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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计划是教学工作的总体设计，是实现培养目标和组织教学过程的基本依据。

现根据学分制管理的要求和我校实际情况，提出我校制定本科教育学分制教学计

划的原则性意见。  

 

一、指导思想 

1.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造就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2.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体现“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的时代精神。着力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主性，改革传统的教学管理模式，以适

应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需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3.注重课程体系、结构、内容的优化与重组。体现“加强基础，强化实践，注重

能力，提高素质”的思想，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4.努力吸取国内外关于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等方面研究与

实践方面取得的最新成果，并将其体现在教学计划中。  

 

二、基本原则 

 

1.基础性原则 

教学计划要体现本科教育的基础性和阶段性。在培养符合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

求的高素质毕业生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夯实理论基础，拓宽专业口径，体现学

科交叉融合、为学生终身学习和继续深造奠定坚实的基础。 

2.协调发展原则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新的教学计划要优

化人才培养过程，构建课内外一体化的培养模式，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与提高

素质为一体，使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突出学生能力的培养和全面

素质的提高，将素质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3.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原则 

压缩课内学时，为学生的自由学习和发展提供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强化“以学生

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育观念，减少课内总学时，以便为学生的自学和独

立思考留出一定的空间和时间。理、工、管、经济类专业，课内总学时控制在

2500 学时；语言、法学类专业，课内总学时控制在 2800 学时。其实现途径，一

是课程内容整合；二是精简课内，加强课外；三是改进教学方法，引入现代化教

学手段，提高教学效率。 

4.整体优化原则 

按照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要求，合理调整课程设置，进行课程的重组和整合，整体

优化知识结构和课程体系，增强课程的先进性、综合性和实践性。在课程设置中，

既要设置培养学生具有较宽厚基础的课程，又要设置一定比例的体现专业方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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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体现知识交叉与融合的应用型课程。要将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先

进的科学技术以及最新的科研成果及时传授给学生。实现课程体系优化要摒弃每

门课程自成体系的观念，精简课程，避免重复，加强课程间逻辑和结构上的联系。

要防止“因人设课”和“无师不设课”的倾向。 

5.加强实践，注重能力培养原则 

实践教学是学生培养的重要环节，旨在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要从学校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出发，强化实践环节，对实验、实习、

课程设计、社会实践、毕业设计（论文）和课外科技活动等实践性教学环节进行

整体、系统的优化设计，明确各实践教学环节在总体培养目标中的作用，逐步完

善实践教学体系。着力开发设计性、综合性实验以及综合性课程设计，深化毕业

设计（论文）和各类实习的改革。结合学分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构造一批独立设

课的实验课程，有条件的课程都应努力增加可开实验项目数，以供学生选择。 

6.注重个性，贯彻因材原则 

共性与个性，统一与灵活相结合，是教学计划制定的重要原则，必须考虑学生的

基础和兴趣、特长、能力、志向等方面的差异，以及社会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

开设足够数量的选修课，在保证学生在掌握必要的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建立起富

有个性的知识结构，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和知识结构多样化。  

 

 

三、课程体系的构成及学分分布 

 

（一）课程体系的构成 

各专业课程体系由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专业课、任意选修课、实践教学环

节和第二课堂活动等部分组成，以形成较完整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1．“公共基础课”为校定必修课程，主要包括“两课”、外语、计算机文化基础、

