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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专升本）专业本科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原有大专文化水平的学生具备一定的文艺理论素养和系统的汉语文学知识，具有一定

的审美能力和中文写作与语言表达能力，掌握汉语言文学及相关文化现象的分析与鉴赏方法，使学生在理

论与实际应用方面达到本科水平，能在学校和机关企事业单位、新闻、文艺出版部门胜任教学、文秘、文

化传播与管理、编辑等有关语言文字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目标 1：培养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不断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成为思想守正、德艺双馨的优秀中文人才。

目标 2：培养学生掌握学科基础理论，具备基本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理论。

目标 3：培养学生掌握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知识，具备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与语言、写作的基本知识。

目标 4：培养学生掌握较好的语言表达与沟通技能。

目标 5：培养学生掌握文学作品的鉴赏与批评能力，文学创作与文字编辑能力，文书写作与处理能力，

中小学语文教学能力。

目标 6：培养学生可以从事文秘、教育教学管理等方面的应用型人才。

二、培养要求和培养特色

本专业学生通过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学概论等

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接受系统的汉语言文学知识培养与训练，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

能力和素质：

1.思想政治素质：备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养与法律意识、高尚的道德水准、健全的人格品质与高度的

社会责任感，能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树立起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专业素质：学习并了解中文学科相关理论；具备一定的人事沟通与管理能力；全面提升学生普通话

水平，口语表达能力；系统了解中国及外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传承脉络，传承国内外经典优秀作品的人文精神。

3.工作素质：具备基本的文秘技能，运用汉语言文学专业技能进行处理各种行政办公事务、应用文写

作能力，培养学生的现代文秘现代化办公能力；提高学生的教学能力以及基本的新闻采编技能。

4.研究能力：具备运用社会调查、文献检索等方法获取专业信息的能力，能够采用分析、比较、分类、

推理、归纳演绎等多种研究方法，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案，得出有效的结论；掌握文学作品的主要分析与鉴

赏方法，进行分析和梳理，形成理论性文章的分析能力。

5.工具应用：掌握计算机应用与操作的基本技能，能够熟练掌握完成专业文案等的编辑处理；

6.职业道德素质：树立正确的个人价值取向，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文化素养、社会道德等人文素养，

合理规划职业生涯；具有健全的法制意识，具有敬业创新、扎实工作、诚信守规、吃苦奉献、团结协作的

职业道德素质。

7.身心素质：具有一定的体育和军事基本知识，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和卫生习惯，达到国家规定的大

学生体育和军事训练合格标准；具有健全的心理素质和健康的体魄，具有良好的文明行为习惯，具有一定

的心理与情绪调适能力，并具有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8.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具备适应汉语言文学专业相关职业发展和新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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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三、学科基础平台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

（一）学科基础平台课程

中国古代文学名典选读 I、古代汉语 I、现代汉语 I、中国现代文学

（二）专业核心课程

中国古代文学 II、外国文学名典选读、外国文学史、现代汉语 II、语言基础、中国古代文学名典选读

II、语言学概论

四、准出标准

（一）准出课程要求

本专业学生必须修完 39 学分（含学科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毕业论文、实习等），其中现代汉

语 I、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基础、中国古代文学名典选读 II为学位课程。

准出时间：第四学期期末。

五、学制和学位

本专业基本学制为二年，学生达到学校规定的授予学士学位标准，授予文学学士学位，其中现代汉语

I、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基础、中国古代文学名典选读 II为学位课程。

六、最低毕业学分及课内学时

最低毕业学分为 83，课内总学时：理论学时：992 实践学时：128。 其中 I类课程学分包括：通识

教育必修课 1学分，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8 学分，学科专业基础课程 10学分，专业核心课程 15学分，个

性化专业课程 32 学分，实践环节安排 14 学分， II类学分 3学分，共 83学分。

七、课程设置、结构及学分分配一览表

（一）课程设置：

课程结构由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和专业课程、II类学分组成。专业课程包括学科基础平台课程、专业核

心课程、个性化专业选修课程、实践环节。

（二）课程结构与学分分配一览表

表 1 课程结构比例表

课程类型 修习类型
课程

门数

学分 实践学分

学分数
学分比例

（%）
实践学分数

实践学分比例

（%）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课 1 1 0.1

选修课 8 9.6

学科基础平台课 必修课 4 10 12

专业核心课程 必修课 7 15 18.1

个性化专业课程 主修专业选修课程 39 32 38.6 4 4.8

实践环节 必修课 2 14 16.9 14 16.9

II学分 必修 3 3.6 3 3.6

合计 83 100 21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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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表 2 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1．通识必修课程 1 学分

课程
代码

课 程 名 称
课程
学分

课内学时 建议修读
年级学期

备注
课外学时理论课 实验(训)课

602000001

“四史

教育”
专题

《中国共产党史》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

16
春秋滚动

开设

012000001
《新中国史》

Histor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6

春秋滚动

开设

262000001
《改革开放史》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16

春秋滚动

开设

092000001
《社会主义发展史》

The History of Socialism Development
16

春秋滚动

开设

2.通识选修课程 8 学分

课程
代码

课 程 类 别 课程学分
课内学时 建议修读

年级学期
备注

理论课 实验(训)课

经典研读与文化传承

8

春秋滚动开设

创新精神与创业实务 春秋滚动开设

国际视野与文明对话 春秋滚动开设

数理基础与科学素养 春秋滚动开设

信息技术与现代生活 春秋滚动开设

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 春秋滚动开设

艺术鉴赏与审美体验 春秋滚动开设

社会发展与公民责任 春秋滚动开设

新时代

思想专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春秋滚动开设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春秋滚动开设

