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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本科培养方案 
 

一、学院简介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的前身是具有二十余年历史的中文教研室，2006年建院。学院目前共有教职

工 38名；其中专职教师 33人，外籍教师 3人，具有高级职称的 27人，占 81%；具有博士学位的 29

人，占 88%；另有留学生汉语课程外聘教师 30余人。学院为孔子学院和海外汉语课堂长期提供师资，

师资队伍具有国际化、年轻化、博士率高的特点。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目前设有“中国语言文学硕士学位一级学科点”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

点”，开设“汉语言文学”和“汉语国际教育”两个本科专业，同时开设针对留学生的本科课程，

包括“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下的“国际商务汉语”、“中韩\中俄商务同声传译”、“新媒体”等

方向，并承担全校文学写作类通识课程和全校留学生学历生汉语课程的教学工作。 

学院以“汉语国际教育”为重点学科，依托学校特色，发挥商务汉语教学与研究的优势，致力

于建设世界领先的汉语国际教育（商务汉语）教研与培训平台；同时发挥我校“国际化”优势，打

造中国语言文化的国际交流与传播基地，推动中国语言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为中国文化“走出去”

做出贡献。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的教师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初步形成了中国语言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商务汉语教学、北京语言文化、东北亚文学比较、文化创意与文化贸易等科研团队。近十年来，学院

教师获得了 10 余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 10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5 项北京市哲学社科规

划项目，在 SSCI、CSSCI 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显示了较强的科研实力。学院教师长期致力于发

展特色汉语教学——商务汉语教学，在科研、教材、教学和培训方面均已达到了国内同行业的领先

水平。学院研发出版近 20种优秀的经贸汉语教材，涵盖入门、初级、中级、高级各个层次，在业界

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本科生培养历来是我院人才培养的中心工作。依托我校国际贸易、工商管理、商务英语等学科

的优势，结合第二语言教学的特点，学院对现有的本科专业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进行了精心的设

计，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本科培养体系。学院在国内外拥有多个实习基地，中外学生交流频繁。

学院将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视为系统工程，有一套较为成熟的就业指导体系，使学生在大学期间按

照明确的规划指导自己的学习与生活，努力实现就业质量和就业率的双丰收。 

 

二、培养目标 

以专业性、复合型、国际化为标准，以全人教育为基石，以个性化培养为方向，结合中文学科人

才培养特点，采用“课堂教学—科学研究—社会实践”三位一体的教学方法，旨在培养既具有深厚

的人文基础，又具有突出的文化创意、策划公关、商务文秘、新闻传媒、汉语传播等相关能力的高层

次人才，使学生适应文化传媒、教育行业、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的广泛需要。 

为此，我们坚持大类培养与专业培养的融通、通识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融通、宽口径专业教育

与多元化分类教育的融通、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融通，切实做到“以学生为中心”，细分学习需

求，统分结合，构建个性化、分类式的多元人才培养体系。 

 

三、培养路径 

为了体现全人教育的人本主义教育理念，学院自 2018年起实行大类培养，无论是汉语言文学专

业还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均以“中国语言文学类”的名称进行大类招生，并在前三个学期进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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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打通，进行大类培养，统一课程，夯实学科基础。学生在完成前三个学期的课程学习后，本着自行

申报的原则，结合学生成绩排名，进行专业分流，于第四学期进入专业学习。 

同时，为了体现因材施教、个性化培养的办学理念，学院本科培养路径采取三阶段的培养模式，

即基础培养阶段、专业培养阶段和多元培养阶段。其中，基础培养阶段指的是学生按学科大类统一

培养，学生主要学习通识通修课程和学科基础必修课程，以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人文基础和经管

法知识；在基础培养完成后，进入专业培养阶段，学生主要学习专业方向课程和部分基础选修课程，

以夯实学生的文化底蕴、专业知识和创意策划能力；专业培养完成后进入多元培养阶段，该阶段由

学生自主确定发展方向，自主选择个性化课程模块，最终将自己塑造为专业学术型人才、复合通用

型人才或就业创业型人才。 

多元培养阶段的个性化模块课程组合及学分要求如下： 

模块 A（学术类人才课程）： 

在修满一二阶段课程学分之后，再修读指定的学术研究类的选修课程。 

模块 B（创业类人才课程）： 

在修满一二阶段课程学分之后，再修读指定的专业选修课或就业创业类的相关课程。 

各专业具体要求如下：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模块 A（学术类人才课程）： 

可修读以下课程： 

语言学概论、语言信息处理、数据库与语言研究、语言学方法论。 

模块 B（创业类人才课程）： 

可修读以下课程： 

文化创意、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新闻采写、新媒体内容与运营。 

汉语言文学专业 

模块 A（学术类人才课程）： 

可修读以下课程： 

文学理论、中国当代文学述评、论文写作、中国古代文献导论。 

模块 B（创业类人才课程）： 

可修读以下课程： 

新闻采写、传播理论与实务、数据新闻、新媒体内容与运营。 

 

四、专业准入标准（课程）和准出标准（课程） 

（一）专业准入标准 

学生修满文学与写作课程组学分并取得不低于 80分的成绩，准予进入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相关专

业继续进行专业学习。 

（二）专业准出标准 

申请参加我院专业准出的学生必须达到以下条件： 

1. 所修专业必修课平均分不低于 85分。 

2. 所修政治理论课成绩必须达到 75分以上（含 75分）。 

3. 所修英语类课程成绩必须达到 75分以上（含 7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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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大类培养方案（2022年） 

 

 

一、培养目标 

中国语言文学大类旨在培养可以从事新闻传媒、文化创意、公关策划、语言教育、文化传播以

及基础理论研究等工作的专业性、复合型、国际化人才。中国语言文学大类既注重夯实学生的中文

学科知识基础，也强调深厚文化底蕴和严谨治学精神的培养，既注重“多语言表达能力、多类型写

作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又强化“文化创意、媒体运营、公关策划、教育设计”的思维训

练。 

分流的专业有：汉语言文学专业、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二、课程修读范围（具体模块学分要求请参考分流专业培养方案） 

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通识课程 

核心通识课程 

“四史”教育与国家治理 

文化传承与经典选读 

世界文明与全球视野 

文学修养与艺术鉴赏 

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 

选修通识课程 

美育 

文学与写作 

文化与历史 

哲学与心理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劳动 

通修课程 

新生研讨课  

政治理论与思想品德  

英语 
语言技能 

其他 

体育与健康  

数学 C类 

信息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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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通修课程 
经管法基础 

经济类 

管理类 

法学类 

国际组织类 

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  

专业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必修课 

选修课 

专业方向课程 必修课 

 

三、分流方案 

中国语言文学大类的分流专业分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根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本科生大类培养主修专业确认实施方案（试行）》的指示精神，学院按

照学生志愿优先级、成绩排名，自前向后、分批次进行专业确认或遴选。 

学生在第三学期期末进行专业分流，第四学期开始执行分流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 

 

四、教学计划表（2022年）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 

基础 

必修课 

CLL101 现代汉语（一） 32 2 1  

CLL109 中国古代文学（一） 48 3 1  

CLL122 古代汉语（一） 48 3 1  

CLL110 中国古代文学（二） 48 3 2  

CLL151 现代汉语（二） 48 3 2  

CLL123 古代汉语（二） 48 3 2  

CLL153 中国二十世纪文学 64 4 2  

CLL228 西方文学（一） 48 3 2  

CLL209 中国古代文学（三） 48 3 3  

CLL229 西方文学（二） 48 3 3  

学科基础必修课合计 480 30   

学科 

基础 

选修课 

CLL189 韩国语基础（一） 48 3 2  

CLL190 韩国语基础（二） 48 3 3  

CLL175 新闻学概论 32 2 3  

CLL276 新媒体内容与运营 3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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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 

基础 

选修课 

CLL186 新闻摄影摄像 32 2 3  

HUM437 中国当代文学述评 32 2 3  

HUM471 地图上的北京文艺 32 2 3  

CLL171 中外科幻小说导读 32 2 3  

 魏晋风流与士族文化 32 2 2  

 唐诗研究 32 2 3  

 诗国高峰与盛唐文化 32 2 3-4  

学科基础选修课（具体选修学分参见分流专业培养方案） 

专业 

方向 

必修课 

CLL285 中文写作与口语表达 48 3 2  

CLL221 语言学概论 48 3 3  

专业方向必修课合计 9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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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50101 

