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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简介

汉语言文学专业，属于中国语言文学类的本科专业，

专业代码为 050101，专业学制为四年，完成专业学习授

予文学学士，该专业主干学科为中国语言文学，相关学科

为历史学、哲学、逻辑学、艺术学、社会学、新闻学、教

育学等。

（一）专业历史沿革

兰州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发端 1928 年，历史

悠久，名家辈出，先后有张曦、邓春膏、冯国瑞、杨伯峻、

张舜徽、黄伯荣、祝敏彻、陈毓罴、郑重、胡垲、吴小美、

林家英、柯杨、齐裕焜、张文轩、程金城等一大批知名专

家，他们为文学院的专业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为

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众多校友已

经成为有关行业的领导者和业务骨干。汉语言文学专业为

甘肃省高等学校特色专业，2019 年首批获得国家级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

（二）专业特色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主要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基

础知识，接受相关理论、发展历史、学科前沿等方面的系

统教育和专业能力的基本训练。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历史悠久的基础性专业，专业发展

立足传统，守正创新，兼顾西部文化资源特色，关注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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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时代的专业发展动向，注重知识与能力并重培养，强调

人类精神价值的积极创造，努力在社会文化事业的建设和

发展中发挥引领性作用。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才需求变化，

专业建设强化学科交叉，加强通识教育，促进学生自主学

习与全面发展。

二、培养目标

汉语言文学专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培养品德

高尚、理想远大、人文底蕴与科学素养深厚、理论基础与

专业技能扎实，具有健康体魄、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堪

当时代大任的创新引领型人才。学生具备面向 21 世纪学

术发展和文化进步的前瞻意识，以文化传承和创造为职志，

具有扎实的语言文字基础和较高的文学修养，具有研究文

学史、文学理论和语言学等人文学科相关学术问题的基本

素质，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实践运用能力。学生毕业后能

能够以专业优势在实际工作中发挥所长，在党政机关、新

闻出版、教育机构、文化研究机构与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事

相关工作；也可以继续攻读研究生。

三、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思想政治素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形成正确的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具有深厚的家国情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承与推广为职志，以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要求。立志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与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卓越贡献。遵行语言文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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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方面的相关方针、政策和法规，具有求实创新精

神和爱岗敬业精神。

2.人文精神底蕴。注重人文社会学科知识的吸纳，坚

持人文经典的传承，追求人类精神文化价值的创造。通过

阅读经典和拓宽知识面，积淀人文底蕴；通过理论学习和

学术研究，实现文化创造；通过写作实践和创新训练，追

求能力提升。具有正确的审美观念、健康的审美情趣、高

尚的道德情操和丰富的人文涵养。遵守学术规范，坚守诚

信道德。

3.责任担当意识。遵循文学院“铁肩担道义，妙手著

文章”的院训，具有责任担当意识，“铸铁肩”以“担道

义”，“练妙手”以“著文章”，自律自强，格局开阔，

发挥专业知识优势，致力于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服务工作。

4.科学理性精神。具备理性思维和反思、批判与质疑

精神，掌握基本的科学原理和方法，独立思考，勇于探索，

追求创新。

（二）知识要求

1.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通过古代汉语、现代汉语、

语言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

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文学概论和大学写作等专业必修

课程的学习，较为全面地掌握中国语言文学的学科知识。

2.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掌握历史学、哲学、艺术学、

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逻辑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

识，并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交叉融合，实现整体人文素

养的提升和文化视野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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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然科学知识。通过课程学习与实践训练，掌握宇

宙、自然、生命、科技、卫生健康等领域的相关知识，具

备数据库应用、文献检索等工具性知识。

（三）能力要求

1.知识获取能力。具有感悟、辨析和探究语言文学现

象的能力，能够及时有效获取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

识，以及创新实践能力相关的基本知识。

2.学术研究能力。掌握本学科领域的理论方法和前沿

成果，通过本研贯通科研兴趣小组和本科生学术活动月等

活动，在导师指导下，能够开展学术研究，参加学术活动，

撰写学术论文。

3.写作与表达能力。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能够胜任

创意写作、实用写作与论文写作，在书面写作与口语表达

方面具备明显优势。

4.外语和信息技术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语，熟练掌

握本专业所需的计算机知识技能、网络应用技术和其他信

息技术，能熟练进行中外文的信息分析和处理。

5.自主学习能力。利用数字信息技术搜集文献资料，

以自我为学习主体，通过独立探索、分析、实践等方式，

自主思考与解决问题，自主改善学习方法，达到理想学习

效果。

6.实践创新能力。通过课程学习、创新训练、社会实

践和专业实习，将专业知识和文化素养转化为实践创新能

力，在熟悉和认识国情、社情与民情的基础上服务社会，

在文化创意、社会服务和组织管理等领域，发挥创造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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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性作用。

