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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科 技 大 学 

 

校发【2010】35号 

 

北京科技大学  

关于制订 2010 版本科培养方案的原则意见 

 

本科培养方案是表述学校对本科人才培养理念、目标定位、要求及措

施的纲领性文件，是学校制订教学计划、组织教学过程和实施教学管理的

重要依据，也是学校对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的基础性文件。为实现我

校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目标，构建“特

色鲜明、国内一流的本科教育”，培养和造就“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

具有创新意识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创新人才，特提出制订 2010 版本科

培养方案原则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学生的成长、成

才为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秉承“学风严谨、崇尚实践”的办学传

统，以“实践和创新”为特色，走“精品化、特色化、国际化”的本科

教育发展之路。  

二、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要求 

1. 人才培养目标 

本科人才培养总目标：兼顾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协调发展，培养 “基

础扎实、实践能力强、具有创新意识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创新人才。 

各专业要围绕这一总目标、根据国家需求及各专业的学科基础，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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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细化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凝炼人才培养特色。优势学科着力培养未来

学术精英和行业领袖。 

2. 基本规格 

本科生通过学习和实践，应达到以下基本规格： 

（1）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原理，有为国家富强、

民族昌盛而奋斗的志向和责任感，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团结协作精

神和职业道德。 

（2）掌握扎实的基础科学理论知识、宽厚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必

要的专业知识，具有本专业所必需的基本技能，具备良好的业务素养。 

（3）具有创新精神和较强的实践能力，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和终身

学习的激情。 

（4）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沟通能力。 

（5）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具备健全心理和健康体魄。 

三、基本原则 

1. 与学校办学定位相适应，体现学校的发展目标和办学特色。以培

养“特色鲜明、国内一流”本科生为目标，重视思想道德品质、科学文化

素养与健康人格培育，重视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培养。 

2. 坚持分类指导原则，体现各专业人才培养特色。各专业要主动适

应社会和经济发展对本科人才培养的要求，根据学科基础和专业特点，充

分凝炼人才培养特色，以特色追求卓越。 

3. 完善培养模式，统筹不同类型人才培养。以学生的成长和成才为本，

增加培养方案的柔性，满足学术型、工程研究型、应用型等不同类型人才

成长需求。关注拔尖学生的需求，为拔尖学生的成长提供灵活的选择空间。 

4. 兼顾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按照“加强通识基础，拓宽学科基础，

凝炼专业主干，灵活专业方向”的总体思路，实施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

径专业培养模式。学科基础课的设置要体现宽口径原则，专业课可按专业

方向设置模块化课程，以满足社会对专业人才的要求。 

5. 突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坚持“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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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育与创新教育结合、实践教育与全面育人结合”的实践教育教学理

念，优化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6. 有利于学生的海（境）内外交流。规范课程及教学环节的设置，便

于交流学生的学分互认。 

7. 本科培养与研究生教育相衔接。统筹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建立本

科生、研究生教育一体化的课程体系。 

四、具体要求 

1. 各专业除制订通常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外，要同时制订针对留学

生的培养方案、“双、二、辅”培养方案，相关专业要制订理科实验班本、

硕、博连读培养方案、教改实验班培养方案等。 

2. 教学环节分为必修、必修考察、选修三种，将部分拓展学生素质的

课程和环节纳入必修考察，不计学分。 

3. 按照“加强通识基础，拓宽学科基础，凝炼专业主干，灵活专业方

向”的原则优化课程体系。优先保证基础课和学科基础课的学时，加强基

础课教学的针对性，各专业依据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对基础课课时及教

学内容提出要求，完善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课程分级教学。加强学科

基础课教学，适当增加学科基础课学时，学科基础课的设置要满足宽专业

口径的要求。专业课按专业方向实行模块化设置。 

4. 增加选修课程比例，为学生的个性化培养提供条件。丰富必修课程

层次，增加必修课的选择空间，鼓励开设跨学科的专业选修课程，选修课

程比例不得低于 20%。 

5. 优化专业选修课程。鼓励教师结合学科发展前沿和科学研究成果开

设小学时专业选修课程。鼓励邀请国内外教授、专家来校开设夏季小学期

课程。 

6. 重新构建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增加交流与沟通类课程，提升学

生的交流与沟通能力，探索开设旨在增强学生的国际理解能力和跨文化交

流技能的课程。 

7. 强化实践教学。工科专业实践教学不低于 45 学分，理科专业实践



4 

 

教学不低于 40学分，经管类专业实践教学不低于 35学分，文科类专业实

践教学不低于 30学分。根据人才培养的要求，在保证实习时间的前提下，

鼓励各专业根据专业特点探索不同的实习方式，提高实习效果。 

8．加强学生外语应用能力培养。完善大学英语分层次教学模式，实现

基础英语与高级外语必选课的有效结合。提高教学起点，基础英语从目前

的四个学期调整为三个学期，同时增加以提升学生外语应用能力和综合素

质为目的的英语必选系列课程，对所有学生提出 2个外语必选学分的要求。

在专业课中有计划推进英语教学和双语教学。 

9. 倡导开设面向新生的小班研讨课。课堂规模控制在 15 人左右，由

教授组织教学工作，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10. 开设研究型教学示范课。在专业课中，开设研究型教学示范课，

逐步推进研究型教学。 

11. 改进体育课教学，重点培养学生锻炼身体的基本技能和兴趣，实

行分层次的体育教学。 

五、教学计划学分总体安排 

1. 学制及学期安排 

本科专业一般按 4年学制的进程设置课程及分配学分。  

实行三学期制度。春秋两个学期各安排 18 周，其中上课 16 周，考试

2 周。夏季小学期为 5-6 周，集中安排实习、实践等环节及国、内外专家

讲座等。 

学时学分转换：一般按照 16 授课学时记 1 学分，实践、实习环节 1

周记 1学分。 

2. 必修考察课程与环节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32学时 

形势与政策                    16学时 

军事理论                      32学时 

军训                          2周 

志愿服务与公益劳动            1周 



5 

 

3. 学分与学时安排 

教学计划总学分约为 190 分，其中理论教学约为 155 学分，单独安排

的实践环节约为 35学分，理论教学具体安排见表 1，学时安排建议见表 2。 

 

表 1：      

2010 版培养计划理论教学学分安排表 

类别 

必   修   课 选修课 

合 计 人文社科

管理 

数学自然

计算机 
学科基础 专业 专业 公共 

学时 480 752 560 160 288 240 2480 

学分 30 47 35 10 18 15 155 

比例(%) 19.4  30.3  22.6  6.5  11.6  9.7  100.0  

 

 

表 2 ：   

学时安排建议表 

学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学时 400 400 350 350 350 350 300 50 

 

 

二○一○年五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