８ ２

小 计 ２６４８６２１８２０４ ６４ ２ ８ １１ ６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网

络

建

设

ＺＦ１１７４０１ 网络规划与建设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ＺＦ１１７４０２ 综合布线系统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ＺＦ１１７４０３ 网络管理与维护 √ ２ ３６１８１８ ２

网

络

开

发

ＺＦ１１７４０４ＡＲＭ嵌入式开发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ＺＦ１１７４０５ ＷＥＢ系统开发 √ ３ ５４３６ １２ ６ ３

ＺＦ１１７４０６ ＲＦＩＤ与物联网概论 √ ２ ３６ ３６ ２

小 计 ８１４４ ３ ５




网络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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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任

选

课

ＺＸ１１７４０１ 软件工程 √ ２ ３６２８ ８ ２

ＺＸ１１７４０２ 网页设计与制作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Ｘ１１７４０３ 传感器技术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７４０４ 文献检索与科技写作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Ｘ１１７４０５ 图形图像处理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Ｘ１１７４０６ 人工智能原理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７４０７ 数据挖掘基础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７４０８ 电子商务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７４０９ 专业综合知识选讲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７４１０ 管理信息系统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７４１１ 商务英语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７４１２ 工程经济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７４１３ 高等数学综合选讲 √ ２ ３６３６ ２

小计（六、七学期各任选 ３门，共 １２学分） １２２１６ ６ ６

合 计 １５１２７３８ ２７２６２６２４２６１８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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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暑假进行

ＳＪ０００４０７ 专业实习 √ ６１０８ ６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８ 毕业实习 √ １２２１６ １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９ 毕业教育 √ １ １８ １周

ＳＪ０００４１０ 毕业论文（设计） √ １２２１６ １０周 ６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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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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专业代码：１１０１０２

一、专业方向

１．信息管理与信息化；２．信息系统。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科学素养、人文素养和创新意识，具备现代管理学、信息学、

系统论的理论基础，具备计算机科学技术知识及应用能力，掌握系统思想和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方法以

及信息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与能力，能在工商企业、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科研单位等部门从事信息管理以

及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施和评价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三、培养要求

１．政治思想素质

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和素养，能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观点来分析解决问题；有科学的理

想信念、实事求是的精神及团结协作的能力；具有较强的政策意识，能够较好地理解、执行、以及宣传政

策；具有较强民主法制观念，能正确运用法律知识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和个人合法权益。

２．专业技能素质

掌握现代管理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和计算机技术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掌握管理信息系统的

分析方法、设计方法和实现技术，具备信息组织、分析研究、传播与开发利用的基本能力；具备在日常生

活及工作中熟练运用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处理事务的意识和技能；了解本专业相关领域的发展动态；掌握

文献检索、资料查询、收集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研和实际工作能力；掌握一门外语，初步具备一定

的外文检索及相关应用能力，能用外语进行交流。

３．人文素质

具有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口齿清楚、普通话流利标准、意思表达清楚、逻辑性较强；具有较强的文

字撰写能力，特别是熟悉各种日常公文的写作；具有良好的社交礼仪素质和公关能力，言谈举止得当，形

象优雅大方；具有一定的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等社会科学的基本常识。

４．身心素质

养成科学锻炼身体的习惯，掌握一定体育运动的技能，能够达到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掌握心理健

康的基本知识，具有良好自我心理调节能力，能够帮助自己和他人解决各种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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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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素质

与能力

１．１政治素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形势与政策、各种专题讲座

１．２人文素质

社交礼仪课、校园文化、各种社会实践活动、
演讲与口才、普通话、公共关系、音乐欣赏、硬

笔书法等素质拓展课

１．３分析运算能力
微积分、数据结构、离散数学、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等课程

１．４英语应用能力
大学英语、信息专业英语、商务英语、英语口

语等课程

１．５计算机应用能力
计算机文化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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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技术导论、网络技术基础、信息系统安全

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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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势与政策、就业指导、军训、体育以及各种

有益的集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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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与应用

能力

现代管理学、信息学、系统论的理论

基础、计算机科学技术知识及应用

能力

管理学原理、程序设计基础、面向对象程序设

计、Ｊａｖａ程序设计、数据结构、数据库原理、组

织行为学、运筹学、网络技术基础等课程

３．专业知识

与应用能力

系统思想和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方

法以及信息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及应

用能力

ＥＲＰ原理及应用、操作系统、软件工程、信息

系统分析课程设计、系统集成设计等课程

４．专业核心

技能

信息组织、分析研究、传播与开发利

用的基本能力

信息管理学、管理信息系统、信息存储与检

索、信息经济学、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等课程

五、学制与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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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管理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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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实习 ２ ２ ６、７学期暑期 集中

专业实习 ６ ６ ７ 集中

毕业实习 １２ １２ ８ 分散

毕业教育 １ １ ８ 集中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２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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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 １９．７％

学科基础课 ２４ １２．８％

专业基础课 ２８ １４．８％

专业课

专业核心课 １９

专业方向课 １０

专业必修课 １３

专业任选课 ８

５０

１０．１％

５．３％

６．９％

４．３％

２６．６％

素质拓展课（选修） ６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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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５） １００％（实践学分 ３９．９％）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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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实践学分

＝２６学分＋３７学分＋６学分＋６学分＝７５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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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专业核心课程

本专业核心课程为：信息管理学、管理信息系统、信息存储与检索、信息经济学、信息系统分析与设

计、ＥＲＰ原理及应用。

１．信息管理学

学时：３６；学分：２；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核心课程，是运用信息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从管理学的角度

来研究相关信息、分析和解决相关管理问题的一个学科，主要讲授信息管理的战略规划、计划、组织、领

导、控制和信息化与管理变革，以及信息管理学的基本原理在工商企业、商业企业、政府和公共事业单位

等组织的应用和所涉及的信息管理有关实务问题。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既能宏观地全面了解人类社会信息管理活动的客观规律，掌握信息管理

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自觉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丰富信息管理的实践活动。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信息管理学》，李

兴国主编。

２．管理信息系统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系统地讲授管理信息系统的发展、管理信息系统的基本理论、概念、原理、结构

和功能，内容包括管理信息系统的组织、管理与应用开发的方法、技术、过程与步骤。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学习和实践训练，使学生能够全面正确地分析、评价管理信息系统在组织、管理

与应用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培养学生初步具备开发管理信息系统的能力，并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和毕业

论文设计打下良好的基础。将来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改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提高经济效益。

在学习本课程之前，应有一定的程序设计知识与能力，作为课程学习与课程设计的基础。本课程所

用教材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管理信息系统》刘仲英主编。

３．信息存储与检索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该课程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系统介绍了现代信息资源存储与检索的原理

和技术；信息存储与检索学科基础；信息存取系统的功能与检索机制；现代信息检索技术及事实数据型

检索工具、索引语言的结构与类型；国内外著名综合性与专业性信息存取系统及其检索方法，如 ＣＡ、

ＩＮＳＰＥＣ、ＣＳＡ、ＳＣＩ及 ＣＮＰＡＴ、ＣＮＫＩ资源系统和 ＤＩＡＬＯＧ、ＯＣＬＣＦｉｒｓｔＳｅａｒｃｈ、ＥＩＶｉｌｌａｇｅ联机存取等系

统；网络信息检索工具的种类与使用技巧；各类搜索目录与搜索索引的性能与使用等。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综合运用信息检索基本原理、方法和工具去开展工作，能根据研究

课题的需求与特点，选择最合适的检索工具和检索系统、使用最准确的检索方法与检索策略、花费最少

的时间和费用，检索出与之匹配的信息，并对信息进行有效利用，掌握定量研究论文和综述的写作方法，

提高信息获取、信息分析和利用的综合能力，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出版《信息存储与检索》，张帆等主编。

４．信息经济学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信息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分支，是经济学和信息科学的交叉学科，该课程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的专业核心课程。主要内容包括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经济信息的各种基本形式、博弈论、契约

理论、信息商品与市场、信息资源的经济分析与配置、信息化与信息产业、企业信息化、信息系统的经济

分析、电子商务的经济分析。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信息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和了解，并能掌握信息经

济学的重要理论和方法，对现实经济生活现象进行分析和应用，以适应信息时代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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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所用教材为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信息经济学》，陈建斌、郭彦丽主编。

５．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学时：７２；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核心课程。主要内容包括信息系统规划、信息系

统分析、信息系统设计、系统实施、系统维护和评价、面向对象的系统分析与设计、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开

发实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地掌握信息系统开发的基本理论知识、开发技术和方法，建立信息系

统开发的总体思路，培养具有开发信息系统的初步能力，为今后从事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的开发打下坚

实的理论基础。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刘腾红主编。

６．ＥＲＰ原理及应用

学时：７２；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介绍了 ＥＲＰ的产生和发展，围绕 ＥＲＰ（企业资源计划）的基本思想，介绍物料编码、物料清单、工作

中心、提前期与计划展望期和工艺路线等基本概念，介绍 ＥＲＰ思想在销售管理、生产计划、物料需求计

划、能力需求计划、采购管理、库存管理等一系列环节中的具体体现和运作。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由刘红军编著的《企业资源计划（ＥＲＰ）原理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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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１１０

复习考试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２

专业实习 ６ ６

毕业实习 １２ １２

毕业教育 １ １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０ ６ １６

总周数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９ 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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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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 ３２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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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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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Ｊ１１８４０１ 线性代数 √ ３ ４８４８ ３

ＸＪ１１８４０２ 微积分（一） √ ４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１１８４０３ 微积分（二）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ＸＪ１１８４０４ 管理学原理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１１８４０５ 离散数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１１８４０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ＸＪ１１８４０７ 会计学原理 √ ３ ５４５４ ３

