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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 ２０２０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修订指导意见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ꎬ 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和新时代

全国高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ꎬ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ꎬ 积极落实学校第八次党代会和八届二

次、 三次、 四次全会精神ꎬ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

若干意见»、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

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ꎬ 针对我校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

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ꎬ 立足服务中外人文交流人才培养、 服务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建设ꎬ 进一

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ꎬ 凝练人才培养成果特色ꎬ 优化人才培养体制机制ꎬ 建设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ꎬ 特制

定 «2020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修订指导意见ꎮ

第一部分: «２０２０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修订原则

一、 积极落实教育部新文科建设理念ꎬ 深入理解 “双万计划”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规划、 一流本科课

程建设规划ꎬ 紧扣时代新要求、 经济社会发展新实践和科技革命新进展ꎬ 体现人才培养新思路ꎮ
二、 坚持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2016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的基本理念、 思路框架的同时ꎬ 补足

2016 版培养方案短板ꎬ 推动 “内嵌式”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ꎬ 进一步凸显我校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

合” 的人才培养特色ꎬ 培养品学兼优、 能力突出、 社会需要的行业建设优秀人才ꎮ
三、 按照北京市关于市属学校分类办学的具体要求ꎬ 立足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的

办学定位ꎬ 结合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回访和北京市委巡视组工作的关注焦点ꎬ 适应学校对各专业建设的总

体要求以及对各专业招生方向的细化要求ꎬ 对标国家和北京市 “一流专业” 建设要求ꎬ 对比相关院校专

业ꎬ 明确定位与发展方向ꎬ 充分体现专业特色与优势ꎮ
四、 坚持立德树人ꎬ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ꎻ 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 法治教

育、 生命教育、 卫生健康教育、 艺术教育、 自然科学教育、 国家安全教育、 劳动教育、 人文素养教育等

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ꎻ 坚持全员育人、 全过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ꎬ 提高培养质量ꎬ 实现我校人才培养

目标ꎮ
五、 切实体现跨专业复合培养特色ꎬ 构建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ꎮ 立足学校人才培养大局ꎬ 突破院

系、 部门之间的壁垒ꎬ 发挥各单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ꎬ 大力推进专业课程向全校开放ꎬ 通过进一步加强

在线课程建设ꎬ 扩大跨专业复合培养学生受益率和选课率ꎬ 为学生搭建各种复合学习的可能性ꎻ 根据学

生发展需求ꎬ 加强各专业的复合、 专业基础与通识教育的复合、 课堂教学与创新创业实践的复合、 线上

教学与线下教学的有机结合、 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有机衔接ꎮ
六、 积极推广在线教育教学模式ꎬ 课程建设、 资源建设和教学模式充分体现 “互联网 + ” 和 “智慧 + ”

的特色ꎮ 强化在线课程教学资源建设ꎬ 统筹建设一批具有二外特色和世界水平的高质量在线课程ꎮ 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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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丰富教学手段ꎬ 更新课程内容ꎬ 借助优秀网络课程等资源丰富和优化课程体系ꎻ
在教师指导下ꎬ 鼓励学生修读网上在线课程ꎬ 建立网络学习学分认定与学分转换等制度ꎮ

七、 强化以考辅教、 以考促学的人才培养过程监测机制ꎮ 根据课程特点ꎬ 健全能力与知识考核并重

的多元化学业考核评价体系ꎬ 加强对学生学习的过程性评价ꎬ 改革考核评价办法ꎬ 实行多样性考核形

式ꎬ 加大阶段性测试、 实践能力、 研究创新能力在学生学业成绩总评中的比重ꎬ 引导学生自觉增强学习

能力和探索精神ꎮ
八、 本次培养方案的修订要充分考虑到各专业的特点ꎬ 兼具统一性ꎮ 全校统一划定学分总量要求和

学分结构分布ꎮ 全校各专业统一为主修专业 166 学分 (含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ꎬ 双学位专业 42 学分ꎬ
辅修专业 26 学分ꎮ 各院系应根据自身学科专业特点和实际条件ꎬ 科学论证所属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ꎬ
合理规划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ꎬ 凸显专业优势与培养特色ꎮ

第二部分: «２０２０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修订具体意见

一、 在总体学分结构不变的基础上ꎬ 合理调整专业课程与学分设置ꎬ 整合课程资源ꎬ 切实提高课程

质量ꎮ
1 根据 2018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编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对各专业规定的学分数、 2020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编 «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 对外国语言文学专业规定的学分数ꎬ 结合学校 «2016 版本科生培养方

案» 及 «2016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修订版)» (2019 年 8 月) 的具体实施情况ꎬ 全校各专业学生毕业要

求学分总量拟定为 166ꎬ 其中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15 学分ꎮ
2 丰富各学科领域课程类型ꎬ 完善学校通识课程体系ꎮ 增加实体课堂和线上课程ꎬ 实行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原则ꎬ 丰富各学科领域课程资源ꎬ 提高学生政治素养、 人文素养、 艺术素养和自然科学素养ꎬ 并

明确相关课程体系和修习学分标准ꎬ 要求学生毕业之前必须按照 7 个通识选修课课程模块规定的相应学

分要求进行修读ꎮ
3 各专业对专业课程与学分设置进行合理规划ꎮ 课程设置应根据国家和社会需求、 人才培养目标ꎬ

结合各专业的定位和教学需要进行科学调整ꎬ 淘汰水课ꎬ 打造金课ꎮ 各教学单位必须加强课程资源整合

力度ꎬ 打破专业壁垒ꎬ 集中优势资源ꎬ 实现一体化教学ꎮ 旅游科学学院、 经济学院、 商学院根据教育部

专业课程归类标准ꎬ 协商设置统一的经管类专业通开课程ꎻ 英语学院、 高级翻译学院根据教育部专业课

程归类标准ꎬ 协商设置统一的英语类专业通开课程ꎮ 通开课程归口到开课单位ꎬ 各专业不得重复设课ꎮ
4 推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ꎬ 大学英语课程设置 42 学分ꎮ 英语学院根据目前大学英语教育发展趋势ꎬ

以及各专业院系英语课程的需求ꎬ 整合现有大学英语课程ꎬ 推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ꎬ 在英语技能训练的

基础上ꎬ 增加专业英语和学术英语课程ꎬ 充分利用网络课程资源ꎬ 确保大学英语课程减量增质ꎮ 全校各

专业学生均可参加英语专业四、 八级统考ꎮ
5 各专业计划开设的全英文课程、 思政课程、 实践课程等ꎬ 要求明确标出并进行实质性建设ꎮ
二、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ꎬ 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政课程改革创新ꎬ 加强课程思政建设ꎬ 促进专业课

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ꎬ 实现价值引领、 知识教育与能力培养的统一ꎮ
1 加强思政课程改革创新ꎬ 构建必修课与选修课相结合的思政课体系ꎬ 设定课程模块ꎬ 开设系列选

择性必修课程ꎬ 积极推进思政课课程内容建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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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思想政治教育要全面融入各专业课堂教学ꎬ 要求各专业所有课程都要体现课程思政内容ꎬ 实现课

程思政全覆盖ꎬ 至少明确建设 2 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ꎬ 深化建设思政精品课程ꎮ
3 将卫生健康教育、 法治教育、 生命教育理念贯穿于各专业人才培养全过程ꎬ 要求各专业所有课程

建设要体现卫生健康教育、 法治教育、 生命教育理念ꎬ 相关专业在人才培养方案中要明确标出卫生健康

教育、 法治教育、 生命教育示范课程ꎮ
三、 加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ꎬ 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ꎮ
1 根据教育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 要求ꎬ 各专业实践教学学分 (学

时) 比例不少于总学分 (学时) 的 15% ꎬ 要明确实践课程的设置ꎬ 形成实践课程教学方案ꎬ 将实践课

程建设落到实处ꎬ 积极推进服务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实习实践ꎬ 开设 2 门以上提高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的实践课程ꎮ 可设置零课时课程等不同形式的创新课程ꎮ
2 第二课堂与创新创业课程ꎬ 由党委学生工作部和马克思主义学院根据国家当前和未来第二课堂与

创新创业教育的新趋势和新要求ꎬ 进一步研制细化具体教学方案ꎮ
四、 建设复合型课程体系ꎬ 明确跨专业复合学分要求ꎮ
1 全校统一划定跨专业复合培养的辅 (双) 学分总量要求ꎬ 双学位专业 42 学分ꎬ 辅修专业 26

学分ꎮ
2 要求辅 (双) 课程开课单位ꎬ 在本专业培养方案框架内ꎬ 提供出明确的跨专业复合培养方案ꎮ 同

时建设满足跨选全覆盖要求、 辅 (双) 总学分要求的在线课程ꎬ 学生可根据自身学习实际自主选择课程

规划组合套餐ꎮ 要求学生所在单位对学生跨专业复合学习予以指导ꎮ
3 外语类专业学生通过专业内置的第二外语课程、 专业通开课程与翻译类课程的修读ꎬ 体现复语特

色ꎮ 修满 42 学分并达到相关规定要求的ꎬ 可以申请翻译专业辅修证书或双学位证书ꎮ
外语类专业学生都必须修读至少 4 学分的跨专业复合课程ꎮ 同时ꎬ 通过专业括号方向在线课程的修

读体现复合特色ꎮ 修满 26 学分可获得括号内专业方向的辅修证书ꎬ 修满 42 学分则可以获得括号内专业

方向的双学位ꎮ 针对外语专业学生大规模出国的情况ꎬ 除加大线上课程建设和引进外ꎬ 对出国学生在境

外留学期间修读的相关非本专业外的我校其他专业的课程ꎬ 符合要求的可以进行辅 (双) 课程学分

认定ꎮ
4 非外语类专业学生通过专业与英语的修读体现复合特色ꎮ 修满 42 学分并达到相关规定要求的ꎬ

可以申请英语专业辅修证书或双学位证书ꎮ 高中阶段所学外语为英语以外的非外语专业学生限定选修已

学语种作为复合专业修读, 完成 42 学分的基本要求ꎮ
5 不同专业的专业通开课程学分互认ꎬ 实现在跨专业复合学习中专业通开课在不同专业间的共享

共融ꎮ
五、 加强专业和课程的国际化建设

1 进一步探索与国际知名高校建立学分互认机制ꎬ 要求各教学单位研究制定本单位出国留学学生成

绩转换和学分认定实施方案ꎮ
2 加强全英文专业课程、 教材、 测评模式和学习策略的国际化建设ꎮ 非外语专业参照本专业国际标

准ꎬ 为本专业本科生和来华留学生开设全英文专业课程供学生修读ꎬ 学生至少要修满 4 学分课程ꎮ 全英

文课程要在培养方案中明确标出并体现出整体规划ꎬ 四年内全英文专业课程达到专业课程的 20％ꎮ 鼓励

有条件的教学单位建设高标准系列全英文在线课程ꎬ 能够满足境内外留学生修读学位的要求ꎮ
3 提高教师国际合作教学能力ꎬ 培养学生国际化视野ꎮ 鼓励学生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ꎬ 在教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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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ꎬ 从境外知名教学平台选择在线课程学习ꎬ 经学院专业测评和认定ꎬ 教务处根据管理规定予以学分认

定ꎬ 此类境外平台在线修读课程原则上不超过 4 学分ꎮ
六、 积极应用和推广在线课程等网络自主学习模式ꎬ 建立 “互联网 + 教学”、 “智能 + 教学” 新形

态ꎬ 促进学习方式变革ꎮ
1 充分利用网络课程资源ꎬ 实施混合式教学改革ꎬ 鼓励学生采取自主学习和在线学习等形式ꎮ
2 要求各专业建设在线课程及线上线下混合课程ꎬ 各专业明确建设至少 10 门 (非通用语专业至少 5

门) 在线课程和 5 门线上线下混合课程ꎮ 要求两年内在校外慕课平台或校内 SPOC 平台上线ꎮ
七、 加强课程建设ꎬ 推动教学方式改革ꎮ
1 强化在线课程教学资源建设ꎬ 能够满足 “一流专业” 建设要求ꎬ 能够满足校内跨专业复合培养要

求ꎬ 能够满足境内外留学生全英文授课需求ꎮ
2 通过课程设置的改革ꎬ 提高课程建设水平ꎬ 推动教学方式改革ꎮ
3 鼓励进行课程考核改革ꎬ 突出多元化考核、 过程考核ꎬ 考核要求明确细化ꎬ 具有操作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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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复语复合型” 人才培养学分结构图 ４￣１

图 1: 外语类专业 “复语型” 人才培养学分结构图

(主修学位 + 第二学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复语复合型” 人才培养学分结构图 ４￣２

图 2: 外语类专业 “复语复合型” 人才培养学分结构图

(主修学位 + 第二学位 + 第三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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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复语复合型” 人才培养学分结构图 ４￣３

图 3: 非外语类专业 “复合型” 人才培养学分结构图

(主修学位 + 第二学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复语复合型” 人才培养学分结构图 ４￣４

图 4: 非外语类专业 “复语复合型” 人才培养学分结构图

(主修学位 + 第二学位 + 第三学位)

—６—

２０２０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２０２０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课程结构表

课程

类型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必修课

(30 学分)

通识

选修课

(16 学分)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

修课

(105 学分)

思

政

课

文学

文化

课

体

育

课

计

算

机

模块课
专业通

开课

专业

基础

课

全英文

专业课

第

二

外

语

大

学

英

语

跨专

业复

合课

专业

方向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军

事

课

心

理

健

康

大学

生职

业生

涯规

划与

就业

指导

大

学

生

创

新

创

业

社

会

实

践

劳

动

拓

展

专

业

实

习

毕业

论文

与毕

业设

计

学

分

外语

类专

业

非外

语类

专业

18 4 4 4 16

63 16

4

(最
低)

22

41 4 42 18

4 3 0 5 0 5 2 5

学期 1￣4 1￣4 1￣4 1￣7 1￣4 2￣6 3￣8 1￣8 1￣8 1￣8 5￣8 1￣2 1￣8 5￣8

归口

单位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文化

与传

播学

院

体育

部

基础

科学

部

教务处

通选

课程

开课

单位

通开课

程开课

单位

各学院

相

关

语

种

开

课

单

位

英

语

学

院

教

务

处

各学院

党

委

学

生

工

作

部

马克思主义学院

党委学生工作部

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

各学院

　 　 备注:
1 学生需取得表内所列各项学分ꎬ 才能毕业ꎬ 授予学位ꎮ 课程类型名称暂定ꎬ 仅为代表内容区别ꎻ
2 各专业第一课堂毕业总学分控制在 151 学分ꎬ 原则上每门课程总学时达到 17 学时ꎬ 核定为 1 学

分ꎻ 体育课总学时达到 34 学时ꎬ 核定为 1 学分ꎻ
3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控制在 15 学分ꎬ 工作量认定与考核方式由归口单位主责制定ꎬ 经学校

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后执行ꎻ
4 学生毕业之前必须按照 7 个通识选修课模块规定的相应学分要求进行修读ꎮ 各模块课程设置由教

务处统筹ꎬ 相关牵头单位提出具体方案ꎮ
5 鼓励各专业大力拓展实习渠道ꎬ 组织学生参加各级各类专业实习ꎬ 使用专业知识和技能服务社

会ꎬ 在应用中提高专业技能水平ꎬ 提高专业实习效果ꎮ 各专业应根据本专业教学需要建立规范、 可量化

的专业实习方案ꎮ

—７—

２０２０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附件 １

通识必修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③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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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ꎮ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ꎮ
面向文化与传播学院开设ꎮ



附件 ２

非外语专业大学英语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20001111￣41
综合英语▲

Integrated English
16 272 272 4 4 4 4

20001211￣21
英语视听说▲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311￣21
英语口语与演讲▲

Oral English and Public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413￣41
英语阅读与写作▲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4 68 68 2 2

20001513￣41
高级英语交流▲

Advanced English Communication
4 68 68 2 2

20001615￣61
英语语言与文化▲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4 68 68 2 2

200017151
专门用途英语▲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 34 34 2

200018161
学术英语▲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2 34 34 2

200019171
英语线上课程▲

Online English Course
2 34 34 2

总计 17 门课程 42 680 34 714 8 8 8 8 4 4 2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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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３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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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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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４

通识选修课课程模块

类

别
课程模块 课程组成 学分要求 牵头单位

通
识
选
修
课

科学素养

模块
自然科学类 4 基础科学部

政治素养

模块
思想政治类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史教育

模块
四史专题类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人文素养

模块
文史哲类 2 文化与传播学院

法治素养

模块
法学类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艺术素养

模块
艺术类 2 校团委艺术教研室

综合素养

模块
经管、 德育、 体育等 2 相关开课学院

总计 7 个模块 9 个大类 16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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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５

关于调整外语类专业第二外语课程免修政策的通知

为更好地推进我校 «2016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实施ꎬ 深入贯彻我校 “多语种复语” 人才培养理念ꎬ
顺应国家公共外语考试工作改革ꎬ 结合我校外语类专业第二外语课程教学实际ꎬ 现对我校外语类专业第

二外语课程免修政策调整通知如下:
一、 调整内容适用于 2018 级及后续年级的外语类专业学生ꎮ 2018 级 (不含) 之前年级的外语类专

业学生第二外语免修政策ꎬ 继续遵照 «北京第二外学院学分管理规定» 执行ꎮ
二、 第二外语免修为在校期间第二外语学分的全部免修或后续免修ꎬ 每个学生有且只有一次免修机

