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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培养方案 

一、专业简介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始建于 1950 年，吴宓、高亨、赖以庄等学术大师曾在此执教

多年，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形成了优良的学术传统和鲜明的办学特色，现为国家特色专业、重

庆市“三特行动计划”特色专业、重庆市一流专业，在全国尤其在西部地区有较大影响。本专业所在

的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为重庆市重点学科，1982 年和 2011 年分别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

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被评为 B+等级，拥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教师队伍中现有长江学者三人，

课程体系中有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一门，办学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列。本专业立足西南、面向全国，

以培养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卓越语文教育专业人才为目标，以较大的人才培养规模、较高的人才培

养质量、良好的人才培养效果（学生几乎百分百就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中学语文骨干教师和其他优

秀教育工作者，为国家基础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培养目标 

（一）培养目标 

总目标： 

本专业立足西南，面向全国，适应新形势下国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和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重大

战略需求，围绕学校“人格健全、基础扎实、能力突出、素质全面、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培养总目

标，坚持以文化人的办学理念和以学生为中心、追求卓越的办学指导思想，致力于培养如下人才：

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真挚的爱国情怀、广阔的社会视野、良好的人文素养、坚定的从教

信念，系统掌握汉语言文学基本知识、语文教育教学专门知识，具有较强的文学感悟能力、文献典

籍阅读能力、审美鉴评能力和语言文字运用能力，能完全胜任中学语文教学、教育研究、管理等相

关工作，未来 5 年成为“基础厚实，专业精深，素质博雅”的优秀中学语文骨干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为未来成长为教育家型教师打下坚实的基础。 

具体目标： 

目标 1：具有高尚的师德修养和“仁爱博雅”的教育情怀。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

健全的人格，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热爱中华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热爱教育事业，具备坚定的教师职业信念，以师为乐，以师为荣，以师为贵；具有高尚的职业

道德与职业素养，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依法执教；具有“仁爱博雅”的教育情怀，成为有理想信

念、有道德情操、有卓越学识、有仁爱之心的优秀老师。【践行师德】 

目标 2：形成基于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整合性知识结构。深入理解语文学科在语言建构与运用、

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具有广博的跨学科知识和

通识知识，掌握深厚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跟踪语文教育发展前沿，善于突破专业知识发展的瓶

颈，不断完善知识结构；熟悉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掌握基于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学习指导方

法和策略，具备适应新时代中学语文教学需要的专业素养。【学会教学】 

目标 3：教育教学能力卓著。深入理解中学学生语文学习的规律和方法，掌握学习评价原则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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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具备信息技术与语文课程整合能力，具备有效实施新课程教学、促进学生成才的卓越教学能力。

善于充分发挥语文课堂作为教学主阵地的作用，培养学生的语文应用、知识探究能力；善于充分发

挥语文的审美教育功能，培养学生自觉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审美情趣；具有面向未来的语文教学意

识，善于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地发展。【学会教学】 

目标 4：综合教育能力突出。坚持德育为先理念，注重以德育人、以文化人，具有促进学生全面

成人的综合教育能力。深入了解学生身心发展与情感、态度、价值观养成的一般规律和特点，具有

自觉将语文学习、能力发展与品德修养相结合的育人意识，善于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具备班

级管理中有机育人的能力，不仅能教人以知识，教人以道义，而且能教人以智慧，教人以发展，培

养学生高尚的人文精神、扎实的语文素养和创造潜能；能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养成热爱祖

国和中华文明、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品格，形成健康美好的情感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全面

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及整体素质。【学会育人】 

目标 5：自我发展能力凸显。养成自我反思、终身学习与自主发展习惯，养成创新意识和批判性

思维，具有较强的反思、研究教育教学、促进自己成“家”的卓越科研能力。积极参与教学科研，以教

带研，以研促教，立志做有思想的实践家、学者型的教学专家，努力建构独到的语文教育教学主张，

形成富有特色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为成为一名有影响力的卓越语文教育家打下基础。【学会发展】 

目标 6：具有将国际教育经验融入本土教学实践的能力。熟练掌握并运用 1 门或 1 门以上外语，

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主动了解和借鉴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和经验开展教育教学，争做引领型卓越语文

教师。【学会发展】 

目标 7：具备促进教育成功的沟通合作能力。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团队合作

精神，熟练掌握沟通合作技能，善于组建富有凝聚力的合作团队，具备一个卓越的教育工作者所应

具备的沟通合作能力。【学会发展】 

三、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具备良好的师德修养，具有积极向上的教育情怀；掌握扎实的语言、文字、文

学、文化知识，掌握应用信息技术优化学科课堂教学的方法技能，具备较强的教学设计、教学实施、

教学评价能力；掌握班级组织与建设的原则与方法，具有有效组织主题教育和社团活动以教育和引

导学生发展的能力；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反思研究能力，具有较宽广的国际视野和突出的沟