小 计 ２４４１８４１８ ７ １０ ７

专

业

基

础

课

ＺＪ１１８４０１ 信息技术导论 √ ２ ３２３２ ２

ＺＪ１１８４０２ 程序设计基础 √ ４ ８０４８ ３２ ５

ＺＪ１１８４０３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 ３ ７２３６ ３６ ４

ＺＪ１１８４０４ 数据结构 √ ６１０８７２３６ ６

ＺＪ１１８４０５ 数据库原理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Ｊ１１８４０６ 组织行为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Ｊ１１８４０７ 网络技术基础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Ｊ１１８４０８ 运筹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Ｊ１１８４０９ 信息专业英语 √ ２ ３６３６ ２

小 计 ２８５２６４２２３６ ６８ ７ ４ ９ ８ ２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ＺＨ１１８４０１ 信息管理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Ｈ１１８４０２ 管理信息系统 √ ３ ５４４８ ６ ３

ＺＨ１１８４０３ 信息存储与检索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ＺＨ１１８４０４ 信息经济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Ｈ１１８４０５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Ｈ１１８４０６ ＥＲＰ原理及应用 √ ４ ７２７２ ４

小 计 １９３４２３１８１８ ６ ２ ９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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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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ＺＢ１１８４０１
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
数据库 √ ３ ７２３６ ３６ ４

ＺＢ１１８４０２
信息系统分析课

程设计 √ ２ ３６ ３６ ２

ＺＢ１１８４０３ Ｊａｖａ程序设计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ＺＢ１１８４０４ 操作系统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Ｂ１１８４０５ 软件工程 √ ２ ３６２８ ８ ２

小 计 １３２５２１５４ ３６５４４４ ７ ５ ２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信
息
管
理
与
信
息
化

ＺＦ１１８４０１ 企业信息化管理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Ｆ１１８４０２ 网站建设与管理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Ｆ１１８４０３ ＯＲＡＣＬＥ数据库 √ ３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Ｆ１１８４０４ 信息系统安全 √ ２ ３６３６ ２

小 计 １０１８０１４４ ３６ ２ ８

信

息

系

统

ＺＦ１１８４０５ ＷＥＢ程序设计 √ ４ ７２３６ ３６ ４

ＺＦ１１８４０６ ＩＴ项目管理 √ ３ ５４３６１８ ３

ＺＦ１１８４０７数据库与数据挖掘 √ ３ ５４５４ ３

小 计 １０１８０ ３ ７

专

业

任

选

课

程

ＺＸ１１８４０１ 工程经济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８４０２ 统计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８４０３ 财务管理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８４０４ 企业管理法规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８４０５ 商务英语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８４０６ 网页设计与制作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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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ＺＸ１１８４０７ 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统 √ ２ ３６２０１６ ２

ＺＸ１１８４０８ 人工智能原理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８４０９ 网络营销管理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Ｘ１１８４１０ 会计电算化 √ ２ ３６１８１８ ２

ＺＸ１１８４１１ 电子商务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Ｘ１１８４１２文献检索与科技写作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１１８４１３ 系统集成设计 √ ２ ３６ ２０ １６ ２

ＺＸ１１８４１４ ＭＡＴＬＡＢ仿真与应用 √ ２ ３６ ２０ １６ ２

ＺＸ１１８４１５ 专业综合知识选讲 √ ２ ３６ ２０ １６ ２

小 计 ８１４４

合 计 １３９２６３２ ２６２２２５２６２２２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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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暑假期间进行

ＳＪ０００４０５ 技能训练

ＳＪ０００４０６ 课程实习

ＳＪ０００４０７ 专业实习 √ ６１０８ ６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８ 毕业实习 √ １２２１６ １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９ 毕业教育 √ １ １８ １周

ＳＪ０００４１０ 毕业论文（设计） √ １２２１６ １０周 ６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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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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专业本科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专业代码：１１０２０２

一、专业方向

１．网络营销管理方向；２．连锁经营管理方向。

二、培养目标

为了更好的适应未来社会经济、企业发展需要，结合地方院校资源现状，我校市场营销专业定位于

培养具有“扎实的学科基础知识、卓越的市场营销专业思维、踏实勤勉的职业心态、服务于企事业单位”

的应用型营销人才。

１．网络营销管理方向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网络信息化发展需要，具有管理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基础知识，掌握网络

营销管理理论，具备现代营销理念和全球化营销视角，熟悉网络市场环境和国际营销业务规则，具有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能在中小企业从事网络市场开拓、网络营销工作咨询和管理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２．连锁经营管理方向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扎实的市场营销和连锁经营管理基础知识，掌握连锁经营行业经营模式和管理方法，具有

一定的开拓创新和基础管理能力，能够满足连锁企业店长和管理人员岗位要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

人才。

三、培养要求

毕业生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素质：

１．思想政治素质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良好的政治理论修养，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愿

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具有爱岗敬业、持之以恒、团结合作的品质，遵纪守法，能模范

地遵守大学生行为规范和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２．专业技能素质

要求学生掌握文献检索、实地调查及收集市场资料、撰写调研报告的能力；掌握市场营销方面的基

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接受营销方法和技巧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分析、识别市场营销策略的能力，能够运

用所学知识提出企业营销问题的改进措施，具有一定的创新力；熟悉我国有关市场营销的政策和法规，

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及发展动态。

３．文化素质

具有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能够比较熟练地使用计算机，掌握一门外国语言。

４．身心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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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锻炼

合格标准，具有健全的心理和健康的体魄，能够履行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神圣义务。具有良好的心理

素质，具有坚强的意志力，具有很好的心理自我调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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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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素质

与能力

１．１政治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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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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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专业英语

１．４办公软件应用能力 计算机文化基础

１．５职业素养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２．专业基础

理论与应用

能力

２．１组织管理能力 管理学原理、企业战略管理、组织行为学

２．２经济分析能力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２．３财务分析能力 会计学原理、财务管理学

２．４市场认知培养 市场营销学、经济法

２．５运算及分析能力 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与数理统计

３．专业知识

与应用能力

３．１互联网与现代连锁行业市场

分析与业务管理能力

网络营销管理与实务、连锁经营管理、电

子商务概论、促销策略

３．２特殊行业市场分析与业务管

理能力

金融市场营销、创业管理、服务市场营销

学、商务谈判

３．３团队合作以及专业知识应用

能力
销售管理、ＥＲＰ沙盘模拟实训

４．专业核心

技能

４．１消费者行为分析能力 消费者行为学

４．２市场信息收集整理能力 市场调查与预测、商务统计

４．３客户关系维系能力 客户关系管理

４．４销售渠道管理能力 营销渠道管理

４．５销售业务与团队管理能力 销售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４．６企业信息、形象传播能力 整合营销传播

五、学制和学分

学制：标准学制为 ４年，修业年限为 ３～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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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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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岗实习 ５ ６ ７～８ 集中

毕业教育 １ ２ ８ 集中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０ １２ ７～８ 集中

毕业实习 ８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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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识必修课 ４８ ２６．６７％

学科基础课 ５３ ２９．４４％

专业课

核心技术课

专业方向课

专业任选课

１６

６

２２

１７

８．８９％

３．３３％

１２．２２％

９．４４％

集中实践教学 ２８ １５．５６％

素质拓展课（选修） ６ ３．３３％

创新创业实践 ６ ３．３３％

合 计 １８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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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专业核心课程

本专业核心课程有：营销渠道管理、整合营销传播、销售管理、消费者行为学。

１．营销渠道管理

学时：７２，其中讲课 ７２；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了解市场营销的 ４Ｐ组合之一——营销渠道的组成要

素及其发展演变轨迹，认识营销渠道的环境，同时让学生掌握设计企业营销渠道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并

掌握管理营销渠道的技能。帮助学生把脉营销渠道发展的新趋势，深入理解互联网出现后给营销渠道带

来深刻影响，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观察、分析、思考和解决中国企业营销实践的典型现象和问题，为

今后从事实际工作提供必要的知识和能力准备。

本课程前期必须修读的课程有市场营销学、管理学原理、消费者行为学。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由吕一林主编的《营销渠道决策与管理》。

本课程参考资料有：①《营销渠道》（第 ６版），科兰、斯特恩编著，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②《营

销渠道：一种关系管理方法》（第 ２版），佩尔顿、戴维·斯特拉顿、詹姆斯·Ｒ·伦普金编，中国机械工业

出版社出版。③《创建销售渠道优势》，弗里德曼著，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

２．整合营销传播

学时：７２，其中讲课 ３６，实践 ３６；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整合营销传播》是一门综合性边缘科学。运用先进的研究方法，借助于现代科学的分析技术，把传

播知识进行系统地整理、综合、总结的基础上，把经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从而探索出营销传播活动的规

律，揭示了营销传播活动促进商品销售规律的本质。课程内容主要围绕市场营销中的四种传播方式展开

讲述，重点介绍广告传播的相关内容。本课程主要培养学生营销传播的技能，具备分析和评价一则广告

和企业其他营销传播物料的能力，掌握传播的一般模式和基本评价模型。

本课程前期必须修读的课程主要有：市场营销学。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出版、由卫军英主编的《整合营销传播》（第 ２版）。

本课程参考资料有①《广告与促销：整合营销传播视角》（第 ８版）乔治·Ｅ·贝尔奇、迈克尔·Ａ·

贝尔奇、张树庭、郑苏晖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出版。②《整合营销传播》，唐·舒尔茨、海蒂·

舒尔茨、何西军、黄鹂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３．销售管理

学时：７２，其中讲课 ５４，实践 １８；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销售管理》是市场营销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在市场营销专业的教学计划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销售

管理是研究企业销售及其管理活动过程的规律及其策略的学科，是市场营销管理的一门分支学科。

本课程涵盖了企业销售管理的各个环节和层次。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基本掌握销售计划管

理、区域及渠道管理、促销管理、客户管理、营销人员管理及销售过程管理等工作。学完本课程，学生应该

能够基本完成一个完整的营销管理工作。同时，树立相关管理及营销理念。

本课程的任务是培养未来的销售经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使学生掌握销售业务管理、销售人员

管理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与实务。本课程注重企业营销实际应用，着重培养学生从事销售管理与推销

工作的科学思维方式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前期必须修读的课程主要有：市场营销学、管理学原理。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李先国主编的《销售管理》。

