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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方案

（2024 版）

1 基本信息及学分要求

1.1�中国语言文学类（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0501

1.2�汉语言文学专业（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050101，学制 4 年，授文学学士学位，最

低学分要求 149 学分，学位学分最低要求 140 学分，非学位学分最低要求 9 学分（含军事技能训练

2 学分、第二课堂 2 学分、生产劳动 2 学分、体育（5）1 学分和外语综合测试 1 学分，创新创业教育

课 1 学分）。同时，须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2 培养目标

依托国家一流本科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点，面向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面向未来人类社

会发展需要，培养具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强烈的文化自信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具备扎实的汉语言

文学学科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全面的人文学术素养、宽广的国际视野，具备较为突出的文艺鉴赏能

力、理论思维能力、写作和口头表达能力、文化创意能力和外语应用能力，勇于反思与创新，善于沟

通与合作，具有健康的身心和全面的修养，具有终身学习、持续发展的自觉意识的高级复合型中文

人才。本专业毕业生能够在党政机关、教育科研部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新媒体机构以及其他企

事业单位从事文秘、宣传、采编、教学和管理工作，也有从事学术研究的初步能力，能够进入研究生

阶段学习。

具体目标 ：

目标 1（语言能力）：能够熟练运用汉语，包括听、说、读、写、译等方面，能够进行高水平的语

言表达和交流。

目标 2（文学理论基础）：具备扎实的文学理论基础，能够理解和分析各类文学作品，包括古

代文学、现代文学以及当代文学。

目标 3（文学史知识）：熟悉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流派，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特点

和代表作品。

目标 4（文学批评与创作能力）：具备批评性思维，能够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评价，

提出独到的见解。具备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能够进行文学创作并具备一定的艺术水准。

目标 5（跨文化交流能力）：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交流能力，能够理解和欣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

文学作品，并能够顺利进行跨文化比较和交流。

目标 6（信息获取与处理能力）：具备有效获取和处理语言信息的能力，能够利用各种资源获

取相关资料，并进行有效的整理和归纳。

目标 7（职业素养）：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包括团队合作能力、沟通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

力等，能够适应语言文学相关职业的要求并具备一定的发展潜力。

3 毕业要求

3.1�素质要求

3.1.1�思想道德素质 ：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理解并尊重国家法律法规，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

展进程，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和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掌

握中国特色化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南昌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16

观，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3.1.2�专业素质 ：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和数字素养，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和对经典

文学作品的深刻理解，同时应具备批判性思维，能够客观分析文学作品并运用文学研究方法进行

深入探讨。此外，跨学科能力也至关重要，有能力将文学与历史、哲学等学科相结合，拓展视野。具

备创新精神，积极探索新观点、新方法。

3.1.3�文化素质 ：对文化传统、历史文化、人文精神等方面理解和尊重。具备对自己民族文化和

世界多元文化的认知和包容心态，以及具备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意识。

3.1.4�身心素质 ：拥有坚韧的意志和自律能力，具备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管理意识，具有积

极向上的心态和应对压力的能力，具备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人际交往技巧，能够建立和谐的人

际关系。

3.2�知识要求

3.2.1 经典文学与文化传承 ：�涵盖中国古代至现代的文学经典作品及其相关文化传承。学生需

要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如《诗经》《论语》等，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流派、代表作家和作品，

理解其中的思想、艺术风格和时代背景，从而扎实掌握中国文学的基础知识。

3.2.2 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 ：�包括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主要流派和代表性观点，以及文学批

评方法的应用与实践。学生需要熟悉各种文学理论，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能够运

用不同的批评方法进行文学分析和解读，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评价。

3.2.3 汉语语言学与语言文化 ：�涉及汉语语言学的基本理论、语音、语法、词汇、语义等内容，以

及汉字演变、方言分布、语言文字规范等方面的知识。学生需要掌握汉语的基本规律和特点，了解

汉字的形成演变及其文化内涵，理解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3.2.4 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化 ：�包括 20 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主要作家及其代表

作品，以及当代文化变革与文学现象。学生需要了解现代文学的主要流派、思潮和作品特点，以及

其与当代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关系，把握文学与时代的互动关系。

3.2.5 跨学科综合素养 ：�涉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如文学与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

学等学科的关系。学生需要具备跨学科的综合素养，能够将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相互融合，拓展

研究视野，丰富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3.3�能力要求

3.3.1�发现问题的能力 ：具备深入阅读和分析文学作品的能力。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仔细阅读，

能够发现其中蕴含的隐喻、象征和主题，以及作者所想要表达的观点和情感，从而进一步探索作品

背后的深层意义。能够对文学作品进行批判性分析，审视其中的逻辑缺陷、价值取向以及社会意

义，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或矛盾之处，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3.3.2�跨学科解决复杂问题能力 ：勇于挑战传统观念，提出新颖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具备跨学

科的知识和视野，能够将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相互融合，从多个角度去发现和解决复杂的问题。

3.3.3�理论联系实际能力 ：具有一定的研究意识和创新意识，具备分析和解决语言和文学方面

相关问题的基本能力，能够采用理论分析、实验等手段进行具体分析，提出解决方法和建议。

3.3.4�数字化能力 ：熟练运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进行文献检索、资料整理和学术交流。能够通

过各类学术数据库、在线图书馆和文献资源，快速获取到所需的文献和信息，能够积极参与文学数

字化建设和文化创意产业，运用现代技术推动文学作品的数字化、多媒体化和全球化传播。

3.3.5�实践能力 ：能够通过实地考察和实践活动，深入了解文学作品背后的历史、文化和社会

背景，亲身体验和感受文学作品所反映的时代氛围和人文精神，从而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解

读。积极参与文学实践活动，如文学创作、编辑出版、文学评论等，通过实际操作提升自己的文学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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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和创作能力。

3.3.6�职业能力 ：具备扎实的汉语言文学学科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全面的人文学术素养、宽广

的国际视野，具备较为突出的文艺鉴赏能力、理论思维能力、写作和口头表达能力、文化创意能力

和外语应用能力，勇于反思与创新，善于沟通与合作，具有健康的身心和全面的修养，具有终身学

习、持续发展的自觉意识的高级复合型中文人才。

3.3.7�团队合作能力 ：具备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能够尊重他人的意见和贡献，愿意倾听和接

受他人的建议，并能够主动承担责任，为团队的目标和任务共同努力。还需要具备有效的领导和组

织能力，可以担任领导者或组织者的角色，协调团队成员的工作和资源，制定合理的计划和策略，

推动团队任务的顺利完成。

3.3.8�跨文化沟通能力 ：具备对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的敏感性和理解力，能够理解和尊重不

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共通之处，可以有效地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沟通和交流。具备良好的语

言表达能力和跨文化沟通技巧，能够灵活运用语言和非语言符号，化解文化差异带来的交流障碍，

促进双方的理解和沟通。

3.3.9 创意写作能力 ：具备良好的故事叙述能力和文学表达能力，能够巧妙地构思故事情节，

塑造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通过文字表达出情感与思想，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并引发共鸣。

3.3.10 终身学习能力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信息技术高速发

展的能力。

4 课程体系及学分比例

课程体系 学分 百分比
总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实践
学时

其它环节
（周）

公共基础课程
必修 32.5 21.81% 548 440 0 48 2

必修（非学位） 8.0 5.37% 48 16 0 0 0

通识教育课程 必选 10.0 6.71% 160 160 0 0 0

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基础课（必修） 27.0

62.76%

448 416 32 0 0

专业核心课程（必修） 44.5 504 488 16 0 24

专业选修课组（必选） 22.0 0 0 0 0 0

创新创业教育课

必修 2.0
2.01%

36 36 0 0 0

必修（非学位） 1.0 16 16 0 0 0

必选 2.0 1.34% 0 0 0 0 0

总计（含非学位学分） 149.0 100.00% 1760 1572 48 48 26

备注 ：1 ：其它环节包含 ：军训、见习、实习、毕业设计、毕业论文、社会调查 ；

            2 ：实践学时计入总学时 ；实践教学环节 1 学分 =1 周 =32 学时 ；

            3 ：其它环节按周的不计入总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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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课程设置及建议修读学期

5.1�公共基础模块课程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课外

学时

建议
修读
学期

备注

1 720GS0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ical�morality�and�

Rule�of�Law
3.0 32 16 一春

2 720GS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of�Contemporary�

Chinese�History
3.0 32 16 一秋

3 720GS0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Basic�Principles�of�Marx-

ism
3.0 32 16 二春

4 720GS005 形势与政策（1） Situation�and�Policy（1） 0.5 8 0 一秋

5 720GS006 形势与政策（2） Situation�and�Policy（2） 0.5 8 0 一春

6 720GS007 形势与政策（3） Situation�and�Policy（3） 0.5 8 0 二秋

7 720GS008 形势与政策（4） Situation�and�Policy（4） 0.5 8 0 二春

8 720GS016 国家安全教育
National�Security�Educa-

tion
1 16 0 一秋

9 720GS01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Introduction�of�Mao�
Zedong�Thought�and�the�
Theoretical�System�of�
Socialism�w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0 32
16

（课外）
二秋

10 720GS01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to�Xi�Jinping�
Thought�on�Socialism�

with�Chinese�Character-
istics�for�a�New�Era

3.0 32
16

（课外）
二春

11 104GT002 军事理论 Military�Theory 2.0 24
12

（课外）
一春

12 104GT020 军事技能训练 2.0 0 0 一夏

13 620GT001 体育（1） Physical�Education（1） 1.0 32 0 一秋

14 620GT002 体育（2） Physical�Education（2） 1.0 32 0 一春

15 620GT003 体育（3） Physical�Education（3） 0.5 24 0 二秋

16 620GT004 体育（4） Physical�Education（4） 0.5 24 0 二春

17 620GT005 体育（5） Physical�Education（5） 1.0 0
32

（课外）
三秋

18 *****

大学英语课组（1）
其中，《英语演讲（1）》、

《英语高级口译（1）》自
愿报名，通过选拔考试

后修读

College�English（1） 2.0 32 0 一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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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大学英语课组（2）
①修读外语为英语的
学生，依据外语水平测
试结果，水平达到1级
的学生必选《大学英语

（2）》；水平达到2级的学
生必选英语提高能力
课组（艺体生可选《大

学英语（2）》）；
②修读《英语演讲（1）》、
《英语高级口译（1）》的
学生，延修《英语演讲

（2）》《英语高级口译（2）》
或英语提高能力课组

3.0 48 0 一春

注：修
读外语
为日语
的学
生，修
读《大
学日语
2》。其
他语
种，个
人向外
国语学
院提出
修读申
请。

20 910ZPJ14 Python程序设计（文） Python�Programming 2.5 24 32 一春

21 210GX0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
Mental�Health�Guidance�

for�College�Students
2.0 16

16（课
外）

一秋

22 103GQ001 大学生劳动教育概论
Introduction�to�Labor�
Education�for�College�

Students
1.0 16 0 一秋

23 810GQ001 劳动实践 Labor�practice 1.0 0 0 四春

24 第二课堂 2学分不计入学位学分，由团委统一安排

25 外语综合测试
1学分不计入学位学分，满足外语综合测试成绩要求

方能毕业

5.2�通识教育模块课程

人文社科 ：通识教育模块课程必选 10 学分，可多选，多选需缴纳学分学费。

序号 模块 选修要求

1 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 必修至少2学分（含2学分）

2 生态文明与低碳发展 必修至少2学分（含2学分）

3 公共艺术与审美鉴赏 必修至少2学分（含2学分）

4 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 选修若干（可不选）

5 卫生健康与生命探索 必修至少2学分（含2学分）

6 国学经典与中华文化 选修若干（可不选）

7 科学素养与技术创新 必修至少2学分（含2学分）

5.3�专业教育课程

5.3.1�专业基础课（必修 27 分）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1 501ZP001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

导论
Introduction�to�the�discipline�of�
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

1.0 16 0 一秋

2 501ZP101 现代汉语（1） Modern�Chinese（1） 3.0 48 0 一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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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3 501ZP102 现代汉语（2） Modern�Chinese（2） 2.0 32 0 一春

4 501ZP103 古代汉语（1） Ancient�Chinese（1） 3.0 48 0 一春

5 501ZP104 古代汉语（2） Ancient�Chinese（2） 2.0 32 0 二秋

6 501ZP105 语言学经典导论 language�in�thought�and�action 2.0 32 0 三春

7 501ZP201 中国文化概论 Introduction�to�Chinese�Culture� 2.0 32 0 一秋

8 501ZP202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

研读
Ancient�Chinese�Literary�

Classics�Readings
2.0 32 0 一春

9 501ZP301 文艺理论经典研读
Monographic�Study�of�Literary�

Theory
2.0 32 0 二春

10 501ZP401 外国文学经典研读
Foreign�Literary�Classics�

Readings
2.0 32 0 二秋

11 501ZP501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选读

Selected�Readings�in�Chinese�
Contemporal�and�Modern�

Literature
2.0 32 0 一春

12 501ZP601 文学写作 Creative�writing 2.0 24 16 一秋

13 501ZP602 应用写作 Practical�writing 2.0 24 16 一春

5.3.2�专业核心课（必修 44.5 学分）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

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1 501ZH001 毕业实习 Internship 6.0 0 0 四秋

2 501ZH002 毕业论文 Dissertation 6.0 0 0 四秋

3 501ZH004 认识实习 Experience�Orientation 1.0 0 0 三夏

4 501ZH005
社会调查或科研

训练
Social�Investigation�or�Academic�

Research�Training
0.5 0 0 四夏

5 501ZH007
人工智能与创意

写作
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

Creative�Writing
2.0 24 16 二秋 *

6 501ZH080 文学概论（1） Outline�of�literary 2.0 32 0 二秋

7 501ZH081 文学概论（2） Outline�of�literary 2.0 32 0 二春

8 501ZH101 语言学概论 An�Introduction�to�Linguistics 3.0 48 0 二春

9 501ZH102 汉语史概论 History�of�Chinese�language 2.0 32 0 三秋

10 501ZH201
中国古典文献学

概论
Outline�of�Chinese�classical�

Documents
2.0 32 0 三春

11 501ZH202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

朝文学概论

Outline�of�the�Literature�of�
the�pre-Qin,�Han,�Wei,�Jin,�

Southern�and�Northern�dynasties
2.0 32 0 二秋

12 501ZH203 唐宋文学概论
Outline�of�the�Literature�of�Tang�

and�Song�dynasties
2.0 32 0 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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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

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13 501ZH204 元明清文学概论
Outline�of�the�Literature�of�

Yuan,Ming�and�Qing�dynasties
2.0 32 0 三秋

14 501ZH302 美学 Aesthetics 2.0 32 0 三秋

15 501ZH401 外国文学史
History�of�foreign�
literatureliterature

3.0 48 0 二春

16 501ZH402 东方文学概论 Outline�of�Oriental�literature 2.0 32 0 三秋

17 501ZH501 中国现代文学史
History�of�Chinese�Modern�

Literature
3.0 48 0 二秋

18 501ZH502 中国当代文学史
History�of�Chinese�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0 32 0 二春

备注 ：在本科学习阶段，至少参加一次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学术报告、公开讲座。

5.3.3�专业选修课组（必选 22 学分）本专业必选课程在备注栏用 * 标记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1 501ZH705
汉英应用文对比

写作
Comparison�of�Chinese�and�

English�Practical�essay�writing
2.0 32 0 三秋

2 501ZX001 诗经研读 Study�on�the�Book�of�Songs 2.0 32 0 二秋

3 501ZX002
当代外国文学中的

科技书写

Science�and�Technology�Writing�
in�Contemporary�Foreign�

Literature
2.0 32 0 二秋

4 501ZX003 陶渊明诗文导读
Introductory�course�of�Tao�

Yuanming’s�poetry
2.0 32 0 二春

5 501ZX004 文化研究导论 Introducing�Cultural�Studies 2.0 32 0 二春

6 501ZX005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

批评名篇导读
Introduction�to�famous�Chinese�
ancient�literary�theory�criticism

2.0 32 0 二春

7 501ZX006 《左传》导读 Guide�to�Reading�on�Zuozhuan 2.0 32 0 二春

8 501ZX007
文艺欣赏与美学

素养
Appreciation�of�Art�and�

Aesthetic�Literacy
2.0 32 0 二春

9 501ZX008
20世纪西方文艺

理论与批评
Western�Literary�theory�and�
Criticism�in�the�20th�century

2.0 32 0 二春

10 501ZX009 文字学基础 the�foundation�of�philology 2.0 32 0 二春

11 501ZX010
AI文学写作与文学

批评实践

Artificial�Intelligence�Literature�
Writing�and�Literary�Criticism�

Practice
2.0 24 16 三秋 *

12 501ZX011 《史记》导读 Guide�to�Reading�on�Shiji 2.0 32 0 三秋

13 501ZX012 经学历史导读 Study�on�Jingxue�Lishi 2.0 32 0 三秋

14 501ZX013
文学作品解读与

方法
Interpretation�and�Methods�of�

Literary�Works
2.0 32 0 三春

15 501ZX014 海外汉学研究入门 Introduction�to�Sinology 2.0 32 0 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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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16 501ZX015
文论专题研读

（双语）
Monographic�Study�of�Literary�

Theory�（Bilingual�Course）
2.0 32 0 三春

17 501ZX016
文学热点与关键词

研究
Research�on�Literary�Hotspot�

and�Keywords
2.0 32 0 三春

18 501ZX017 博尔赫斯导读
An�Introduction�of�Jorge�Luis�

Borges
2.0 32 0 二秋

19 501ZX018 两宋名家词精读
Intensive�reading�of�famous�CI�

poems�in�Song�dynasty
2.0 32 0 二春

20 501ZX019 语言与人工智能
Language�and�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 16 16 三春

