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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 2018 级本科生培养方案的通知

各学部、院系：

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各单位应重视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反

馈的办学优势及问题，加快教育教学改革，优化课程设置， 完善、

修订培养方案，促进以提升质量为核心的本科专业内涵式发展，推动

我校一流本科建设。现将 2018 级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通知如下：

�����	

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

务，秉承“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民族和社会的发展” 的大学理想，

以陶冶品性、学会学习、学会发展为导向，将崇尚真理、独立思考和

实践创新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培养以民族振兴为己任、具有广阔的

国际视野、综合素质协调发展、在各领域有影响力的卓越人才。

以教育部 2018 年工作重点和《华东师范大学一流大学建设方案》

为指导，建立标准意识和质量意识，科学合理设置人才培养目标，主



动对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打造既能体现学科优势又能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的课程体系，形成培养目标、能力要求、课程体系相互紧密联系、

相互支撑的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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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入推进“大类招生、分层培养、多元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

鼓励基于学科内在逻辑和学生发展需求的大类招生或大类培养，夯实

学科基础，拓宽培养口径，强化学生能力和发展潜力， 促进通识教

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2018 年学校将在教育学部实施大类招生

大类培养，文史哲实行大类培养，在地球科学学部等单位建设大类平

台课程，为今后大类培养奠定基础。

2.坚持更高的质量要求。各单位应学习借鉴国内外一流大学相同

或相近专业的课程设置作为比对标杆，结合专业评估要求、行业标准

和用人单位反馈等，完善专业课程体系，尤其是加强学科基础课程和

专业核心课程建设，使课程能够支撑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适应国家

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3.强化实践（实验）教学，加强与行业的联系，落实教育部关于

实践教学人文社会科学类本科专业不少于总学分（学时）的 15％，

理工农医类专业不少于 25％的要求。

4.师范类专业的培养方案。按照师范类专业教学质量卓越标准认

证要求，合理设置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课程体系。课程设置应能支

撑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课程结构应体现通识教育、学科专业教育与

教师教育的深度融合，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比

例合理。

5.总学分原则上不超过 150 学分（留学生一般不超过 140 学分），



课程设置应尽可能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空间，考虑开放度和延续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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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精确描述培养目标。专业培养目标与学校整体人才培养目标

应相契合，应能体现时代特征与适应社会发展，应对学生毕业后五年

左右在社会和专业领域的发展预期有所描述。

2.对学生毕业时应具备的知识、能力、素质应有明确的、可衡量

的要求，避免模糊、空泛的表述。一般可包括通用的标准、本单位特

色以及学生发展需求等方面的内容。

3.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课程设置之间应具备严密的逻辑关系，

厘清每门课程在培养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建立培养目标 -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 -课程设置之间的关系矩阵。

1.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必修课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大学英语、大学计算机、体育、

军事理论（含军训）、数学统计类（文化传承类）和通识教育精品课

程的学分要求无变化。

为港澳台侨学生设置“认知中国”板块课程，学生需在大学期间

修读 4 个学分。

留学生的通识必修课程为汉语类、中国概况、计算机类和限制选

修等，学分要求无变化。

通识选修课程的要求原则上为 8 学分，涵盖新生研讨课、创新创

业、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艺术体育、自然科学、信息科学等系列。



2.学科基础课

学科基础课是基于“厚基础、宽口径”原则的专业教育，具有基

础性和学术性。各专业应突破院系边界，按照大类学科设置学科基础

课，以严谨规范和精炼优质为目标，使学生获得严格的学科基础训练

和专业能力训练。学校支持包括教育学部、文史哲、地球科学学部在

内的各单位重构学科大类平台课程，以此带动核心基础课程的升级换

代和本科教育教学的整体改革。

现有师范生基础平台课程是为拓展师范生专业知识面而设置的，

各师范专业可根据人才培养目标自主选择需修读的科目与数量。

3.专业教育课程

以“基本要求 +需求选择”的原则设置专业必修和专业选修课程，

专业必修课程应能够使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掌握专业核心知识体系，

奠定学生的专业素养与专业能力。专业选修课程满足不同学生多元发

展路径的需要，为有志于专业学术发展的学生提供更多学科前沿课程

和研究生先修课程；为有志于就业创业发展的学生提供与行业紧密相

关的课程和创新创业类课程。

学校鼓励专业拿出一定的学分，要求学生修读其他专业的课程，

汲取不同学科专业的养分，形成学科互补优势。

4.教师教育课程

以教育部推进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为契机，按照师范类专业教学

质量卓越标准认证要求，合理设置教师教育课程，跟踪对接基础教育

改革前沿。课程内容应吸收学科前沿知识，引入课程改革和教育研究

最新成果以及优秀基础教育教学案例。

各师范专业应按照《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和师范类专业



认证要求开足教师教育课程，除教育学部师范专业外，其他师范专业

教师教育课程板块总要求学分不低于 21 学分，其中教学实践不低于 

18 周。教育学部师范专业有更高学分要求，请按照认证标准设置课程。

本板块课程向全体本科生开放，打通非师范生和师范生培养通道，非

师范专业学生修读此类课程可以认定为通识选修课学分，是否可替代

专业课学分由各专业所在院系决定，报教务处备案。非师范学生修读

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技能训练和学科教学类课程（共 8 学分）后可

申请参加教育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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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应高度重视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教学委员会应对培养方

案和教学大纲进行充分论证和审定，在 5 月 4 日前提交《本科培养方

案修订报告》并在教务系统内完成培养方案录入和教学大纲上传或更

新工作。

此项工作联系人：胡项杰，34756978，xjhu@admin.ecnu.edu.

