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东软学院关于制（修）订 2022 年度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高等学校落实党和国家关于高等

教育人才培养总体要求，组织开展教学活动、安排教学任务的规

范性文件，是实施专业人才培养和开展质量评价的基本依据。我

校按照 TOPCARES 人才培养指标体系要求和《广东东软学院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管理办法》开展 2022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制（修）

订工作，现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 基本原则 

（一）坚持立德树人，注重全面发展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科学制定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和要求，合理规划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打造“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

应用型人才。重视思想道德品质、科学文化素养与健康人格教育，

重视综合基础知识和专业应用知识的传授，重视专业实践能力和

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加强通识教育课程建设，强化课程思政改

革，所有任课教师应在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同时，充分发掘运

用课程蕴涵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资源，引导学生培养

高尚道德情操和良好精神素养，做大学生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二）明确培养目标，提炼能力指标 

各专业要围绕学校应用型大学的定位，依据学校的人才培养

总体目标，开展广泛、深入、扎实的专业调研，参照相关专业国



家质量标准、指导性规范、行业标准、岗位要求，结合本专业定

位和人才培养特色，科学分析，认真梳理，充分论证并明确专业

人才培养目标，有企业、行业专家参与制（修）订。经过对专业

人才培养预期应掌握的知识、能力、素质进行明确的、具体化的

分析，按照 TOPCARES能力指标体系框架，提炼出各专业的人才

培养能力指标，形成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到具有专业特色的

TOPCARES核心能力指标的映射。 

（三）突出项目导向，构建一体化课程体系 

以项目为导向，依据专业培养目标，设计高度融合、高度关

联的课程与项目，既注重学科知识的连续性，又注重项目能力的

整合性，将专业思想、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综合素质、职业能

力等培养任务进行科学分解、融合渗入到课程与项目中去，建立

从培养目标到课程体系的映射，从课程目标到各知识单元教学目

标的映射，构建课程与项目相融合的一体化课程体系。在一体化

课程体系设计中，每个专业应当有精心规划的逐级递进的各级项

目。每门课程，特别是专业核心课程要强调三级项目的构建与实

施，并以此为核心，做好单元组四级项目的设计。每个项目都要

与课程、课程组密切关联，每门课程内容和相关的能力训练要融

入到教学单元和项目中，教学单元之间、教学单元与项目之间产

生知识性的联系和能力的整合，课程教学围绕能力与项目来设计、

组织与实施。课程与项目安排采用一体化组织形式，统筹规划和

安排课程体系以及项目体系，使知识传授、能力提升、素质培养

和项目训练融为一体。 

（四）加强产学合作，建设资源环境 



各专业要根据专业人才培养需要，深入开展产学合作，建设

课内实践与集中实践相结合、课上实践与课外实践相结合、校内

实践与校外实践相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突出面向职业岗位所需

的基本技能和专业实践能力培养。要推动产业学院建设，加强政、

校、行、企合作，通过联合开设课程、联合指导学生、联合建设

实践教学基地等形式，充分利用校内外实践教学资源。要加强教

学资源与环境建设，努力构建各专业相关行业的仿真、模拟、真

实的教育教学环境和实践教学基地，积极建设基于行业企业的项

目库、案例库、试题库和系列教材，全面推进 TOPCARES 教育教

学改革进课程、进项目、进教材。要加强创新创业课程建设，推

动专创融合教育，在专业课程中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创业意识，

营造有利于学生创新创业的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

与能力。 

二、 修订重点 

我校 2021年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已全面制（修）订，2022年

除新设专业，其他专业在保持专业课程体系基本稳定的基础上进

行 2022 级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通识课调整由学校统一进

行，专业课原则上延续 2021 级课程设置，有调整的专业进行上

报。 

（一）以思政课程为基础，以课程思政为抓手，深入挖掘专

业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并且体现于培养规格和专业 

TOPCARES 能力指标体系中。各专业必须开设《专业导引与职涯

规划》，作为基石项目，引导学生对专业及职业进行了解和认知，



激发学生对专业所在领域的兴趣，加强学生学习主动性。 

（二）通识必修课中有如下变动：（1）素质类课程《劳动

教育》0.5 学分，总学时由原 8 学时改为 10 学时，其中，理论

学时 8 学时、其他实践学时 2 学时；（2）增设素质类课程《实

验室安全教育》，学分为 0，总学时为 2，全部为理论学时，在

第一学期开设，开课单位为实验实训中心；（3）增设素质类课

程《社会实践》，1 学分，26学时，其中理论学时 4学时、其他

实践学时 22 学时，在第二学期开设，开课学院为校团委；（4）

创新创业类课程《从非商业计划到商业计划》2学分，总学时 32

学时，其中，理论学时由 24学时改为 16学时，其他实践学时由

8 学时改为 16学时；（5）创新创业类课程《创新创业及素质教

育实践》学分改为 1学分；（6）理工类课程《大学物理实验》1

学分，总学时由原来的 16 学时改为 24 学时，全部为实验学时；

（7）思政类课程《社会实践（思政）》更名为《思政实践》。 

（三）计算实践教学环节学时所占比例时，“集中性实践教

学环节每学分折算 20 学时”改为“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每周折

算 20学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