7.协作沟通能力。具备较强的协作与沟通能力，具有

良好的社会交往能力。在校园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养成相

互帮助，共同进步的协作能力。

四、专业学制、学分及授予学位

（一）学制

四年

（二）学分

145

（三）授予学位

文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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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体系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学时

公共必修

课程

公共必

修课

思想政治类
包括：思想道德与法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形势与政

策。

17

33.1%

306

思想政治类

（选择性必修课）
包括：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至少选 1 门课程。 2 36

外语类 大学英语。共 12 学分，学生通过大学外语六级考试后外语学分可免修。 12 216

军体类 包括：体育课程和军事训练与军事理论课程 8 292

心理健康类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6

职业生涯规划 职业生涯规划 2 36

第二课堂
学生在校期间须获得至少 5 个“第二课堂”学分方可毕业。其中社会实践（思想政治

理论课社会实践）、生产劳动（劳育）、思想成长为必修部分；创新创业、志愿公

益、文体活动、工作履历、技能特长由学生根据需求进行选修。

5 /

公共必

修环节

阅读、写作与沟通

主要以本科生科研兴趣小组、读书会等形式进行。每学期由学院负责安排科研小组导

师和朋辈导师按照不同学术研究方向书目，确定学生必读书籍和文献，通过科研兴趣

小组读书分享会和提交阅读心得等方式进行阶段考核，在毕业学年最后一学期由学院

进行综合考核。阅读、写作能力训练由专业的大学写作课、新媒体应用写作及相关专

业课的能力培养部分承担。课外组织具有专业特色的本研贯通科研兴趣小组，通过学

生参加不同主题的科研兴趣小组，综合训练阅读、写作与沟通的能力。

0 /

前沿与学科

交叉讲座

学院依靠自身科研团队和教学团队，组建古文字学、古代文学与文献学、现当代文

学、文艺学、比较文学等各领域专家组成授课团队，同时邀请国内外相关一流专业的

学者和行业知名专家参与，以暑期学校和学术活动月为主要平台，通过定期专题讲座

及不定期专题讲座形式开展，讲座内容包括学科前沿、行业发展方向和学科交叉发展

等，帮助学生了解学科与行业的最新发展趋势。非毕业年级学生每学期参加讲座不少

于 2 个学时。

0 /

国家安全教育

（线上）
由学校引进相关线上课程资源，学生根据要求进行修读。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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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学时

暑期学校 学生在校期间应至少参加 1 次暑期学校。 0

其他必修

环节
学生在校期间应至少参加 1 次文学院“本科生学术活动月”活动，全程参与各类讲

座、研讨会，积极参与学术论文投稿。
0

通识教育

类、跨学

科类课程

通识教

育课程

在科学精神与生命关怀、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包括通用类在地国际化课程）、艺术体验与审美鉴赏、思维训练与

科研方法 4 个模块中，每个模块修读不少于 2 学分的课程，总计至少修读 8 学分（其中修读学校引进网络共享课学

分总计不得超过 3 学分）。

8

9.66%

288

跨学科

类课程
包括全校跨学科贯通课程和专业类在地国际化课程，学生须至少修读 6 学分此类课程。学生如修读非其所在专业开

设的专业课程并取得学分，该学分可认定为跨学科类课程。
6 108

学科专业课程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基础课

（实践课）
信息及数据素养、大学写作 1（基础写作）、大学写作 2（文学写作）、大学写作 3

（实用写作）
4

34.48%

144

专业核心课
现代汉语 1、现代汉语 2、古代汉语 1、古代汉语 2、语言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史

1、中国古代文学史 2、中国古代文学史 3、中国古代文学史 4、中国现代文学史 1、

中国现代文学史 2、中国当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 1、外国文学史 2、文学概论