通合作能力。 

本专业毕业具体要求包括：践行师德和学会教学、学会育人、学会发展的知识、素质和能力。 

（一）践行师德 

1．全面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立德树人为己任，遵守教师

职业道德规范，具有依法执教的意识，立志成为优秀的“四有”老师。【师德规范】 

2．具有“仁爱博雅”的教育情怀，热爱教育事业，以师为乐，以师为荣，以师为贵，把做卓越语

文教师作为自己人生和生命价值的重要体现，对学生富有爱心和责任心，对工作耐心和细心，立志

“做学生成长引路人”。【教育情怀】 

（二）学会教学 

3．深入理解和掌握语文学科在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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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新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具有广博的跨学科知识和通识知识，不断夯实专业知识和完善知识结构，

整合形成语文学科教学知识，熟悉基于语文核心素养的学习指导方法和策略。【知识整合】 

4．深入理解中学生语文学习的规律和方法，践行教师是学生学习和发展的促进者的教育理念，

以学生为中心，善于创设适合的学习环境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具备有效实施新课程教

学、促进学生成才的卓越教学能力，具备较强的指导和评价学生学习的教学研究能力。【教学能力】 

5．了解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深度融合的发展动态，具备信息化专业教学能力，能有效应用信息

技术优化教学和转变学生学习方式，善于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学习环境、学习活动和学习评价设计，

促进学生进行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实现语文课堂教学艺术与技术的融合。【技术融合】 

（三）学会育人 

6．树立德育为先理念，注重以德育人、以文化人。了解中学生心理发展特点，把握中学德育目

标、原理、内容与方法。掌握班集体建设与管理的策略与技能，掌握共青团建设与管理的原则与方

法，具备班级组织建设的能力。胜任班主任工作，能够组织指导德育、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掌握促

进中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有效方法和适应中学生青春期心理辅导的有效技能。【班级

指导】 

7．实践全程育人、立体育人理念。掌握综合育人路径和方法，善于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

将语文学习、能力发展与品德修养相结合。掌握在校园文化活动中开展综合育人的原则和策略，善

于组织主题育德和社团育人活动，具备有效履行综合育人职责的能力。【综合育人】 

（四）学会发展 

8．养成终身学习、自主学习习惯。具备专业发展意识，了解语文教师专业发展核心内容和发展

阶段路径，制定科学的专业发展计划。具备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善于自我管理。【自主学习】 

9．树立全球意识，具有国际教育视野，积极关注全球重大的社会与教育发展问题。积极参与国

际教育研究交流，了解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和经验，借鉴国际教育的新理念、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

法开展教育教学。【国际视野】 

10．树立教师是实践性反思者角色意识，能够独立思考判断，自主分析解决问题，养成反思习

惯。具有创新意识，学会批判性分析与创新性研究解决教育教学问题，初步养成批判性思维，具有

较强的教育教学研究能力。【反思研究】 

11．深入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作用与价值，乐于与学习伙伴合作学习。具有团队协作精神，善于

进行沟通互助和合作学习。具备沟通交流的知识与技能，能积极有效沟通。【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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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支撑的矩阵表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目标 5 目标 6 目标 7 

养成高尚的

师德修养和

“仁爱博雅”的

教育情怀 

形成基于语

文学科核心

素养的整合

性知识结构 

教育教

学能力

卓著 

综合教

育能力

突出 

自我发

展能力

凸显 

具有将国

际经验融

入本土实

践的能力 

具备促进教

育成功的沟

通合作能力 

1.师德规范 √   √  √ √ 

2.教育情怀 √   √   √ 

3.知识整合 √ √ √  √ √ √ 

4.教学能力  √ √ √ √ √ √ 

5.技术融合   √  √   

6.班级指导 √ √ √ √ √  √ 

7.综合育人 √ √ √ √ √  √ 

8.自主学习 √  √  √ √  

9.国际视野  √   √ √ √ 

10.反思研究  √ √  √   

11.交流合作 √  √   √ √ 

 

四、学期与学制 

学期：每学年分为秋季、春季和夏季三个学期，夏季学期为选择性学期 

学制：标准学制 4 年，学习期限为 3-6 年 

五、毕业学分与授予学位 

毕业学分：168.5 学分。 

授予学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授予条例》及《西南大学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予细则》

规定者，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六、专业核心课程 

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概论、语言学概论、大

学写作。 

七、实验实践教学 

（一）实践教学体系 

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念，强化课内外紧联系，校内外相结合，打通学生“理论基础—能力

