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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天津科技大学2022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修订工作的指导意见 
 

为进一步深化我校学分制改革，加快构建德智体美劳全

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持续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并做好2025

审核评估准备工作，同时按照《市教委关于坚持“六个融合”

切实做好高校安全教育的通知》和《市委教育工委 市教委关

于完善“1+N+X”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

程体系建设的通知》相关工作要求，学校决定在2021版人才

培养方案基础上，开展2022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牢固树立人才培养中

心地位，不断推进本科教育理念创新和模式创新，紧紧围绕

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加快构建一流人才培养体系。

继续深入贯彻学分制改革，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产出导向，

持续改进”的人才培养理念，明确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路径。

对标2025审核评估人才培养要求，实现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突破，注重优化课程体系，强化课程对培养目标的支撑，注

重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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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位目标 

天津科技大学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学校秉承“尚德尚学

尚行 爱国爱校爱人”的校训，以建设拥有世界一流学科的高

水平特色大学为办学发展目标，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和学生成

长规律，保持和拓展轻工特色与优势，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和

人民需求办学。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

先、能力为重，培养知识扎实、身心健康，具有社会责任感、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三、原则要求 

新修订的培养方案，应强化理论基础、突出科教融合、

注重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围绕天津科技

大学本科教育基本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学习借鉴一流大学

教育经验，力求适应学科专业发展需要，适应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适应学生个性发展需要，适应2025审核评估工作

要求需要，为我校本科教育基本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服务。 

（一）明确专业培养目标 

修订表述清晰的培养目标，注重因材施教，为学生自主

学习和创新能力培养创造条件，并提供多种选择和路径。 

（二）探索人才分类培养 

各专业根据修订的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定位探索分类构

建专业学术类、应用创新类人才培养的课程模块，为学生提

供满足发展需要的课程选择和发展路径。各学院可以结合自

身发展需要，设置荣誉学分，原则上不超过 10学分，提供给

学有余力学生提前修读硕士课程（结合我校本硕博方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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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为学生提供产学合作高阶课程。 

（三）深化课程教学改革 

尊重学院自主办学，尊重学科专业特色，鼓励学院结合

专业（工程）认证、专业发展和专业特色，根据新修订的人

才培养目标，设置课程体系，优化课程知识结构，全面修订

课程教学大纲，推动课程建设，着力打造“金课”，淘汰“水

课”，确保课程体系支持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的达成，课程内

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支持课程目标的达成。鼓励各学

院创新课程模式，增设校企合作、研究性、学科交叉类课程。

推动公共基础课程教学改革。 

（四）加强通识课程教育 

进一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理念，根据修订的人才培养目

标定位，强化数理基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体美劳课程体系

构建。 

四、课程修订 

（一）国家安全教育课程纳入通识课程体系 

面向全校学生开设国家安全教育课程，在个性培养及创

新拓展课程的德育培养与劳动训练模块中设置“国家安全教

育”必选课，1学分，16学时。 

（二）习近平法制思想课程纳入通识课程体系 

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习近平法制思想公共选修课程，在个

性培养及创新拓展课程的德育培养与劳动训练模块中设置

“习近平法制思想”选修课，1学分，1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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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纳入专

业课程体系 

各专业在学科基础课程的专业基础类模块中开设“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业必修课，1学分，16

学时。具体专业与课程名称见附件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专业必修课课程名称与专业汇总表。 

（四）高质量开设劳动教育和就业指导实践专业课程 

进一步加强劳动教育、创新创业（就业指导）教育与专

业教育的有机结合，构建“劳动+思政”、“劳动+专业”劳动

（实践）课程体系，开设有专业特色的就业指导实践课程。

进一步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将创新创业与实践教育相结

合，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实践能力。 

（五）优化专业课程体系 

各专业继续优化专业课程体系，根据专业建设目标和人

才培养定位要求，对专业课程进行必要的修订，并填写教学

进程修订汇总表。 

五、其他说明 

（一）个性化课程申报  

同步启动2022年度个性培养与创新拓展课程申报工作，

课程设置“新工科、新文科、德育培养与劳动训练、创新创

业与职业发展、审美体验与艺术鉴赏”五个模块，鼓励各单

位结合自身优势特色，继续积极申报，具体另行通知。 

（二）微专业申报 

同步启动2022年度微专业申报工作，微专业原则上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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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6学分，开设4-6门课程，可以在个性培养与创新拓展课程

（包括网络课程）中进行选择。 

六、工作程序 

（一）修订培养方案 

各学院须成立以院长为组长，教学副院长、学科带头人、

专业负责人等为主要成员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领导

小组，负责2022 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 

（二）反复调研论证 

各专业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时须全面了解对比国内外高校

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情况，组织本专业专家、学者、行业企业

专家、教师和校友代表对人才培养方案的前瞻性、科学性、

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 

（三）撰写课程简介与教学大纲 

各学院根据2022版人才培养方案，组织教师撰写课程教

学大纲，经各专业严格审核后提交教务处和质控中心。并按

后续工作要求上传URP综合教务系统。 

（四）提交相关材料 

根据工作计划按时提交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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