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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院教〔2024〕10 号

衢州学院关于制订 2024 版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原则意见

各学院（部），部门：

人才培养方案既是学校组织、管理、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

基本纲领，也是学校办学指导思想、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

的具体体现和落实。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自主培养

质量，加快构建一流本科人才培养体系，学校决定制订 2024 版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现提出以下原则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准确把握高等教育教

学基本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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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立足学校“应用型、地方性、开放式”发展定位，持续推

进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构建“四炼联动、五强五转”的

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立德树人，落实五育并举

认真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国家安全

教育、创新创业教育、体育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等文件

精神。全面推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将思想政治教

育融入人才培养各环节。科学构建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课程体

系，深入推进新时代体育、美育、劳动教育教学改革，打造非

遗文化特色育人品牌，深入挖掘各学科蕴含的美育价值与功能，

以美育浸润学生。切实将德智体美劳五育充分落实到课内与课

外、理论与实践的教育教学活动中，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二）坚持学生中心，注重产出导向

严格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基于“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专业认证理念，进

一步明确本科人才社会需求与培养目标、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与课程体系之间的关系。遵循反向设计、正向施工原

则，根据社会需求，确定合理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并根据

毕业要求，系统设计知识结构和课程体系。依照课程内容、知

识点对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的支持与达成度，加强课程整合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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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明晰课程逻辑关系，确保课程设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三）优化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方法

深入贯彻学生中心发展理念，优化通识教育课程，精炼整

合专业课程，融合创新实践课程。全面梳理各门课程的教学内

容，将学科前沿知识、行业技术发展、最新科研成果等引入课

程之中,探索人工智能背景下的课程体系、课程内容改革。推进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创新，提高教师数智教学能

力，鼓励教师利用现代教学技术开发线上教学资源，变革教学

方式，大力开展新技术赋能的混合式、体验式、探究式教学,持

续开展闯关式、问题式、研讨式、项目式等研究性教学，激发

学生独立思考、创新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

（四）强化实践教学，突出应用能力

强化应用能力培养本位，在注重知识传授的同时，更加突

出应用能力培养。首先要做实校内实践，强化实践过程监管；

其次要做深课外实践，建立“一二三”课堂联动机制，构建“训

研赛创”全方位实践育人体系，递进式、层次化促进学生开展

深层次实践学习，打造“人人进学科竞赛”的竞赛育人文化，

引导教师教学从知识传递向思维培养、能力塑造、价值引领转

变，推动学生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从个体学习到团队融合

式学习，促进教育教学与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科研训练相结

合，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工程意识、创新精神、实践能力。

（五）强化“四新”建设，推进产教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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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工科、新文科建设为引领，打破院系壁垒，促进学科

专业之间的交叉融合，推进专业整体优化和内涵提升，推进宽

口径、复合型人才培养；深化科教融汇、产教融合育人模式改

革，推进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构建办学“双主体”、学习“双场

所”、教学“双转变”、师资“双能型”、毕业“双证书”等“五

双”协同育人长效机制，促进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创新

链的有效衔接。

三、培养方案基本框架

（一）基本内容

培养方案的基本内容包括：

[1]培养目标；[2]毕业要求；[3]主干学科；[4]专业核心

课程；[5]主要实践环节；[6]学制、学位及毕业学分要求；[7]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矩阵（附表 1）；[8]毕业要求达成矩

阵（附表 2）；[9]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进程计划表（附表 3）；

[10]课程学分（学时）分布情况表（附表 4）；[11]辅修专业培

养计划（附表 5）；[12]课程地图（附图 1）。

1.培养目标

学校人才培养总目标：面向社会发展需求和行业产业需要，

培养信念坚定、品德优良、知识丰富、基础扎实，具有家国情

怀、全球视野，较强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根据学校人才培养定位总目标，在

对经济社会需求状况、专业的学科支撑情况等进行深入调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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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的基础上，依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

标准》，结合专业认证要求来制定。培养目标要包含学生应掌握

哪些知识、获得哪些能力、提升哪些素质，在哪些领域从事什

么工作，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等内容，同时还应能反映学生毕业

后 5年左右在社会与专业领域预期能够取得的成就。

2.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是对学生毕业时应该达到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的

具体描述，要结合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特色进行科学表述，

且能有效支撑培养目标的达成。工学类专业按工程教育专业认

证的 12 条毕业要求制定，在吸收新工科建设内涵基础上遵照执

行，制定的毕业要求应完全覆盖以下内容：(1)工程知识；(2)

问题分析；(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4)研究；(5)使用现代工

具；(6)工程与社会；(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8)职业规范；(9)

个人和团队；(10)沟通；(11)项目管理；(12)终身学习。师范

类专业按师范类专业认证的 8 条毕业要求制定，制定的毕业要

求应完全覆盖以下内容：(1)师德规范；(2)教育情怀；(3)学科

素养；(4)教学能力；(5)班级指导；(6)综合育人；(7)学会反

思；(8)沟通合作。其他类专业参照执行。

（二）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的设计要科学合理，应符合学校专业和课程思政

教育教学规律，坚持价值引领、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相统一。

课程体系是支撑毕业要求达成的基石，课程体系设计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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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三个原则：一是反向设计原则，根据毕业要求确定培养内