培养—综合运用”的学习脉络，建立起“基础实践—专业实践—社团活动实践—社会实践”的四元结构

实践教学体系，加强专业实践训练，拓展知识面，提高综合素质。 

1.基础实践。以专业课程教学为依托，挖掘基础课程的实践因素，提升实践理念，改革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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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学方法，尝试在授课、作业、课程论文、考核等教学环节中渗透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

培养。 

2.专业实践。依托教师教育类课程和教育实习基地，按照“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教育研习”的顺

序设计实践教学环节，做到专业实践教学不断线。在 1-5 学期，配合“语文教学设计与实作训练”等课

程的学习，持续组织不同形式的实践教学活动，所有学生在校内经过模拟实习；在 5-6 学期，学生分

批次进入实习基地进行教育教学综合实习，第一个月为教育见习，第二三月为教育实习，第四个月

为教育研习。  

3.社团活动实践。完善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队伍紧密配合、相互联动的学生活动组织体制，并进

一步系统化、常规化。建立教师、专业人士、优秀学生参与指导，学生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服

务的活动模式，通过课堂之外的各类代表学科特色的社团活动的开展，强化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的培养。 

4.社会实践。围绕“国学传承”等主题，组织系列综合实践活动，包括各种形式的比赛、创作、社

会考察与社会服务等活动，充分调动学生创造的积极性和社会责任感，挖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人文

意识，训练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丰富校园文化，服务地方文化与经济。  

（二）实践教学要求 

本专业应具有以下基本实践教学环节（最低要求） 

1.基础实践（4 学分）：社会调查、课程论文、课程作业、劳动实践  

2.专业实践（24 学分）：师范技能训练、教学设计与实作训练、学年论文、教育教学综合实习、

教学能力测试、毕业论文（设计、作品）。学生在第 5、6 学期进入中学实习一学期（每学期各两个

班参加实习），具体实施措施见《西南大学师范生教育实习管理办法》及《西南大学文学院教育实习

管理条例（试行）。毕业论文具体实施办法见《西南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管理规定》

及《西南大学文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实施细则》。 

3.社团活动实践：学生综合测评，具体考核由各年级辅导员负责实施。 

4.社会实践（1 学分）：要求学生在寒暑假、周末等时间完成，具体考核由各年级辅导员来实施。 

八、课程结构与学分分布 

课程类别 学分 
比例

（%） 
备注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课 43 25.52  

选修课 8 4.74 

应至少修满 4 学分自然科学类通识教育选修

课；必选 2 学分文化素质类课程、2 学分美育类

课程，并将美育活动学分认定纳入美育类课

程。选修与本专业重复或相近的通识教育选修

课程，不计入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 必修课 45 26.7 
保证所有学科专业课程整体学分不低于总学分

的 50%。 专业发展课程 
必修课 16 

22.55 
选修课 22 

教师教育课程 
必

修

学科教育与教学论课程 
18.5 10.98 

教师教育课程达到教育部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规

定的学分要求。教师教育选修课学分可替换通师范技能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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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学分 
比例

（%） 
备注 

课 师德教育类课程 识教育选修课学分。 

教育信息素养类课程 

选修课 4 

综合实践课程 

教育教学实习 10 

9.52 
除社会实践外，其余综合实践课程学分纳入学

科专业课程学分。 

教学能力测试 1 

毕业论文（设计、作品） 4 

社会实践 1 

个性化选修课程    
跨专业全校选修，作为通识教育选修或专业发

展选修学分 

自主创新创业 

科研学分 

  

科研学分可替代专业发展选修课程学分，技能

学分、实践学分可替代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学

分，创业学分可替代专业发展必修课程学分和

专业发展选修课学分。具体的认定和替换按学

校相应规定执行。 

技能学分 

实践学分 

创业学分 

 选修课占总学分的比例 34 20.24 

专业发展选修课、通识教育选修课、教师教育

选修课学分合计占总学分的比例应达 20%以

上。 

 
实践教学学时占总学时的比

例 
29 26.51 

实践教学学时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不少于总学

时的 20%(976/3681=0.2651) 

 

九、课程计划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辅修专 

业课程 考核 

方式 
备注 

总计 讲授课 实验课 实践课 
是否

辅修 

开课

学期 

通识教

育必修

课 

32110985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52 40  12 1   考试 

 

3211098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52 40  12 2   考试 

3211098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52 40  12 3   考试 

3211101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2 32 32   3  

 
考试 

3211101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3 52 40  12 4  

 
考试 

06110001 形势与政策 2 64 64   1-8   考查 

91110001 军事理论 2 32 32   1   考查  

91110002 军事技能 2 2-3 周   2-3 周 1   考查  

07110017 体育 A 0.5 32 4  28 1   考试 

 

07110018 体育 B 0.5 32 4  28 2   考试 

07110013 体育 C 1 32 4  28 3   考试 

07110014 体育 D 1 32 4  28 4   考试 

07110015 体育 E 0.5     5/6   考查 

07110016 体育 F 0.5     7/8   考查 

 大学外语 12 192 192   1-4 
  

考试 
进校分级考

试 

21110010 大学计算机基础Ⅰ 4 76 40  36 2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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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辅修专 