会ꎬ 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免修申请并完成办理ꎬ 视为自动放弃ꎮ
三、 免修办理与成绩记载

(一) 学生可于第二外语选课前ꎬ 按照规定时间向所在学院递交免修申请和材料ꎬ 申请全部免修ꎬ
办理全部免修的学生不再参加第二外语选课ꎮ

(二) 参加第二外语选课学生可于第二外语课程学习中ꎬ 按照规定时间向所在学院递交免修申请和

材料ꎬ 申请后续免修ꎮ
(三) 英语语种与其他语种的免修条件

1 申请免修第二外语英语ꎮ 非英语语种学生ꎬ 必须通过大学英语四级 (或六级) 考试ꎬ 向所在学院

递交免修申请和四级 (或六级) 证书复印件ꎬ 申请免修ꎬ 其免修后的第二外语英语的总评成绩按照该生

提请免修时的大学英语四级 (或六级) 成绩登录ꎮ
2 申请免修第二外语其他语种ꎮ 所有学生 (含英语语种和非英语语种)ꎬ 必须通过开课单位要求的

该语种等级考试 (详见下表)ꎬ 向所在学院递交免修申请和等级证书复印件ꎬ 申请免修ꎬ 其免修后的第

二外语语种的总评成绩按照该生提请免修时的语种等级成绩登录ꎮ

序号 第二外语语种 免修条件

1 日语
取得日语能力等级考试 N3 (或以上) 证书

或通过大学日语四级 (或以上) 考试

2 朝鲜语 取得韩国语能力等级考试 (TOPIK) 三级 (或以上) 证书

3 西班牙语 通过西班牙语 DELE 考试达到 B1 (或以上) 级别

4 法语
通过大学法语四级 (或以上) 考试

或 TCF / TEF / DELF 等法语考试达到 B1 (或以上) 级别

5 德语 通过大学德语四级 (或以上) 考试

3 第二外语英语免修条件解释权归口英语学院ꎬ 第二外语日语免修条件解释权归口日语学院ꎬ 第二

外语朝鲜语免修条件解释权归口亚洲学院ꎬ 第二外语西班牙语、 第二外语法语、 第二外语德语免修条件

解释权归口欧洲学院ꎮ
4 其他关于第二外语选修、 免修相关政策依旧遵照 «北京第二外学院学分管理规定» 执行ꎮ

教务处

2019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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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附件 ６

经管类专业专业通开课设置

学

院
专业

微积分

(4)

线性

代数

(4)

概率论

与数理

统计

(2)

马克思

主义经

济学

(2)

微观

经济学

(2)

宏观

经济学

(2)

会计学

原理

(2)

财务管理

(2)

市场营销学

(市场营销)
(2)

管理学

原理

(管理学)
(3)

统计学

原理

(2)

旅
游
科
学
学
院

旅游管理 1 2 3 2 2 3 3 4 4 1 4

人文地理与

城乡规划
1 2 3 5 3

酒店管理 1 2 3 3 2 3 4 5 3 2 3

会展经济与管理 1 2 3 2 2 3 3 4 4 2 4

商
学
院

市场营销 1 2 3 2 1 2 3 4 2
1 (全
英文)

4

财务管理 1 2 3 2 2 2
4

(全英文)
2

1 (2

学分)
4

经
济
学
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 2 3 2
1

(3 学分)
2

(3 学分)
2

(会计学)
4 (2 学分

全英文)
4

(统计学)

金融学 1 2 3 2
1

(3 学分)
2

(3 学分)
2

(会计学)
4 (2 学分

全英文)
4

(统计学)

贸易经济 1 2 3 2
1

(3 学分)
2

(3 学分)
2

(会计学)
4 (2 学分

全英文)
4

(统计学)

按学科归口

授课单位

基础科学部

(数学教研室)
经济学院 商学院

旅游科学

学院
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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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７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课程教学方案

为落实教育部 «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先行试点工作方案» 任务部署ꎬ 根据 «北
京高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课程教学方案» (京教工﹝ 2020 ﹞ 61 号) 的要求

和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实际ꎬ 我校拟统筹校内外优质教育教学资源ꎬ 坚持 “政治引领、 内容为

王、 学术支撑、 形式创新” 的课程建设要求ꎬ 以马克思主义学院为依托ꎬ 于 2020￣2021 学年春季学期面

向全体 2020 级本科新生ꎬ 开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课程ꎬ 具体课程教学方案

如下:

一、 教学目的
全面系统深入讲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 精神实质、 丰富内涵、 实践要

求ꎬ 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京华大地的生动实践ꎬ 帮助学生全面认识其时代意义、
理论意义、 实践意义、 世界意义ꎬ 深刻把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ꎬ 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

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ꎬ 努力培养担当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ꎮ

二、 教学要求

(一) 课程名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二) 课程性质
公共必修课

(三) 教育对象
全体 2020 级本科新生

(四) 开设时间
一年级春季学期

(五) 学分课时要求
2 学分ꎬ 34 学时

(六) 教学要求
1 系统讲授: 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 为教材ꎬ 在内容上聚焦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髓ꎬ 从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 科技、 外交、 军队建设、 党的建设

等各方面系统讲授十九大精神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ꎮ
2 实践研讨: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研讨ꎬ 在北京高校思政课高精尖创新中心 “思政课咨询平台” 上线

的首批 12 个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京华大地的生动实践” 教学案例中ꎬ 选择 2 个案

例ꎬ 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ꎮ
3 考查考核: 采取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以上为及格ꎬ 及格以上者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

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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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三、 教学方式
整个课程内容划分为 14 个专题ꎬ 采用专题教学方式授课ꎮ

四、 教学设计
整个课程教学共 17 周ꎬ 分为理论和实践教学两个环节ꎮ 理论教学部分设计为 14 讲ꎬ 每周 1 讲ꎬ 每

讲 2 课时ꎬ 共 14 周ꎬ 28 课时ꎬ 实践教学 6 课时ꎬ 3 周 (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京华大地的生动实践)ꎮ
其中ꎬ 理论部分 14 讲分为四大模块开展ꎮ 每一模块学习完成后开展一两次集中研讨活动ꎬ 共开展 5

次线下研讨ꎬ 深化理论研究ꎬ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表达和学理支撑ꎬ 回应学生们对现实问题的

关切ꎮ
理论教学部分ꎬ 以三卷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 为主要依据ꎬ 参照教育部思政课教指委面向全国重点马院印发

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教学建议» 以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

本问题» (2020 年 8 月ꎬ 人民出版社与中央党校出版社联合出版) 等研究制定ꎮ

五、 教学安排
(一) “双师课堂教学模式”ꎮ 集我校优势师资资源ꎬ 邀请经济学院、 政党外交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ꎬ

旅游科学学院的专家ꎬ 同马克思主义学院专业教师组成双师课堂教学团队ꎬ 按照不同专题分别讲授ꎬ 发

挥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双效作用ꎻ 安排我校领导、 机关职能部门负责人、 院系党政负责人以及从事思想

政治工作的专业人员参与到课程线下谈论环节ꎬ 形成专业教师主导ꎬ 校领导和中层党政干部参与ꎬ 全校

师生共同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局面ꎮ
(二)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ꎮ 线上主要采用市教工委委托高校思政课高精尖创新中心、 中国

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录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市级网络示范课、 二外马院

自建的在线课程视频ꎬ 进行基础知识的学习ꎻ 线下主要根据各专题的内容ꎬ 校领导和中层党政干部全面

参与ꎬ 紧扣时代热点问题ꎬ 开展进一步深化学习和研讨ꎬ 丰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深刻认识ꎮ
(三) “理论 + 实践教学”ꎮ 基本知识点采用理论系统学习的方式进行教学ꎬ 并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

解决时代现实问题中ꎬ 加深对理论精髓的理解和把握ꎮ

六、 课程设置和安排

类别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识必修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2 28 6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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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８

各类型课程标注说明

①零课时或自主学习型课程统一用 “Z” 标注

②双语教学建设课程统一用 “△” 标注ꎮ
③全英文课程统一用 “▲” 标注ꎮ
④含有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用 “□” 标注ꎮ
⑤创新创业能力实践课程统一用 “■” 标注ꎮ
⑥ “课程思政” 示范课程统一用 “●” 标注ꎮ
⑦ “四个教育” 示范课程统一用 “○” 标注ꎮ
⑧各专业特殊要求的课程统一用 “* ” 标注ꎬ 后作注解ꎮ
⑨线上课程和线上线下混合课程统一用 “※” 标注ꎬ 后作注解ꎮ
⑩课程序列统一用拉丁字母 “Ⅰ、 Ⅱ、 Ⅲ” 标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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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语 学 院

英语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英语专业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历史最长、 教学科研等综合实力领先的外语专业ꎬ 是国家一流专业

和北京市特色专业、 品牌专业ꎬ 也是北京市属市管院校中英语专业综合实力名列前茅的专业ꎮ 本专业注

重学生的人文教育以及复合型的知识体系与能力ꎬ 注重创新能力与自主学习能力ꎬ 学生既要有中国情怀

还要兼具国际视野ꎬ 德、 智、 体、 美、 劳全面发展ꎬ 培养宽口径、 厚基础、 复合型、 国际化的高层次外

语人才ꎮ
本专业本科教学分为两个专业方向: 人文交流方向、 英语教育方向ꎮ

二、 培养目标
英语专业以培养国际化、 复合型、 高层次英语专业人才为目标ꎬ 学生应具备扎实的英语语言综合知

识和能力ꎬ 既熟悉中国国情与文化又充分了解英语国家的人文精神、 历史文化、 政治经济等ꎬ 并通晓国

际规则ꎮ 毕业生能胜任外事外交、 国际文化交流、 国际传播、 英语教育与翻译等与英语相关行业或部门

的工作ꎬ 且具备进入英语语言文学或人文社科等领域进一步深造的素质与能力ꎮ

三、 培养要求
本专业要求学生:
1 具备扎实的英语语言综合知识和能力ꎻ
2 熟悉我国及对象国的国情及历史文化等ꎻ
3 具备初步的研究能力或实际工作能力ꎻ
4 具备第二外国语的初步的实践能力ꎻ
5 具备良好的跨文化能力、 思辨能力与创新能力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符合本专业培养方案中的培养要

求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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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ꎮ
毕业论文用英语撰写ꎮ

六、 主干学科与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英语语言文学

相邻学科: 政治学、 新闻学、 跨文化研究

七、 核心课程与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综合英语、 英语视听说、 高级英语口语、 英语语法、 英语写作、 英语演讲与辩论、 英语

阅读策略、 英语经典阅读、 人文思想阅读、 英汉/汉英笔译、 英汉/汉英口译、 语言学导论、 英语文学导

论、 跨文化交际、 西方文明史、 中国文化概要、 研究方法、 学术写作ꎮ
专业知识课程: 英汉语言对比、 英语史、 英国文学史、 美国文学史、 翻译简史、 翻译学导论、 中外

文化比较ꎮ
人文交流方向研究方法特色课程: 英语经典阅读、 后现代文学、 文学中的消费主义批评、 中西文学

前沿、 英国社会文化、 电影与西方社会、 美国政治与外交、 中外人文交流研究专题、 语用与翻译ꎮ
英语教育方向研究方法特色课程: 语言测评、 西方哲学概论、 英语教学活动设计、 英语教学法、 英

语教学案例分析、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二语习得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英语技能课成绩评定方式: 平时成绩 (含期中考试成绩) 60% ꎬ 期末考试成绩 40% ꎮ 其他课程成绩

评定方式加强形成性评价 (每学期至少三次作业评阅): 平时成绩 (含期中考试成绩) 60% ꎬ 期末考试

成绩 40% ꎮ
(注: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根据课程特点ꎬ 教师可申请采取线上线下教学

相结合的授课方式ꎬ 并应采取有针对性的考核方式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第二

外语

跨专业

复合课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63 16 4 22 15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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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专业实习

学生的社会实践和专业实习是本专业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ꎬ 是使学生在了解社会需求、 了解自

身知识结构与社会需求的差距的基础上ꎬ 指导其提高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综合素质的重要环节ꎮ
学生的社会实践和专业实习包括一次军训、 不少于四周的专业实践和不少于十六学时的劳动教育ꎮ 社会

实践活动、 专业实习活动和劳动教育活动原则上安排在周末或假期ꎮ 活动结束后ꎬ 学生需完成相关活动

总结报告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

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

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绩于毕

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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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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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③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专业课课程设置

(一) 人文交流方向

1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03101911￣41
综合英语

Comprehensive English
16 272 272 4 4 4 4

03101511￣31
英语视听说□

Audio￣Visual̄ Oral English
☆ ★ 6 78 24 102 2 2 2

031021211
高级英语口语□

Advanced Oral English
2 26 8 34 2

031018111
英语语法

English Grammar
2 34 34 2

03100313￣41

英语演讲与辩论□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and Debating

☆ ★ 4 34 34 68 2 2

03100523￣51
英语写作

EnglishWriting
6 102 102 2 2 2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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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ꎮ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ꎮ
面向文化与传播学院开设ꎮ



(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031006261
学术写作

Academic Writing
2 34 34 2

031012321

英语阅读策略

English Reading

Strategies

2 34 34 2

031012351

英语经典阅读

Selected Readings from

Classics in English

☆ ★ 2 34 34 2

031012361
人文思想阅读

Readings in Humanities
2 34 34 2

031016151
英汉笔译

E￣C Translation
☆ ★ 2 34 34 2

031018251
英汉口译

E￣C/C￣E Interpreting
2 34 34 2

03101716￣71
汉英笔译

C￣E Translation
4 68 68 2 2

031215291

中国文化概要●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 ★ 2 34 34 2

031110231

英语文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

☆ ★ 2 34 34 2

031203331

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 ★ 2 34 34 2

031216241

西方文明史●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 ★ 2 34 34 2

031012251

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 ★ 2 34 34 2

031012261
研究方法□Z

Research Methods
1 17 17 1

总计 19 门课程 63 1005 66 1071 12 8 14 10 10 7 2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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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专
业
选
修
课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0312011121

英语国家概况* (必修)

Introduction to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 ★ 2

031012221
英语史* (必修)
History of English

☆ ★ 2

031314241

翻译简史* (必修)
A Brief History of

Translation

2

031315241

中外文化比较* (必修)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 ★ 2

031007251

英国文学史* (必修)
A History of British

Literature

☆ ★ 2

031005261

美国文学史* (必修)
A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 ★ 2

031013361

翻译学导论* (必修)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 ★ 2

031337271

英汉语言对比* (必修)
Comparis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 ★ 2

031223221

古希腊罗马神话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Myths

2

031156231

英语影视文学

Film Adaptation of English

Literary Classics

2

031156331
«圣经» 与文学

Bible and Literature
2

031156241
英语语用学

English Pragmatics
2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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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专
业
选
修
课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031156341
英语词汇学

English Lexicology
2

031156441

英语创意写作

Creative Writing

in English

2

031156541

英美生态文学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2

031156641
比较文学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

031156741
联络口译

Liaison Interpreting
2

031156841
翻译技巧

Translation Skills
2

031156941

西方思想经典导读

Classics of Western

Thought

2

031156041
西方艺术史

History of Western Art
2

031110251

英语诗歌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in

English Poetry

2

031156151

文学中的消费主义批评

A Study of Consumerism

in Literature

2

031114251
后现代文学

Postmodern Literature
2

031310251
应用文翻译

Translation of Practical Texts
2

031156451
中国思想经典导读

Classics of Chinese Thought
2

031156551
美国社会与文化

American Society and Culture
2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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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专
业
选
修
课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031156651

跨文化交际案例分析

Case Stud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031156061

英美文学作品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2

031115261

英语小说选读

Perspectives in

English Fiction

2

031156261
语义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
2

031156361
交替传译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2

031313261
电影与西方社会

Film and Western Society
2

031156561

跨文化研究专题

Seminar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2

031156661

美国政治与外交

American Politics and

Diplomacy

2

031156071

中西文学前沿

The Frontier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2

031156171

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经典赏析

Appreciation of Ethnic

American Literary Classics

2

031308261

语用与翻译

Pragmatics and

Translation

2

031156371

中外人文交流研究专题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Humanities Perspective

2

031219271
西方社会学●

Western Sociology
2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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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专
业
选
修
课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031116281
语篇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2

031313381

政治语篇翻译与研究

Political Discourse: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2

031214281

好莱坞类型片与

文化传播专题

Hollywood Genre Films

and the Media Transmission

of American Culture

2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总计 42 门课程 84 1428 1428 6 4 22 16 18 12 6

　 　 注: 本方向学生需选够 22 学分选修课ꎬ 共 11 门课程ꎮ 其中必须包括选修课中 8 门* 号必修课ꎬ 以

及开设在第五、 六、 七、 八学期的 3 门本方向自选选修课ꎬ 3 门自选选修课必须分布在三个不同学期ꎮ
为了满足学生多元化学习需求ꎬ 学生在第一、 二、 三、 四学期根据学习兴趣选择本方向专业选修课ꎬ 每