容和方式，再进行课程配置，形成课程体系。二是一体化原则，

解决专业涉及的复杂应用问题能力培养要一脉相承、全局考虑

和无缝衔接。三是正向支撑原则，要求制订毕业要求达成矩阵，

明确毕业要求达成与相关支撑课程的关联度或量化指数，细化

毕业要求达成矩阵。

课程体系包含理论教学体系与实践教学体系。理论教学体

系由通识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课程等三个课程模块组成。

实践教学体系主要由实验、实习实训、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

文）、第二课堂等五个模块组成。

（三）学时、学分要求

1.毕业学分要求

各类专业毕业学分要求见表 1。

表 1 毕业学分要求

专业类别 理学、工学类专业 文科类专业 五年制专业

毕业总学分（含第二

课堂5学分）
不超过170 学分 不超过160 学分 不超过200 学分

若因专业认证需要，可适当增加学分，但增加的学分最多

不超过 5学分。

2.课程学分分配

课程模块修读学分要求建议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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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模块修读学分要求建议

课程

体系
课程模块 修读要求 总学分占比

建议学分/比例

理学、工学类 专业 文科类专业

理论教

学体系

通识课程
必修

30%左右

四年制，110-119 学

分； 五年制，

130-140 学分(占比

65%-70%)

四年制，

112-120学分

(占比

70%-75%)

选修

学科基础课程
必修

20%左右
选修

专业课程
必修

20%左右
选修

实践教

学体系
实践教学环节

实验、实习实训、课

程设计、毕业设计（论

文）、第二课堂等

30%左右

四年制，51-60学分；

五年制，60-70 学分

（占比30%-35%）

四年制，

40-48 学分

（占比

25%-30%）

说明:

（1）工学类专业须按照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构建符合要

求的课程体系。

（2）师范类专业须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

认证实施办法（暂行）》、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第

二级认证实施方案（暂行）》和《浙江省高校师范生教育实践规

程（试行）》及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学前教育专业教育实践实

施指南等文件精神，构建符合要求的课程体系。

（3）为鼓励学生个性发展，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合理设

置选修课程，选修课程学分与课内总学分（不含独立设置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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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节）的比例不低于 30%（专业模块课程学分可全部计为选

修学分）。有认证或评估要求的专业可参照认证评估标准执行。

3.学分计算方法

各类学分计算方法见表 3。

表 3 学分计算方法

类型 计算方式

理论课（含课内实验、上机、习题课等） 16学时=1学分

独立设置的实验课、上机，分散设置的技能训练等 32学时=1学分

体育 36学时=1学分

课程设计、实习（不含认知实习、技术实习）、毕业设计（论

文）、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军事技能等
1周=1学分

认知实习、技术实习、独立设置的教育三习、独立设置的

技能训练等
1周=0.5 学分

第二课堂
第二课堂学分计算标准见《衢州学院

本科生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

计算学分的最小单位为 0.5 学分，各类学分数均应为整数

或半整数。

四、课程设置

加强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要根据 OBE 理念，优化课程

结构，整合优化教学内容，明确每门课程在培养目标和毕业要

求中的作用，建立毕业要求指标点与课程支撑关系矩阵表。各

专业要积极实施课程结构体系改造工程，充分利用线上教学资

源，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加强学生的课外自主学习，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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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课程教学方法与模式创新，多维度地对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行优化整合，精简课时学分，提高课程的综合性和前瞻性，

努力打造“金课”。

（一）理论教学体系

1.通识课程

通识课程要充分发挥厚植爱国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坚定

理想信念和提升综合素质的核心作用，包括通识必修课程、通

识选修课程两类，涵盖政治与法律、人文与社会、科学与技术、

历史与哲学、文学与艺术等课程。通识必修课包括思想政治理

论、外语、自然科学基础、信息基础、体育及军事、创新创业

基础、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心理健康教育、中国传统文化等

课程。通识选修课主要为培养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提高学生科学素质、人文修养、审美情趣及团队精神而设置的

课程。

（1）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为必修课，开课部门为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程具体安排见表 4。

表 4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安排

课程名称 学分
课内

学时
实践

开课

学期
备注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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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 32 4 前 8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2 32 4 后 8周

形势与政策 2 32 1-6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2 / 2周 分散

合计 17 240 2 周

形势与政策课要结合每年的政治经济形势教育开展教学，

由开课部门负责组织、落实，在第 6学期安排考核。

另外开设“四史”教育课程，设定为通识选修课程，每个

学生须至少从“四史”中选修 1门课程。

（2）外语类课程

大学英语为必修课，开课部门为外国语学院，须修满 8 学

分，采取分层分类教学，实行目标管理。所有新生（英语专业

除外）根据学生高考英语成绩及本人意愿，可选大学英语 1 起

点或大学英语 2 起点。高考外语语种为日语的，可以学习大学

日语。课程具体安排见表 5。

表 5 外语类课程安排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周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大学英语1-2 8 128 4 1、2
根据本科新生（英语专业除外）

高考英语成绩实行分层教学；高

考外语语种为日语的，可以学习

大学日语；必修。

大学英语 2-3 8 128 4 1、2

大学日语 1-2 8 128 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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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然科学基础课程

自然科学基础课程针对全校学生开设，开课部门为教师教

育学院。课程具体安排见表 6。

表 6 自然科学基础课程安排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周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高等数学A 10 160 6、4 1、2

选择原则参见附件5。

高等数学B 8 128 4、4 1、2

高等数学C 6 96 6 1

高等数学D 5 80 5 1

高等数学E 4 64 4 1

高等数学F 8 128 4、4 1、2

线性代数A 3 48 3 2
理工类专业选修或必修。

线性代数B 2 32 2 2

概率论 2 32 2 4

理工类专业选修或必修。
数理统计 2 32 2 4

概率统计A 3 48 3 4

概率统计B 2 32 2 4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2 32 2 2 或 3 理工类专业选修或必修。