44 792

集中实践环节 毕业实习 2 4 周

专

业

发

展

课

专业选修课组 1

（理论课）

至少选 17 学分

专业进阶类课程：文献学、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孔孟研读、老庄研读、诗经楚

辞研读、唐宋经典研读、苏轼研读、戏剧经典研读、鲁迅研读、外国文学名著研读、

西方美学经典研读、二十世纪新诗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西方文论与批评、文艺美

学、中国美学史、文学理论经典导读、中国现代小说流派、中国近现代文学批评经典

导读、二十世纪欧美文学思潮研究
17

22.76%

306

专业交叉类课程：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现当代民族文学研究、生态诗学、比较

文学概论、敦煌文学、儿童文学研究、民间文学概论、中国文化概论、文艺批评方法

与案例

专业选修课组 2

（实践课）

至少选 10 学分

专业应用类课程：汉语言文字规范应用、国际中文教育应用、跨文化交际、新媒体应

用写作、网络文学、大众文化、亚洲影视、西部文学、文化产业经营与管理
10 360

毕业设计（论文）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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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学时

荣誉学士学位类课程

论文写作指导与专业英语、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中国古代诗歌

史、语义学与语用学、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

10 / 180
研修荣誉学士学位课程获得不少于 10学分，完成下列三项其中两项：发表 1篇高水

平学术论文，发表 1篇高水平文学作品，在文学院申请主持完成 1项国家级创新创业

项目结项获得优秀等级，可获得荣誉学士学位。（高水平论文与文学作品由教指委认

定，同类成果不重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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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时学分分配

（一）公共课学时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型 课程号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周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思想政治类

1309194 思想道德与法治 Value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3 1

130906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3 3 2

130919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3 3

130919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s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Socialism
3 3 4

130919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The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3 5

1309064

1309065

1309066

1309067

1039198

形势与政策 Current Situations and Policies / 2
1、2、

3、4、5

思想政治类（选择性

必修课）

1309110 中共党史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3 2
春秋均

开设
13091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309112 改革开放史 The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1309113 社会主义发展史 The history of socialism

外语类 大学外语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s 3 12
1、2、

3、4

军体类

5051001

5051002

5051003

5051004

体育（1/4）体育（2/4）

体育（3/4）体育（4/4）

Physical Education(1/4)、Physical

Education(2/4)、Physical

Education(3/4)、Physical Education(4/4)

2 4
1、2、

3、4

5605001 军事理论 Military Theory / 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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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5002 军事技能 Military Skills

心理健康类 1087203 大学生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2 2 1、2

职业生涯规划
301301001

（1）-（3）
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2 2 1、2、3

阅读、写作与沟通 阅读、写作与沟通 0

前沿与学科交叉讲座 前沿与学科交叉讲座 0

国家安全教育 以学校引进的线上课程为准 0

暑期学校 暑期学校 0

其他必修环节 文学院本科生学术活动月 0

（二）第二课堂学时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型 课程号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第二课堂

1309068 社会实践（思想政治类课程实践教学）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2 2 5

生产劳动（劳育） 2

思想成长 1

创新创业 1

志愿公益 1

文体活动 1

工作履历 0

技能特长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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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识教育类、跨学科类课程学时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型 课程号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通识教育类课程

科学精神与生命关怀

8

春秋均开设

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

艺术体验与审美鉴赏（美育）

思维训练与科研方法

跨学科类课程

跨学科贯通课程

6专业类在地国际化课程

非学生所在专业开设的专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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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科专业课程学时学分分配表
专业课选课说明：专业必修课类 48 学分，专业基础课结合实践应用培养数字信息素质和写作能

力素养，专业核心课结合理论学习夯实专业核心基础知识。专业发展课类至少选修 27 学分，专业进

阶课与专业交叉课两类合计至少选修 17 学分，专业应用课至少选修 10 学分。专业进阶课深化专业

知识点，提升学术研究能力，满足继续深造的需求；专业交叉课拓宽专业知识面，体现学科交叉融

合，满足继续深造和就业创业的需求；专业应用课强化专业实践，提升专业未来的职业能力素养，

满足就业创业的需求。

课程类型 课程号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专业

必修

课

专业基础课

（实践课）

204301001（1-3） 大学写作 1、2、3 College Writing 2 3 3、4、5

信息及数据素养 Information and Data Literacy 2 1 1

专业核心课

105301001（1-2） 现代汉语 1、2 Modern Chinese 1, 2 3 6 1、2

105301002（1-2） 古代汉语 1、2 Ancient Chinese 1, 2 4 8 1、2

105301003 语言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3 3 3

105301004（1-4） 中国古代文学史 1、2、3、4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1, 2, 3, 4
3 12 3、4、5、6

105301005（1-2） 中国现代文学史 1、2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

2
2 4 2、3

105301006 中国当代文学史
History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3 3 3

