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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6 版本科专业综合培养方案修订 

指导性意见 

 

人才培养方案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总体计划和实施方案，

是学校组织教学过程、安排教学任务、确定教学编制、保证人才

培养质量的基本依据。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

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

36 号）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全面提

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意见》（豫政〔2015〕41 号）的文

件精神，进一步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本科教育教学质量，

满足人才培养的需要，现提出修订本科综合培养方案的指导性意

见。 

一、指导思想 

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结合教

育部关于专业认证和专业评估工作的相关要求，服务河南省地

方、行业经济发展和中原经济区、航空港区建设需要，以培养学

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为核心，注重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和创新

创业教育相结合，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知识丰富、能力

突出、素质优良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二、基本原则 

1.注重素质教育和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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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素质教育贯穿整个培养过程，坚持知识、能力、素质协

调发展和综合提高的原则，在重视知识传授的基础上，大力加强

学生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实践

能力、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使学生通过学习，尤其是自主学习，

获取可适应社会发展变化和终身教育需要的知识、能力结构和基

本素质。 

2.完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加强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积极推进人才培养模式、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把创新创业教育有效纳入专业教育和

综合素质教育教学体系中，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创新创业教育

课程体系。突出专业特色，将创新创业类课程与专业课程体系有

机融合，使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与专业实践教学有效衔接。各专业

在培养方案中应设置 2-6 个创新创业学分。 

3.参照专业人才培养标准，对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 

参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关

注本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对其人才培养质量的基本要求，在此

基础上确定课程体系，并设计相应的理论与实践教学环节。工科

类专业应融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理念，科学构建基于专业认证通

用标准和各专业认证补充标准的课程体系。 

4.借鉴先进教育理念，优化课程体系 

借鉴国际先进教学理念，对课程体系进行整合优化，进一步

减少总计划学时。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结合专业人才培养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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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定 10 门左右由学科必修课和专业必修课程组成的核心课

程。建立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矩阵，将人才培养方案中明确的各项

知识、能力、素质与相应的理论和实践教学环节相对应。 

5.加强实践教学，突出人才培养特色 

全校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应继续突出实践动手能力

强的人才培养特色，充分发挥实践教学环节在人才培养中的作

用，将实验教学、实习实训、社会实践、学科竞赛等作为教学活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实践教学体系的再设计、实践教学内容

的再整合，打通专业实验课程，建立完整、科学的实验教学体系，

进一步增强实践教学环节的系统性、层次性。 

三、本科综合培养方案的总体结构和设置说明 

1.总体结构 

本科综合培养方案的总体结构由主修教学计划、通识教育选

修课、双学位教学计划和二课活动计划组成。 

综合培养方案总学分 175 学分以内，其中主修教学计划中

理论教学 120 学分左右，实践教学控制在 36-42 学分，（五年制

本科专业的总学分 205 分以内，其中主修教学中理论教学 125

学分左右，实践教学 60 学分），通识教育选修课 12 学分，第二

课堂 5 学分。 

主修教学计划、通识教育选修课程计划、第二课堂活动计划

三个计划面向全体学生，双学位计划主要面向学习成绩达到一定

要求且学有余力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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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修教学计划、通识教育选修课程计划和双学位教学计划由

教务处和教学院部共同制订完成，第二课堂活动教学计划由学校

团委提出具体方案并负责实施。 

2.主修教学计划总学时及课程体系设置 

对于四年制本科专业，理论教学计划的课程体系由 4 个课程

平台组成，即通识教育必修课程平台、学科必修课程平台、专业

必修课程平台、专业选修课程平台，理论教学总学时控制在 1800

学时左右（五年制本科专业控制在 1900 学时左右）。在设置各

学期课程时应综合考虑学生学习负荷的均衡性，每学期的考试课

程控制在 3-4 门，周学时控制在 20 学时以内为宜。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平台旨在提高学生的政治理论素养和道

德文明水平、自然科学素养和艺术文化素养，加强学生的身体与

心理素质，掌握必要的国际交流语言和获取信息的现代化手段与

工具，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 

学科必修课程平台由专业所在学院根据学科特色和专业基

础知识的需要进行课程设置。构建培养方案时，同一学科要打通

学科必修课程，同时认真研究和把握学科必修课程间的先修后继

关系，注重各门课程间的系统性、连贯性，以达到利用较少的学

时使学生掌握完整的学科专业基础知识的目的。 

专业必修课程平台由专业所在学院根据凝练的专业特色进

行课程设置。各专业必修课程的设置要体现本专业特色，充分考

虑到课程的先修后继关系，注重专业知识的整合和融会贯通，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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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课程内容的重复。建议取消各专业的专业外语课程，专业外语

知识的获取以在各专业课的讲授中加入双语教学内容的方式来

实现。 

专业选修课程平台为拓宽专业知识领域类课程，由各专业根

据专业发展方向和前沿技术发展趋势选择相关课程，目的是进一

步开拓学生视野，了解专业前沿知识，提高专业素养。本平台课

程学生至少需修够 10 学分方可毕业。 

3.通识教育必修课程平台课程设置说明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平台由思想政治类、数学类、计算机类、