学期不超过 (含) 2 门ꎬ 学分不计算在 22 学分选修课中ꎮ

(二) 英语教育方向

1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03101911￣41
综合英语

Comprehensive English
16 272 272 4 4 4 4

03101511￣31
英语视听说□

Audio￣Visual̄ Oral English
6 78 24 102 2 2 2

031021211
高级英语口语□

Advanced Oral English
2 26 8 34 2

031018111
英语语法

English Grammar
2 34 34 2

03100313￣41

英语演讲与辩论□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and Debating

☆ ★ 4 34 34 68 2 2

03100523￣51
英语写作

EnglishWriting
6 102 102 2 2 2

031006261
学术写作

Academic Writing
2 34 34 2

031012321
英语阅读策略

English Reading Strategies
2 34 34 2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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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031012351

英语经典阅读

Selected Readings from

Classics in English

☆ ★ 2 34 34 2

031012361
人文思想阅读

Readings in Humanities
2 34 34 2

031016151
英汉笔译

E￣C Translation
☆ ★ 2 34 34 2

031018251
英汉口译

E￣C/C￣E Interpreting
2 34 34 2

03101716￣71
汉英笔译

C￣E Translation
4 68 68 2 2

031215251

中国文化概要●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 ★ 2 34 34 2

031110231

英语文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

☆ ★ 2 34 34 2

031203331

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 ★ 2 34 34 2

031216241

西方文明史●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 ★ 2 34 34 2

031012251

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 ★ 2 34 34 2

031012261
研究方法□Z

Research Methods
1 17 17 1

总计 19 门课程 63 944 63 1005 66 1071 12 8 14 10 10 7

2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专
业
选
修
课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031012221
英语史* (必修)

History of English
2

0312011121

英语国家概况* (必修)

Introduction to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2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34 34 2

34 34 2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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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专
业
选
修
课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031007251

英国文学史* (必修)

A History of British

Literature

2

031005261

美国文学史* (必修)

A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2

031013361

翻译学导论* (必修)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2

031145221
英语学习策略

English Learning Strategies
2

031145231
英语教学法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2

031145331

西方哲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Philosophy

2

031145241

英语教学活动设计

English Teaching Activity

Designing

2

031145341
语言测评

Language Assessment
2

031145251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Theory and Practice

2

031107261

语言学经典文献研读

Reading Classics in

Linguistics

2

031145361

英语教学案例分析

English Teaching Case

Analysis

2

031145461

应用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Applied

Linguistics

2

031145371

二语习得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

031145381
教学大纲设计

Syllabus Design
2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总计 16 门课程 32 544 544 6 4 4 4 10 2 2

　 　 注: 学生需选够 22 学分选修课ꎬ 共 11 门课程ꎮ 其中必须包括本方向选修课中 5 门* 号必修课ꎬ 以及 6 门本方向自选

选修课ꎮ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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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26 学分辅双模块课程设置

根据我校 2020 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要求ꎬ 外语类专业学生通过专业内设置的第二外语课程、 专业通

开课程与翻译类课程的修读ꎬ 体现复语特色ꎬ 修满 26 学分并达到相关规定要求的ꎬ 可以申请翻译专业辅

修证书ꎻ 修满 42 学分并达到相关规定要求的ꎬ 可以申请翻译专业双学位证书ꎮ 英语专业和商务英语专业

学生可辅修翻译专业双学位ꎬ 在第二外语课程 (16 学分) 外ꎬ 学生在规定的辅双课程列表中修满 10 学

分ꎬ 可以申请翻译专业辅修证书ꎻ 学生在规定的课程模块中修满 26 学分ꎬ 其中必须包括翻译学位辅双课

程列表中的 16 学分课程ꎬ 以及英语专业 (人文交流方向) 选修课程列表中 5 门非* 号选修课ꎬ 可以申

请翻译专业双学位证书ꎮ 特别提醒: 英语学院同学选修英语专业 (人文交流方向) 的 5 门非* 号选修课

(双学位) 不能与本专业方向学分课中的 3 门非* 号选修课重复ꎮ

类

别

专
业
必
修
课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031203331

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031012251

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031016151
英汉笔译

E￣C Translation
2

031018251
英汉口译

E￣C/C￣E Interpreting
2

031013361

翻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2

03101716￣71
汉英笔译

C￣E Translation
4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68 68 2 2

总计 6 门课程 14 238 238 2 6 4 2

类

别

专
业
选
修
课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031156841
翻译技巧

Translation Skills
2

031314251
应用文翻译

Translation of Practical Texts
2

031360251
文化与翻译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2

031309251
时文翻译

Translation of Current Texts
2

031315261

典籍翻译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2

031308261
语用与翻译

Pragmatics and Translation
2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34 2

34 2

34 2

34 2

34 2

34 2

总计 6 门课程 12 204 204 2 4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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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语 学 院

商务英语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商务英语专业为 2010 年获教育部批准的新建专业ꎬ 其设立目的主要是为了

满足社会对高素质商务英语人才急剧增加的需求ꎮ 基于这一背景ꎬ 本专业注重培养学生获取知识、 独

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ꎬ 注重提高学生的自身道德修养、 人文素养、 社会责任感ꎬ 注重引导学生培

养良好的思维习惯和研究、 探索能力ꎬ 将扎实的英语技能训练与专业的商务知识和能力紧密结合ꎬ 同

时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商务沟通意识和能力为特色ꎬ 并借助我校国际经济贸易、 管理学科和金融学科

等专业学科的优势ꎬ 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 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应用型、 复合型商务英语专业

人才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的课程设置突出 “英语 ＋商务 + 跨文化沟通” 的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培养特色ꎮ 专业课程教

学以英语语言技能和相关知识为基础ꎬ 以商务知识和技能为核心ꎬ 突出跨文化商务沟通能力的培养ꎬ 以

宽口径的商务知识为依托ꎬ 以实际应用能力为导向ꎬ 以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根本ꎬ 以提高

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最终目标ꎮ

三、 培养要求

商务英语专业注重培养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 良好的职业素质和人文修养、 扎实的英语基本功、 较

强的英语交际能力和跨文化商务沟通能力ꎬ 能熟练运用英语从事各种商务活动ꎬ 同时掌握丰富的国际商

务知识ꎬ 具备较强的涉外商务管理和运作能力以及从事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的综合能力ꎬ 并具备进一步发

展成为高级商务专业人才的素质和潜力ꎬ 适应各类国家政府机关、 国际组织、 跨国公司和其他企事业单

位从事国际商务活动需要的应用型、 复合型高级人才ꎮ
本专业要求学生:
1 具备扎实的英语语言综合知识和能力ꎻ
2 熟悉我国及对象国的国情及历史文化ꎻ
3 具备一定的商务知识与实践能力ꎻ
4 具备第二外国语的初步实践能力ꎻ
5 具备良好的跨文化能力、 思辨能力与创新能力ꎻ
6 具备良好的职业精神、 商业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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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具备自主学习能力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符合本专业培养方案中的培养要

求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ꎮ
毕业论文重点考察学生商务英语和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ꎬ 以及实践与创新能力ꎮ 毕业论文可采用实

践类或学术类形式ꎬ 要求符合行业或学术规范ꎬ 用英语撰写ꎬ 正文长度不少于 5, 000 词ꎮ 实践类包含项

目报告 (如商业计划、 营销方案、 案例分析等) 和调研报告 (如ꎬ 企业、 行业、 市场调研分析等)ꎮ 对

实践类毕业论文的指导和考核应有企业或行业专家参与ꎮ

六、 主干学科与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英语语言文学

相邻学科: 国际贸易学、 管理学、 金融学、 法学

七、 核心课程与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综合商务英语、 商务英语视听说、 商务英语阅读、 英语演讲与辩论、 商务英语写作、 商

务翻译、 英语文学导论、 语言学导论、 西方文明史、 经济学导论、 管理学导论、 商务导论、 跨文化商务

交际导论、 商业伦理、 中国文化概要、 研究方法与学术写作ꎮ
特色课程: 国际商务导论、 世界经济概论、 国际贸易原理、 国际贸易实务、 国际商务谈判、 跨文化

商务案例分析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英语技能课成绩评定方式: 平时成绩 (含期中考试成绩) 60% ꎬ 期末考试成绩 40% ꎮ 其他课程成绩

评定方式加强形成性评价 (每学期至少三次作业评阅): 平时成绩 (含期中考试成绩) 60% ꎬ 期末考试

成绩 40% ꎮ

(注: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根据课程特点ꎬ 教师可申请采取线上线下教学

相结合的授课方式ꎬ 并应采取有针对性的考核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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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第二

外语

跨专业

复合课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63 16 4 22 15 166

十、 专业实习
学生的社会实践和专业实习是本专业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ꎬ 是使学生在了解社会需求、 了解自

身知识结构与社会需求的差距的基础上ꎬ 指导其提高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综合素质的重要环节ꎮ
学生的社会实践和专业实习包括一次军训、 不少于四周的专业实践和不少于十六学时的劳动教育ꎮ 社会

实践活动、 专业实习活动和劳动教育活动原则上安排在周末或假期ꎮ 活动结束后ꎬ 学生需完成相关活动

总结报告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６１—

２０２０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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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③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03201821￣41

综合商务英语

Comprehensive Business

English

☆ ★ 16 72 272 4 4 4 4

03201831￣31

商务英语视听说□
Audio￣Visual̄ Oral

Business English

6 78 24 102 2 2 2

03100313￣41

英语演讲与辩论□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and Debating

☆ ★ 4 34 34 68 2 2

03200713￣41
商务英语写作

Business English Writing
4 68 68 2 2

03201841￣21
商务英语阅读

Business English Reading
☆ ★ 4 68 68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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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032018431
商务导论

Introduction to Business
☆ ★ 4 68 68 4

032018531
经济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
☆ ★ 2 34 34 2

032018541
管理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 ★ 2 34 34 2

03201865￣61
商务翻译

Business Translation
4 68 68 2 2

032018761
商业伦理

Business Ethics
2 34 34 2

032019651

跨文化商务交际导论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 ★ 4 68 68 4

031215291
中国文化概要●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 ★ 2 34 34 2

032019761
英语文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
☆ ★ 2 34 34 2

031216241
西方文明史●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 ★ 2 34 34 2

032019761
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 ★ 2 34 34 2

032019871

研究方法与学术写作

Research Methods and

Academic Writing

☆ ★ 2 34 34 2

032019041

高级英语视听说 Z□
Advanced

Audio￣Visual̄ Oral English

1 17 17 1

总计 17 门课程 63 996 75 1071 8 8 16 13 8 8 2

十四、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专
业
选
修
课

︵国
际
文
化
贸
易
方
向
︶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032019321
世界经济概论*

Survey of World Economy
2

032019331

国际商务导论*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 2

032019341
国际贸易原理*

International Trade
☆ ★ 2

032019351
国际贸易实务*

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
☆ ★ 2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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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专
业
选
修
课

︵国
际
文
化
贸
易
方
向
︶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032019451
国际商务合同

International Contracts
2

032019551
国际市场营销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2

032019361

国际商务谈判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egotiation

2

032019461
商务分析

Business Analysis
2

032019561
商务话语分析

Business Discourse Analysis
2

032019371

跨文化商务案例分析

Case Studies in Intercultu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2

032019381

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基础

Fundamental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olitics

2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总计 11 门课程 22 374 374 2 2 2 6 6 2 2

　 　 注: 学生需选够 22 学分选修课ꎬ 共 11 门课程ꎮ 其中必须包括本专业选修课中 4 门* 号必修课ꎬ 以

及 7 门本专业自选选修课ꎮ

商务英语专业选修课备选资源库

类

别

专
业
选
修
课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032018321

国际商法导论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2

032018331
战略管理

Strategic Management
2

032018341

国际服务管理

International Services

Management

2

032018351
国际服务贸易

International Services Trade
2

032018371
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
2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34 34 2

总计 5 门课程 10 170 170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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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26 学分辅双模块课程设置

根据我校 2020 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要求ꎬ 外语类专业学生通过专业内设置的第二外语课程、 专业通

开课程与翻译类课程的修读ꎬ 体现复语特色ꎬ 修满 26 学分并达到相关规定要求的ꎬ 可以申请翻译专业辅

修证书ꎻ 修满 42 学分并达到相关规定要求的ꎬ 可以申请翻译专业双学位证书ꎮ 英语专业和商务英语专业

学生可辅修翻译专业双学位ꎬ 在第二外语课程 (16 学分) 外ꎬ 学生在规定的辅双课程列表中修满 10 学

分ꎬ 可以申请翻译专业辅修证书ꎻ 学生在规定的课程模块中修满 26 学分ꎬ 其中必须包括翻译学位辅双课

程列表中的 16 学分课程ꎬ 以及英语专业 (人文交流方向) 选修课程列表中 5 门非* 号选修课ꎬ 可以申

请翻译专业双学位证书ꎮ 特别提醒: 英语学院同学选修英语专业 (人文交流方向) 的 5 门非* 号选修课

(双学位) 不能与本专业方向学分课中的 3 门非* 号选修课重复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031203331
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31012251
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34 34 2

03201865￣61
商务翻译

Business Translation
4 68 68 2 2

031013361
翻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2 34 34 2

总计 4 门课程 10 170 170 2 4 4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031156841
翻译技巧

Translation Skills
2 34 34 2

031018251
英汉口译

E￣C/C￣E Interpreting
2 34 34 2

031314251
应用文翻译

Translation of Practical Texts
2 34 34 2

031360251
文化与翻译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2 34 34 2

031309251
时文翻译

Translation of Current Texts
2 34 34 2

031315261

典籍翻译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2 34 34 2

031316261

语篇翻译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A Cohesion Theory￣Based

Approach

2 34 34 2

031308261
语用与翻译

Pragmatics and Translation
2 34 34 2

总计 8 门课程 16 272 0 272 0 0 0 2 6 6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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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语 学 院

日语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自 1964 年设置日语专业以来ꎬ 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ꎬ 推进素

质教育ꎬ 注重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相结合ꎬ 实施听、 说领先并打好读写译技能基本功的教学原则ꎬ 通过

全院师生的团结进取ꎬ 在不断的探讨、 改革与创新中ꎬ 形成了北二外日语独具特色的培养模式ꎬ 为我国

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战线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外交、 外事人才ꎮ
日语专业是国家教育部第二批特色专业建设点、 教育部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国家级 “双万计

划” 一流本科专业、 北京市特色专业建设点、 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 北京市品牌专业ꎮ 近年来ꎬ 在 “新
文科、 新外语” 发展趋势推动下ꎬ 以服务国家 “一带一路” 倡议与首都 “四个中心” 建设的人才需求

为目标ꎬ 将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 创新精神、 跨文化跨领域沟通能力的复合型新外

语人才ꎮ
现有教师 39 名ꎬ 其中特聘教授 1 人、 教授 9 人、 副教授 15 人、 外聘日籍专家 3 人ꎮ 在五十多年的

人才培养过程中ꎬ 日语学院为国家培养出了一批批品学兼优的毕业生ꎬ 从专家、 学者到国务委员、 部

长、 大使ꎬ 杰出校友遍及海内外各个领域ꎮ

二、 培养目标

学院在全面实施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模式中ꎬ 通过跨专业领域的国际化培养路径ꎬ 从 “中日人

文交流、 中日同声传译、 中日动漫文创” 三个专业方向ꎬ 培养具有坚实的人文素养、 外语能力、 多学

科领域知识的中日人文交流高层次应用、 研究型人才ꎮ 同时ꎬ 为实现学校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

合” 的人才培养定位、 推动 “内嵌式” 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ꎬ 日语专业导入与翻译类、 动漫

类课程内嵌式复合的模式ꎬ 通过修读专业内置的翻译类课程、 第二外语、 专业通开课程、 动漫类课

程ꎬ 在达到相关规定要求的前提下可申请翻译专业辅修证书 (修满 26 学分) 或双学位证书 (修满

42 学分) ꎮ

三、 培养要求

1 热爱祖国ꎬ 具有较高的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感ꎮ
2 具有进取心和创新精神ꎬ 具备较强的竞争意识、 效益意识和法制意识ꎮ
3 通晓国际惯例ꎬ 尊重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理念ꎬ 有良好的应对全球快速发展变化的心理素质ꎮ
4 熟练掌握日语语言ꎬ 在听、 说、 读、 写、 译各方面打下坚实基础ꎬ 并为未来跨专业、 融学科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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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学习和提升奠定学科基础ꎮ
5 具有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及汉语修养ꎬ 并掌握一门第二外语ꎮ
6 对我国及日本的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外交、 历史、 地理等具有广博的知识ꎬ 具备较强的语

言沟通和跨文化交际能力ꎮ
7 具有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 适应能力、 交流能力、 协作平衡能力、 应变能力和开拓精神ꎬ 能够科

学分析和灵活处理具体问题ꎬ 并具备一定的科研创新能力ꎮ
8 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社会对人才需求的职业素质ꎬ 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ꎬ 并确

保德、 智、 体、 美、 劳全面发展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符合本专业培养方案中的培养要

求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颁发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专业与专业方向设置

主干专业: 日语语言文学ꎮ
专业方向: 中日人文交流、 中日同声传译、 中日动漫文创ꎮ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基础日语» «高级日语» «日语视听说» «日语会话» «日本概况» «学术写作与研究方

法» «日语语言学概论» «中日跨文化交际» «笔译理论与实践» «日本经典文学作品鉴赏»
特色课程: «中日人文交流史» «日语古典语法» «日本社会人文解读» «动漫日本语» «经典漫画赏