大学物理A 8 128 4、4 2、3

理工类专业任选1门必修。
大学物理B 7 112 4、3 2、3

大学物理C 5 80 5 2 或 3

大学物理D 4 64 4 2 或 3

教育统计与 SPSS处理 2 32 2 1 或 2

文学、艺术类专业任选1门必修。数学与文化 2 32 2 1 或 2

文科数学 2 32 2 1 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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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息基础课程

信息基础课程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学生，开展分级、

分类教学，可开设的课程有 C 语言程序设计、Java 程序设计、

Python 数据分析基础、Office 高级应用、图形图像处理、数据

库技术应用、网页制作、现代教育技术等，满足学生不同的学

习需求。课程具体安排见表 7。

表 7 信息基础课程安排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讲课

学时

课内

上机

开课

学期
备注

C 语言程序设计 3 48 24 24 2
理工类专业任选1门必修。开课部
门：除机械工程学院外，由电气与

信息工程学院负责开课。
Java程序设计 3 48 24 24 2

Python 数据分析基础 3 48 24 24 2

Office 高级应用 2 32 16 16 1

文学、经管、艺术类专业任选 1
门必修。开课部门：电气与信息工

程学院。

图形图像处理 3 48 24 24 3

数据库技术应用 3 48 24 24 3

网页制作 3 48 24 24 3

现代教育技术 2 32 16 16 5
师范类专业限选。开课部门：电气

与信息工程学院

（5）体育及军事课程

体育为必修课，开课部门为体育工作部，总学时数 144，共

4学分。第 1-4 学期开设，每学期教学周数 16，周学时数 2，另

外 4学时分散进行。体育课程安排见表 8。

表 8 体育课程安排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体育A 4 144 1-4 全校各专业（除小学教育、学前教育）必修。

体育B 4 144 1-4 小学教育、学前教育专业必修。

体育C 4 144 1-4 身体有特殊要求的学生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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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健康训练与测试安排在第 1、第 3、第 5、第 7学期，

计 0.5 学分，作为第二课堂学分。各部门要根据专业及学生身

体状况分类开设体育课程，单独制定教学大纲。

军事课为必修课，包括大学生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教育 32

学时，军事技能训练 2周，共 4学分。军事技能训练安排在第 1

学期学生入学后。由学工部负责落实。

（6）创新创业基础课程

创新创业基础课程为必修课，总学时数 32，共计 2 学分，

由创新创业学院负责落实。

（7）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为必修课，包括大学生职业发展

和大学生就业指导。大学生职业发展安排在第 1学期，8学时，

0.5 学分；大学生就业指导安排在第 6学期，8学时，0.5 学分。

（8）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为必修课，理论教学 16学时，实践教学

1周，共计 2学分。理论教学安排在第 1学期，实践教学安排在

第 2学期，由教师教育学院负责落实。

（9）中国传统文化课程

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和《论语》导读，均为 16 学时，1

学分，各专业从两门课程中任选一门。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安排

在第 1 学期或第 2学期，开课部门为教师教育学院。

（10）通识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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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选修课程主要包括工程技术与自然科学类（A 类）、人

文与社会科学类（B类）、艺术类（C类）、创新创业类（D类）、

外语拓展类（E类）、体育和其他类（F类）、“四史”教育类（G

类）等 7类课程。

通识选修课程修读要求：学生在上述 7 类课程中，必须修

满 8 学分。非艺术类专业学生须在 C 类课程中任选 2 学分；理

工类专业在B类课程中至少选修2学分,文经管艺类专业在A类

课程中至少选修 2 学分；非英语专业由相关学院根据专业实际

情况确定是否选修 E类课程；所有专业在 G类课程中至少选修 1

学分。通识选修课程见附件 1。

2.学科基础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为拓宽和夯实学生专业基础而设置，是引导

学生进入专业课程学习的必学课程。学科基础课程包括学科基

础必修课程和学科基础选修课程。依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目录》（2022 年）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

量国家标准》，同一专业类的学科基础课程原则上相同。师范类

专业应统一开设体现师范特色的学科基础课程。各专业应在第 1

学期开设 16学时的专业导论课程，引导学生了解所学专业的动

态及发展前景，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专业课程

（1）专业必修课程

专业必修课程是在人才培养中为实现专业培养目标，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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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掌握专业核心知识和培养专业核心能力，对提高该专业核心

竞争能力起决定作用的课程。各专业根据专业定位、培养目标

和毕业要求精心设置专业核心课程，原则上要对应《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核心知识领域和课程，

符合相关专业认证标准等要求。专业核心必修课程一般为 8 门

左右。

（2）专业模块课程

专业模块课程是为学生从事本专业工作或继续深造需加深

和拓宽专业知识而设置的课程。各专业应合理设置体现本专业

特色方向课程模块，课程教学内容的选择要能及时反映本学科

专业的最新成果，体现我校专业学科优势和办学特色，并以学

生自主选择专业模块、多规格培养为分流模式。每个专业可设

置 2 个及以上专业模块课程，供学生根据不同专长、爱好和志

向自由选择。学生选择某个专业模块，就必须修完该模块的全

部课程。模块之间课程不应重复。

（3）专业选修课程

专业选修课程是跨专业培养人才的课程，侧重知识的广度、

深度及交叉复合，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专业选修课程应

着眼于引导学生了解学科前沿的最新动态，有效拓展专业知识，

增强实践能力。

鼓励各专业开设融合课程，融合课程包括产教融合课程、

科教融合课程和学科融合课程，各专业开设至少 3 门融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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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学生选修，每个学生需选修 1门及以上融合课程。