105301007（1-2） 外国文学史 1、2 History of Foreign Literature 1, 2 3 6 5、6

105301008 文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2 2 4

集中实践环节 506301001 专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 2 8

专

业

发

专业

选修

课

专业进阶课

107301001 文献学 Chinese Ancient Classic Texts 2 2 1

107301002 文字学 Chinese Historical Philology 2 2 2

107301003 中国美学史 History of Chinese Aesthetics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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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课

107301004 音韵学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2 2 3

107301005 鲁迅研读 Lu Xun Study 2 2 3

107301006 戏剧经典研读 Drama Classics Study 2 2 4

107301007 西方文论与批评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2 2 4

107301008 文艺美学 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 2 2 4

107301009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 School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Novel 2 2 4

107301010 训诂学 Chinese Historical Semantics 2 2 4

107301011 孔孟研读 Confucius and Mencius Study 2 2 4

107301012 老庄研读 Lao Zhuang Study 2 2 4

107301013 诗经楚辞研读
Study of the Book of Songs and Poems of

Chu
2 2 5

107301014 二十世纪新诗研究
Study of New Poet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2 2 5

107301015 中国文学批评史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2 2 5

107301016 文学理论经典导读 Introduction to Classic Literary Theory 2 2 5

107301017 中国近现代文学批评经典导读
Guide to the Classics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2 2 5

107301018 唐宋经典研读 Study of Tang and Song Classics 2 2 6

107301019 苏轼研读 Su Shi Study 2 2 6

107301020 二十世纪欧美文学思潮研究
Study of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Literature
2 2 6

107301021 西方美学经典研读 Study of Western Aesthetic Classics 2 2 6

107301022 外国文学名著研读 Study Foreign Literary Classics 2 2 7

专业交叉课

107301023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 Contemporary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2 2 2

107301024 民间文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Folk Literature 2 2 2

107301025 比较文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 2 3

107301026 文艺批评方法与案例 Methods and Cas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2 2 3

107301027 中国文化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2 2 3

107301028 中国现当代民族文学研究 Research on Chinese Modern and 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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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National Literature

107301029 儿童文学研究 Stud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2 2 5

107301030 生态诗学 Ecopoetics 2 2 5

107301031 敦煌文学 Dunhuang Literature 2 2 6

专业应用课

（实践课）

207301001 汉语言文字规范应用 Standar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2 1 3

207301002 国际中文教育应用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4 2 2

207301003 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4 2 2

207301004 新媒体应用写作 Applied Writing of New Media 4 2 3

207301005 网络文学 Network Literature 4 2 3

207301006 大众文化 Popular Culture 2 1 6

207301007 亚洲影视 Asian Film and Television 2 1 2

207301008 西部文学 Western Literature （China） 4 2 5

207301009 文化产业经营与管理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2 1 6

毕业设计

（论文）
407301001 毕业论文 Graduation Thesis 6 / 7

（五）荣誉学士学位课程学时学分分配表

选课说明：荣誉学士学位课程，需在 17 学分中至少选修 10 学分。

课程类型 课程号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荣誉学士学位课程

109301001 论文写作指导与专业英语
Introduction to Thesis Writing and

English for Specific
36 2 7

109301002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论
History The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54 3 7

109301003 美学文艺学方法论 Methodology of Aesthetic Literature 54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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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rt

109301004 中国古代诗歌史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Poetry 54 3 7

109301005 语义学与语用学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54 3 8

109301006 20 世纪西方文学研究
Research on Western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54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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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学计划总体安排一览表

课程类型
课程性

质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
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学时
总数

课时分配 各学期学时分配

备注
理论
讲授

习
题
讨
论

实验
实践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四学
年

第五
学年

1 2 3 4 5 6 7 8 9 10线
上

线
下

公
共
必
修
课
程

公共必修课

必修 1309194
思想道德

与法治

Value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3 54 54 54

必修 1309061
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3 3 54 54 54

必修 1309195

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

理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3 54 54 54

必修 1309192

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s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Socialism

3 3 54 54 54

必修 1309193

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概论

The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

cs for a New

Era

3 3 54 5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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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性

质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
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学时
总数

课时分配 各学期学时分配

备注
理论
讲授

习
题
讨
论

实验
实践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四学
年

第五
学年

1 2 3 4 5 6 7 8 9 10线
上

线
下

必修

1309064

1309065

1309066

1309067

1039198

形势与政

策

Current

Situations

and Policies

2 36 36 7.2 7.2 7.2 7.2
7.

