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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版本科专业全程培养方案制订 

指导意见 
 

为全面贯彻全国教育大会、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关于加

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文件要求，进一步深化本科教育教学

改革，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和能力，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

标准》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本科专业全程培养方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南大教字〔2008〕

26号）的相关规定，学校决定，在全面总结 2016版和 2016修订版本科专业培养方案实施情

况的基础上，启动 2020 版本科专业全程培养方案制定工作。现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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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高等教育

教学规律和学生成长成才规律，坚持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目标导向，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国际视野、创新能力。以教育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和新文科建设、一流专业建

设为契机，深化专业内涵建设，优化课程设置，改革教学内容，构建多元化、个性化、高水

平的人才培养体系。以本科专业类质量国家标准和专业认证标准为依据，提升专业培养目标

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生发展需求的契合度、课程体系设置对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通过推行专业核心课程制度、创新课程制度、辅修专业（学位）和双学位制度，彰显财经政

法融通型人才培养特色。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学生中心、目标导向原则 

依据《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各类专业认证要求、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

的专业人才培养规范和卓越培养计划 2.0 通用标准，按照学校办学定位以及人才培养总目标，

结合本学科专业特色，在充分调研毕业生、用人单位、社会需求以及学科专业支撑条件的基

础上,科学设定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围绕毕业要求设计课程体系，保证内外需求与培养

目标、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毕业要求与课程体系之间具有良好的对应关系，切实提高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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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的目标达成度和社会适应度。 

（二）坚持完善体系、持续改进原则 

结合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目标、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学科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社

会对人才的毕业要求、专业教学条件以及现有培养方案的问题分析，不断完善培养体系。培

养体系的内容能够通过教学检查、专项评估以及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手段进行实施情况验证，

方便查找薄弱环节、分析存在问题和实现持续改进。 

（三）坚持课程优化、内容综合原则 

按照知识、能力、素质结构的内在联系和教育教学规律，对应培养要求和培养规格，合

理确定各类课程在人才培养计划中的比例，整体优化课程体系，形成课程设置先行后续关系

恰当、教学内容前后衔接、知识结构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加大课程的整合力度，提高课程

的综合化程度，为学生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明确专业核心课程、创新课程，保

证学生专业素养教育质量。 

（四）坚持凸显特色、引领教改原则 

充分发挥学校主干学科优势，强化财经政法融通教育，使学生共同具有基本的当代财经

政法融通人才学养。培养方案能充分引领学分制改革、专业大类人才培养、实践实验教学和

创新创业教育、通识教育改革、大学英语课程改革，实行专业核心课程制度和创新课程制度、

实行辅修学位（专业）和双学位制度等。 

（五）坚持统一要求、兼顾差异原则 

本科人才培养整体执行《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对本科人才培养目标、质量的

统一要求。根据学校本科人才培养对象的差异，分别对港澳台学生、留学生、辅修专业（学

位）/双学位学生以及其他特殊对象，执行上级主管部门以及学校相关人才培养规定。 

三、总体要求 

（一）科学构建人才培养体系 

2020版本科专业全程培养方案中的人才培养体系涵盖德、智、体、美、劳等方面，通过

课程教学、集中性实践教学、课外素质教育等环节实施。课程分为包括独立开设实验课在内

的通识课、专业课，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分为社会实践（调查）、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

实习、学年论文、毕业论文（设计）等，课外素质教育包括课外科技文化活动、志愿服务、

创业训练、文体活动、劳动体验等。 

（二）总量控制毕业学分要求 

各专业毕业总学分控制在 150—160学分。降低必修学分要求，增加选修学分比例，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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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培养方案中的选修学分不低于总学分的三分之一。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的实践实验教学学

分（学时）占比不低于 15%，自然科学类专业的实践实验教学学分（学时）占比不低于 25%。 

（三）整体提升通识课程质量 

构建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有机融合的课程体系。打通原有的学校平台课程和相关学科基

础课程，构建家国情怀、国际视野、文化传承、科学素养等通识课程四大模块。 

（四）全面优化专业课程设置 

各专业根据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总体要求，优化专业课程设置，明确专业核心课

程，开设专业全英文课程、综合性独立实验课程以及创新课程。创新课程采用目标高阶、内

容高阶、方法新颖、挑战难度的形式实施创新教育。 

（五）合理形成支撑关系逻辑 

各专业要认真分析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的支撑关系和内在逻辑，合理形成毕

业要求支撑培养目标矩阵图、课程体系支撑毕业要求矩阵图。 

四、基本框架 

培养方案应包括：专业简介、适用专业范围、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体系、集中性

实践教学环节、课外素质教育、教学计划表、人才培养多样化等。 

五、学分结构 

1.培养环节与学分安排 

培养环节/课程类别 学分 类型 学分 

课堂教学 

通识课 至少 50 
必修 33以上 

选修 16以上 

专业课 80左右 
必修 50左右 

选修 30左右 

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 16 必修 16 

课外素质教育 6 必修 6 

总学分合计 15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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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结构与学分安排 

课程大类 课程模块 课程类型 
课程 

学分 

课程 

性质 

开设 

学期 

通识教育

课程 

家国情怀 

思政课 12 必修 1--4 

形势与政策 2 必修 1--8 

军事理论 2 必修 1--4 

大学体育 4 必修 1--4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必修 1--2 

读懂中国系列等 8 选修 1--4 

国际视野 
大学外语 7 必修 1--2 

外语应用、东西方文化等 4 选修 3--8 

文化传承 
传统文化、历史、哲学、文

学、艺术等 
4 选修 1--4 

科学素养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类 0-8 必修 1--4 

计算机类 4 必修 1--2 

数理基础、自然科学等 0-2 选修 1--4 

专业教育

课程 

大类平台 
大类基础 39 必修、选修 2--6 

经法管融通 6 选修 2--6 

专业方向 专业核心、创新 35 必修、选修 4--8 

 

注：1、港澳台侨学生可以申请免修政治课和军训课，此类课程学分可以修读，读懂中国类系列课程和通

识选修类课程学分替换。 

2、以上所指政治课共 5门，包括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上、下）、形势与政策(1--8)、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合计 16学分。 

3、通识选修课中的《港澳法制概要》（第 3学期）、《中国政府治理之道》（第 4学期）为港澳台学生的必

修课。 

4、军训类课程学分可以港澳台新生训练营中的《中国政府变革与发展》课程替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