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框架图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时数 开课学期 

设课目的(阐述该课程在培养学生品德、知识、能力、体育或美育的作用。在课程

体系中与前后课程的关系) 
所属课程群 开课学院 

通 

识 

课 

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8 第 1 学期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思想政治理

论 

人文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2 第 1 学期 
培养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基础知识，使其成为道高德重、懂法守法的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合格人才。 
人文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2 第 2 学期 
帮 助 学 生 了 解 国 史 、国 情 ，树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坚定信念。先修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人文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8 第 4 学期 

培养学生理解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伟大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增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先修课程：《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 

人文学院 

大学英语Ⅰ-Ⅳ 192 第 1-4 学期 培养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译的综合应用能力。 大学英语 外语学院 

计算机基础/计算机基础实

验 
48（24） 第 1 学期 

培养学生计算机基础知识和 Windows、Word、Excel、PowerPoint、FrontPage、Internet

软件的应用能力。 
计算机科学 理信学院 

体育Ⅰ,Ⅱ 64 第 1,2 学期 
培养体育与健康知识及运动技能，增强体能；培养运动兴趣和爱好，形成坚持锻

炼的习惯。  
体育 体育部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4 第 2,3 学期 
培养自我认知能力、人际沟通能力、自我调节能力，切实提高心理素质，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 
心理学 学工部 

军事理论教育 16 第 2 学期 培养学生的军事素养、国防观念和爱国情操,提高其人文素养 军事理论 学工部 

形势与政策 16 第 6 学期 
帮助学生开阔视野，及时了解和正确对待国内外重大时事，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

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和适应能力。 

思想政治理

论 
宣传部 

创业基础 16 第 2 学期 掌握创业知识、培养大学生的创业能力和创业精神。 

就业创业 
招生就业

处 大学生就业指导 16 第 3,6 学期 
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掌握求职的方法与技巧，增强择业意识，提高主

动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 

http://baike.baidu.com/view/18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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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专

业）基

础课程 

现代汉语（上）（下） 96 第 1、2 学期 

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分析、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为将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

语文教学工作、现代汉语研究工作打好基础。是语言学课程群的先开课程，为《古

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语言学选修课等后续语言学课程的开设奠定基础。 

语言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古代汉语（上）（下） 128 第 3、4 学期 

在《现代汉语》后开设。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古代汉语基础知识，提高学生阅读分

析文言作品和文献的能力，为继承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从事语言研究和教学工作

打下良好基础，也有助于学生对《现代汉语》的理解运用。 

语言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语言学概论 56 第 5 学期 

是语言学理论的入门课，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之后开设。使学生了解

语言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提高学生的语言学修养和语言分析能力，加深学生对

普通语言学的理解。 

语言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文学概论 64 第 1 学期 

作为文学哲学类课程，使学生掌握有关文学的基本常识、规律与基本原理，拥有

正确认识和把握文学现象的哲学基础，树立健康科学的艺术观和审美观，培养正

确地创作、欣赏和评论作品的能力，为学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

学》、《外国文学史》、《比较文学》等其他课程先行打下理论基础。 

文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Ⅰ-Ⅳ 256 第 2-5 学期 

在《文学概论》后开设。使学生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基础知识，熟悉中国古代文

学各个时代的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与概况，为

使学生具有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能力奠定基础。后续课程：《中国现代文学》、《中

国当代文学》等。 

文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中国现代文学（上）（下） 96 第 3、4 学期 

在《现代汉语》后开设。使学生掌握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知识，熟悉中国现代重要

作家及其代表作品，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概况，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和

感悟能力，以及对文学作品的理论分析能力和评论写作能力。后续课程：《中国当

代文学》。 

文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中国当代文学 64 第 5 学期 

在《现代汉语》和《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后开设。使学生掌握中国

当代文学基础知识，熟悉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

发展概况，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和感悟能力，以及对文学作品的理论分析能

力和评论写作能力。 

文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基础写作 64（32） 第 2 学期 

在《文学概论》后开设。在一种较宏观的写作视野中丰富学生的写作基本知识，

通过课堂与课下相结合的多方面写作训练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以及语言表达能

力。后续课程：《应用写作》及《新闻采访与写作》等。 

应用技能 

课程群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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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课程 