注：1．艺术鉴赏与审美体验类课程：要求所有学生修读 2学分（艺术类专业除外）；

2．建议人文社科类和自然科学类专业互选至少 2学分课程；

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课程要求所有师范生以及教育学学科学生必须修读；

4.《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课程已纳入法学专业核心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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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专业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1.学科基础平台课程 10 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学分

课内学时
建议修读
年级学期

备注

理论课 实验课
准入
课程

准出
课程

辅修
课程

B015090001
中国古代文学名典选读 I
Selected Readings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I

3 48 一秋 √

B014724001
古代汉语 I
Ancient Chinese

2 32 一秋 √

B014723001
▲现代汉语 I
Mordern Chinese I

2* 32 一春 √

B014719001
▲中国现代文学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3* 48 一春 √

2.专业核心课程 15 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学分

课内学时
建议修读
年级学期

备注

理论课 实验课
准入
课程

准出
课程

辅修
课程

B014718002
中国古代文学 II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II

2* 32 二秋 √

B014001001
外国文学名典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Foreign
Literature

2 32 一秋 √

B014002001
外国文学史

The History of Foreign Literature
2 32 一春 √

B014723002
现代汉语 II
Mordern Chinese II

2 32 二秋 √

B014053001
▲语言基础

Language Foundation
2* 32 一秋 √

B015090002
▲中国古代文学名典选读 II
Selected Readings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II

3* 48 一春 √

B014705001
语言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32 二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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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性化选修课程 32 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学分

课内学时
建议修读
年级学期

备注

理论课 实验课
准入
课程

准出
课程

辅修
课程

B015990001
唐诗研究

Study on Tang Poetry
2 32

一秋

一春

B015927001
唐宋词研究

Study on Poem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y

2 32
一秋

一春

B014012001
中国古代文学 I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I

3 48
一秋

一春

B015705001
文学概论

Literature Theory
2 32 一春

B015023001
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

The Study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Poetry

2 32
一秋

二秋

B015099001
诗经导读

Introduction of Shi Jing
2 32 二秋

B015142001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

Thought Trend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2 32 二秋

B015145001
外国诗歌研究

Study of Foreign Poetry
2 32

一秋

一春

B015870001
国学基础

Basic Chinese Classics
2 32 二秋

B015091001
中国现代文学名典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3* 48 一秋

B014721001
中国当代文学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3 48 二秋

B014724002
古代汉语 II
Ancient Chinese

2 32 一春

B015094001
写作

Writing
2 32 二秋

B015010201
戏剧实践

Drama Practice
1 32

一秋

二秋

B015612001
中国古代礼仪文化

Ancient Chinese Etiquette Culture
2 32

一春

二秋

B015726001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

The Research of Ancient Chinese
Prose

2 32
一秋

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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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学分

课内学时
建议修读
年级学期

备注

理论课 实验课
准入
课程

准出
课程

辅修
课程

B015219001
文心雕龙导读

Introduction of Wen Xin Diao Long
2 32

一春

二秋

B015013001
出土文献语言导读

A Guided Reading of Unearthed
Document Language

2 32
一春

二秋

B015014001
中古汉语文献导读

A Guided Reading of Chinese
Mid-ancient Documents

2 32
一春

二秋

B015092001
中国当代文学名典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2 32 二秋

B015003101
教育心理学

Education Psychology
2 16 16 二秋

B015005001
《红楼梦》研究

A Study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2 32 一春

B014715001
古典文献学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2 32 二秋

B015004001
美学

Aesthetics
2 32 二秋

B015146001
★英美短篇小说选读

Select Reading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Novels

2 32
一春

二秋

B015704001
比较文学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 32

一秋

二秋

B015789001
书法

Calligraphy
1 32 二秋

B014601001
普通话

Mandarin
1 32 二秋

B015002101
语文课程与教学法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CLT
Methodology

2.5 32 16 一春

B015198001
应用文写作

Document Writing
2 32 二秋

B015060001

影视名作分析与评论

Analysis and Review of Famous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3 48 二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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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学分

课内学时
建议修读
年级学期

备注

理论课 实验课
准入
课程

准出
课程

辅修
课程

B015097001
中国文化概论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2 32 二秋

B015074001
秘书学

Secretary Science
3 48 二秋

B015419001
音韵学

Phonology
2 32 二秋

B015830001
方言学

Dialectology
2 32 二秋

B015009001
中国汉字学

The Science of Chinese Characters
2 32 一春

B014041001
社会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2 32 二秋

B015007001
语法学

Theory of Grammar
2 32 二秋

B019076001
文字学

Philology Linguistics
2 32 二秋

表 4 实践环节设置及学分分配

1.实践环节 14 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学分

课内学时
建议修读
年级学期

备注

理论课 实验课
准入
课程

准出
课程

辅修
课程

B014201301
专业实习

Professional Practice
8

16周
二春

√

B014003301
毕业论文

Graduation Thesis
6

二春

或秋
√

注：1. 课程标注说明：学位课程▲；考试课程*。英文授课课程课程★

2. 准出课程在表格中打“ √ ”。

2. II 类学分 3 学分

（非收费学分，另详见具体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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