析» «漫画解读日本» «创意与品牌» «中日同声传译技能技巧» «中日交替传译技能技巧»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部分课程可以根据课程性质采取论文、 实践报告、 研究报告等形式来代替期中或期末考试ꎮ 每门课

程成绩按课程大纲设置执行ꎮ
在疫情常态化期间ꎬ 将根据客观情况ꎬ 灵活采用线上和线下模式开展考核ꎬ 并适当调整平时成绩、

期中成绩、 期末成绩在总评成绩中所占的比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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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第二

外语

跨专业

复合课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63 16 4 22 15 166

　 　 注: 含有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学分以学院核算为准ꎮ

十、 专业实习
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参加至少四周的专业实习ꎬ 计入学分 (2 学分)ꎮ 学生既可选择到政府部门、 企业

或外语相关单位ꎬ 也可到 “中国优秀文化继承与文化创意对外传播人才培养基地” 等实习基地进行实

习ꎮ 学生参加专业实习后ꎬ 必须提交个人总结、 调研报告及实习单位的鉴定意见ꎮ 社会实践和专业实习也

可安排在寒暑假进行ꎮ 同时ꎬ 学生须在专业实习期间内完成与专业相关的劳动活动 (不少于 16 学时)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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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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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③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专业课课程设置

(一) 中日人文交流方向

1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090009111
基础日语Ⅰ￣1□

Basic JapaneseⅠ￣1
☆ ★ 4 34 34 4

090010111
基础日语Ⅰ￣2□

Basic JapaneseⅠ￣2
☆ ★ 4 34 34 4

090013121
基础日语Ⅱ￣1□

Basic JapaneseⅡ￣1
☆ ★ 4 34 34 4

090014121
基础日语Ⅱ￣2□

Basic JapaneseⅡ￣2
☆ ★ 4 34 34 4

090013131
基础日语Ⅲ￣1□

Basic JapaneseⅢ￣1
☆ ★ 4 34 34 4

090014131
基础日语Ⅲ￣2□

Basic JapaneseⅢ￣2
☆ ★ 4 34 3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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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ꎮ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ꎮ
面向文化与传播学院开设ꎮ



(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090013141
基础日语Ⅳ￣1□

Basic JapaneseⅣ￣1
☆ ★ 4 34 34 4

090014141
基础日语Ⅳ￣2□

Basic JapaneseⅣ￣2
☆ ★ 4 34 34 4

09000711￣21

日语视听说□
Japanese View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 ★ 4 10 58 2 2

09000811￣21
日语会话□

Japanese Oral Communication
☆ ★ 4 10 58 2 2

090004131
日本概况□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Japan
☆ ★ 2 24 10 2

090009131
日语阅读□

Japanese Reading
☆ ★ 2 10 24 2

090010141
日语基础写作□

Basic Japanese Writing
2 17 17 2

09010815￣61
高级日语□

Advanced Japanese
12 40 164 6 6

090011161

学术写作与研究方法□
Academic Writing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1 10 7 1

090145151
跨文化交际□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17 17 2

090114161
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17 17 2

090115151
翻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2 17 17 2

总计 17 门课程 65 444 661 12 12 12 10 10 9 0 0

2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专
业
选
修
课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090136231

日语听说译述实践Ⅰ* □
Practice in Japanese Listening,

Speaking, Interpreting and Retelling Ⅰ
☆ ★ 2

090136241

日语听说译述实践Ⅱ* □
Practice in Japanese Listening,

Speaking, Interpreting and Retelling Ⅱ
☆ ★ 2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7 17 2

17 17 2

—７２—

日 语 学 院



(续)

类

别

专
业
选
修
课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090144261

日本社会人文解读* □
Understanding Japa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2

090146271

中日人文交流史* □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

2

090143261

笔译理论与实践 (汉日互译) * □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2

090147241
日语演讲与辩论* □

Japanese Public Speaking and Debate
2

090116251
基础口译* □

Basic Oral Interpretation
2

090117261
高级口译* □

Advanced Oral Interpretation
2

090148271

中日语言对比* □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2

090012251
日语古典语法* □

Old Japanese Grammar
2

09014926￣71

中日经典文学作品翻译与赏析* □
Transl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Classic

Chinese and Japanese Literary Works

4

090028261
日本文学史□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
2

090035271

外事口译□
Basic Oral Interpretation of Japanese

for Foreign Affairs

2

090026261
日语语法□

Japanese Grammar
2

090027271
日语词汇学□

Japanese Lexicology
2

090038271
商务日语□

Business Japanese
2

090037271
中日外交□

Sino￣Japanese Diplomacy
2

090030261

日语综合表达□
Advanced Japanese

Oral Communication

2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7 17 2

17 17 2

10 24 2

10 24 2

10 24 2

10 24 2

24 10 2

17 17 2

48 20 2 2

17 17 2

4 30 2

17 17 2

17 17 2

10 24 2

20 14 2

4 30 2

—８２—

２０２０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续)

类

别

专
业
选
修
课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090036251
日本历史□

History of Japan
2

090022241

日语报刊阅读□
Japanese Newspaper and

Magazine Reading

2

090008271
模拟导游

Simulated Tour Guides
2

总计 22 门课程 44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0 14 2

14 20 2

14 20 2

320 394 0 0 2 6 8 12 16 0

　 　 注:
(1) 专业选修课最低开课人数为 20 人ꎬ 不足 20 人时可改选其他课型ꎮ
(2) 专业必修课与专业选修课中 1 学分的课程按照每学期 9 周安排ꎮ
(3) * 为翻译专业辅修或翻译专业双学位课程ꎮ

(二) 中日同声传译方向

1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090009111
基础日语Ⅰ￣1□

Basic JapaneseⅠ￣1
☆ ★ 4 34 34 4

090010111
基础日语Ⅰ￣2□

Basic JapaneseⅠ￣2
☆ ★ 4 34 34 4

090013121
基础日语Ⅱ￣1□

Basic JapaneseⅡ￣1
☆ ★ 4 34 34 4

090014121
基础日语Ⅱ￣2□

Basic JapaneseⅡ￣2
☆ ★ 4 34 34 4

090013131
基础日语Ⅲ￣1□

Basic JapaneseⅢ￣1
☆ ★ 4 34 34 4

090014131
基础日语Ⅲ￣2□

Basic JapaneseⅢ￣2
☆ ★ 4 34 34 4

090013141
基础日语Ⅳ￣1□

Basic JapaneseⅣ￣1
☆ ★ 4 34 34 4

090014141
基础日语Ⅳ￣2□

Basic JapaneseⅣ￣2
☆ ★ 4 34 34 4

09000711￣21

日语视听说□
Japanese View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 ★ 4 10 58 2 2

—９２—

日 语 学 院



(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09000811￣21
日语会话□

Japanese Oral Communication
4 10 58 2 2

090004131
日本概况□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Japan
☆ ★ 2 24 10 2

090009131
日语阅读□

Japanese Reading
☆ ★ 2 10 24 2

090010141
日语基础写作□

Basic Japanese Writing
2 17 17 2

09024015￣61
综合日语□

Comprehensive Japanese
12 40 164 6 6

090011161

学术写作与研究方法□
Academic Writing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1 10 7 1

090245151

中日英跨文化交际□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mong China, Japan and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2 17 17 2

090215151
翻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2 17 17 2

总计 16 门课程 63 427 644 12 12 12 10 10 7 0 0

2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090236231

日语听说译述实践Ⅰ* □
Practice in Japanese Listening,

Speaking, Interpreting and Retelling Ⅰ
☆ ★ 2 17 17 2

090236241

日语听说译述实践Ⅱ* □
Practice in Japanese Listening,

Speaking, Interpreting and Retelling Ⅱ
☆ ★ 2 17 17 2

090251261
非文学翻译* □

Non￣Literary Translation
2 10 24 2

090252251

中日交替传译技能技巧* □
Chinese￣Japanese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Skills

2 10 24 2

090253261

中日交替传实务演习* □
Practical Training in Chinese￣Japanese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2 10 24 2

—０３—

２０２０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090254261

中日同声传译技能技巧* □
Chinese￣Japanese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Skills

2 10 24 2

090255271

中日同声传译实务演习* □
Practical Training in Chinese￣Japanese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2 10 24 2

090256241

口译背景知识* □
Background Knowledge in

Oral Interpretation

2 24 10 2

090012251
日语古典语法* □

Old Japanese Grammar
2 17 17 2

090249271

中日经典文学作品翻译与赏析* □
Transl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Classic

Chinese and Japanese Literary Works

2 17 17 2

090260251
翻译技术* □

Translation Technology
2 17 17 2

090258271

中日英互译* □
Translation Among Chinese,

Japanese and English

2 17 17 2

090247241
日语演讲与辩论* □

Japanese Public Speaking and Debate
2 10 24 2

090028261

日本文学史□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

2 17 17 2

090035271

外事口译□
Basic Oral Interpretation of

Japanese for Foreign Affairs

2 4 30 2

090026261
日语语法□

Japanese Grammar
2 17 17 2

090027271
日语词汇学□

Japanese Lexicology
2 17 17 2

090038271
商务日语□

Business Japanese
2 10 24 2

090037271
中日外交□

Sino￣Japanese Diplomacy
2 20 14 2

090030261

日语综合表达□
Advanced Japanese Oral

Communication

2 4 30 2

—１３—

日 语 学 院



(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090036251
日本历史□

History of Japan
2 20 14 2

090022241

日语报刊阅读□
Japanese Newspaper and

Magazine Reading

2 14 20 2

090008271
模拟导游

Simulated Tour Guides
2 14 20 2

总计 23 门课程 46 323 459 0 0 2 8 8 12 16 0

　 　 注:
(1) 专业选修课最低开课人数为 20 人ꎬ 不足 20 人时可改选其他课型ꎮ
(2) 专业必修课与专业选修课中 1 学分的课程按照每学期 9 周安排ꎮ
(3) * 为翻译专业辅修或翻译专业双学位课程ꎮ

(三) 中日动漫文创方向

1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090009111
基础日语Ⅰ￣1□

Basic JapaneseⅠ￣1
☆ ★ 4 34 34 4

090010111
基础日语Ⅰ￣2□

Basic JapaneseⅠ￣2
☆ ★ 4 34 34 4

090013121
基础日语Ⅱ￣1□

Basic JapaneseⅡ￣1
☆ ★ 4 34 34 4

090014121
基础日语Ⅱ￣2□

Basic JapaneseⅡ￣2
☆ ★ 4 34 34 4

090013131
基础日语Ⅲ￣1□

Basic JapaneseⅢ￣1
☆ ★ 4 34 34 4

090014131
基础日语Ⅲ￣2□

Basic JapaneseⅢ￣2
☆ ★ 4 34 34 4

090013141
基础日语Ⅳ￣1□

Basic JapaneseⅣ￣1
☆ ★ 4 34 34 4

090014141
基础日语Ⅳ￣2□

Basic JapaneseⅣ￣2
☆ ★ 4 34 34 4

09000711￣41

日语视听说□
Japanese View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 ★ 8 20 116 2 2 2 2

—２３—

２０２０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09000811￣21
日语会话□

Japanese Oral Communication
☆ ★ 4 10 58 2 2

090004131
日本概况□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Japan
☆ ★ 2 24 10 2

090009131
日语阅读□

Japanese Reading
☆ ★ 2 10 24 2

090010141
日语基础写作□

Basic Japanese Writing
2 17 17 2

09030815￣61
高级日语□

Advanced Japanese
12 40 164 6 6

090011161

学术写作与研究方法□
Academic Writing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1 10 7 1

总计 16 门课程 63 403 668 12 12 14 12 6 7 0 0

2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09033724￣51
动漫日本语 1￣2* □
Comics Japanese 1￣2

4 34 34 2 2

090342251

中日漫画史论* □
Histor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omics

2 17 17 2

090338261
经典漫画赏析* □

Appreciation of Classic Comics
2 17 17 2

090350221
创意与品牌* □

2 17 17 2

090351261
漫画解读日本* □

Understanding Japan Through Comics
2 17 17 2

090347241
日语演讲与辩论* □

Japanese Public Speaking and Debate
2 17 17 2

090316251
基础口译* □

Basic Oral Interpretation
2 10 24 2

090346271

中日人文交流史* □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

2 17 17 2

—３３—

日 语 学 院



(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090311251

日本经典文学□
作品鉴赏*

Appreciation of Classic Japanese

Literary Works

2 17 17 2

090012251
日语古典语法* □

Old Japanese Grammar
2 17 17 2

090345251

中日跨文化交际* □
Sino￣Japanes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17 17 2

090348271

中日语言对比* □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2 24 10 2

090028261
日本文学史□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
2 17 17 2

090035271

外事口译□
Basic Oral Interpretation of Japanese

for Foreign Affairs

2 4 30 2

090026261
日语语法□

Japanese Grammar
2 17 17 2

090027271
日语词汇学□

Japanese Lexicology
2 17 17 2

090038271
商务日语□

Business Japanese
2 10 24 2

090037271
中日外交□

Sino￣Japanese Diplomacy
2 20 14 2

090030261

日语综合表达□
Advanced Japanese Oral

Communication

2 4 30 2

090036251
日本历史□

History of Japan
2 20 14 2

090022241

日语报刊阅读□
Japanese Newspaper and

Magazine Reading

2 14 20 2

090008271
模拟导游

Simulated Tour Guides
2 14 20 2

总计 23 门课程 46 358 424 0 2 0 6 12 10 16 0

　 　 注:
(1) 专业选修课最低开课人数为 20 人ꎬ 不足 20 人时可改选其他课型ꎮ
(2) 专业必修课与专业选修课中 1 学分的课程按照每学期 9 周安排ꎮ
(3) * 为翻译专业辅修或翻译专业双学位课程ꎮ

—４３—

２０２０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十四、 26 学分辅双模块课程设置

根据我校 2020 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ꎬ 外语类专业学生通过专业内设置的第二外语课程、 专业

通开课程与翻译类课程的选修ꎬ 体现复语特色ꎬ 修满 26 学分并达到相关规定要求的ꎬ 可以申请翻译专业

辅修证书ꎻ 修满 42 学分并达到相关要求的ꎬ 可以申请翻译专业双学位证书ꎮ
日语专业的中日人文交流方向与中日同声传译方向ꎬ 可辅修翻译专业ꎮ 若第二外语为非英语课程ꎬ

修满规定课程模块的 26 学分ꎬ 可申请翻译专业辅修证书ꎻ 若第二外语为英语课程ꎬ 学生在此基础上修满

规定课程模块中的 26 学分ꎬ 可申请翻译专业双学位证书ꎮ
中日动漫文创方向为外语与艺术课程的复合培养模式ꎬ 如在完成日语主修专业 (含中日动漫文创专

业必修课课程 63 学分、 中日动漫文创专业选修课课程 26 学分ꎬ 内置的跨专业复合课程 4 学分) 且学有

余力的前提下ꎬ 可选择跨专业学科辅修其他专业课程ꎮ 额外修满 26 学分或 42 学分及以上其他专业课程ꎬ
可有机会申请跨专业学科的辅修证书或双学位证书ꎮ

(一) 人文交流方向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90115151
翻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2 17 17 2

090136231

日语听说译述实践Ⅰ* □
Practice in Japanese Listening,

Speaking, Interpreting and Retelling Ⅰ
☆ ★ 2 17 17 2

090136241

日语听说译述实践Ⅱ* □
Practice in Japanese Listening,

Speaking, Interpreting and Retelling Ⅱ
☆ ★ 2 17 17 2

090144261

日本社会人文解读* □
Understanding Japa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2 17 17 2

090146271

中日人文交流史* □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

2 17 17 2

090143261

笔译理论与实践 (汉日互译) * □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2 10 24 2

090147241
日语演讲与辩论* □

Japanese Public Speaking and Debate
2 10 24 2

090116251
基础口译* □

Basic Oral Interpretation
2 10 24 2

090117261
高级口译* □

Advanced Oral Interpretation
2 10 24 2

090148271

中日语言对比* □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2 24 10 2

—５３—

日 语 学 院



(续)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90012251
日语古典语法* □

Old Japanese Grammar
2 17 17 2

09014926￣71

中日经典文学作品翻译与赏析* □
Transl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Classic

Chinese and Japanese Literary Works

4 24 10 2 2

(二) 同声传译方向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90236231

日语听说译述实践Ⅰ* □
Practice in Japanese Listening,

Speaking, Interpreting and Retelling Ⅰ
☆ ★ 2 17 17 2

090236241

日语听说译述实践Ⅱ* □
Practice in Japanese Listening,

Speaking, Interpreting and Retelling Ⅱ
☆ ★ 2 17 17 2

090251261
非文学翻译* □

Non￣Literary Translation
2 10 24 2

090252251

中日交替传译技能技巧* □
Chinese￣Japanese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Skills

2 10 24 2

090253261

中日交替传实务演习* □
Practical Training in Chinese￣Japanese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2 10 24 2

090254261

中日同声传译技能技巧* □
Chinese￣Japanese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Skills

2 10 24 2

090255271

中日同声传译实务演习* □
Practical Training in Chinese￣Japanese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2 10 24 2

090256241

口译背景知识* □
Background Knowledge in

Oral Interpretation

2 24 10 2

090012251

日语古典语法* □
Old Japanese

Grammar

2 17 17 2

—６３—

２０２０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续)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90249271