本课程的主要参考资料有：①《销售管理》．马克．Ｗ．约翰斯顿、格雷格．Ｗ．马歇尔，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②《销售管理——团队、领导与方法》．查而斯．Ｍ．福特雷尔，机械工业出版社；③《销售管理》．拉尔

夫·杰克逊、罗伯特·希里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

４．消费者行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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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７２，其中讲课 ５６，实践 １６；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消费者行为学是高等财经院校市场营销专业中的一门最重要的专业课，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

会学、人类学、人口学和经济学等为基础，研究消费者行为的变量以及相互关系的综合性应用学科。该课

程教学既要重视理论，更要突出它的应用性，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服务。

这门课程要求学生了解、掌握消费者行为知识的意义与价值，掌握消费者行为学的内容及对营销策

略制定的应用，学会运用相关理论与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本课程前期必须修读的课程主要有管理学原理、微观经济学等。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符国群主编的《消费者行为学》。

本课程的主要参考资料有：①《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德尔 Ｉ．霍金斯等，

机械工业出版社；②《消费者行为学》．张理，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等。

十、教学实践安排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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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１３

顶岗实习 ２ ４ ６

毕业论文（设计） ８ ４ １２

毕业教育 ２ ２

毕业实习 ８ ８

总周数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８ 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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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宿州学院专业教学进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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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０３２ ４８ ５

ＴＳ０００４１５ ＶＦＰ数据库 √ ４ ９０５４ ３６ ５

ＴＳ０００４１８ 大学语文（上） √ ２ ３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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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９７６６８２ ２１０８４ １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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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Ｊ０４２４０１ 政治经济学 √ ３ ４８４８ ３

ＸＪ０４２４０２ 管理学原理 √ ４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４２４０３ 会计学原理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ＸＪ０４２４０４ 微积分（一） √ ４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４２４０５ 经济法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ＸＪ０４４２０６ 微观经济学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ＸＪ０４２４０７ 微积分（二）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ＸＪ０４２４０８ 财务管理学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ＸＪ０４２４０９ 宏观经济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０４２４１０ 线性代数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ＸＪ０４２４１１ 市场营销学 √ ４ ７２５４ １８ ４

ＸＪ０４２４１２ 企业战略管理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ＸＪ０４２４１３ 服务市场营销学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ＸＪ０４２４１４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０４２４１５ 市场调查与预测 √ ４ ７２３６ ３６ ４

ＸＪ０４２４１６ 商务统计 √ ４ ７２５４ １８ ４

小 计 ５３９３２８２４ ７２３６ １１１１１５１２ ４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ＺＨ０４２４０１ 消费者行为学 √ ４ ７２５６ １６ ４

ＺＨ０４２４０２ 整合营销传播 √ ４ ７２３６ ３６ ４

ＺＨ０４２４０３ 营销渠道管理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Ｈ０４２４０４ 销售管理 √ ４ ７２５４ １８ ４

小 计 １６２８８２１８ ７０ ８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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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
络
营
销
管
理

ＺＦ０４２４０１网络营销管理与实务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Ｆ０４２４０２ 电子商务概论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４２４０３ 网络营销模拟实训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连
锁
经
营
管
理

ＺＦ０４２４０４ 连锁经营管理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４２４０５ 创业管理 √ ４ ７２３６ ３６ ４

ＺＦ０４２４０６ 促销策略 √ ２ ３６３６ ４

小 计 ６１０８７２ １８１８ ４ ２

专

业

任

选

课

程

ＺＸ０４２４０１ 人力资源管理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Ｘ０４２４０２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 ４ ７２３６ ３６ ４

ＺＸ０４２４０３ 生产运作管理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Ｘ０４２４０４ 客户关系管理 √ ２ ３６３６ ４

ＺＸ０４２４０５
ＥＲＰ沙盘模拟

实训 √ ２ ３６ ３６ ２

ＺＸ０４２４０６ 商务谈判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Ｘ０４２４０７ 财经专业英语（一）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４２４０８ 财经专业英语（二）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４２４０９ 金融市场营销 √ ２ ３６３６ ４

ＺＸ０４２４１０
国际贸易理论与

实务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Ｘ０４２４１１ 组织行为学 √ ２ ３６３６ ４

ＺＸ０４２４１２ 管理信息系统 √ ２ ３６３６ ４

小计（至少修满 １７学分） １７３０６２１６ １８７２ ２ ４ ５ １２

合 计 １４６２６１０２０１２ ３８８２１０ ２８２６２６２９１９１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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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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Ｊ０４２４０４ 顶岗实习 ５ ２周 ４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８ 毕业实习 ８ ８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９ 毕业教育 １ 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１０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０ ８周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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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计 ２８４４ １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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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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专业代码：１１０２０３

一、专业方向

１．财务管理方向：培养具有财务管理能力的会计人才。

２．会计方向：侧重培养会计专业高层次要求的人才。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应地方和区域经济以及中小企业建设与发展的需要，具备管

理、经济、法律和会计学等方面的知识，掌握现代会计理论，具有分析、解决会计问题能力，毕业后能在企

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从事会计实务以及教学、科研等方面工作的工商管理学科高级应用型人才。

（１）培养目标定位：培养技术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２）服务面向定位：立足皖北、面向安徽市场，服务于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从事会计实务以及教

学、科研等方面工作。

三、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会计、审计和工商管理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会计方法与技巧方面

的基本训练，具有分析和解决会计问题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１．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而奋斗的志向和责任感，具有

爱岗敬业、艰苦奋斗、热爱劳动、遵纪守法、团结合作的品质，能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大学生行为规范和

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２．掌握管理学、经济学和会计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掌握会计学的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具有较

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人际沟通、信息获取能力及分析和解决会计问题的基本能力；熟悉国内外与会计

相关的方针、政策、法规和国际会计惯例；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

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能力。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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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锻

炼合格标准，具有健全的心理和健康的体魄，能够履行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神圣义务。

４．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坚强的意志力，具有很好的心理自我调节能力。

５．能够比较熟练地使用计算机，掌握一门外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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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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素质

与能力

１．１政治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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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人文素质 大学语文、素质拓展课

１．３身心素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体育、军训

１．４英语应用能力 英语、财经专业英语

１．５计算机应用能力 计算机文化基础、ＶＦＰ

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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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竞赛、集体活动、社会实践、职业

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应用文写作

２．专业基础

理论与应用

能力

２．１经济管理基础及应用能力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

学、管理学原理

２．２运算及分析能力
微积分、线性代数、微积分、线性代数、
概率与数理统计、统计学

２．３经济法律基础及应用能力 经济法、税法

２．４会计基础及应用能力 初级会计学、初级会计电算化

３．专业知识

与应用能力

３．１会计核算能力
中级财务会计、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会

计、高级会计学、成本会计学

３．２会计管理能力 管理会计学、审计学、财务分析

３．３资金运作能力 财务管理学、投资分析、资产评估学

３．４利用现代化手段处理信息的能力 会计信息系统

３．５理论研究能力
财会理论专题、财会研究方法、财会实

务研究

４．专业核心

技能
会计核算与管理

核心课程、会计岗位技能训练、财会综

合模拟实习实训、考证课等

五、学制与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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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摩燉见习） １ ２ ８ 分散

会计岗位技能训练 １ １０ ６ 集中

会计综合模拟实习实训 ２ １８ ７ 集中

毕业实习 ８ ８ ８ 分散

毕业教育 １ ２ ８ 集中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０ １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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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 ２６．３７％

素质拓展课（选修） ６ ３．３％

学科基础课 ４６ ２５．２７％

专业课

专业核心课 ３２

专业方向课 ６

专业任选课 １１

４９

１７．５８％

３．３％

６．０４％

２６．９２％

集中实践教学课 ２７ １４．８３％

创新创业实践 ６ ３．３％

合 计 １８２ １００％

九、专业核心课程

本专业核心课程包括：中级财务会计学、成本会计学、财务管理学、审计学、管理会计学、高级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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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计信息系统等。

１．中级财务会计

学时：１８０，其中讲课 １０８，实验 ７２；学分：１０；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财务会计的基本方法、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确认、计量、核算各种经济业务对资

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等会计要素影响的原理和方法，比较不同方法所产生的差异；各

种财务报告的作用、内容、编制方法、相互关系以及财务分析的意义、技巧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

比较全面系统地掌握企业财务会计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企业财务会计核算的基本循环过程；培

养学生正确分析和解决企业财务会计一般问题的能力，以便较好地适应从事企业日常财务会计工作的

需要。

本课程的实验部分通过模拟泰山实验设备厂的一系列业务，使学生初步熟悉实际工作中对各项资

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利润、利润分配以及财务报告的核算过程。

本课程前期必须修读的课程主要为初级会计学。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戴德明、林钢、赵西卜主编的《财务会计学》，实验部

分所用教材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由黄明、郭大伟主编的《企业会计模拟实训教程（单项实训）》。

本课程的主要参考资料有，《中级财务会计》（葛家澍，辽宁人民出版社）、《中级会计实务》（财政部会

计资格评价中心，经济科学出版社）、《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参考法规汇编》（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

中心，经济科学出版社）、《企业会计准则 ２００６》（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经济科学出版社）、《财务会计

学教学辅导书——学生用书》（戴德明、林钢、赵西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财务会计学教学辅导书

——教师用书》（戴德明、林钢、赵西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

２．成本会计学

学时：５４，其中讲课 ３８，实验 １６；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总论、工业企业成本核算的要求和一般程序、费用分配和归集基本原理、产品计

算方法及分类，其它行业产品成本的核算、成本报表的编制和分析等。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较全面地

了解和掌握成本会计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明确成本会计的内容、任务和作用，充分认识做

好成本会计工作对加强成本管理、降低产品成本、增强产品市场竞争能力和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意义，

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的实验部分通过模拟温泉造纸厂的一系列业务，使学生初步熟悉实际工作中对各项成本、费

