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前    言 
 

知识经济的兴起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对高等学校的本科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过近两

年的调研和酝酿，南京大学于 2009～2010 学年着手实施新一轮全方位的本科教学改革。改革

以全面修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和指导性教学计划为切入点，努力探索通识教育与宽口径专业

教育相结合的多元化人才培养新模式，致力于建立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本科人才培养新

体系。 

新一轮的改革坚持“适宜学生发展的，才是值得我们追求的”这一宗旨，大力推广我校匡亚

明学院“拓宽基础、鼓励交叉、个性选择、逐步到位”的人才培养成功经验。推进通识教育，尊

重学生个性选择，针对不同类型学生发展需求实施多元培养，增强教学计划弹性，优化学分

设置，鼓励学科交叉，加强实践教学。 

在新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和指导性教学计划中，学校全新打造“通识通修类、学科专业类、

开放选修类”三类课程模块，设计“大类培养、专业培养、多元培养”三个培养阶段以及“学术专

业类、交叉复合类、就业创业类”三条个性化发展路径。自 2009～2010 学年第一学期开始，学

校还专门聘请校内外名师为新生开设 100 门通识教育课程和新生研讨课程。并进一步精简“课

内”，强化“课外”，增加教学计划的弹性，加大本科生自主学习的空间，全面推进研究性教学。 

通过实施改革后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学校希望给予每一位本科生： 

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开放各专业课程，分层次设置通修课程，让学生获得更多课程选择

权；制定“专业准入准出标准”，扩大转系转专业比例，让学生得到更多专业选择权；根据学生

个人发展志向及职业规划实施“人才培养分流机制”，让学生得到更多发展路径选择权。 

更多的自主学习空间：适度压缩各专业毕业总学分要求，削减冗余课程，重构“少而精”

的教学内容，优化各学年学分设置，着重提高学生自学能力。 

更强的社会竞争力：对于专业学术类人才加强科研训练；对于跨学科复合类人才鼓励学

生跨专业或跨院系选修课程和完成学位论文；对于就业创业类人才增加实习实践机会，加强

就业技能和实践能力方面的培训，为学生日后就业创业做更充分的准备。 

时代不断在前进，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浪潮和社会对创新型人才的渴求促成了南京大学

新的改革与尝试，然而，人才培养工作“路漫漫其修远兮”，本科教学事业还需要我们不断地

探索方能前行，让我们共同期待改革“谋在今，成在明”！ 

 
 



 2



 3

南京大学关于修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和 
指导性教学计划的意见 

南字发[2009]48 号 

 

各院系、各教学单位： 

为主动适应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趋势，创建以综合性、研究型、国际

化为标志的世界一流大学，建立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本科人才培养新体系，培养具有国

际声誉和影响力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经研究决定，对我校现行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和指导

性教学计划作新一轮全面修订，具体意见如下： 

一、指导思想及目标 

坚持“适度扩大规模、着力提升内涵”的办学思路和“以学科为龙头、队伍建设为核心、人

才培养为根本”的办学理念，贯彻“学科建设与本科教学融通，通识教育与个性化培养融通，拓

宽基础与强化实践融通，学会学习与学会做人融通”的“四个融通”人才培养思路，大力推广我

校匡亚明学院“拓宽口径、鼓励交叉、多次选择、逐步到位”的成功经验，构建个性化、多元化

的人才培养体系，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国际视野的未来领军人物

和拔尖创新人才。 

二、修订原则 

结合我校“按院系招生”体制的改革，以调整课程结构为切入点，通过建立“专业准入准出

标准”和“人才培养分流机制”，构建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推进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

方法的改革，创新南京大学本科人才培养体系。 

各院系应根据自身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充分把握本院系学生发展需求，在分析国际一流

大学相同或相近学科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基础上，根据学科专业具体情况制订方案。修订过

程中须遵循以下原则： 

1、推进通识教育：在“按院系招生”体制下，前期构筑宽厚基础，推进通识教育，后期优

化专业教育，注重学科交叉培养，加强研究性教学与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2、尊重个性选择：通过制定“专业准入准出标准”和建立“人才培养分流机制”，为学生提

供自主选择专业、课程模块及发展路径的机会，加强对本科生学业生涯规划的引导； 

3、实施多元培养：根据专业学术类人才、交叉复合类人才、就业创业类人才等不同类型

人才的培养需求，设计多元化课程体系，实现因材施教； 

4、增强计划弹性：根据专业准出标准，适度压缩必修课程的总学分，提高选修课程比例，

增强教学计划弹性，给予学生更多的自主学习空间； 

5、优化学分设置：均衡设置各学年学分，避免出现某学期课程负担过重，或某学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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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化的现象；均衡考虑必修和选修课的学分，增加学生的自主性；  

6、鼓励学科交叉：各院系应向全校开放本院系专业课程资源，在满足本专业准出标准的

前提下，鼓励学生跨专业或跨院系选修课程、参加科研训练、完成学位论文； 

7、加强实践教学：根据各学科专业特点，设置多种类型的科研训练、实习实践活动，培

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丰富与专业培养密切相关的就业创业训练活动，完善就业创

业培养体系。 

三、课程结构与培养路径 

1、三大课程模块： 

（1）通识通修课程模块：包括通识教育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军事课程、分层次通

修课程； 

（2）学科专业课程模块：包括学科平台课程、专业核心课程； 

（3）开放选修课程模块：包括专业选修课程、跨专业选修课程、公共选修课程、第二课

堂。 

2、课程框架表： 
课程模块 
（学分） 

课程 
性质 

序

列 
课程类别 
（学分） 课程名称（部分） 建议学分 开设学期 

指选 A 通识教育课程 
（14） 

  14 1～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2+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必修 B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11+5） 