中日经典文学作品翻译与赏析* □
Transl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Classic

Chinese and Japanese Literary Works

2 17 17 2

090260251
翻译技术* □

Translation Technology
2 17 17 2

090258271

中日英互译* □
Translation Among Chinese,

Japanese and English

2 17 17 2

090247241
日语演讲与辩论* □

Japanese Public Speaking and Debate
2 10 24 2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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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洲 学 院

朝鲜语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根据我校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展ꎬ 强化交

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的办学定位ꎬ
结合朝鲜语 (韩国语) 实际情况以及国家与首都的发展需要ꎬ 从本专业教学科研实际出发ꎬ 明确自己的办

学思路和目标定位: 以培养国际化、 复合型、 高层次、 应用性的中韩人文交流人才为根本任务ꎬ 注重培养

学生的语言能力、 翻译能力以及跨文化交流能力ꎬ 积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首都北京 “国际交往中心” 建

设ꎬ 服务于中韩人文交流ꎮ 努力将本专业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化专业特色ꎬ 国内外知名的品牌专业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为国家发展与首都建设培养德、 智、 体、 美全面发展ꎬ 热爱祖国ꎬ 具有国际视野、 通晓国际

规则ꎬ 掌握朝鲜语 (韩国语) 语言、 文学和文化等相关知识ꎬ 具有朝鲜语 (韩国语) 运用能力、 跨文化

能力ꎬ 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ꎬ 能够从事语言服务、 外语教育以及涉外工作ꎬ 并具有一定研究能

力的国际化、 多元化的中韩人文交流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朝鲜语 (韩国语) 语言以及韩国政治、 历史、 经济、 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理论

和基本知识ꎬ 接受朝鲜语 (韩国语) 听、 说、 读、 写、 译等方面良好的专业训练ꎬ 具备一定的科研与创新能

力ꎬ 具有从事外事、 翻译、 教学、 研究、 管理等工作的能力与素养ꎮ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具有正确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ꎬ 较高的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感ꎬ 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意识和法

制观念ꎬ 遵纪守法ꎬ 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 法律法规ꎻ
2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 心理素质和职业素养ꎬ 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ꎬ 德、 智、

体、 美全面发展ꎻ
3 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ꎬ 深厚的人文素养ꎬ 熟知中国国情ꎬ 了解北京精神ꎬ 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

识ꎬ 具有国际视野、 家国情怀和首都情怀ꎻ
4 了解对象国的社会、 文化知识ꎬ 具有较好的语言交际能力、 人文交流能力以及研究创新能力ꎻ
5 具有扎实的朝鲜语 (韩国语) 语言基础和专业技能ꎬ 掌握语言学、 文学、 翻译学、 社会学及相关

人文、 科技方面的基础知识ꎻ
6 具有第二外语的实际运用能力ꎻ
7 具有较强的专业外语运用能力、 文学赏析能力、 跨文化能力、 国际事务参与能力、 信息技术应用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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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 思辨能力、 实践能力、 创新能力、 独立工作能力、 适应能力、 沟通能力、 协作能

力、 应变能力和开拓精神ꎬ 能分析和处理学习与工作中的实际问题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

相邻学科: 翻译学、 跨文化交际学、 新闻传播学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初级￣中级￣高级韩国语系列课程ꎬ 韩国语视听说系列课程

特色课程:
人文交流系列课程: 韩国社会与文化、 中韩文化交流史、 韩国文学、 韩国历史、 韩国文化与跨文化

交际、 韩国艺术赏析等系列课程

口笔译系列课程: 中韩笔译、 中韩口译、 韩国新闻编译等系列课程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考核形式会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进行适当调整ꎬ 通过

在线考试等考核方式考察学生学习效果ꎬ 具体考核形式与要求ꎬ 由学校和学院统筹安排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第二

外语

跨专业

复合课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63 16 4 22 15 166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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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专业实习

学生应在政府机构 (如市政府外事办、 北京市对外友好协会等)、 驻华外国机构、 出版、 媒体、 社

会公益团体、 外企等行业进行专业领域相关实习ꎬ 累计不少于 8 周 (或者 136 小时) , 实习结束后应填写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专业实习鉴定表»ꎬ 加盖实习单位公章ꎬ 并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总结ꎬ
指导单位为教务处和各院 (系) 教学部门ꎮ

此外ꎬ 学生还应接受不少于 16 小时的劳动教育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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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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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①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②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通
开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560001131

跨文化交际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4 2

560002151
翻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ology
2 34 2

560003161
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34 2

561009111
初级韩国语Ⅰ※

Elementary KoreanⅠ
☆ ★ 4 68 8

561010111
初级韩国语Ⅱ※

Elementary KoreanⅡ
☆ ★ 4 68 8

561011121
初级韩国语Ⅲ※

Elementary KoreanⅢ
☆ ★ 4 68 8

561012121
初级韩国语Ⅳ※

Elementary KoreanⅣ
☆ ★ 4 68 8

561013131
中级韩国语Ⅰ

Intermediate KoreanⅠ
★ 4 68 8

561014131
中级韩国语Ⅱ

Intermediate KoreanⅡ
★ 4 68 8

561015141
中级韩国语Ⅲ

Intermediate KoreanⅢ
★ 4 68 8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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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561016141
中级韩国语Ⅳ

Intermediate KoreanⅣ
★ 4 68 8

561017151
高级韩国语Ⅰ

Advanced KoreanⅠ
6 102 6

561018161
高级韩国语Ⅱ

Advanced KoreanⅡ
6 102 6

561005111
初级韩国语口语Ⅰ※

Elementary Oral KoreanⅠ
☆ ★ 2 34 2

561006121

韩国语视听说Ⅰ
Korean Audio￣visual and

Speaking CourseⅠ
☆ ★ 2 34 2

121015121
韩国语语法Ⅰ※

Korean GrammarⅠ
☆ ★ 2 34 2

561007121
韩国语基础写作Ⅰ

Elementary Korean WritingⅠ
1 17 1

561002161

中韩口译Ⅰ (交传)
Chinese￣Korean InterpretingⅠ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2 34 2

561003151
中韩笔译Ⅰ (韩译中)

Korean￣Chinese TranslationⅠ
2 34 2

561008141

韩国语视听与译述Ⅰ
Korean Audio￣visual

and PresentingⅠ
2 34 2

总计 20 门课程 63 1071 10 13 10 10 10 10

十四、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
人
文
交
流
方
向
︶

561005221
初级韩国语口语Ⅱ

Elementary Oral KoreanⅡ
☆ ★ 2 34 2

561006231
中级韩国语口语Ⅰ

Intermediate Oral KoreanⅠ
2 34 2

561007241
中级韩国语口语Ⅱ

Intermediate Oral KoreanⅡ
2 34 2

561008231

韩国语视听说Ⅱ※
Korean Audio￣visual and

Speaking CourseⅡ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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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
人
文
交
流
方
向
︶

561004231
韩国语语法Ⅱ

Korean GrammarⅡ
2 34 2

561009231
韩国语基础写作Ⅱ

Elementary Korean WritingⅡ
2 34 2

561010251
韩国语高级写作Ⅰ■

Advanced Korean WritingⅠ
2 34 2

561011261
韩国语高级写作Ⅱ■

Advanced Korean WritingⅡ
2 34 2

561001271

中韩口译Ⅱ (交传)
Chinese￣Korean InterpretingⅡ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2 34 2

561012281

中韩口译 Ⅲ (同传)
Chinese￣Korean InterpretingⅢ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1 17 1

561003261

中韩笔译Ⅱ
(中译韩)

Chinese￣Korean TranslationⅡ
2 34 2

561013251

韩国语视听与译述Ⅱ
Korean Audio￣visual

and PresentingⅡ
2 34 2

561014261

韩国新闻编译Ⅰ
Korean News Translation

and EditingⅠ
2 34 2

561015271

韩国新闻编译Ⅱ
Korean News Translation

and EditingⅡ
2 34 2

561016271
韩国语视译

Sight Interpreting
3 51 3

121002241
韩国语阅读

Korean Reading
2 34 2

561017261
韩国文学Ⅰ

Korean LiteratureⅠ
2 34 2

561018271
韩国文学Ⅱ

Korean LiteratureⅡ
2 34 2

121027281

韩国文化与跨文化交际

South Korean Culture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4 2

121030221
韩国历史

Korean History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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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
人
文
交
流
方
向
︶

121031211
韩国社会与文化※

South Korean Society and Culture
☆ ★ 2 34 2

561019231

中韩文化交流史●
History of Sino￣South Korea

Cultural Exchange

2 34 2

121029251
韩国经济与贸易●

South Korean Economy and Trade
2 34 2

561020251
韩国艺术赏析

Appreciation of Korean arts
2 34 2

561021271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Academic Standard and Thesis Writing
1 17 1

计 25 门课程 49 833 2 4 10 4 8 8 10 3

十五、 ２６ 学分辅双模块课程设置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560001131

跨文化交际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4 2

560002151
翻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Translatology
2 34 2

560003161
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34 2

561002161

中韩口译Ⅰ (交传)
Chinese￣Korean InterpretingⅠ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2 34 2

561003151

中韩笔译Ⅰ
(韩译中)

Korean￣Chinese TranslationⅠ
2 34 2

561008141
韩国语视听与译述Ⅰ

Korean Audio￣visual and PresentingⅠ
2 34 2

561001271

中韩口译Ⅱ (交传)
Chinese￣Korean InterpretingⅡ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2 34 2

561012281

中韩口译 Ⅲ (同传)
Chinese￣Korean InterpretingⅢ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1 1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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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561003261

中韩笔译Ⅱ
(中译韩)

Chinese￣Korean TranslationⅡ
2 34 2

561013251
韩国语视听与译述Ⅱ

Korean Audio￣visual and PresentingⅡ
2 34 2

561014261

韩国新闻编译Ⅰ
Korean News Translation

and EditingⅠ
2 34 2

561015271

韩国新闻编译Ⅱ
Korean News Translation

and EditingⅡ
2 34 2

561016271
韩国语视译

Sight Interpreting
3 51 3

总计 13 门课程 26 442 2 2 6 8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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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洲 学 院

印地语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根据我校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展ꎬ 强化交

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的办学定位ꎬ
结合印地语实际情况以及国家与首都的发展需要ꎬ 从本专业教学科研实际出发ꎬ 明确自己的办学思路和

目标定位: 以培养国际化、 复合型、 高层次、 应用性的中印人文交流人才为根本任务ꎬ 注重培养学生的

语言能力、 翻译能力以及跨文化交流能力ꎬ 积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首都北京 “国际交往中心” 建设ꎬ 服

务于中印人文交流ꎮ 努力将本专业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化专业特色ꎬ 国内外知名的品牌专业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为国家发展与首都建设培养德、 智、 体、 美全面发展ꎬ 热爱祖国ꎬ 具有国际视野、 通晓国际

规则ꎬ 掌握印地语语言、 文学和文化等相关知识ꎬ 具有印地语运用能力、 跨文化能力ꎬ 能够参与国际事

务和国际竞争ꎬ 能够从事语言服务、 外语教育以及涉外工作ꎬ 并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国际化、 多元化的

中印人文交流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印地语语言以及印度政治、 历史、 经济、 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

识ꎬ 接受印地语听、 说、 读、 写、 译等方面良好的专业训练ꎬ 具备一定的科研与创新能力ꎬ 具有从事外

事、 翻译、 教学、 研究、 管理等工作的能力与素养ꎮ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具有正确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ꎬ 较高的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感ꎬ 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意识和法

制观念ꎬ 遵纪守法ꎬ 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 法律法规ꎻ
2 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ꎬ 深厚的人文素养ꎬ 熟知中国国情ꎬ 了解北京精神ꎬ 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

识ꎬ 具有国际视野、 家国情怀和首都情怀ꎻ
3 了解对象国的社会、 文化知识ꎬ 具有较好的语言交际能力、 人文交流能力以及研究创新能力ꎻ
4 具有扎实的印地语语言基础和专业技能ꎬ 掌握语言学、 文学、 翻译学、 社会学及相关人文、 科技

方面的基础知识ꎻ
5 具有第二外语的实际运用能力ꎻ
6 具有较强的专业外语运用能力、 文学赏析能力、 跨文化能力、 国际事务参与能力、 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 思辨能力、 实践能力、 创新能力、 独立工作能力、 适应能力、 沟通能力、 协作能

力、 应变能力和开拓精神ꎬ 能分析和处理学习与工作中的实际问题ꎻ

—７４—

亚 洲 学 院



7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 心理素质和职业素养ꎬ 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ꎬ 德、 智、
体、 美全面发展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

相邻学科: 翻译学、 跨文化交际学、 新闻传播学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初级￣中级￣高级印地语系列课程ꎬ 印地语视听说系列课程

特色课程:
人文交流系列课程: 印度文化、 印度旅游、 印度政治与经济、 中印文化交流史、 印度文化与跨文化

交际、 印度艺术、 印度音乐欣赏等系列课程

口笔译系列课程: 印地语笔译、 印地语口译、 印地语新闻编译等系列课程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考核形式会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进行适当调整ꎬ 通过

在线考试等考核方式考察学生学习效果ꎬ 具体考核形式与要求ꎬ 由学校和学院统筹安排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第二

外语

跨专业

复合课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63 16 4 22 15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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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专业实习

学生应在政府机构 (如市政府外事办、 北京市对外友好协会等)、 驻华外国机构、 出版、 媒体、 社

会公益团体、 外企等行业进行专业领域相关实习ꎬ 累计不少于 8 周 (或者 136 小时) , 实习结束后应填写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专业实习鉴定表»ꎬ 加盖实习单位公章ꎬ 并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总结ꎬ
指导单位为教务处和各院 (系) 教学部门ꎮ

此外ꎬ 学生还应接受不少于 16 小时的劳动教育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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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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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①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②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通
开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560001131

跨文化交际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4 2

560002151
翻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Translatology
2 34 2

560003161
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34 2

563008111
初级印地语Ⅰ

Elementary HindiⅠ
☆ ★ 5 85 10

563009111
初级印地语Ⅱ

Elementary HindiⅡ
☆ ★ 5 85 10

563010121
初级印地语Ⅲ

Elementary HindiⅢ
☆ ★ 5 85 10

563011121
初级印地语Ⅳ

Elementary Hindi Ⅳ
☆ ★ 5 85 10

563012131
中级印地语Ⅰ

Intermediate HindiⅠ
★ 4 68 8

563013131
中级印地语Ⅱ

Intermediate HindiⅡ
★ 4 68 8

563014141
中级印地语Ⅲ

Intermediate HindiⅢ
★ 4 6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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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563015141
中级印地语Ⅳ

Intermediate Hindi Ⅳ
★ 4 68 8

123005151
高级印地语Ⅰ

Advanced HindiⅠ
6 102 6

123006161
高级印地语Ⅱ

Advanced HindiⅡ
6 102 6

563005111
印地语口语Ⅰ
Oral Hindi Ⅰ

☆ ★ 2 34 2

563005121
印地语口语Ⅱ
Oral Hindi Ⅱ

☆ ★ 2 34 2

563006131

印地语视听与译述Ⅰ
Hindi Audio￣visual

and PresentingⅠ
2 34 2

563007151
印地语笔译 I■

Chinese￣Hindi Translation Ⅰ
3 51 3

总计 17 门课程 63 1071 12 12 12 8 11 8

十四、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
人
文
交
流
方
向
︶

123001211
印度文化

Indian Culture
☆ ★ 2 34 2

123002211
印度古代史

Indian Ancient History
2 34 2

123003231
印地语阅读Ⅰ

Hindi Reading Ⅰ
2 34 2

123004241
印地语阅读Ⅱ

Hindi Reading Ⅱ
2 34 2

123005221
印度近现代史

Indian Modern History
2 34 2

123006231
印度哲学

Indian Philosophy
2 34 2

123007221
印度旅游● ※
Indian Tourism

2 34 2

123008231
印度文学史

The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2 34 2

123009251
印地语文学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Hindi Literature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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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
人
文
交
流
方
向
︶

563002271

印度英语文学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Indian

English Literature

2 34 2

563001251
印度政治与经济

Indian Politics and Economy
2 34 2

123013241

中印文化交流史

History of Sino￣Indian Cultural

Exchange

2 34 2

563003251
印地语写作Ⅰ

Hindi Writing Ⅰ
2 34 2

123016261
印地语写作Ⅱ

Hindi Writing Ⅱ
2 34 2

563004231

印度文化与跨文化交际

Indian Culture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4 2

123019281
印度艺术

Indian Art
2 34 2

123021271

印度英语报刊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Indian

English Newspaper

2 34 2

123027251
印度音乐欣赏

Indian Music Appreciation
2 34 2

563005241
印地语视听与译述Ⅱ

Hindi Audio￣visual and PresentingⅡ
2 34 2

563006251
印地语视听与译述Ⅲ

Hindi Audio￣visual and PresentingⅢ
2 34 2

563007261
印地语笔译Ⅱ

Chinese￣Hindi Translation
2 34 2

563008231
印地语新闻编译Ⅰ

Hindi News Translation and EditingⅠ
2 34 2

563009241
印地语新闻编译Ⅱ

Hindi News Translation and EditingⅡ
2 34 2

123023271
印地语口译Ⅰ

Hindi InterpretingⅠ
2 34 2

123024281
印地语口译Ⅱ

Hindi InterpretingⅡ
1 17 1

563010281
印度影视文化与字幕翻译

Indian Film Culture and Subtitling
2 34 2

总计 26 门课程 51 867 4 4 10 8 10 4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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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26 学分辅双模块课程设置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560001131

