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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文学 专业代码：������

一、专业简介

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肇始于 ����年徐州教育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师范），属于专科层

次，经过二十余年的建设，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师范专业办学经验。����年徐州教育学院整建制并

入徐州工程学院，����年开办本科层次的教育学（语文教育）专业，我校 ����年开办汉语言文学

（非师范）专业，在专业建设过程中，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等有了

比较深刻的认识并做了实践探索，且于 ����年获批国家一流专业。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拥有具

有博士硕士学历、教授副教授职称等组成的年龄结构合理、学科优势互补的教学团队，展示出良好

的科研研究能力和发展潜质，形成了稳定发展的学科专业方向，发表了产生一定影响的学术成果，

取得了较好的学术声誉和社会评价。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以立德树人为己任，具有高尚师德、教育情怀，具备扎实

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良好的人文和科学素养与创新精神，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能力、班级管

理能力、沟通合作能力及较好的反思能力，能胜任中学语文教育教学工作的高素质教师。

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在毕业后 �年左右，经过自身学习和工作锻炼，能够达到：

��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热爱教学工作，认同教师工作的意义和专

业性，具有积极的情感、端正的态度、正确的价值观，能够在教育实践中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具有较强的文学感悟能力、文献阅读能力、审美鉴评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汉字书写规范

美观，口语表达简洁流畅，能够根据教育教学需要熟练完成各类文字工作，指导学生参加作文竞

赛，胜任学校文学类社团的指导工作。

��能够依据语文课程标准有效开展教学，能熟练运用学科教学和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教学设计、

实施和评价，具有较强的教学能力和研究能力，能熟练驾驭中学语文课堂教学并起到示范引领作

用。

��能在中学语文教育教学领域形成一定的研究能力，成长为工作单位的骨干教师；能够结合

教学实际问题参与区域教研活动，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了解中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中学德育原理，能够有机结合语文学科教学进行育人活动，掌

握班级管理、组织、建设的工作规律和基本方法，能够胜任班主任工作，参与和组织班级德育和

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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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意识，能够适应时代和教育发展需求，进行学习和职业生涯规划，

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学会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问题，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研究精神。

三、毕业要求

【1 师德规范】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思想认同、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以立德树人为己任。遵守教师职业规范，依法执教，

立志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教师。

���立德树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感，

夯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 依法执教：系统了解师德规范和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具备依法执教意识和能力。

���“四有”标准：理解和内化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

好教师标准，培养“四有”好老师。

【2 教育情怀】从教信念坚定，认同中学语文学科教师工作的职业价值、社会地位和专业性，

具有积极的情感、端正的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具有一定的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尊重学生人格，

富有爱心、责任心，工作细心、耐心，做学生塑造人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

人。

���职业认同：热爱教育事业，具有坚定的从教意愿，认同教师工作的重要意义，理解教师工

作的专业性，具有积极的工作态度、乐观的精神、端正的人生观、正确的价值观。

���教育担当：具有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富有爱心、责任心，工作细心、耐心，做学生锤炼

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关爱学生：尊重中学生独立人格，尊重个体差异，尊重教育规律和中学生身心发展特点，

维护中学生合法权益，平等对待每一个中学生。

【3 学科素养】系统掌握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具有广博的人文知识和高雅

的审美情趣。能较好运用专业知识和理论进行文本的赏析和评价。了解本专业的发展趋势，对语

文学科在学生知识体系建构、道德品质养成过程中的意义有清晰认识。了解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

的内在关联，把握语文学科与社会实践的联系。

���语文专业素养：掌握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知识，能较好地运用语言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知识

进行文本的鉴赏、分析和评价，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写作和研究性学习能力。

���语文教学素养：具有广博的人文知识与基本的科学素养，对语文学科在学生体系建构、道

德品质养成过程中的意义有清晰认识。能将政治、历史、地理等学科知识融入语文教学。

���综合素养：能够从综合和跨学科视角来认识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社会实践的相关性，具有