cn， 闵行校区办公楼 211。



附件：1. 2018级本科培养方案课程结构一览

2. 2018级本科培养方案格式

3. 2018级培养方案修订报告

华东师范大学

2018 年 3月 14日

华东师范大学校办公室                                  2018年 3月 15日印发



思想政治教育
课程

（16 学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1

中国近代史纲要 3 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3-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概论

5 3-4
2 学分为社会实践

（社会实践：中国社会考
察与体验）

大学生形势与政策 2 必修

大学英语
（10 学分）
基础课程
学术课程
拓展课程
水平测试

具体课程见附录 1： 10 1-4

分级分类教学：
A班 / 提高班；B班 / 普通
班；C班 / 艺体类专业；D
班 / 少数民族班。

公共计算机课程
（5学分）

大学计算机
2 1

根据入学分级考成绩确定
修读课程数据库设计基础

算法与程序设计基础 2 2

必修（五选一），《算法
与程序设计》为荣誉课程

数据处理与管理 2 2

多媒体与网络基础 2 2

算法与程序设计 2 2

数据处理与分析 2 2

计算机综合实践 1 3 计算机类竞赛获奖可免修

公共体育课程
（4学分）

体育 1-4 4 1-4
学生按兴趣选择体育项目；
闵行校区有体育俱乐部 

军事理论（2学分） 军事理论（含军训） 2 2-5

数学统计类课程
   （2 学分）

大学数学 2 1-4

四选一
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学生

修读

大学统计 2 1-4

数学文化 2 1-4

统计调查方法 2 1-4

文化传承类课程
   （2 学分）

大学语文 2 1-4

四选一
理工科专业学生修读

国学原典选讲 2 1-4

国史纲要 2 1-4

儒道思想与现代社会 2 1-4

通识精品课程 具体课程可查询教务系统 2 1-8



新生研讨课

具体课程可查询教务系统

/

1-8

创新创业系列 /

信息科学系列 /

自然科学系列 /

人文科学系列 /

社会科学系列 /

艺术体育系列 /

教师综合素质系列 /

学科基础课程 公共课程见附录 2，由各专业院系确定设置，详见专
业培养方案师范生基础平台课（师范专业）

专业必修
由各院系负责研究设置，详见专业培养方案

专业选修

教育理论
教育学 2 3-6

心理学 2 3-6

教育技能训练

信息化教学设计
与实践

1 一般在 5-6 学期，具体以
专业安排为准

教学技能训练 2

学科教学 学科教学论等 6
一般安排在 5-6 学期，具
体以专业安排为准

教育见习实习
教育见习 1

一般安排在 5-6 学期，具
体以专业安排为准

教育实习 6 7

教师综合素养系列课程 至少选修 1学分

汉语类课程
（16 学分）

大学汉语（一） 8 1 留学生入学后汉语水平测试
在 90 分及以上者，可以不修
读此类课程，具体修读哪些
课程由学生和院系确定。

大学汉语（二） 4 2

高级汉语写作 4 2

中国概况
（4学分）

中国概况（一） 2 1

中国概况（二） 2 2

公共计算机课程
（4学分）

计算机技术基础 2 3

计算机技术应用 2 4



限制选修类
（1学分）

社会实践与调查 1 2
二选一

中国书法鉴赏 1 2

要求修读 6学分，不作类别限制，可在学校通识选修课程、跨专业课程等中任选。

由各专业院系确定设置，详见专业培养方案。其中，《高等数学》作为理工科类专业的学科基础课程，
留学生可选择修读国际教育中心开设的《高等数学》（一、二）（10 学分）。

专业必修
由各院系负责研究设置，详见专业培养方案

专业选修

学术英语听说I（高级）
（2学分）+学术英语
阅读（高级）（2学分）

学术英语听说II（高级）
（2学分）+学术英语
写作（高级）（2学分）

选修语言提升类、
文化拓展类、专门
用途类系列课程
（2学分）

选修语言提升类、
文化拓展类、专门
用途类系列课程
（2学分）

学术英语听说 I（2 学
分）+学术英语阅读

（2学分）

学术英语听说 II（2 学
分）+学术英语写作

（2学分）

（同上）
指定选修课
（2学分）

（同上）
指定选修课
（2学分）

大学英语 I
（3 学分）

大学英语 II
（3 学分）

大学英语 III
（2 学分）

大学英语 IV
（2 学分）

大学英语预备级
（2学分）

大学英语 I
（3 学分）

大学英语 II
（3 学分）

大学英语 III
（2 学分）

数学分析 5+5+5/5+5 6+6+6 1、2、3

高等数学 A 5+5 6+6 1、2

高等数学 B 4+4 6+4 1、2

高等数学C 4+4 4+4 1、2

高等数学D 3 3 1



高等代数 5+4 6+4 1、2

线性代数 A 3 4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A 3 3 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B 3 3 4

大学物理 B 2+4/3+3 2+4/3+3 1-2

大学物理实验 1 2 3-5

大学物理 C 4 4 1、3

无机及分析化学 2.5+2.5/5 3+3/6 1-2

有机化学 2.5 3 3

有机化学及实验 5 7 2

物质科学 A（物理） 4 4 2-4

物质科学 B（化学） 4 4 2-4

物质科学 C（地球科学） 3 3 2-4

物质科学D（生命科学） 3 3 2-4

中国文化专题 2 2 2-4

世界文化专题 2 2 2-4

哲学概论 2 2 2-4

形式逻辑 2 2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