跨文化交际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4 2

560002151
翻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Translatology
2 34 2

560003161
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34 2

563006131
印地语视听与译述Ⅰ

Hindi Audio￣visual and PresentingⅠ
2 34 2

563007151
印地语笔译 I■

Chinese￣Hindi Translation Ⅰ
3 51 3

563005241
印地语视听与译述Ⅱ

Hindi Audio￣visual and PresentingⅡ
2 34 2

563006251
印地语视听与译述Ⅲ

Hindi Audio￣visual and PresentingⅢ
2 34 2

563007261
印地语笔译Ⅱ

Chinese￣Hindi Translation
2 34 2

563008231
印地语新闻编译Ⅰ

Hindi News Translation and EditingⅠ
2 34 2

563009241
印地语新闻编译Ⅱ

Hindi News Translation and EditingⅡ
2 34 2

123023271
印地语口译Ⅰ

Hindi InterpretingⅠ
2 34 2

123024281
印地语口译Ⅱ

Hindi InterpretingⅡ
1 17 1

563010281
印度影视文化与字幕翻译

Indian Film Culture and Subtitling
2 34 2

总计 13 门课程 26 442 6 4 7 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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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洲 学 院

俄语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俄语专业创建于 1964 年ꎬ 于 1971 年招收首批俄语学员ꎮ 本专业是国家级 “一流专业” 建设点、 北

京市特色专业建设点和校级重点建设学科ꎬ 致力于培养德、 智、 体、 美全面发展的复合型、 国际化、 应

用型俄语专业人才ꎬ 毕业生既具有扎实语言基础知识ꎬ 又能熟练运用俄语从事外交、 经贸、 新闻、 教育

与科研等领域工作ꎮ 多年来ꎬ 本专业致力于构建更高水平的俄汉高级翻译人才培养体系和中国文化对外

传播人才培养体系ꎮ

二、 培养目标
俄语专业旨在培养 “厚基础、 精专业、 高技能、 通文化”ꎬ 具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ꎬ 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ꎬ 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ꎬ 在外事、 经贸、 文化、 旅游、 教育、 科研等部门从事教学、 翻

译、 研究、 管理等工作并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 “多语种复语ꎬ 跨专业复合” 的应用型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毕业生必须具备的知识、 能力和素质要求如下:
1 德: 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社会责任感、 国际视野、 家国情怀和人文素养ꎻ
2 智: 掌握俄语基本知识ꎬ 具备扎实的基本功ꎬ 在听、 说、 读、 写、 译五大言语技能方面有较强的

实际运用能力ꎻ 在了解对象国的政治、 外交、 经济、 法律、 管理等学科的相关知识的基础上ꎬ 熟悉中国

文化ꎬ 具有较强的汉语表达能力和跨文化研究能力ꎻ 掌握第二外语并能独立开展工作ꎬ 掌握科学研究的

基本方法ꎬ 能够进行文献检索、 资料查询ꎬ 具备从事实际研究工作的能力ꎮ
3 体: 具有良好的体魄和健康的身心ꎬ 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基本技能ꎬ 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和卫生

习惯ꎻ 具有良好的自我意识ꎬ 能做到自知自觉ꎬ 坦然面对现实ꎬ 保持正常的人际关系ꎬ 有较强的情绪控

制力ꎬ 处事乐观ꎬ 珍惜生命ꎬ 热爱生活ꎮ
4 美: 具备感受美与鉴赏美的能力ꎻ 具有表现美、 创造美的能力以及积极追求人生趣味和理想境界

的能力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修满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毕业总学分标准ꎬ 符合本专业培养方案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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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ꎮ
学生修满跨专业辅修课程学分 (26 学分)ꎬ 经审核获颁该专业辅修证书ꎮ
学生修满跨专业双学位课程学分 (不少于 42 学分)ꎬ 并符合该专业双学位培养方案的要求ꎬ 经审核

获颁该专业的双学位证书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

相邻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 新闻传播学、 国际贸易学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课程设置的总体思路: 以知识和能力为导向ꎬ 以核心课程为抓手ꎬ 内化翻译课程ꎬ 复合专业方向课

程ꎮ 通过语言技能类课程加强语言基本功的培养ꎬ 实现知识的内化与外化并重的目标ꎬ 体现知识的输入

与输出并重的理念ꎻ 通过方向课程学习ꎬ 扩大知识面ꎬ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ꎬ 提高对所

学知识在不同领域的运用能力ꎮ
1 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以语言技能类课程为主ꎬ 旨在为学生打下坚实的语言基础ꎮ 包括两部分: 1) 专业必修课

程ꎬ 包括基础俄语、 俄语语法、 俄语口语、 高级俄语、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ꎬ 旨在培养学生基础言语技

能ꎻ 2) 专业选修课程中的语言技能选修课ꎬ 包括俄语听说与译述、 俄语阅读与思辨、 俄语写作、 俄汉

笔译、 汉俄笔译、 俄汉口译、 白俄罗斯语ꎬ 旨在培养学生言语应用能力ꎮ
2 特色课程

特色课程与专业方向密切相关ꎬ 以能力培养为主ꎬ 旨在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ꎮ 特色

课程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向:
人文交流方向课程: 欧洲文化导论、 俄语国家概况、 俄罗斯文化与艺术、 跨文化交际导论、 俄语区

域研究专题、 俄罗斯文学、 俄罗斯文学作品选读、 白俄罗斯文学、 中俄新闻传播史、 媒体语言与修辞、
传媒语篇选读与翻译、 新闻编译、 中国文化概论 (俄语)、 中国文化经典选读、 俄罗斯人看中国文化ꎮ
以上课程的开设以培养能够进行跨文化交流、 文化传播和媒体语言研究的人才为目标ꎬ 服务于 “精专

业、 通文化” 的国际化人才培养ꎮ
经贸合作方向课程: 中俄经贸关系、 经贸俄语导论、 经贸俄语阅读、 商务交际俄语、 商务俄语应用

写作、 商务俄语翻译、 商务俄语谈判与口译ꎮ 以上课程的开设旨在培养能够适应中俄经贸往来需求的人

才ꎬ 对于 “厚基础” 之下的 “高技能” 应用型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ꎮ

八、 考核
本专业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

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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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的学生在网络平台所修慕课ꎬ 完成所有学习环节、 最终成绩合格后ꎬ 可认定为本专业的通识

或者专业选修学分ꎮ 课程的学分以我校教务处认定的学分为准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各门课程的考核方式根据课程要求及特点而定ꎬ 测评

形式可以为: 在线考试、 论文、 实践报告、 研究报告等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第二

外语

跨专业

复合课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63 16 4 22 15 166

十、 专业实习
学生可以参加各级各类专业实习ꎬ 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服务社会ꎬ 并在应用中提高专业技能水平ꎬ

学以致用ꎮ 俄语专业实习突出实用性与国际性ꎬ 主要分为:
● 国内专业实习:
口译实践活动———文化艺术类交流活动ꎬ 如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合作ꎻ
笔译实践活动———旅游、 教育新闻出版界等实习实践ꎬ 如中国外文局、 各种媒体等的实习活动ꎻ
口笔译综合实践活动———各级各类实习基地的充分利用ꎬ 如与各类商务部门建立合作联系等ꎻ
● 国外专业实习:
在与俄罗斯、 白俄罗斯友好院校合作机制的框架下或与俄罗斯、 白俄罗斯相关机构互建的暑期学生

实习基地进行的相关专业实习活动ꎮ
● 参加学院或专业组织的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７５—

欧 洲 学 院



(续)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

案制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

教育内容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

与教学相关的其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

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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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③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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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ꎮ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ꎮ
面向文化与传播学院开设ꎮ



十三、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571001111
基础俄语Ⅰ□

Fundamental Russian Ⅰ ☆ ★ 6 34 68 6

571002121
基础俄语Ⅱ□

Fundamental Russian Ⅱ ☆ ★ 6 34 68 6

571003131
基础俄语Ⅲ□

Fundamental Russian Ⅲ ☆ ★ 6 34 68 6

571004141
基础俄语Ⅳ□

Fundamental Russian Ⅳ 6 34 68 6

571005111
俄语口语Ⅰ□

Oral Russian Training Ⅰ ☆ ★ 2 0 34 2

571006121
俄语口语Ⅱ□

Oral Russian Training Ⅱ ☆ ★ 2 0 34 2

571007131
俄语口语Ⅲ□

Oral Russian Training Ⅲ ☆ ★ 2 0 34 2

571008141
俄语口语Ⅳ□

Oral Russian Training Ⅳ 2 0 34 2

571009141

俄语听说与译述Ⅰ* □
Russian listening, speaking

and translation Ⅰ
2 17 17 2

571010151

俄语听说与译述Ⅱ* □
Russian listening, speaking

and translation Ⅱ
2 17 17 2

571011161

俄语听说与译述Ⅲ* □
Russian listening, speaking

and translation Ⅲ
2 17 17 2

571012151
高级俄语Ⅰ□

Advanced Russian Ⅰ 6 34 68 6

571013161
高级俄语Ⅱ□

Advanced Russian Ⅱ 4 17 51 4

571014171
高级俄语Ⅲ* □

Advanced Russian Ⅲ 4 17 51 4

571015161
俄汉笔译* □

Russian and Chinese translation
2 17 17 2

571016171
汉俄笔译* □

Chinese and Russian translation
2 17 17 2

570003161
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34 0 2

570002151
翻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2 34 0 2

570001131
跨文化交际□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17 17 2

571020171
论文指导与写作□

Academic Paper Writing
1 10 7 1

总计 20 门课程 63 384 687 8 12 10 12 6 8 7 0

　 　 * 为双学位选修课程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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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一) 人文交流方向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71101221

俄语听说与译述Ⅳ□
Basic Audio￣visual Russian

and translationⅣ
2 17 17 2

571102231

俄语听说与译述 V□
Basic Audio￣visual Russian

and translation V

2 17 17 2

571103211
俄语语法Ⅰ□

RussianGrammer Ⅰ
☆ ★ 4 34 34 4

571104221
俄语语法Ⅱ□

RussianGrammer Ⅱ
☆ ★ 4 34 34 4

571105231
俄语语法Ⅲ□

RussianGrammer Ⅲ
☆ ★ 4 34 34 4

571106241
俄语语法Ⅳ□

RussianGrammer Ⅳ
4 34 34 4

571107231
俄语阅读与思辨Ⅰ□

Russian Reading andthinking Ⅰ
2 17 17 2

571108241
俄语阅读与思辨Ⅱ□

Russian Reading andthinking Ⅱ
2 17 17 2

571109251
俄语写作

Russian Writing
2 34 0 2

571110271
俄汉口译* ■

Russian Interpretation
☆ ★ 2 17 17 2

571111251
白俄罗斯语Ⅰ□

BelarusianⅠ
6 34 68 6

571112261
白俄罗斯语Ⅱ□

BelarusianⅡ
6 34 68 6

570002211

欧洲文化导论□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Culture

2 20 14 2

571201221

俄语国家概况Ⅰ□
Introduction to Russian￣speaking

CountriesⅠ
(中文)

☆ ★ 2 17 17 2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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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71202231

俄语国家概况Ⅱ□
Introduction to Russian￣speaking

CountriesⅡ
(中文)

☆ ★ 2 17 17 2

571203241
俄罗斯文化与艺术□
Russian culture and art

☆ ★ 2 17 17 2

571204261
俄语区域研究专题□

Russian Regional Studies
2 17 17 2

571205251
俄罗斯文学Ⅰ□

Russian LiteratureⅠ
☆ ★ 2 17 17 2

571206261
俄罗斯文学Ⅱ□

Russian LiteratureⅡ
☆ ★ 2 17 17 2

571207261

俄罗斯文学作品选译Ⅰ□
Selected Readings of

Russian LiteratureⅠ
2 17 17 2

571208271

俄罗斯文学作品选译Ⅱ□
Selected Readings of

Russian LiteratureⅡ
2 17 17 2

571209271
白俄罗斯文学□

Belarusian literature
☆ ★ 2 17 17 2

571210231

中俄新闻传播史□
China￣Russia News

Communication History

2 17 17 2

571211251
媒体语言与修辞□

Media language and rhetoric
2 17 17 2

571212261
传媒语篇选读与翻译* □

Media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2 17 17 2

571213271
新闻编译* □

News Editing and Translation
2 17 17 2

571214251
中国文化概论 (俄语) □●
Chinese Culture ( in Russian)

☆ ★ 2 17 17 2

571215261

中国文化经典选译□●
Selected Readings of

Chinese Cultural Classics

2 17 17 2

571216271

俄罗斯人看

中国文化□●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Russian Eyes

2 17 17 2

总计 29 门课程 74 615 643 6 6 10 8 16 18 10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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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经贸合作方向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71101221

俄语听说与译述Ⅳ□
Basic Audio￣visual Russian

and translation Ⅳ
2 17 17 2

571102231

俄语听说与译述 V□
Basic Audio￣visual Russian

and translation V

2 17 17 2

571103211
俄语语法Ⅰ□

RussianGrammer Ⅰ
☆ ★ 4 34 34 4

571104221
俄语语法Ⅱ□

RussianGrammer Ⅱ
☆ ★ 4 34 34 4

571105231
俄语语法Ⅲ□

RussianGrammer Ⅲ
☆ ★ 4 34 34 4

571106241
俄语语法Ⅳ□

RussianGrammer Ⅳ
4 34 34 4

571107231
俄语阅读与思辨Ⅰ□

Russian Reading andthinking Ⅰ
2 17 17 2

571108241
俄语阅读与思辨Ⅱ□

Russian Reading andthinking Ⅱ
2 17 17 2

571109251
俄语写作

Russian Writing
2 34 0 2

571110271
俄汉口译* □■

Russian Interpretation
☆ ★ 2 17 17 2

571111251
白俄罗斯语Ⅰ□

BelarusianⅠ
6 34 68 6

571112261
白俄罗斯语Ⅱ□

BelarusianⅡ
6 34 68 6

570002211
欧洲文化导论□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Culture
2 20 14 2

571201221

俄语国家概况Ⅰ□
Introduction to Russian￣speaking

CountriesⅠ
(中文)

☆ ★ 2 17 17 2

571202231

俄语国家概况Ⅱ□
Introduction to Russian￣speaking

CountriesⅡ
(中文)

☆ ★ 2 17 17 2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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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71203241
俄罗斯文化与艺术□
Russian culture and art

☆ ★ 2 17 17 2

571204261
俄语区域研究专题□

Russian Regional Studies
2 17 17 2

571205251
俄罗斯文学Ⅰ□

Russian LiteratureⅠ
☆ ★ 2 17 17 2

571206261
俄罗斯文学Ⅱ□

Russian LiteratureⅡ
☆ ★ 2 17 17 2

571207261

俄罗斯文学作品选译Ⅰ□
Selected Readings of

Russian LiteratureⅠ
2 17 17 2

571208271

俄罗斯文学作品选译Ⅱ□
Selected Readings of

Russian LiteratureⅡ
2 17 17 2

571209271
白俄罗斯文学□

Belarusian literature
☆ ★ 2 17 17 2

571301211

中俄经贸关系□
Russia￣China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2 17 17 2

571302221
经贸俄语导论□

Introduction to Businecs Russian
2 17 17 2

571303231
经贸俄语阅读□

Russian Economic reading
2 17 17 2

571304241
商务交际俄语□

Business Communication Russian
2 17 17 2

571305251
商务俄语应用写作□

Russian Business Writing
2 17 17 2

571306261
商务俄语翻译* ■

Russian Business Translation
☆ ★ 2 17 17 2

571307271

商务俄语谈判与口译* ■□
Russian Business negoti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2 17 17 2

专业选修课合计 29 门课程 74 615 643 8 8 10 10 14 16 8

十五、 ２６ 学分辅双课程模块设置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571009141
俄语听说与译述Ⅰ□

Russian listening, speaking and translation Ⅰ
2 17 17 2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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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571010151
俄语听说与译述Ⅱ□

Russian listening, speaking and translation Ⅱ
2 17 17 2

571011161
俄语听说与译述Ⅲ□

Russian listening, speaking and translation Ⅲ
2 17 17 2

571015161
俄汉笔译□

Russian and Chinese translation
2 17 17 2

571016171
汉俄笔译□

Chinese and Russian translation
2 17 17 2

570003161
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34 0 2

570002151
翻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2 34 0 2

570001131
跨文化交际□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17 17 2

571110271
俄汉口译□

Russian Interpretation
2 17 17 2

571207261
俄罗斯文学作品选译Ⅰ□

Selected Readings of Russian Literature Ⅰ
2 17 17 2

571208271
俄罗斯文学作品选译Ⅱ□

Selected Readings of Russian Literature Ⅱ
2 17 17 2

571212261
传媒语篇选读与翻译□

Media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2 17 17 2

571213271
新闻编译□

News Editing and Translation
2 17 17 2

总计 13 门课程 226 255 187 00 22 00 44 22 110 88 00

　 　 注: 白俄罗斯语辅修课程模块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571111251
白俄罗斯语Ⅰ
Belarusian Ⅰ