整合文史哲学科和科学等跨学科知识和方法来化解本学科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4 教学能力】具有基于语文核心素养的教学理念，能够依据中学语文课程标准，针对中学

生身心发展和认知特点，运用学科教学知识和信息技术，结合学情独立完成教学设计、实施和评

价，获得教学体验，具备基本的教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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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理念：能够在教学实践中依据中学语文课程标准，针对中学生身心发展阶段和学科认

知特点，运用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和信息技术，结合具体学情，独立完成教学设计、实施和评价；

���教学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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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在实践活动中，能够进行独立思考、分析和判断，创新性地研究和提出解决教

育教学问题的手段和方法。

【8 沟通合作】具有团队协作精神和协作能力。理解学习共同体和团队协作的重要意义，具

有积极参与团队协作的意识和能力，初步具备在中学语文教育实践中与学校领导、同事、学生、

家长及社区沟通交流的知识与技能，具有相关经历体验。

���合作能力：理解学习共同体在语文教育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具有团队意识和协作活动的体

验；具备小组学习、专题研讨、网络分享等交流合作的方式方法，具有指导合作学习的知识和技

能；

���沟通能力：掌握良好的表达和沟通能力，能够与学生、家长、业界同行、学校领导或社区

有效沟通，具有相关经历体验。

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情况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1 培养目标2 培养目标3 培养目标4 培养目标5 培养目标6
�．师德规范 + + 0 0 + /

�．教育情怀 + + 0 0 + +

�．学科素养 / + + 0 + /

�．教学能力 / + + 0 + +
�．班级指导 0 0 / + + 0

�．综合育人 + + 0 + 0 0

�．学会反思 / 0 + 0 + +

�．沟通协作 / / 0 + + 0

四、学制与毕业条件

学制：标准学制 �年，最长学习年限 �年。

毕业条件：修完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内容，成绩合格，达到最低毕业要求的 ���学分；取

得至少 �个创新创业实践学分和 �个劳动实践学分；体质健康测试合格；且符合学校规定的其它条

件与要求，准予毕业。

五、学位及授予条件

符合《徐州工程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六、专业核心课程

��现代汉语（&RQWHPSRUDU\ &KLQHVH /DQJXDJH）�学分

��古代汉语（$QFLHQW &KLQHVH /DQJXDJH）�学分

��中国现当代文学（0RGHUQ DQG &RQWHPSRUDU\ &KLQHVH /LWHUDWXUH）�学分

��中国古代文学（$QFLHQW &KLQHVH /LWHUDWXUH）��学分

��外国文学（)RUHLJQ /LWHUDWXUH）�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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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概论（/LWHUDU\ 7KHRU\）�学分

��基础写作指导与训练（%DVLF ZULWLQJ）�学分

��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KLQHVH &RXUVH DQG 7HDFKLQJ 7KHRU\ LQ 0LGGOH 6FKRROV）�学分