专业名称：汉语言文学专业 

所属学科：文学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

蕴和开阔的国际文化视野，掌握一定的经济管理知识，富有创新思维和文化创意能力，能胜任文化

创意、策划公关、商务文秘、新闻传媒等相关工作的国际化、复合型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其人才能力

结构体现为“人文基础”、“写作能力”和“文化实践”。 

学生毕业后经过五年的职业历练，能够通过主动学习、自我学习、终身学习来顺应社会经济发

展和科技发展，能够较好地适应独立和团队工作环境，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水平不断提高，优秀

者能够成长为工作单位的业务骨干或中层管理干部。 

 

本专业毕业预期达到以下目标： 

培养目标 1：掌握坚实的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培养目标 2：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和基本的文学素养。 

培养目标 3：具备一定的文化创意能力和实践能力。 

培养目标 4：掌握较扎实的商务和经济管理知识。 

培养目标 5：具有较强的中英文写作能力和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 

培养目标 6：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课程学分要求 

本专业学生须按培养方案要求修读各类课程，总学分修满 173学分并达到毕业要求方可毕业。 

1. 课程学分为 145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4学分） 

核心通识课程 

“四史”教育与国家治理 

4 

文化传承与经典选读 

世界文明与全球视野 

文学修养与艺术鉴赏 

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 

选修通识课程 

美育 2 

文学与写作 
8 

文化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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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4学分） 
选修通识课程 

哲学与心理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劳动 

通修课程 

（62学分） 

新生研讨课  1 

政治理论与思想品德  19 

英语 

（20学分） 

语言技能 不低于 10学分 

其他  

体育与健康  4 

数学 C类 4 

信息技术基础  4 

经管法基础 

经济类 

8 
管理类 

法学类 

国际组织类 

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  2 

专业课程 

（69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 

（60学分） 

必修课 33 

选修课 27 

专业方向课程 必修课 9 

 

2. 暑期学校课程 

要求修读不少于 2门暑期学校课程。 

 

三、学制与授予学位 

学制四年，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习年限，3－6年内修满学分可以毕业。学生修满毕业所应取

得的最低总学分为 173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实践教学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后，发给毕业证书；

其中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四、毕业要求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毕业时应具备以下素质： 

4.1素质要求 

4.1.1思想道德素质。热爱祖国和人民，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优良的道德品质和高度的社会责

任感。 

4.1.2身心素质。具有健康的体魄，体育达标；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较强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调

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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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科学文化素质。具有宽广的知识视野，深厚的人文底蕴，清明的科学精神和良好的自我反

思、自我更新能力。 

4.1.4专业素质。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具备将理论知识转化成社会实践的能力，了解国内外行

业发展动态。 

4.2知识要求 

4.2.1基础知识。掌握文史哲基础知识，精通英语或其它非通用语种，熟悉经济学、管理学、信

息技术等学科领域的基础知识，为学习专业课程奠定基础。 

4.2.2工具知识。熟练使用计算机，能运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进行专业文献检索、数据处理，能

熟练使用专业数据库进行专业论文以及研究报告撰写。 

4.2.3专业知识。牢固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既要系统掌握坚实的汉语言

文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具备文化创意能力和良好的中文写作能力，也要具有科学分析的研究方

法，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和创新能力。 

4.2.4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知识。了解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的相关知识。 

4.3能力要求 

4.3.1通识能力 

具有良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从事业务工作的能力；具备较强

的外语阅读、听、说、写、译的能力；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主动进行终

身教育和终身学习。 

4.3.2专业能力 

能够灵活运用所掌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理论知识指导社会实践，从而为政府、企业、媒体、

教育机构等部门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对策建议。能够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和现代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具备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 

4.3.3创新创业能力 

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能够学以致用，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具有专业

敏感性，在激烈的竞争中敢于创新，善于创新。 

4.3.4职业发展与社会能力 

能对职业生涯进行合理科学的规划，能针对职业发展合理制定学习计划，具备适应职业未来发

展需求的能力；具备在社会中更好地生存以及与社会达到和谐状态所需的社交能力、处事能力、人

际关系能力以及用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 

 

表 1.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支撑矩阵表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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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要求 4.1.1 H L H H H H 

毕业要求 4.1.2 H H H H M L 

毕业要求 4.1.3 H M H H H H 

毕业要求 4.1.4 H M L L M H 

毕业要求 4..2.1 L H H M M H 

毕业要求 4.2.2 L H L L L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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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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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要求 4.2.3 M M H H M H 

毕业要求 4.2.4 H L L M H H 

毕业要求 4.3.1 H M H M H H 

毕业要求 4.3.2 M M M H M M 

毕业要求 4..3.3 L M H M H H 

毕业要求 4.3.4 L H H M H H 

注：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H至少覆盖

80%，M至少覆盖 50%，L至少覆盖 30%。 

 

五、通识通修课程选修要求（专业入门课程） 

修读本专业的学生，在公共基础课中必须修读以下课程：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人文类 HUM253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32 2 4 必修课 

 

六、主要课程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学科基础 

CLL109 中国古代文学（一） 48 3 1 必修课 

CLL110 中国古代文学（二） 48 3 2 必修课 

CLL209 中国古代文学（三） 48 3 3 必修课 

CLL461 中国古代文学（四） 48 3 4 必修课 

CLL153 中国二十世纪文学 64 4 2 必修课 

CLL228 西方文学（一） 48 3 2 必修课 

CLL229 西方文学（二） 48 3 3 必修课 

专业方向 

CLL285 中文写作与口语表达 48 3 2 必修课 

CLL221 语言学概论 48 3 3 必修课 

CLL270 文学理论 48 3 4 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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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表 2. 必修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矩阵 

课程 

性质 
课程 

毕业要求 1 毕业要求 2 毕业要求 3 

1.1 1.2 1.3 1.4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学科 

基础 

必修课 

现代汉语（一） H L H H H M H L H H M H 

中国古代文学（一） L H H H H M H H H H M L 

古代汉语（一） H L H H H M H L H H M H 

中国古代文学（二） L H H H H M H H H H M L 

现代汉语（二） H L H H H M H L H H M H 

古代汉语（二） H L H H H M H H H H M L 

中国二十世纪文学 L H H H H M H L H H M H 

西方文学（一） L H H H H M H H H H M L 

中国古代文学（三） L H H H H M H L H H M H 

西方文学（二） L H H H H M H H H H M L 

中国古代文学（四） L H H H H M H L H H M H 

专业 

方向 

必修课 

中文写作与口语表达 H H H H H M H L H H M H 

语言学概论 H L H H H M H H H H M L 

文学理论 L H H H H M H L H H M H 

主要 

课程 

中国古代文学（一） L H H H H M H H H H M L 

中国古代文学（二） L H H H H M H H H H M L 

中国古代文学（三） L H H H H M H L H H M H 

中国二十世纪文学 L H H H H M H L H H M H 

西方文学（一） L H H H H M H H H H M L 

西方文学（二） L H H H H M H H H H M L 

中文写作与口语表达 H H H H H M H L H H M H 

语言学概论 H L H H H M H H H H M L 

文学理论 L H H H H M H L H H M H 

注：根据所有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支撑强度的

含义是指该课程覆盖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多寡，其中“H”至少覆盖 80%，“M”至少覆盖 50%，“L”至少覆盖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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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育人体系包括：军事理论及训练、实验（上机）模块、实习（实训）模块、论文（设计）模

块和科研创新实践活动模块；具体分布在教学环节和二课堂环节。 

1. 实践教学学分为 28学分 

 

项目 总学分 

社会实践 

军事技能 2 

社会调查 2 

其他实践 1 

专业实习 
认知实习 1 

岗位实习 4 

实验课 
独立开设的实验课 

10 
课内实验 

劳动教育 2 

毕业论文 6 

合计 28 

注：（1）学生必须完成学校要求的实践教学环节，取得相应学分。 

（2）军政训练由武装部通过军训、军事理论学习等方式安排。社会调查和其他实践活动由团委负责

安排并考核。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由学院负责安排并考核。 

（3）学生须在培养方案中完成共计 10学分的实验学分。可包含独立开设的实验课和课内实验。 

（4）学生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5）学生须完成 2个学分的劳动教育必修课，总学时不少于 32学时。其中理论课程不少于 8学时，