6 34 68 6

571112261
白俄罗斯语Ⅱ
Belarusian Ⅱ

6 34 68 6

571209271
白俄罗斯文学

Belarusian literature
2 17 17 2

571204261
俄语区域研究专题

Russian Regional Studies
2 17 17 2

总计 4 门课程 16 102 170 6 8 2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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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洲 学 院

德语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创建于 1964 年ꎬ 经过 50 多年的建设与发展ꎬ 该专业已经成为全国培养

德语专业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ꎬ 在全国同类专业中居领先地位ꎮ 本专业以德语语言知识的传授和中德跨文

化研究能力的培养为重点ꎬ 以语言学、 文学、 翻译学、 跨文化研究学等学科为理论基础ꎬ 以欧洲语言能力

指标体系为参考ꎬ 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外事、 新闻、 经贸、 文化等方面的国际性、 应用型人才ꎮ

二、 培养目标
德语本科专业培养德、 智、 体、 美全面发展ꎬ 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 扎实的德

语基本功和专业知识与能力ꎬ 能熟练运用所掌握的相关德语知识在外事、 经贸、 文化、 教育、 新闻出版

等领域从事跨文化的翻译、 研究、 教学、 咨询、 管理以及外语文秘工作的国际化、 复合型、 高层次、 应

用性人才ꎮ
德语辅修专业培养非德语专业的本科学生初级的德语听、 说、 读、 写能力ꎬ 并掌握一定的德语国家

国情及跨文化研究的专业知识ꎬ 在掌握其自身主修专业的同时ꎬ 学生的德语语言能力达到 «欧洲共同语

言标准» A2 级标准ꎮ
德语双学位专业培养既掌握自身主修专业又掌握德语语言技能、 德汉翻译实践能力、 具备一定的跨

文化基础知识及交流能力、 适应社会需求的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ꎬ 学生的德语语言运用能力达到 «欧洲

共同语言标准» B1 级标准ꎮ

三、 培养要求
热爱祖国ꎬ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ꎬ 了解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ꎬ 具有理论

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ꎬ 立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ꎮ 同时具有良好思想品

德、 职业道德和现代服务意识ꎻ 具有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ꎬ 社会责任感ꎬ 人文与科学素养ꎬ 合作精神ꎬ
创新精神ꎻ 具有涉外人员的基本素质ꎬ 自觉遵守外事纪律ꎮ

1 知识要求: 熟练掌握德语语言知识、 德语文学知识、 德语国家及相关区域知识、 跨文化知识和中

国语言文化知识ꎬ 了解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以及相关专业知识ꎬ 形成跨学科知识结构ꎮ
2 能力要求: 具有坚实的语言知识基础和较强的听、 说、 读、 写、 译全面发展的语言交流能力ꎻ 有

一定的口译、 笔译能力ꎻ 具有良好的汉语修养并较好掌握一门第二外语ꎻ 具备较强的本专业业务工作能

力和一定的相邻专业业务工作能力ꎮ 具有独立获取新知识、 新技能的学习能力ꎻ 具备提出问题、 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工作能力ꎬ 初步的科研能力ꎻ 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应变能力、 人际交往能力、 开拓创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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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力ꎮ
3 素质要求: 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符合职业要求的仪表ꎻ 具有健康的体魄ꎬ 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

生体育合格标准ꎮ 培养学生的审美观ꎬ 发展他们鉴赏美、 创造美的能力ꎬ 培养他们的高尚情操和文明素

质的教育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修满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毕业总学分标准ꎬ 符合本专业培养方案的培养

要求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ꎮ
学生修满跨专业辅修课程学分 (26 学分)ꎬ 经审核获颁该专业辅修证书ꎮ
学生修满跨专业双学位课程学分 (不少于 42 学分)ꎬ 并符合该专业双学位培养方案的要求ꎬ 经审核

获颁该专业的双学位证书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德语语言文学

相邻学科: 翻译学、 跨文化研究学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 语言基础课程和语言技能课程, 如: 基础德语课、 德语口语、 德语视听与译述、 德

语写作与笔译基础、 德语语法词汇ꎮ
专业方向课程: 口笔译综合系列课程: 德汉单向口译、 德汉双向口译、 德汉科技翻译、 德语新闻时

事、 德语文学翻译ꎬ 以及与之配套的语言学及德语国家国情概况课程ꎮ
人文交流及经贸合作特色课程: 中德文化交流史、 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德语国家文学史、 商务

德语交际、 跨文化交流导论、 中德跨文化研究与管理ꎮ

八、 考核
本专业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

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本专业的学生在网络平台所修慕课ꎬ 完成所有学习环节、 最终成绩合格后ꎬ 可认定为本专业的通识

或专业选修学分ꎮ 课程的学分以我校教务处认定的学分为准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各门课程的考核方式根据课程要求及特点而定ꎬ 测评

形式可以为: 在线考试、 论文、 实践报告、 研究报告等ꎮ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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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第二

外语

跨专业

复合课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63 16 4 22 15 166

十、 专业实习
1 本专业学生参加由学校统一组织实施的军事训练ꎮ
2 本专业学生利用寒暑假到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通过勤工俭学的方式进行实践并上交调研报告可获得

社会实践学分ꎮ
3 第四学年第二学期参加毕业实习ꎮ
4 第四学年学生撰写毕业论文并参加论文答辩ꎮ
5 采用调研、 讲座、 演讲比赛等形式开展第二课堂实践教学活动ꎮ
6 参加学院或专业组织的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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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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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③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专业必修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572097111
德语Ⅰ ※
German Ⅰ

☆ ★ 7 119 7

572096111
德语综合练习 I※

Exercises of German Ⅰ
☆ ★ 3 51 3

051025111
德语口语Ⅰ※
Oral German Ⅰ

☆ 2 34 2

572095121
德语Ⅱ ※
German Ⅱ

☆ ★ 7 119 7

572094121
德语综合练习Ⅱ※

Exercises of German Ⅱ
☆ ★ 3 51 3

051028121
德语口语 Ⅱ

Oral German Ⅱ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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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572003121
德语初级视听 ※

Elementary Audio￣visual German
2 34 2

572093131
德语 Ⅲ ※
German Ⅲ

★ 6 102 6

572099131
德语综合练习Ⅲ

Exercises of German Ⅲ
★ 2 34 2

051031131
德语口语 Ⅲ

Oral German Ⅲ
2 34 2

572004131

德语视听与译述Ⅰ※
Audio￣visual German

and Translation Ⅰ
2 34 2

572008131

德语写作与笔译基础Ⅰ
German Writing and Elementary

Translation Ⅰ
2 34 2

572092141
德语 Ⅳ ※ ●

German Ⅳ
★ 6 102 6

572098141
德语综合练习Ⅳ

Exercises of German Ⅳ
★ 2 34 2

051035141
德语口语 Ⅳ

Oral German Ⅳ
2 34 2

572007141

德语视听与译述Ⅱ※
Audio￣visual German and

Translation Ⅱ
2 34 2

572009141

德语写作与笔译基础Ⅱ
German Writing and Elementary

Translation Ⅱ
2 34 2

572039151
德语 V

German V
2 34 2

570002151
翻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 2 34 2

570003161
语言学导论 ※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 2 34 2

570001131
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 2 34 2

570001171
论文指导与写作

Academic Paper Writing
1 10 7 1

总计 22 门课程 22 42 63 112 959 12 14 16 14 4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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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专业选修课程设置

(一) 人文交流方向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70002211
欧洲文化导论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Culture
☆ ★ 2 20 14 2

051101231

德语国家社会历史※
Society and History

of German￣Speaking Countries

☆ ★ 2 34 2

051102241

德语国家政党外交※
Parties and Diplomacy of

German￣Speaking Countries

☆ ★ 2 34 2

051103251
高级德语口语 □

Advanced Oral German
2 34 2

051104261
高级德语视听

Advanced Audio￣visual German
2 34 2

572011241
德语语法词汇※

German Grammar and Vocabulary
★ 2 34 2

572013261
德语Ⅵ

GermanⅥ
2 34 2

051106261

德语语言学专题

Selected Topics for the

Linguistics of German

2 34 2

572099251

德汉单向口译 □
German￣Chinese Unilateral

interpretation

2 34 2

572098261

德汉双向口译 □
German￣Chinese Bilateral

Interpretation

2 34 2

051112251
德汉新闻翻译 □

German￣Chinese News Translation
2 34 2

051113261
德汉科技翻译 □

German￣Chinese Technical Translation
2 34 2

051114281
德语文学翻译□

German￣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2 34 2

572032261
德语国家文学史

History of German￣language literature
2 34 2

051124261

中国文化的跨

文化传播 ●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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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72039271

中德文化比较专题研讨

Selected Topics for Sino￣German

Cultural Comparison

2 34 2

051127271

中德文化交流史

History of Sino￣German

Cultural Exchange

2 34 2

总计 17 门课程 6 8 34 122 456 2 2 4 6 14 4 2

(二) 经贸合作方向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70002211
欧洲文化导论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Culture
☆ ★ 2 20 14 2

051101231

德语国家社会历史※
Society and History

of German￣Speaking Countries

☆ ★ 2 34 2

051102241

德语国家政党外交※
Parties and Diplomacy of

German￣Speaking Countries

☆ ★ 2 34 2

051103251
高级德语口语 □

Advanced Oral German
2 34 2

051104261
高级德语视听

Advanced Audio￣visual German
2 34 2

572011241
德语语法词汇※

German Grammar and Vocabulary
★ 2 34 2

572013261
德语Ⅵ

GermanⅥ
2 34 2

051106261

德语语言学专题

Selected Topics for the

Linguistics of German

2 34 2

572099251
德汉单向口译 □

German￣Chinese Unilateral interpretation
2 34 2

572098261
德汉双向口译 □

German￣Chinese Bilateral Interpretation
2 34 2

051112251
德汉新闻翻译 □

German￣Chinese News Translation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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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051113261
德汉科技翻译 □

German￣Chinese Technical Translation
2 34 2

572033281
德语文学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German Literature
2 34 2

051118261
德语现当代小说

German Contemporary Fiction
2 34 2

051122251
商务德语交际 □

German Business Communication
2 34 2

572039271

中德文化比较专题研讨

Selected Topics for Sino￣German

Cultural Comparison

2 34 2

051126261

中德跨文化研究与管理

Sino￣Germa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2 34 2

总计 17 门课程 6 8 34 88 490 2 2 4 8 14 2 2

十五、 ２６ 学分辅双课程模块设置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570002211 欧洲文化导论 ☆ ★ 2 20 14 2

570003161 语言学导论 ★ 2 34 2

570001131 跨文化交际 ★ 2 34 2

570002151 翻译学导论 ★ 2 34 2

572008131 德语写作与笔译基础Ⅰ 2 34 2

572009141 德语写作与笔译基础Ⅱ 2 34 2

572004131 德语视听与译述Ⅰ※ 2 34 2

572007141 德语视听与译述Ⅱ※ 2 34 2

570001171 论文指导与写作 1 10 7 1

051101231 德语国家社会历史 ☆ ★ 2 34 2

051102241 德语国家政党外交 ☆ ★ 2 34 2

572099251 德汉单向口译 2 34 2

572098261 德汉双向口译 2 34 2

051112251 德汉新闻翻译 2 34 2

051113261 德汉科技翻译 2 34 2

总计 15 门课程 29 200 293 2 0 8 6 6 6 1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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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洲 学 院

法语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法语专业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ꎬ 创建于 1964 年ꎮ 法语专业以培养现代社会

所需的法语人才为根本任务ꎬ 注重培养学生语言应用能力ꎬ 使学生学习法语语言文化的同时掌握跨文化

交流与翻译技能ꎬ 不断提高学生的自身道德修养、 社会责任感、 心理素质和人文素质ꎬ 从而形成人文交

流与经贸合作两个专业方向共同发展的专业特色ꎮ 多年来ꎬ 法语专业全面提高教学质量ꎬ 坚持 “以学生

为本” 的教学理念ꎬ 为国家的经济、 社会发展培养 “多语种复语ꎬ 跨专业复合” 的、 具有国际视野、 家

国情怀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ꎮ

二、 培养目标

法语专业旨在培养德、 智、 体、 美、 劳全面发展的ꎬ 掌握法语语言知识ꎬ 能熟练地运用法语在外

事、 经贸、 文化、 新闻出版、 教育、 科研等人文或经贸领域从事翻译、 研究、 教学、 咨询、 管理工作ꎬ

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国际性、 高层次、 应用型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ꎬ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ꎬ 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 方针、 政

策ꎻ 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ꎬ 拥有为国家富强、 民族昌盛而奋斗的志向和责任感ꎻ 具有正确的世界

观、 人文观和价值观ꎬ 良好的道德品质ꎬ 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 社会责任感、 人文与学科素养、 合作精

神、 创新精神以及学科基本素养ꎮ

掌握所学专业ꎬ 具有坚实的法语语言基础ꎬ 在听、 说、 读、 写、 译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具有较强的跨

文化交际能力ꎬ 具有良好的汉语修养并较好掌握英语等第二外语ꎬ 具有从事专业业务能力和适应相邻专

业业务工作的基本能力与素质ꎮ

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 实践能力、 应变能力和开拓进取精神ꎬ 具备法语运用能力、 文学赏析能

力、 跨文化能力、 思辨与创新能力、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ꎬ 以及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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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修满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毕业总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法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与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法语语言文学

相邻学科: 翻译学、 跨文化交际学、 经济学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本专业的核心课程为语言基础课程和语言技能课ꎮ 特色课程为语言文化与翻译系列课程ꎬ 主要表现

于学生的口、 笔语翻译实践和对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化知识的介绍ꎬ 以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在线考试等考核方式ꎬ 将根据学校、 学院相关规定及

要求进行相应调整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第二

外语

跨专业

复合课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63 16 4 22 15 166

十、 专业实习
本专业学生利用寒暑假或大四下学期到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实习ꎬ 实习时间达到 34 小时ꎬ 由实习单位

开具实习证明后可获得 2 学分ꎮ 专业实习也可通过其它学院和学校认可的方式进行ꎮ 参加学院或专业组

织的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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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７７—

欧 洲 学 院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③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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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ꎮ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ꎮ
面向文化与传播学院开设ꎮ



十三、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专
业
必
修
课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573002111
基础法语 Ⅰ●
Basic French Ⅰ

☆ ★ 6

573003111

基础法语视听说与译述Ⅰ● □
Basic Audio￣visual French

and translation Ⅰ
☆ ★ 4

573004111
法语口语Ⅰ□
Oral French Ⅰ

2

573001121
基础法语 Ⅱ●
Basic French Ⅱ

☆ ★ 6

573003121

基础法语视听说与译述Ⅱ● □
Basic Audio￣visual French

and translation Ⅱ
☆ ★ 4

573004121
法语口语Ⅱ□
Oral French Ⅱ

2

570001131

跨文化交际■●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2

573001131
中级法语 Ⅰ●

Intermediate French Ⅰ
☆ ★ 6

061027131

中级法语视听说与译述Ⅰ● □
Intermediate Audio￣visual French

and translation Ⅰ
★ 2

573001141
中级法语 Ⅱ●

Intermediate French Ⅱ
★ 6

061030141

中级法语视听说与译述Ⅱ● □
Intermediate Audio￣visual French

and translation Ⅱ
2

570002151
翻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Translatology
★ 2

573001151
高级法语 Ⅰ●

Advanced French Ⅰ
4

061034151

高级法语视听说与译述Ⅰ● □
Advanced Audio￣visual French

and translation Ⅰ
2

573003151
法汉翻译● □

Translation French￣Chinese
☆ ★ 2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02 6

68 4

34 2

102 6

68 4

34 2

34 2

136 8

34 2

136 8

34 2

34 2

68 4

34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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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专
业
必
修
课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573001161
高级法语 Ⅱ●

Advanced French Ⅱ
4

061038161

高级法语视听说与译述Ⅱ● □
Advanced Audio￣visual French

and translation Ⅱ
2

570003161
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573003161
汉法翻译● □

Translation Chinese￣French
2

570001171
论文指导与写作● □
Academic Paper Writing

1

总计 20 门课程 63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68 4

34 2

34 2

34 2

10 7 1

44 1095 12 12 12 10 10 10 1

十四、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一) 人文交流方向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70002211
欧洲文化导论● □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Culture
2 20 14 2

573101231
法国简史▲

Brief History of France
2 34 2

573104231
法语阅读与写作 Ⅰ● □

French Reading and Writing Ⅰ
2 34 2

573101241
法国社会与文化▲

French Society and Culture
2 34 2

573104241
法语阅读与写作 Ⅱ● □

French Reading and Writing Ⅱ
2 34 2

573103251

法语国家与地区社会文化□
Society and Culture of

French￣Speaking Countries

2 34 2

573102251
法语报刊选读●

French Newspaper Reading
2 34 2

573101251
法国文学 I▲

French Literature Ⅰ
2 34 2

573101261
法国文学Ⅱ▲

French Literature Ⅱ
2 34 2

—０８—

２０２０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73102261

传播与文化概论● □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2 17 17 2

573101271
现当代文学理论导读●

Modern Literature Theories
2 34 2

总计 11 门课程 22 71 303 2 4 4 6 4 2

(二) 经贸合作方向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70002211
欧洲文化导论● □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Culture
2 20 14 2