七、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社会实践 （6RFLDO 3UDFWLFH）�学分

��教师专业技能训练（7HDFKHU 3URIHVVLRQDO 6NLOOV 7UDLQLQJ）���学分

��教育实习Ⅰ（(GXFDWLRQDO 3UDFWLFHⅠ）�学分

��教育实习Ⅱ（(GXFDWLRQDO 3UDFWLFHⅡ）�学分

��毕业论文 （*UDGXDWLRQ 'LVVHUWDWLRQ）�学分

八、课程体系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分分配
课程

属性

考核

形式

修读

学期理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通
识
必
修
课

3015G00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2.5 0.5 必修 考试 2

3015G0002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2.5 0.5 必修 考试 1

3015G000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2.5 0.5 必修 考试 4

3015G0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2.5 0.5 必修 考试 3

3015G00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2.5 0.5 必修 考试 3

3015G0005 形势与政策 2 2 必修 考查 1—8

1012G0001 军事理论 2 2 必修 考查 1

4007G0002 创新教育基础与实践 1.5 1.5 必修 考查 5

4007G0003 创业实践 0.5 0.5 必修 考查 5

4007G0004 系统思维训练 0.5 0.5 必修 考查 5

1017G0001 大学生职业规划教育 0.5 0.5 必修 考查 2

1017G0002 大学生就业指导教育 0.5 0.5 必修 考查 6

1012G0003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2 必修 考查 1

1012G0004 劳动教育 0.5 0.5 必修 考查 3或 4

3003G0001 大学体育(Ⅰ) 0.5 0.5 必修 考查 1

3003G0002 大学体育(Ⅱ) 1 1 必修 考查 2

3003G0003 大学体育(Ⅲ) 1 1 必修 考查 3

3003G0004 大学体育(Ⅳ) 1 1 必修 考查 4

3003G0005 大学体育(Ⅴ) 0.5 0.5 必修 考查 5、6

3005G0001 大学英语 A(Ⅰ) 3 2.5 0.5 必修 考试 1

3005G0002 大学英语 A(Ⅱ) 3 2.5 0.5 必修 考试 2

3005G0003 大学英语 A(Ⅲ) 2 2 必修 考试 3

3005G0004 大学英语 A(Ⅳ) 2 2 必修 考试 4

3009G0003 数据分析与可视化 1.5 1.5 必修 考试 1或 2

3009G0013 数据分析与可视化实验 1 0 1 必修 考查 1或 2

通识必修课小计 41.5 32.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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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5G1007 党史 1 1 选修 考查 2 四