①产教融合课程

产教融合课程是现代产业学院多主体协同育人过程中或各

专业在校企合作过程中共建的具有区域产业、行业特色的课程。

此类课程把产业理念、产业技术、产业文化、产业资源融入课

程建设之中，从而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贯

通融合，是服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

②科教融合课程

科教融合课程是将学科专业最新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

容，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提升创新思维能力，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的课程。科教融合课程的教学内容要能够反映本学科基

础理论知识和最新科研成果，吸收先进教学经验，体现新时代

国家、社会和科技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可采用灵活的授

课方式，鼓励采用学术研讨、文献阅读、小组讨论等形式开展

教学任务。

③学科融合课程

学科融合课程是指为培养复合型应用人才而开设的跨学科

课程。学科融合课程可分为跨专业课程、跨学科课程。各专业

要根据复合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达成，以需求为导向，结

合现有课程开设情况，通过新开设、改造、升级等方式，实现

校内课程资源在相同或不同学科专业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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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教学体系

实践教学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要加强课内外、

校内外教学资源的整合与利用，优化相应的实践教学项目与内

容，构建以实训为基础、研发为动力、学科竞赛为抓手、创新

创业为导向的“训研赛创”全方位实践育人体系，加强行业企

业专家合作参与各类实践教学环节，提升实践教学质量，提高

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实践教学包括实验、实习实训、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

文）、第二课堂等。各专业可根据人才培养的要求，合理安排实

践教学内容和实践教学环节，结合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突出

特色。

各专业要加大独立设置实验课程比例，实验学时在 16 学时

及以上的原则上应独立设课。理工类专业实践项目中要安排 2

个以上综合性的课程设计或大型综合实验。课内实验中，综合

性、设计性、创新性等三性实验项目比例要占 50%以上，独立开

设实验课程中，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项目数量比例要

占 60%以上。师范类专业应强化教师职业技能训练，科学安排学

年论文、教学观摩与见习、教育实习、教育研习等实践教学环

节。

工科类专业开设劳动教育与工程训练实践教学环节，其他

类专业开设劳动教育实践教学环节。开课部门为创新创业学院。

具体安排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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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劳动教育与工程训练实践教学环节安排

实践教学环节 周数 学分 开课学期 备注

劳动教育与工程训练A1 2 2 2
机械类专业必修。

劳动教育与工程训练A2 2 2 3

劳动教育与工程训练A1 2 2 2 或 3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电气与信息

工程学院各专业必修。

劳动教育与工程训练B 1 1 2或 3 建筑工程学院各专业必修。

劳动教育 1 1 3 其他专业必修。

鼓励各学院结合自身专业特点，开设实践体验型劳动教育

课程。

理工类专业开设大学物理实验，与理论课大学物理安排在

同一学期。具体安排见表 10。

表 10 大学物理实验教学安排

实践教学环节 学分 学时 周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大学物理实验A 2 64 / 2 或 3

理工类专业任选1门必修。
机械、土木类专业：第 2学期开设；

其它专业：第3学期开设。

大学物理实验B 1.5 48 / 2 或 3

大学物理实验C 1 32 / 2 或 3

第二课堂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学校鼓励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积极参加课外开放实践项目、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项目、科技创新、学科竞赛、社会实践、劳动教育实践、

素质拓展、职业认证等第二课堂创新实践活动，鼓励个性化发

展，进一步促进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的培养。

学生在校期间应获得第二课堂 5 学分，其中必须包含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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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训练与测试 0.5 学分，其他第二课堂学分根据《衢州学院

本科生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通过参加相应

第二课堂学分项目获取。

学生在取得专业培养计划规定的第二课堂学分的前提下，

所获得的超出学分，可以申请替代专业培养方案中的选修课程

或相关实践课程学分，最多可以替代 10 学分，用于替代毕业设

计（论文）所取得的学科竞赛成果不能重复替代其他学分。

五、几类特殊专业培养方案制订说明

（一）辅修专业培养方案

各专业同时完善辅修专业课程设置，并列出先导课程。为

满足学生多样性、个性化培养需要，促进学科交叉和专业复合

型人才培养，学校支持有条件的学院开设辅修专业。学校向学

生提供辅修专业课程学习方案。辅修专业设置的课程应为学科

专业核心课程，学分控制在 16-20 学分之间。学生在取得主修

专业毕业证书的前提下，修读完辅修专业的所有课程并取得学

分，可获得辅修专业证书。

（二）中本一体化、专升本培养方案

中本一体化培养方案制订遵循本原则意见，可以适当降低

数理基础课程层次，加大实践环节安排。专升本培养方案在遵

循本原则意见的基础上，结合高职高专专业的特色，在保证学

生应用实践能力基础上，还要具备科学研究的初步能力。大学

生体质测试及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应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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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升本毕业总学分控制在 80～85 学分之间（含第二课堂 2 学

分），实践教学的设置、要求与所占比例应与该专业四年制的基

本一致。

（三）国际化教育类型的培养方案

国际合作项目或采用全英文授课专业的培养方案，由相关

学院在参考现有同名专业培养方案的基础上制订。各学院在制

订国际合作项目培养方案时，应大胆尝试，积极引进境外优质

教学资源与先进教育理念。双方学校签订的合作协议涉及学分

互认的，应事先报教务处审核。学校鼓励参与国际合作项目的

学生利用寒假、暑假或经学校批准学期，到国外高校进行交换

学习或短期游学，学校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学分认定。

六、教学安排

1.学期安排

实行二学期制，每学期 19 周，毕业学期一般安排 16 周。

其中，授课 16 周，实践教学 2周，期末考核 1周。第 1学期包

含始业教育及军事技能训练 2 周；毕业学期包含毕业答辩、毕

业教育、毕业离校共 1周。

2.学制年限

基本学制为 4年（建筑学专业为 5年，专升本为 2 年），弹

性学制 3～6年（建筑学专业 4～7年，专升本 2～4年）。

3.周学时数

合理安排学期课内教学周学时数。包括选修课在内，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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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时数控制在 25 学时左右。