该理论学时可通过选修学校开设的劳动相关课程或劳动教育MOOC课程来完成。 

 

2. 实验课程列表 

 

开课学院 课程号 课程名 开课学期 学分（实验学分） 

中文学院 HUM471 地图上的北京文艺（学科基础选修课） 3 2（2） 

中文学院 CLL186 新闻摄影摄像（学科基础选修课） 3 2（2） 

中文学院 CLL276 新媒体内容与运营（学科基础选修课） 3 2（2） 

中文学院 CLL240 文化创意（学科基础选修课） 4 2（2） 

中文学院 CLL348 汉语方言与地域文化（学科基础选修课） 6 2（2） 

中文学院 CLL318 语言信息处理（学科基础选修课） 6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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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学计划表（2022年）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 

基础 

必修课 

CLL101 现代汉语（一） 32 2 1  

CLL109 中国古代文学（一） 48 3 1  

CLL122 古代汉语（一） 48 3 1  

CLL110 中国古代文学（二） 48 3 2  

CLL151 现代汉语（二） 48 3 2  

CLL123 古代汉语（二） 48 3 2  

CLL153 中国二十世纪文学 64 4 2  

CLL228 西方文学（一） 48 3 2  

CLL209 中国古代文学（三） 48 3 3  

CLL229 西方文学（二） 48 3 3  

CLL461 中国古代文学（四） 48 3 4  

学科基础必修课合计 528 33   

学科 

基础 

选修课 

CLL175 新闻学概论 32 2 3 

文化传播类 

CLL276 新媒体内容与运营 32 2 3 

CLL186 新闻摄影摄像 32 2 3 

CLL462 新闻采写 48 3 4 

CLL333 传播理论与实务 32 2 5 

CLL319 跨文化传播 32 2 6 

CLL240 文化创意 32 2 4 

HUM423 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 32 2 6 

CLL251 商务文案写作 32 2 4 

文学写作类 

CLL291 学术写作 16 1 6 

HUM437 中国当代文学述评 32 2 3 

HUM471 地图上的北京文艺 32 2 3 

CLL171 中外科幻小说导读 32 2 3 

HUM477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 32 2 4 

CLL241 中国 20世纪文学经典专题 32 2 4 

HUM409 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学 32 2 5 

HUM416 明清小说研究 32 2 5 

HUM442 中国古代文献导论 32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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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 

基础 

选修课 

CLL351 西方小说鉴赏 32 2 5 

HUM451 中国文论 32 2 5 

HUM415 美学概论 32 2 4 

CLL354 中华武侠文化概论 32 2 6 

CLL402 中外文学交流专题 32 2 6 

HUM428 西方文论 32 2 6 

CLL458 魏晋风流与士族文化 32 2 2 

CLL459 唐诗研究 32 2 3 

CLL460 诗国高峰与盛唐文化 32 2 3-4 

CLL189 韩国语基础（一） 48 3 2 

外语及语言

学类 

CLL190 韩国语基础（二） 48 3 3 

CLL298 汉语国际教育概论 48 3 4 

CLL225 文字学 32 2 4 

CLL269 教育心理学 32 2 4 

CLL352 现代汉语各要素及教学法分析 32 2 5 

CLL405 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法 48 3 5 

CLL457 汉语发展史 48 3 5 

CLL318 语言信息处理 48 3 6 

CLL348 汉语方言与地域文化 32 2 6 

CLL362 理论语言学 32 2 6 

学科基础选修课应选修 27学分 

专业 

方向 

必修课 

CLL285 中文写作与口语表达 48 3 2  

CLL221 语言学概论 48 3 3  

CLL270 文学理论 48 3 4  

专业方向必修课合计 14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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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50103 

专业名称：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所属学科：文学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具有扎实的普通语言学

和汉语言文学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国际汉语教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具备较好的文学文化素养，能

胜任国际汉语教学与研究及中外文化交流工作的国际化、复合型、高素质专门人才。人才能力结构

表现为“文化素养”、“外语能力”和“语言教学”。 

学生毕业后经过五年的职业历练，能够通过主动学习、自我学习、终身学习来顺应社会经济发

展和科技发展，能够较好地适应独立和团队工作环境，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水平不断提高，优秀

者能够成长为工作单位的业务骨干或中层管理干部。 

 

本专业毕业预期达到以下目标： 

培养目标 1：系统掌握本专业要求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达到《国际汉语教师标准》中要求的

基本素养和能力。 

培养目标 2：具有较强的国际汉语教学实践能力和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能将专业知识和理论

较好地运用到实践当中。 

培养目标 3：能熟练地使用英语进行汉语教学和交流，具有较强的英语写作能力和口头表达能

力。 

培养目标 4：熟悉我国外事与外交相关政策，具有较宽厚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 

培养目标 5：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独立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培养目标 6：掌握一定的经管法知识，熟悉行业领域发展的最新动态，能够进行教育产业策划与

管理。 

 

二、学分要求 

本专业学生须按培养方案要求修读各类课程，总学分修满 173学分并达到毕业要求方可毕业。 

1.课程学分为 145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4学分） 
核心通识课程 

“四史”教育与国家治理 

4 

文化传承与经典选读 

世界文明与全球视野 

文学修养与艺术鉴赏 

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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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4学分） 
选修通识课程 

美育 2 

文学与写作 

8 

文化与历史 

哲学与心理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劳动 

通修课程 

（62学分） 

新生研讨课  1 

政治理论与思想品德  19 

英语 

（20学分） 

语言技能 不低于 10学分 

其他  

体育与健康  4 

数学 C类 4 

信息技术基础  4 

经管法基础 

经济类 
 

 

8 

 

管理类 

法学类 

国际组织类 

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  2 

专业课程 

（69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 

（50学分） 

必修课 33 

选修课 17 

专业方向课程 必修课 19 

 

2.暑期学校课程 

要求修读不少于 2门暑期学校课程。 

 

三、学制与授予学位 

学制四年，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习年限，3－6年内修满学分可以毕业。学生修满毕业所应取

得的最低总学分为 173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实践教学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后，发给毕业证书；

其中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四、毕业要求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毕业时应具备以下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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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素质要求 

4.1.1思想道德素质。热爱祖国和人民，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优良的道德品质和高度的社会责

任感。 

4.1.2身心素质。具有健康的体魄，体育达标；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较强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调

节能力。 

4.1.3科学文化素质。具有宽广的知识视野，深厚的人文底蕴，清明的科学精神和良好的自我反

思、自我更新能力。 

4.1.4专业素质。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具备将理论知识转化成社会实践的能力，了解国内外行

业发展动态。 

4.2知识要求 

4.2.1基础知识。掌握文史哲基础知识，精通英语或其它非通用语种，熟悉经济学、管理学、信

息技术等学科领域的基础知识，为学习专业课程奠定基础。 

4.2.2工具知识。熟练使用计算机，能运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进行专业文献检索、数据处理，能

熟练使用专业数据库进行专业论文以及研究报告撰写。 

4.2.3专业知识。牢固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既要系统掌握坚实的汉语国

际教育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具备国际汉语教学能力和良好的中文写作能力，也要具有科学分析的

研究方法，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和创新能力。 

4.2.4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知识。了解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的相关知识。 

4.3能力要求 

4.3.1通识能力 

具有良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从事业务工作的能力；具备较强

的外语阅读、听、说、写、译的能力；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主动进行终

身教育和终身学习。 

4.3.2专业能力 

能够灵活运用所掌握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理论知识指导社会实践，从而为政府、企业、媒体、

教育机构等部门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对策建议。能够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和现代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具备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 

4.3.3创新创业能力 

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能够学以致用，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具有专业

敏感性，在激烈的竞争中敢于创新，善于创新。 

4.3.4职业发展与社会能力 

能对职业生涯进行合理科学的规划，能针对职业发展合理制定学习计划，具备适应职业未来发

展需求的能力；具备在社会中更好地生存以及与社会达到和谐状态所需的社交能力、处事能力、人

际关系能力以及用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 

 

表 1.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支撑矩阵表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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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要求 4.1.1 H H H L H H 

毕业要求 4.1.2 H L H H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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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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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要求 4.1.3 H M L H L H 