业课程 考核 

方式 
备注 

总计 讲授课 实验课 实践课 
是否

辅修 

开课

学期 

90110031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A 0.5 8 8   2   考查  

90110032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B 0.5 8 8   5/6   考试  

00111052 大学生创业基础 2 32 32   2   考试  

小计 43 780 584 0 196      

通识教

育选修

课 

学校统一开设，学生按要求自主选择 8   

所有学生选修 2 学分文化素质类课程，2 学分美育类课

程，并将美育活动学分认定纳入美育类课程。其余 2 学

分只能选修自然科学类课程。选修与本专业重复或相近

的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不计入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学分。 

学科基

础课程 

08210111 现代汉语 A 3 48 48   1   考试  

08210216 现代汉语 B 3 48 48   2   考试  

08210121 中国现当代文学 A 3 48 48   1   考试  

08210122 中国现当代文学 B 3 48 48   2   考查  

08210123 中国现当代文学 C 3 48 48   3   考试  

08323885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A 3 48 48   1   考查  

08211081 中国古代文学 A 3 48 48   2   考试  

08323886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B 3 48 48   3   考查  

08211082 中国古代文学 B 3 48 48   4   考试  

08323887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C 3 48 48   5   考查  

08211083 中国古代文学 C 3 48 48   6   考试  

08210151 古代汉语 A 3 48 48   3   考试  

08210152 古代汉语 B 3 48 48   4   考查  

08210191 外国文学 A 3 48 48   5   考查  

08210192 外国文学 B 3 48 48   7   考试  

小计 45 720 720        

专业发

展必修

课 

08310190 大学写作 2 40 16  24 2   考试 

专业基础课 08310220 美学原理 2 32 32   5   考试 

08310790 语言学概论 2 32 32   3   考试 

08210161 文学概论 A 3 48 48   3   考查 

专业核心课 
08210162 文学概论 B 3 48 48   4   考试 

08312710 民间文学 2 32 32   6   考试 

08310240 比较文学原理 2 32 32   8   考试 

小计 16 264 240  24      

专业发

展选修

课 

 

08310780 中国文化概论 2 32 32      考试 
基础模块 

08323889 普通逻辑 2 32 32      考试 

08322330 老舍研究 2 32 32      考查 

原典精读模

块 

08323791 沈从文研究 2 32 32      考查 

08320290 鲁迅研究 2 32 32      考查 

08323884 张爱玲研究 2 32 32      考查 

08320480 老子章句 2 32 32      考查 

08323540 《诗经》导读 2 32 32      考查 

08320420 《史记》研究 2 32 32      考查 

08322640 《庄子》选读 2 32 32      考查 

08320430 李白研究 2 32 3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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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辅修专 

业课程 考核 

方式 
备注 

总计 讲授课 实验课 实践课 
是否

辅修 

开课

学期 

08320620 杜甫研究 2 32 32      考查 

08323480 苏轼研究 2 32 32      考查 

08322660 宋诗选讲 2 32 32      考查 

专题模块 

08320260 现代汉语专题 2 32 32      考查 

08323880 文献学专题 2 32 32      考查 

08320880 社会语言学 2 32 32      考查 

08320560 古汉语词汇学 2 32 32      考查 

08320270 古汉语语法研究 2 32 32      考查 

08320540 文字学 2 32 32      考查 

08320550 音韵学 2 32 32      考查 

08320390 训诂学 2 32 32      考查 

08323906 方言与中国文化 2 32 32      考查 

08320590 当代审美文化 2 32 32      考查 

08322650 西方文论 2 32 32      考查 

08323912 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 2 32 32      考查 

08321220 西方现代派文学 2 32 32      考查 

08310810 西方文化概论 2 32 32      考查 

08322490 中国新诗欣赏与中外文化 2 32 32      考查 

08320300 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 2 32 32      考查 

08320510 新时期小说研究 2 32 32      考查 

08322530 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研究 2 32 32      考查 

08322560 魔幻现实主义与当代文学 2 32 32      考查 

08323790 神话史诗研究 2 32 32      考查 

08323500 民间祭仪 2 32 32      考查 

08322670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2 32 32      考查 

08323400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阅读 2 32 32      考查 

08323280 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2 32 32      考查 

 