4.课程考核

所有课程和教学环节均应安排考核。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外语类课程、自然科学基础课程、学科基础及专业类主要课程

等，原则上应安排在考核周内进行考核，体育课程和通识选修

课程在课内完成考核。

5.其它

最后两个学期集中用于安排实践和毕业环节（毕业实习、

毕业设计（论文）），原则上不安排其他理论教学环节。

七、工作要求

1.专业培养方案制订是学校十分重要的教学工作，各学院

要由院长统领，分管教学副院长具体负责，按照本原则意见的

要求，发挥学科团队、基层教学组织、合作企业、校友会等优

势，深入调研分析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知识、

能力和素质的要求及其实现路径，认真组织制订本学院各专业

的人才培养方案。各专业培养方案制订完成后，须经所在学院

学术委员会审议同意后，方能提交学校审核和批准执行。

2.专业培养方案制订要根据学校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培养总

目标，明确专业人才培养规格、定位与目标，根据不同类型专

业认证和新工科、新文科建设要求，符合国家对于思政课、体

育、美育、劳动教育等课程设置的规定，优化课程体系，强化

课程整合，创新教学模式，科学安排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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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专业要同校外专业负责人一起开展针对性强的调查研

究，包括行业人才需求和院校比较研究。每个专业应至少调研

收集 5 份以上国内外同类头部高校的相同或相近专业的培养方

案，至少聘请 5 位以上校外相应学科专业的专家，包括教育部

或者省教育厅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对培养方案的科学

性与合理性进行审核论证，论证意见需形成书面材料。

4.在制订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时，要求新开设课程的教

学大纲和课程简介的编写与培养方案各课程设置同步进行，教

学大纲中要明确课程思政内容，课程名称和学时分配要科学、

合理、规范。在理论课程和实践环节教学大纲中，要特别体现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要注重教学内容的更新、教

学模式和考核方式的改革。

附件：1.通识选修课程

2.衢州学院课程编码规则

3.衢州学院教学单位一览表

4.衢州学院本科专业设置一览表

5.各类层次数理课程内容简介

衢州学院

2024 年 3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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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通识选修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程负责单位 备注

工程

技术

与自

然科

学类

（A

类）

04200241 人文视野中的生态学(网络课程) 2.0 32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04100071 食品营养学 2.0 32

04100101 美容药剂学 1.0 16

04100171 舌尖上的化学品-食品添加剂 2.0 32

04100201
现代农业技术-从田间到舌尖的

奇妙之旅
2.0 32

04100211 美妆化学探秘 2.0 32

04100221 激素与人生 2.0 32

04100231 锂离子电池 1.0 16

04100241 碳中和技术与低碳生活 1.0 16

04100251 护肤品中的化学-给你天使面庞 2.0 32

04200222 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 2.0 32

04200224
垃圾箱中的珍宝-资源回收与利

用
2.0 32

04100261
“黑色黄金”碳纤维-托起航空航

天梦
2.0 32

04100151 材料科技与人类文明 1.0 16

01100162
基于 Python 的人工智能技术与

应用
1.0 16

机械工程学院

01100173 茶文化与茶叶加工技术 1.0 16

01100163 单晶金刚石人工合成技术 1.0 16

01100167 MATLAB图像处理技术及应用 1.0 16

01100168 ANSYS有限元建模与仿真 1.0 16

01100172 数字图像处理及应用 2.0 32

01100161 探秘身边的材料 2.0 32

01100166 动物行为学 2.0 32

01100171 碳中和概论 2.0 32

03130211 建筑数字化建模技术基础 1.0 16
建筑工程学院

03130201 三维数字化测量建模技术 1.0 16

02109931 电子设计基础 2.0 32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02200621 物流业智能系统开发技术 1.0 16

02200831 智慧农业检测技术 1.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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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通识选修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程负责单位 备注

工程

技术

与自

然科

学类

（ A

类）

02200841 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 1.0 16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02200881 智能制造与生产应用 1.0 16

02200901
智能输配电线路故障检测技术及

智能制造与生产应用
2.0 32

02200781 计算思维与算法设计 2.0 32

10101061 网页设计-零基础入门级 2.0 32

教师教育学院

10275231 物理与人类文明(网络课程) 2.0 32

10200031 几何画板 2.0 32

10200061 观赏园艺 2.0 32

10275341 健康导航与科学用药(网络课程) 2.0 32

06100990 多媒体课件的设计与开发 2.0 32 外国语学院

人文

与社

会科

学类

（B

类）

01100142 日本文化及初级日语 2.0 32

机械工程学院
01100155 中国旅游文化 2.0 32

01100160 韩国语和韩国文化鉴赏 2.0 32

01100170 异域风情-巴基斯坦 2.0 32

52100040 健康心理与异常心理 2.0 32 建筑工程学院

02200891 阿拉伯语言文化 2.0 32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05200511 中国传统民俗与地理环境 2.0 32

商学院

05200721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证券投资 1.0 16

05170300 公共关系学 2.0 32

05200671 农业品牌运营与管理 1.0 16

05200701 故事中的经济学 2.0 32

05200781 社会保障数字化改革与应用 1.0 16

05200771 人员素质智能测评系统 1.0 16

05200741
微信小程序设计与新媒体营销应

用
1.0 16

05200711
生态循环农业与有机农业生产技

术
2.0 32

05200731 表达与交流 2.0 32

10100641 南孔文化 2.0 32

教师教育学院

10275371 中国蚕丝绸文化(网络课程) 2.0 32

10200761 看电影学家庭教育 2.0 32

10200531 当代大学生爱情与婚姻指南 2.0 32

10275161 实用文体写作(网络课程) 2.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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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通识选修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程负责单位 备注