用的核算、产品成本的计算和成本费用报表编制与分析的过程。

本课程前期必须修读的课程主要为政治经济学、初级会计学和中级财务会计学等。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富生、王俊生、黎文珠主编的《成本会计学》，实验

部分所用教材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由黄明、郭大伟主编的《企业会计模拟实训教程（单项实

训）》。

本课程的主要参考资料有：《成本会计学教学辅导书——学生用书》（于富生、王俊生、黎文珠，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成本会计学教学辅导书——教师用书》（于富生、王俊生、黎文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成本会计》（王盛祥、欧阳清，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和《成本会计学》（张维宾等，立信会计出版社）。

３．财务管理学

学时：７２，其中讲课 ６２，实践 １０；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财务管理的基本概念、目标、原则和方法；财务管理价值观念；财务分析基本方

法；企业筹资管理基本理论和方法；企业投资管理基本理论和方法；营运资金管理；收益管理；利润分配，

企业设立、变更和终止等。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概念、内容、方法，掌握现

代企业融资、投资、营运资金和收益分配的财务运作理论和方法，为学生将来参与理财工作打下坚实的

基础。

本课程前期必须修读的课程主要为中级财务会计学、经济法和成本会计学等。




宿州学院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由荆新、王化成、刘俊彦主编的《财务管理学》。

本课程的主要参考资料有：《财务管理学教学辅导书——学生用书》（荆新、王化成、刘俊彦，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财务管理学教学辅导书——教师用书》（荆新、王化成、刘俊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财务管理》（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财务管理学》（刘兴云、汪平，经济科学

出版社）和《财务管理》（周忠惠等，上海三联书店）等。

４．审计学

学时：７２，其中讲课 ６２，实践 １０；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有：审计的目标、职能、对象、审计组织体系与审计规范、审计分类与方法、审计证

据与审计工作底稿、审计工作程序、审计方法、内控制度评审及评价、会计报表审计、利润及其分配审计、

收入审计、成本费用审计、资产审计、负债审计、所有者权益审计、审计报告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能较系统地掌握审计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基本审计程序及其在会计报表审计中的应用，并了解与

审计相关的其他业务——验资、会计咨询服务、代理记账、资产评估等的工作目的、程序和方法，培养学

生的专业技能和职业判断能力，为毕业后从事会计及审计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前期必须修读的课程主要为中级财务会计学。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由耿建新、宋常主编的《审计学》。

主要参考资料有：《审计学》（秦荣生、卢春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审计学教学辅导书

——学生用书》（耿建新、宋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审计学教学辅导书——教师用书》（耿

建新、宋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和《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２００６）》（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

部，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等。

５．管理会计学

学时：５４；其中讲课 ４６，实践 ８；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一是管理会计基础，具体包括管理会计概论，成本性态分析，本量利分析和变动

成本计算；二是预测决策会计，具体包括经营预测、短期经营决策会计，长期投资决策会计和全面预算；

三是控制会计，具体包括标准成本系统，存货控制和责任会计，作业成本计算法和战略管理会计等。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比较全面系统地掌握企业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培养学生进行内部经

营决策、内部控制和内部考核评价的能力，和有效地利用会计信息来预测企业前景、参与企业当前决策、

规划企业的未来的知识和本领，以便较好地适应从事企业日常内部财务管理工作的需要。

本课程前期必须修读的课程主要为初级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学。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由孙茂竹、文光伟、杨万贵主编的《管理会计学》第

四版。

本课程的主要参考资料有《管理会计》（余绪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管理会计学》（朱海芳，中国

财政经济出版社），《高级管理会计》（冯巧根，南京大学出版社），《管理会计学教学辅导书——学生用书》

（孙茂竹、文光伟、杨万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管理会计学教学辅导书——教师用书》（孙茂竹、文

光伟、杨万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

６．高级会计学

学时：７２，其中讲课 ６２，实践 １０；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为专业必修课，主要内容有：利用财务会计学的专门方法，对现有财务会计未包括的业务或

者需要深入进行研究的业务及一些特殊业务进行反映和监督，探讨其会计处理方法和适用的会计政策，

即外币业务，借款费用，或有事项，债务重组，非货币性交易，所得税会计，租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和会计差错更正，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合并会计和破产会计等。通过该课程的教

学，为学生日后工作提供特殊会计业务分析的思维架构。

本课程前期必须修读的课程主要为中级财务会计学。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主编的《会计》（注册会计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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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

主要参考资料有：《中级会计实务》（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经济科学出版社）、《全国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参考法规汇编》（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经济科学出版社）、《企业会计准则（２００６）》（中华

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经济科学出版社）和《高级会计学》（罗飞，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等。

７．会计信息系统

学时：７２，其中讲课 ３６，上机 ３６；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会计信息系统的基本知识，包括会计信息系统的概要和会计信息系统开发的基

本原理；会计信息系统的内部功能结构和实务操作，包括数据流程、功能结构、编码设置、数据文件、日常

业务处理和系统维护；会计信息系统的实施和管理、信息系统的安全与风险防范、企业资源计划（ＥＲＰ）、

客户关系管理（ＣＲＭ）、供应链管理（ＳＣＭ）等专题；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了解与会计信息系统应用

关系密切相关的知识，培养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进行会计信息核算处理，具备数据分析、管理和决策能力，

以便较好地适应从事企业会计信息系统工作的需要。

本课程的实验部分选择用友 ＥＲＰ—Ｕ８（Ｖ８．６１）管理软件作为实训平台，使学生熟练掌握系统管理

模块、总财管理系统、ＵＦＯ报表管理系统、工资管理系统、固定资产管理、应收应付款管理系统、供应链

管理系统的操作原理、方法和业务流程。

本课程前期必须修读的课程主要为基础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学、计算机基础课程。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清华大学出版，由王新玲、汪刚主编的《会计信息系统》，实验部分所用教材为清

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由王新玲、汪刚主编的《会计信息系统实验教程（用友 ＥＲＰ－Ｕ８．８．６１版）》。

本课程的主要参考资料有：《会计信息系统》（韩庆兰，机械工业出版社）、《管理信息系统》（陈国青、

李一军，高等教育出版社）、《会计信息系统分析设计与开发》（陈旭、毛华扬，清华大学出版社）、《会计信

息系统实务教程学习指南与实验指导》（陈福军、孙芳，清华大学出版社）、《会计信息系统教学辅导书

——学生用书》（张瑞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财务软件实用教程》（用友通标准版 １０．２）》（孙莲香，

清华大学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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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１３

社会实践（见习） ２ ２

毕业论文（设计） ８ ４ １２

毕业实习 ８ ８

毕业教育 ２ ２

机 动 ２ 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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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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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０３２ ４８ ５

ＴＳ０００４１５ ＶＦＰ数据库 √ ４ ９０５４ ３６ ５

ＴＳ０００４１８ 大学语文（上） √ ２ ３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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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９７６６８２ ２１０８４ １７１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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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Ｊ０３３４０１ 政治经济学 √ ３ ４８４０ ８ ３

ＸＪ０３３４０２ 微观经济学 √ ３ ５４４６ ８ ３

ＸＪ０３３４０３ 宏观经济学 √ ３ ５４４６ ８ ３

ＸＪ０３３４０４ 微积分（一） √ ４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３３４０５ 微积分（二）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ＸＪ０３３４０６ 线性代数 √ ４ ７２７２ ３

ＸＪ０３３４０７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０３３４０８ 管理学原理 √ ３ ５４４６ ８ ３

ＸＪ０３３４０９ 统计学 √ ３ ５４４６ ８ ３

ＺＪ０３３４０１ 初级会计学 √ ５ ８０６４１６ ５

ＺＪ０３３４０２ 经济法 √ ４ ７２６２ １０ ４

ＺＪ０３３４０３ 税 法 √ ３ ５４４６ ８ ３

ＺＪ０３３４０４ 财经专业英语（一）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Ｊ０３３４０５ 财经专业英语（二） √ ２ ３６３６ ２

小 计 ４６８０４７３０１６５８ １２ ７ ６ ７ ５ ８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ＺＨ０３３４０１ 中级财务会计（一） √ ５ ９０５４３６ ５

ＺＨ０３３４０２ 中级财务会计（二） √ ５ ９０５４３６ ５

ＺＨ０３３４０３ 成本会计学 √ ３ ５４３８１６ ３

ＺＨ０３３４０４ 财务管理学 √ ４ ７２６２ １０ ４

ＺＨ０３３４０５ 审计学 √ ４ ７２３６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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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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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ＺＨ０３３４０６ 会计信息系统 √ ４ ７２３６ ３６ ４

ＺＨ０３３４０７ 高级会计学 √ ４ ７２６２ １０ ４

ＺＨ０３３４０８ 管理会计学 √ ３ ５４４６ ８ ３

小 计 ３２５７６３８８８８６４ ５ ５ ７ １１ ４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方

向

一

ＺＦ０３３４０１
财务案例与财务

分析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Ｆ０３３４０２ 证券投资学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Ｆ０３３４０３ 资产评估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方

向

二

ＺＦ０３３４０４ 财会理论专题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Ｆ０３３４０５ 财会研究方法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Ｆ０３３４０６ 财会实务前沿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小 计 ６１０８７２ ３６ ４ ２

专

业

任

选

课

程

ＺＲ０３３４０１
政府和非营利组

织会计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３４０２ 从业资格考证（一） √ ２ ４０３４ ６ ２

ＺＲ０３３４０３ 从业资格考证（二） √ １ ２０１６ ４ １

ＺＲ０３３４０４ 会计实务 √ ２ ４０３４ ６ ２

ＺＲ０３３４０５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Ｒ０３３４０６ 审计实务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Ｒ０３３４０７ 经济应用数学专题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Ｒ０３３４０８
税务会计与纳税

筹划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Ｒ０３３４０９ 特殊行业会计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小计（至少选修 ６门） １１２２２１５６ ５２ ３ ２ ２ ４

合 计 １４３２６８６２０２８１０４４２４１２０ ２９２５２５２５１９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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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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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２周