外语类、体育类、创新创业类、艺术教育类等课程组成（具体见

教学计划模板），由学校统一安排设置，根据专业差异可以有不

同的要求。 

（1）对于《信息检索》、《艺术鉴赏》、《大学物理》课程，

各专业可根据需要合理安排课程上课学期；对于大学生创新创业

指导课程，可根据教学内容不同分两学期学习。各通识教育必修

课程平台中其他课程的各项设置不能任意更改。 

（2）对于信息与计算科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应用物理、

应用化学等理科类专业，其数学和物理类课程不做统一要求。 

（3）对于数学类、计算机语言类、电工学类、工程图学类

课程，各专业可根据专业特点合理选择课程的取舍及教学内容。 

《高等数学》的具体设置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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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考核方式 建议 

DB0102001-2 《高等数学》A（上、下） 150 考试 工科各专业 

DB0102003-4 《高等数学》B（上、下） 120 考试 经管科各专业 

DB0102007-8 《数学引论》（上、下） 60 考查 文法艺科各专业 

计算机语言类课程的具体设置要求如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理教

学时 

上机

学时 
总学时 

考核

方式 
建议 

DB0808016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32 28 60 考试 艺经管文法科各专业 

DB0802020 多媒体网页设计 30 30 60 考查 艺文科各专业 

DB0802005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VB.NET) 40 20 60 考试 理工经管科各专业 

DB0802004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C) 40 20 60 考试 理工科各专业 

 

电工学类课程的具体设置要求如下： 

工程图学类课程的具体设置要求如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考核方式 建议 

DB0309001 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 A(上) 60 考试 
机械类专业 

DB0309002 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 A(下) 45 考查 

DB0309003 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上) 60 考试 
近机类专业 

DB0309004 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下) 30 考查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考核方式 建议 

DB0401001  电工学上（电工技术） 45 

考试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 

车辆工程专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应

用工程、能环与动力工程、安全工

程专业 
DB0401002 电工学下（电子技术） 30 

DB0401003 电工学 60 考试 其它各工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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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0309005 机械制图 A 60 考试 

非机类理工科各专业 DB0309008 机械制图 B 45 考查 

DB0309009 机械制图 C 30 考查 

4.主修教学计划中实践教学环节设置说明 

（1）各专业要根据专业需求合理安排实践教学环节，实践

教学环节总体时间设置要求如下：对于四年制本科专业，工科类

专业控制在 40-42 周，文、理、艺、经、法、管科各专业控制

在 36-38 周；对于五年制本科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控制在 55-60

周。 

（2）文学类、法学类、理学类和艺术类专业可以根据学科

专业需要安排实习（或实践）内容，对“金工实习”学校不再作

统一要求。 

（3）工科类、经管类各专业的金工实习、电工实习按以下

要求进行安排： 

专业类别 金工实习安排 电工实习安排 

机类专业（包括机自、车辆、机械电子） 金工实习 6周 电工电子实习 2周 

近机类各专业（包括土木、建环、热能、材

控、材科） 
金工实习 3周 电工电子 2周或者钣管焊实习 3周 

非机类各专业（计算机、网络、测控、电气

类、服工、建筑、纺织、轻化、工业、工设、

安全、环境、化学、高分子、经管类专业） 

金工实习 2周 电类各专业电工电子实习 2周 

非工科类各专业（可适当安排） 金工、电工电子（认识）实习 1周 

（4）实践环节要注重学生基本技能、专业技能的训练和创

新创业意识的培养，实现创新创业学分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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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程设计要突破单门课程的思路，提倡依托系列课程

进行系统安排，体现一定的工程实际背景，并结合学生创新意识

和能力的培养，达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目的。 

5.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的设置与要求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是为了进一步引导学生广泛涉猎不同学

科领域，拓宽知识面，学习不同思维方法，强化学生综合素质而

设置的。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分为以下五类：人文与社会科学类、

数学与自然科学类、中华文明与外国文化类、跨学科领域类、高

新技术类。在每一类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中，学生至少需选修 1

学分、总学分达到 12 学分方符合毕业要求。 

四、本科综合培养方案修订程序 

本科综合培养方案的修订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1.各学院组织专业教研室进行专业调研。 

2.各学院组织相关人员讨论、制订培养方案，形成初稿。 

3.各学院对初稿进行审核，并组织校内外专家进行论证，修

改后经学院领导签字，上交教务处。 

4.教务处组织专家对培养方案中的通识教育必修课程、选修

课与必修课的比例，以及其他规范性要求进行审核，对部分专业

的培养方案论证情况进行抽查，提出修改意见。 

5.教务处将修改意见以书面形式反馈专业所在学院，学院根

据修改意见组织人员进行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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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修改稿经学院领导、教务处处长、主管校长分别签字后，

形成综合培养方案定稿。 

五、其他 

1.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 

2.本意见解释权归教务处。 

 

 

 

中原工学院 

2015 年 12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