毕业要求 4.1.4 H M M H M H 

毕业要求 4.2.1 L H L M M H 

毕业要求 4.2.2 L H H M M L 

毕业要求 4.2.3 M M L H M H 

毕业要求 4.2.4 H L H M H H 

毕业要求 4.3.1 L M H M H H 

毕业要求 4.3.2 M M M H M M 

毕业要求 4..3.3 H M L M H H 

毕业要求 4.3.4 L L L M H H 

注：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H至少覆盖

80%，M至少覆盖 50%，L至少覆盖 30%。 

 

五、通识通修课程选修要求（专业入门课程） 

修读本专业的学生，在公共基础课中必须修读以下课程：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人文类 HUM253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32 2 4 必修课 

 

六、主要课程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学科 

基础 

必修课 

CLL101 现代汉语（一） 32 2 1 必修课 

CLL151 现代汉语（二） 48 3 2 必修课 

CLL122 古代汉语（一） 48 3 1 必修课 

CLL123 古代汉语（二） 48 3 2 必修课 

专业 

方向 

必修课 

CLL298 汉语国际教育概论 48 3 4 必修课 

CLL269 教育心理学 32 2 4 必修课 

CLL405 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法 48 3 5 必修课 

CLL319 跨文化传播 32 2 6 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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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表 2. 必修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矩阵 

课程

性质 
课程 

毕业要求 1 毕业要求 2 毕业要求 3 

1.1 1.2 1.3 1.4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学科

基础

必修

课程 

现代汉语（一） L H H H H H H L H H M H 

中国古代文学（一） H L H H H M H H H H H L 

古代汉语（一） L H H H H H H L H H M H 

中国古代文学（二） H L H H H M H H H H H L 

现代汉语（二） L L H H H H H L H H M H 

古代汉语（二） H H H H H M H H H H H L 

中国二十世纪文学 H L H H H H H L H H M L 

西方文学（一） L H H H H H H L H H H H 

中国古代文学（三） H L H H H M H H H H M L 

西方文学（二） L H H H H M H L H H M H 

中国古代文学（四） L H H H H M H L H H M H 

专业

方向

必修

课程 

中文写作与口语表达 H L H H H H H L H H H H 

语言学概论 L H H H H M H L H H M L 

文学理论 H L H H H H H L H H H H 

汉语国际教育概论 L H H H H H H L H H H L 

教育心理学 H L H H H M H L H H M H 

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法 L H H H H H H L H H H L 

跨文化传播 L L H H H H H L H H M H 

主要 

课程 

现代汉语（一） L H H H H H H L H H M H 

现代汉语（二） L L H H H H H L H H M H 

古代汉语（一） L H H H H H H L H H M H 

古代汉语（二） H H H H H M H H H H H L 

汉语国际教育概论 L H H H H H H L H H H L 

教育心理学 H L H H H M H L H H M H 

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法 L H H H H H H L H H H L 

跨文化传播 L L H H H H H L H H M H 

注：根据所有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支撑强度的

含义是指该课程覆盖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多寡，其中“H”至少覆盖 80%，“M”至少覆盖 50%，“L”至少覆盖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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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育人体系包括：军事理论及训练、实验（上机）模块、实习（实训）模块、论文（设计）模

块和科研创新实践活动模块；具体分布在教学环节和二课堂环节。 

1. 实践教学学分为 28学分 

 

项目 总学分 

社会实践 

军事技能 2 

社会调查 2 

其他实践 1 

专业实习 
认知实习 1 

岗位实习 4 

实验课 
独立开设的实验课 

10 
课内实验 

劳动教育 2 

毕业论文 6 

合计 28 

注：（1）学生必须完成学校要求的实践教学环节，取得相应学分。 

（2）军政训练由武装部通过军训、军事理论学习等方式安排。社会调查和其他实践活动由团委负责

安排并考核。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由学院负责安排并考核。 

（3）学生须在培养方案中完成共计 10学分的实验学分。可包含独立开设的实验课和课内实验。 

（4）学生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5）学生须完成 2个学分的劳动教育必修课，总学时不少于 32学时。其中理论课程不少于 8学时，

该理论学时可通过选修学校开设的劳动相关课程或劳动教育MOOC课程来完成。 

 

2. 实验课程列表 

 

开课学院 课程号 课程名 开课学期 学分（实验学分） 

中文学院 HUM471 地图上的北京文艺（学科基础选修课） 3 2（2） 

中文学院 CLL186 新闻摄影摄像（学科基础选修课） 3 2（2） 

中文学院 CLL276 新媒体内容与运营（学科基础选修课） 3 2（2） 

中文学院 CLL240 文化创意（学科基础选修课） 4 2（2） 

中文学院 CLL348 汉语方言与地域文化（学科基础选修课） 6 2（2） 

中文学院 CLL318 语言信息处理（学科基础选修课） 6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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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学计划表（2022年）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 

基础 

必修课 

CLL101 现代汉语（一） 32 2 1  

CLL109 中国古代文学（一） 48 3 1  

CLL122 古代汉语（一） 48 3 1  

CLL110 中国古代文学（二） 48 3 2  

CLL151 现代汉语（二） 48 3 2  

CLL123 古代汉语（二） 48 3 2  

CLL153 中国二十世纪文学 64 4 2  

CLL228 西方文学（一） 48 3 2  

CLL209 中国古代文学（三） 48 3 3  

CLL229 西方文学（二） 48 3 3  

CLL461 中国古代文学（四） 48 3 4  

学科基础必修课合计 528 33   

学科 

基础 

选修课 

CLL189 韩国语基础（一） 48 3 2 
外语类 

CLL190 韩国语基础（二） 48 3 3 

CLL175 新闻学概论 32 2 3 

文化传媒类 

CLL276 新媒体内容与运营 32 2 3 

CLL186 新闻摄影摄像 32 2 3 

CLL462 新闻采写 48 3 4 

CLL240 文化创意 32 2 4 

CLL333 传播理论与实务 32 2 5 

HUM423 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 32 2 6 

CLL251 商务文案写作 32 2 4 

文学与 

写作类 

CLL291 学术写作 16 1 6 

HUM437 中国当代文学述评 32 2 3 

HUM471 地图上的北京文艺 32 2 3 

CLL171 中外科幻小说导读 32 2 3 

HUM477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 32 2 4 

CLL241 中国 20世纪文学经典专题 32 2 4 

HUM409 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学 32 2 5 

HUM416 明清小说研究 32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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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 

基础 

选修课 

HUM442 中国古代文献导论 32 2 5 

文学与 

写作类 

CLL351 西方小说鉴赏 32 2 5 

HUM451 中国文论 32 2 5 

HUM415 美学概论 32 2 4 

CLL354 中华武侠文化概论 32 2 6 

CLL402 中外文学交流专题 32 2 6 

HUM428 西方文论 32 2 6 

CLL458 魏晋风流与士族文化 32 2 2 

CLL459 唐诗研究 32 2 3 

CLL460 诗国高峰与盛唐文化 32 2 3-4 

CLL225 文字学 32 2 4 

语言学 

及应用 

语言学类 

CLL352 现代汉语各要素及教学法分析 32 2 5 

CLL457 汉语发展史 48 3 5 

CLL348 汉语方言与地域文化 32 2 6 

CLL318 语言信息处理 48 3 6 

CLL362 理论语言学 32 2 6 

学科基础选修课应选修 17学分 

专业 

方向 

必修课 

CLL285 中文写作与口语表达 48 3 2  

CLL221 语言学概论 48 3 3  

CLL270 文学理论 48 3 4  

CLL298 汉语国际教育概论 48 3 4  

CLL269 教育心理学 32 2 4  

CLL405 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法 48 3 5  

CLL319 跨文化传播 32 2 6  

专业方向必修课合计 30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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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50306T 

专业名称：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所属学科：文学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经济以及网络新媒体的发展需要，掌握

新媒体传播基本理论，具备较高的文学文化素养，具有较强的网络与新媒体内容策划、制作、运营

与推广能力，能够在企事业单位、政府宣传部门、传媒机构、互联网公司等从事信息采集与制作、商

业运营与整合传播的高级复合型、国际化、专业性人才。其人才能力结构体现为“人文基础”、“传

播能力”和“信息处理”。 

学生毕业后经过五年的职业历练，能够通过主动学习、自我学习、终身学习来顺应社会经济发

展和科技发展，能够较好地适应独立和团队工作环境，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水平不断提高，优秀