21 501ZX020
中国现代大学文化

与大学叙事
Modern�Chinese�University�

Culture�and�University�Narrative
2.0 32 0 三秋

22 501ZX021 江西当代文学史
History�of�Contemporary�Jiangxi�

Literature
2.0 32 0 二秋

23 501ZX080
汉语方言学与方言

调查
Chinese�dialectology�and�
dialectal�Investigation

2.0 24 16 三春

24 501ZX101 修辞学 Rhetoric 2.0 32 0 二春

25 501ZX103 语义学入门 An�Introduction�to�Semantics 2.0 32 0 二春

26 501ZX104 语用学入门 An�Introduction�to�Pragmatics 2.0 32 0 二春

27 501ZX106 比较语言学 Comparative�Linguistics 2.0 32 0 三春

28 501ZX107 音韵学入门 An�Introduction�to�Phonology 2.0 32 0 二春

29 501ZX108 语言学前沿理论 Linguistic�Frontier�Theory 2.0 32 0 三秋

30 501ZX109
语言学论文写作与

规范
Essay�Writing�on�Linguistics 2.0 32 0 四秋

31 501ZX201 古文献研究与检索
Research�and�Retrieval�of�

Classical�Documents
2.0 16 32 三秋

32 501ZX202
元明清名家戏曲

导读

Guide�to�the�Top�Chinese�
Opersas�in�Yuan,�Ming�and�Qing�

Dynasties
2.0 32 0 二秋

33 501ZX022 唐宋文学与社会
Tang�and�Song�literature�and�

society
2.0 32 0 三秋

34 501ZX204 宋代诗话导读
Guide�to�the�ShiHua�of�Song�

Dynasty
2.0 32 0 三秋

35 501ZX205 诗词鉴赏与创作
Appreciation�and�Creation�of�

Poetries
2.0 32 0 二秋

36 501ZX206 《杜诗详注》导读 Guide�to�Du�Shi�Xiang�Zhu 2.0 32 0 三秋

37 501ZX207 《世说新语》导读
Guide�to�the�Work�of�Shi�Shuo�

Xin�Yu
2.0 32 0 三秋

39 501ZX211 苏轼诗文导读 Guide�to�the�Poetry�and�Prose�
Written�by�Su�Shi 2.0 32 0 二秋

40 501ZX212 韩柳散文导读 Guide�to�the�Proses�Written�by�
Han�Liu 2.0 32 0 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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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41 501ZX213 清名家词导读
Guidance�Reading�of�famous�ci�

poetry�of�the�Qing�Dynasty
2.0 32 0 三春

42 501ZX214 《论语》导读 Guide�to�Analects�of�Confucius 2.0 32 0 二秋

43 501ZX215
古代江西文学与区
域文化专题研究

Study�of�Ancient�Literature�and�
Regional�Culture�of�JiangXi

2.0 32 0 二秋

44 501ZX216 《文体明辨》研读
Study�of�the�Work�of�WenTi�

MingBian
2.0 32 0 二春

45 501ZX217
古代小说评点理论

研读
Chinese�Novel�Criticism�of�the�

Ming�and�Ching�Peroiod
2.0 32 0 三秋

46 501ZX301 马克思主义文论 Marxist�Theory�of�Literature 2.0 32 0 二秋

47 501ZX302 中国文学批评史
History�of�Chinese�Literary�

Criticism�
2.0 32 0 三秋

48 501ZX303 欧美汉学原著选读
A�Study�of�European�and�

American�Sinology�Classics�
2.0 32 0 三秋

49 501ZX304
韦勒克《文学理论》

导读
Guidance�Reading�of�Rene�

Wellek’s�Theory�of�Literature�
2.0 32 0 二春

50 501ZX305 江西诗派研究
A�Study�on�the�Theoretical�

System�of�Jiangxi�Poetry�School�
2.0 32 0 三春

51 501ZX306 《美学散步》导读
Guidance�Reading�of�Zong�

Baihua’s�Strolling�in�Aesthetics�
2.0 32 0 二春

52 501ZX307 《巴黎手稿》导读
Guidance�Reading�of�Karl�
Marx‘s�Paris�Manuscripts

2.0 32 0 三春

53 501ZX308 逻辑学 Logics 2.0 32 0 三春

54 501ZX309 西方文论入门
An�Introduction�to�Western�

Literary�Theory
2.0 32 0 二秋

55 501ZX310 《文心雕龙》研读
Selected�Readings�in�Wenxin�

Diaolong�
2.0 32 0 三秋

56 501ZX401
欧美现代派文学

研究
Study�of�European�and�American�

Modernism
2.0 32 0 三春

57 501ZX402 西方文化史专题
Special�Topics�on�History�of�the�

Western�Culture
2.0 32 0 二秋

58 501ZX403 比较文学概论
Introduction�to�Comparative�

Literature
2.0 32 0 二秋

59 501ZX404 当代美国小说导读
Introduction�to�Contemporary�

American�Novels
2.0 32 0 三春

60 501ZX405
古代东方文学经典

研读
Study�of�Classics�of�Ancient�

Oriental�Literature
2.0 32 0 二春

61 501ZX406
中国文学在韩国的

传播
The�Spread�of�Chinese�Literature�

in�South�Korea
2.0 32 0 二春

62 501ZX407
陀思妥耶夫斯基

研究
Study�of�Dostoyevsky 2.0 32 0 三春

63 501ZX408 莎士比亚研究 Study�of�Shakespeare 2.0 32 0 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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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64 501ZX409
19世纪欧美文学思

潮研究

Study�of�Literary�Trends�in�
Europe�and�America�in�the�19th�

Century
2.0 32 0 三秋

65 501ZX410
西方文学与话剧

表演
Western�Literature�and�
Theatrical�Performance

2.0 32 0 三秋

66 501ZX411
韩国汉文小说经典

导读
Introduction�to�South�Korean�

Classic�Novels
2.0 32 0 三春

67 501ZX412
俄罗斯现实主义

文学
Russian�Realistic�Literature�of�

the�19th�Century
2.0 32 0 二秋

68 501ZX502 京派作家研究
Study�of�Chinese�Jing�School�

Writers�
2.0 32 0 三春

69 501ZX504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

与流派
Trends�and�Schools�of�Chinese�

Modern�Literature
2.0 32 0 三秋

70 501ZX505 左翼文学研究
Study�of�Chinese�Left-wing�

Literature�
2.0 32 0 二春

71 501ZX506
大众媒介与中国现

当代文学
Mass�Media�and�Chinese�Modern�
and�Contemporary�Literature

2.0 32 0 三春

72 501ZX507
人文阅读与书评

写作
Humanistic�Reading�and�Book�

Review�Writing
2.0 32 0 三秋

73 501ZX508 编辑与语文规范 Editing�and�Language�Rules 2.0 26 6 二春

74 501ZX509 中国书法 Chinese�Calligraphy 2.0 24 16 一秋 *

75 501ZX601 秘书学 Secretarial�Science� 2.0 24 16 二春

76 501ZX602 学术论文写作 Academic�writing 2.0 24 16 三秋

77 501ZX701 汉字与汉字教学
Chinese�character�and�Chinese�

character�teaching
2.0 32 0 二秋

78 501ZX702 词汇与词汇教学
Vocabulary�and�vocabulary�

teaching
2.0 32 0 二春

79 501ZX703 语法与语法教学 Grammar�and�grammar�teaching 2.0 32 0 三春

80 501ZX704 语音与语音教学
An�introduction�to�classroom�
teaching�of�second�language

2.0 32 0 三秋

81 501ZX705
第二语言课堂教学

概论
An�introduction�to�classroom�
teaching�of�second�language

2.0 32 0 三春

82 501ZX706 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 2.0 32 0 二春

83 501ZX707 英语口语 Oral�English 2.0 32 0 三秋

84 501ZX708 基础西班牙语（1） Basic�Spanish（1） 2.0 32 0 二秋

85 501ZX709 基础西班牙语（2） Basic�Spanish（2） 2.0 32 0 二春

86 501ZX710 初级西班牙语（1） Elementary�Spanish（1） 2.0 32 0 三秋

87 501ZX711 初级西班牙语（2） Elementary�Spanish（2） 2.0 32 0 三春

备注 ：1. 本专业开设的“人工智能 +X”课程应成为本专业学生指定选修课 ；（若本专业开设有多

门类似课程，选择其中一门为指定选修，其他课程为选修课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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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建议学生以选修本专业的专业选修课为主，可不选修外专业课程 ；

            3. 若学生选修了外专业的专业核心课或专业选修课，可计入本专业选修课程学分 ；

            4. 以上累计学分总数须达到本专业选修课程要求的总学分。

5.4�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建议修
读学期

备注

1 101CLZ0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与就业指导（1）

Career�planning�and�employment�
guidance�for�college�students（1）

1.0 一秋
必修，由招就
处在一年级统

一安排

2 101CLZ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与就业指导（2）

Career�planning�and�employment�
guidance�for�college�students（2）

1.0 三秋

必修，不计入
学位学分；由
招就处在三年

级统安排

3 CJ000
创新创业基础课组

（CJ）
1.0 一春

必修，一年级
春季学期开设

4
创新创业实践课组(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科研训练项目、学科或
技能竞赛、其他实践类项目)(理工医学类专业必修2学分，需通

过学分认定方式获得)
2.0

方式一或方式二，选修2
学分

6  辅修学士学位（汉语言文学）

如其他学科门类的学生修读完成并获得学分的可获得该专业辅修学士学位（在主修学士学位

证书中予以注明）和辅修专业证书 ；如同一学科门类但归属不同专业大类的学生修读完成并获得

学分的可获得该专业辅修专业证书。

序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1 501ZP101 现代汉语（1） 3.0

2 501ZP201 中国文化概论 2.0

3 501ZP102 现代汉语（2） 2.0

4 501ZP103 古代汉语（1） 3.0

5 501ZH202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概论 2.0

6 501ZH301 文学概论 3.0

7 501ZP104 古代汉语（2） 2.0

8 501ZH101 语言学概论 3.0

9 501ZH203 唐宋文学概论 2.0

10 501ZH401 西方文学概论 3.0

11 501ZH501 中国现代文学史 3.0

12 501ZH102 汉语史概论 2.0

13 501ZH204 元明清文学概论 2.0

14 501ZH302 美学 2.0

15 501ZH402 东方文学概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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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16 501ZH502 中国当代文学史 2.0

17 501ZH201 中国古典文献学概论 2.0

合计 40.0

7 专业教育课程拓扑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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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的能力实现矩阵图

序
号

                          毕业要求能力

 课程名称

3.3.1
发现问题
的能力

3.3.2
跨学科解决
复杂问题能

力

3.3.3
理论联系
实际能力

3.3.4
数字化
能力

3.3.5
实践
能力

3.3.6
职业
能力

3.3.7
团队合
作能力

3.3.8
跨文化
沟通能

力

3.3.9
创意写
作能力

3.3.10
终身学
习能力

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H H M H

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H M M

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H H M M

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H M H H H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H H H H

6 形势与政策（1） H H H H

7 形势与政策（2） H M M M M

8 形势与政策（3） H M M

9 形势与政策（4） H H H H H H

10 国家安全教育 H H H M H

11 体育（1） M

12 体育（2） M

13 体育（3） M

14 体育（4） H

15 体育（5） H

16 军事理论 H H M H

17 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 M H H H

18 大学英语（1） H H H H

19 大学英语（2） M H H H

20 英语提高课组 M H H H

21 Python程序设计(艺体） H H H H H

22 Python程序设计(文） H H H H

23 Python程序设计(理） H H H H

24 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 H H H

25 生态文明与低碳发展 M H H

26 公共艺术与审美鉴赏 H H H

27 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 H H H H

28 卫生健康与生命探索 H H H H H

29 国学经典与中华文化 M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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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毕业要求能力

 课程名称

3.3.1
发现问题
的能力

3.3.2
跨学科解决
复杂问题能

力

3.3.3
理论联系
实际能力

3.3.4
数字化
能力

3.3.5
实践
能力

3.3.6
职业
能力

3.3.7
团队合
作能力

3.3.8
跨文化
沟通能

力

3.3.9
创意写
作能力

3.3.10
终身学
习能力

30 科学素养与技术创新教学 H H H H H

31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导论 H M H H

32 现代汉语（1） H H H H H

33 中国文化概论 H H H M H

34 文学写作 M H H

35 现代汉语（2） H H H H H

36 古代汉语（1） H H H H H

37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研读 H M H H

38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 M H H H

39 应用写作 H H

40 古代汉语（2） H H H H H

41 外国文学经典研读 H H H H

42 文艺理论经典研读 H M H H H

43 语言学经典导论 H M H H

44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概

论
H H H H H

45 文学概论 M H H

46 中国现代文学史 H H H H H

47 人工智能与创意写作 H H H H H

48 语言学概论 H H H

49 唐宋文学概论 H M H

50 外国文学史 M H H H

51 中国当代文学史 H H

52 汉语史概论 H M H

53 元明清文学概论 H H H H H

54 美学 H H H

55 东方文学概论 H H H

56 中国古典文献学概论 H H H H

57 认识实习 H H H

58 毕业实习 H H H H

59 毕业论文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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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毕业要求能力

 课程名称

3.3.1
发现问题
的能力

3.3.2
跨学科解决
复杂问题能

力

3.3.3
理论联系
实际能力

3.3.4
数字化
能力

3.3.5
实践
能力

3.3.6
职业
能力

3.3.7
团队合
作能力

3.3.8
跨文化
沟通能

力

3.3.9
创意写
作能力

3.3.10
终身学
习能力

60 社会调查或科研训练 H H H H

61 诗词鉴赏与创作 H H H H

62 苏轼诗文导读 H H H

63 《论语》导读 H H

64 西方文化史专题 H H

65 元明清名家戏曲导读 H H H H

66
古代江西文学与区域文化专

题研究
H H H

67 马克思主义文论 H H H

68 西方文论入门 H H

69 比较文学概论 H H

70 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 H H H H

71 江西当代文学选讲 H H H

72 诗经研读 H H

73 当代外国文学中的科技书写 H H H H

74 汉字与汉字教学 H H H H

75 基础西班牙语（1） H H

76 修辞学 H H

77 四大名著研读 H H H H H

78 韩柳散文导读 H H

79 《美学散步》导读 H H H H

80 中国文学在韩国的传播 H H H

81 跨文化交际 H H H H H

82 陶渊明诗文导读 H H H H

83 文化研究导论 H

84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名篇

导读
H H H H

85 语义学入门 H H H

86 语用学入门 H H

87 音韵学入门 H H H

88 《左传》导读 H H H H

89 《文体明辨》研读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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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毕业要求能力

 课程名称

3.3.1
发现问题
的能力

3.3.2
跨学科解决
复杂问题能

力

3.3.3
理论联系
实际能力

3.3.4
数字化
能力

3.3.5
实践
能力

3.3.6
职业
能力

3.3.7
团队合
作能力

3.3.8
跨文化
沟通能

力

3.3.9
创意写
作能力

3.3.10
终身学
习能力

90 中国文学批评史 H H H H

91 韦勒克《文学理论》导读 H H H

92 古代东方文学经典研读 H H H H H

93 莎士比亚研究 H H H

94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流派 H H

95 编辑与语文规范 M H H H

96 秘书学 M H H

97 词汇与词汇教学 H H H

98 基础西班牙语（2） H H H

99 文艺欣赏与美学素养 M M H H H

100 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与批评 M H H H H

101 文字学基础 H H H H

102 语言学前沿理论 M H H H

103 AI文学写作与文学批评实践 H H H

104 古文献研究与检索 H H H H

105 宋代诗话导读 H H H H

106 《世说新语》导读 H

107 古代小说评点理论研读 H H H H

108 欧美汉学原著选读 H

109 《文心雕龙》研读 H H

110 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 H H H H

111 19世纪欧美文学思潮研究 H H H

112 西方文学与话剧表演 H H H H

113 都市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H H

114 左翼文学研究 H H H H

115 人文阅读与书评写作

116 语音与语音教学 M H H H

117 英语口语 H

118 初级西班牙语（1） M H M H H

119 �《史记》导读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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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毕业要求能力

 课程名称

3.3.1
发现问题
的能力

3.3.2
跨学科解决
复杂问题能

力

3.3.3
理论联系
实际能力

3.3.4
数字化
能力

3.3.5
实践
能力

3.3.6
职业
能力

3.3.7
团队合
作能力

3.3.8
跨文化
沟通能

力

3.3.9
创意写
作能力

3.3.10
终身学
习能力

120 经学历史导读 H H

121 文学作品解读与方法 H H H

122 方言与方言调查 H H M H H

123 语言学论文写作与规范 H H H

124 唐宋文学与社会 H H H H

125 《杜诗详注》导读 H H

126 清名家词导读 H H H H

127 江西诗派研究 H H H

128 《巴黎手稿》导读 H H H H

129 逻辑学 H H M H H

130 欧美现代派文学研究 H H

131 当代美国小说导读 H H H H

132 韩国汉文小说经典导读 H H H

133 京派作家研究 H H H

134 大众媒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H H H H

135 学术论文写作 H H H H H

136 语法与语法教学 H H H M H H

137 第二语言课堂教学概论 H H H H H

138 语言与人工智能 H H H H H

139 比较语言学 H H H H H

140 初级西班牙语（2） H H H H H

141 海外汉学研究入门 H H M H H

142 文论专题研读（双语） H M H H

143 汉英应用文对比写作 H H H

144 文学热点与关键词研究 H M H H H

145 博尔赫斯导读 H M H

146 中国书法 H H H

147 两宋名家词精读 H M H H

说明：H、M、L�分别表示课程对毕业要求的贡献度为强、中、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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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矩阵图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2.1语言
能力

2.2文学
理论基础

2.3文学史
知识

2.4文学批
评与创作

能力

2.5跨文化
交流能力

2.6信息获取
与处理能力

2.7职业
素养

3.1素质
要求

3.1.1思想道德素质 ● ● ● ● ● ● ●

3.1.2专业素质 ● ● ● ● ● ● ●

3.1.3文化素质 ● ● ● ● ● ● ●

3.1.4身心素质 ● ● ●

3.2知识
要求

3.2.1经典文学与文化传承 ● ● ● ● ● ● ●

3.2.2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 ● ● ● ● ● ● ●

3.2.3汉语语言学与语言文化 ● ● ● ● ● ● ●

3.2.4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化 ● ● ● ● ● ● ●

3.2.5跨学科综合素养 ● ● ● ● ● ● ●

3.3能力
要求

3.3.1问题分析能力 ● ● ● ● ● ● ●

3.3.2跨学科解决复杂问题能力 ● ● ● ● ● ● ●

3.3.3理论联系实际能力 ● ● ● ● ● ● ●

3.3.4数字化能力 ● ● ● ● ● ● ●

3.3.5实践能力 ● ● ● ● ●

3.3.6职业能力 ● ● ● ● ● ● ●

3.3.7团队合作能力 ● ● ● ● ● ● ●

3.3.8跨文化沟通表达能力 ● ● ● ● ● ● ●

3.3.9�创新写作能力 ● ● ● ●

3.3.10�终身学习能力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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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培养方案（2024 版 )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培养方案

（2024 版）

1 基本信息及学分要求

中国语言文学类（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0501。汉语国际教育专业（Teaching�Chinese�

to�Speakers�of�Other�Languages）：050103，学制 4 年，授文学学士学位，最低学分要求 147.5，学位学

分最低要求 138.5 学分，非学位学分最低要求 9 学分（含军事技能训练 2 学分、第二课堂 2 学分、生

产劳动 2 学分、体育（5）1 学分和外语综合测试 1 学分，创新创业教育课 1 学分），同时，达到《国家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2 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为适应新形势汉语国际教育发展需求，培养具有较强对外从教教

师的职业能力、理论基础与实践能力兼备、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复合型、国际

型、专业化中外高级专门应用人才。

具体目标 ：

目标 1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人文科学素养和广阔国际视野。

目标 2 ：符合国际型汉语国际教育岗位职业要求，对汉语国际教育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

使命感。

目标 3 ：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适应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的理论水平，具有较强的汉语教学、跨

文化交流和多学科交叉融合创新能力。

目标 4 ：具有熟练使用一门及以上外语的能力，能有效运用专业理论和科学方法解决实践中

的复杂问题。

目标 5 ：具有创造性地开展汉语教学及相关的教学管理和教学研究工作，能胜任国内外汉语

国际教育岗位工作，有进一步培养的潜能。

目标 6 ：熟悉中国国情和外国文化，具备汉语国际教学和中国文化推广的能力。

3 毕业要求

3.1 素质要求

3.1.1 思想道德素质 ：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和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掌握中国

特色化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

良好的思想道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3.1.2 专业素质 ：具有较高的思想修养和人文素质，能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

3.1.3 身心素质 ：具有担当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精神、团队精神、纪律观念、法律意识和国际视

野 ；具有健康的身体素质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3.2 知识要求

3.2.1 政治理论知识 ：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等思想政治理论知识，以先进的理论思想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3.2.2 专业性知识 ：具有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基本知识，掌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系统知识，熟

悉对外汉语教学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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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外语类知识 ：具备扎实的中文基础与较强的英文、西班牙语等语言表达能力。

