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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传教字〔2021〕259号

关 于 印 发

《中国传媒大学 2022版本科专业培养方案修订指导

意见》的通知

校属各部门、各单位：

《中国传媒大学 2022 版本科专业培养方案修订指导意

见》经 2021年 10月 9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

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中国传媒大学

2021年 1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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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

2022版本科专业培养方案修订指导意见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

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学校

拟对本科专业培养方案进行修订，制定以下指导意见。

一、 指导思想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秉持“弘道崇德 经世致

用”育人理念，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践行“六个维度”

育人模式，构建“厚基拓界 交叉融合”的高质量本科教育

体系。

二、 修订原则

以培养党和国家所需的能够应对未来媒体挑战、驰骋于

国际舞台的优秀传媒人才为目标，优化课程体系、提升课程

质量、扩大资源共享、创新培养模式，落实“上手快、筋骨

壮、后劲足”的人才培养特色，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一）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面向国家需求和学科未

来发展，面向传媒教育智能转型，明确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

要求。课程和课程体系要充分体现对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要

求的支撑作用。

（二）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丰富、开放教育资源供

给，扩大学生的选择空间，因材施教，增强个性化培养、跨

学科培养、国际化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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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夯实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实践与创新创业

教育三大基石，厚基拓界，交叉融合，优化课程体系，增强

课程育人功能，强化学生综合素养、国际视野、专业能力、

创新思维、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

三、 修订重点

（一）明确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专业培养目标要

紧密围绕学校人才培养目标，面向传媒教育智能转型，面向

国家需求和学科未来发展方向，对标国际一流专业。培养要

求要明确专业毕业生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体现对

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专业培养目标与培养要求要体现本专

业自身特色和优势，要明晰、准确、可考核。

（二）改革通识基础课程。强化通识基础课程与专业的

融合，提升对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支撑度。大学计算机课程

实行“3+X”学分模式，突出对专业的支撑度；大学英语在

课程分级的基础上实行学分分级，同时增开第二外语，突出

对英语特长学生的个性化培养，突出对国际传播能力培养的

支撑度。建设基于学科特色的“四史”类课程，形成思政必

修课与“四史”选修课相结合的大思政课程体系。将游泳课

设为体育必修课，全面实施“阳光长跑”计划，形成“一游

一跑”为核心的特色体育课程体系。

（三）突出通识教育特色。强化美育课程建设，适度提

升美育修读学分，充分体现学校美育资源优势；加强通识核

心课中关于世界文明、文化传播等方面的课程建设，体现国

际传播人才培养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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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优化专业课程体系。厘清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

心课程、专业选修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绘制课程地图；原

则上同一专业不同方向的专业必修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

心课）一致率应为 50%左右；构建丰富多样的专业选修课程

模块，增加研究型课程。

（五）强化知行合一，专创融合。将实践教学与创新创

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原则上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的

实践学分不少于总学分的 15%、理工经管类专业不少于 25%，

艺术类专业全面加强创作与作品的展示及评鉴环节。加强理

论与实践融合，促进专业知识、能力与创新创业知识及思维

的耦合。

（六）落实劳动教育，弘扬劳动精神。设立劳动教育必

修课，建立专业实践、科学实验、公益劳动等有机融合的劳

动实践体系，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诚实劳动、创

造性劳动。

（七）强化国际视野。学生海外实践、短期国际学术交

流、短期国际课程等统一纳入夏季学期；较长周期的国际课

程视情况纳入专业选修课体系或通识选修课体系。

（八）深化课程教学改革。基于学生能力发展目标设置

课程内容、教学内容、教学活动、评价方式；着力课程内容

更新，降低课程间教学内容的重复度，提升课程的挑战度，

增加学生课程学习的投入度；深化教学创新，推进信息技术

与教育教学的深入融合，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

心转变，提升课程质量。



- 5 -

（九）增强课程育人功能。围绕知识、能力、价值观三

位一体的课程目标，在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中实现价值引领。

鼓励业界导师和校内教师之间、校内专业课教师和思政课教

师之间的集体备课和课程研讨，提升课程的育人功能和育人

成效。

(十）探索“积分—学分”制和荣誉学分制。建立“积

分”到“学分”的转化机制，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的意识，增强学习主动性。设立荣誉学分，鼓励学

生修读难度和挑战度高的课程，培养学生勇于挑战和追求卓

越的精神。

四、培养方案的框架结构和具体要求

2022版培养方案须包括以下内容:专业介绍、培养目标、

培养要求、毕业要求、课程体系、实践与创新创业教学环节、

课程地图等。课程体系由四个课程系列组成:通识基础课程、

通识选修课程、专业课程、校级实践与创新创业课程。

(一)毕业要求

准予毕业的总学分一般为 155—165 学分，可根据国家

标准和专业特点适当增减。理论课每 16 学时计 1 学分，实

验课、实践课每 32学时计 1学分。集中进行的实习、实验、

实践等课程，一般以 1 周计 1 学分；分散进行的满 32 学时

计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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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体系和要求

课程系列 课程组别 课程性质
学分

要求
说明

通识基础课程

思政课 课程必修 18
具体方案以马克思主义学

院公布内容为准。

大学英语课 课程必修 10
具体方案以外国语言文化

学院公布内容为准。

体育课 课程必修 4
具体方案以体育部公布内

容为准。

大学计算机课 课程必修 ≥3

实行“3+X”学分模式，

具体方案以计算机与网络

空间安全学院公布内容为

准。

心理健康课 课程必修 2

国家安全教育 课程必修 1

通识选修课程

通识核心课 学分必修 5
具体方案以通识教育中心

公布内容为准。

通识拓展课 学分必修 6 辅修学分可认定。

通识特色课 学分必修 4

包括艺术教育课 3 学分

（其中核心类≥1学分），

四史课 1学分。

专业课程

专业基础课 课程必修

一般为专业大类必修课或

专业核心课的先修必修

课。

专业核心课 课程必修
以专业最核心的理论和技

能为内容的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学分必修
最低要求 20学分，鼓励开

设研究型课程。

毕业实习与毕业

论文（设计）
课程必修 10

包括毕业实习 5学分，毕

业论文（设计）5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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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实践与创

新创业课程

劳动教育

课程必修

1

军事理论与军事

技能
4

包括军事理论课 2学分，

军事技能 2学分。

职业生涯规划与

就业指导
2

包括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1 学分，大学生就业与创

业指导 1学分。

校级实践与创新

创业选修
学分必修 2

具体方案以实验与实践教

学中心及创新创业教育中

心公布内容为准。

注：1.研究型课程指以科研课题或项目、作品设计等为依托，在教师指导下，学

生通过研究性学习方式最终掌握一定科学研究方法及初步研究能力的课程。

课程内容应具有高阶性和挑战度，课程考核应以综合能力及创新思维为重点。

2.各专业的实践与创新创业教育学分由校级实践与创新创业课程学分及专

业课程中所含的实践与创新创业环节学分构成。



中国传媒大学党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1年 11月 1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