ＳＪ０３３４０４ 会计岗位技能训练 １ １

ＳＪ０３３４０５ 会计综合模拟实习实训 ２ ２

ＳＪ０００４０８ 毕业实习 ８ ８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９ 毕业教育 １

ＳＪ０００４１０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０ ８周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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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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专业代码：１１０２０４

一、专业方向

１．财务核算方向；２．财务管理方向。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和诚信品质；具备管理、经济、法律和

会计等方面的知识，掌握财务核算及管理的基本技能；具有分析和解决财务及相关问题的能力；能在营

利性和非营利性机构从事财务管理以及教学、科研方面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１．财务核算方向

本专业方向旨在培养具备管理、法律、经济和会计学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毕业后能够从事货币资金

核算、往来款项核算、财产物资核算、成本核算、财务成果核算等工作以及相邻专业工作的应用型、复合

型高级专门人才。

２．财务管理方向

本专业方向旨在培养具备管理、法律、经济和财务管理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毕业后能够从事财务预

测与决策、资金调配与营运、投融资、收益分配、资产重组、企业并购、企业价值评估等工作以及金融企业

理财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三、培养要求

１．思想政治素质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基本原理；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具有敬业爱岗、艰苦奋斗、热爱劳动、遵纪守法、团

结合作的品质；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２．专业技能素质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管理、经济、法律和财务、金融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财务、会计、

金融管理方法和技巧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分析和解决财务管理问题的基本能力；具有独立获取知识、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及开拓创新精神；具有从事财务管理、会计、资本运作工作和

相邻专业工作的基本能力与素质。

３．文化素质

具有比较扎实的经济数学、外语、计算机知识及较强的应用能力；具有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

科学基本理论知识；具有较宽的知识面以及向专业知识深度和广度发展的基本能力。

４．身心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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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和卫生

习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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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健康的体魄；具有良

好的心理素质和美育修养。




财务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四、能力分析表

综合能力 专项能力 对应课程或实践

１．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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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应用能力 英语、财经专业英语

１．４计算机应用能力
计算机文化基础、财务信息系统、ＶＦＰ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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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创业实践、商务谈判与礼仪

１．６身心素质 体育、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２．专业基础

理论与应用

能力

２．１经济数学能力 微积分、线性代数、统计学

２．２经济管理能力 管理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２．３金融法律知识 金融学、经济法、税法

３．专业知识

与应用能力

３．１基本财务核算能力 会计学原理、财务会计学

３．２财务知识应用能力
审计学原理、财务管理学、资产评估学、
企业税收筹划

３．３特殊行业财务管理能力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国际贸易理论与实

务、保险原理与实务

４．专业核心

技能

筹资、投资、资金营运、财务分析、
资本运作、财务成本控制、财务风

险管理等能力

财务管理学、高级财务管理学、财务分

析、投资管理学、成本管理学

五、学制与学分要求

１．学制：标准学制为 ４年，修业年限为 ３～６年。

２．学分：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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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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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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实践（见习） １ ２ ８ 分散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０ １２ ７、８ 集中

毕业实习 ８ ８ ８ 集中燉分散

毕业教育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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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 ２６．６７％

素质拓展课（选修） ６ ３．３３％

学科基础课 ５６ ３１．１１％

专业课

专业核心课 ２４

专业方向课 ７

专业任选课 ９

４０

１３．３３％

３．８９％

５％

２２．２２％

集中实践教学 ２４ １３．３３％

创新创业实践 ６ ３．３４％

合 计 １８０ １００％

九、专业核心课程

本专业核心课程为：财务会计学、财务管理学、成本管理学、投资管理学、财务分析、高级财务管理。

１．财务会计学（一）、财务会计学（二）

学时：１４４，其中理论 １０８，实验 ３６；学分：８；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财务会计的基本方法、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各种经济业务对资产、负债、所有者

权益、收入、费用、利润等会计要素影响的原理和确认、计量、记录的方法，比较不同方法所产生的差异，

各种财务报告的作用、内容、编制方法、相互关系以及财务分析的意义、技巧等。本课程的实验部分通过

模拟某一工业企业的一系列业务，使学生初步熟悉实际工作中对各项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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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利润分配以及财务报告的核算过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比较全面系统地掌握企业财务会计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企业财

务会计核算的基本循环过程，培养学生正确分析和解决企业财务会计一般问题的能力，以便较好地适应

从事企业日常财务会计工作的需要。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戴德明、林钢、赵西卜主编的《财务会计学》，实验部

分所用教材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黄明、郭大伟主编的《企业会计模拟实训教程（单项实训）》。

２．财务管理学

学时：７２，其中理论，４８，实践 ２４；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向学生传授财务管理基础理论和分析方法，本课程主要内容有：财务管理的基本概念、目标、

原则和方法；财务管理价值观念；财务分析基本方法；企业筹资管理基本理论和方法；企业投资管理基本

理论和方法；营运资金管理；收益管理；利润分配，企业设立、变更和终止等。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概念、内容、方法，掌握现代企业融资、投资、营

运资金和收益分配的财务运作理论和方法，为学生将来参与理财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由荆新、王化成、刘俊彦主编的《财务管理学》；参考教

材为 ＥｕｇｅｎｅＦ．Ｂｒｉｇｈａｍ ＆ＭｉｃｈａｅｌＣ．Ｅｈｒｈａｒｄｔ主编，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０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沈洪涛、沈艺峰改编，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

３．成本管理学

学时：５４；其中理论 ４２，实验 １２；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工业企业成本核算的要求和一般程序、费用分配和归集基本原理、产品计算方

法及分类，其它行业产品成本的核算、成本报表的编制和分析等。本课程的实验部分通过模拟具体企业

的成本业务，使学生初步熟悉实际工作中对各项成本、费用的核算、产品成本的计算和成本费用报表编

制与分析的过程。

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较全面地了解和掌握成本会计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明确成

本会计的内容，任务和作用，充分认识做好成本会计工作对加强成本管理，降低产品成本，增强产品市场

竞争能力，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意义，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富生、王俊生、黎文珠主编的《成本会计学》，实验

部分所用教材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黄明、郭大伟主编的《企业会计模拟实训教程（单项实

训）》。

４．投资管理学

学时：５４，理论 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投资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具体内容包括：投资的类型、投

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投资的规模、投资布局、投资结构、投资资金的筹措、项目招投标、投资环境的影响

因素、资本定价等理论以及投资决策的分析方法、投资经济效果评价等方法。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掌握投资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学会分析各种投资机会，

了解投资环境，研究投资过程中的规律性，培养和提高学生正确分析和解决投资管理问题的能力，能运

用理论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金德环主编的《投资学》。

５．财务分析

学时：５４，其中理论 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财务分析的基本领域包括筹资分析、投资分析、经营分析等，主要内容

有：财务分析理论、财务分析的信息基础、财务分析的程序与方法、财务报表分析、财务效率分析、财务综

合分析与业绩评价等。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加深学生对财务分析工具的理解，掌握财务分析的方法，具备评价企业经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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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和财务状况的能力。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由张先治主编的《财务分析》。

６．高级财务管理学

学时：５４，其中理论 ３６，实践 １８；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进一步补充了基础财务中缺少的重要理论与方法，解决了基础财务中没有解决的若干重要

财务决策问题。其原理和方法直接针对工商企业中的财务和重大决策，以及银行、保险、证券、风险投资

等金融机构的核心业务，也是价值评估、风险评级以及金融、投资、理财研究与咨询等金融服务工作的重

要依据。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对财务理论有更深入系统的理解，增强应用财务理论解决实际决策

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由王化成主编的《高级财务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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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１１５

复习考试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 １３

社会实践（见习） ２ ２

毕业论文（设计） ８ ４ １２

毕业实习 ８ ８

毕业教育 ２ ２

机 动 ２ 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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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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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０３２ ４８ ５

ＴＳ０００４１５ ＶＦＰ数据库 √ ４ ９０５４ ３６ ５

ＴＳ０００４１８ 大学语文（上） √ ２ ３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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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９７６６８２ ２１０８４ １７１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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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Ｊ０４４４０１ 会计学原理 √ ４ ６４５４１０ ４

ＸＪ０４４４０２ 政治经济学 √ ３ ４８３０ １８ ３

ＸＪ０４４４０３ 微积分（一） √ ４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４４４０４ 微积分（二）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ＸＪ０４４４０５ 管理学原理 √ ３ ４８４８ ３

ＸＪ０４４４０６ 微观经济学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ＸＪ０４４４０７ 宏观经济学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ＸＪ０４４４０８ 线性代数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ＸＪ０４４４０９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０４４４１０ 经济法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ＸＪ０４４４１１ 统计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ＸＪ０４４４１２ 税法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０４４４１３ 金融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ＸＪ０４４４１４ 审计学原理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ＸＪ０４４４１５ 资产评估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ＸＪ０４４４１６ 财经专业英语（一）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ＸＪ０４４４１７ 财经专业英语（二）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ＸＪ０４４４１８ 企业税收筹划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ＸＪ０４４４１９ 财务信息系统 √ ４ ７２３６ ３６ ４

小 计 ５６９８０８８０１０５４３６ １４ ７ ７ ９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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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

心

课

ＺＨ０４４４０１ 财务会计学（一） √ ４ ７２５４１８ ４

ＺＨ０４４４０２ 财务会计学（二） √ ４ ７２５４１８ ４

ＺＨ０４４４０３ 财务管理学 √ ４ ７２４８ ２４ ４

ＺＨ０４４４０４ 成本管理学 √ ３ ５４４２１２ ３

ＺＨ０４４４０５ 财务分析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Ｈ０４４４０６ 投资管理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Ｈ０４４４０７ 高级财务管理学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小 计 ２４４３２３４２４８４２ ４ ４ ４ ６ ６