08323390 中国二十年代经典小说阅读 2 32 32      考查 

08323170 文化人类学专题研究 2 32 32      考查 

08322480 台港文学研究 2 32 32      考查 

08320350 民俗学 2 32 32      考查 

08323340 国学概要 2 32 32      考查 

08323260 唐诗格律（双语） 2 32 32      考查 

08320330 唐诗专题 2 32 32      考查 

08320580 中国传统文化与小说 2 32 32      考查 

08323310 人间词话与人间词 2 32 32      考查 

08323854 宋词专题 2 32 32      考查 

08313010 中国古代文论 2 32 32      考查 

08320450 先秦散文与中国传统文化 2 32 32      考查 

08323898 唐诗与日本 2 32 32      考查 

08323440 明代文学专题 2 32 32      考查 

08323510 小说与民间信仰 2 32 3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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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辅修专 

业课程 考核 

方式 
备注 

总计 讲授课 实验课 实践课 
是否

辅修 

开课

学期 

08323430 中国二十世纪文艺思潮 2 32 32      考查 

08323200 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专题 2 32 32      考查 

08323240 中国古典美学专题研究 2 32 32      考查 

08323250 审美与人生 2 32 32      考查 

08320520 文艺美学 2 32 32      考查 

08210777 艺术经典选讲 2 32 32      考查 

08323900 戏剧（戏曲）艺术鉴赏 2 32 32      考查 

08323929 戏剧经典作品选读 2 32 32      考查 

08320530 影视艺术概论 2 32 32      考查 

08323901 中国现代作家外语创作研究 2 32 32      考查 

08323902 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 2 32 32      考查 

08323903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2 32 32      考查 

08323907 儿童文学研究 2 32 32      考查 

08323904 当代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学研究 2 32 32      考查 

08323905 中国小说的类型与发展 2 32 32      考查 

08323220 语文教育改革的前沿与热点专题研究 2 32 32      考查 

语文教育模

块 

08323190 语文课例研究 2 32 32   4/5   考查 

08323150 作文教学专题研究 2 32 32      考查 

08323160 语文教学流派专题研究 2 32 32      考查 

08323816 语文教材分析与名篇解读 2 32 32   4   考查 

08322360 语文教育史 2 32 32      考查 

08323967 小说戏剧名篇与中学语文教学 1 24 16  8    考查 

08323968 实用类文本名篇与中学语文教学 1 24 16  8    考查 

08323969 古诗文名篇与中学语文教学 1 24 16  8    考查 

08323970 现代诗文名篇与中学语文教学 1 24 16  8    考查 

 现代汉语与中小学口语表达教学 1 24 16  8    考查 

08323290 秘书学 2 32 32      考查  

08320370 创意写作 2 32 32      考查 

 08323872 公文写作 2 32 32      考查 

08323910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作家研究 2 32 32      考查 

08323909 中国现代话剧专题研究 2 32 32      考查  

 国际课程 2  未参加出国（境）交流学习项目本科生须选修 

合计 165 2648 2608 0 40      

要求选修学分 22          

教师教

育必修

课程 

97410022 教育学基础 2 32 32   3   考试  

97410023 心理发展与教育 3 48 48   4   考试  

08412680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2 40 16  24 4   考试  

08413733 语文教学设计与实作训练 2 40 16  24 4   考试  

00120207 口语能力训练 1 24   24 1/2   考查  

00120067 书写能力训练 1 24   24 1/2   考查  

00120818 音乐基础能力训练 1 24   24 1/2   考查  

00120816 美术基础能力训练 1 24   24 1/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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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辅修专 

业课程 考核 

方式 
备注 

总计 讲授课 实验课 实践课 
是否

辅修 

开课

学期 

00120819 心理教育能力训练 1 24   24 1/2   考查  

00120811 课堂教学能力综合训练 1 24   24 4/5   考查  

97410019 教师职业道德 1 16 16   7   考试  

00120809 教育技术应用能力训练 2 40 16  24 3/4   考试/考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研究 
0.5 8 8   4 

  
考试  

小计 18.5 368 152 0 216      

教师教

育选修

课程 

见《教师专业课程选修课指南》学校统一开

设,学生按要求自主选择 
4        考试/考查  

综合实

践课程 

08613741 社会实践 1 24   24 6   考查  

086107403 毕业论文 4 96   96 8   考查  

08612930 教育教学综合实习 10 20 周   20 周 5/6     

00611931 教学能力测试 1 24   24 7     

小计 16 144   144      

个性化选修课程  

自主创

新创业 

 科研学分           

 技能学分           

 实践学分           

 创业学分           

备注： 

1.理论课 1 学分对应 16 学时，实验、实践课 1 个学分对应 24 个学时； 

2.辅修专业课程标注为“√”的课程为辅修专业学生修读课程； 

3.专业选修课按照课程模块设置，学生根据专业方向选修相应课程； 

4.专业选修课程选修学分包含优质国际课程 2 学分，未参加出国（境）交流学习项目的本科生，须

通过学校暑期国际课程周、国际课程“云校园”等途径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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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课程计划对毕业要求指标点支撑的矩阵图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课