者能够成长为工作单位的业务骨干或中层管理干部。 

 

本专业毕业预期达到以下目标： 

培养目标 1：系统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了解传播学理论新动态，能够运用专业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具备宽阔的研究视野； 

培养目标 2：掌握新媒体的技术技能、运营模式和前沿动态，具备熟练完成融合媒体内容制作、

数字广告业务、新媒体营销方案策划、新媒体经营管理等专业技能； 

培养目标 3：掌握计算传播学、统计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解决传播学实际问题，并得出有效结

论； 

培养目标 4：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写作能力和文化创意能力，能够创造性地利用新媒体生产高

质量的内容； 

培养目标 5：能够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有较强的外语资讯获取和运用能力，具有较好的跨文化

交流能力； 

培养目标 6：熟悉国内外新闻传播政策和法规，具有较好的心理调适能力，能够应对新媒体的快

速发展态势。 

 

二、学分要求 

本专业学生须按培养方案要求修读各类课程，总学分修满 173学分并达到毕业要求方可毕业。 

1.课程学分为 145学分 

 

 

 

 

 



671 

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4学分） 

核心通识课程 

“四史”教育与国家治理 

4 

文化传承与经典选读 

世界文明与全球视野 

文学修养与艺术鉴赏 

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 

选修通识课程 

美育 2 

文学与写作 

8 

文化与历史 

哲学与心理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劳动 

通修课程 

（62学分） 

新生研讨课  1 

政治理论与思想品德  19 

英语 

（20学分） 

语言技能 不低于 10学分 

其他  

体育与健康  4 

数学 C类 4 

信息技术基础  4 

经管法基础 

经济类 

8 
管理类 

法学类 

国际组织类 

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  2 

专业课程 

（69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 

（59学分） 

必修课 12 

选修课 47 

专业方向课程 必修课 10 

 

2. 暑期学校课程 

要求修读不少于 2门暑期学校课程。 

 

三、学制与授予学位 

学制四年，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习年限，3－6年内修满学分可以毕业。学生修满毕业所应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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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最低总学分为 173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实践教学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后，发给毕业证书；

其中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四、毕业要求 

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学生毕业时应具备以下素质： 

4.1素质要求 

4.1.1思想道德素质。热爱祖国和人民，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优良的道德品质和高度的社会责

任感。 

4.1.2身心素质。具有健康的体魄，体育达标；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较强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调

节能力。 

4.1.3科学文化素质。具有宽广的知识视野，深厚的人文底蕴，清明的科学精神和良好的自我反

思、自我更新能力。 

4.1.4专业素质。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具备将理论知识转化成社会实践的能力，了解国内外行

业发展动态。 

4.2知识要求 

4.2.1基础知识。掌握新闻传播的基础知识，精通英语或其它非通用语种，熟悉经济学、管理学、

信息技术等学科领域的基础知识，为学习专业课程奠定基础。 

4.2.2工具知识。熟练使用计算机，能运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进行专业文献检索、数据处理，能

熟练使用专业数据库进行专业论文以及研究报告撰写。 

4.2.3专业知识。牢固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既要系统掌握坚实的新闻传

播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具备数字媒体开发和运营的能力，也要具有科学分析的研究方法，有

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和创新能力。 

4.2.4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知识。了解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的相关知识。 

4.3能力要求 

4.3.1通识能力 

具有良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从事业务工作的能力；具备较强

的外语阅读、听、说、写、译的能力；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主动进行终

身教育和终身学习。 

4.3.2专业能力 

能够灵活运用所掌握的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理论知识指导社会实践，从而为政府、企业、媒体、

教育机构等部门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对策建议。能够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和现代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具备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 

4.3.3创新创业能力 

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能够学以致用，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具有专业

敏感性，在激烈的竞争中敢于创新，善于创新。 

4.3.4职业发展与社会能力 

能对职业生涯进行合理科学的规划，能针对职业发展合理制定学习计划，具备适应职业未来发

展需求的能力；具备在社会中更好地生存以及与社会达到和谐状态所需的社交能力、处事能力、人

际关系能力以及用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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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支撑矩阵表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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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要求 4.1.1 H L L L L L 

毕业要求 4.1.2 H L L L M L 

毕业要求 4.1.3 H M L L L H 

毕业要求 4.1.4 H M M L M H 

毕业要求 4.2.1 L H L M M H 

毕业要求 4.2.2 L H L M M L 

毕业要求 4.2.3 M M L H M H 

毕业要求 4.2.4 L L L M H H 

毕业要求 4.3.1 L M H M H H 

毕业要求 4.3.2 M M M H M M 

毕业要求 4.3.3 L M L M H H 

毕业要求 4.3.4 L L L M H H 

注：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H至少覆盖

80%，M至少覆盖 50%，L至少覆盖 30%。 

 

五、通识通修课程选修要求（专业入门课程） 

修读本专业的学生，在公共基础课中必须修读以下课程：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人文类 HUM253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32 2 4 必修课 

 

六、主要课程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学科 

基础 

必修课 

CLL172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 32 2 1 必修课 

CLL173 中国新闻传播史 32 2 2 必修课 

CLL174 世界新闻传播史 2 2 3 必修课 

CLL176 传播学概论 32 2 2 必修课 

CLL177 网络与新媒体概论 32 2 3 必修课 

CLL178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 32 2 6 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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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专业 

方向 

必修课 

CLL179 融合新闻学 32 2 2 必修课 

CLL462 新闻采写 48 3 2 必修课 

ENG742 新闻传播伦理 32 2 3 必修课 

CLL180 新媒体产品设计与项目管理* 32 2 5 必修课 

CLL181 网络舆情监测与研判 32 2 5 必修课 

 

七、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表 2. 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矩阵 

课程

性质 
课程 

毕业要求 1 毕业要求 2 毕业要求 3 

1.1 1.2 1.3 1.4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学科

基础

必修

课程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 L H H H H M H H H H M L 

中国新闻传播史 L H H H H M H L H H M H 

世界新闻传播史 H L H H H H H L H H H L 

传播学概论 L H H H H M H H H H M H 

网络与新媒体概论 H L H H H H H L H H H L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 L H H H H M H H H H M H 

专业

方向

必修

课程 

融合新闻学 H L H H H M H L H H H L 

新闻采写 L H H H H H H L H H M H 

新闻传播伦理 H L H H H M H H H H H L 

新媒体产品设计与项目

管理* 
H H M H H M H H H M H H 

网络舆情监测与研判 L L H H H M H L H H M L 

主要 

课程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 L H H H H M H H H H M L 

中国新闻传播史 L H H H H M H L H H M H 

世界新闻传播史 H L H H H H H L H H H L 

传播学概论 L H H H H M H H H H M H 

网络与新媒体概论 H L H H H H H L H H H L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 L H H H H M H H H H M H 

融合新闻学 H L H H H M H L H H H L 

新闻采写 L H H H H H H L H H M H 

新闻传播伦理 H L H H H M H H H H H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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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毕业要求 1 毕业要求 2 毕业要求 3 

1.1 1.2 1.3 1.4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主要 

课程 

新媒体产品设计与项目

管理* 
H H M H H M H H H M H H 

网络舆情监测与研判 L L H H H M H L H H M L 

注：根据所有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支撑强度的

含义是指该课程覆盖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多寡，其中“H”至少覆盖 80%，“M”至少覆盖 50%，“L”至少覆盖

30%。 

 

八、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育人体系包括：军事理论及训练、实验（上机）模块、实习（实训）模块、论文（设计）模

块和科研创新实践活动模块；具体分布在教学环节和二课堂环节。 

1. 实践教学学分为 28学分 

 

项目 总学分 

社会实践 

军事技能 2 

社会调查 2 

其他实践 1 

专业实习 
认知实习 1 

岗位实习 4 

实验课 
独立开设的实验课 

10 
课内实验 

劳动教育 2 

毕业论文 6 

合计 28 

注：（1）学生必须完成学校要求的实践教学环节，取得相应学分。 

（2）军政训练由武装部通过军训、军事理论学习等方式安排。社会调查和其他实践活动由团委负责

安排并考核。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由学院负责安排并考核。 

（3）学生须在培养方案中完成共计 10学分的实验学分。可包含独立开设的实验课和课内实验。 

（4）学生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5）学生须完成 2个学分的劳动教育必修课，总学时不少于 32学时。其中理论课程不少于 8学时，