3.2.4 外事技能知识 ：熟悉中外文化交流知识和技能，掌握外事知识和外事活动能力，能熟练

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工作。

3.2.5 社会发展知识 ：了解本专业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在终生教育理念的引领下，提升综合

能力并具有较高国际视野与跨文化环境下的交流能力。

3.3 能力要求

3.3.1 分析能力 ：具备较强的思维能力、审美能力、写作能力和社会调查能力。

3.3.2 研究能力 ：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

3.3.3 外语能力 ：能较好运用英语进行交际沟通，并具备一定的西班牙语能力。

3.3.4 普通话能力 ：普通话要达到国家二级甲等水平。

3.3.5 组织能力 ：具有团队协作能力，组织管理能力。

4 课程体系及学分比例

课程体系 学分 百分比
总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实践
学时

其它环
节（周）

公共基础课程
必修 32.5 22.03% 548 440 0 48 2

必修（非学位） 8.0 5.43% 48 16 0 0 0

通识教育课程 必选 10.0 6.78% 160 160 0 0 0

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基础课（必修） 27.0

62.37%

448 416 32 0 0

专业核心课程（必修） 43.0 480 480 0 0 20

专业选修课组（必选） 22.0 352 352 0 0 0

创新创业教育课

必修 2.0
2.03%

36 36 0 0 0

必修（非学位） 1.0 16 16 0 0 0

必选 2.0 1.36% 0 0 0 0 0

总计（含非学位学分） 147.5 100.00% 2088 1916 32 48 22

备注 ：1 ：其它环节包含 ：军训、见习、实习、毕业设计、毕业论文、社会调查 ；

            2 ：实践学时计入总学时 ；实践教学环节 1 学分 =1 周 =32 学时 ；

            3 ：其它环节按周的不计入总学时。

5 课程设置及建议修读学期

5.1�公共基础模块课程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课外

学时

建议
修读
学期

备注

1 720GS0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ical�morality�and�

Rule�of�Law
3.0 32 16 一春

2 720GS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of�Contemporary�

Chinese�History
3.0 32 16 一秋

3 720GS0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Basic�Principles�of�

Marxism
3.0 32 16 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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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培养方案（2024 版 )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课外

学时

建议
修读
学期

备注

4 720GS005 形势与政策（1） Situation�and�Policy（1） 0.5 8 0 一秋

5 720GS006 形势与政策（2） Situation�and�Policy（2） 0.5 8 0 一春

6 720GS007 形势与政策（3） Situation�and�Policy（3） 0.5 8 0 二秋

7 720GS008 形势与政策（4） Situation�and�Policy（4） 0.5 8 0 二春

8 720GS016 国家安全教育
National�Security�Edu-

cation
1 16 0 一秋

9 720GS01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Introduction�of�Mao�
Zedong�Thought�and�the�
Theoretical�System�of�
Socialism�w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0 32
16

（课外）
二秋

10 720GS01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to�Xi�Jin-
ping�Thought�on�Social-
ism�with�Chinese�Char-
acteristics�for�a�New�Era

3.0 32
16

（课外）
二春

11 104GT002 军事理论 Military�Theory 2.0 24
12（课
外）

一春

12 104GT020 军事技能训练 2.0 0 0 一夏

13 620GT001 体育（1） Physical�Education（1） 1.0 32 0 一秋

14 620GT002 体育（2） Physical�Education（2） 1.0 32 0 一春

15 620GT003 体育（3） Physical�Education（3） 0.5 24 0 二秋

16 620GT004 体育（4） Physical�Education（4） 0.5 24 0 二春

17 620GT005 体育（5） Physical�Education（5） 1.0 0
32

（课外）
三秋

18 *****

大学英语课组（1）
其中，《英语演讲（1）》、
《英语高级口译（1）》
自愿报名，通过选拔

考试后修读

College�English（1） 2.0 32 0 一秋

19 *****

大学英语课组（2）
①修读外语为英语的
学生，依据外语水平
测试结果，水平达到1
级的学生必选《大学
英语（2）》；水平达到2
级的学生必选英语提
高能力课组（艺体生可
选《大学英语（2）》）；
②修读《英语演讲

（1）》、《英语高级口译
（1）》的学生，延修《英
语演讲（2）》《英语高
级口译（2）》或英语提

高能力课组

3.0 48 0 一春

注：修读
外语为
日语的
学生，修
读《大学
日语2》。
其他语
种，个人
向外国
语学院
提出修
读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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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课外

学时

建议
修读
学期

备注

20 910ZPJ14 Python程序设计（文） Python�Programming 2.5 24 32 一春

21 210GX0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
Mental�Health�Guidance�

for�College�Students
2.0 16

16
（课外）

一秋

22 103GQ001 大学生劳动教育概论
Introduction�to�Labor�
Education�for�College�

Students
1.0 16 0 一秋

23 810GQ001 劳动实践 Labor�practice 1.0 0 0 四春

24 第二课堂 2学分不计入学位学分，由团委统一安排

25 外语综合测试
1学分不计入学位学分，满足外语综合测试成绩要求

方能毕业

5.2�通识教育模块课程

人文社科 ：通识教育模块课程必选 10 学分，可多选，多选需缴纳学分学费。

序号 模块 选修要求

1 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 必修至少2学分（含2学分）

2 生态文明与低碳发展 必修至少2学分（含2学分）

3 公共艺术与审美鉴赏 必修至少2学分（含2学分）

4 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 选修若干（可不选）

5 卫生健康与生命探索 必修至少2学分（含2学分）

6 国学经典与中华文化 选修若干（可不选）

7 科学素养与技术创新 必修至少2学分（含2学分）

5.3�专业教育课程

5.3.1�专业基础课（必修 27 学分）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1 501ZP001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

导论

Introduction�to�the�
discipline�of�Chinese�
language�and�literature

1.0 16 0 一秋

2 501ZP101 现代汉语（1） Modern�Chinese（1） 3.0 48 0 一秋

3 501ZP102 现代汉语（2） Modern�Chinese（2） 2.0 32 0 一春

4 501ZP103 古代汉语（1） Ancient�Chinese（1） 3.0 48 0 一春

5 501ZP104 古代汉语（2） Ancient�Chinese（2） 2.0 32 0 二秋

6 501ZP105 语言学经典导论
language�in�thought�and�

action
2.0 32 0 三春

7 501ZP201 中国文化概论
Introduction�to�Chinese�

Culture�
2.0 32 0 一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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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8 501ZP202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

研读
Ancient�Chinese�Literary�

Classics�Readings
2.0 32 0 一春

9 501ZP301 文艺理论经典研读
Monographic�Study�of�

Literary�Theory
2.0 32 0 二春

10 501ZP401 外国文学经典研读
Foreign�Literary�Classics�

Readings
2.0 32 0 二秋

11 501ZP501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选读

Selected�Readings�in�
Chinese�Contemporal�
and�Modern�Literature

2.0 32 0 一春

12 501ZP601 文学写作 Creative�writing 2.0 24 16 一秋

13 501ZP602 应用写作 Practical�writing 2.0 24 16 一春

5.3.2�专业核心课（必修 43 学分）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1 501ZH001 毕业实习 Internship 6.0 0 0 四秋

2 501ZH002 毕业论文 Dissertation 6.0 0 0 四秋

3 501ZH004 认识实习 Experience�Orientation 1.0 0 0 三夏

4 501ZH101 语言学概论
An�Introduction�to�

Linguistics
3.0 48 0 二春

5 501ZH102 汉语史概论
History�of�Chinese�

language
2.0 32 0 三秋

6 501ZH202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

文学概论

Outline�of�the�Literature�
of�the�pre-Qin,�Han,�
Wei,�Jin,�Southern�and�
Northern�dynasties

2.0 32 0 二秋

7 501ZH203 唐宋文学概论
Outline�of�the�Literature�

of�Tang�and�Song�
dynasties

2.0 32 0 二春

8 501ZH204 元明清文学概论
Outline�of�the�Literature�
of�Yuan,Ming�and�Qing�

dynasties
2.0 32 0 三秋

9 501ZH501 中国现代文学史
History�of�Chinese�
Modern�Literature

3.0 48 0 二春

10 501ZH502 中国当代文学史
History�of�Chinese�

Contemporary�Literature
2.0 32 0 三秋

11 501ZH701 国际中文教育概论
Introduction�to�

International�Chinese�
Language�Education

2.0 32 0 二秋

12 501ZH702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
A�Study�of�Modern�
Chinese�Grammar

2.0 32 0 三秋

13 501ZH703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
2.0 32 0 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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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14 501ZH704 语言教学法
Language�Teaching�

Method
2.0 32 0 二秋

15 501ZH706 英汉翻译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2.0 32 0 三秋

16 501ZX009 文字学基础
the�foundation�of�

philology
2.0 32 0 三春

17 501ZX106 比较语言学 Comparative�Linguistics 2.0 32 0 三春

备注 ：在本科学习阶段，至少参加一次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学术报告、公开讲座。

5.3.3�专业选修课组（必选 22 学分）本专业必选课程在备注栏用 * 标记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1 501ZH007 人工智能与创意写作
Artificial�Intelligence�
and�Creative�Writing

2.0 24 16 二秋 *

2 501ZH705 汉英应用文对比写作
Comparison�of�Chinese�
and�English�Practical�

essay�writing
2.0 32 0 三秋

3 501ZX001 诗经研读
Study�on�the�Book�of�

Songs
2.0 32 0 二秋

4 501ZX002
当代外国文学中的科

技书写

Science�and�Technology�
Writing�in�Contemporary�

Foreign�Literature
2.0 32 0 二秋

5 501ZX003 陶渊明诗文导读
Introductory�course�of�

Tao�Yuanming’s�poetry
2.0 32 0 二春

6 501ZX004 文化研究导论
Introducing�Cultural�

Studies
2.0 32 0 二春

7 501ZX005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

评名篇导读

Introduction�to�famous�
Chinese�ancient�literary�

theory�criticism
2.0 32 0 二春

8 501ZX006 《左传》导读
Guide�to�Reading�on�

Zuozhuan
2.0 32 0 二春

9 501ZX007 文艺欣赏与美学素养
Appreciation�of�Art�and�

Aesthetic�Literacy
2.0 32 0 二春

10 501ZX008
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

与批评

Western�Literary�theory�
and�Criticism�in�the�20th�

century
2.0 32 0 二春

11 501ZX010
AI文学写作与文学批

评实践

Artificial�Intelligence�
Literature�Writing�

and�Literary�Criticism�
Practice

2.0 24 16 三秋

12 501ZX011 《史记》导读
Guide�to�Reading�on�

Shiji
2.0 32 0 三秋

13 501ZX012 经学历史导读 Study�on�Jingxue�Lishi 2.0 32 0 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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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14 501ZX013 文学作品解读与方法
Interpretation�and�
Methods�of�Literary�

Works
2.0 32 0 三春

15 501ZX014 海外汉学研究入门 Introduction�to�Sinology 2.0 32 0 三秋

16 501ZX015 文论专题研读（双语）
Monographic�Study�of�
Literary�Theory�（Bilin-

gual�Course）
2.0 32 0 三春

17 501ZX016
文学热点与
关键词研究

Research�on�Literary�
Hotspot�and�Keywords

2.0 32 0 三春

18 501ZX017 博尔赫斯导读
An�Introduction�of�Jorge�

Luis�Borges
2.0 32 0 二秋

19 501ZX019 语言与人工智能
Language�and�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 16 16 三春

20 501ZX020
中国现代大学文化与

大学叙事

Modern�Chinese�
University�Culture�and�
University�Narrative

2.0 32 0 三秋

21 501ZX021 江西当代文学史
History�of�Contemporary�

Jiangxi�Literature
2.0 32 0 二秋

22 501ZX080
汉语方言学与

方言调查
Chinese�dialectology�and�
dialectal�Investigation

2.0 24 16 三春

23 501ZX101 修辞学 Rhetoric 2.0 32 0 二春

24 501ZX103 语义学入门
An�Introduction�to�

Semantics
2.0 32 0 二春

25 501ZX104 语用学入门
An�Introduction�to�

Pragmatics
2.0 32 0 二春

26 501ZX107 音韵学入门
An�Introduction�to�

Phonology
2.0 32 0 二春

27 501ZX108 语言学前沿理论
Linguistic�Frontier�

Theory
2.0 32 0 三秋

28 501ZX109
语言学论文写作与

规范
Essay�Writing�on�

Linguistics
2.0 32 0 四秋

29 501ZX201 古文献研究与检索
Research�and�Retrieval�
of�Classical�Documents

2.0 16 32 三秋

30 501ZX202 元明清名家戏曲导读
Guide�to�the�Top�Chinese�
Opersas�in�Yuan,�Ming�
and�Qing�Dynasties

2.0 32 0 二秋

31 501ZX204 宋代诗话导读
Guide�to�the�ShiHua�of�

Song�Dynasty
2.0 32 0 三秋

32 501ZX205 诗词鉴赏与创作
Appreciation�and�

Creation�of�Poetries
2.0 32 0 二秋

33 501ZX206 《杜诗详注》导读
Guide�to�Du�Shi�Xiang�

Zhu
2.0 32 0 三秋

34 501ZX207 《世说新语》导读
Guide�to�the�Work�of�Shi�

Shuo�Xin�Yu
2.0 32 0 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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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35 501ZX022 唐宋文学与社会
Tang�and�Song�literature�

and�society
2.0 32 0 三秋

36 501ZX212 韩柳散文导读
Guide�to�the�Proses�
Written�by�Han�Liu

2.0 32 0 二春

37 501ZX213 清名家词导读
Guidance�Reading�of�
famous�ci�poetry�of�the�

Qing�Dynasty
2.0 32 0 三春

38 501ZX214 《论语》导读
Guide�to�Analects�of�

Confucius
2.0 32 0 二秋

39 501ZX215
古代江西文学与区域

文化专题研究

Study�of�Ancient�
Literature�and�Regional�

Culture�of�JiangXi
2.0 32 0 二秋

40 501ZX216 《文体明辨》研读
Study�of�the�Work�of�
WenTi�MingBian

2.0 32 0 二春

41 501ZX217
古代小说评点理论研

读

Chinese�Novel�Criticism�
of�the�Ming�and�Ching�

Peroiod
2.0 32 0 三秋

42 501ZX301 马克思主义文论
Marxist�Theory�of�

Literature
2.0 32 0 二秋

43 501ZX302 中国文学批评史
History�of�Chinese�
Literary�Criticism�

2.0 32 0 三秋

44 501ZX303 欧美汉学原著选读
A�Study�of�European�

and�American�Sinology�
Classics�

2.0 32 0 三秋

45 501ZX304
韦勒克《文学理论》

导读

Guidance�Reading�of�
Rene�Wellek’s�Theory�

of�Literature�
2.0 32 0 二春

46 501ZX305 江西诗派研究
A�Study�on�the�

Theoretical�System�of�
Jiangxi�Poetry�School�

2.0 32 0 三春

47 501ZX306 《美学散步》导读
Guidance�Reading�of�

Zong�Baihua’s�Strolling�
in�Aesthetics�

2.0 32 0 二春

48 501ZX307 《巴黎手稿》导读
Guidance�Reading�
of�Karl�Marx‘s�Paris�

Manuscripts
2.0 32 0 三春

49 501ZX308 逻辑学 Logics 2.0 32 0 三春

50 501ZX309 西方文论入门
An�Introduction�to�

Western�Literary�Theory
2.0 32 0 二秋

51 501ZX310 《文心雕龙》研读
Selected�Readings�in�
Wenxin�Diaolong�

2.0 32 0 三秋

52 501ZX401 欧美现代派文学研究
Study�of�European�and�
American�Modernism

2.0 32 0 三春

53 501ZX402 西方文化史专题
Special�Topics�on�History�
of�the�Western�Culture

2.0 32 0 二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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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54 501ZX403 比较文学概论
Introduction�to�

Comparative�Literature
2.0 32 0 二秋

55 501ZX404 当代美国小说导读
Introduction�to�

Contemporary�American�
Novels

2.0 32 0 三春

56 501ZX405
古代东方文学经典

研读

Study�of�Classics�
of�Ancient�Oriental�

Literature
2.0 32 0 二春

57 501ZX406
中国文学在韩国的

传播
The�Spread�of�Chinese�

Literature�in�South�Korea
2.0 32 0 二春

58 501ZX407 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 Study�of�Dostoyevsky 2.0 32 0 三春

59 501ZX408 莎士比亚研究 Study�of�Shakespeare 2.0 32 0 二春

60 501ZX409
19世纪欧美文学思潮

研究

Study�of�Literary�Trends�
in�Europe�and�America�
in�the�19th�Century

2.0 32 0 三秋

61 501ZX410 西方文学与话语表演
Western�Literature�and�

Discourse
2.0 32 0 三秋

62 501ZX411
韩国汉文小说经典

导读
Introduction�to�South�
Korean�Classic�Novels

2.0 32 0 三春

63 501ZX412 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
Russian�Realistic�

Literature�of�the�19th�
Century

2.0 32 0 二秋

64 501ZX502 京派作家研究
Study�of�Chinese�Jing�

School�Writers�
2.0 32 0 三春

65 501ZX504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

流派

Trends�and�Schools�
of�Chinese�Modern�

Literature
2.0 32 0 三秋

66 501ZX505 左翼文学研究
Study�of�Chinese�Left-

wing�Literature�
2.0 32 0 二春

67 501ZX506
大众媒介与中国现

当代文学

Mass�Media�and�
Chinese�Modern�and�

Contemporary�Literature
2.0 32 0 三春

68 501ZX507 人文阅读与书评写作
Humanistic�Reading�and�
Book�Review�Writing

2.0 32 0 三秋

69 501ZX508 编辑与语文规范
Editing�and�Language�

Rules
2.0 26 6 二春

70 501ZX509 中国书法 Chinese�Calligraphy 2.0 24 16 一秋 *

71 501ZX601 秘书学 Secretarial�Science� 2.0 24 16 二春

72 501ZX602 学术论文写作 Academic�writing 2.0 24 16 三秋

73 501ZX701 汉字与汉字教学
Chinese�character�and�
Chinese�character�

teaching
2.0 32 0 二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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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74 501ZX702 词汇与词汇教学
Vocabulary�and�

vocabulary�teaching
2.0 32 0 二春

75 501ZX703 语法与语法教学
Grammar�and�grammar�

teaching
2.0 32 0 三春

76 501ZX704 语音与语音教学
An�introduction�to�

classroom�teaching�of�
second�language

2.0 32 0 三秋 *

77 501ZX705
第二语言课堂教学概

论

An�introduction�to�
classroom�teaching�of�

second�language
2.0 32 0 三春

78 501ZX706 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0 32 0 二春

79 501ZX707 英语口语 Oral�English 2.0 32 0 三秋

80 501ZX708 基础西班牙语3 Basic�Spanish3 2.0 32 0 二秋

81 501ZX709 基础西班牙语4 Basic�Spanish4 2.0 32 0 二春

82 501ZX710 初级西班牙语1 Elementary�Spanish1 2.0 32 0 三秋

83 501ZX711 初级西班牙语2 Elementary�Spanish2 2.0 32 0 三春

备注 ：1. 本专业开设的“人工智能 +X”课程应成为本专业学生指定选修课 ；（若本专业开设有多

门类似课程，选择其中一门为指定选修，其他课程为选修课程即可）

            2. 建议学生以选修本专业的专业选修课为主，可不选修外专业课程 ；

            3. 若学生选修了外专业的专业核心课或专业选修课，可计入本专业选修课程学分 ；

            4. 以上累计学分总数须达到本专业选修课程要求的总学分。

5.4�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
分

建议修
读学期

备注

1 101CLZ0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与就业指导（1）

Career�planning�and�employment�
guidance�for�college�students（1）

1.0 一秋
必修，由招就处在
一年级统一安排

2 101CLZ0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与就业指导（2）

Career�planning�and�employment�
guidance�for�college�students（2）

1.0 三秋
必修，不计入学位
学分；由招就处在
三年级统安排

3 CJ000
创新创业基础课组

(CJ)
1.0 一春

必修，一年级春季
学期开设

4 创新创业选修课组(CL)

