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连海洋大学教务处文件 
大海大教发 [2019]18号 

关于进一步完善 2019 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根据论证专家意见，结合前期工作实际，现就进一步完善 2019

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提出如下要求： 

一、梳理专业核心能力，进一步明确培养目标 

遵循成果导向教育理念，根据横向分类、纵向分层、特色发展的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围绕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与需求，结合专业教学质

量国家标准及专业认证标准，进一步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培养目标的

表述要清晰、精准、具体、条理清晰，明确本专业毕业生经过 5 年后

的工作实践应达到的具体目标，每个培养目标都应对应具体的核心能

力，且每个核心能力都有明确要求。 

二、确定核心能力指标点，进一步规范毕业要求 

结合学校制订培养方案指导性意见提出的毕业要求，根据专业培

养目标,进一步明确本专业学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核心能力和素养

要求，形成清晰具体的、可测评的专业核心能力的组合,分列出准确

具体的指标点,即相应的学习成果。分项分解，层次清晰，语言精练，

表达准确，能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有效衔接。尽量不使用“了解”

“掌握”等含糊的词汇,建议使用“具备×××能力”这样明确的术

语来描述认知的程度。 

三、严格控制修读学分，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 

根据专业核心能力指标点确定课程体系,专业核心能力与其指标

点逐条落实到具体的课程中，建立清晰的映射关系。即每一个核心能



 

力指标点都有相对应的课程来支持,同时每一门课都应该有所指向的

核心能力指标点。一门课程可以支撑一个或者多个核心能力指标点,

一个核心能力指标点可以对应一门或者多门课程，明确每门课程对专

业人才培养的贡献度,为课程结构和内容的优化提供重要依据。 

在此基础上，严格控制修读学分，各类别学生毕业应取得最低学

分应符合指导性意见提出的要求，不得超出规定的范围。即工学、理

学类专业毕业总学分 160-175 学分；农学类专业毕业总学分 150-160

学分；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毕业总学分 150-160学分。 

四、其他方面要求 

（一）主干学科 

参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 年）》确定，

按照一级学科设置相关主干学科 2-3 个，复合应用型专业应具备 2 个

及以上主干学科。 

（二）专业核心课程 

认真研究核心课程设置标准，建议专业核心课程原则上设置 8-10

门左右，其中设置 1-2 门能够体现学校办学特色和专业特色的核心课

程，专业核心课程应为必修课，课程设置在“学科基础与专业核心课

程”模块中。复合应用型专业各主干学科均应体现在核心课程设置上。 

（三）专业特色（方向）课程 

各专业突出专业特色，在结合社会需求和知识分类的基础上，设

置专业方向，专业方向数量保持在 2 个左右。专业特色（方向）课程

为限选课程，建议最低学分要求为 6-8 个学分，课程设置数量为 4-5

门、8-10个学分。 

（四）专业任选课程 

认真研究按学院或大类打通设置专业任选课，减少“水课”“死

课”“僵尸课”，连续两年未开设的专业任选课，应取消课程设置，且



 

在下版培养方案制订中，明确不予开设。建议最低学分要求为 8-10

个学分，课程设置数量为 9-12门、18-24个学分。 

（五）课程学分（学时）分配比例 

进一步完善学分学时分配汇总表，实践学分计算主要包括独立设

置的实验课程和专业实践教育。其中工、农、理科专业实践学分占比

不低于30%，人文社科类专业实践学分占比不低于20%。工科专业的专

业实践教育环节总学分不低于专业总学分的20%。 

（六）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支撑关系 

认真研究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有效区别高中低支撑强度。课程体系建议列出全部必修课程、通识核

心课程和专业特色（方向）课程，选修课程可不列其中。一般情况下，

1 门课程强支撑 2-3 个毕业要求，中、弱支撑 1-2个毕业要求。 

（七）辅修专业 

明确修读学分要求为 30-40 个学分。修读课程主要为专业核心课，

且应说明先修课程情况。 

（八）其他说明 

建议对照国标、工程教育认证、三级专业认证、行业认证等相关

标准，逐条梳理应具体说明的情况，体现培养方案制订的科学合理性。 

 

请各学院按照上述要求，结合各专业专家评议建议，组织相关人

员进一步完善各专业培养方案，于 11 月 4 日将修改稿报送教务处

204A，电子版发送至 jxgh@dlou.edu.cn。联系人：于旭蓉，84762506 

 

教务处  

2019 年 10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