史

任

选

一

门

3015G1008 新中国史 1 1 选修 考查 2

3015G1009 改革开放史 1 1 选修 考查 2

3015G1010 社会主义发展史 1 1 选修 考查 2

通识选修课 4

艺术鉴赏与审美体验类（美育课程） 2 2 选修 考查 2-7

1012G1001 国家安全教育 1 1 选修 考查 1

通识选修课小计 8 本模块至少选修 8 学分

通识课程平台合计 49.5

教师

教育

课

必
修
课

3002B0321 学校教育发展 2 2 必修 考试 2

3002B0322 课程与教学论 2 2 必修 考查 2

3002B0323 教育心理学 2 2 必修 考试 3

3002B0324 教育研究方法 2 1 1 必修 考试 3

3002B0325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2 2 必修 考查 7

教师教育必修课小计 10 9 1

选
修
课

3002P1384 教师专业发展 2 2 选修 考查 6

3002P1351 现代教育技术 2 1 1 选修 考查 3

3002P1352 班级管理 2 2 选修 考查 5

3002P1353 中外教育名著导读 2 1 1 选修 考查 4

3002P1354 综合实践活动设计 2 1 1 选修 考查 6

3002P1355 中学生发展与学习心理 2 2 选修 考查 6

3002P1356 中学生品德发展与道德教育 2 2 选修 考查 7

3002P1357 教育政策法规与教师职业道德 2 2 选修 考查 7

教师教育选修课小计 16 本模块至少选修 4 学分

教师教育课小计 14

学科

专业

课

学
科
基
础
课

3002B0326 现代汉语(Ⅰ) 3 3 必修 考试 1

3002B0327 现代汉语(Ⅱ) 3 3 必修 考试 2

3002B0328 中国现当代文学(Ⅰ) 3 3 必修 考试 2

3002B0329 中国现当代文学(Ⅱ) 3 3 必修 考试 3

3002B0330 中国古代文学(Ⅰ) 3 3 必修 考试 2

3002B0331 中国古代文学(Ⅱ) 3 3 必修 考试 3

3002B0332 中国古代文学(Ⅲ) 3 3 必修 考试 4

3002B0333 中国古代文学(Ⅳ) 3 3 必修 考试 5

3002B0334 外国文学(Ⅰ) 3 3 必修 考试 3

3002B0335 外国文学(Ⅱ) 3 3 必修 考试 4

3002B0336 古代汉语(Ⅰ) 3 3 必修 考试 5

3002B0337 古代汉语(Ⅱ) 3 3 必修 考试 6

学科基础课小计 36 36

专
业
必
修
课

3002P0321 专业导论 1 1 必修 考查 1

3002P0322 普通话与教师口语 3 1 2 必修 考试 1

3002P0323 文学概论 3 3 必修 考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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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2P0324 语言学概论 2 2 必修 考查 3

3002P0325 基础写作指导与训练(Ⅰ) 3 2 1 必修 考查 3

3002P0326 基础写作指导与训练(Ⅱ) 3 2 1 必修 考查 4

3002P0327 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3 1 2 必修 考查 5

3002P0328 学科前沿 1 1 必修 考查 7

专业必修课小计 19 13 6

专
业
选
修
课

3002P1358 书法技能 2 1 1 选修 考查 2

3002P1359 汉字与中国文化 2 2 选修 考查 2

3002P1360 文学欣赏与批评 2 2 选修 考查 3

3002P1361 形式逻辑 2 2 选修 考查 3

3002P1362 汉语修辞研究与应用 2 2 选修 考查 3

3002P1363 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研究 2 2 选修 考查 3

3002P1364 中外文学名著导读（Ⅰ） 3 1.5 1.5 选修 考查 3

3002P1365 中外文学名著导读（Ⅱ） 3 1.5 1.5 选修 考查 4

3002P1366 文献检索 2 1 1 选修 考查 4

3002P1367 数字教学资源开发与应用 2 1 1 选修 考查 4

3002P1368 教师科学素养 2 2 选修 考查 4

3002P1369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3 3 选修 考查 4

3002P1370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研究 3 3 选修 考查 5

3002P1371 经典阅读与语文教学 2 1.5 0.5 选修 考查 5

3002P1372 美学原理 2 2 选修 考查 5

3002P1373 艺术鉴赏 2 1.5 0.5 选修 考查 5

3002P1374 中国文学批评 3 3 选修 考查 5

3002P1375 文字学概论 2 2 选修 考查 5

3002P1376 语文教育史 2 2 选修 考查 6

3002P1377 中国文化概论 3 3 选修 考查 6

3002P1378 中国哲学简史 2 2 选修 考查 6

3002P1379 语文新课标教学研究 3 1 2 选修 考查 6

3002P1380 外国文学专题研究 3 3 选修 考查 6

3002P1381 古代汉语专题研究 3 3 选修 考查 7

3002P1382 教育统计学 2 2 选修 考查 7

3002P1383 教育测量与评估 2 2 选修 考查 7

专业选修课程小计 61 本模块至少选修 22 学分

学科专业课程小计 77

1012T0001 军事技能 2 2 必修 考查 1

3002T0321 教师专业技能训练（Ⅰ-1） 0.5 0.5 必修 考查 1

3002T0322 教师专业技能训练（Ⅰ-2） 0.5 0.5 必修 考查 2

3002T0323 教师专业技能训练（Ⅰ-3） 1 1 必修 考查 3

3002T0324 教师专业技能训练(Ⅱ) 1.5 1.5 必修 考查 5

3002T0325 教育实习Ⅰ（见习研习） 5 5 必修 考查 6

3002T0326 教育实习Ⅱ 6 6 必修 考查 8

3002T0327 毕业论文 8 8 必修 考查 8

实践教育平台合计 24.5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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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课程构成及学分分配汇总表

课程分类 学分 比例（�） 实践环节学分
实践环节

学分比例（�）

通识课程平台
通识必修课 ���� ���� ��� �����

通识选修课 � ����

专业课程平台

教师教育课程 �� ���� � ���

专业必修课程 �� ����� � �����

专业选修课程 �� �����

实践教育平台 ���� ����� ���� ���

合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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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课程与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矩阵