2.0
方式一或方式二，

选修2学分5
创新创业实践课组(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科研训练项目、学科或
技能竞赛、其他实践类项目)(理工医学类专业必修2学分，需通

过学分认定方式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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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矩阵图

序
号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

3.1素质要求 3.2知识要求 3.3能力要求

思想
道德
素质

专业
素质

身心
素质

政治
理论
知识

专业
性知
识

外语
类知
识

外事
技能
知识

社会
发展
知识

分析
能力

研究
能力

外语
能力

普通
话能
力

组织
能力

1 思想道德与法治 H H M H H

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H M H

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M M H H

4 形势与政策（1） H H H H

5 形势与政策（2） H H H H

6 形势与政策（3） H H H H

7 形势与政策（4） H H

8 国家安全教育 H H H H

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H H

1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H H H H

11 军事理论 M

12 军事技能训练 M

13 体育（1） M

14 体育（2） H

15 体育（3） H

16 体育（4） H H H H

17 体育（5） M H H H M

18 大学英语(2) H H H H

19 大学英语（1） M H H H

20 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 M H H H

21 大学生劳动教育概论 H H H H H H

22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导论 H H H H H

23 现代汉语（1） H H H H H

24 现代汉语（2） H H H H H

25 古代汉语（1） M H H M

26 古代汉语（2） H H H H

27 语言学经典导论 H H H H H

28 中国文化概论 H H H H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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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

3.1素质要求 3.2知识要求 3.3能力要求

思想
道德
素质

专业
素质

身心
素质

政治
理论
知识

专业
性知
识

外语
类知
识

外事
技能
知识

社会
发展
知识

分析
能力

研究
能力

外语
能力

普通
话能
力

组织
能力

29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研读 M H H H H H

30 文艺理论经典研读 H H H

31 外国文学经典研读 H M H H H M

32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 H H H H H

33 文学写作 H H H M H H H

34 应用写作 M H H

35 毕业实习 H H H

36 毕业论文 H H H H

37 认识实习 H M H H

38 语言学概论 M H H H M

39 汉语史概论 H H

40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概论
H H H H H H

41 唐宋文学概论 H H H H H

42 元明清文学概论 H M H H M

43 中国现代文学史 H M H H

44 中国当代文学史 H H H H H H

45 汉语国际教育概论 M H H M

46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 H H H

47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H H H H

48 语言教学法 H H H H

49 英汉翻译 H M H

50 文字学基础 M H H M

51 比较语言学 H H

52 毕业实习（1） H M H H M

53 毕业实习（2） H H H H H H

54 人工智能与创意写作 H H H H

55 汉英应用文对比写作 H H H H

56 诗经研读 H H H H H H

57
当代外国文学中的科技

书写
H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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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培养方案（2024 版 )

序
号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

3.1素质要求 3.2知识要求 3.3能力要求

思想
道德
素质

专业
素质

身心
素质

政治
理论
知识

专业
性知
识

外语
类知
识

外事
技能
知识

社会
发展
知识

分析
能力

研究
能力

外语
能力

普通
话能
力

组织
能力

58 陶渊明诗文导读 H H H H

59 文化研究导论 H H H

60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

名篇导读
H H H H H

61 《左传》导读 H H H H H

62 文艺欣赏与美学素养 H H H

63
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与

批评
H H H

64
AI文学写作与文学批评

实践
H H

65 《史记》导读 H H H H H

66 经学历史导读 H H H

67 文学作品解读与方法 H H H

68 海外汉学研究入门 H H H

69 文论专题研读（双语） H H

70 文学热点与关键词研究 H H H H H H

71 博尔赫斯导读 H H H

72 语言与人工智能 H H

73
中国现代大学文化与大学

叙事
H H H H H

74 江西当代文学史 H H H H

75 汉语方言学与方言调查 H H H

76 修辞学 H H H H

77 语义学入门 H H H H H H

78 语用学入门 H H

79 音韵学入门 H H H H H

80 语言学前沿理论 H H H

81 语言学论文写作与规范 H H H H H H

82 古文献研究与检索 H H H H H

83 元明清名家戏曲导读 H

84 《古文辞类纂》导读 H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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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

3.1素质要求 3.2知识要求 3.3能力要求

思想
道德
素质

专业
素质

身心
素质

政治
理论
知识

专业
性知
识

外语
类知
识

外事
技能
知识

社会
发展
知识

分析
能力

研究
能力

外语
能力

普通
话能
力

组织
能力

85 宋代诗话导读 H H H H

86 诗词鉴赏与创作 H H H

87 《杜诗详注》导读 H H H H

88 《世说新语》导读 H H H H

89 《金瓶梅》导读 H H H

90 苏轼诗文导读 H H H H H

91 韩柳散文导读 H H H H

92 清名家词导读 H H H H H H

93 《论语》导读 H H H

94
古代江西文学与区域文化

专题研究
H H

95 《文体明辨》研读 M H H H M

96 古代小说评点理论研读 M H H M

97 马克思主义文论 H H H

98 中国文学批评史 H H H

99 欧美汉学原著选读 M M H H H M M

100 韦勒克《文学理论》导读 M H H H H M

101 江西诗派研究 H H H H

102 《美学散步》导读 M H H H M

103 《巴黎手稿》导读 H H H H

104 逻辑学 H H H H H H

105 西方文论入门 H H H H H H

106 《文心雕龙》研读 H

107 欧美现代派文学研究 H H H H H

108 西方文化史专题 H

109 比较文学概论 H H

110 当代美国小说导读 H H H H

111 古代东方文学经典研读 H H H H

112 中国文学在韩国的传播 H H H H H

113 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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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培养方案（2024 版 )

序
号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

3.1素质要求 3.2知识要求 3.3能力要求

思想
道德
素质

专业
素质

身心
素质

政治
理论
知识

专业
性知
识

外语
类知
识

外事
技能
知识

社会
发展
知识

分析
能力

研究
能力

外语
能力

普通
话能
力

组织
能力

114 莎士比亚研究 H H H H H

115 19世纪欧美文学思潮研究

116 西方文学与话语表演 M H H H M

117 韩国汉文小说经典导读 H

118 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 M H M H H M

119 京派作家研究 H H H H

120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流派 H H

121 左翼文学研究 H H H H

122
大众媒介与中国现当代

文学
H H H H H

123 人文阅读与书评写作 H H H H

124 编辑与语文规范 H H H H

125 中国书法 M H H M

126 秘书学 H H H H

127 学术论文写作 H H H

128 汉字与汉字教学 H H H H H H

129 词汇与词汇教学 H H H H

130 语法与语法教学 H H

131 语音与语音教学 H H H H H H

132 第二语言课堂教学概论 H H H

133 跨文化交际 H H H H

134 英语口语 H H H H H

135 基础西班牙语（1） H H M H H H

136 基础西班牙语（2） H H M H H

137 初级西班牙语（1） H H H H

138 初级西班牙语（2） H H H H H H

说明：H、M、L�分别表示课程对毕业要求的贡献度为强、中、弱



※南昌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48

7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矩阵图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2.1
人文素养

2.2
职业要求

2.3
专业水平

2.4
外语技能

2.5
创新思维

2.6
国际视野

3.1素质
要求

3.1.1思想道德素质 ● ● ● ● ● ●

3.1.2专业素质 ● ● ● ● ● ●

3.1.3文化素质 ● ● ● ● ● ●

3.2知识
���要求

3.2.1政治理论知识 ● ● ● ● ● ●

3.2.2专业性知识 ● ● ● ● ● ●

3.2.3外语类知识 ● ● ● ● ● ●

3.2.4外事技能知识 ● ● ● ● ● ●

3.2.5社会发展知识 ● ● ● ● ● ●

3.3能力
���要求

3.3.1分析能力 ● ● ● ● ● ●

3.3.2研究能力 ● ● ● ● ● ●

3.3.3外语能力 ● ● ● ● ● ●

3.3.4普通话能力 ● ● ● ● ● ●

3.3.5组织能力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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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专业培养方案（2024 版 )

历史学专业培养方案

（2024 版）

1 基本信息及学分要求

1.1�历史学类专业代码（History）：060101。

1.2�历史学专业（History）：学制 4 年，授历史学学士学位，最低学分要求 155.5 学分，其中学位

学分最低要求 146.5 学分，非学位学分最低要求 9 学分（含军事技能训练 2 学分、第二课堂 2 学分、

生产劳动 2 学分、体育（5）1 学分和外语综合测试 1 学分，创新创业教育课 1 学分）。同时，达到《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2 培养目标

本专业致力于培养具有扎实的历史学科理论基础和广博的历史知识，适应数字化时代发展，

掌握历史信息搜集、考证与分析的基本方法，能在历史过程和现实处境中考察特定的历史现象，具

有从事历史研究初步能力和较强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能在国家机关、文教事业、新闻

出版、文博档案及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事实际工作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

具体目标 ：

目标 1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培养学生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良好的道德与修

养，遵守法律法规。

目标 2 ：具有扎实的历史学科理论基础和广博的历史知识 ；对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

学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

目标 3 ：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与思辨能力，掌握历史信息搜集、考证与分析的基本方法，能在

历史过程和现实处境中考察特定的历史现象，记录、搜集和处理相关信息，以开放和包容的眼光理

解人类社会生活及其价值观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目标 4 ：具有从事历史研究初步能力和较强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能在高等和中

等学校及相关科研部门从事历史学教育与研究。

3 毕业要求

3.1�素质要求

3.1.1�思想道德素质 ：坚定理想信念，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心为社会

服务，遵纪守法，拥有优良道德品质、高尚的人格品位和社会责任感。

3.1.2�专业素质 ：具有深厚的历史学素养，能够就历史学及其相关领域专业问题与业界同行及

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3.1.3�身心素质 ：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热爱劳动，身心健康，达到《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要求。

3.2�知识要求

3.2.1�专业性知识 ：熟悉并掌握历史学的核心知识、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熟悉中国历史和世

界历史发展的基本史实 ；了解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要动态，了解历史学专业的新发展和新成果。

3.2.2�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掌握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与理论，对相关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

亦有所了解 ；能运用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观察和认识历史问题，具备一定的哲学思辨能力

和文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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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能力要求

3.3.1�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掌握资料搜集、分类、检索、甄别等基本技能，了解本专业最新动态

和发展趋势，能够发现、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3.3.2�现代技术应用能力 ：熟练掌握电脑及互联网等现代技术手段，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

术、资源、现代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开展历史文化知识学习与分析的能力。

3.3.3�职业能力 ：具备以书面、口语和多媒体方式向社会传播、普及历史文化与知识的能力。

3.3.4�团队沟通合作能力 ：具有团队协作意识和能力，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

体、团队成员或负责人的角色。

3.3.5�终身学习能力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信息技术高速发展

的能力。

4 课程体系及学分比例

课程体系 学分 百分比 总学时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实践
学时

其它环节
（周）

公共基础课程
必修 29.5 18.97% 524 432 32 60 2

必修（非学位） 8.0 5.14% 48 16 0 32 0

通识教育课程 必选 10.0 6.43% 160 160 0 0 0

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基础课（必修） 29.0

66.24%

464 455 0 9 0

专业核心课程（必修） 40.0 384 333 0 51 19

专业选修课组（必选） 34.0 544 544 0 0 0

创新创业教育课

必修 2.0
1.93%

36 36 0 0 0

必修（非学位） 1.0 16 16 0 0 0

必选 2.0 1.29% 0 0 0 0 0

总计（含非学位学分） 155.5 100.00% 2176 1992 32 152 21

备注 ：1 ：其它环节包含 ：军训、见习、实习、毕业设计、毕业论文、社会调查 ；

            2 ：实践学时计入总学时 ；实践教学环节 1 学分 =1 周 =32 学时 ；

            3 ：其它环节按周的不计入总学时。

5 课程设置及建议修读学期

5.1�公共基础模块课程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课外

学时

建议
修读
学期

备注

1 720GS0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ical�morality�and�

Rule�of�Law
3.0 32 16 一春

2 720GS0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Basic�Principles�of�

Marxism
3.0 32 16 二春

3 720GS005 形势与政策（1） Situation�and�Policy（1） 0.5 8 0 一秋

4 720GS006 形势与政策（2） Situation�and�Policy（2） 0.5 8 0 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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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专业培养方案（2024 版 )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课外

学时

建议
修读
学期

备注

5 720GS007 形势与政策（3） Situation�and�Policy（3） 0.5 8 0 二秋

6 720GS008 形势与政策（4） Situation�and�Policy（4） 0.5 8 0 二春

7 720GS016 国家安全教育
National�Security�Edu-

cation
1 16 0 一秋

8 720GS01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Introduction�of�Mao�
Zedong�Thought�and�the�
Theoretical�System�of�
Socialism�w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0 32
16

（课外）
二秋

9 720GS01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to�Xi�Jin-
ping�Thought�on�Social-
ism�with�Chinese�Char-
acteristics�for�a�New�Era

3.0 32
16

（课外）
二春

10 104GT002 军事理论 Military�Theory 2.0 24
12

（课外）
一春

11 104GT020 军事技能训练 2.0 0 0 一夏

12 620GT001 体育（1） Physical�Education（1） 1.0 32 0 一秋

13 620GT002 体育（2） Physical�Education（2） 1.0 32 0 一春

14 620GT003 体育（3） Physical�Education（3） 0.5 24 0 二秋

15 620GT004 体育（4） Physical�Education（4） 0.5 24 0 二春

16 620GT005 体育（5） Physical�Education（5） 1.0 0
32

（课外）
三秋

17 *****

大学英语课组（1）
其中，《英语演讲（1）》、
《英语高级口译（1）》
自愿报名，通过选拔

考试后修读

College�English（1） 2.0 32 0 一秋

18 *****

大学英语课组（2）
①修读外语为英语的
学生，依据外语水平
测试结果，水平达到1
级的学生必选《大学
英语（2）》；水平达到2
级的学生必选英语提
高能力课组（艺体生可
选《大学英语（2）》）；
②修读《英语演讲

（1）》、《英语高级口译
（1）》的学生，延修《英
语演讲（2）》《英语高
级口译（2）》或英语提

高能力课组

3.0 48 0 一春

注：修读
外语为
日语的
学生，修
读《大学
日语2》。
其他语
种，个人
向外国
语学院
提出修
读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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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课外

学时

建议
修读
学期

备注

19 910ZPJ14 Python程序设计（文） Python�Programming 2.5 24 32 一春

20 210GX0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
Mental�Health�Guidance�

for�College�Students
2.0 16

16
（课外）

一秋

21 103GQ001 大学生劳动教育概论
Introduction�to�Labor�
Education�for�College�

Students
1.0 16 0 一秋

不计入学
位学分

22 810GQ001 劳动实践 Labor�practice 1.0 0 0 四春
不计入学
位学分

23 第二课堂 2学分不计入学位学分，由团委统一安排

24 外语综合测试
1学分不计入学位学分，满足外语综合测试成绩要求

方能毕业

5.2�通识教育模块课程

人文社科 ：通识教育模块课程必选 10 学分，可多选，多选需缴纳学分学费。

序号 模块 选修要求

1 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 必修至少2学分（含2学分）

2 生态文明与低碳发展 必修至少2学分（含2学分）

3 公共艺术与审美鉴赏 必修至少2学分（含2学分）

4 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 选修若干（可不选）

5 卫生健康与生命探索 必修至少2学分（含2学分）

6 国学经典与中华文化 选修若干（可不选）

7 科学素养与技术创新 必修至少2学分（含2学分）

5.3�专业教育课程

5.3.1�专业基础课（必修 29 学分）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1 502ZP002 史学概论
Introduction�to�
Historiography

3.0 48 0 一秋

2 502ZP003 中国历史地理
Historical�Geography�of�

China
3.0 48 0 二秋

3 502ZP101 中国历史文选
Readings�of�Chinese�
Classical�Literature

4.0 64 0 一春

4 502ZP102 中国古代史（上）
Ancient�Chinese�History

（1）
3.0 48 0 一秋

5 502ZP103 中国古代史（下）
Ancient�Chinese�History

（2）
3.0 48 0 一春

6 502ZP105 中国政治制度史
History�of�Chinese�Polit-

ical�System
3.0 48 0 二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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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7 502ZP106 中国史学史
History�of�Chinese�
Historiography

3.0 48 0 二春

8 502ZP315 外国史学史
History�of�Foreign�
Historiography

3.0 48 0 二秋

9 502ZP316 考古学概论
Introduction�to�Chinese�

Archaeology
3.0 39 9 二春

10 502ZP317 历史学导论 Introduction�to�History 1.0 16 0 一秋

5.3.2�专业核心课（必修 40 学分）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1 502ZH030 毕业实习 Graduation�Internship 5.0 0 0 四秋 5周

2 502ZH031 毕业论文 Graduation�Thesis 10.0 0 0 四秋 10周

3 502ZH032 认识实习 Cognitive�Internship 1.0 0 0 三夏 4周

4 502ZH201 中国近代史 Modern�History�of�China 3.0 42 6 二秋

5 502ZH2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The�History�of�the�

People’s�Republic�of�
China

3.0 42 6 二春

6 502ZH301 世界古代史 Ancient�World�History 3.0 42 6 一秋

7 502ZH302 世界近代史 Modern�World�History 3.0 42 6 一春

8 502ZH303 世界现代史 Modern�World�History 3.0 42 6 二秋

9 502ZH304 世界当代史
Contemporary�History�of�

the�World
3.0 42 6 三秋

10 502ZH319 田野调查与史学新知
Field�investigation�and�
Historical�knowledge

3.0 36 12 二春

11 502ZH320 中国现代史
Contemporary�Chinese�

History
3.0 39 9 二春

备注 ：在本科学习阶段，至少参加一次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学术报告、公开讲座。

5.3.3�专业选修课组（必选 34 学分）本专业必选课程在备注栏用 * 标记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1 502ZX110 中国法制史专题
Topics�in�Chinese�Legal�

History
2.0 32 0 三春

2 502ZX113 区域社会经济史专题
Topics�in�the�Regional�
Socioeconomic�History

2.0 32 0 三春

3 502ZX203 中国近现代新闻史
Modern�Chinese�

Journalism�History
2.0 32 0 三秋 *

4 502ZX204 中国城市史概论
Introduction�to�Chinese�

Urban�History
2.0 32 0 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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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5 502ZX205 苏区史
The�History�of�Soviet�

Area
2.0 32 0 三秋

6 502ZX206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Modern�Chinese�
Economic�History

2.0 32 0 三秋 *

7 502ZX207
中国近现代史料与

史学

Historical�Records�and�
Historiography�of�Modern�

China
2.0 32 0 三春

8 502ZX303 英国史 History�of�Great�Britain 2.0 32 0 三秋

9 502ZX306 全球史专题
Major�Issues�in�Global�

History
2.0 32 0 三春

10 502ZX310 国际关系史
History�of�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 32 0 四秋