专

业

方

向

课

财
务
核
算
方
向

ＺＦ０４４４０１ 会计实务 √ ２ ４０４０ ２

ＺＦ０４４４０２ 财务综合模拟实训 √ ３ ５４ ５４ ６

ＺＦ０４４４０３ 特殊行业会计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４

小 计 ７１３０５８５４１８ ２ １０

财
务
管
理
方
向

ＺＦ０４４４０４ 财务岗位实务 √ ３ ５４２７ ２７ ６

ＺＦ０４４４０５ 集团公司财务管理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６

ＺＦ０４４４０６ 财务软件实训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４

小 计 ８１４４８１ ４５１８ １６

专

业

任

选

课

ＺＸ０４４４０１ 保险原理与实务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４４４０２ 从业资格考证（一） √ ２ ４０４０ ２０ ２

ＺＸ０４４４０３ 从业资格考证（二） √ １ ２０１０ １０ １

ＺＸ０４４４０４ 管理会计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４４４０５ 计算机财务管理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ＺＸ０４４４０６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４４４０７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 ２ ３６３６ ４

ＺＦ０４４４０８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 ２ ３６３６ ４

ＺＦ０４４４０９ 商务谈判与礼仪 √ ２ ３６３６ ４

备注：专业任选课每生至少获得 ９学分

合 计 １５０２６８６２１２０１１２３５４１２０ ３１２４２５２４２２１７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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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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军事理论教育） √ １＋２３６ 讲座

ＳＪ０００４０３ 社会实践（见习） √ １ 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８ 毕业实习 ８ ８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９ 毕业教育 １ 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１０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０ ８周 ４周

注：军训（含军事理论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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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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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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人力资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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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应用计算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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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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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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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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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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部门经济学

２．３市场营销知识 市场营销学

２．４法律法规知识 劳动关系与劳动法

２．５会计知识 会计与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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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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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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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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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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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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摩燉见习） ３ ３ ２ 集中

技能训练 ２ ２ ４ 集中

专业实习 １６ １４ ７、８ 分散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０ １２ ７、８ 集中

毕业教育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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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识必修课 ４４ ２４．７％

学科基础课 １７ ９．６％

专业基础课 ２１ １２％

专业课

专业核心课 ２２

专业方向课 １６

专业任选课 １０

４８ ２６．７％

集中实践教学 ３６ ２０．２％

素质拓展课（选修） ６ ３．４％

创新创业实践 ６ ３．４％

合 计 １７８ １００％

九、专业核心课程

本专业核心课程为：员工招聘与配置、绩效管理、薪酬福利管理、员工培训与开发、职业生涯管理、人

员测评理论与方法等。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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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州学院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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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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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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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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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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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３

社会实践 ３ ３

专业实习或教育实习 １４ １４

毕业论文（设计） ９ ３ １２

毕业教育 １ １

总周数 １９ ２０ ２３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８ 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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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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４ ８０３２ ４８ ５

ＴＳ０００４１８ 大学语文 √ ２ ３２３２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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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计 ４４８８６６２８ ２１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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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Ｊ０３１４０１ 微积分（上） √ ３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３１４０２ 微积分（下）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ＸＪ０３１４０３ 管理学原理 √ ３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３１４０４ 西方经济学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ＸＪ０３１４０５ 管理信息系统 √ ３ ７２３６ ３６ ４

小 计 １７３４４３０８ ３６ ８ ８ ４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ＺＪ０３１４０１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 ３ ４８４８ ３

ＺＪ０３１４０２ 劳动关系与劳动法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Ｊ０３１４０３ 组织行为学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Ｊ０３１４０４ 企业文化学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Ｊ０３１４０５ 人力资源管理概论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Ｊ０３１４０６ 工作分析与岗位设计 √ ２ ３６３６ ２

小 计 ２１３７２３７２ ３ ４ ４ １０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ＺＨ０３１４０１ 员工招聘与配置 √ ３ ５４３６ １８ ３

ＺＨ０３１４０２ 绩效管理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Ｈ０３１４０３ 薪酬福利管理 √ ４ ７２５４ １８ ４

ＺＨ０３１４０４ 员工培训与开发 √ ４ ７２５４ １８ ４

ＺＨ０３１４０５ 职业生涯管理 √ ４ ７２５４ １８ ４

ＺＨ０３１４０６ 人员测评理论与方法 √ ４ ７２７２ ４

小 计 ２２３９６３２４ ７２ ６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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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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向

一

ＺＦ０３１４０１现代公司理论与实务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Ｆ０３１４０２ 公共关系学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Ｆ０３１４０３ 劳动经济学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Ｆ０３１４０４ 战略管理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３１４０５人力资源管理项目实践 √ ２ ３６３６ ２

方

向

二

ＺＦ０３１４０６ 政治学基础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Ｆ０３１４０７ 公共关系学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Ｆ０３１４０８ 公共部门经济学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Ｆ０３１４０９ 社会保障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３１４１０ 公共管理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辅

修

方

向

ＺＦ０３１４１１ 线性代数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Ｆ０３１４１２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Ｆ０３１４１３ 专业英语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３１４１４ 企业管理概论 √ ２ ３６３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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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ＺＲ０３１４０１ 商务谈判与实务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１４０２ 景区规划与管理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１４０３ 会计与财务管理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１４０４ 物业管理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１４０５管理前沿问题讲座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１４０６ 市场营销学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１４０７酒店人力资源管理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１４０８ 物流管理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１４０９ 会展服务与管理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１４１０区域人力资源动态研究 √ ２ ３６ ２

小 计 每生至少获得 １０学分

合 计 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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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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摩燉见习） ３ 第 ２学期后暑假

ＳＪ０００４０４ 学年设计

ＳＪ０００４０５ 技能训练 ２

ＳＪ０００４０６ 课程实习

ＳＪ０００４０７ 专业实习 １６ 第 ７、８学期

ＳＪ０００４０８ 毕业实习

ＳＪ０００４０９ 毕业教育 １ 第 ８学期

ＳＪ０００４１０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０ 第 ７、８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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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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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设置了两个专业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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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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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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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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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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理论
管理学原理、旅游经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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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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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知识 会计与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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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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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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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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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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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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摩燉见习） ２ ２ ３ 集中

技能训练 ２ ２ ４、５ 集中

专业考察 １ １ ５ 集中

专业实习 ２２ ２２ ７、８ 集中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０ １２ ７、８ 集中

毕业教育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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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 ２４．７％

学科基础课 １７ ９．６％

专业基础课 １９ １０．７％

专业课

专业核心课 ２０

专业方向课 １５

专业选修课 １０

４５ ２５．２％

集中实践教学课 ４１ ２３％

素质拓展课（选修） ６ ３．４％

创新创业实践 ６ ３．４％

合 计 １７８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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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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市场营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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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旅游资源的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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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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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了解和掌握我国的旅游法规

与政策基础知识，分析和解决旅游接待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和投诉，熟悉旅游团队及散客导游服务程序与

服务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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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为：从理论、实用角度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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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市场营销

学时：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内容为：以市场营销基础理论、基本知识为核心内容，通过课堂讲授与实践训练，使学生

在切实掌握基础概念、原理与方法的同时，紧密联系企业的市场实际情况和特定的市场营销环境，做到

现实性、实用性、针对性的统一，为今后从事营销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本课程的重点是市场分析，旅游市

场营销观念的掌握；市场不可控制环境因素的了解与分析；市场细分方法与目标市场选择方法；市场营

销组合策略的应用；产品、价格、分销渠道、促销策略的掌握与旅游市场的实际应用。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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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源国课程是介于国际区域旅游市场学与世界旅游地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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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２）

专业实习 ２２ ２２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２ １２

毕业教育 １ １

机 动 １ ２ ３

总周数 １９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９ １９ 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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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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Ｓ０００４１８ 大学语文 √ ２ ３２３２ ２

ＴＳ０００４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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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计 ４４８９６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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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Ｊ０３２４０１ 微积分（上） √ ３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３２４０２ 微积分（下）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ＸＪ０３２４０３ 管理学原理 √ ３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３２４０４ 西方经济学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ＸＪ０３２４０５ 管理信息系统 √ ３ ７２３６ ３６ ４

小 计 １７３４４３０８ ３６ ８ ８ ４

专

业

基

础

课

ＺＪ０３２４０１
旅游学概论（含专

业导论课）
√ ３ ６４６４ ４

ＺＪ０３２４０２ 旅游心理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Ｊ０３２４０３ 旅游经济学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Ｊ０３２４０４ 饭店管理概论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Ｊ０３２４０５ 旅游地理学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Ｊ０３２４０６ 旅游历史文化 √ ３ ５４５４ ３

小 计 １９３５２３５２ ４ ３ ７ ６

专

业

课

专

业

核

心

课

ＺＨ０３２４０１ 旅游资源与开发 √ ４ ７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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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市场营销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ＺＨ０３２４０６ 现代服务礼仪 √ ３ ５４５４ ３

小 计 ２０３６０３６０ ４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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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向

一

ＺＦ０３２４０１
菜点酒水与饮食

文化 √ ４ ９０３６ ５４ ５

ＺＦ０３２４０２ 餐饮服务与管理 √ ４ ９０３６ ５４ ５

ＺＦ０３２４０３
前厅客房服务与

管理 √ ４ ９０３６ ５４ ５

ＺＦ０３２４０４ 酒店英语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３２４０５ 饭店企业考察 √ １ ３６ ３６ 第 ５学期集中一周时间进行

方

向

二

ＺＦ０３２４０６ 导游基础知识 √ ４ ９０９０ ５

ＺＦ０３２４０７ 导游业务 √ ４ ７２５４ １８ ４

ＺＦ０３２４０８
旅游产品开发与

线路设计 √ ４ ７２５４ １８ ４

ＺＦ０３２４０９ 导游英语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３２４１０ 旅游景点考察 √ １ ３６ ３６ 第 ５学期集中一周时间进行

辅

修

方

向

ＺＦ０３２４１１ 线性代数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Ｆ０３２４１２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ＺＦ０３２４１３ 专业英语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Ｆ０３２４１４ 企业管理概论 √ ２ ３６３６ ２