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必修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能力

课程

毕业要求

�师德规范

毕业要求

�教育情怀

毕业要求

�学科素养

毕业要求

�教学能力

毕业要求

�班级指导

毕业要求

�综合育人

毕业要求

�学会反思

毕业要求

�沟通合作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0 / / 0 +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 + / / 0 + /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 + / / 0 + 0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 / / + / /

现代汉语 / 0 + + 0 0 / 0

普通话与教师口语 0 0 + + / 0 0 +

中国现当代文学 0 0 + + / 0 / /

中国古代文学 0 0 + + / 0 / /

外国文学 0 / + + / 0 / /

古代汉语 / / + + / 0 / /

文学概论 0 0 + + / 0 / /

基础写作指导与训练 / / + + / + 0 /

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0 0 + + / 0 + /

教育实习 1（见习研习） 0 + 0 0 0 0 + +

教育实习 2 + + + + + + + +

毕业论文 0 0 + + + 0 + +

社会实践 0 + 0 0 0 + + +

注：某课程或实践环节对毕业要求的支撑程度分别用“+（高）、0（中）、/（弱）”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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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结构拓扑图



��

十一、教学进程表

学年 一 二 三 四

学期 1 2 3 4 5 6 7 8

开设

课程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

础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

论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

创业教育基

础与实践

大学生就业

指导教育
美育课程

形势与政

策

军事理论
大学生职业

规划教育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大学体育

�Ⅳ�
创业实践

教师专业发

展
学科前沿

教育实习

,,

国家安全教

育

大 学 体 育

�Ⅱ�
劳动教育

大学英语

$�Ⅳ�

系统思维训

练

古 代 汉 语

�Ⅱ�

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

毕业论文

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

大 学 英 语

$�Ⅱ�
大学体育�Ⅲ�

中国古代

文学�Ⅲ�
大 学 体 育

�Ⅴ�
教育实习 ,

中学生品德

发展与道德

教育

大 学 英 语

$�Ⅰ�
四史课程

大 学 英 语

$�Ⅲ�
外国文学

�Ⅱ�
中国古代文

学�Ⅳ�
综合实践活

动设计

教育政策法

规与教师职

业道德

数据分析与

可视化
美育课程 教育心理学

基础写作

指导与训

练�Ⅱ�

古 代 汉 语

�Ⅰ�
中学生发展

与学习心理

经典阅读语

文教学

数据分析与

可视化实验

大学生职业

规划教育

中国现当代文

学(Ⅱ)

中外文学

名著导读

（Ⅱ）

教师专业技

能训练�Ⅱ�
语文教育史

语文新课标

教学研究

学校教育发

展

大 学 体 育

�Ⅱ�
中国古代文学

(Ⅱ)
文献检索 班级管理

中国文化概

论
教育统计学

现 代 汉 语

(Ⅰ)

现代教育技

术
语言学概论

数字教学

资源开发

与应用

中国古代文

学专题研究

中国哲学简

史

教育测量与

评估

普通话与教

师口语

现 代 汉 语

(Ⅱ)

基础写作指导

与训练(Ⅰ)

教师科学

素养

经典阅读与

语文教学

语文新课标

教学研究

古代汉语专

题研究

专业导论
中国现当代

文学(Ⅰ)

教师专业技能

训练（Ⅰ��）

中国现当

代文学专

题研究

美学原理
外国文学专

题研究

军事技能
中国古代文

学(Ⅰ)

汉语修辞研究

与应用

中外教育

名著导读
艺术鉴赏

教师专业技

能 训 练

（Ⅰ��）
文学概论

中国文学批

评

教师专业技

能 训 练

（Ⅰ��）
文字学概论

书法技能

备注：表中斜体字课程为专业选修课程，其中要求教师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学科专业选修课选修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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