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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 台 大 学 文 件
烟大校发〔2019〕76 号

烟台大学关于 2020 版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指导性意见

人才培养方案是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要求以及培养过程和

方式的总体设计，是学校保证教学质量的基本教学文件。为提

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适应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需求，根据《教

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

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

称《国标》）和专业认证要求，学校决定启动 2020 版本科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并就修订工作提出如下指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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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全省教育大会和新时代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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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大会精神，坚持立德树人，围绕建设“特

色鲜明、部分学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大学”的办学定位

和目标，坚持“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牢固树立“以学生为

中心”的人才培养理念，以《国标》和专业认证标准为依据，

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培养合

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人才支撑。

二、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

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社会责任感，专业基础扎实、

实践能力强，富有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各专业根据我校人才培养

总目标，按照《国标》和专业认证的要求，结合本专业特点和

社会需求，确立具体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明确专业培养要求，

提出专业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具体要求，形成定位准确、去向

明确、各具特色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

三、修订原则

1.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原则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铸魂育人，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所有课

程都要有机地融入思政元素；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

视美育和劳动教育，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培养正

确的劳动观念和劳动态度；强化体育、国防及安全教育，促进

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等全面协

调发展，引导培养学生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和良好精神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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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达成“五度”、保障质量原则

各专业严格按照《国标》和专业认证等标准，确保培养目

标的准确定位及达成。以目标和产出为导向，通过教师和教学

资源对学校人才培养的保障度、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运行的有效

度，实现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的适应度、学校人才培

养目标与培养效果的达成度，从而提高学生和用人单位对人才

培养质量的满意度。

3.注重基础、强化能力原则

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目标，

以强化专业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为根本，以提升能力为重点，

优化课程设置和教学环节。强化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教

学，夯实基础，削枝强干，增加基础课程学时学分，整合、削

减、删除过于精深、内容狭窄的方向性课程，学科基础平台的

学分占比不低于总学分的 25%；强化实践教学，与行业接轨，

突出专业的基本训练，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提升实践应

用能力。

4.学生中心、个性化培养原则

在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因材施教，尊重学生，注重学

生的个性化发展，构建以“学”为中心的课程体系，设置与学

生个性化发展相适应、与专业特色相吻合的选修课程，并提高

选修课的比例，扩大学生的学习自主权，促进学生多元发展。

5.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原则

根据“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建设要求，强

化学科交叉、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育人理念，主动适应信息

社会对人才需求的转变，鼓励跨学科、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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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渗透、理工结合的综合性、交叉性课程。吸收行业企业共

同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共同制定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

植入企业课程、校企共建课程，努力实现人才培养与行业企业

需求的零对接。

四、修订要求

1.严格对标，强化标准与质量意识

各专业要认真落实并严格按照《国标》和专业认证等标准，

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准确定位符合《国标》要求的专业培养

目标，规范“培养目标”、“毕业要求”的描述，并以此为依

据，科学设置满足《国标》要求的课程体系，杜绝因人设课现

象，确保人才培养方案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2.追求卓越，促进专业特色发展

注重内涵建设，适应经济发展需求，切实将“六卓越一拔

尖”2.0 版及“四新”的新标准、新理念、新要求融入人才培

养方案，超前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根据自身优势和专

业特色，更新教学内容，强化思维训练，增设学科前沿类、专

业特色类等课程，实现专业特色发展。

3.强化实践，提升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进一步完善以能力提升为重点的实践教学体系，人文社科

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不低于总学分的 20%，理工农医类专业不

低于总学分的 30%。各专业应认真梳理实验项目，更新实验教

学内容、设计开出新的实验项目，专业实验中综合性、设计性

和研究创新性实验在总实验设置中的占比不低于 70%。加强创

新创业教育，将其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专业课中设置不少于

2 学分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实施科技创新学分认定制度，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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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学生参加科技创新活动，并按照文件规定给予学生相应的选

修学分。

4.严控学时学分，增加课程难度

着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设高阶性的

学习课程，增加课程学习难度与强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能

力，适当压缩课内学时，减少课内必修学分，必修课占比不超

过 75%。

四年制本科专业总学分，人文社科管理类专业一般控制在

150—160 学分，理工农医类专业一般控制在 160—170 学分；

五年制本科专业总学分数一般不超过 200 学分。（参加国际实

质等效专业认证确实需要增加学分的专业，总学分不得超过

175 学分，五年制本科专业总学分不得超过 210 学分）。

5.学分计算

总学时包括课内学时与课外学时；总学分包括理论教学学

分和实践教学环节学分。理论课每 16 学时计 1 学分，实验课、

体育课、分散进行的专业实践课每 32 学时计 1 学分；集中进

行的综合设计、毕业论文（设计）、实习等，1 周计 1 学分；

课外上机实践不计学分。毕业论文（设计）环节理工农医类专

业控制在 6—8 学分，人文社科管理类专业控制在 4—6 学分。

每门课程的学分必须为 0.5 的倍数。

五、课程体系与课程设置

2020 版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由平台+模块构成，平台

分为公共基础、学科基础、专业教育、实践教学和综合素质五

个平台，每个平台可设若干模块，模块下包括若干课程（群）。

课程按性质分必修和选修两类，选修课又分为限定选修和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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