人文

与社

会科

学类

（ B

类）

10275271
中华诗词之美(新版)(网络课

程)
2.0 32

教师教育学院
10275471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品格与修养

(网络课程)
2.0 32

10275481
中国文化与文学精粹(网络课

程)
2.0 32

10275531 教师口语艺术(网络课程) 2.0 32

06100870 南孔儒学文化英语说 1.0 16

外国语学院
06100960 体验式“衢州非遗”之旅 1.0 16

06100980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2.0 32

06100830 英语语音训练 2.0 32

32200651 新时代理论宣讲人才培育课 2.0 32

马克思主义学院
32200671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0 32

32200631 民法总论 2.0 32

32300331 中国历史地理(网络课程) 2.0 32

58102017 大学生活的自我整理术 1.0 16 创新创业学院

艺术

类(C

类)

01100143 家具设计欣赏 2.0 32 机械工程学院

52100030 经典心理电影赏析 2.0 32

建筑工程学院
03100050 陶瓷艺术鉴赏 2.0 32

03100060 美丽庭院设计与欣赏 2.0 32

03100081 著名建筑师作品赏析 2.0 32

10100201 舞蹈 2.0 32

教师教育学院

10101051 “一带一路”旅游资源鉴赏 2.0 32

10110922 影视鉴赏(网络课程) 2.0 32

10110931 音乐鉴赏(网络课程) 2.0 32

10200341 钢琴即兴伴奏与歌曲弹唱 2.0 32

10200391 器乐 2.0 32

10200731 中国画作品欣赏 2.0 32

10200741 歌剧重唱 2.0 32

10200751 浙派筝曲赏析与演奏 2.0 32

10201011 中国戏曲鉴赏 2.0 32

10275201 美术鉴赏(网络课程) 2.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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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通识选修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程负责单位 备注

艺术

类(C

类)

10275211 书法鉴赏(网络课程) 2.0 32

教师教育学院

10275241 舞蹈鉴赏(网络课程) 2.0 32

10275381
艺术哲学：美是如何诞生的(网

络课程)
2.0 32

10275391
聆听心声：音乐审美心理分析

(网络课程)
2.0 32

10275411 敦煌的艺术(网络课程) 2.0 32

10275441 戏剧鉴赏(网络课程) 2.0 32

10275451 戏曲鉴赏(网络课程) 2.0 32

10275461 艺术导论(网络课程) 2.0 32

10275521
版面文化与设计鉴赏-教你学

会版面设计(网络课程)
2.0 32

10200381 流行歌曲赏析与演唱 2.0 32

10111011 形体舞蹈与表演 2.0 32

10200771 非遗古琴文化与弹奏 2.0 32

58102035 婺州窑衢州白瓷设计与创作 1.0 16

创新创业学院58102019 非遗文化-蛋雕艺术实践 1.0 16

58102030 衢州非遗竹编技艺实训 1.0 16

创新

创业

类(D

类)

01100148 计算机科学与编程导论 2.0 32

机械工程学院01100164 3D 打印技术与应用 1.0 16

01100169 智能无人系统概论与实践 1.0 16

02200871 知识产权与专利申请 1.0 16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10110930 创新中国(网络课程) 2.0 32

创新创业学院

58102015 服务创新设计训练营 2.0 32

58102016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参赛指导训练营
2.0 32

58102018 新零售的商业创新设计 2.0 32

58102020 创业法学(网络课程) 2.0 32

58102021
网络创业理论与实践(网络课

程)
2.0 32

58102033 乡村振兴青创实战训练 2.0 32

58102034
浙商精神与大学生创新创业指

导
2.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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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通识选修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程负责单位 备注

外语

拓展

类（E

类）

06100501 实用英语翻译与写作 2.0 32

外国语学院

06100511 高级英语视听说 2.0 32

06100880 工程英语 2.0 32

06100920 “一带一路”国家跨文化商务交际 2.0 32

06100970 英语阅读技巧与实践 2.0 32

06101010 英语学术论文写作 2.0 32

06101000 大学日语阅读 2.0 32

06100331 英美文化概况 2.0 32

06100291 跨文化交际 2.0 32

06100890 中国文化英语说 2.0 32

06101040 衢州非遗跨文化传播 2.0 32

体育

和其

他类

(F

类)

02200731 大学生安全文化(网络课程) 2.0 32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10275511 劳动通论(网络课程) 2.0 32 教师教育学院

33100277 太极拳 2.0 32

体育工作部

33200000 攀岩 2.0 32

33200020 篮球训练与竞赛 2.0 32

33200031 羽毛球 2.0 32

33200041 围棋 2.0 32

“四

史”

教育

类（G

类）

35300101 改革开放史(网络课程) 1.0 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35300111 社会主义发展史(网络课程) 1.0 16

35300121 新中国史(网络课程) 1.0 16

35300131 新青年·习党史（网络课程） 1.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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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衢州学院课程编码规则