11 502ZX314 韩国史概论
Introduction�to�Korean�

History
2.0 32 0 四秋

12 502ZX321 史学论文写作 Historic�Paper�Writing 2.0 32 0 三春

13 502ZX322 数字人文与历史研究
Digital�Humanities�and�
Historical�Research

2.0 32 0 二秋

*融入数
字技术
与人工
智能

14 502ZX324 世界科技史
History�of�Science�and�

Technology
2.0 32 0 三春

融入数
字技术
与人工
智能

15 502ZX325 日本史专题
Topics�in�Japanese�

History
2.0 32 0 三秋

16 502ZX326 美国史专题
Topics�in�American�

History
2.0 32 0 三秋

17 502ZX327 欧洲史专题
Topics�in�European�

History
2.0 32 0 三春

18 502ZX328 亚洲史专题 Topics�in�Asian�History 2.0 32 0 三春

19 502ZX329 江西历史文化专题
Topics�in�Jiangxi�History�

and�Culture
2.0 32 0 四秋

20 502ZX330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

专题
Topics�in�Chinese�Social�
and�Economic�History

2.0 32 0 三春

21 502ZX331 隋唐史专题
Topics�in�the�History�
of�the�Sui�and�Tang�

Dynasties
2.0 32 0 三秋

22 502ZX332 秦汉史专题
Topics�in�the�History�of�
Qin�and�Han�Dynasties

2.0 32 0 三秋 *

23 502ZX333
魏晋南北朝史专题

研究

Topics�in�the�History�of�
Wei-Jin,�Northern�and�
Southern�Dynasties

2.0 32 0 三春

24 502ZX334 明清史专题
Topics�in�Ming�and�Qing�

Dynasties
2.0 32 0 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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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25 502ZX336 中国近代史专题
Topics�in�the�History�of�

Modern�China
2.0 32 0 三秋 *

26 502ZX337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
History�of�Modern�
Chinese�Political�

Thought
2.0 32 0 三春

27 502ZX339 中国环境史专题
Topics�in�the�

Environmental�History�of�
China

2.0 32 0 三春

28 502ZX340 先秦史专题
Topics�in�Pre-Qin�

History
2.0 32 0 三秋

29 502ZX341 中外历史典籍导读
Introduction�to�Historical�

Classics
2.0 32 0 一春 *

30 502ZX343 中国方志学
Science�of�Chinese�Local�

Records
2.0 32 0 四秋

31 502ZX0041 宋史专题
Lectures�on�the�History�

of�Song�Dynasty
2.0 32 0 三秋

32 502ZX344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Introduction�to�the�

Community�for�Chinese�
Nation

2.0 32 0 一秋
面向全

校

备注 ：1. 本专业开设的“人工智能 +X”课程应成为本专业学生指定选修课 ；（若本专业开设有多

门类似课程，选择其中一门为指定选修，其他课程为选修课程即可）

            2. 建议学生以选修本专业的专业选修课为主，可不选修外专业课程 ；

            3. 若学生选修了外专业的专业核心课或专业选修课，可计入本专业选修课程学分 ；

            4. 以上累计学分总数须达到本专业选修课程要求的总学分。

5.4�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建议修
读学期

备注

1 101CLZ01
大学生职业生
涯规划与就业

指导（1）

Career�planning�and�
employment�guidance�for�

college�students（1）
1.0 一秋

必修，由招就处在一年
级统一安排

2 101CLZ02
大学生职业生
涯规划与就业

指导（2）

Career�planning�and�
employment�guidance�for�

college�students（2）
1.0 三秋

必修，不计入学位学分；
由招就处在三年级统安

排

3 CJ000
创新创业基础

课组[(CJ)
1.0 一春

必修，一年级春季学期
开设

4 创新创业选修课组(CL)

2.0 方式一或方式二，选修2学分
5

创新创业实践课组(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科研训练项
目、学科或技能竞赛、其他实践类项目)(理工医学类专

业必修2学分，需通过学分认定方式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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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辅修学士学位（辅修专业）

序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1 502ZH301 世界古代史 3.0

2 502ZP002 史学概论 3.0

3 502ZP101 中国历史文选 4.0

4 502ZP102 中国古代史（上） 3.0

5 502ZP103 中国古代史（下） 3.0

6 502ZP104 考古学概论 3.0

7 502ZH201 中国近代史 3.0

8 502ZH302 世界近代史 3.0

9 502ZH203 中国现代史 3.0

10 502ZH303 世界现代史 3.0

11 502ZP003 中国历史地理 3.0

合计学分 34.0

7 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矩阵图

序
号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

3.1素质要求 3.2知识要求 3.3能力要求

思想
道德
素质

专业
素质

身心
素质

专业
性知
识

人文社
会科学
知识

分析解
决问题
能力

解决
问题
能力 

现代技
术应用
能力

职业
能力

团队沟
通合作
能力

终身
学习
能力

1 思想道德与法治 H H H M M

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H H H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H H H H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H H H H

5 形势与政策（1） H H H H

6 形势与政策（2） H H H H

7 形势与政策（3） H H H H

8 形势与政策（4） H H H H

9 国家安全教育 H H H H H

10 体育（1） H H M M M

11 体育（2） H H M M M

12 体育（3） H H M M M

13 体育（4） H H M M M

14 体育（5） H H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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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

3.1素质要求 3.2知识要求 3.3能力要求

思想
道德
素质

专业
素质

身心
素质

专业
性知
识

人文社
会科学
知识

分析解
决问题
能力

解决
问题
能力 

现代技
术应用
能力

职业
能力

团队沟
通合作
能力

终身
学习
能力

15 军事理论 H M M

16 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 H H M M

17 大学英语（1） H H H

18 Python程序设计(文） H H H M

19 军事技能训练 H H M M

20 第二课堂 H H M M M

21 大学生劳动教育概论 H H M M

22 劳动实践 H H H M M

23 外语综合测试 H H M

24 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 H H H M H

25 生态文明与低碳发展 H H M H

26 公共艺术与审美鉴赏 H H H M H

27 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 H H H H H

28 卫生健康与生命探索 H H H H H

29 国学经典与中华文化 H H H M M H

30 科学素养与技术创新 H H H M M H

31 史学概论 H H H M

32 中国历史地理 H H H M

33 中国历史文选 H H H M

34 中国古代史（上） H H H M

35 中国古代史（下） H H H M

36 中国政治制度史 H H H M

37 中国史学史 H H H M

38 外国史学史 H H H M

39 考古学概论 H H H M

40 历史学导论 H H H M

41 毕业实习 H H H M M

42 毕业论文 H H H M M

43 认识实习 H H H M M

44 中国近代史 H H H M

45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H H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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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

3.1素质要求 3.2知识要求 3.3能力要求

思想
道德
素质

专业
素质

身心
素质

专业
性知
识

人文社
会科学
知识

分析解
决问题
能力

解决
问题
能力 

现代技
术应用
能力

职业
能力

团队沟
通合作
能力

终身
学习
能力

46 世界古代史 H H H M

47 世界近代史 H H H M

48 世界现代史 H H H M

49 世界当代史 H H H M

50 田野调查与史学新知 H H M M

51 中国现代史 H H M M

52 中国法制史专题 H H H M

53 区域社会经济史专题 H H H M

54 中国近现代新闻史 H H H M

55 中国城市史概论 H H H M

56 苏区史 H H H M

57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H H H M

58 中国近现代史料与史学 H H H M

59 英国史 H H H M

60 全球史专题 H H H M

61 国际关系史 H H H M

62 韩国史概论 H H H M

63 史学论文写作 H H H M M

64 数字人文与历史研究 H H H M M M

65 世界科技史 H H H M M

66 日本史专题 H H H M

67 美国史专题 H H H M

68 欧洲史专题 H H H M

69 亚洲史专题 H H H M

70 江西历史文化专题 H H H M

71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专题 H H H M

72 隋唐史专题 H H H M

73 秦汉史专题 H H H M

74 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 H H H M

75 明清史专题 H H H M

76 中国近代史专题 H H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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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

3.1素质要求 3.2知识要求 3.3能力要求

思想
道德
素质

专业
素质

身心
素质

专业
性知
识

人文社
会科学
知识

分析解
决问题
能力

解决
问题
能力 

现代技
术应用
能力

职业
能力

团队沟
通合作
能力

终身
学习
能力

77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 H H H M

78 中国环境史专题 H H H M

79 先秦史专题 H H H M

80 中外历史典籍导读 H H H M

81 中国方志学 H H H M

82 宋史专题 H H H M

83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H H H M

说明：H、M、L�分别表示课程对毕业要求的贡献度为强、中、弱。

8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矩阵图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2.1人文与
道德素养

2.2社会和
环境意识

2.3基本理论与
专业胜任能力

2.4数字化
管理能力

3.1素质
要求

3.1.1思想道德素质 ● ● ● ●

3.1.2专业素质 ● ● ● ●

3.1.3身心素质 ● ●

3.2知识
要求

3.2.1专业性知识 ● ● ● ●

3.2.2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 ● ● ●

3.3能力
要求

3.3.1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 ● ● ●

3.3.2现代技术应用能力 ● ●

3.3.3职业能力 ● ● ● ●

3.3.4团队合作能力 ● ● ● ●

3.3.5�终身学习能力 ● ●

3.3.5团队合作能力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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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学专业培养方案

（2024 版本）

1 基本信息及学分要求

1.1�档案学专业代码（Archival�Science）：120502

1.2 档案学专业（Archival�Science）：学制 4 年，授管理学学士学位，最低学分要求 150.5 学分，

其中学位学分最低要求 141.5 学分，非学位学分最低要求 9 学分（含军事技能训练 2 学分、体育（5）

1学分、外语综合测试1学分、第二课堂与劳动教育4学分、创新创业教育课1学分）。同时，达到《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2 培养目标

2.1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培养学生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良好的道德与修养，

遵守法律法规。

2.2�培养学生具有系统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知识和政务信息管理基本知识；对有关的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有一定的了解，具有良好科学文化素质。

2.3�培养学生具备档案学专业知识，掌握现代管理知识、信息技术和档案管理专业技能，适合

在各级档案局、各级各类档案馆，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档案部门、信息部门、文秘部门从事文

件管理、档案管理、信息管理、秘书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和创新型专门人才。

3�毕业要求

3.1�思政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理

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为关键，以档案工作

宗旨、档案工作者使命和文化育人为抓手，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营造良好育人氛

围，形成高水平应用型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着力培养“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2�知识要求。档案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应具备较广博的通识知识、扎实的基础知识、全面的专

业知识和相关政策法规知识。通识知识主要包括人文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方面的一般性知

识。基础知识主要包括思想政治理论、国防、大学语文、高等数学、外语、体育、心理健康等公共基础

知识，历史学、管理学、信息资源管理、现代信息技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等学科基础知识。专业知

识主要包括档案学原理、档案管理、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档案保护技术、电子文件管理、中外档

案事业发展与建设等方面的知识，以及文件管理系统设计、数字档案馆（室）建设、历史档案馆管理

等方面的知识。熟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掌握国家方针、政策和法规等知识。

3.3�能力要求。档案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应该具备较强的基本能力和专业技能。基本能力主要包

括获取和更新知识的学习能力，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能力，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口

语与书面表达能力、人际交往与合作能力、组织管理与决策能力、创新创业能力等。专业技能主要

包括从事文件和档案的全程管理、技术运用、档案法律政策和标准规范建设等能力，具体包括 ：文

件管理，档案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统计、编研、利用，信息获取与鉴别、信息组织与分析、管理信息

系统设计与运维等业务操作的技术和能力，以及与档案管理相关的政策分析、制度建设、管理决

策、监督控制、质量管理、效能改进等能力。档案学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基本能力和专业技能应具有

可开发性。

3.4�素质要求。档案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应拥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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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团队合作精神和社会适应能力，具备

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和专业素质，具有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良好的劳动品质，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

意识，具有健康的心理素质和体魄。

4 课程体系及学分比例

课程体系 学分 百分比 总学时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实践
学时

其它环节
（周）

公共基础课程
必修 32.5 21.59% 604 524 32 48 2

必修（非学位） 8.0 5.32% 48 48 0 0 16

通识教育课程 必选 10.0 6.64% 160 160 0 0 0

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基础课（必修） 24.5

63.12%

422 384 30 8 0

专业核心课程（必修） 43.5 472 400 72 0 20

专业选修课组（必选） 27.0 408 408 0 0 0

创新创业教育课

必修 2.0
1.99%

36 36 0 0 0

必修（非学位） 1.0 16 16 0 0 0

必选 2.0 1.33% 0 0 0 0 0

总计（含非学位学分） 150.5 100.00% 2174 1984 134 56 38

备注 ：1. 其它环节包含 ：军训、见习、实习、毕业设计、毕业论文、社会调查 ；

            2. 实践学时计入总学时 ；实践教学环节 1 学分 =1 周 =32 学时 ；

            3. 其它环节按周的不计入总学时。

5�课程设置及建议修读学期

5.1 公共基础模块课程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课外

学时

建议
修读
学期

备注

1 720GS0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ical�morality�and�

Rule�of�Law
3.0 32 16 一春

2 720GS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of�Contemporary�

Chinese�History
3.0 32 16 一秋

3 720GS0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Basic�Principles�of�

Marxism
3.0 32 16 二春

4 720GS005 形势与政策（1） Situation�and�Policy（1） 0.5 8 0 一秋

5 720GS006 形势与政策（2） Situation�and�Policy（2） 0.5 8 0 一春

6 720GS007 形势与政策（3） Situation�and�Policy（3） 0.5 8 0 二秋

7 720GS008 形势与政策（4） Situation�and�Policy（4） 0.5 8 0 二春

8 720GS016 国家安全教育
National�Security�Edu-

cation
1.0 16 0 一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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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课外

学时

建议
修读
学期

备注

9 720GS01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Introduction�of�Mao�
Zedong�Thought�and�the�
Theoretical�System�of�
Socialism�w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0 32
16

（课外）
二秋

10 720GS01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to�Xi�Jin-
ping�Thought�on�Social-
ism�with�Chinese�Char-
acteristics�for�a�New�Era

3.0 32
16

（课外）
二春

11 104GT002 军事理论 Military�Theory 2.0 24
12

（课外）
一春

12 104GT020 军事技能训练 2.0 0 0 一夏

13 620GT001 体育（1） Physical�Education（1） 1.0 32 0 一秋

14 620GT002 体育（2） Physical�Education（2） 1.0 32 0 一春

15 620GT003 体育（3） Physical�Education（3） 0.5 24 0 二秋

16 620GT004 体育（4） Physical�Education（4） 0.5 24 0 二春

17 620GT005 体育（5） Physical�Education（5） 1.0 0
32

（课外）
三秋

18 *****

大学英语课组（1）
其中，《英语演讲（1）》、
《英语高级口译（1）》
自愿报名，通过选拔

考试后修读

College�English（1） 2.0 32 0 一秋

19 *****

大学英语课组（2）
①修读外语为英语的
学生，依据外语水平
测试结果，水平达到1
级的学生必选《大学
英语（2）》；水平达到2
级的学生必选英语提
高能力课组（艺体生可
选《大学英语（2）》）；
②修读《英语演讲

（1）》、《英语高级口译
（1）》的学生，延修《英
语演讲（2）》《英语高
级口译（2）》或英语提

高能力课组

3.0 48 0 一春

注：修读
外语为
日语的
学生，修
读《大学
日语2》。
其他语
种，个人
向外国
语学院
提出修
读申请。

20 910ZPJ14 Python程序设计（文） Python�Programming 2.5 24 32 一春

21 210GX0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
Mental�Health�Guidance�

for�College�Students
2.0 16

16
（课外）

一秋

22 103GQ001 大学生劳动教育概论
Introduction�to�Labor�
Education�for�College�

Students
1.0 16 0 一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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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课外

学时

建议
修读
学期

备注

23 810GQ001 劳动实践 Labor�practice 1.0 0 0 四春

24 第二课堂 2学分不计入学位学分，由团委统一安排

25 外语综合测试
1学分不计入学位学分，满足外语综合测试成绩要求

方能毕业

5.2�通识教育模块课程

人文社科 ：通识教育模块课程必选 10 学分，可多选，多选需缴纳学分学费。

序号 模块 选修要求

1 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 必修至少2学分（含2学分）

2 生态文明与低碳发展 必修至少2学分（含2学分）

3 公共艺术与审美鉴赏 必修至少2学分（含2学分）

4 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 选修若干（可不选）

5 卫生健康与生命探索 必修至少2学分（含2学分）

6 国学经典与中华文化 选修若干（可不选）

7 科学素养与技术创新 必修至少2学分（含2学分）

5.3�专业教育课程

5.3.1�专业基础课（必修 24.5 学分）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1 503ZP102 管理学原理
Principles�of�
Management

3.0 48 0 一秋

2 503ZP103 档案学导论
The�Introduction�of�

Archives
1.0 16 0 一秋

3 503ZP104 古代汉语 Ancient�Chinese 3.0 48 0 一秋

4 503ZP105 档案学概论
An�Introduction�to�

Archives
3.0 48 0 一春

5 503ZP109 信息资源管理
Management�of�

Information�Resources
3.0 48 0 一春

6 503ZP110 档案管理学 Archives�Management 3.0 48 0 一春

7 503ZP200 文书学及实训
Documentary�Science�
and�Practical�Training

3.0 40 8 一春

8 503ZP201 中国政治制度史
History�of�Chinese�
Political�System

3.0 48 0 二春

9 610GJ018 数据库管理系统
Database�Management�

System
2.5 24 30 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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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专业核心课（必修 43.5 学分）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1 503ZH009 认识实习 Cognition�Practice 0.0 0 4周
二夏,
三夏,
四夏

2 503ZH010 毕业实习 Graduation�Practice 7.0 0 7周 四秋

3 503ZH011 毕业论文 Graduation�Thesis 9.0 0 9周 四秋

4 503ZH100 科技档案管理学
Scientific�and�

Technological�Archives�
Management�Science

3.0 48 0 三秋

5 503ZH101 中国档案事业史
History�of�Chinese�
Archival�Study

3.0 48 0 二秋

6 503ZH103 外国档案工作 Foreign�Archives�Work 3.0 48 0 二春

7 503ZH104 电子文件管理（实验）
Electronic�Records�

Management（Experi-
ment）

3.0 40 8 三秋

8 503ZH105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Retrieval 2.0 32 0 三春

9 503ZH106 信息检索实验
Experiment�of�

Information�Retrieval
0.5 0 16 三春

10 503ZH108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

利用

Development�and�
Utilization�of�Archives�
Information�Resources

3.0 48 0 三春

11 503ZH109 档案保护技术学
The�Technology�of�

Archival�Conservation
3.0 48 0 三春

12 503ZH110 档案保护技术学实验
Experiment�of�Archival�
Conservation�Technology

0.5 0 16 三春

13 503ZH201 档案文献编纂学
Archival�Literature�

Compilation
2.5 40 0 二秋

14 503ZH202 档案文献编纂学实验
Experiment�of�Archival�
Literature�Compilation

0.5 0 16 二秋

15 503ZH203 管理信息系统
Management�Information�

System
3.0 48 0 三秋

16 503ZH204 管理信息系统实验
Experiment�of�

Management�Information�
System

0.5 0 16 三秋

备注 ：在本科学习阶段，至少参加一次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学术报告、公开讲座。

5.3.3�专业选修课组（必选 27.0 学分）本专业必选课程在备注栏用 * 标记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1 503ZX100 档案机构调研
Research�on�Archive�

Institutions
2.0 16 16 三秋

2 503ZX101 知识管理 Knowledge�Management 2.0 32 0 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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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3 503ZX104 电子政务
The�Electronic�

Government�Affairs
3.0 48 0 三秋

4 503ZX106 档案行政管理学
Archives�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3.0 48 0 三秋

5 503ZX107 档案管理与人工智能
Archive�Management�and�
Artificial�Intelligence

2.0 24 8 三春

6 503ZX108 档案专业英语
Special�English�of�
Archival�Science

2.0 32 0 三春

7 503ZX111 档案信息安全
Archives�Information�

Security
2.0 32 0 三秋

8 503ZX112
近现代档案与社会

文化

Modern�and�
Contemporary�Archives�

and�Social�Culture
3.0 48 0 三秋

9 503ZX113 组织行为学
Organizational�Behavior�

Science
2.0 32 0 四秋 *

10 503ZX114 秘书工作概要
Summary�of�Secretary�

Work
3.0 48 0 三秋

11 503ZX115 公共关系学
Principles�of�Public�

Relations
3.0 48 0 三春

12 503ZX117 专门档案管理
Management�of�Specific�

Archives
3.0 48 0 三春 *

13 503ZX120 信息政策与法规
Information�Policies�and�

Regulations
2.0 32 0 三春

14 503ZX121 档案鉴辨学
Archives�Distinguishing�

Science�
2.0 32 0 三春

15 503ZX124 中国方志学
Science�of�Chinese�Local�

Records
2.0 32 0 四秋

16 503ZX125 档案复制技术学
The�Technology�Science�
of�Archives�Reprography

2.0 32 0 四秋

17 503ZX302 档案复制技术学实验
Experiment�of�the�

Technology�Science�of�
Archives�Reprography

0.5 0 16 四秋

18 503ZX126 政务信息管理
Government�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 32 0 四秋

19 503ZX129 中国文化概论
Introduction�to�Chinese�

Culture
2.0 32 二秋

20 503ZX201 档案信息传播
Archives�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3.0 40 8 三秋

21 503ZX202 档案网站建设
Construction�of�Archives�

Website
2.0 32 0 三秋

22 503ZX203 档案与文化遗产
Archives�and�Cultural�

Heritage
3.0 48 0 三秋 *

23 503ZX204
档案学研究方法与研

究前沿

Research�Methods�and�
Frontiers�of�Archival�

Science
3.0 24 24 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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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24 503ZX205 数字人文导论
Introduction�to�Digital�

Humanities
3.0 40 8 三秋

25 503ZX206 数据分析与挖掘
Data�Analysis�and�

Mining
2.0 16 16 三春

26 503ZX301 档案用户与服务
Archive�Users�and�

Services
3.0 48 0 三春 *

备注 ：1. 本专业开设的“人工智能 +X”课程应成为本专业学生指定选修课 ；（若本专业开设有多

门类似课程，选择其中一门为指定选修，其他课程为选修课程即可）

            2. 建议学生以选修本专业的专业选修课为主，可不选修外专业课程 ；

            3. 若学生选修了外专业的专业核心课或专业选修课，可计入本专业选修课程学分 ；

            4. 以上累计学分总数须达到本专业选修课程要求的总学分。

5.4�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
分

建议修
读学期

备注

1 101CLZ01
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与就业指导

（1）

Career�planning�and�employment�
guidance�for�college�students（1）

1.0 一秋
必修，由招就处在一

年级统一安排

2 101CLZ02
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与就业指导

（2）

Career�planning�and�employment�
guidance�for�college�students（2）

1.0 三秋
必修，不计入学位学
分；由招就处在三年

级统安排

3 CJ000
创新创业基础课

组[(CJ)
1.0 一春

必修，一年级春季学
期开设

4 创新创业选修课组(CL)

2.0 学院自定
5

创新创业实践课组(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科研训练项目、学科
或技能竞赛、其他实践类项目)(理工医学类专业必修2学分，

需通过学分认定方式获得)

6�辅修学士学位

序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1 503ZP105 档案学概论 3.0

2 503ZP110 档案管理学 3.0

3 503ZP201 中国政治制度史 3.0

4 503ZP200 文书学及实训 3.0

5 503ZP109 信息资源管理 3.0

6 503ZH101 中国档案事业史 3.0

7 503ZH201 档案文献编纂学 3.0

8 503ZH202 档案文献编纂学实验 0.5

9 503ZH104 电子文件管理（实验） 3.0

10 503ZH105 信息检索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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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11 503ZH106 信息检索实验 0.5

12 503ZH108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 3.0

13 503ZH203 管理信息系统 3.0

14 503ZH204 管理信息系统实验 0.5

合计学分 33.5

7  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的能力实现矩阵图

毕业要求 1�—素质要求 ：档案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应拥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团队合作精神和社会适应

能力，具备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和专业素质，具有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良好的劳动品质，具有创新

精神和创业意识，具有健康的心理素质和体魄。

毕业要求 2�—知识要求：档案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应具备较广博的通识知识、扎实的基础知识、

全面的专业知识和相关政策法规知识。通识知识主要包括人文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方面的

一般性知识。基础知识主要包括思想政治理论、国防、大学语文、高等数学、外语、体育、心理健康等

公共基础知识，历史学、管理学、信息资源管理、现代信息技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等学科基础知

识。专业知识主要包括档案学原理、档案管理、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档案保护技术、电子文件管

理、中外档案事业发展与建设等方面的知识，以及文件管理系统设计、数字档案馆（室）建设、历史

档案馆管理等方面的知识。熟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掌握国家方针、政策和法规等知

识。

毕业要求 3�—能力要求 ：档案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应该具备较强的基本能力和专业技能。基本

能力主要包括获取和更新知识的学习能力，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能力，较强的逻辑

思维能力、口语与书面表达能力、人际交往与合作能力、组织管理与决策能力、创新创业能力等。专

业技能主要包括从事文件和档案的全程管理、技术运用、档案法律政策和标准规范建设等能力，具

体包括 ：文件管理，档案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统计、编研、利用，信息获取与鉴别、信息组织与分

析、管理信息系统设计与运维等业务操作的技术和能力，以及与档案管理相关的政策分析、制度建

设、管理决策、监督控制、质量管理、效能改进等能力。档案学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基本能力和专业技

能应具有可开发性。

序
号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1：
素质要求

毕业要求2：
知识要求

毕业要求3：
能力要求

1 思想道德与法治 H

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M

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M

4 形势与政策（1） H L

5 形势与政策（2） H L

6 形势与政策（3） H L

7 形势与政策（4） H L

8 国家安全教育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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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1：
素质要求

毕业要求2：
知识要求

毕业要求3：
能力要求

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任理论体系概论 H M

1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H M

11 军事技能训练 L

12 军事理论 M

13 体育（1） H L

14 体育（2） H L

15 体育（3） H L

16 体育（4） H L

17 体育（5） H L

18 大学英语（2）/高阶英语课组 H M

19 大学英语（1） H M

20 Python程序设计（文） M H

21 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 H M

22 大学生劳动教育概论 L M

23 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 H M

24 生态文明与低碳发展 H M

25 公共艺术与审美鉴赏 H M

26 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 M L

27 卫生健康与生命探索 M H

28 国学经典与中华文化 M M

29 科学素养与技术创新 H L

30 管理学原理 H M

31 档案学导论 H M

32 古代汉语 H M

33 档案学概论 H M

34 档案管理学 H M

35 信息资源管理 H M

36 中国政治制度史 H M

37 文书学及实训 H M

38 数据库管理系统 H M

39 认识实习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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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1：
素质要求

毕业要求2：
知识要求

毕业要求3：
能力要求

40 毕业实习 M M

41 毕业论文 M M

42 科技档案管理学 H M

43 中国档案事业史 H M

44 外国档案工作 H M

45 电子文件管理（实验） H M

46 信息检索 H M

47 信息检索实验 H M

48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 H M

49 档案保护技术学 H M

50 档案保护技术学实验 H M

51 档案文献编纂学 H M

52 档案文献编纂学实验 H M

53 管理信息系统 H M

54 管理信息系统实验 H M

55 档案机构调研 H M

56 知识管理 H M

57 电子政务 H M

58 档案行政管理学 H M

59 档案管理与人工智能 H M

60 档案专业英语 M H

61 档案信息安全 H M

62 近现代档案与社会文化 H M

63 组织行为学 H M

64 秘书工作概要 H M

65 公共关系学 H M

66 专门档案管理 H M

67 档案信息与法规 H M

68 档案鉴辨学 H M

69 中国方志学 M H

70 档案复制技术学 M H

71 档案复制技术学实验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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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1：
素质要求

毕业要求2：
知识要求

毕业要求3：
能力要求

72 政务信息管理 M H

73 档案信息传播 H M

74 档案网站建设 H M

75 档案与文化遗产 H M

76 档案学研究方法与研究前沿 H M

77 数字人文导论 H M

78 数据分析与挖掘 H M

79 档案用户与服务 H M

80 中国文化概论 H M

填表说明 ：（1）每门课程按照指定的该课程的教学标准，设计本课程在毕业要求的三项二级指标中

的作用高低。

（2）表中填写内容 H、M、L，其中，H= 高，代表本课程同该项毕业要求的契合度较高 ；M= 中，代

表本课程同该项毕业要求的契合度适中 ；L= 低，代表本课程同该项毕业要求的契合度较低。

8 专业教育课程拓扑关系图

第一学
期（一

夏）

第二学期
（一秋）

第三学期
（一春）

第四学
期（二 

夏）
第五学期（二秋） 第六学期（二春）

第七学
期（三

夏）

第八学期（三
秋）

第九学期（三春）
第十学
期（四

夏）

第十一学期
（四秋）

第十二学
期（四春）

公共
基础
模块
课程

军事技
能训练

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

思想道德
与法治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体育（5） 劳动实践

形势与政
策（1）

形势与政
策（2）

形势与政策（3） 形势与政策（4）

国家安全
教育

军事理论 体育（3）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体育（1） 体育（2） 体育（4）

大学英语
（1）

大学英语（2）
/高阶英语课

组

大学生心
理健康指

导

Python程序
设计（文）

专业
基础
课程

（必修）

管理学原
理

档案学概
论

中国政治制度史

档案学导
论

档案管理
学

数据库管理系统

古代汉语
信息资源

管理

文书学及
实训

专业
核心
课程

（必修）

认识实
习

中国档案事业
史

外国档案工作
认识实

习
科技档案管理

学
信息检索

认识实
习

毕业实习 毕业论文

档案文献编纂
学

电子文件管理
（实验）

信息检索实验

档案文献编纂
学实验

管理信息系统
档案信息资源
开发与利用

管理信息系统
实验

档案保护技术
学

档案保护技术学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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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
期（一

夏）

第二学期
（一秋）

第三学期
（一春）

第四学
期（二 

夏）
第五学期（二秋） 第六学期（二春）

第七学
期（三

夏）

第八学期（三
秋）

第九学期（三春）
第十学
期（四

夏）

第十一学期
（四秋）

第十二学
期（四春）

专业
选修
课程

（*必
修）

中国文化概论 知识管理 档案机构调研
档案管理与人工

智能
组织行为学

*

电子政务 档案专业英语 中国方志学

档案行政管理
学

公共关系学
档案复制技术

学

档案信息安全 专门档案管理*
档案复制技
术学实验

近现代档案与
社会文化

信息政策与法
规

政务信息管
理

秘书工作概要 档案鉴辨学

档案信息传播
数据分析与挖

掘

档案网站建设
档案用户与服

务*

档案与文化遗
产*

档案学研究方
法与研究前沿

数字人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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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专业培养方案（2024 版 )

哲学专业培养方案

（2024 版）

1 基本信息及学分要求

1�基本信息及学分要求

1.1�哲学专业代码（Philosophy）：0101。

1.2�哲学专业（Philosophy）：010101，学制 4 年，授哲学学士学位，最低学分要求 156 学分，学位

学分最低要求�147 学分，�非学位学分最低要求�9�学分（含军事技能训练�2�学分、第二课堂�2�学分、

生产劳动�2�学分、体育（5）�1�学分和外语综合测试�1�学分，创新创业教育课�1�学分）。同时，须达到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2 培养目标

2�培养目标

2.1�本专业致力于培养德才兼备、具有家国情怀、掌握丰富哲学理论知识和较高哲学思维能力

的哲学专门人才。

2.2�以及具有广博的知识背景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厚的人文底蕴和自然科学素养、能够在

国家机关、文教事业、新闻出版单位或企业等部门从事实际工作的复合型、创新型高级人才。

3 毕业要求

3�毕业要求

3.1�知识要求

3.1.1�系统掌握哲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包括中西哲学史、伦理学、逻辑

学、美学、宗教学、政治哲学、形而上学、认识论、价值论等核心领域。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

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逻辑学》《伦理学导论》《美学导论》《宗教学导论》《科学技术哲学》

等专业基础课程达成。

3.1.2�了解哲学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能够批判性地分析和评价哲学理论及其实

际应用。通过《中国哲学前沿问题》《外国哲学前沿问题》《科学技术发展史》等专业核心课程达成。

3.1.3�具备跨学科的知识背景，能够将哲学思想与其他学科领域相结合，形成综合性的思维能

力和分析能力。通过《科学技术发展史》《道德心理学》《科技伦理》《宗教社会学》《经济哲学》《人

工智能哲学》等个性选修课达成。

3.2�能力要求

3.2.1�能够独立思考，具备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精神，能够提出并解决哲学问题。通过《马克思主

义哲学原著选读》《中国哲学原著选读》《古希腊哲学原著选读》《伦理学原著选读》《宗教学原

著选读》《科学技术哲学原著选读》等课程达成。

3.2.2�具备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能够运用哲学方法分析、评价和解决实际问题。通过《逻辑

学》《科技伦理》《信息伦理》等课程，以及通过一系列相关的社会实践类课程达成。

3.2.3�具备较强的写作和表达能力，能够清晰、准确地阐述哲学观点和理论。通过《论文写作指

导》等个性选修课达成，以及通过《〈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导读》《〈德意志意识形态〉导读》《〈四

书章句集注〉导读》《〈传习录〉导读》《〈理想国〉导读》《〈纯粹理性批判〉导读》等课程中的课堂报告、

讨论、撰写小论文等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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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交流能力，能够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哲学思想。通过《世界文明

史》《哲学专业英语》《古希腊语》《德语基础》等课程达成。

3.3�素质要求

3.3.1�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人文素养，能够理解和追求真善美。通过《伦理学导论》

《美学导论》《道德心理学》《实践哲学》《康德伦理学》等课程达成。

3.3.2�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能够关注社会现实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发展。

通过《中国伦理学史》《西方伦理学史》《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导读》《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导读》

等课程达成。

具备开放的心态和包容的精神，能够尊重多元文化和不同观点。通过《韩国儒学》《江西禅宗

文化》《日本哲学概论》、《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等课程达成。

4 课程体系及学分比例

课程体系 学分 百分比 总学时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实践
学时

其它环节
（周）

公共基础课程
必修 29.5 18.91% 556 432 32 32 2

必修（非学位） 8.0 5.13% 48 16 0 0 16

通识教育课程 必选 10.0 6.41% 160 160 0 0 0

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基础课（必修） 39.0

66.35%

624 624 0 0 0

专业核心课程（必修） 42.0 492 480 8 4 12

专业选修课组（必选） 22.5 360 360 0 0 0

创新创业教育课

必修 2.0
1.92%

36 36 0 0 0

必修（非学位） 1.0 16 16 0 0 0

必选 2.0 1.28% 0 0 0 0 0

总计（含非学位学分） 156.0 100.00% 2292 2124 40 36 30

备注 ：1. 其它环节包含 ：军训、见习、实习、毕业设计、毕业论文、社会调查 ；

            2. 实践学时计入总学时 ；实践教学环节 1 学分 =1 周 =32 学时 ；

            3. 其它环节按周的不计入总学时。

5 课程设置及建议修读学期

5.1�公共基础模块课程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课外

学时

建议
修读
学期

备注

1 720GS0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ical�morality�and�

Rule�of�Law
3.0 32 16 一春

2 720GS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of�Contemporary�

Chinese�History
3.0 32 16 一秋

3 720GS005 形势与政策（1） Situation�and�Policy（1） 0.5 8 0 一秋

4 720GS006 形势与政策（2） Situation�and�Policy（2） 0.5 8 0 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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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课外

学时

建议
修读
学期

备注

5 720GS007 形势与政策（3） Situation�and�Policy（3） 0.5 8 0 二秋

6 720GS008 形势与政策（4） Situation�and�Policy（4） 0.5 8 0 二春

7 720GS016 国家安全教育
National�Security�Edu-

cation
1.0 16 0 一秋

8 720GS01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Introduction�of�Mao�
Zedong�Thought�and�the�
Theoretical�System�of�
Socialism�w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0 32
16

（课外）
二秋

9 720GS01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to�Xi�Jin-
ping�Thought�on�Social-
ism�with�Chinese�Char-
acteristics�for�a�New�Era

3.0 32
16

（课外）
二春

10 104GT002 军事理论 Military�Theory 2.0 24
12

（课外）
一春

11 104GT020 军事技能训练 2.0 0 0 一夏

12 620GT001 体育（1） Physical�Education（1） 1.0 32 0 一秋

13 620GT002 体育（2） Physical�Education（2） 1.0 32 0 一春

14 620GT003 体育（3） Physical�Education（3） 0.5 24 0 二秋

15 620GT004 体育（4） Physical�Education（4） 0.5 24 0 二春

16 620GT005 体育（5） Physical�Education（5） 1.0 0
32

（课外）
三秋

17 *****

大学英语课组（1）
其中，《英语演讲（1）》、
《英语高级口译（1）》
自愿报名，通过选拔

考试后修读

College�English（1） 2.0 32 0 一秋

18 *****

大学英语课组（2）
①修读外语为英语的
学生，依据外语水平
测试结果，水平达到1
级的学生必选《大学
英语（2）》；水平达到2
级的学生必选英语提
高能力课组（艺体生可
选《大学英语（2）》）；
②修读《英语演讲

（1）》、《英语高级口译
（1）》的学生，延修《英
语演讲（2）》《英语高
级口译（2）》或英语提

高能力课组

3.0 48 0 一春

注：修读
外语为
日语的
学生，修
读《大学
日语2》。
其他语
种，个人
向外国
语学院
提出修
读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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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课外

学时

建议
修读
学期

备注

19 9910ZPJ14 Python程序设计（文） Python�Programming 2.5 24 32 一春

20 210GX0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
Mental�Health�Guidance�

for�College�Students
2.0 16

16
（课外）

一秋

21 103GQ001 大学生劳动教育概论
Introduction�to�Labor�
Education�for�College�

Students
1.0 16 0 一秋

22 810GQ001 劳动实践 Labor�practice 1.0 0 0 四春

23 第二课堂 2学分不计入学位学分，由团委统一安排

24 外语综合测试
1学分不计入学位学分，满足外语综合测试成绩要求

方能毕业

5.2�通识教育模块课程

人文社科 ：通识教育模块课程必选 10 学分，可多选，多选需缴纳学分学费。

序号 模块 选修要求

1 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 必修至少2学分（含2学分）

2 生态文明与低碳发展 必修至少2学分（含2学分）

3 公共艺术与审美鉴赏 必修至少2学分（含2学分）

4 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 选修若干（可不选）

5 卫生健康与生命探索 必修至少2学分（含2学分）

6 国学经典与中华文化 选修若干（可不选）

7 科学素养与技术创新 必修至少2学分（含2学分）

5.3�专业教育课程

5.3.1�专业基础课（要求 ：必修 39 学分）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1 504ZP002 宗教学导论 Introduction�to�Religion 3.0 48 0 二秋