2

选修 1309110 中共党史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2 3 36 18 18
春秋
均开
设

选修 1309111
中华人民

共和国史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选修 1309112
改革开放

史

The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选修 1309113
社会主义

发展史

The history

of socialism

必修 大学外语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s

12 3 216 216 54 54 54 54

具体课

程以分

级教学

实施方

案为准



18

课程类型
课程性

质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
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学时
总数

课时分配 各学期学时分配

备注
理论
讲授

习
题
讨
论

实验
实践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四学
年

第五
学年

1 2 3 4 5 6 7 8 9 10线
上

线
下

必修

5051001

5051002

5051003

5051004

体育

（1/4）

体育

（2/4）

体育

（3/4）

体育

（4/4）

Physical

Education(1/4

)、Physical

Education(2/4

)、Physical

Education(3/4

)、Physical

Education(4/4

)

4 2 144 144 36 36 36 36

必修
5605001

5605002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Military

Theory

Military

Skills

4 148 18 18 112 36+112

必修 1087203
大学生心

理健康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2 2 36 30 6 36

必修

301301001

（1）-

（3）

职业生涯

规划

Career

Planning
2

覆盖
培养
全过
程

第二课堂

必修 1309068 社会实践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2 2 36 36 36 36

必修 1087001 生产劳动
Physical

Labor
2 36 36 36

必修 思想成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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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性

质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
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学时
总数

课时分配 各学期学时分配

备注
理论
讲授

习
题
讨
论

实验
实践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四学
年

第五
学年

1 2 3 4 5 6 7 8 9 10线
上

线
下

选修 创新创业 1

选修 志愿公益 1

选修 文体活动 1

选修 工作履历 0

选修 技能特长 0

公共
必修
环节

必修
阅读、写

作与沟通
0

覆盖
培养
全过
程

必修

前沿与学

科交叉讲

座

0

非毕
业年
级学
生每
学期
不少
于 2
个

学时

必修
国家安全

教育
0

线上
课程

必修 暑期学校 0
在校期间

应至少参

加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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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性

质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
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学时
总数

课时分配 各学期学时分配

备注
理论
讲授

习
题
讨
论

实验
实践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四学
年

第五
学年

1 2 3 4 5 6 7 8 9 10线
上

线
下

通
识
教
育
类
、
跨
学
科
类
课
程

通识
教育
类课
程

科学精
神与生
命关怀

选修

8 144

社会科
学与现
代社会

选修

艺术体
验与审
美鉴赏

必修

思维训
练与科
研方法

选修

跨学
科类
课

全校跨
学科贯
通课程

选修

6 108

专业类
在地国
际化课

程

选修

非学生
所在专
业开设
的专业
课程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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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性

质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
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学时
总数

课时分配 各学期学时分配

备注
理论
讲授

习
题
讨
论

实验
实践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四学
年

第五
学年

1 2 3 4 5 6 7 8 9 10线
上

线
下

学
科
专
业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

专业
基础课
（实践
课）

必修
204301001

（1-3）
大学写作
1、2、3

College
Writing 1, 2,

3
3 2 108 108 36 36 36

必修
信息及数
据素养

Information
and Data
Literacy

1 2 36 36 36

专业
核心课

必修
105301001

（1-2）

现代汉语
1、2

Modern Chinese
1, 2

6 3 108 108 54 54

必修
105301002

（1-2）

古代汉语
1、2

Ancient
Chinese 1, 2

8 4 144 144 72 72

必修 105301003
语言学概

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3 3 54 54 54

必修
105301004

（1-4）

中国古代
文学史

1、2、3、
4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1,
2, 3, 4

12 3 216 216 54 54 54 54

必修
105301005

（1-2）

中国现代
文学史
1、2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

2

4 2 72 72 36 36

必修 105301006
中国当代
文学史

History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3 3 54 54 54

必修
105301007

（1-2）
外国文学
史 1、2

History of
Foreign

Literature 1,
2

6 3 108 108 5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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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性

质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
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学时
总数

课时分配 各学期学时分配

备注
理论
讲授

习
题
讨
论

实验
实践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四学
年

第五
学年

1 2 3 4 5 6 7 8 9 10线
上

线
下

必修 105301008 文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2 2 36 36 36

集中实
践环节

必修 506301001 专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2 / / / / /

专
业
发
展
课

专业
任选
课

专业进
阶类课

程

选修 107301001 文献学
Chinese
Ancient

Classic Texts
2 2 36 36 36

必修 107301002 文字学
Chinese

Historical
Philology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1003
中国美学