形势与政策 2 
军事理论 2 

必修 C 军事课程 
（3）  军训 1 

1～6 

非专业类数学 4～14 
大学语文 2 
大学英语 8 
计算机基础 3～5 

Ⅰ通识通修 
课程 

（52～66） 

指选 D 分层次通修课程 
（19～33） 

大学体育 4 

1～4 

E 学科平台课程 2～4 Ⅱ学科专业 
课程 

（38～45） 
必修 

F 专业核心课程 
  38～45 

3～8 

G 专业选修课程 
H 跨专业选修课程 
I 公共选修课程 

Ⅲ开放选修 
课程 

（31～52） 
选修 

J 第二课堂 

  31～52 3～8 

毕业论文/设计 
（8～10） 必修 L 毕业论文/设计  8～10 7、8 

共计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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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通识通修课程模块：包括 A 通识教育课程、B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C 军事课程和 D

分层次通修课程。其中，A 类课程可在 1～8 学期内完成选修，B、C 类课程在 1～6 学期内灵

活设置，D 类课程须在 1～4 学期完成选修： 

——A 类：包括通识教育课程、新生研讨课程，要求每生在毕业前修满不少于 14 个学分； 

——B 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 1 个学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

程的 1 个学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的 3 个学分均纳入社会

实践，详细方案见《2009～2010 学年南京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方案》（附件 3）； 

——D 类：包括非专业类数学、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课程。分层次方案见《2009～2010

学年南京大学通修课程分层次改革方案（非专业类数学课程、大学英语课程、大学计算机课

程）》（附件 4）。 

（2）学科专业课程模块：包括 E 学科平台课程、F 专业核心课程。学科平台课程为一级

学科或跨一级学科的专业基础课程，要求本学科各专业学生通修。 

（3）开放选修课程模块：包括 G 专业选修课程、H 跨专业选修课程、I 公共选修课程、J

第二课堂（科研训练或社会实践）。 

3、三阶段培养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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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分要求、“人才培养分流机制”及“专业准入准出标准” 

1、总学分：本科指导性教学计划一般按 4年学制（城市规划、口腔医学专业按 5年）设

置课程及分配学分。参照课程框架表，4年制本科专业的毕业学分一般不超过 150 学分，包括

Ⅰ通识通修课程模块 52～66 个学分、Ⅱ学科专业课程模块 38～45 个学分、Ⅲ开放选修课程

模块 31～52 个学分、毕业论文/毕业设计 8～10 个学分。要求每学期安排学分数原则上最多

不超过 26 个学分，周学时不超过 30 学时（含实验）。 

2、必修与指选：150 个学分中，学校要求必修的课程为：Ⅰ模块中的 B 类和 C 类课程，

共计 19 个学分；选修课程中：Ⅰ模块中的 A 类课程，要求指定选修不少于 3 类 14 个学分；

其余必修与指选课程学分要求视各院系自行制定的“专业准入准出标准”决定。要求选修课

学分数占总学分数比例不得低于 50%；  

3、“人才培养分流机制”：包括“专业分流机制”和“多元培养分流机制”两部分。参照

培养路径图，南京大学本科生培养分为大类培养、专业培养和多元培养三个阶段，学生通过

“专业分流机制”实现从大类培养到专业培养阶段的过渡；通过“多元培养分流机制”实现

从专业培养到多元培养阶段的过渡。有关“专业分流机制”参照《南京大学关于制订 2009～

2010 学年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专业分流机制”的指导性意见》制订执行（附件 1）；有关“多

元培养分流机制”参照《南京大学关于制订 2009～2010 学年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多元培养

分流机制”的指导性意见》制订执行（附件 2）。 

4、“专业准入准出标准”：分为“专业准入标准”和“专业准出标准”两部分。“专业准

入标准”指：学生在不同年级分流到某专业的最低先修课程要求，主要以Ⅰ模块课程和部分

Ⅱ模块中的 E类课程为主；“专业准出标准”指：学生从分流专业获得学士学位的最低Ⅱ模块

课程要求；在达到“专业准出标准”的前提下，学生根据院系“多元培养分流机制”自主选

择个性化课程模块，在完成所有应修学分并满足其它毕业条件后准予毕业。  

5、特殊专业：城市规划专业（5年制）、口腔医学专业（5年制）学分要求参照 4年制要

求进行调整；对外国语学院专业、临床医学专业（7 年制）、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等特殊专业的

学分要求及“人才培养分流机制”可予以适当放宽要求。 

五、内容及格式要求 

修订后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应分为大类培养阶段、专业培养及多元培养阶段两部分：大

类培养阶段主要内容包括：1、院系介绍；2、指导思想；3、培养目标与思路；4、课程模块

设置与学分学时分配；5、培养规格与路径（以“专业分流机制”为主）。专业培养及多元培养阶

段主要内容包括：1、专业介绍；2、培养目标与思路；3、课程模块设置与学分学时分配；4、

培养规格与路径（以“多元培养分流机制”为主）；5、专业开放课程目录及容量；6、辅修、双

学位课程修读要求。 

指导性教学计划格式要求：详见《南京大学本科教学计划表格模板》（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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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代码 

详见《南京大学本科课程代码管理办法》（附件 6）。 

七、其他 

1、本方案自 2009～2010 学年起正式施行，各院系应于每年度新生入学前将人才培养方

案与指导性教学计划编印成册，发放给任课教师和学生，并及时在网上公布，做好对学生选

课的指导工作。 

2、每学期排课严格按照本次修订的方案和计划规定执行，方案和计划内容如有更新应及

时报学校教务处审批和备案。 

 

                                                    二○○九年五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