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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

人才培养方案编制流程

各专业完成人才培养方案，系部审核

系部修订后上报教学科研部

系部成立专业建设委员会，撰写专业人才培养调研报告

上交教学科研部，教学科研部组织行业企业专家、教研机构、校内外一线教师和学生

代表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论证

教学科研部统一提交学校党组织会议审定

教学科研部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并通过学校网站等向社会公开

教学科研部发布关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原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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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资料性）

人才培养方案模板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二、入学要求

三、修业年限

四、职业面向

表 1 职业面向

所属专业大类

（代码）

所 属 专 业 类

（代码）

对 应 行 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类别

（或技术领域）

五、培养目标与人才规格

（一）培养目标

（二）培养规格

1．素质

2．知识

3．能力

六、毕业标准

毕业总学分：127学分。具体学分要求见下表。

表 2 毕业学分要求

课程类型 应修学分
X 证书及技能等级证书

（非必备）

公共平台基础必修课程 24

公共平台基础限定性选修课程 8

专业群平台课程

专业课程

专门化领域课程 8

任意选修课程 10

跟岗实习 7

顶岗实习 16

学业作品 4

合计 127

公共平台基础限定性选修课程中艺术类课程应修 1‐2门，至少 2学分。

七、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公共平台基础课程

（二）专业课程

（1）专业群平台课程：

（2）专业课程：

专业主干课程描述（含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八、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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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学时为 xx学时，课内教学按每学分 16学时计算，顶岗实习和学业作品学时按 32学时/周计算、跟岗

实习和校内整周实训按 24学时/周计算。

（一）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计划表

表 3 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计划表

课程类

型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

分
学时

理 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1 2 3 4 5 6

公共平

台基础

必修课

程

1 入学教育 0010029 1 16 0 16 1

2 军事技能 0020126 2 112 0 112 2

3 军事理论 0020237 2 36 36 0 2

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0030002 3 48 40 8 3

5 体育（一） 0020005 2 32 4 28 2

6 体育（二） 0020006 2 32 4 28 2

7 体育（三） 0010010 1 22 4 18 1

8 体育（四） 0010011 1 22 4 18 1

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概论

0040001 4 64 56 8 4

10 大学生职业规划 0010065 1 16 16 0 1

11 大学生就业指导 0010066 1 16 16 0 1

1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
0020115 2 32 32 0 2

13 形势与政策 0010016 1 48 48 0 1

14 创新思维训练 0010009 1 16 16 0 1

小计 24 512 276 236

公共平

台限定

性选修

课程

1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30013 2 32 16 16 2

2 实用英语（一） 0020136 2 32 16 16 2

3 实用英语（二） 0020137 2 32 16 16 2

4 大学语文 0030211 3 48 48 0 3

5 数学大观 0020025 2 32 32 0 2

6 职业生涯提升 0010236 1 16 16 0 1

7
走近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0010263 1 16 16 0 1

8 应用文写作 0010264 1 16 16 0 1

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0020026 2 32 32 0 2

1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

程与青年学生使命担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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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音乐鉴赏 0020203 2 32 32 0 2

13 美术鉴赏 0020141 2 32 32 0 2

14 影视鉴赏 0020224 2 32 32 0 2

15 戏剧鉴赏 0020062 2 32 32 0 2

16 舞蹈鉴赏 0020142 2 32 32 0 2

17 书法鉴赏 0020143 2 32 32 0 2

18 戏曲鉴赏 0020144 2 32 32 0 2

小计 8 128 80
48

专业群

平台

课程

1

2

3

4

5

6

…

小计

专业

课程

1

2

3

4

5

6

…

小计

专

门

化

领

域

课

程

1

2

…

1

2

…

小计 8

任意

选修

课程

1

2

3

4

…

小计 10

综合实 1 跟岗实习 7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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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类 2 顶岗实习 16 512

3 学业作品 4 128

小计 27 808

合计 127

注：带★标注的课程为专业核心课程，带 T标注的为专业特色课程，带Δ标注的课程实施“以证代

考”，带◎标注的课程为整周课程。

（二）学时、学分汇总表

表 4 学时、学分汇总表

课程类型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实践学时占

总学时比例

（%）

总学分
毕业最低学

分要求

公共平台基

础必修课程
512 24 24

公共平台基

础限定性选

修课程

6

专业群平台

课程

专业课程

专门化领域

课程
8

任意选修课

程
10

综合实践类 808 27 27

合计 127 127

九、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二）教学设施

（三）教学资源

（四）教学方法

（五）学习评价

（六）质量管理

十、专业建设委员会组成【行业企业专家、教科研人员、一线教师和学生（毕业生）代表】

十一、专业建设委员会论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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