一、每门课程的课程代码均以 8位数字编码，其格式如下

二、各类课程编码规则

1.开课部门以 2位数字编码（详见附件三）。

2.专业层次以 1位数字编码。

1—本科；2—专科；3—高职；4—研究生。

3.课程序号以 4位数字编码。

（1）0001—0999 为通识必修课；1000—7000 为除通识必

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以外的其它课程；7001—9999 为专业选修课。

（2）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专业实践环节等课程代码

由各开课学院（部、部门）编制；通识必修课、通识选修课的

课程代码由教务处编制。

4.标识码以 1 位数字编码。用于表示选修相同课程时，高

学分可以替代低学分课程，1表示可替代，0表示不可替代。

三、全校统一开设的课程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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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统一开设的课程编码一览表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设

学期
课程类别 开课单位

1 02100091 C 语言程序设计 3 48 2 通识课程

电气与信息

工程学院

2 02100111 Java 程序设计 3 48 2 通识课程

3 02100211 Python 数据分析基础 3 48 2 通识课程

4 02100121 图形图像处理 3 48 3 通识课程

5 02201191 Office 高级应用 2 32 1 通识课程

6 02202181 数据库技术应用 3 48 3 通识课程

7 02100181 现代教育技术 2 32 5 通识课程

8 02100141 网页制作 3 48 3 通识课程

9 10100311 大学物理A1 4 64 2 通识课程

教师教育

学院

10 10100321 大学物理A2 4 64 3 通识课程

11 10100331 大学物理B1 4 64 2 通识课程

12 10100341 大学物理B2 3 48 3 通识课程

13 10100351 大学物理C 5 80 2 或 3 通识课程

14 10100361 大学物理D 4 64 2 或 3 通识课程

15 10130011 大学物理实验A 2 64 2 或 3 实践环节

16 10130021 大学物理实验B 1.5 48 2 或 3 实践环节

17 10130031 大学物理实验C 1 32 2 或 3 实践环节

18 10100401 高等数学A1 6 96 1 通识课程

19 10100411 高等数学A2 4 64 2 通识课程

20 10100421 高等数学B1 4 64 1 通识课程

21 10100431 高等数学B2 4 64 2 通识课程

22 10100441 高等数学C 6 96 1 通识课程

23 10100451 高等数学D 5 80 1 通识课程

24 10100461 高等数学E 4 64 1 通识课程

25 10100470 高等数学F1 4 64 1 通识课程

26 10100480 高等数学F2 4 64 2 通识课程

27 10100371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2 32 2 或 3 通识课程

28 10101091 概率论 2 32 4 通识课程

29 10101101 数理统计 2 32 4 通识课程

30 10100381 概率统计A 3 48 2 或 3 通识课程

31 10100391 概率统计B 2 32 2 或 3 通识课程

32 10100471 线性代数A 3 48 2 或 3 通识课程

33 10100481 线性代数B 2 32 2 或 3 通识课程

34 10100491 数学与文化 2 32 1 或 2 通识课程

35 10100501 文科数学 2 32 1 或 2 通识课程



- 30 -

续表

全校统一开设的课程编码一览表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设

学期
课程类别 开课单位

36 10101001 教育统计与SPSS 2 32 1 或 2 通识课程

教师教育

学院

37 52110050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32 1 通识课程

38 52110060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践） 1 1周 2 实践环节

39 1010113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2 32 1或 2 通识课程

40 10101121 《论语》导读 1 16 1或 2 通识课程

41 06100341 大学英语1 4 64 1 通识课程

外国语学

院

42 06100351 大学英语2 4 64 1 或 2 通识课程

43 06100361 大学英语3 4 64 2 通识课程

44 06100552 大学日语1 4 64 1 通识课程

45 06100553 大学日语2 4 64 2 通识课程

46 321100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3 通识课程

马克思

主义学院

47 3211013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2 32

4（前 8

周）
通识课程

48 3211012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2 32

4（后 8

周）
通识课程

49 321101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1 通识课程

50 32110080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2 分散 实践环节

51 32110050 形势与政策 2 32 1-6 通识课程

52 3211014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2 通识课程

53 33100101 体育 A1 1 36 1 通识课程

体育

工作部

54 33100111 体育 A2 1 36 2 通识课程

55 33100121 体育 A3 1 36 3 通识课程

56 33100131 体育 A4 1 36 4 通识课程

57 33100141 体育 B1 1 36 1 通识课程

58 33100151 体育 B2 1 36 2 通识课程

59 33100161 体育 B3 1 36 3 通识课程

60 33100171 体育 B4 1 36 4 通识课程

61 33100181 体育 C1 1 36 1 通识课程

62 33100191 体育 C2 1 36 2 通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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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全校统一开设的课程编码一览表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设

学期
课程类别 开课单位

63 33100201 体育 C3 1 36 3 通识课程
体育工作部

64 33100211 体育 C4 1 36 4 通识课程

65 58100040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2 32 3或 4 通识课程 创新创业学院

66 52110030
大学生军事理论与国家

安全教育
2 32 1 通识课程

学工部
67 52110040 军事技能 2 2周 1 实践环节

68 52110070 大学生职业发展 0.5 8 1 通识课程

69 52110080 大学生就业指导 0.5 8 6 通识课程

说明：课程名称由汉字和英文字母以及阿拉伯数字组成，

英文字母用于区别同类课程面向不同专业或层次，阿拉伯数字

用于区别同一门课程的不同开课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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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衢州学院教学单位一览表

教学单位代码 教学单位 教学单位代码 教学单位

01 机械工程学院 10 教师教育学院

02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35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 建筑工程学院 33 体育工作部

04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58 创新创业学院

05 商学院 52 学工部

06 外国语学院



- 33 -

附件 4

衢州学院本科专业设置一览表
序号

教务系统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科门类及专业类 所属教学单位

1 0411 化学工程与工艺 工学，化工与制药类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2 0412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工学，材料类

3 0413 环境工程 工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4 0414 材料科学与工程 工学，材料类