程

学

分 

毕

业

学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师德规范 教育情怀 知识整合 
教学能

力 

技术融

合 
班级指导 

综合育

人 
自主学习 

国际视

野 
反思研究 

交流合

作 

1.1 1.2 1.3 2.1 2.2 3.1 3.2 3.3 4.1 4.2 5.1 5.2 6.1 6.2 6.3 7.1 7.2 8.1 8.2 8.3 9.1 9.2 10 10 10 11 11 

通识必修

课程 

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 
3 

43 

H   L              H L M        

中国近代史纲要 3 H L   M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3 H  L      L         M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3 H H  L     L         M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3 H H   L    L         M          

形势与政策 2 H H                          

军事理论 2 H                   M      M H 

军事技能 2 H                   M      M H 

体育 ABCDF 4  H                        M H 

大学英语 ABCD 12                   M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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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课

程

学

分 

毕

业

学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师德规范 教育情怀 知识整合 
教学能

力 

技术融

合 
班级指导 

综合育

人 
自主学习 

国际视

野 
反思研究 

交流合

作 

1.1 1.2 1.3 2.1 2.2 3.1 3.2 3.3 4.1 4.2 5.1 5.2 6.1 6.2 6.3 7.1 7.2 8.1 8.2 8.3 9.1 9.2 10 10 10 11 11 

大学计算机基础Ⅰ 4          M H H                

大学生职业发展

与就业指导 AB 
1  M H H L              H         

大学生创业基础 2  M H                H H        

通识教育

课程选修

课 

学校统一开设，

学生根据专业要

求选择（应至少

修满 4 学分自然

科学类通识教育

选修课） 

8 8 按课程模块支撑毕业要求 

学科基础

课程 

现代汉语 AB 6 

45 

     H L                  M   

中国现当代文学

ABC 
9 M     H  L                 M   

中国古代文学作

品选 ABC 
9 M     H  L                 M   

中国古代文学

ABC 
9 M     H  L                 M   

古代汉语 AB 6      H L                  M   

外国文学 AB 6      H  L             M M   M   

大学写作 2 16      H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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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课

程

学

分 

毕

业

学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师德规范 教育情怀 知识整合 
教学能

力 

技术融

合 
班级指导 

综合育

人 
自主学习 

国际视

野 
反思研究 

交流合

作 

1.1 1.2 1.3 2.1 2.2 3.1 3.2 3.3 4.1 4.2 5.1 5.2 6.1 6.2 6.3 7.1 7.2 8.1 8.2 8.3 9.1 9.2 10 10 10 11 11 

专业发展

必修课程 

美学原理 2      H M H                 M   

语言学概论 2      H H L                 M   

文学概论 AB 6      H H L                 M   

民间文学 2      H  L             H  M  M   

比较文学原理 2      H  L             M M   M   

专业发展

选修课程 

基础模块 

    

按课程模块支撑毕业要求主要包括下列课程： 

（1）基础模块：”中国文化概论”、“普通逻辑” 

（2）原典精读模块：老舍研究”、“沈从文研究”、“鲁迅研究”、“张爱玲研究”、“老子章句”、“诗经导读”、“《史记》研究”、“《庄子》选读”、“李白研究”、“杜

甫研究”、“苏轼研究”、“宋诗选讲” 

（3）专题模块：“现代汉语专题”、“文献学专题”、“社会语言学”、“古汉语词汇学”、“古汉语语法研究”、“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方言与中国文化”、

“当代审美文化”、“西方文论”、“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西方现代派文学”、“西方文化概论”、“中国新诗欣赏与中外文化”、“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新时期小

说研究”、“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研究”、“魔幻现实主义与当代文学”、“神话史诗研究”、“民间祭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阅读”、“当代文

学专题研究”、“中国二十年代经典小说阅读”、“文化人类学专题研究”、“台港文学研究”、“民俗学”、“国学概要”、“唐诗格律（双语）”、“唐诗专题”、“中国传

统文化与小说”、“人间词话与人间词”、“宋词专题”、“中国古代文论”、“先秦散文与中国传统文化”、“唐诗与日本”、“明代文学专题”、“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作家

研究”、“小说与民间信仰”、“中国二十世纪文艺思潮”、“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专题”、“中国古典美学专题研究”、“审美与人生”、“文艺美学”、“艺术经典选讲”、

“戏剧戏曲艺术鉴赏”、“影视艺术概论”、“中国现代作家外语创作研究”、“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儿童文学研究”、“当代大众文化

与通俗文学研究”、“中国小说的类型与发展”、“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作家研究” 

（4）语文教学应用模块：“语文教育改革的前沿与热点专题研究”、“语文课例研究”、“作文教学专题研究”、“语文教学流派专题研究”、“语文教材分析与名篇解

读”、“语文教育史”、“秘书学”、“创意写作”、“公文写作”、“教育课程改革”、“语文教材专题”、“教学能力实训” 