 

中国文化概论 48 第 1 学期 

使学生初步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及其特点，加强自身的文化素养，树立正确的

文化观，增强传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自觉意识和传承能力，为学习中国语言文

学课程奠定基础。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古代汉语》等多门课

程的先修课程。 

语言、文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普通话/普通话实验 32（16） 第 2 学期 

在《现代汉语》后开设。让学生较系统地学习掌握普通话语音知识和发音方法，

并用于指导发音辨正和语音实践，提高普通话发音的标准程度和语言表达能力，

为其今后从事各项社会工作奠定良好基础。后续课程：《言语交际》。 

应用技能 

课程群 
人文学院 

原典精读 32 第 3 学期 

通过精读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原著，让学生切实感受古典文学的魅力，培养学生的

审美感受能力和文学鉴赏能力，为学生深厚文学素养的形成和文学评论能力的提

高奠定基础。主要配合《中国古代文学Ⅰ》、《中国古代文学Ⅱ》进行。 

文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美学原理 48 第 4 学期 

在《文学概论》后开设。让学生系统掌握美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提高学生的

审美理论修养，完善学生的学科知识结构，同时培养和提高学生美的欣赏与创造

能力。 

文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言语交际 32（16） 第 6 学期 

在学习完《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普通话》课程，有了一定的语言基础知识

和能力之后开设。培养和提高学生语言的交际和沟通能力，为将来工作、生活中

的良好人际关系打好基础。 

应用技能课

程群 
人文学院 

中国文学批评史 32 第 6 学期 

在《中国古代文学》后开设。引导学生掌握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发展、基本

内容及特色价值，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批评家和观点有较深入体会，提高

学生对文学作品尤其是古代文学作品鉴赏和批评的能力。 

文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逻辑学/逻辑学实验 40（8） 第 6 学期 

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和理解逻辑学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推演技巧，提高学生思

维的准确性和敏捷性，增强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论辩能力，具有运用逻辑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为进一步学习其它专业知识提供必要的逻辑工具。 

应用技能 

课程群 
人文学院 

外国文学史Ⅰ，Ⅱ 96 第 5、6 学期 

在《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后开设。使学生熟悉外国的

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旁涉相关的历史人文背景以及社会文化思潮，了解文学

研究的发展脉搏，感受相关文化常识；善于归纳总结不同时期文学的基本规律，

能较清楚阐释作品的文化内涵。后续课程：《比较文学》。 

文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比较文学 40 第 7 学期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史Ⅰ》、《外

国文学史Ⅱ》后开设。为学生培养一种具有跨文化的比较视野，使学生在今后的

文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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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与教学行为中秉有一种在本体论意义上成立的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的扎