史

History of
Chinese

Aesthetics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1004 音韵学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1005 鲁迅研读 Lu Xun Study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1006
戏剧经典
研读

Drama Classics
Study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1007
西方文论
与批评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1008 文艺美学
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
2 2 36 3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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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性

质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
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学时
总数

课时分配 各学期学时分配

备注
理论
讲授

习
题
讨
论

实验
实践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四学
年

第五
学年

1 2 3 4 5 6 7 8 9 10线
上

线
下

选修 107301009
中国现代
小说流派

School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Novel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1010 训诂学
Chinese

Historical
Semantics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1011 孔孟研读
Confucius and
Mencius Study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1012 老庄研读
Lao Zhuang

Study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1013
诗经楚辞
研读

Study of the
Book of Songs
and Poems of

Chu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1014
二十世纪
新诗研究

Study of New
Poet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1015
中国文学
批评史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1016
文学理论
经典导读

Introduction
to Classic
Literary
Theory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1017
中国近现
代文学批

Guide to the
Classics of

2 2 36 3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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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性

质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
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学时
总数

课时分配 各学期学时分配

备注
理论
讲授

习
题
讨
论

实验
实践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四学
年

第五
学年

1 2 3 4 5 6 7 8 9 10线
上

线
下

评经典导
读

Chinese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选修 107301018
唐宋经典
研读

Study of Tang
and Song
Classics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1019 苏轼研读 Su Shi Study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1020
二十世纪
欧美文学
思潮研究

Study of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Literature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1021
西方美学
经典研读

Study of
Western
Aesthetic
Classics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1022
外国文学
名著研读

Study Foreign
Literary
Classics

2 2 36 36 36

专业交
叉类课

程

选修 107301023
当代马克
思主义文

论

Contemporary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1024
民间文学
概论

Introduction
to Folk

Literature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1025
比较文学
概论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 2 36 3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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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性

质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
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学时
总数

课时分配 各学期学时分配

备注
理论
讲授

习
题
讨
论

实验
实践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四学
年

第五
学年

1 2 3 4 5 6 7 8 9 10线
上

线
下

选修 107301026
文艺批评
方法与案

例

Methods and
Cas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1027
中国文化
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1028
中国现当
代民族文
学研究

Research on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National
Literature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1029
儿童文学
研究

Stud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1030 生态诗学 Ecopoetics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1031 敦煌文学
Dunhuang
Literature

2 2 36 36 36

专业应
用类课

程
（实践
课）

选修 207301001
汉语言文
字规范应

用

Standar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1 2 36 36 36

选修 207301002
国际中文
教育应用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pplications

2 4 72 72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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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性

质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
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学时
总数

课时分配 各学期学时分配

备注
理论
讲授

习
题
讨
论

实验
实践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四学
年

第五
学年

1 2 3 4 5 6 7 8 9 10线
上

线
下

选修 207301003
跨文化交

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4 72 72 72

选修 207301004
新媒体应
用写作

Applied
Writing of New

Media
2 4 72 72 72

选修 207301005 网络文学
Network

Literature
2 4 72 72 72

选修 207301006 大众文化
Popular

culture
1 2 36 36 36

选修 207301007 亚洲影视

Asian Film

and

Television

1 2 36 36 36

选修 207301008 西部文学

Western

Literature

（China）

2 4 72 72 72

选修 207301009
文化产业
经营与管

理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1 2 36 36 36

毕业设计
（论文）

必修 407301001 毕业论文
GraduationThes

is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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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性

质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
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学时
总数

课时分配 各学期学时分配

备注
理论
讲授

习
题
讨
论

实验
实践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四学
年

第五
学年

1 2 3 4 5 6 7 8 9 10线
上

线
下

荣
誉
学
士
学
位
类
课
程

荣誉学士学位
类课程

选修

109301001
论文写作
指导与专
业英语

Introduction
to Thesis
Writingand
English for
Specific

2 2 36 36 36

109301002
20 世纪中
国文学史

论

History The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3 3 54 54 54

109301003
美学文艺
学方法论

Methodology of
Aesthetic

Literature and
Art

3 3 54 54 54

109301004
中国古代
诗歌史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Poetry
3 3 54 54 54

109301005
语义学与
语用学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3 3 54 54 54

109301006
20 世纪西
方文学研

究

Research on
Western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3 3 54 54 54