原典精读模块 

文学专题模块 

语文教学应用模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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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课

程

学

分 

毕

业

学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师德规范 教育情怀 知识整合 
教学能

力 

技术融

合 
班级指导 

综合育

人 
自主学习 

国际视

野 
反思研究 

交流合

作 

1.1 1.2 1.3 2.1 2.2 3.1 3.2 3.3 4.1 4.2 5.1 5.2 6.1 6.2 6.3 7.1 7.2 8.1 8.2 8.3 9.1 9.2 10 10 10 11 11 

教师教育

必修 

教育学基础 2 

15 

   H H          L H  M          

心理发展与教育 3    M H        L L M             

语文课程与教学

论 
2     M  H     H     H           

语文教学设计

与实作训练 
2       H  M H H  M               

口语能力训练 1       H                     

书写能力训练 1       H                     

音乐基础能力

训练 
1        H                    

美术基础能力

训练 
1        H                    

心理教育能力

训练 
1        H                    

教育技术应用

能力训练 
2       H                     

课堂教学能力

综合训练 
1       H                     

教师职业道德 1   H H           L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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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课

程

学

分 

毕

业

学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师德规范 教育情怀 知识整合 
教学能

力 

技术融

合 
班级指导 

综合育

人 
自主学习 

国际视

野 
反思研究 

交流合

作 

1.1 1.2 1.3 2.1 2.2 3.1 3.2 3.3 4.1 4.2 5.1 5.2 6.1 6.2 6.3 7.1 7.2 8.1 8.2 8.3 9.1 9.2 10 10 10 11 11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的重

要论述研究 

 H H  H                        

教育政策法规 2   M H           L   M H         

班主任工作 2   M H           L   M H         

 

教师专业发展 2 
 

  M H   M         L  H M H        

学习科学 2   M    H    L  H       M        

教师教育

选修课程 

见《教师专业课

程选修课指南》

学校统一开设,学

生按要求自主选

择 

    

按课程模块支撑毕业要求 

主要包括课程：“学校德育”、“教育研究方法”、“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课堂教学技术”、“学校美育”、“教育公平”、“参

与式教学”、“课堂管理”、“当代教育思潮”、“中小学心理辅导技能”、“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中学生行为问题与矫正” 

中学语文

教育桥梁

课程 

小说戏剧名篇与

中学语文教学 
1 

4 

     H H  M H     L             

实用类文本名篇

与中学语文教学 
1      H H  M H     L             

古诗文名篇与中

学语文教学 
1      H H  M H     L             

现代诗文名篇与

中学语文教学 
1      H H  M H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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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课

程

学

分 

毕

业

学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师德规范 教育情怀 知识整合 
教学能

力 

技术融

合 
班级指导 

综合育

人 
自主学习 

国际视

野 
反思研究 

交流合

作 

1.1 1.2 1.3 2.1 2.2 3.1 3.2 3.3 4.1 4.2 5.1 5.2 6.1 6.2 6.3 7.1 7.2 8.1 8.2 8.3 9.1 9.2 10 10 10 11 11 

 
现代汉语与中小

学口语表达教学 
1       H H  M H     L             

综合实践

课程 

教育教学综合实

习 
10 

16 

            H H H  M      L     

教学能力测试 1             H H H  M      H     

毕业论文（设

计、作品） 
4      H  L             M  H  H   

社会实践 1     H L            L        M M 

个性化选

修课程 

跨专业全校选

修，作为通识教

育选修或专业发

展选修学分 

    按课程模块支撑毕业要求 

自主创新

创业 

科研学分 

    按课程模块支撑毕业要求 

技能学分 

实践学分 

创业学分 

 

  



 

17 

 

1 2 3 4 5 6 

师德规范 教育情怀 知识整合 教学能力 技术融合 班级指导 

政治

立场 

教育

方针 

职业

道德 

教育

使命 

教育

观念 

汉语

言文

学专

业素

养 

学科

教学

素养 

通识

素养 

教学

理念 

教学

设计

与实

施 

信息

技术

优化

教学

的能

力 

信息

技术

支持

学习

的能

力 

管理

理念 

班级

建设 

学生

指导 

1.1 1.2 1.3 2.1 2.2 3.1 3.2 3.3 4.1 4.2 5.1 5.2 6.1 6.2 6.3 

 

7 8 9 10 11 

综合育人 自主学习 国际视野 反思研究 交流合作 

立体育人能

力 

学科育人能

力 

终身学

习 

专业规

划 

自我管

理 

了解国际前

沿 

国际交流能

力 

反思能

力 

批判能

力 

研究能

力 

沟通能

力 

合作能

力 

7.1 7.2 8.1 8.2 8.3 9.1 9.2 10.1 10.2 10.3 11.1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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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说明  