实基础，为毕业论文和今后的科研工作奠定基础。 

文献学 40 第 7 学期 

在《中国古代文学》后开设。在使学生了解文献学，掌握目录、版本、校勘等的

原理、方法，熟悉考辨史料、文献编纂和古籍保存等基本知识，增加对古代文献

的直观感觉，了解古代文献的文化内涵，提高古代文献查阅能力，掌握收集整理

研究资料的基本途径和方法，为古代文学及古代文化鉴赏和研究提供工具性帮助。 

应用技能课

程群 
人文学院 

应用写作 64（32） 第 7 学期 

在《基础写作》、《现代汉语》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

文学》后开设，是写作课程内容上的拓展和技能上的强化。使学生了解应用写作

的基本理论知识，掌握常用应用文体写作的基本方法，培养学生的应用文体写作

技能，使学生能够比较熟练地写出合乎规范的应用文章。 

应用技能课

程群 
人文学院 

办公自动化/办公自动化实

验 
40（16） 第 6 学期 

在《计算机基础》、《计算机基础实验》后开设。使学生掌握办公自动化软件的基

本原理和一般方法，能综合运用于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处理，培养学生应用办公软

件处理办公事务、信息采集处理的实际操作能力。 

应用技能课

程群 
理信学院 

专 

业 

拓 

展 

课 

程 

︵

选 

修 

︶ 

学

术

型

模

块 

文

学

批

评

方

向 

当代文艺思潮 32 第 3 学期 

在《文学概论》后开设。从整体上建立起当代文学的批评视野，能够运用其观点

观察文学现象，并展开对文学中文艺思潮表达形式等问题的研究，训练学生分析

综述的能力和归纳论证的能力。 

文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文艺心理学 32 第 4 学期 

在《文学概论》后开设。使学生掌握文艺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打开学生运

用心理学和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来研究文艺的新视角，开发学生利用文艺作品进

行心理治疗的潜能，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和道德情操。 

文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现代文学研究专题 32 第 5 学期 

在《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开设。使学生了解现代文学前沿研究成果和研究趋向，

引发学生的深入探讨，拓展学生批评与欣赏的视野和能力，培养和巩固专业兴趣，

提高发现和探索专业问题的能力，为毕业论文写作打下牢固的基础。 

文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文学批评学 32 第 5 学期 

在《文学概论》和《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后开设。通过学习、掌握

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原则和主要方法，培养学生参与批评实践活动的自觉意识，

引导学生正确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培养学生的文学批评鉴赏能力。 

文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西方文论 32 第 5 学期 

在《文学概论》之后开设。使学生理解西方文艺理论的历史与体系，培养学生的

理论功底与解读西方文学作品的能力，是高年级学生在具备一定西方文学知识的

基础上所选修的专项提高课程，该课程后承接《外国文学史》，可为学生撰写西方

文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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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论文打下理论基础。 

当代文学研究专题 32 第 6 学期 

在《中国当代文学》之后开设。使学生了解当代文学前沿研究成果和研究趋向，

引发学生的深入探讨，拓展学生批评与欣赏的视野和能力，培养和巩固专业兴趣，

提高发现和探索专业问题的能力，为毕业论文写作打下牢固的基础。 

文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32 第 6 学期 

在《中国古代文学》之后开设。使学生了解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概况、前沿研究

成果和研究趋向，熟悉重要小说作品及其重要思想艺术价值，培养学生对古代小

说学习与研究的兴趣，提高发现和研究古代小说问题的能力。 

文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中国美学史 32 第 6 学期 

在《美学原理》之后开设。深入了解中国文学美学的历史与体系，培养学生解读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审美意蕴的能力，是高年级学生学习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后的

提高课程，也是提高艺术修养与审美能力的必要课程。 

文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乡土文学研究 32 第 6 学期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之后开设。使学生了解

乡土文学的发展概况、前沿研究成果和研究趋向，熟悉重要乡土文学作品及其重

要思想艺术价值，培养乡土文学研究的兴趣。 

文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西方美学史 32 第 7 学期 

在《美学原理》和《中国美学史》之后开设。深入了解西方文学美学的历史与体

系，培养学生解读西方文学作品审美意蕴的能力，是高年级学生学习了外国文学

课程后的提高课程，也是提高艺术修养与审美能力的必要课程。 

文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专题 32 第 7 学期 

在《外国文学史》后开设。结合具体作家作品、文学流派，运用多维度与创新的

研究方法，重新阅读经典，重构文学与经典的评论新视角，,同时还要培养学生从

文化发生学的角度，解读和探讨多元文化背景下文学经典的普遍意义与价值。 

文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影视文学研究 32（16） 第 7 学期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史》后开设。

把握影视创作的基本规律，研究影视剧作的新问题和新动向，注重影视编剧能力

的培养和提高等；同时培养学生专业的审美直觉，独特的影视语言表达能力，能

写有思想质地的影视评论。 

文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

题 
32 第 7 学期 

在《中国古代文学》之后开设。使学生了解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的文学前沿研究成

果和研究趋向，拓展学生批评与欣赏的视野和能力，提高发现和探索专业问题的

能力，为毕业论文打下基础。 

文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语

言
词汇学 32 第 3 学期 

在《现代汉语》后开设。通过系统讲述和探讨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有关问题，使

学生掌握汉语词汇在其构成单位及结构组织各方面的知识，同时激发学生的学习

语言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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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字