该理论学时可通过选修学校开设的劳动相关课程或劳动教育MOOC课程来完成。 

 

2. 实验课程列表 

开课学院 课程号 课程名 开课学期 学分（实验学分） 

中文学院 HUM471 地图上的北京文艺（学科基础选修课） 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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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学院 课程号 课程名 开课学期 学分（实验学分） 

中文学院 CLL186 新闻摄影摄像（学科基础选修课） 3 2（2） 

中文学院 CLL276 新媒体内容与运营（学科基础选修课） 3 2（2） 

中文学院 CLL240 文化创意（学科基础选修课） 4 2（2） 

中文学院 CLL348 汉语方言与地域文化（学科基础选修课） 6 2（2） 

中文学院 CLL318 语言信息处理（学科基础选修课） 6 3（3） 

 

九、教学计划表（2022年） 

 

类别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基础 

必修课 

CLL172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 32 2 1  

CLL176 传播学概论 32 2 2  

CLL173 中国新闻传播史 32 2 2  

CLL177 网络与新媒体概论 32 2 3  

CLL174 世界新闻传播史 2 2 3  

CLL178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 32 2 6  

学科基础必修课学时及学分合计 192 12   

学科基础 

选修课 

CLL186 新闻摄影摄像 32 2 3 

新闻传播类 

ENG772 当代财经新闻实务（英） 32 2 5 

CLL182 大众传媒与文化传播 32 2 5 

CLL183 新闻评论 32 2 6 

ENG822 话语分析 32 2 6 

ENG839 财经新闻写作实践（英） 32 2 6 

ENG773 媒介经营与管理（英） 32 2 6 

CLL184 新媒体与跨文化传播 32 2 6 

CLL356 数据新闻 32 2 6 

CMP135 商务数据处理与分析 32 2 1-2 

数据分析 

技术类 
MAT311 统计分析软件 16 1 5 

CLL318 语言信息处理 48 3 6 

CLL101 现代汉语（一） 32 2 1 

文学文化类 
CLL109 中国古代文学（一） 48 3 1 

CLL110 中国古代文学（二） 48 3 2 

CLL151 现代汉语（二） 48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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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基础 

选修课 

CLL153 中国二十世纪文学 64 4 2 

文学文化类 

CLL228 西方文学（一） 48 3 2 

CLL285 中文写作与口语表达 48 3 2 

CLL189 韩国语基础（一） 48 3 2 

CLL190 韩国语基础（二） 48 3 3 

CLL209 中国古代文学（三） 48 3 3 

CLL229 西方文学（二） 48 3 3 

CLL461 中国古代文学（四） 48 3 4 

CLL240 文化创意 32 2 4 

CLL251 商务文案写作 32 2 4 

CLL185 互联网写作 32 2 4 

CLL291 学术写作 16 1 6 

HUM423 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 32 2 6 

CLL458 魏晋风流与士族文化 32 2 2 

CLL459 唐诗研究 32 2 3 

CLL460 诗国高峰与盛唐文化 32 2 3-4 

学科基础选修课应选修 47学分 

专业方向 

必修课 

CLL179 融合新闻学 32 2 2 

 

CLL462 新闻采写 48 3 2 

CLL180 新媒体产品设计与项目管理* 32 2 5 

CLL181 网络舆情监测与研判 32 2 5 

ENG742 新闻传播伦理 32 2 6 

专业方向必修课合计 16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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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来华留学生汉语言文学专业（国际商务汉语方向）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外国来华留学生具备较强的汉语言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具备较宽厚的人文社

会科学基础知识和一定的经济贸易基础知识，成为具有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专业要求 

1.具备较强的汉语表达能力，在汉语的听、说、读、写、译五个方面均达到较高水平。 

2.对中国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风俗的历史与现状有较清晰的了解。 

3.具备一定的经济贸易基础知识。 

4.具备一定的计算机技能。 

5.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能较好地完成政府、企业、社会团体之间的跨文化

交流工作。 

 

三、学分要求 

学生毕业所应取得的最低总学分为 146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实践教学学分。 

1. 课程学分为 120学分 

（1）公共基础课 18学分。其中：必修课 2学分；选修课 16学分。 

（2）学科基础课 86学分。其中：必修课 38学分；选修课 48学分。 

（3）专业方向必修课 16学分。 

2. 实践教学学分为 26学分 

 

项目 周数 周学时 总学时 总学分 

社会 

实践 

社会调查 2 50 100 2 

其他实践 1 50 50 1 

专业 

实习 

认知实习 1 30 30 1 

岗位实习 6 40 240 8 

劳动教育 16 2 32 2 

毕业论文 24 10 240 12 

合计 - - - 26 

注：（1）学生应完成学校要求的实践教学环节，取得相应学分。 

（2）实践教学环节学时学分计算规则：社会实践 50学时计 1学分；专业实习 30学时计 1学分；劳

动教育 16学时计 1学分；毕业论文 20学时计 1学分。 

（3）学生必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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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授予学位 

文学学士 

 

五、考核 

1.学生成绩考核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本科生学分制管理办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本

科生学籍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成绩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2.学生必须通过新 HSK六级考试或核心课程学分绩点达到 3.0方可毕业。 

 

六、来华留学生汉语言文学专业（国际商务汉语方向）教学计划 

 

来华留学生汉语言文学专业（国际商务汉语方向）教学计划（2022）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公共 

基础 

必修课 

HUM130 中国概况 32 2 1  

公共基础必修课合计 32 2   

公共 

基础 

选修课 

CMP131 经济应用软件 32 2 2  

ENG600 欧美文化概论（英） 32 2 2-3  

ENG752 基础英语口语（一） 32 2 2  

PED115 篮球初级 32 1 2  

PED117 乒乓球 32 1 2-3  

PED123 棒/垒球 32 1 2-3  

PED130 网球 32 1 2-3  

PED131 武术 32 1 2-3  

CLL213 中文报刊选读 32 2 3  

CMP122 计算机应用基础 32 2 3  

CUR201 货币银行学 48 3 3  

ENG753 基础英语口语（二） 32 2 3  

HUM208 孙子兵法 32 2 3  

HUM450 中国文化专题 32 2 3  

ITR308 中国外资政策 32 2 3  

LAW210 民法学 48 3 3  

LAW246 中国经济法概论 32 2 3  

MGT215 管理学原理 48 3 3  

PED212 篮球中级 32 1 3  

ACC212 财务会计 48 3 4  



680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公共 

基础 

选修课 

CLL126 汉字与汉字文化 32 2 4  

CMP135 商务数据处理与分析 32 2 4  

CMP322 信息发布与网页设计 32 2 4  

EBU206 国际服务贸易 32 2 4  

IFI212 国际金融学 48 3 4  

INS203 风险管理与保险 48 3 4  

INS206 公共财政学 32 2 4  

INS341 国际保险法 48 3 4  

ITR206 国际贸易 48 3 4  

MAT208 统计学 48 3 4  

MKT206 营销学原理 32 2 4  

PLS218 台港澳概论 32 2 4  

CLL307 书法艺术 32 2 5-6  

CLL320 经贸汉语应用文写作（一） 64 4 5  

ECON205 中国经济概论 32 2 5   

ENG162 高级商务英语听说 48 3 5   

ENG263 国际商业文化（英） 32 2 4-5   

INS324 人寿与健康保险 48 3 5   

INS325 财产与责任保险 48 3 5   

ITR202 商品学 32 2 5   

ITR303 国际贸易实务 48 3 5   

MAT311 统计分析软件 16 1 5   

CLL321 经贸汉语应用文写作（二） 64 4 6   

INS333 员工福利计划 48 3 6   

INS350 理财规划与保险 32 2 6  

INS415 海上保险学 32 2 6  

ITL403 仓储管理 32 2 6  

ITR304 中国主要贸易伙伴 32 2 6  

LAW407 国际商法 64 4 6  

EBU408 现代服务 48 3 7  

EBU409 电子商务与贸易案例分析 48 3 7  

ITR404 跨国公司 32 2 7  

公共基础选修课应选修 16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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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 