小 计 １５３４２

每生必须选修方向 １、２中的一个方向（１５学分），辅修方向供考研同学选修，不计学分

专

业

任

选

课

ＺＲ０３２４０１ 商务谈判与实务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２４０２ 景区规划与管理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２４０３ 饮食营养与卫生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２４０４ 康乐休闲管理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２４０５ 交际口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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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ＺＲ０３２４０６ 酒店人力资源管理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２４０７ 物业管理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２４０８ 普通话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２４０９ 宴会设计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２４１０ 会计与财务管理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２４１１ 旅游美学 √ ２ ３６ ２

ＺＲ０３２４１２ 会展服务与管理 √ ２ ３６ ２

小 计 每生至少获得 １０学分

合 计 １３１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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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Ｊ０００４０５ 技能训练 ２

ＳＪ０００４０６ 课程实习

ＳＪ０００４０７ 专业实习 ２２ 第 ７、８学期

ＳＪ０００４０８ 毕业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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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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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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专业代码：１１０２０９

一、专业方向

电子商务专业分为商务网站建设与管理、网络营销、商务信息管理三个方向。从第三学年开始，每个

学生在继续学习本专业必修课的同时，根据个人的爱好和特长，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方向，并强化相应

专业方向的主干课程，培养基础扎实、特长鲜明、个人核心竞争力强的专门人才。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总的培养目标是：综合素质优良，职业道德高尚，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基础知识扎实，适应

地方、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核心竞争力强的复合型人才。

商务网站建设与管理方向的学生应具备熟练的计算机操作能力、网页设计能力、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网络

编程及网站后台系统开发能力、商务系统硬件平台的搭建和维护能力。

网络营销方向的学生应具备营销的相关知识，了解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网络信息平台，能够熟练使用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各项服务，利用互联网开展营销活动。

商务信息管理方向的学生应具备企业各种管理思想，熟练的计算机办公软件操作能力，各种管理信

息系统使用能力及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应用能力，能快速准确地收集、处理、发布信息。

三、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经济、管理、计算机网络和电子商务方面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接受电子商务方

法与技巧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分析和解决电子商务问题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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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护党的领导，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而奋斗的志向和责任感，具有爱岗

敬业、艰苦奋斗、热爱劳动、遵纪守法、团结合作的品质，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２．专业技能素质

知识结构方面，要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掌握经济分析最基本的概念、原则和方

法，掌握电子商务专业必备的文化基础知识，掌握电子商务法律法规的相关知识，具备从事本专业领域

实际工作的基本知识，了解国内外电子商务发展的新理论、新动向、新趋势。

能力要求方面，要具有从事电子商务专业相关工作的能力，具备查阅、翻译中英文专业资料和日常

的语言交际能力，具备较扎实的商务应用文写作能力和公文处理能力，具有利用网络技术收集、研究、学

习、分析贸易与商务相关市场动态、背景、信息的能力，具备自我学习并融会贯通而创新的能力，具有较

强的参与或组织学习型团队的能力。

３．文化素质

具有一定的文化艺术修养，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电子商务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４．身心素质

具有健康的体魄，美好的心灵和健康的审美观，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基本方法和技能，达到体育锻

炼的基本要求，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卫生习惯，良好的心理素质，有吃苦耐劳、连续作战的精神。具有坚

强的意志力，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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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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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

１．２人文素质 素质拓展课

１．３英语应用能力 英语、财经专业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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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往能力

社会实践、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应用文写

作

１．６身心素质 体育

２．专业基础

理论与应用

能力

２．１运算分析能力 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会计学原理

２．２管理分析能力 管理学原理

２．３经济分析能力 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２．４营销分析能力 市场营销学

２．５法律常识 合同法、经济法

３．专业知识

与应用能力

３．１ＷＥＢ技术应用能力 网页设计与制作、实用软件工具、计算机网络

３．２电子商务综合能力
电子商务概论、电子商务安全与管理、管理信息

系统、客户关系管理、企业电子商务管理

４．专业核心

技能

４．１电子商务网站建设与管理
ＬＡＮ网络布线与管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网络编程、
电子商务网站建设与管理

４．２网络营销
网络营销模拟实训、网络调查技术、网络支付与

结算

４．３电子商务信息管理 ＥＲＰ原理与应用、企业电子信息化管理

五、学制与学分要求

１．学制：标准学制为 ４年，修业年限为 ３～６年。

２．学分：１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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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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摩燉见习） １ ２ ８ 集散结合

技能训练 ６ ６ ５、６、７ 分散

毕业实习 ８ ８ ８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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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９） ２７．２７％（５．１１％）

素质拓展课（选修） ６（０） ３．４０％（０％）

学科基础课 ５１（３） ２８．９８％（１．７０％）

专业课

专业核心课 ２１（６）

专业方向课 ６（３）

专业任选课 ８（１）

３５（１０）

１１．９３％（３．４１％）

３．４１％（１．７０％）

４．５４％（０．５７％）

１９．８９％

（５．６８％）

集中实践教学课 ３０（３０） １７．０５％（１７．０５％）

创新创业实践 ６（６） ３．４１％（３．４１％）

合 计 １７６（５８） １００％（３２．９５％）

九、专业核心课程

本专业的核心课程包括电子商务概论、网络营销管理与实务、电子商务技术基础、电子商务网站建

设与管理、企业电子商务管理、网络支付与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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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电子商务概论

学时：７２，其中面授 ５４，上机 １８；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从整体上了解电子商务研究的基本内容，认识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电子商务运作的社会环

境和技术环境，掌握电子商务的基本流程、电子商务信息的收集与整理方法、网络营销策略与促销方法，

电子支付的理论与流程、网络交易安全基本思路与方法、物流基本原理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

生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坚信电子商务代表着未来商务活动的发展方向，并通过相关实验配套教材的阅

读培养学生独立从事电子商务活动的综合能力。

本课程前期必须修读的课程为计算机文化基础、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等。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黄敏学主编的《电子商务》。

本课程的主要参考资料有：《电子商务概论》（方美琪，清华大学出版社）、《电子商务概论》（李琪、张

秦、严建援，高等教育出版社）等。

２．网络营销管理与实务

学时：７２，其中面授 ３６，实验 ３６；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是在电子商务实践中适应实践的需要出现的一门新兴学科，是一门应用性的经济学科。本课

程讲述网络营销基本问题，网络营销环境，网络消费者研究，网络目标市场营销，网络营销的商务模式网

络顾客策略等方面内容。课程内容涵盖电子商务的起源和发展、新经济时代的经营理念、电子商务系统

与网络营销、网络营销系统规划、网络环境下的营销理论、基于网络环境的营销策略、企业商务网站管

理、ＩＳＰ服务、系统集成服务与系统评估服务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从事电子商务实践和网络

营销工作的能力。

本课程前期必须修读的课程为市场营销学、经济学、计算机文化基础等。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的《网络营销管理实务》。

本课程的主要参考资料有：《网络营销》（李超、陈伟东，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网络营销基础》（阴

双喜等，复旦大学出版社）等。

３．电子商务技术基础

学时：７２，其中面授 ３６，上机 ３６；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是电子商务专业的专业核心课，是计算机软件技术、硬件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数据库

技术和信息安全技术等的综合应用技术。本课程主要讲授电子商务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

实用技术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系统地学习和掌握电子商务的关键技术，学习计算机网络、

数据库、信息安全理论和技术在电子商务中的综合应用方法，掌握电子商务系统分析设计的基本方法。

本课程前期必须修读的课程为计算机文化基础、计算机网络、电子商务概论等。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由陈景艳 苟娟琼主编的《电子商务技术基础》。

本课程的主要参考资料有：《电子商务技术与应用》（杨千里、王育民等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电

子商务技术》（刘红军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等。

４．电子商务网站建设与管理

学时：７２，其中面授 １８，上机 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主要讲述电子商务应用所必需的电子商务系统建设与管理的相关知识，主要包括电子商务

网站的系统规划和分析、设计、ＷｉｎｄｏｗｓＮＴ环境下建立 Ｉｎｔｒａｎｅｔ、创建 ＷＷＷ 站点、创建 ＦＴＰ站点、静

态网站设计技术及动态网站设计技术。使学生能够独立完成系统的设计与制作，建立系统，并对系统进

行日常维护。

本课程前期必须修读的课程为计算机文化基础、计算机网络、管理信息系统等。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李鼎主编的《电子商务网站建设》。

本课程的主要参考资料有：《网页设计梦工场院 ＤｒｅａｍＷｅａｖｅｒ篇》（北京博彦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大学出版社）、《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傅铅生，北京大学出版社）、《计算机网络原理》（王文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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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学出版社）等。

５．企业电子商务管理

学时：７２，其中面授 ５４，实验 １８；学分：４；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内容有企业电子商务的组织形态、管理机制、运行模式、动作流程、经营战略、资源管理、信息

流管理、物流管理、资金流管理、客户关系管理、风险管理和企业电子商务系统评价。本课程的教学目的

旨在使学生认识电子商务活动的组织形态与管理对象；系统学习电子商务活动组织有关的人、财、物、时

间、信息、技术、环境、客户等要素系统组成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资源管理内容；掌握电子商务管理

过程中有关的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ＥＲＰ系统管理等管理方法，为从事电子商务活动奠定基础。

本课程前期必须修读的课程为电子商务概论、管理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等课程。

本课程推荐教材：王学东著．《企业电子商务管理》．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本课程的主要参考资料有：《企业电子商务管理》（赵晶、朱镇、王珊等著，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

《电子商务管理》（王学东著，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

６．网络支付与结算

学时：７２，其中面授 １８，实验 ５４；学分：３；考核方式：考试。

本课程以银行的电子化发展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网上支付为主线，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银行电子化的概念、发

展历程、运行机制、网上支付的相关理论知识、资金的清算和结算过程、我国的主要支付系统和主要支付

模式。目的是使学生了解我国银行电子化的过程，掌握网上支付的基本工具及业务过程，掌握我国主要

的支付系统，并能对网上支付与结算的一些前沿知识有所了解。

本课程前期必须修读的课程为电子商务概论、计算机文化基础、计算机网络等课程。

本课程的主要参考资料有：《网络支付与结算》（柯新生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网上支付与