研

究

方

向 

兴趣，提高他们对现代汉语词汇的理解能力、运用能力以及分析能力。 

修辞学 32 第 3 学期 

在《现代汉语》后开设。使学生系统掌握修辞学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加强基本

技能训练，培养和提高学生灵活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为从事语言文字、语文教

学和现代汉语修辞学研究打好基础。 

语言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音韵学 32 第 4 学期 

在《古代汉语》后开设。使学生了解和掌握音韵学的含义、概念、语音变化原因

规律，学会运用音韵学原理解决古书阅读中遇到的问题和分析方音现象。使学生

深入了解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有助于方言调查、普通话推广及对古典文学的理

解欣赏。 

语言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语言学名著导读 32 第 5 学期 

在《语言学概论》前一个学期开设。带领学生阅读语言学名著，让学生对语言学

理论有一个大体了解与把握，为《语言学概论》的开设奠定基础，为学生语言文

字研究能力的拓展奠定基础。 

语言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文字学 32 第 5 学期 

在《古代汉语》后开设。使学生了解文字的起源、性质、特点、形体演变及结构

规律，掌握了解文字本义的方法，能正确理解、解释常用汉字形、音、义，掌握

分析评价历代语言文字学著作的方式方法，能够准确使用语言文字从事较高级的

语言文字工作。 

语言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训诂学 32 第 6 学期 

在《古代汉语》后开设。使学生了解训诂学的常用术语，掌握研究训诂学的基本

方法，学会准确辨析理解古代文献中的词义，增强运用词语的准确性，增强继承

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能力。 

语言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汉语史 32 第 6 学期 

在《古代汉语》后开设。培养学生的历史语言观，让学生了解汉语语音、词汇、

语法的发展脉络，深化学生的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知识，提高学生阅读古书的能

力，为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奠定基础。 

语言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专业论文写作 16 第 7 学期 

在毕业论文工作正式开始前开设。使学生了解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写作的基本知

识，掌握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写作的基本要素，让学生学习写作论文研究综述，

为毕业论文写作奠定基础。 

文学课程

群、语言学

课程群 

人文学院 

应

用

型

语

言

文

公文写作 32（16） 第 3 学期 

在《基础写作》之后开设。通过学习，使学生熟悉党政机关、社会组织日常工作

中常用公文文种，了解公文的体式、行文规则，掌握公文的写作要领、写作规律，

培养和提高学生撰写公文的能力。 

应用技能课

程群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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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块 

 

学

应

用

方

向 

 

秘书学概论 32（4） 第 3 学期 

在《基础写作》之后开设。使学生了解秘书的地位、特性和角色定位，明确秘书

的素质要求，把握秘书工作的内容规律及职业特性，为学习专业课从思想上、心

理上、知识上做好准备，为今后从事秘书工作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应用技能课

程群 
人文学院 

文书学 32（4） 第 4 学期 

在《基础写作》、《公文写作》课后开设。让学生了解文件、文书工作及文书学的

基本知识和理论，并具备从事现代文件处理、文件立卷归档等文书实务工作的能

力，为学生将来从事机关文件处理及管理等工作奠定基础。 

应用技能课

程群 
人文学院 

对外汉语教学 32（16） 第 5 学期 

在《现代汉语》后开设。让学生系统学习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理论、教学理论和

教学法，培养学生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能力；让学生了解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领域和研究方法，为学生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的研究奠定基础。 