2 504ZP003 现代中国哲学
Modern�and�

Contemporary�Chinese�
Philosophy

3.0 48 0 二秋

3 504ZP010 哲学导论与哲学写作
Introduction�to�
Philosophy�and�

Philosophical�Writing
3.0 48 0 一秋

4 504ZP011 伦理学导论 Introduction�to�Ethics 3.0 48 0 一春

5 504ZP012 美学导论
Introduction�to�
Aesthetics

3.0 48 0 一春

6 504ZP103 中国哲学史1
History�of�Chinese�

Philosophy�1
3.0 48 0 一秋



人文学院

77

◇哲学专业培养方案（2024 版 )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7 504ZP104 中国哲学史2
History�of�Chinese�

Philosophy�2
3.0 48 0 一春

8 504ZP202 西方哲学史1
History�of�Western�

Philosophy�1
3.0 48 0 一秋

9 504ZP203 西方哲学史2
History�of�Western�

Philosophy�2
3.0 48 0 一春

10 504ZP206 现代西方哲学
Contemporary�Westem�

Philosophy
3.0 48 0 二春

11 504ZP302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History�of�Marxist�

Philosophy
3.0 48 0 一秋

12 504ZP601 逻辑学 Logics 3.0 48 0 一秋

13 504ZP603 科学技术哲学
Philosophy�of�Science�

and�Technology
3.0 48 0 二春

5.3.2�专业核心课（要求 ：必修 42 学分）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1 504ZH005 社会调查与实践
Social�Investigation�and�

Practice
0.0 0 4 四夏

2 504ZH021 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
An�Introduction�to�
Marxist�philosophy

2.0 32 0 一春

3 504ZH022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

选读
Selected�Readings�in�
Marxist�philosophy

2.0 32 0 二春

4 504ZH023 宋明理学
Song-Ming�Neo-
Confucianism

2.0 32 0 二秋

5 504ZH024 中国哲学前沿问题
Frontiers�of�Chinese�

Philosophy
2.0 32 0 三秋

6 504ZH026 古希腊哲学原著选读
Selected�Readings�
in�Ancient�Greek�

Philosophy
2.0 32 0 二秋

7 504ZH027 德国古典哲学
Classical�German�

Philosophy
2.0 32 0 二秋

8 504ZH028 外国哲学前沿问题
Frontiers�of�Westem�

Philosophy
2.0 32 0 三秋

9 504ZH029 中国伦理学史 History�of�Chinese�Ethics 2.0 32 0 二春

10 504ZH030 西方伦理学史
History�of�Western�

Ethics
2.0 32 0 三秋

11 504ZH031 伦理学原著选读
Selected�Readings�in�

Ethics
2.0 32 0 三春

12 504ZH032 宗教学原著选读
Selected�Readings�in�

Religions
2.0 32 0 三春

13 504ZH033 世界宗教史
The�History�of�World�

Religions
2.0 32 0 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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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14 504ZH034 科学技术发展史
History�of�Science�and�

Technology�Development
2.0 32 8 二秋

15 504ZH120 毕业实习 Graduate 6.0 0 0 四秋

16 504ZH121 毕业论文 Graduate�Thesis 6.0 0 0 四秋

17 504ZH035
科学技术哲学原著

选读

Selected�Readings�in�
Philosophy�of�Science�

And�Technology
2.0 32 0 三春

18 504ZH036� 中国哲学原著选读
Selected�Readings�
of�Original�Works�of�
Chinese�Philosophy

2.0 32 0 二春

备注 ：在本科学习阶段，至少参加一次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学术报告、公开讲座。

5.3.3�专业选修课组（要求 ：选修 22.5 学分）本专业必选课程在备注栏用 * 标记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1 504ZX608 佛教哲学 Buddhist�Philosophy 2.0 32 0
二秋,
二春

2 504ZX609 道教哲学 Taoist�Philosophy 2.0 32 0 三春

3 504ZX610 数理逻辑 Mathematical�Logic 2.0 32 0 一春

4 504ZX614 古代汉语 Ancient�Chinese 2.0 32 0 一春

5 504ZX611 哲学专业英语 Philosophical�English 2.0 32 0 二春

6 504ZX612 《纯粹理性批判》导读
Introduction�to�Kant’s�
Critique�of�Pure�Reason

3.0 48 0 二春

7 504ZX613
《德意志意识形态》

导读
Introduction�to�Karl�

Marx’s�German�ldeology
3.0 48 0 二春

8 504ZX031 古希腊语（1） Ancient�Greek�Part�I 2.0 32 0
二秋,
三秋

9 504ZX032 古希腊语（2） Ancient�Greek�Part�II 2.0 32 0
二春,
三春

10 504ZX033 德语基础 Basic�German 2.0 32 0 二秋

11 504ZX034 论文写作指导 Scientific�Paper�Writing 2.0 32 0 三秋

12 504ZX035 政治哲学导论
Introduction�to�

Philosophy�of�Politics
3.0 48 0 二春

13 504ZX036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
Topic�on�Marxist�

philosophy
3.0 48 0 二秋

14 504ZX037
《1844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导读

Introduction�to�Economic�
and�Philosophic�

Manuscripts�of�1844
3.0 48 0 三春

15 504ZX038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Documentology�of�
Chinese�Philosophy

2.0 32 0 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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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16 504ZX039 《周易》导读 Introduction�to�ZhouYi 2.0 32 0 二秋

17 504ZX040 《四书章句集注》精读
Selected�Readings�

of�Sishu�Zhangju�Jizhu�
Exegetical�Study

2.0 32 0 二春

18 504ZX041 《荀子》选读
Selected�Readings�of�

Xunzi
2.0 32 0 一春

19 504ZX042 《庄子》选读
Selected�Readings�of�

Zhuangzi
2.0 32 0 一春

20 504ZX043 《道德经》精读
Selected�Readings�of�Dao�

De�Jing
2.0 32 0

二春,
三春

21 504ZX044 《大乘起信论》评议
Commentary�on�

Mahayana�Awakening�of�
Faith

2.0 32 0
二秋,
三秋

22 504ZX045 《近思录》导读
Introduction�to�

Reflections�on�Things�at�
Hand

2.0 32 0 三秋

23 504ZX046 《传习录》导读
Introduction�to�
Chuanxilu

3.0 48 0 三秋

24 504ZX047 心学专题
Topics�in�Philosophy�of�

Mind
2.0 32 0 三秋

25 504ZX048 中国哲学方法论
Methodology�of�Chinese�

Philosophy
2.0 32 0 三秋

26 504ZX049 《理想国》导读
Introduction�to�The�

Republic
2.0 32 0 三秋

27 504ZX050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

学》导读
Introduction�to�Aristotle's�

Metaphysics
3.0 48 0

二秋,
二春,
三秋,
三春,
四秋

28 504ZX051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

导读
Introduction�to�Aristotle's�

De�Anima
3.0 48 0

二秋,
二春,
三秋,
三春,
四秋

29 504ZX052 近代认识论专题
Topics�in�Modern�
Epistemology

2.0 32 0 一春

30 504ZX053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导读

Introduction�to�Hegel's�
Phänomenologie�des�

Geistes
3.0 48 0 二春

31 504ZX054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导读

Introduction�to�Hegel's�
Grundlinien�der�

Philosophie�des�Recht
3.0 48 0 三秋

32 504ZX055 《哲学全书》导读

Introduction�to�
Encyclopedia�of�the�

Philosophical�Sciences�
in�Outline

3.0 48 0
一春,
二春,
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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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33 504ZX056 现象学导论
Introduction�to�
Phenomenology

2.0 32 0 二春

34 504ZX057 《逻辑研究》导读
Introduction�to�

Husserl’s�Logical�
Investigation

3.0 48 0 二秋

35 504ZX058 现象学与诠释学
Phenomenology�and�

Hermeneutics
2.0 32 0 二春

36 504ZX059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

间》导读

Introduction�to�
Heidegger’s�Being�and�

Time
3.0 48 0 三春

37 504ZX060 实用主义哲学 Pragmatism 2.0 32 0

一春,
二秋,
二春,
三秋,
三春,
四秋

38 504ZX061 日本哲学概论
Introduction�to�History�of�

Japanese�Thought
3.0 48 0 二春

39 504ZX062
哲学基础与前沿问题

研究

Study�on�Philosophical�
Fundamentals�and�

Frontiers
2.0 32 0 三秋

40 504ZX064 康德伦理学 Kant’s�Moral�Theory 2.0 32 0
二秋,
三秋,
四秋

41 504ZX065 道德心理学 Moral�Psychology 2.0 32 0 三春

42 504ZX066 应用伦理学导论
Introduction�to�Applied�

Ethics
2.0 32 0 二秋

43 504ZX067 实践哲学 Practical�Philosophy 2.0 32 0 三春

44 504ZX068 信息伦理 Ethics�of�Information 2.0 32 0 三春

45 504ZX069 休闲学 Leisure�Studies 2.0 32 0 三秋

46 504ZX070 宗教哲学 Philosophy�of�Religion 2.0 32 0
三秋,
三春

47 504ZX071 宗教与和谐 Religion�and�Harmony 2.0 32 0 四秋

48 504ZX072 中国宗教史
The�History�of�Chinese�

Religions
2.0 32 0 三秋

49 504ZX073 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

History�of�Cultural�
Exchange�between�China�
and�the�West�during�the�
Ming�and�Qing�Dynasties

2.0 32 0 三春

50 504ZX074 经济哲学 Economic�Philosophy 3.0 48 0
三秋,
三春

51 504ZX075 投资哲学 Investment�Philosophy 2.0 32 0

二秋,
二春,
三秋,
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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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52 504ZX076
科学研究方法与社会

实践

Methods�of�Scientific�
Research�and�Social�

Practice
2.0 16 16 三秋

53 504ZX077 人工智能哲学 Philosophy�of�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 32 0 三春 *

54 504ZX103 韩国儒学 Korean�Confucianism 2.0 32 0 二春

55 504ZX206 元伦理学 Meta-Ethics 2.0 32 0 三春

56 504ZX303 西方马克思主义 Western�Marxism 2.0 32 0 二春

57 504ZX501 世界文明史
History�of�World�

Civilization
3.0 48 0 一春

58 504ZX503 江西禅宗文化 Cultures�of�Jiangxi�Zen 2.0 32 0 二春

59 504ZX504 佛教经典选读
Selected�Readings�in�
Buddhist�Classics

2.0 32 0 三春

60 504ZX505 宗教社会学 Sociology�of�Religion 2.0 32 0

二秋,
二春,
三秋,
三春

61 504ZX603 文科高数
Higher�Mathematics�in�

Liberal�Arts
2.0 32 0 一春

62 504ZX605 科技伦理
Ethics�of�Science�and�

Technology
2.0 32 0 二春

63 504ZX607 科学社会学 Sociology�of�Science 2.0 32 0 二春

备注 ：1. 本专业开设的“人工智能 +X”课程应成为本专业学生指定选修课 ；（若本专业开设有多

门类似课程，选择其中一门为指定选修，其他课程为选修课程即可）

            2. 建议学生以选修本专业的专业选修课为主，可不选修外专业课程 ；

            3. 若学生选修了外专业的专业核心课或专业选修课，可计入本专业选修课程学分 ；

            4. 以上累计学分总数须达到本专业选修课程要求的总学分。

5.4�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
分

建议修
读学期

备注

1 101CLZ01
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与就业指导

（1）

Career�planning�and�employment�
guidance�for�college�students（1）

1.0 一秋
必修，由招就处在一

年级统一安排

2 101CLZ02
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与就业指导

（2）

Career�planning�and�employment�
guidance�for�college�students（2）

1.0 三秋
必修，不计入学位学
分；由招就处在三年

级统安排

3 CJ000
创新创业基础课

组[(CJ)
1.0 一春

必修，一年级春季学
期开设

4 创新创业选修课组(CL)

2.0 学院自定
5

创新创业实践课组(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科研训练项目、学科
或技能竞赛、其他实践类项目)(理工医学类专业必修2学分，

需通过学分认定方式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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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辅修学士学位（哲学专业）

如其他学科门类的学生修读完成并获得学分的可获得该专业辅修学士学位（在主修学士学位

证书中予以注明）和辅修专业证书 ；如同一学科门类但归属不同专业大类的学生修读完成并获得

学分的可获得该专业辅修专业证书。

序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1 504ZP010 哲学导论与哲学写作 3.0

2 504ZP302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3.0

3 504ZP103 中国哲学史1 3.0

4 504ZP202 西方哲学史1 3.0

5 504ZP104 中国哲学史2 3.0

6 504ZP203 西方哲学史2 3.0

7 504ZP011 伦理学导论 3.0

8 504ZP012 美学导论 3.0

9 504ZP601 逻辑学 3.0

10 504ZP603 科学技术哲学 3.0

11 504ZH022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读 2.0

12 504ZH036� 中国哲学原著选读 2.0

13 504ZH027 德国古典哲学 2.0

合计学分 36.0

7 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矩阵图

序
号

                 毕业要求能力

  课程名称

3.1.1
基本
知识

3.1.2
深入思
考与前
沿知识

3.1.3
跨学科
复杂知

识

3.2.1
独立
思考
能力

3.2.2
通过逻辑
思维解决
实际问题
的能力

3.2.3
口头与
书面表
达能力

3.3.1
道德情
操与人
文素养

3.3.2
责任意识、包
容意识与多
元文化视角

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M H H

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M H H

3 国家安全教育 H M H H H

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 H H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M H H

6 形势与政策 H H

7 体育 H H

8 军事理论 M H H

9 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 H M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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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毕业要求能力

  课程名称

3.1.1
基本
知识

3.1.2
深入思
考与前
沿知识

3.1.3
跨学科
复杂知

识

3.2.1
独立
思考
能力

3.2.2
通过逻辑
思维解决
实际问题
的能力

3.2.3
口头与
书面表
达能力

3.3.1
道德情
操与人
文素养

3.3.2
责任意识、包
容意识与多
元文化视角

10 大学英语 H H H

11 英语提高课组 H H H

12 Python程序设计 H M

13 哲学导论与哲学写作 H H H

14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H H M H H

15 中国哲学史（1） H H M H H

16 中国哲学史（2） H H M H H

17 现代中国哲学 H H M H H

18 西方哲学史（1） H H M H H

19 西方哲学史（2） H H M H H

20 现代西方哲学 H H M H H

21 逻辑学 H H M H H

22 伦理学导论 H H M H H

23 美学导论 H H M H H

24 宗教学导论 H H M H H

25 科学技术哲学 H H M H H

26 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 H M H H

27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

选读
H M H H

28 中国哲学原著选读 H M H H

29 宋明理学 H M H H

30 中国哲学前沿问题 H H M H H

31 古希腊哲学原著选读 H M H H

32 德国古典哲学 H M H H

33 外国哲学前沿问题 H H M H H

34 中国伦理学史 H H H

35 西方伦理学史 H H H H

36 伦理学原著选读 H M H H

37 宗教学原著选读 H M H H

38 世界宗教史 H H H H

39 科学技术发展史 H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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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毕业要求能力

  课程名称

3.1.1
基本
知识

3.1.2
深入思
考与前
沿知识

3.1.3
跨学科
复杂知

识

3.2.1
独立
思考
能力

3.2.2
通过逻辑
思维解决
实际问题
的能力

3.2.3
口头与
书面表
达能力

3.3.1
道德情
操与人
文素养

3.3.2
责任意识、包
容意识与多
元文化视角

40 科学技术哲学原著选读 H M H H

41 古代汉语 H M

42 哲学专业英语 H H H M H

43 古希腊语（1） H H

44 古希腊语（2） H H

45 德语基础 H H H

46 文科高数 H

47 论文写作指导 H H H H

48 世界文明史 H H H H H

49 政治哲学导论 H H H H H

50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 H H H H H

51 《德意志意识形态》导读 H H H H

52
《1844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导读
H H H H

53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H H H H H

54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H H

55 《周易》导读 H H H

56 《四书章句集注》精读 H H H

57 《荀子》选读 H H H

58 《庄子》选读 H H H

59 《道德经》精读 H H H

60 《大乘起信论》评议 H H H H

61 《近思录》导读 H H H

62 《传习录》导读 H H H

63 心学专题 H H H H

64 韩国儒学 H H H H

65 江西禅宗文化 H H H H

66 中国哲学方法论 H H H

67 《理想国》导读 H H H H

68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导读
H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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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毕业要求能力

  课程名称

3.1.1
基本
知识

3.1.2
深入思
考与前
沿知识

3.1.3
跨学科
复杂知

识

3.2.1
独立
思考
能力

3.2.2
通过逻辑
思维解决
实际问题
的能力

3.2.3
口头与
书面表
达能力

3.3.1
道德情
操与人
文素养

3.3.2
责任意识、包
容意识与多
元文化视角

69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

导读
H H H H

70 近代认识论专题 H H H H

71 《纯粹理性批判》导读 H H H H

72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导读
H H H H

73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导读
H H H H

74 《哲学全书》导读 H H H H

75 现象学导论 H H H H

76 《逻辑研究》导读 H H H H

77 现象学与诠释学 H H H H

78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导读
H H H H

79 实用主义哲学 H H H H

80 日本哲学概论 H H H H

81
哲学基础与前沿问题

研究
H H H H

82 数理逻辑 H H

83 元伦理学 H H H H H

84 康德伦理学 H H H H H

85 道德心理学 H H H H H

86 应用伦理学导论 H H H H H

87 实践哲学 H H H H H

88 科技伦理 H H H H

89 信息伦理 H H H H

90 休闲学 H H H H

91 宗教哲学 H H H H

92 佛教哲学 H H H H

93 道教哲学 H H H H

94 佛教经典选读 H H H H

95 宗教社会学 H H H H

96 宗教与和谐 H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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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毕业要求能力

  课程名称

3.1.1
基本
知识

3.1.2
深入思
考与前
沿知识

3.1.3
跨学科
复杂知

识

3.2.1
独立
思考
能力

3.2.2
通过逻辑
思维解决
实际问题
的能力

3.2.3
口头与
书面表
达能力

3.3.1
道德情
操与人
文素养

3.3.2
责任意识、包
容意识与多
元文化视角

97 中国宗教史 H H H

98 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 H H H H

99 经济哲学 H H H H

100 投资哲学 H H H H

101 科学社会学 H H H

102
科学研究方法与社会实

践
H H H

103 人工智能哲学 H H H H H

说明：H、M、L�分别表示课程对毕业要求的贡献度为强、中、弱

8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矩阵图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2.1 哲学专门人才
2.2复合型、创新

型高级人才

3.1知识要求

3.1.1�基本知识要求 ● ●

3.1.2�深入思考与前沿知识 ●

3.1.3�跨学科复杂知识 ●

3.2能力要求

3.2.1�独立思考能力 ● ●

3.2.2�通过逻辑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3.2.3�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 ● ●

3.3�素质要求
3.3.1道德情操与人文塑养 ● ●

3.3.2责任意识、包容意识与多元文化视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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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国学班）专业培养方案

（2024 版）

1 基本信息及学分要求

专业代码（专业英文名）：0501（�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sinology�class）学制 4 年，授