网上金融服务》（张卓其，史明坤编著，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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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１３

社会实践 ２ ２

毕业实习 ８ ８

毕业论文（设计） ８ ４ １２

毕业教育 ２ ２

机 动 ２ 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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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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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０３２ ４８ ５

ＴＳ０００４１６ Ｃ语言程序设计 √ ４ ９０３６ ５４ ５

ＴＳ０００４１８ 大学语文（上） √ ２ ３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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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９７６６６４ ２１０１０２ １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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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Ｊ０４１４０１ 政治经济学 √ ３ ４８４８ ３

ＸＪ０４１４０２ 微积分（一） √ ３ ６４６４ ４

ＸＪ０４１４０３ 微积分（二）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ＸＪ０４１４０４ 管理学原理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０４１４０５ 实用软件工具 √ ３ ７２３６ ３６ ４

ＸＪ０４１４０６ 合同法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ＸＪ０４１４０７ 西方经济学 √ ４ ９０９０ ５

ＸＪ０４１４０８ 线性代数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０４１４０９ 市场营销学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ＸＪ０４１４１０ 计算机网络 √ ４ ７２７２ ４

ＸＪ０４１４１１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０４１４１２ 经济法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０４１４１３ 网页设计与制作 √ ３ ７２３６ ３６ ４

ＸＪ０４１４１４ 会计学原理 √ ３ ５４５４ ３

ＸＪ０４１４１５ 电子商务安全与管理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ＸＪ０４１４０１６ 管理信息系统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ＸＪ０４１４０１７ 财经专业英语（一）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ＸＪ０４１４０１８ 财经专业英语（二） √ ２ ３６３６ ２

小 计 ５１９７６８８６ ９０ ７ １３１４１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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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

心

课

程

ＺＨ０４１４０１ 电子商务概论 √ ４ ７２５４ １８ ４

ＺＨ０４１４０２电子商务技术基础 √ ３ ７２３６ ３６ ４

ＺＨ０４１４０３ 网络支付与结算 √ ３ ７２５４ １８ ４

ＺＨ０４１４０４企业电子商务管理 √ ４ ７２５４１８ ４

ＺＨ０４１４０５
电子商务网站建

设与管理 √ ３ ７２１８ ５４ ４

ＺＨ０４１４０６网络营销管理与实务 √ ４ ７２３６３６ ４

小 计 ２１４３２２５２５４ １２６ ４ ４ ８ ８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商
务
网
站
建
设
与
管
理

ＺＦ０４１４０１
ＬＡＮ网络布线

与管理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Ｆ０４１４０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网

络编程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Ｆ０４１４０３
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统

教程与实训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４

小 计 ６１０８５４ ５４ ４ ４

商

务

信

息

管

理

ＺＦ０４１４０４ 电子商务物流 √ ２ ３６１８１８ ２

ＺＦ０４１４０５ 移动电子商务 √ ２ ３６１８１８ ２

ＺＦ０４１４０６
企业电子信息化

管理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４

小 计 ６１０８５４３６ １８ ４ ４

网

络

营

销

ＺＦ０４１４０７ 网络调查技术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Ｆ０４１４０８
搜索引擎优化与

网站推广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Ｆ０４１４０９ 网络营销模拟实训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４

小 计 ６１０８５４ ３６１８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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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

选

课

ＺＸ０４１４０１ ＶＢ程序设计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Ｘ０４１４０２ 商务礼仪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４１４０３ 客户关系管理 √ ２ ３６３６ ２

ＺＸ０４１４０４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

务 √ ２ ３６１８ １８ ２

ＺＸ０４１４０５ 电子交易实训 √ ３ ７２３６ ３６ ４

ＺＸ０４１４０６ ＥＲＰ原理与应用 √ １ １８ １８ ２

ＺＸ０４１４０７ 创业管理 √ ２ ３６１８１８ ２

ＺＸ０４１４０８ ＷＡＰ网页制作 √ ４ ７２３６３６ ４

小计（专业任选课任选 ８学分） ８１８０１２６ ５４１８ ８ ４ ８

总 计 １４０２６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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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Ｊ０００４０５ 技能训练 √ ６ ２周 ２周 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８ 毕业实习 √ ８ ８周

ＳＪ０００４０９ 毕业教育 √ １ ２周

ＳＪ０００４１０ 毕业论文（设计） √ １０ ８周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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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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宿州学院课程编号规则

为了适应我校改革与发展，规范教学行为，进行科学管理，现对我校现有各专业培养方案上的课程

（除跨学科专业选修课外）进行编号，编号规则如下：

一、课程编号共８位，分别反应某门课程的课程类别代码、院代码、专业代码、学制、课程序号。其中：

第 １、２位代表课程类别代码；第 ３、４位代表院代码；第 ５位为专业代码；第 ６位为学制代码；第 ７、８位为

课程序号。即：

    

课程类别代码 院代码 专业代码 学制 课程序号

二、第 １、２位代表课程类别代码（用大写字母表示）：

通识课类别代码统一为 ＴＳ；人文与科技素质选修课程类别代码统一为 ＧＸ；学科基础课程类别代

码统一为 ＸＪ；学科基础课程类别代码统一为 ＺＪ；专业核心课程类别代码统一为 ＺＨ；专业方向课程类别

代码统一为 ＺＦ；专业任选课程类别代码统一为 ＺＸ；集中实践教学课程类别代码统一为 ＳＪ；科研创新课

程类别代码统一为 ＣＸ。

三、第 ３、４位代表系别代码（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院代码 院

０１ 文学与传媒学院

０２ 外语学院

０３ 社会科学与管理工程学院

０４ 经济管理学院

０５ 音乐学院

０６ 美术学院

０７ 数学与统计学院

０８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０９ 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１０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１１ 信息工程学院

１２ 体育学院

四、第 ５位代表专业代码。

该代码由各院自行编定（可依本院专业设置的先后顺序编码）。例如：某院有三个专业，则可分别对

应编码为 １，２，３。专业代码编定后即由院及教务处备案，不再变动。

五、第 ６位代表学制代码。

专科代码为 ３，本科代码为 ４。

六、第 ７、８位代表课程序号。

课程序号从 ０１～９９。课程序号的编制顺序是：每类课程分别从 ０１编起，不同学期开设的同名课程，

其编号应不同。

通识课、素质拓展课由教务处统一编号，编号规则同上，“院代码”统一编为 ００，“专业代码”统一编

为 ０，不归属到各院编号。

请各院根据以上规则对本院培养方案的教学进程表中课程进行编号，并对师生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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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宿州学院素质拓展课程

课程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考核类型

考试 考查
总学分

公

共

选

修

课

程

非

艺

术

专

业

艺

术

类

选

修

课

ＧＸ００１４０１ 中国音乐简史 √ ２

ＧＸ００１４０２ 音乐鉴赏 √ ２

ＧＸ００１４０３ 舞蹈鉴赏 √ ２

ＧＸ００１４０４ 民间艺术赏析 √ ２

ＧＸ００１４０５ 视唱练耳 √ ２

ＧＸ００１４０６ 摄影技法 √ ２

ＧＸ００１４０７ 美术作品鉴赏 √ ２

ＧＸ００１４０８ 奇石鉴赏 √ ２

ＧＸ００１４０９ 应用美术基础 √ ２

ＧＸ００１４１０ 书法鉴赏 √ ２

全

院

公

选

课

ＧＸ００２４０１ 商务函电（英语）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０２ 实用商务英语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０３ 英语视听说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０４ 普通话口语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０５ 公关礼仪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０６ 《说文解字》导读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０７ 《诗经》赏析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０８ 现代小说作品欣赏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０９ 《红楼梦》鉴赏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１０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１１ 张爱玲小说鉴赏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１２ 莎士比亚作品选读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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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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共

选

修

课

程

全

院

公

选

课

ＧＸ００２４１３ 国学专题研究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１４ 数字媒体艺术概论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１５ 财务报表分析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１６ 资产评估学教程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１７ 证券投资分析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１８ 职业规划与员工绩效考核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１９ 现代企业管理实务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２０ 投资与理财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２１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２２ 生活中的经济学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２３ 西方经济学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２４ 会计学导论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２５ 财经法规选读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２６ 管理学原理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２７ 市场营销学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２８ 现代公关与礼仪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２９ 以案说法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３０ 中国传统文化讲座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３１ 劳动合同法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３２ 社会调查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３３ 中国名胜景点介绍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３４ 普通逻辑学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３５ 中外历史人物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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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共

选

修

课

程

全

院

公

选

课

ＧＸ００２４３６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３７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３８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３９ 教育学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４０ 心理学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４１ 人类遗传学与健康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４２ 微量元素与人体健康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４３ 化学与社会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４４ 营养学与营养配餐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４５ 生命与生命科学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４６ 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４７ 啤酒生产技术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４８ 科学技术导论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４９ 物理学与人类文明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５０ 线性代数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５１ 数学建模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５２ 高等数学选讲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５３ 中国区域大地构造学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５４ 可持续发展概论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５５ 环境问题与中国可持续发展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５６ 地球天文学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５７ 中国自然与人文景观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５８ 游戏软件的测试 √ ２

附件二：


宿州学院素质拓展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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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共

选

修

课

程

全

院

公

选

课

ＧＸ００２４５９ 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应用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６０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６１ 办公自动化高级应用技巧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６２ 网页制作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６３ 平面图象处理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６４ ＣＡＩ课件制作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６５ Ｆｌａｓｈ动画制作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６６ 体育与健康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６７ 体育运动与人体保健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６８ 体育史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６９ 奥林匹克运动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７０ 体育运动与心理健康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７１ 民族传统体育赏析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７２ 体操类项目欣赏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７３ 田径运动赏析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７４ 体育欣赏—乒、羽、网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７５ 体育欣赏—蓝、排、足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７６ 钓鱼基础技能 √ ２

ＧＸ００２４７７ 体育旅游基础技能 √ ２




宿州学院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