应用技能课

程群 
人文学院 

书法Ⅰ 32（16） 第 5 学期 

在《中国文化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后开设。让学生了解书法的风格

特点和艺术规律，掌握书写工具的性能，训练毛笔、硬笔楷书和行书的书写技法，

进行书法创作和实用版面设计实践及书法艺术欣赏，提高学生的书写能力和审美

能力。 

应用技能课

程群 
艺术学院 

编辑学 32（16） 第 6 学期 

在《现代汉语》后开设。通过对编辑理论、实务、相关活动等的学习，使学生初

步接触文字工作，掌握编辑工作的一般原理与方法，增强对编辑工作的感性认识，

为今后学习、工作打下基础。 

应用技能课

程群 
人文学院 

新闻采访与写作 32（16） 第 6 学期 

在《基础写作》之后开设。通过学习，使学生熟悉党政机关、社会组织日常工作

中常用公文文种，了解公文的体式、行文规则，掌握公文的写作要领、写作规律，

培养和提高学生撰写公文的能力。 

应用技能课

程群 
人文学院 

文案策划 32（16） 第 7 学期 

在语言文学类大部分课程开设完之后开设。让学生了解策划的基本理念、文案的

结构章法与语言文本表现的基本特点，并通过大量实用范例的讲解，培养学生从

事商务、政府办公事务、社会公共活动等各项文案策划的能力。 

应用技能课

程群 
人文学院 

语文教学法 32（16） 第 7 学期 

在语言文学类大部分课程开设完之后开设。让学生了解语文教学的基本知识、规

律和方法，培养学生初步从事语文教学的能力，为学生从事教师职业奠定良好基

础。 

应用技能课

程群 
人文学院 

就

业

技

教育学 48（6） 第 3 学期 

通过对教育的基本原理、内容、途径和管理等方面的讲解，培养学生形成现代教

育理念、生成教师的角色意识，掌握教育教学技能，提高教育管理能力。为学生

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奠定基础。 

应用技能课

程群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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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方

向 

演讲与口才 32（16） 第 3 学期 

在《普通话》之后开设。让学生了解演讲与口才的实用知识，演讲词的写法，通

用口才的技巧。强调基本知识理论与实际训练相结合，培养学生演讲与口才技能，

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应用技能课

程群 
人文学院 

普通心理学 /普通心

理学实验 
48（8） 第 3 学期 

在使学生了解心理学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学生不断完善自我人格的自觉意识，

教会学生一定的与人和谐相处的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为学生的工作和个人发

展奠定基础。 

应用技能课

程群 
人文学院 

公共关系学 32（4） 第 4 学期 

使学生掌握公共关系的基本理论和操作实务，从而增强树立公共关系意识的自觉

性、能动性，并提高公共关系务实的本领，为学生就业后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奠

定基础。 

应用技能课

程群 
人文学院 

社会调查方法 32（6） 第 4 学期 
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逻辑思维能力和分析问题的广度与深度，让学生能够更好

地联系实际开展社会调查实践活动，为调查报告、总结等材料的撰写奠定基础。 

应用技能课

程群 
人文学院 

教育心理学 32（4） 第 5 学期 

在《教育学》和《普通心理学》后开设。使学生掌握学校教育中教与学的心理现

象及规律，提高学生分析、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教育心理

学理论素养，增强科学育人的职业价值观；丰厚学生的求职知识和技能，提高学

生的就业竞争力，为学生从事与教育教学有关的职业奠定基础。 

应用技能课

程群 
人文学院 

公关谈判艺术 32（6） 第 6 学期 

让学生掌握商务谈判的基本程序、商务谈判的组织、商务谈判的思维、商务谈判

策略、商务谈判用语、商务谈判决策等商务谈判的基本知识，并通过大量商务谈

判案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商务谈判的实际操作方法，为学生日后工作奠定基础。 

应用技能课

程群 
人文学院 

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 32 第 7 学期 

让学生了解中国基层社会管理的历史与现状、了解城市和乡村在基层管理改革方

面的状况、了解基层社会管理与基层党组织、各类社会服务组织之间的关系，为

学生毕业后进入基层社会从事管理和服务工作奠定基础。 

应用技能课

程群 
人文学院 

社交礼仪 32（6） 第 7 学期 

学习人际交往礼仪，把握社交礼仪概念，掌握社交礼仪的主要特征、基本原则和

主要功能。培养学生“知书达礼”的形象，按照人际交往的需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

备受欢迎的人，为学生进入职场奠定良好基础。 

应用技能课

程群 
人文学院 

沟通与协调实务 32（6） 第 7 学期 
在《普通心理学》后开设。让学生了解沟通与协调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培养学生

与他人进行有效沟通与协调的能力，为学生进入职场奠定良好基础。 

应用技能课

程群 
人文学院 

素质教

育课程
管理营销类课程 32/门 第 2-8 学期 培养大学生企业管理、公共管理、财务管理及市场营销知识。  管理营销 

经管学院、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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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修） 文化素质类课程 32/门 第 2-8 学期 培养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 人文艺术 

人文学院、

艺术学院、

传媒学院 

自然科学类课程 32/门 第 2-8 学期 培养大学生自然科学素质。 自然科学 
各自然科

学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