基础 

必修课 

CLL161 基础汉语综合（一） 96 6 1  

CLL200 基础汉语阅读（一） 32 2 1  

CLL201 基础汉语写作（一） 32 2 1  

CLL163 基础汉语听和说（一） 64 4 1  

CLL164 基础汉语综合（二） 96 6 2  

CLL202 基础汉语阅读（二） 32 2 2  

CLL199 基础汉语写作（二） 32 2 2  

CLL166 基础汉语听和说（二） 64 4 2  

CLL167 基础汉语综合（三） 64 4 3  

CLL198 基础汉语阅读（三） 32 2 3  

CLL197 基础汉语写作（三） 32 2 3  

CLL169 基础汉语听和说（三） 32 2 3  

学科基础必修课合计 608 38   

学科 

基础 

选修课 

CLL126 汉字与汉字文化 32 2 3  

CLL280 中国文化知识及应用 64 4 3  

CLL307 书法艺术 32 2 3  

CLL243 综合商务汉语（一） 96 6 4  

CLL244 商务汉语视听说（一） 64 4 4  

CLL196 商务汉语阅读（一） 32 2 4  

CLL195 商务汉语写作（一） 32 2 4  

CLL252 综合商务汉语（二） 96 6 5  

CLL253 商务汉语视听说（二） 64 4 5  

CLL194 商务汉语阅读（二） 32 2 5  

CLL193 商务汉语写作（二） 32 2 5  

CLL344 翻译理论入门 64 4 5  

CLL192 高级商务汉语综合 64 4 6  

CLL191 高级商务汉语阅读 32 2 6  

CLL360 高级商务汉语写作 32 2 6  

CLL284 高级商务汉语视听说 48 3 6  

CLL339 国际商务文化 32 2 6  

CLL357 古典诗词欣赏 32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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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 

基础 

选修课 

CLL334 影视鉴赏 32 2 6  

ECON205 中国经济概论 32 2 7  

学科基础选修课应选修 48学分 

专业 

方向 

必修课 

CLL412 当代中国经贸概况 64 4 5  

CLL413 区域经济文化比较 64 4 5  

CLL414 经贸案例分析 64 4 6  

CLL343 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 32 2 6  

CLL231 论文写作 32 2 7  

专业方向必修课合计 25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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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来华留学生汉语言文学专业（国际汉语翻译方向）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项目旨在培养具备较高的汉语水平，具有一定的人文和经贸知识，掌握娴熟的翻译技能，可

胜任汉外同声传译的专业人才。人才能力结构凸显为“汉语水平”、“翻译技巧”和“经贸知识”。 

 

二、专业要求 

1.具有较高的汉语水平，在听、说、读、写、译方面均较为流利。 

2.具备娴熟的翻译技巧，在汉语速记、即时翻译方面均较为熟练。 

3.掌握一定的经济贸易基础知识，对中国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有较清晰的了解。 

4.具备一定的计算机技能，可熟练操作各类办公软件。 

5.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能较好地完成跨文化经济交流工作。 

 

三、学分要求 

学生毕业所应取得的最低总学分为 146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实践教学学分。 

1. 课程学分为 120学分 

（1）公共基础课 14学分。其中：必修课 2学分；选修课 12学分。 

（2）学科基础课 88学分。其中：必修课 38学分；选修课 50学分。 

（3）专业方向课 18学分。 

2. 实践教学学分为 26学分 

 

项目 周数 周学时 总学时 总学分 

社会 

实践 

社会调查 2 50 100 2 

其他实践 1 50 50 1 

专业 

实习 

认知实习 1 30 30 1 

岗位实习 6 40 240 8 

劳动教育 16 2 32 2 

毕业论文 24 10 240 12 

合计 - - - 26 

注：（1）学生应完成学校要求的实践教学环节，取得相应学分。 

（2）实践教学环节学时学分计算规则：社会实践 50学时计 1学分；专业实习 30学时计 1学分；劳

动教育 16学时计 1学分；毕业论文 20学时计 1学分。 

（3）学生必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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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授予学位 

文学学士 

 

五、考核 

1. 学生成绩考核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本科生学分制管理办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成绩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2. 学生必须通过新 HSK六级考试或核心课程学分绩点达到 3.0方可毕业。 

 

六、来华留学生汉语言文学专业（国际汉语翻译方向）教学计划 

 

来华留学生汉语言文学专业（国际汉语翻译方向）教学计划（2022）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公共 

基础 

必修课 

HUM130 中国概况 32 2 1   

公共基础必修课合计 32 2   

公共 

基础 

选修课 

CMP131 经济应用软件 32 2 2  

ENG600 欧美文化概论（英） 32 2 2-3   

ENG752 基础英语口语（一） 32 2 2   

PED115 篮球初级 32 1 2   

PED117 乒乓球 32 1 2-3   

PED123 棒/垒球 32 1 2-3   

PED130 网球 32 1 2-3   

PED131 武术 32 1 2-3   

CLL213 中文报刊选读 32 2 3   

CMP122 计算机应用基础 32 2 3   

CUR201 货币银行学 48 3 3   

ENG753 基础英语口语（二） 32 2 3   

HUM208 孙子兵法 32 2 3   

HUM450 中国文化专题 32 2 3   

ITR308 中国外资政策 32 2 3   

LAW210 民法学 48 3 3   

LAW246 中国经济法概论 32 2 3   

MGT215 管理学原理 48 3 3   

PED212 篮球中级 32 1 3   

ACC212 财务会计 48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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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公共 

基础 

选修课 

CLL126 汉字与汉字文化 32 2 4   

CMP135 商务数据处理与分析 32 2 4   

CMP322 信息发布与网页设计 32 2 4  

EBU206 国际服务贸易 32 2 4  

ENG263 国际商业文化（英） 32 2 4-5  

IFI212 国际金融学 48 3 4  

INS203 风险管理与保险 48 3 4  

INS206 公共财政学 32 2 4  

INS341 国际保险法 48 3 4  

ITR206 国际贸易 48 3 4  

MAT208 统计学 48 3 4  

MKT206 营销学原理 32 2 4  

PLS218 台港澳概论 32 2 4  

CLL307 书法艺术 32 2 5-6   

CLL320 经贸汉语应用文写作（一） 64 4 5   

ECON205 中国经济概论 32 2 5   

ENG162 高级商务英语听说 48 3 5   

INS324 人寿与健康保险 48 3 5   

INS325 财产与责任保险 48 3 5   

ITR202 商品学 32 2 5   

ITR303 国际贸易实务 48 3 5   

MAT311 统计分析软件 16 1 5   

CLL321 经贸汉语应用文写作（二） 64 4 6   

INS333 员工福利计划 48 3 6   

INS350 理财规划与保险 32 2 6   

INS415 海上保险学 32 2 6   

ITL403 仓储管理 32 2 6   

ITR304 中国主要贸易伙伴 32 2 6   

LAW407 国际商法 64 4 6   

EBU408 现代服务 48 3 7   

EBU409 电子商务与贸易案例分析 48 3 7   

ITR404 跨国公司 32 2 7   

公共基础选修课应选修 1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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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 

基础 

必修课 

CLL161 基础汉语综合（一） 96 6 1  

CLL200 基础汉语阅读（一） 32 2 1  

CLL201 基础汉语写作（一） 32 2 1  

CLL163 基础汉语听和说（一） 64 4 1  

CLL164 基础汉语综合（二） 96 6 2  

CLL202 基础汉语阅读（二） 32 2 2  

CLL199 基础汉语写作（二） 32 2 2  

CLL166 基础汉语听和说（二） 64 4 2  

CLL167 基础汉语综合（三） 64 4 3  

CLL198 基础汉语阅读（三） 32 2 3  

CLL197 基础汉语写作（三） 32 2 3  

CLL169 基础汉语听和说（三） 32 2 3  

学科基础必修课合计 608 38   

学科 

基础 

选修课 

CLL126 汉字与汉字文化 32 2 3  

CLL280 中国文化知识及应用 64 4 3  

CLL307 书法艺术 32 2 3  

CLL243 综合商务汉语（一） 96 6 4  

CLL244 商务汉语视听说（一） 64 4 4  

CLL196 商务汉语阅读（一） 32 2 4  

CLL195 商务汉语写作（一） 32 2 4  

CLL252 综合商务汉语（二） 96 6 5  

CLL253 商务汉语视听说（二） 64 4 5  

CLL194 商务汉语阅读（二） 32 2 5  

CLL193 商务汉语写作（二） 32 2 5  

CLL192 高级商务汉语综合 64 4 6  

CLL191 高级商务汉语阅读 32 2 6  

CLL360 高级商务汉语写作 32 2 6  

CLL284 高级商务汉语视听说 48 3 6  

CLL339 国际商务文化 32 2 6  

CLL357 古典诗词欣赏 32 2 6  

CLL334 影视鉴赏 32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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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 