体育、军事理论、形势与政策和大学科门类必修的基础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

理、物理实验）等。 

2．“学科基础课”为学院（部）或系定必修课程，是学科门类下所属各个专业共

同修读的课程，选择了该学科专业的学生必须修读。 

3．“专业课”为专业定课程，分为“专业必修课”和“限定选修课”两大类。 

“专业必修课”是指与学生未来职业有密切关系的知识和技能的课程，其在所学

的学科专业知识中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课程。 

“限定选修课”是指为加深某专业方向或特色的专业课程组。也可按专业方向分

成若干模块，以供学生按不同兴趣自行选择。开设课程的学分至少应多于所规定

的学生应修学分的 30％。 

4．“任意选修课”为校定选修课程，是指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在全校范围内

开设的为加强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开设的选修课。学生选修非本学科专业课程视

为公共选修课程。 

5．“实践教学环节”包括毕业设计（论文），课程设计、论文综述、生产实习、

毕业实习，金工实习，社会调查等培养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及实践能力的教学活

动。一般均为学生所必修。 

6．“第二课堂”包括专家讲座、课外科技活动、学生社团活动、学科竞赛、各

类培训等形式。学生必须修满规定的第二课堂学分方能毕业。 

（二）课程设置与学分计算 



1.“公共基础课”由教务处会同各学院（部）协商后共同确定。学科基础课、专

业课及实践教学环节，由各学院（部）在学校确定的学分框架内自主设定。 

2.“第二课堂”的学分认定按《上海海事大学本科生第二课堂学分实施细则》执

行。 

3.每门课程学时原则上必须是 9的倍数。 

4.理论教学以 18 学时计 1学分。体育课、计算机上机操作课和独立设课的实验

教学课等按 36 学时计 1学分。课内实验学时与学分的折算与理论学时一致。实

践教学环节按每 2周计 1学分。 

5.除语言和法学类专业外，其他各专业教学计划内总学分数控制在 155－160 学

分；语言和法学类专业教学计划内总学分数控制在 165－170 学分。 

6.课内总学时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的计划学时，包括实验课程，但不包括实践教

学环节、第二课堂活动及“形势与政策”课。 

7.专家讲座 1学分，计入第二课堂学分。 

8.“形势与政策”1学分，计入公共基础课，但不采用课堂讲授形式，成绩由学

生处认定。 

9、公共基础课及学科基础课设置参见附件。 

（三）学分分配 

建议各专业按下表要求分配各类课程学时和学分比例，各类课程比例为原则性意

见，各专业可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其中，必修与选修及各类课程比例偏差不得超

过 2％，总学分必须控制在学校规定的范围内。 

各类课程设置比例  

序

号 

课程类别 课程

性质 

理、工、经、管类专

业 

语言、法律类专业 航海类专业

   学分比例（％） 学分比例（％） 学分比例

（％） 

 

1 

 

公共基础课 

 

必修 

57 53 53 

 

2 

 

学科基础课 

 

必修 

  

 

3 

 

专业必修课 

 

必修 

10 10 15 

 

4 

 

限定选修课 

 

选修 

10 10 7 

 

5 

 

任意选修课 

 

选修 

10 15 5 

 

6 

 

实践教学环节 

 

必修 

10 10 18 

 

7 

 

第二课堂 

 

必修 

3 2 2 

 

合 

100 100 100  



计 

（四）教学计划的主要内容 

教学计划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培养目标 

2.培养要求 

3.主干学科 

4.主要课程 

5.主要实践教学环节 

6.学制 

7.授予学位 

8.XX 专业课程关系结构图（参考附图） 

9.教学计划表  

四、组织工作 

 

1．各学院（部）组成以教学院长（主任）为组长的学院（部）制定本科教学计

划工作组。各工作组应在广泛调研国内外相关学校教学计划的基础上，通过认真

研讨，充分论证，完成教学计划的制订工作。  

2．各学院（部）教学与专业发展委员会负责审核本学院（部）各专业（类）

教学计划。  

3．学校成立校教学计划制定工作专家组，对教学计划制定工作中的重大问

题进行研讨，并负责对全校各专业（类）教学计划进行验收答辩。  

4．各专业教学计划验收合格后，报主管校领导批准后颁布实施。  

 

五、提交材料要求 

 

1．教学计划一份（格式可从教务处网页相关栏目下载）。 

2．制定教学计划的论证报告一份（主要内容包括：与国内外同类高校教学计划

的比较研究、人才市场需求情况，新教学计划的特色等）。 

以上各项材料用 Word 文档按 A4 纸排版打印，并提供电子文档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