总计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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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体系与培养目标的关联度矩阵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要求 1 要求 2 要求 3

指

标

点

1.1

指

标

点

1.2

指

标

点

1.3

指

标

点

1.4

指

标

点

2.1

指

标

点

2.2

指

标

点

2.3

指

标

点

3.1

指

标

点

3.2

指

标

点

3.3

指

标

点

3.4

指

标

点

3.5

指

标

点

3.6

指

标

点

3.7

公共课程

思想道德与法治 H M H L L L M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H M M L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H M M L L H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H M H M L L L M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H M H L L M H

形势与政策 H L H M L M L M

中共党史 H L H M M L L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H L H M M L L

改革开放史 H L H L L M

社会主义发展史 H L H L L M

外语 L L M H M M

体育 H M L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M H L

大学生心理健康 L M L M L H

职业生涯规划 L L H M

第二课堂

社会实践（思想政治类课程实践教学） L L H M

生产劳动（劳育） M M H L

思想成长 H M L M L

创新创业 M H L

志愿公益 H L M

文体活动 L M L M

工作履历 M H H

技能特长 L M H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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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类、

跨学科类课程

科学精神与生命关怀 H M L H L L M M

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 M H M H L L M H

艺术体验与审美鉴赏 L H L L L M

思维训练与科研方法 L M H H H L L H

全校跨学科贯通课程 H H M

专业类在地国际化课程 M H M

专业基础课
大学写作 M H M H L H H

信息及数据素养 H M L H H

专业核心课

现代汉语 H H H H

语言学概论 H M H L H

中国古代文学史 H M H M L

古代汉语 H M H M H L

文学概论 H L L H M M

外国文学史 H H M M L

中国现代文学史 H M H M L

中国当代文学史 H H M L

专业发展课

文献学 H M H H M L L L

音韵学 L H

文字学 L L M H H M

训诂学 L H M H M

孔孟研读 H M H M L L M

老庄研读 H M H M L L M

诗经楚辞研读 M H L

唐宋经典研读 H M L H M L L

苏轼研读 M H M L M

戏剧经典研读 H M L M

鲁迅研读 M H M L M

外国文学名著研读 H M L M L

西方美学经典研读 H M L M M

二十世纪新诗研究 L M H L

中国文学批评史 L H L M M

西方文论与批评 H L M M H

文艺美学 H H M L M

中国美学史 M H L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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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经典导读 M H L H L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 M L H M

中国近现代文学批评经典导读 H M L M

二十世纪欧美文学思潮研究 M H L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 M M H L M H

中国现当代民族文学研究 M M H L M

文艺批评方法与案例 H M L M H

儿童文学研究 M L H

生态诗学 L M H M

中国文化概论 M L H H

民间文学概论 L M H M

比较文学概论 M M H H

敦煌文学 H M H M L L

汉语言文字规范应用 M L M H M H H

国际中文教育应用 M L M H

跨文化交际 L H M H M H

新媒体应用写作 M L H L H M H

网络文学 L M H M L H

大众文化研学 L M H L H M

亚洲影视研学 M L H H

西部文学研学 H M H M L L

文化产业经营与管理 M L H M

注：1.根据课程对各项培养目标指标点的支撑强度分别用“H（评价）\M（强调）\L（覆盖）”表示课程对该培养目标贡献度的大小。

2.支撑强度的含义是：该门课程覆盖培养目标指标点的多寡，每门课程对各项培养目标的支撑强度应有具体依据，每项培养目标能够完全被相关的课程支撑。

3.教学环节：课程、实践环节、训练等，矩阵应覆盖所有教学环节。

指标点说明：

指标点 1.1 思想政治素质

指标点 1.2 人文精神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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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点 1.3 责任担当意识

指标点 1.4 科学理性精神

指标点 2.1 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

指标点 2.2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指标点 2.3 自然科学知识

指标点 3.1 知识获取能力

指标点 3.2 学术研究能力

指标点 3.3 写作与表达能力

指标点 3.4 外语和信息技术能力

指标点 3.5 自主学习能力

指标点 3.6 实践创新能力

指标点 3.7 协作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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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修读导引图

课程类型 课程种类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一学期 二学期 三学期 四学期 五学期 六学期 七学期 八学期

