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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农业大学 

通识课程（选修）教学改革实施方案 
为落实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教高〔2019〕6 号），充分发挥通识教

育在本科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着力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和创新型人才，特

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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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

主动适应社会需求，自觉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完善以素质教

育为导向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提高通识课程（选修）质量，

推进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专业知识之间的融会贯通，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二、基本理念 

（一）通识课程（选修）应有利于强化价值引领、能力



提高和知识结构优化，引导学生广泛涉猎不同学科领域、拓

宽知识面，以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思考能力、批判能力和

创新能力。 

（二）通识课程（选修）应具有时代性、综合性、科学

性、普适性和实用性。鼓励开设高品位的人文社会科学类课

程，开设内容要适合全校大多数专业学生选修，重点突出应

用性导向。 

（三）通识课程（选修）实行动态管理，应随着学科、

专业的发展和学生知识结构的变化，及时调整和丰富通识教

育课程体系。 

三、课程设置 

通识课程（选修）要求至少选修 12 学分，以模块形式分

类设置，包括思政模块、美育模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模块

（原“中国语言文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计算机模块、

英语模块，另有黄河特色文化类、创新创业类、文史类、理

工类、农学类等课程。通识课程（选修）采取线上网络通识

课程与线下教师授课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一）思政模块 

思政模块课程包括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下简称“四史”模块），以及习近平法

治思想概论、中国文化史等 16 门课程。“四史”模块的线上

通识课程包括：新青年·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线下通识课程包括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

民共和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改革开放史，分别为 2 学分。



线下通识课程均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开设。思政模块最低选修

2 学分，其中“四史”模块课程最少选修 1 门。 

（二）美育模块 

美育模块的线上通识课程包括音乐鉴赏、书法鉴赏、影

视鉴赏、舞蹈鉴赏、戏剧鉴赏、美术鉴赏、戏曲鉴赏，分别

2 学分。线下通识课程包括：音乐鉴赏、书法鉴赏、影视鉴

赏、舞蹈鉴赏、戏剧鉴赏、美术鉴赏、戏曲鉴赏，分别 2 学

分。美育模块最低选修 2 学分。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模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模块的线上通识课程包括红色旅游

与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古典小说鉴赏、中华诗词

之美、中华传统文化之戏曲瑰宝、《大学》精读、《论语》精

读、中国文化：复兴古典 同济天下、中华传统思想：对话先

秦哲学、唐诗经典与中国文化传统。线下通识课程由人文社

会科学学院开设 4-6 门课程，每门课程为 2 学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模块最低选修 2 学分。 

（四）计算机模块 

计算机模块的线上通识课程包括人工智能、大学计算机

-计算思维导论、计算机网络技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安

全与防护、区块链技术与应用、大数据算法。线下通识课程

由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软件服务外包学院）开设 3 门课程，

每门课程 2 学分。计算机模块最低选修 2 学分。 

（五）英语模块 

英语模块包括实用进阶英语读写、托福英语、雅思英语、



英美文学等 11 门课程，课程由外国语学院开设。英语模块不

限定最低选修学分。 

（六）其他类别 

主要包括黄河特色文化类、创新创业类、文史类、理工

类、农学类等课程，不限定各类别最低选修学分。由每个学

院推荐 3-4 门代表本学院主要知识领域的优秀课程，打造通

识教育精品课程。创新创业类建议选修不低于 2 学分；文科、

艺术等门类建议选修自然类课程不低于 2 学分。 

四、课程建设要求 

（一）课程应符合通识教育理念，注重学生的知识融会

贯通、能力提升和价值观塑造，注重个人修养、社会担当、

人文情怀、科学精神、历史意识等的养成，并能清晰地体现

在课程目标之中。 

（二）鼓励组建课程团队，课程团队原则上由具有丰富

教学经验的骨干教师承担，负责教学内容审核、教学方法创

新等职责。 

（三）课程目标应明晰，教学内容充实并有一定的深度

和广度，教学设计科学且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问题意识，

具有明确的考核目标和方式，使学生获得明显的知识增量、

方法优化和素质提升。 

（四）应根据课程性质及目标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和手段，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升课堂参与度，提高课

堂教学质量。 

五、课程调整与取消 



通识课程教学评估是学校教学评估的组成部分，教务处

将按学校教学评估标准对通识课程（选修）教学进行评估，

依据评估结果对课程进行动态调整，对具有以下情况的课程

原则上应予取消： 

（一）依据学校通识教育整体规划和课程需求，不适宜

继续开设的课程； 

（二）经督导、同行、专家听课后建议并经认定应予

取消的课程； 

（三）无特殊原因连续三学年未开课的课程； 

（四）其它情况应该取消的课程。 

六、教学管理 

（一）通识课程（选修）由开课的各教学单位管理。 

（二）授课教师应及时评定学生成绩，每学期成绩须于

考试结束一周之内录入教务管理系统。 

（三）通识课程（选修）考核按照学校相关管理办法执

行。课程考核不合格者不予补考，应重新选修。 

七、附则 

（一）本方案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二）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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