文学学士学位，学位学分最低要求 169 学分，其中学位学分最低要求 160 学分，非学位学分最低要

求 9 学分（含军事技能训练 2 学分、第二课堂 2 学分、生产劳动 2 学分、体育（5）1 学分和外语综合

测试 1 学分，创新创业教育课 1 学分），同时，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2 培养目标

2.1 以打通文史哲、涵化中西东为导向，以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为目标，以回归文本元典精读

为重点。

2.2 敬畏国学，尊师重道，潜心致力于国学的学习与研究，创造性的继承国学，创新性的发展国

学。

2.3�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元典，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具有深厚国学底蕴和人文情怀。

2.4 具有宏阔文化视野，熟悉西方文化经典及特征，准确认识中西文化的差异。

3 毕业要求

3.1�掌握国学的概念、内涵、价值及研习国学的基本方法。

3.2�熟读中国传统文化元典，准确理解元典的思想内容及精髓。

3.3�具备坚实的古典文本的阅读能力、考据能力和阐释能力，可以熟练地搜集、利用和处理文

献资料从事独立的研究和写作。

3.4、心智健康，文质彬彬，行己有耻，知行合一，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君子

人格。

3.5 具有开放的文化心态和开阔的世界文明视野，熟读西方基本文化经典，领会其人文精神，

把握中西文化的差异。

3.6�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可以运用外语阅读专业外文文献。

4 课程体系及学分比例

课程体系 学分 百分比 总学时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实践
学时

其它环节
（周）

公共基础课程
必修 32.5 19.20 634 524 62 48 0

必修（非学位） 8.0 4.8 48 48 0 0 2

通识教育课程 必选 2 1.2 32 32 0 0 0

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基础课（必修） 37.5

73.1%

600 564 0 4 2周

专业核心课程（必修） 56.0 768 768 0 0 8周

专业选修课组（必选） 30.0 480 48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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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 学分 百分比 总学时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实践
学时

其它环节
（周）

创新创业教育课
必修 2.0

1.7%
36 36 0 0 0

必修（非学位） 1.0 16 16 0 0 0

总计（含非学位学分） 169.0 100.00% 2742 2600 62 80 12

备注 ：1. 其它环节包含 ：军训、见习、实习、毕业设计、毕业论文、社会调查 ；

            2. 实践学时计入总学时 ；实践教学环节 1 学分 =1 周 =32 学时 ；

            3. 其它环节按周的不计入总学时。

5 课程设置及建议修读学期

5.1�公共基础模块课程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课外

学时

建议
修读
学期

备注

1 720GS0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ical�morality�and�

Rule�of�Law
3.0 32 16 一春

2 720GS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of�Contemporary�

Chinese�History
3.0 32 16 一秋

3 720GS0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Basic�Principles�of�

Marxism
3.0 32 16 二春

4 720GS005 形势与政策（1） Situation�and�Policy（1） 0.5 8 0 一秋

5 720GS006 形势与政策（2） Situation�and�Policy（2） 0.5 8 0 一春

6 720GS007 形势与政策（3） Situation�and�Policy（3） 0.5 8 0 二秋

7 720GS008 形势与政策（4） Situation�and�Policy（4） 0.5 8 0 二春

8 720GS016 国家安全教育
National�security�educa-

tion
1 16 1 一秋

9 720GS01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Introduction�of�Mao�
Zedong�Thought�and�the�
Theoretical�System�of�
Socialism�w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0 32
16

（课外）
二秋

10 720GS01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to�Xi�Jin-
ping�Thought�on�Social-
ism�with�Chinese�Char-
acteristics�for�a�New�Era

3.0 32
16

（课外）
二春

11 104GT002 军事理论 Military�Theory 2.0 24
12

（课外）
一春

12 104GT020 军事技能训练 2.0 0 0 一夏

13 620GT001 体育（1） Physical�Education（1） 1.0 32 0 一秋

14 620GT002 体育（2） Physical�Education（2） 1.0 32 0 一春

15 620GT003 体育（3） Physical�Education（3） 0.5 24 0 二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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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课外

学时

建议
修读
学期

备注

16 620GT004 体育（4） Physical�Education（4） 0.5 24 0 二春

17 620GT005 体育（5） Physical�Education（5） 1.0 0
32

（课外）
三秋

18 *****

大学英语课组（1）
其中，《英语演讲（1）》、
《英语高级口译（1）》
自愿报名，通过选拔

考试后修读

College�English（1） 2.0 32 0 一秋

19 *****

大学英语课组（2）
①修读外语为英语的
学生，依据外语水平
测试结果，水平达到1
级的学生必选《大学
英语（2）》；水平达到2
级的学生必选英语提
高能力课组（艺体生可
选《大学英语（2）》）；
②修读《英语演讲

（1）》、《英语高级口译
（1）》的学生，延修《英
语演讲（2）》《英语高
级口译（2）》或英语提

高能力课组

3.0 48 0 一春

注：修读
外语为
日语的
学生，修
读《大学
日语2》。
其他语
种，个人
向外国
语学院
提出修
读申请。

20 910ZPJ14 Python程序设计（文） Python�Programming 2.5 24 32 一春

21 210GX0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
Mental�Health�Guidance�

for�College�Students
2.0 16

16（课
外）

一秋

22 103GQ001 大学生劳动教育概论
Introduction�to�Labor�
Education�for�College�

Students
1.0 16 0 一秋

23 810GQ001 劳动实践 Labor�practice 1.0 0 0 四春

24 第二课堂 2学分不计入学位学分，由团委统一安排

25 外语综合测试
1学分不计入学位学分，满足外语综合测试成绩要求

方能毕业

5.2�通识教育模块课程

人文社科 ：通识教育模块课程必选 10 学分，可多选，多选需缴纳学分学费。

序号 模块 选修要求

1 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 必修至少2学分（含2学分）

2 生态文明与低碳发展 必修至少2学分（含2学分）

3 公共艺术与审美鉴赏 必修至少2学分（含2学分）

4 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 选修若干（可不选）

5 卫生健康与生命探索 必修至少2学分（含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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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模块 选修要求

6 国学经典与中华文化 选修若干（可不选）

7 科学素养与技术创新 必修至少2学分（含2学分）

通识教育 10 学分，除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课程参加学校选课外，其余学分分别由中国历史地

理（生态文明与低碳发展）、《文心雕龙》（公共艺术与审美鉴赏）、《黄帝内经》（卫生健康与生命

探索）、海外汉学（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等课程代替。

5.3�专业教育课程

5.3.1�专业基础课（必修 37.5 学分）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1 505ZP001 国学导论 Introduction�to�Guoxue 1.0 16 0 一秋

2 505ZP002 国学通论
A�general�Introduction�of�

guoxue
2.0 32 0 一秋

3 505ZP003 文献目录学 Literature�bibliography 2.0 32 0 一秋

4 505ZP004 文字学 Chinese�philology 2.0 32 0 一春

5 505ZP005 音韵学 Phonology�basis 2.0 32 0 一春

6 505ZP006 中国文学史（1）
History�of�Chinese�liter-

ature（1）
2.0 32 0 二秋

7 505ZP007 中国文学史（2）
History�of�Chinese�liter-

ature（2）
2.0 32 0 二春

8 505ZP008 中国哲学史（1） Chinese�philosophy（1） 2.0 32 0 二秋

9 505ZP009 中国哲学史（2） Chinese�philosophy（2） 2.0 32 0 二春

10 505ZP010 中国通史（1）
China’s�general�history

（1）
2.0 32 0 一秋

11 505ZP011 中国通史（2）
China’s�general�history

（2）
2.0 32 0 一春

12 505ZP012 英语经典作品选读
Selected�readings�in�
English�literature

2.0 32 0 二春

13 505ZP013 《论语》 Lunyu 2.0 32 0 一秋

14 505ZP014 《孟子》 Mengzi 2.0 32 0 一春

15 505ZP015 《说文解字注》（1） Shuowenjiezi（1） 3.0 48 0 二秋

16 505ZP016 《说文解字注》（2） Shuowenjiezi（2） 3.0 48 0 二春

17 505ZP017 天文历法
Chronometer�and�calen-

dar
2.0 32 0 二春

18 505ZP018 诗词古文创作 Poetry�and�prose�writing 0.5 8 0 三春

19 505ZP019 学年论文（一） Academic�paper（1） 1.0 0 16 二夏

20 505ZP020 学年论文（二） Academic�paper（2） 1.0 0 16 三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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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专业核心课（必修 56 学分）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1 505ZH001 《毛诗正义》（1） Principles�of�Maoshi（1） 3.0 48 0 二秋

2 505ZH002 《毛诗正义》（2） Principles�of�Maoshi（2） 3.0 48 0 二春

3 505ZH003 《尚书》（1） Shangshu（1） 3.0 48 0 三秋

4 505ZH004 《尚书》（2） Shangshu（2） 3.0 48 0 三春

5 505ZH005 《礼记》（1） Liji（1） 2.0 32 0 一秋

6 505ZH006 《礼记》（2） Liji（2） 2.0 32 0 一春

7 505ZH007 《周易》 Zhouyi 3.0 48 0 四春

8 505ZH008 《左传》（1） Zuozhuan（1） 3.0 48 0 三秋

9 505ZH009 《左传》（2） Zuozhuan（2） 3.0 48 0 三春

10 505ZH010 《老子》 Laozi 3.0 48 0 一春

11 505ZH011 《庄子》（1） Zhuangzi（1） 2.0 32 0 二秋

12 505ZH012 《庄子》（2） Zhuangzi（1） 2.0 32 0 二春

13 505ZH013 《史记》（1） Shiji（1） 2.0 32 0 二秋

14 505ZH014 《史记》（2） Shiji（2） 2.0 32 0 二春

15 505ZH015 《汉书》 Hanshu 3.0 48 0 三秋

16 505ZH016 《楚辞补注》
Additional�Notes�of�

Chuci
3.0 48 0 三秋

17 505ZH017 《昭明文选》（1） Selections�of�Zhaoming 3.0 48 0 三秋

18 505ZH018 《昭明文选》（2）
Selections�of�Zhaoming

（2）
3.0 48 0 三春

19 505ZH019 毕业论文 Graduate�Thesis 8.0 0 0 四秋

备注 ：在本科学习阶段，至少参加一次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学术报告、公开讲座。

5.3.3�专业选修课组（必选）（至少选修 30 学分，其中含必修 8 学分）本专业必选课程在备注栏

用 * 标记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1 505ZX001 海外汉学 Overseas�Sinology 2.0 32 0 三春 *

2 505ZX002 出土文献研读 Unearthed�Literature 2.0 32 0 三春

3 505ZX003 《文心雕龙》 Wenxindiaolong 2.0 32 0 三春 *

4 505ZX004 《杜诗详注》 Du�fu’s�poetry�
annotation 2.0 32 0 三秋

5 505ZX005 陶渊明研究 Taoyuanming�Study 2.0 32 0 二秋

6 505ZX006 中国文学批评史 The�history�of�literary�
criticism�in�China 2.0 32 0 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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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7 505ZX007 《荀子》 Xunzi 2.0 32 0 二春

8 505ZX008 《黄帝内经》 Huangdineijing 2.0 32 0 二秋 *

9 505ZX009 《墨子》 Mozi 2.0 32 0 四秋

10 505ZX010 《韩非子》 Hanfeizi 2.0 32 0 三春

11 505ZX011 《孙子兵法》 The�Art�of�War 2.0 32 0 四秋

12 505ZX012
《金刚经》《心经》

平议
Jingangjing�and�Xinjing 2.0 32 0 三秋

13 505ZX013
《大乘起信论》《中论》

平议

Awakening�of�Mahayana�
Faith�And�Madhyamaka-

Shastra
2.0 32 0 四秋

14 505ZX014 佛教哲学 Buddhist�philosophy 2.0 32 0 二春

15 505ZX015 《史通》 Shitong 2.0 32 0 三秋

16 505ZX016 《资治通鉴》 Zizhitongjian 3.0 48 0 四秋

17 505ZX017 中国史学史
The�history�of�Chinese�

historical
2.0 32 0 三秋

18 505ZX018 中国历史地理
The�Historical�

Geography�of�China
2.0 32 0 三春 *

19 505ZX019 中国政治制度史
History�of�china’s�
political�system

2.0 32 0 二秋

20 505ZX020 中国经学史
History�of�Chinese�

classics
2.0 32 0 三秋

21 505ZX021 中国文化史
The�Chinese�cultural�

history
2.0 32 0 二秋

22 505ZX022 《理想国》 The�Republic 2.0 32 0 四秋

23 505ZX023 《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2.0 32 0 四秋

24 505ZX024 《纯粹理性批判》 Critique�of�Pure�Reason 2.0 32 0 四秋

25 505ZX025 西方哲学
The�European�
philosophy

2.0 32 0 三春

26 505ZX026 《普通语言学教程》
Course�in�General�

Linguistics
2.0 32 0 四秋

27 505ZX027 方志学 Chorography 2.0 32 0 四秋

28 505ZX028 辞赋研究 Cifu�Study 2.0 32 0 三春

29 505ZX029 宋明理学
Academic�of�Song�and�

Ming�dynasty
2.0 32 0 四秋

30 505ZX030 清代学术概论
The�Qing�dynasty�

academic
2.0 32 0 四秋

31 505ZX031 书法
The�Traditional�
Calligraphy

2.0 32 0 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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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践/实
验学时

修读
学期

备注

32 505ZX032 国画
Traditional�Chinese�

Painting
2.0 32 0 四秋

33 505ZX033 国乐 Chinese�classical�music 2.0 32 0 四秋

34 505ZX034 考古学概论
Archaeological�
Introduction

2.0 32 0 四秋

备注 ：1. 本专业开设的“人工智能 +X”课程应成为本专业学生指定选修课 ；（若本专业开设有多

门类似课程，选择其中一门为指定选修，其他课程为选修课程即可）

            2. 建议学生以选修本专业的专业选修课为主，可不选修外专业课程 ；

            3. 若学生选修了外专业的专业核心课或专业选修课，可计入本专业选修课程学分 ；

            4. 以上累计学分总数须达到本专业选修课程要求的总学分。

5.4�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序
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学
分

建议修
读学期

备注

1 101CLZ01
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与就业指导

（1）

Career�planning�and�employment�
guidance�for�college�students（1）

1.0 一秋
必修，由招就处在一

年级统一安排

2 101CLZ02
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与就业指导

（2）

Career�planning�and�employment�
guidance�for�college�students（2）

1.0 三秋
必修，不计入学位学
分；由招就处在三年

级统安排

3 CJ000
创新创业基础课

组[(CJ)
1.0 一春

必修，一年级春季学
期开设

4 创新创业选修课组(CL)

2.0 纳入学科平台课
5

创新创业实践课组(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科研训练项目、学科
或技能竞赛、其他实践类项目)(理工医学类专业必修2学分，

需通过学分认定方式获得)

6  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的能力实现矩阵图

序
号

                         毕业要求能力

 课程名称

基
础
知
识

语言
文字
知识

文
学
知
识

历
史
知
识 

哲
学
知
识

综
合
知
识

语言
文字
运用
能力

文学
鉴赏
与创
作能
力

史学
归纳
能力

哲学
概括
能力

综合
实践
能力

语言
文字
素质

文
学
素
质

历
史
素
质

哲
学
素
质

综
合
素
质

1 思想道德与法治 H H H

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H H H

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H H H

4 形势与政策（1）(2)(3)(4) H H H H

5 国家安全教育 H H H

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H H H H

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H H H H

8 军事理论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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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毕业要求能力

 课程名称

基
础
知
识

语言
文字
知识

文
学
知
识

历
史
知
识 

哲
学
知
识

综
合
知
识

语言
文字
运用
能力

文学
鉴赏
与创
作能
力

史学
归纳
能力

哲学
概括
能力

综合
实践
能力

语言
文字
素质

文
学
素
质

历
史
素
质

哲
学
素
质

综
合
素
质

9 军事技能训练 H H

10 体育（1）(2)(3)(4)(5) H H

11 大学英语(2)/高阶英语课组 H

12 大学英语（1） H H H

13 Python程序设计（文） H H H H

14 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 H H H H

15 大学生劳动教育概论 H H H H

16 劳动实践 H H

17 第二课堂 H H

18 外语综合测试 H H

19 国学导论 H H H H

20 国学通论 H H H

21 文献目录学 H H H

22 文字学 H H H

23 音韵学 H H H

24 中国文学史（1） H H H

25 中国文学史（2） H H H

26 中国哲学史（1） H H H

27 中国哲学史（2） H H H

28 中国通史（1） H H H

29 中国通史（2） H H H

30 英语经典作品选读 H H H H

31 《论语》 H H H H H H H

32 《孟子》 H H H H H

33 《说文解字注》（1） H H H H

34 《说文解字注》（2） H H H H

35 天文历法 H H H H

36 诗词古文创作 H H H H H

37 学年论文（一） H H H

38 学年论文（二）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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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毕业要求能力

 课程名称

基
础
知
识

语言
文字
知识

文
学
知
识

历
史
知
识 

哲
学
知
识

综
合
知
识

语言
文字
运用
能力

文学
鉴赏
与创
作能
力

史学
归纳
能力

哲学
概括
能力

综合
实践
能力

语言
文字
素质

文
学
素
质

历
史
素
质

哲
学
素
质

综
合
素
质

39 《毛诗正义》（1） H H H H

40 《毛诗正义》（2） H H H H

41 《尚书》（1） H H H H

42 《尚书》（2） H H H H H

43 《礼记》（1） H H H H H

44 《礼记》（2） H H H H

45 《周易》 H H H H

46 《左传》（1） H H H H

47 《左传》（2） H H H H

48 《老子》 H H H H H

49 《庄子》（1） H H H H

50 《庄子》（2） H H H H

51 《史记》（1） H H H H H

52 《史记》（2） H H H H H

53 《汉书》 H H H H H

54 《楚辞补注》 H H H H

55 《昭明文选》（1） H H H H

56 《昭明文选》（2） H H H H

57 毕业论文 H H H H

58 海外汉学 H H H H H H

59 出土文献研读

60 《文心雕龙》 H H H

61 《杜诗详注》 H H H

62 陶渊明研究 H H H

63 中国文学批评史 H H H H

64 《荀子》 H H H

65 《黄帝内经》 H H H H

66 《墨子》 H H H

67 《韩非子》 H H H

68 《孙子兵法》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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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毕业要求能力

 课程名称

基
础
知
识

语言
文字
知识

文
学
知
识

历
史
知
识 

哲
学
知
识

综
合
知
识

语言
文字
运用
能力

文学
鉴赏
与创
作能
力

史学
归纳
能力

哲学
概括
能力

综合
实践
能力

语言
文字
素质

文
学
素
质

历
史
素
质

哲
学
素
质

综
合
素
质

69 《金刚经》《心经》平议 H H H

70 《大乘起信论》《中论》平议 H H H

71 佛教哲学 H H H

72 《史通》 H H H H

73 《资治通鉴》 H H H H H

74 中国史学史 H H H H H

75 中国历史地理 H H H

76 中国政治制度史 H H H H H

77 中国经学史 H H H H H H

78 中国文化史 H H H

79 《理想国》 H H H

80 《形而上学》 H H H

81 《纯粹理性批判》 H H H

82 西方哲学 H H H H H H

83 《普通语言学教程》 H H H H

84 方志学 H H H H

85 辞赋研究 H H H

86 宋明理学 H H H H H

87 清代学术概论 H H H H H

88 书法 H H H H

89 国画 H H H H

90 国乐 H H H H

91 考古学概论 H H 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