1.本次培养方案的执行对象：从 2020 级学生开始执行； 

2.修订说明： 

本培养方案修订采用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借鉴和参考了国内高校的先进经

验并征求了各方面专家学者、学生代表的意见。 

首先，学院专业教师、教指委和教学管理人员多次展开内部研讨，于 2018 年 4 月 24 日、5 月 5

日、5 月 28 日、5 月 30 日分别召开研讨会，根据国家与学校对师范专业相关的要求，着重讨论学院

师范专业培养目标的特色定位、毕业要求的内涵结构、学科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对毕业要求的支撑

情况，以及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的相互支撑关系。 

其次，主动征求用人单位和实践基地的意见。专业负责人于 5 月 25 日、5 月 28 日前往重庆南

开中学、西南大学附属中学等实验基地进行实地调研，商讨培养目标的合理性。多次研讨和咨询均

紧扣“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质量改进”的认证工作理念，进行培养目标课程体系的修订，突出对

师范生的职业认同感和沟通管理能力的重视，补充数条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调整学科基础

课程和专业拓展课程的结构以及整体教学大纲设计。 

2020 版本较以往版本，新增中学语文教育桥梁课程共 5 门，每门课程 1 学分，合计 5 学分。同

时增加了国际课程周模块，要求修够 2 学分。 

最后，召开相关方代表修订研讨会。方案修订中，主动听取教研机构教研员、用人单位和毕业

生代表等利益相关群体对培养目标的建议及意见。在 5 月 28 日、30 日于文学院会议室，召开本科

生师范专业培养方案修订研讨会，相关群体讨论了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的设置，结合实际经验和现

实需求，着重强调专业能力、管理能力的培养。 

3. 本次培养方案修订人员名单： 

培养方案修订会各方代表名单 

代表类别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中学 陈家尧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语文教研员、重庆市教学名师 

中学 刘静 重庆外国语学校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中学 陆平 重庆市南开中学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中学 吕珍律 重庆市南开中学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中学 蒲韬 重庆市巴蜀中学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中学 田贵远 重庆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中学 王浩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中学 王毅 重庆市字水中学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中学 王海洋 重庆市第七中学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中学 熊少华 重庆市育才中学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中学 杨青苗 重庆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中学 杨晓康 重庆市第一中学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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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类别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中学 张爱明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中学 张泽勇 重庆市第八中学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高校 王本朝 西南大学文学院 院长、教授 

高校 胡建军 西南大学文学院 党委书记 

高校 邓洪波 西南大学文学院 党委副书记、思政教师 

高校 寇鹏程 西南大学文学院 
副院长、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负责

人、教授 

高校 肖伟胜 西南大学文学院 教授 

高校 陈玥 西南大学文学院 党委副书记、思政副教授 

高校 张春泉 西南大学文学院 副院长、教授 

高校 占如默 西南大学文学院 专业课程教师 

高校 曾利君 西南大学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教授 

高校 李应志 西南大学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主任、教

授 

高校 杨怀源 西南大学文学院 古代汉语教研室主任、教授 

高校 魏小娜 西南大学文学院 语文与写作教研室主任、教授 

高校 孙琳 西南大学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系主任、副教授 

高校 杨理论 西南大学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高校 刘帆 西南大学文学院 影视艺术系主任、副教授 

高校 曾馨 西南大学文学院 团委书记 

高校 张铭凯 西南大学文学院 语文学科教学法教师 

高校 陈贤明 西南大学文学院 教学秘书 

中小学 李宜倩 贵阳市第十三中学 中小学语文教师（往届毕业生） 

中小学 陈爽 贵州省毕节一中 中小学语文教师（往届毕业生） 

中小学 郑芳 贵州省遵义市第一中学 中小学语文教师（往届毕业生） 

中小学 王丹妮 河南省实验中学 中小学语文教师（往届毕业生） 

中小学 杨强 湖北省咸宁高级中学 中小学语文教师（往届毕业生） 

中小学 彭明华 江西省临川第一中学 中小学语文教师（往届毕业生） 

中小学 李彦瑢 昆明市第三中学 中小学语文教师（往届毕业生） 

中小学 周元 昆明市第三中学西山学校 中小学语文教师（往届毕业生） 

中小学 沈宗浪 昆明市女子中学 中小学语文教师（往届毕业生） 

中小学 田园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风景小

学 
中小学语文教师（往届毕业生） 

中小学 卢大成 南昌市铁路第一中学 中小学语文教师（往届毕业生） 

中小学 唐攀 四川省华蓥中学 中小学语文教师（往届毕业生） 

中小学 张晓旭 乌鲁木齐市第 126 中学 中小学语文教师（往届毕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