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文件

杭电本 〔⒛17〕159号

关于印发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通识教育教学改革方案

(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相关部处:

现将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通识教育教学改革方案 (试行 )》

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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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通识教育教学改革方案 (试行)

为落实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精神,全

面推进大学生的素质教育,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完 善我校通识教

育课程体系,进 一步推进我校通识教育教学改革,提 高通识教育

课程质量,结 合我校实际,制 定本方案。

-、 指导思想

根据学校人才培养目标设计通识教育体系,开设通识教育课

程,培 养学生的健全人格,促 进学生和谐持续发展,注 重对学生

的价值引导、心智培育和知识拓展,培 养学生具有良好的人文素

养、批判性恩维和科学精神.

二、主要内容

1.成 立专门的通识教育组织机构

(l)成 立 “
通识教育委员会

”,负 责通识教肓核心课程的系

统设计和建设规划。

(2)成 立 “
通识教育中心”,负 责通识教育委员会的日常工

作和通识教育课程建设及管理。

2.调 整通识课程的修读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包括通识公共课程和通识选修课程。通识公共

课程为必(选 )修课程,通识选修课程包括通识选修核心课程(建

议修读 2学 分 )和 通识选修一般课程 (建议修读 8学 分),每 位

学生每个模块要求修读 2学 分,共 10学 分,其 中要求跨院修读



至少 6学 分。在通识选修一般课程中鼓励开设新生研讨课。

3,优 化通识选修课程体系

现有通识选修课程分为人文社科、经济管理、自然科学与工

程技术、艺术类四大类。为了更好地实现通识教育的目的,把 通

识选修课程体系调整为人文经典与人文修养、文明对话与国际视

野、科技发展与科学精神、社会发展与公民教育、艺术创作与审

美体验五大模块.

人文经典与人文修养主要涵盖文学、历史、哲学、伦理学等

学科领域,帮 助学生掌握必要的人文科学知识,旨 在培养学生对

文学作品的理解能力,使 学生学会用历史的方法、以历史的眼光

认识事物,了 解哲学分析的方法,培 养学生学会逻辑分析与理性

批判,养 成多学科协同思考、多途径解决问题的思维素养,能 理

解和掌握人文思想中所蕴含的认识方法和实践方法等。

文明对话与国际视野主要涵盖外国文化、国际政治、国际关

系、外交学等学科领域,旨 在开阔学生的国际视野,让 学生站在

全球或更广阔的角度上观察世界文明的发展,深入了解人类文明

多元发展、冲突、整合及其在当代的意义,培 养学生多元文化理

解力,提 高其国际交流合作能力以及国际从业竞争力。

科技发展与科学精神主要涵盖物理、化学、数学、信息技术

及众多工程技术领域的知识。通过整合数学、物理学、化学、地

球科学、生命科学等学科内容,呈 现物质世界的多彩现象与自然

规律,回 顾人类探索世界本元的历程,使 学生了解最新的科技动



态,领 会科学精神,明 确科学研究伦理,激 发学生科学探究的内

在动力,学 会运用科学的思维思考问题,培 养学生对科学和未知

的科学探索精神、创新精神和工程意识。

社会发展与公民教育主要涵盖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

学、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社会学科领域,使 学生熟悉社会

科学的基本方法,加 强对当代人类行为的理解,塑 造健全人格,

提高学生的公共事务参与意识,增 强其社会使命感和公民责任

感,正 确认识和处理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

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主要涵盖音乐、影视、戏曲表演、书法、

绘画、雕塑、建筑、工业设计等艺术形式的内容。主要通过对艺

术作品和艺术现象的分析与评价,启 发学生领悟其中的思想内

涵,能 理解和尊重文化艺术的多样性,具 有发现、感知、欣赏、

评价美的意识和基本能力;具 有健康的审美价值取向;具 有艺术

表达和创意表现的兴趣和意识,能 在生活中拓展和升华美。

4.建 设一批精品通识核心课程

为了提高通识课程的质量和受益面,学 校拟 5年 内建设 50

门左右的精品通识核心课程。学校将采取遴选立项、期满验收、

定期复评、不断更新的方法对优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予以重点建

设。立项课程来源,一 是从现有的通识选修课中精选符合要求的

课程;二 是结合学生知识、能力、素质要求和本校特色设计新的

课程。所有课程面向全校开放申报并组织专家评审筛选,并 根据

教学需要和检查评估的情况,滚 动发展,实 行淘汰制。



立项课程的建设期为 2年 ,学 校将给予一定的建设经费资

助,课 程建设完成后,可 申请验收。验收通过后授予
“
校级精品

通识核心课程
”
称号。

5.开 设通识教育讲座课程

通识教育讲座课程是指围绕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而开设的由

同一系列讲座组成的通识教育短课程。由通识教育中心聘任国内

外在业界和学术上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开设系列讲座,要 求有

明确的课程类别归属和系列专题讲座名称.

每门通识教育系列讲座课程配备教学助理 1人 ,负责该课程

管理工作,包括讲座的宣传、主讲教师的接待、讲座主持和总结、

会场管理及成绩考核等。

学生听同一系列讲座次数达到 5次 及以上后,向该课课程教

学助理递交考核作业,经 评定合格后,可 取得 1学 分。

具体实施办法另行制定。

6.开 展悦读经典计划

通过开展多样化的经典书籍师生研读与交流,推动广大学生

接触经典、研读经典、好读经典,从 而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高

尚的道德情操、广博的文化修养、全球化的视野和敏锐的社会洞

察力,强 化社会实践能力、文化创意和科学创新能力。

7.建 立通识课程的准入、评价和退出制度

为保证通识课程的教学质量,学校将建立严格的新开课程审

核机制。主讲教师原则上应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具有博士学



位的优秀教师。做好通识课程的教学效果评价工作。通识课程的

评价采用学生评价为主,同 时结合教学督导、通识教育委员会成

员等的听课情况,对 于教学效果差的通识课程,给 予限期改进或

暂停开设的处理。

8.加 强通识课程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的改革

鼓励通识选修课采取
“
大班授课、小班讨论

”
或

“
翻转课堂

”

的教学方式。“
大班授课、小班讨论

”
的方式要求研讨课每学分

不少于 3课 时;“翻转课堂
”

的方式要求研讨课每学分不少于 12

课时。研讨课学生人数不超过 40人 ,由 主讲教师或助教组织讨

论。丰富考核方式,突 出课堂互动、课堂研讨、课后学习、合作

学习的成绩评定。

9 设 立通识课程助教制度

通识课程的助教由参加青年教师助讲培养的教师或成绩优

异、思想端正并选修过相关课程的在读优秀本科生、研究生担任。

任课老师提出助教申请并制订助教计划。助教接受主讲教师的指

导,在 主讲教师的安排下随堂听课、协助教学管理、对学生进行

辅导与指导、批改作业、协助组织实践活动,并 组织讨论等。

10.引 进校外优质通识课程资源

根据通识教育的需要,学 校每年投入一定的经费,引 入其它

高校或社会上的各种优质通识课程资源,包 括M00C课 程、国内外

视频公开课、资源共享课以及其它商业化课程资源等。该类课程

采取
“
混合式

”
或

“
翻转课堂

”
教学模式,由 本校教师负责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