公共必修课程

思想政治类 思想道德与

法治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

想概论

思想政治类（选择性必修课） 形势与政策

1

形势与政策

2

形势与政策

3

形势与政策

4

形势与政策

5

大学外语
大学英语 1 大学英语 2 大学英语 3 大学英语 4

思想政治

实践论文

体育
大学体育 1 大学体育 2 大学体育 3 大学体育 4

军事理论、军事技能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大学生心理健康 大学生心理

健康

职业生涯规划 职业生涯

规划 1

职业生涯

规划 2

职业生涯

规划 3

第二课堂
社会实践 生产劳动 思想成长

创新创业

志愿公益

文体活动

工作履历
技能特长

阅读、写作与沟通
阅读、写作

与沟通

阅读、写作

与沟通

（参加本科

生科研兴趣

小组）

阅读、写作

与沟通

（参加本科

生科研兴趣

小组）

阅读、写作

与沟通

（参加本科

生科研兴趣

小组）

阅读、写作

与沟通

（参加本科

生科研兴趣

小组）

阅读、写作

与沟通

（参加本科

生科研兴趣

小组）

前沿与学科交叉讲座 前沿与学科

交叉讲座

前沿与学科

交叉讲座

前沿与学科

交叉讲座

前沿与学科

交叉讲座

前沿与学科

交叉讲座

前沿与学科

交叉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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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教育 线上课程

资源

线上课程

资源

线上课程

资源

线上课程

资源

线上课程

资源

线上课程

资源

暑期学校
暑期学校

其他必修环节 本科生

学术活动月

本科生

学术活动月

本科生

学术活动月

通识教育类、跨

学科类课程

通识教育类课程 科学精神与

生命关怀

社会科学与

现代社会

艺术体验与

审美鉴赏

思维训练与

科研方法

跨学科贯通课程

在地国际化课程

学科专业课程

专业

必修

课

专业基础课程 信息及数据

素养
大学写作 1
（基础写作）

大学写作 2
（文学写作）

大学写作 3
（实用写作）

专业核心课程

现代汉语 1 现代汉语 2 语言学概论
中国古代

文学史 2

中国古代

文学史 3

中国古代

文学史 4

古代汉语 1

古代汉语 2
中国古代

文学史 1

中国现代

文学史 1

中国现代

文学史 2

文学概论
外国文学史

1

外国文学史

2
中国当代

文学史

集中实践环节
毕业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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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发展

课

专业

选修

课

专业进阶类课程
文献学

文字学 音韵学

训诂学
诗经楚辞

研读 唐宋经典

研读

外国

文学

名著

研读

孔孟研读 中国文学

批评史老庄研读

戏剧经典

研读 二十世纪

新诗研究

苏轼研读

中国美学史 鲁迅研读

文艺美学

西方美学

经典研读
西方文论与

批评

文学理论经

典导读

中国现代

小说流派

中国近现代

文学批评

经典导读

二十世纪欧

美文学思潮

研究

专业交叉类课程

当代马克思

主义文论

文艺批评方

法与案例
中国现当代

民族文学

研究

儿童文学

研究

敦煌文学
生态诗学

民间文学

概论

中国文化

概论

比较文学

概论

专业应用类课程

国际中文

教育应用

汉语言文字

规范应用

西部文学

研学

大众文化

研学

跨文化交际

新媒体应用

写作

文化产业

经营与管理网络文学亚洲影视

研学

毕业设计（论文）
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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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课程拓扑图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七学期

第八学期

大学写作 2
文学概论

戏剧经典研读

文艺美学 西方文论与批评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

中国现当代民族文学研究

二十世纪新诗研究 儿童文学研究

文学理论经典导读

西部文学

文献学

毕业论文

中国近现代文学

批评经典导读

现代汉语 1古代汉语 1

现代汉语 2文字学 中国现代文学史 1

生态诗学

中国现代文学史 2

中国美学史

跨文化交际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 亚洲影视

国际中文教育应用

古代汉语 2

音韵学

训诂学

大学写作 1

外国文学史 1 大学写作 3

中国古代文学史 1

中国古代文学史 2

中国古代文学史 3

中国当代文学史

鲁迅研读 网络文学

文艺批评

方法与案例

新媒体

应用写作

中国文化概论

汉语言文字

规范应用
语言学概论

信息及数据素养

孔孟研读

老庄研读

民间文学概论

诗经楚辞研读 中国文学批评史

比较文学概论

唐宋经典研读

苏轼研读

外国文学史 2
西方美学经典研读

二十世纪欧美

文学思潮研究
敦煌文学

文化产业经营与管理

大众文化

中国古代文学史 4

外国文学名著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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