5 0416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工学，材料类

6 011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工学，机械类

机械工程学院

7 0112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工学，机械类

8 0113 机械电子工程 工学，机械类

9 0114 机器人工程 工学、自动化类

10 0115 智能制造工程 工学，机械类

11 0311 土木工程 工学，土木类

建筑工程学院12 0312 工程管理 工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13 0313 建筑学 工学，建筑类

14 021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工学，电气类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15 0212 自动化 工学，自动化类

16 0213 物联网工程 工学，计算机类

17 0214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计算机类

18 0215 人工智能 工学，电子信息类

19 0511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工商管理类

商学院
20 0512 电子商务 管理学，电子商务类

21 0513 互联网金融 经济学，金融学类

22 0514 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 管理学，旅游管理类

23 1011 汉语言文学（师范） 文学，中国语言文学类

教师教育学院

24 1012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理学，数学类

25 1013 音乐学（师范） 艺术学，音乐与舞蹈学类

26 1014 学前教育（师范） 教育学，教育学类

27 1015 小学教育（师范） 教育学，教育学类

28 1016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学，设计学类

29 0611 英语（师范） 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类
外国语学院

30 0613 商务英语 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类



- 34 -

附件 5

各类层次数理课程内容简介

附件 5.1 数学类课程内容介绍

1.高等数学 A （适合数学要求较高的工科类专业） 10 学

分

函数的极限与连续、导数与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应用、

不定积分、定积分、定积分应用、常微分方程、向量代数与空

间解析几何、多元函数微分法及其应用、重积分（含三重积分）、

曲线积分与曲面积分、无穷级数(含傅里叶级数)。

2.高等数学 B （适合一般工科类专业） 8 学分

函数的极限与连续、导数与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应用、

不定积分、定积分、定积分应用、常微分方程、向量代数与空

间解析几何、多元函数微分法及其应用、重积分（含三重积分）、

曲线积分、无穷级数(不含傅里叶级数)。

3.高等数学 C （适合偏文科类专业） 6 学分

函数的极限与连续、导数与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应用、

不定积分、定积分、定积分应用、常微分方程、向量代数与空

间解析几何、多元函数微分法及其应用、二重积分。

4.高等数学 D （适合文科或艺术类专业） 5 学分

函数的极限与连续、导数与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应用、

不定积分、定积分及其应用、常微分方程。



- 35 -

5.高等数学 E （适合文科或艺术类专业） 4 学分

函数的极限与连续、导数与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

不定积分、定积分及其应用。

6.高等数学 F （适合中本一体化的工科类专业） 8 学分

函数的极限与连续、导数与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应用、

不定积分、定积分、定积分应用、常微分方程、向量代数与空

间解析几何、多元函数微分法及其应用、重积分、曲线积分与

曲面积分、无穷级数。

7.线性代数A 3学分

行列式、矩阵及其运算、矩阵的初等变换与线性方程组、

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相似矩阵及其二次型。

8.线性代数B 2学分

行列式、矩阵及其运算、矩阵的初等变换与线性方程组、

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相似矩阵及其二次型(仅作了解)。

9.概率统计A （需要统计知识的工科类/经管类专业） 3

学分

随机事件及其概率、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多维随机变量及

其分布、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大数定律与中心极限定理、数

理统计的基本概念、参数估计、假设检验。

10.概率统计B 2学分

随机事件及其概率、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多维随机变量及

其分布、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数理统计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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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概率论 2学分

随机事件及其概率、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多维随机变量及

其分布、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大数定律与中心极限定理。

12.数理统计 2学分

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参数估计、假设检验、方差分析、

假设检验。

13.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2学分

复数与复变函数、解析函数、解析函数的积分、解析函数

的级数表示、留数及其应用、拉普拉斯变换。

14.文科数学 （适合文科或文理兼招专业） 2 学分

函数的极限与连续、导数与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

不定积分、定积分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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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 各类层次大学物理理论及实验教学内容简介

1.大学物理 A 8 学分，128 学时

主要讲解力学、热学、电磁学、振动与波动，波动光学及

专题选讲等六部分内容。

2.大学物理 B 7 学分，112 时

主要讲解力学、电磁学、振动与波动，波动光学及专题选

讲等五部分内容。

3.大学物理 C 5 学分，80 学时

主要讲解由力学、热学、电磁学及专题选讲等四部分内容。

4.大学物理 D 4 学分，64 学时

主要讲解力学（质点力学）、热学、电磁学（静电场、稳恒

磁场、电磁感应）专题选讲等三部分。

5.大学物理实验 A 2 学分，64 学时

课时分配:理论课 3 学时、课堂实验操作考试 3 学时、实验

操作 58 学时。实验操作共 16 个实验，其中必做实验 12 个，分

力学实验、电学实验、光学实验、综合设计性实验和近代物理

实验，余下的 4 个实验根据专业侧重面的不同在选做实验中选

择。

6.大学物理实验 B 1.5 学分，48 学时

课时分配:理论课 3 学时、课堂实验操作考试 3 学时、实验

操作 42 学时。实验操作共 12 个实验，其中必做实验 9 个，分

力学实验、电学实验、光学实验、综合设计性实验和近代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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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余下的 3 个实验根据专业侧重面的不同在选做实验中选

择。

7.大学物理实验 C 1 学分，32 学时

课时分配:理论课 2 学时、课堂实验操作考试 3 学时、实验

操作 27 学时。实验操作共 9 个实验，其中必做实验 6 个，分力

学实验、电学实验、光学实验、综合设计性实验，余下的 3 个

实验根据专业侧重面的不同在选做实验中选择。

衢州学院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1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