基础 

选修课 

CLL343 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 32 2 6  

CLL415 商务翻译（笔译） 32 2 6  

ECON205 中国经济概论 32 2 7  

CLL416 商务翻译（口译） 32 2 7  

学科基础选修课应选修 50学分 

专业 

方向 

必修课 

CLL344 翻译理论入门 64 4 5  

CLL413 区域经济文化比较 64 4 5  

CLL417 汉外翻译（笔译） 64 4 6  

CLL418 汉外翻译（口译） 64 4 6  

CLL231 论文写作 32 2 7  

专业方向必修课合计 28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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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来华留学生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较强的汉语听、说、读、写能力，掌握丰富的国际财经专业知识与传媒实

务，能够胜任财经媒体工作的复合型人才。其人才能力结构凸显为“汉语水平”、“国际财经知识”、

“传媒实务”。 

 

二、专业要求 

1.具有较高的汉语水平，在汉语听、说、读、写、译方面均较为流利。 

2.掌握较为丰富的国际财经基础知识，对中国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有较清晰的了解。 

3.熟悉各类媒体属性，具有很强的汉语传媒实务操作能力。 

4.具备一定的计算机技能，可熟练操作各类办公软件。 

5.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能够独立完成国际财经传媒相关业务。 

 

三、学分要求 

学生毕业所应取得的最低总学分为 146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实践教学学分。 

1. 课程学分为 120学分 

（1）公共基础课 18学分。其中：必修课 2学分；选修课 16学分。 

（2）学科基础课 83学分。其中：必修课 38学分；选修课 45学分。 

（3）专业方向必修课 19学分。 

2. 实践教学学分为 26学分 

 

项目 周数 周学时 总学时 总学分 

社会 

实践 

社会调查 2 50 100 2 

其他实践 1 50 50 1 

专业 

实习 

认知实习 1 30 30 1 

岗位实习 6 40 240 8 

劳动教育 16 2 32 2 

毕业论文 24 10 240 12 

合计 - - - 26 

注：（1）学生应完成学校要求的实践教学环节，取得相应学分。 

（2）实践教学环节学时学分计算规则：社会实践 50学时计 1学分；专业实习 30学时计 1学分；劳

动教育 16学时计 1学分；毕业论文 20学时计 1学分。 

（3）学生必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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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授予学位 

文学学士 

 

五、考核 

1.学生成绩考核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本科生学分制管理办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本

科生学籍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成绩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2.学生必须通过新 HSK六级考试或核心课程学分绩点达到 3.0方可毕业。 

 

六、来华留学生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教学计划 

 

来华留学生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教学计划（2022）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公共 

基础 

必修课 

HUM130 中国概况 32 2 1  

公共基础必修课合计 32 2   

公共 

基础 

选修课 

CMP131 经济应用软件 32 2 2   

ENG600 欧美文化概论（英） 32 2 2-3   

ENG752 基础英语口语（一） 32 2 2   

PED115 篮球初级 32 1 2   

PED117 乒乓球 32 1 2-3   

PED123 棒/垒球 32 1 2-3   

PED130 网球 32 1 2-3   

PED131 武术 32 1 2-3   

CLL213 中文报刊选读 32 2 3   

CMP122 计算机应用基础 32 2 3   

CUR201 货币银行学 48 3 3   

ENG753 基础英语口语（二） 32 2 3   

HUM208 孙子兵法 32 2 3   

HUM450 中国文化专题 32 2 3   

ITR308 中国外资政策 32 2 3   

LAW210 民法学 48 3 3   

LAW246 中国经济法概论 32 2 3   

MGT215 管理学原理 48 3 3   

PED212 篮球中级 32 1 3   

ACC212 财务会计 48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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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公共 

基础 

选修课 

CLL126 汉字与汉字文化 32 2 4   

CMP135 商务数据处理与分析 32 2 4   

CMP322 信息发布与网页设计 32 2 4   

EBU206 国际服务贸易 32 2 4   

IFI212 国际金融学 48 3 4   

INS203 风险管理与保险 48 3 4   

INS206 公共财政学 32 2 4   

INS341 国际保险法 48 3 4   

ITR206 国际贸易 48 3 4   

MAT208 统计学 48 3 4   

MKT206 营销学原理 32 2 4   

PLS218 台港澳概论 32 2 4   

CLL307 书法艺术 32 2 5-6   

CLL320 经贸汉语应用文写作（一） 64 4 5   

ECON205 中国经济概论 32 2 5   

ENG162 高级商务英语听说 48 3 5  

ENG263 国际商业文化（英） 32 2 4-5   

INS324 人寿与健康保险 48 3 5  

INS325 财产与责任保险 48 3 5   

ITR202 商品学 32 2 5   

ITR303 国际贸易实务 48 3 5   

MAT311 统计分析软件 16 1 5   

CLL321 经贸汉语应用文写作（二） 64 4 6   

INS333 员工福利计划 48 3 6   

INS350 理财规划与保险 32 2 6   

INS415 海上保险学 32 2 6   

ITL403 仓储管理 32 2 6   

ITR304 中国主要贸易伙伴 32 2 6   

LAW407 国际商法 64 4 6   

EBU408 现代服务 48 3 7   

EBU409 电子商务与贸易案例分析 48 3 7   

ITR404 跨国公司 32 2 7   

公共基础选修课应选修 16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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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 

基础 

必修课 

CLL161 基础汉语综合（一） 96 6 1  

CLL200 基础汉语阅读（一） 32 2 1  

CLL201 基础汉语写作（一） 32 2 1  

CLL163 基础汉语听和说（一） 64 4 1  

CLL164 基础汉语综合（二） 96 6 2  

CLL202 基础汉语阅读（二） 32 2 2  

CLL199 基础汉语写作（二） 32 2 2  

CLL166 基础汉语听和说（二） 64 4 2  

CLL167 基础汉语综合（三） 64 4 3  

CLL198 基础汉语阅读（三） 32 2 3  

CLL197 基础汉语写作（三） 32 2 3  

CLL169 基础汉语听和说（三） 32 2 3  

学科基础必修课合计 608 38   

学科 

基础 

选修课 

CLL126 汉字与汉字文化 32 2 3  

CLL280 中国文化知识及应用 64 4 3  

CLL307 书法艺术 32 2 3  

CLL243 综合商务汉语（一） 96 6 4  

CLL244 商务汉语视听说（一） 64 4 4  

CLL196 商务汉语阅读（一） 32 2 4  

CLL195 商务汉语写作（一） 32 2 4  

CLL252 综合商务汉语（二） 96 6 5  

CLL253 商务汉语视听说（二） 64 4 5  

CLL194 商务汉语阅读（二） 32 2 5  

CLL193 商务汉语写作（二） 32 2 5  

CLL192 高级商务汉语综合 64 4 6  

CLL191 高级商务汉语阅读 32 2 6  

CLL360 高级商务汉语写作 32 2 6  

CLL284 高级商务汉语视听说 48 3 6  

CLL339 国际商务文化 32 2 6  

CLL357 古典诗词欣赏 32 2 6  

CLL334 影视鉴赏 32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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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 

基础 

选修课 

CLL343 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 32 2 6  

ECON205 中国经济概论 32 2 7  

学科基础选修课应选修 45学分 

专业 

方向 

必修课 

CLL175 新闻学概论 32 2 3  

CLL419 传播学概论 32 2 4  

CLL242 新闻采访与写作 64 4 4  

CLL276 新媒体内容与运营 32 2 5  

CLL420 数字营销与策划 32 2 5  

CLL421 数据新闻与新媒体新闻报道策划 48 3 6  

CLL422 社交媒体与移动互联网 32 2 6  

CLL423 传播研究方法 32 2 7  

专业方向必修课合计 304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