061202231
公众演讲技巧● □
Public Speaking Skills

2 34 2

573104231
法语阅读与写作 Ⅰ● □

French Reading and Writing Ⅰ
2 34 2

573101241
法国社会与文化▲

French Society and Culture
2 34 2

573104241
法语阅读与写作 Ⅱ● □

French Reading and Writing Ⅱ
2 34 2

573201251
法语基础口译● □

FrenchBasic Interpretation
2 34 2

573202251
法语政经翻译●

FrenchPolitic and Economic Translation
2 34 2

573202261
法语商务写作● □

French Business Writing
2 34 2

573201261
法语高级口译■●

French Advanced Interpretation
2 34 2

573201271
经贸法语● □

Economic French
2 34 2

573202271
法国经济概况▲
French Economy

2 34 2

总计 11 门课程 22 20 354 2 4 4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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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26 学分辅双课程模块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6

学
分
课
程(

专
业
通
开
课
+
翻
译
类
课
程)

必
修
课
程

570002211
欧洲文化导论● □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Culture
2 20 14 2

573003111
基础法语视听说与译述Ⅰ● □

Basic Audio￣visual French and translation Ⅰ
4 68 4

573003121
基础法语视听说与译述Ⅱ● □

Basic Audio￣visual French and translation Ⅱ
4 68 4

570001131
跨文化交际■●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2 34 2

570002151
翻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Translatology
2 34 2

573003151
法汉翻译● □

Translation French￣Chinese
2 34 2

573201251
法语基础口译● □

FrenchBasic Interpretation
2 34 2

061209251
法语政经翻译●

FrenchPolitic and Economic Translation
2 34 2

570003161
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Linguistique
2 34 2

573003161
汉法翻译● □

Translation Chinese￣French
2 34 2

573201261
法语高级口译■●

French Advanced Interpretation
2 34 2

总计 11 门课程 26 54 388 6 4 2 0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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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洲 学 院

意大利语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本专业创建于 2006 年ꎬ 拥有先进教学设备和一支充满活力的师资队伍ꎮ 本专业以语言知识的传授为

重点ꎬ 以普通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 翻译学、 跨文化交流学等学科为理论基础ꎬ 以当代最先进的教学法

为手段ꎬ 以培养现代社会所需的意大利语专业人才为根本任务ꎬ 注重培养学生语言应用能力ꎬ 在使学生

学习意大利语语言文化的同时掌握跨文化交流与翻译技能ꎬ 不断提高学生的自身道德修养、 社会责任

感、 心理素质和人文素质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德、 智、 体、 美全面发展的ꎬ 掌握意大利语语言知识ꎬ 具备跨文化交流与语言翻译

能力ꎬ 能熟练地运用意大利语在外事、 经贸、 文化、 新闻出版、 教育、 科研、 旅游等部门从事翻译、 研

究、 教学、 咨询、 管理工作ꎬ 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国际性、 高层次、 应用型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1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ꎬ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ꎬ 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 方针、
政策ꎻ 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ꎬ 有为国家富强、 民族昌盛而奋斗的志向和责任感ꎮ

2 懂得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邓小平理论ꎬ 努力实践 “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观和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ꎮ 有社会主义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ꎬ 对错误思潮有鉴别和抵制能力ꎻ 积极

参加社会实践ꎬ 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ꎮ
3 具有敬业爱岗、 艰苦奋斗、 热爱劳动、 遵纪守法、 团结合作的品质ꎻ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 社会

公德、 职业道德和现代服务意识ꎮ
4 熟悉国家有关外事法规ꎬ 具有涉外人员的基本素质ꎬ 自觉遵守外事纪律ꎬ 严守国家机密ꎮ
5 较好掌握所学专业ꎬ 具有坚实的语言基础ꎬ 在听、 说、 读、 写、 译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具有较强的

交际能力ꎬ 具有良好的汉语修养并较好掌握一门第二外语ꎬ 具有一定的从事专业业务能力和适应相邻专

业业务工作的基本能力与素质ꎮ
6 对我国和所学语言国家的社会、 政治、 经济、 文化、 历史、 地理、 旅游、 外交等具有广博的知

识ꎻ 具有初步的科研能力ꎮ
7 具有较强的协作能力、 适应工作的能力、 独立工作的能力、 应变能力和开拓进取精神ꎬ 具有良好

的心理素质ꎬ 具有健康的体魄ꎬ 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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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意大利语语言文学

相邻学科: 翻译学、 旅游管理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语言基础课程和语言技能课ꎮ
特色课程: 意大利及意大利语相关研究与翻译系列课程ꎬ 主要表现于学生的口、 笔语翻译实践和对

意大利文化知识的了解ꎬ 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ꎬ 为日后的工作或相关研究打下基础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在特殊情况下ꎬ 如需采取在线考核方式ꎬ 具体考核方法

由专业授课教师依据课程而定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第二

外语

跨专业

复合课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63 16 4 22 15 166

十、 专业实习
学生在校期间ꎬ 须参加累计不少于四周的专业实习ꎬ 专业实习为 2 学分ꎬ 参加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

教育ꎮ 专业实习可安排在假期或其它空余时间进行ꎮ 学生可以到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实习ꎬ 也可通过学院

和学校认可的其它方式进行ꎮ 实习结束后ꎬ 通过实习单位出具证明的方式进行考核ꎬ 经学院审核认定合

格后ꎬ 给予相应学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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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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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③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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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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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专
业
必
修
课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574110111
基础意大利语Ⅰ□

Basic Italian Ⅰ
☆ ★ 6

574111111
基础意大利语综合训练Ⅰ□

Basic Italian Exercises Ⅰ
☆ ★ 2

574119111

基础意大利语视听说

与译述 Ⅰ□
Basic Audio￣visual Italian

and translation Ⅰ

☆ ★ 2

574112121
基础意大利语Ⅱ□

Basic Italian Ⅱ
☆ ★ 6

574113121
基础意大利语综合训练Ⅱ□

Basic Italian Exercises Ⅱ
☆ ★ 2

574121121

基础意大利语视听说与

译述 Ⅱ□
Basic Audio￣visual Italian and

translation Ⅱ

☆ ★ 2

574114131
中级意大利语 Ⅰ□
Intermediate Italian Ⅰ

☆ ★ 6

574115131
中级意大利语综合训练Ⅰ□

Intermediate Italian Exercises Ⅰ
☆ ★ 2

574123131

中级意大利语视听说

与译述 Ⅰ□
Intermediate Audio￣visual Italian

and translation Ⅰ

★ 2

570001131

跨文化交际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 2

574116141
中级意大利语 Ⅱ□

Intermediate Italian　 Ⅱ
★ 6

574117141
中级意大利语综合训练Ⅱ□

Intermediate Italian Exercises Ⅱ
★ 2

574126141

中级意大利语视听说

与译述Ⅱ□
Intermediate Audio￣visual

Italian andtranslation Ⅱ

★ 2

062130151
高级意大利语 Ⅰ□

Advanced Italian
6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82 54 8

34 2

34 2

82 54 8

34 2

34 2

82 54 8

34 2

34 2

34 2

82 54 8

34 2

34 2

62 4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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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专
业
必
修
课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062131151
意汉翻译□●

Italian￣Chinese Translation
2

570002151
翻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translatology
2

062133161
高级意大利语 Ⅱ□
Advanced Italian Ⅱ

4

062134161
汉意翻译□●

Chinese￣Italian Translation
2

062135161
基础口译□

Basic Interpretation
2

570003161
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570001171
论文指导与写作□

Academic Paper Writing
1

总计 17 门课程 63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34 2

34 2

40 28 4

34 2

34 2

34 2

10 7 2

542 665 12 12 14 12 10 10 2

十四、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专
业
选
修
课

︵
旅
游
休
闲
方
向
︶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062125211
意大利语语音学□

Italian Phonetics
☆ ★ 2

570002211
欧洲文化导论□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culture
2

062116221
意大利概况□

National Conditions of Italy
☆ ★ 2

574128231
基础意大利语阅读与选译□

Basic Italian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2

574029231
意大利文化简史Ⅰ

Brief history of Italian Culture Ⅰ
☆ ★ 2

574130241
意大利文学简史

Brief history of Italian Literature
★ 3

574031241
意大利文化简史Ⅱ

Brief history of Italian Culture Ⅱ
☆ ★ 2

574133241

中级意大利语阅读与选译 Ⅰ□
Intermediate Italian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Ⅰ
3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34 2

20 14 2

10 24 2

34 2

34 2

51 3

34 2

51 3

—８８—

２０２０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续)

类

别

专
业
选
修
课

︵
旅
游
休
闲
方
向
︶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574127241
基础意大利语写作□
Basic Writing in Italian

2

574132251
意大利近现代文学

Italian Modern Literature
2

574134251

意大利报刊选读与翻译 Ⅰ□
Selected Italian Newspaper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Ⅰ
2

062135251
经贸意大利语□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Italian
2

574136251

中级意大利语阅读与选译Ⅱ□
Intermediate Italian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Ⅱ
3

062137251
旅游意大利语□
Italian of tourism

2

574138251

高级意大利语视听说与译述Ⅰ□
Advanced Audio￣visual Italian

and translation Ⅰ
2

574139261

意大利报刊选读与翻译 Ⅱ□
Selected Italian Newspaper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Ⅱ
2

574140261

高级意大利语阅读与选译□
Advanced Italian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3

574141261

高级意大利语视听说与译述Ⅱ□
Advanced Audio￣visual Italian

and translation Ⅱ
2

062142261
意大利古典文学

Italian Classical Literature
2

062144261
意大利语应用文写作□

Italian Non￣literature Writing
2

574143271
意大利语经贸翻译□

Italian Economic and Trade Translation
2

062145271
文学翻译□

Literal Translation
2

574146271
高级口笔译□

Advanced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2

062150271
意大利诗歌

Italian poetry
2

总计 24 门课程 52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34 2

34 2

34 2

34 2

51 3

34 2

34 2

34 2

51 3

34 2

34 2

34 2

34 2

34 2

34 2

34 2

251 633 4 2 4 10 13 1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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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26 学分辅双模块课程设置

类

别

专
业
必
修
课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574119111
基础意大利语视听说与译述 Ⅰ□

Basic Audio￣visual Italian and translation Ⅰ
2

574121121
基础意大利语视听说与译述 Ⅱ□

Basic Audio￣visual Italian and translation Ⅱ
2

574123131
中级意大利语视听说与译述 Ⅰ□

Intermediate Audio￣visual Italian and translationⅠ
2

574126141
中级意大利语视听说与译述Ⅱ□

Intermediate Audio￣visual Italian and translationⅡ
2

062131151
意汉翻译□●

Italian￣Chinese Translation
2

570002151
翻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translatology
2

062134161
汉意翻译□●

Chinese￣Italian Translation
2

062135161
基础口译□

Basic Interpretation
2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34 2

34 2

34 2

34 2

34 2

34 2

34 2

34 2

专
业
选
修
课

574128231
基础意大利语阅读与选译□

Basic Italian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2 34 2

574133241

中级意大利语阅读与选译 Ⅰ□
Intermediate Italian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Ⅰ
3 51 3

574134251

意大利报刊选读与翻译 Ⅰ□
Selected Italian Newspaper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Ⅰ
2 34 2

574136251

中级意大利语阅读与选译Ⅱ□
Intermediate Italian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Ⅱ
3 51 3

574138251

高级意大利语视听说与译述Ⅰ□
Advanced Audio￣visual Italian

and translation Ⅰ
2 34 2

574139261

意大利报刊选读与翻译 Ⅱ□
Selected Italian Newspaper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Ⅱ
2 34 2

574140261

高级意大利语阅读与选译□
Advanced Italian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3 5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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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74141261

高级意大利语视听说与译述Ⅱ□
Advanced Audio￣visual Italian

and translation Ⅱ
2 34 2

574143271
意大利语经贸翻译□

Italian Economic and Trade Translation
2 34 2

062145271
文学翻译□

Literal Translation
2 34 2

574146271
高级口笔译□

Advanced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2 34 2

总计 19 门课程 41 34 663 2 2 4 5 11 11 6

　 　 注: 该模块课程须至少完成 26 学分方可获得相应认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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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洲 学 院

西班牙语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专业创建于 1964 年ꎬ 作为教育部确定的最早的七个西班牙语专业教学

单位之一ꎬ 现已成为全国培养西班牙语本科专业人才的重要基地ꎬ 其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是建设国家和

北京市一流专业ꎬ 培养服务于国家战略、 中外人文交流和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 “多语种复语ꎬ 跨专

业复合” 的具有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国际化、 复合型、 高层次、 应用性外语人才ꎮ

二、 培养目标

西班牙语本科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 熟练的西班牙语语言技能、 较广泛的文学、 文

化、 国情等专业知识的国际化、 复合型、 高层次、 应用性的优秀外语人才ꎮ 学生要具有广阔的国际视

野、 较强的国际交往能力和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ꎬ 毕业后能在外事、 教育、 科研、 经贸、 文化、 科

技、 军事等部门熟练运用西班牙语并结合所学专业知识进行工作ꎬ 以适应国家战略和首都定位的需

要ꎬ 提高培养质量ꎬ 坚持立德树人ꎬ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ꎬ 坚持把中国传统文

化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ꎻ 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 法治教育、 生命教育、 卫生健康教育、 艺术教

育、 自然科学教育、 国家安全教育等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ꎻ 坚持全员育人ꎬ 全过程育人ꎬ 全方位

育人ꎮ

三、 培养要求

热爱祖国ꎬ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ꎬ 了解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ꎬ 具有理论

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ꎬ 立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ꎮ 同时具有良好思想品

德、 职业道德和现代服务意识ꎻ 具有涉外人员的基本素质ꎬ 自觉遵守外事纪律ꎮ

熟练掌握西班牙语ꎬ 具有坚实的语言知识基础和较强的听、 说、 读、 写、 译全面发展的语言交流能

力ꎻ 有一定的口译、 笔译能力ꎻ 具有良好的汉语修养并较好掌握一门第二外语ꎻ 具备较强的本专业业务

工作能力和一定的相邻专业业务工作能力ꎮ 具有独立获取新知识、 新技能的学习能力ꎻ 具备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工作能力ꎬ 初步的科研能力ꎻ 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应变能力、 人际交往能力、

开拓创新能力ꎮ

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符合职业要求的仪表ꎻ 具有健康的体魄ꎬ 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合格标

准ꎮ 培养学生的审美观ꎬ 发展其鉴赏美、 创造美的能力ꎬ 培养他们的高尚情操和文明素质的教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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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西班牙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西班牙语语言文学

相邻学科: 翻译研究、 跨文化研究、 国别与区域研究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相辅相成ꎬ 构成有机的、 相互关联的ꎬ 以全方位西班牙语教学为基础ꎬ 以语言

学、 文学、 翻译学、 跨文化研究、 政治经济学为发展方向的综合课程体系ꎮ
1 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即专业必修课ꎬ 指西班牙语本科专业居于核心位置、 必须学习的课程ꎬ 主要包括: 基础西

班牙语、 中级西班牙语、 高级西班牙语、 西班牙语综合练习、 西班牙语写作、 西班牙语笔译、 西班牙语

口译ꎮ
2 特色课程

特色课程即专业选修课ꎬ 指与西班牙语专业相关ꎬ 辅助提高学生西班牙语水平、 完善学生专业知识

结构的自主选择课程ꎮ 该系列课程体现了本专业的发展特色ꎬ 分为两类:
西班牙语专业基础课:
西班牙语口语、 西班牙语听力、 西班牙语应用文写作、 西班牙语实用语法、 西语报刊选读、 经贸西

班牙语ꎮ
西班牙语专业知识课:
普通语言学、 西班牙文学导读、 拉美文学导读、 西班牙文化、 西班牙历史导读、 西班牙概况、 拉美

国家概况、 中国文化、 西班牙电影与社会、 拉美政治导读、 拉美经济导读等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根据具体情况ꎬ 可采取线下、 线上线下、 线上三种模

式进行考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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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第二

外语

跨专业

复合课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63 16 4 22 15 166

　 　 注: 含有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学分以学院核算为准ꎮ

十、 专业实习
本专业的实践性教学既体现在课堂教学中ꎬ 也体现在学生的课外学习和实践活动中ꎮ 课外学习和实

践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扩展ꎬ 是培养和发展学生能力的重要途径ꎮ 本专业以 “培养职业意识—提高服务

质量—提供专业服务” 为主线ꎬ 并结合学校的社会实践体系来设计 “有内有外、 内外结合、 内外有别”
的实践创新教育体系ꎮ 从本科二年级始ꎬ 依托已经成型的 “西语国家驻华使馆实习基地”ꎬ 派遣学生前

往实习ꎬ 以体验语言对象国文化、 实践基本工作语言技能为主ꎬ 兼顾培养学生的外事礼仪、 外事工作纪

律等职业素养ꎻ 依托设立于本系的秘鲁文化研究中心ꎬ 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墨西哥研究

中心合作ꎬ 为学生提供科研实习平台ꎻ 三年级学生除参与使馆实习外ꎬ 兼顾教育实习和志愿者实习等社

会实践ꎬ 通过已掌握的语言技能提高语言服务质量ꎻ 四年级学生以企业实习为主ꎬ 提供专业化的语言服

务ꎬ 同时熟悉企业文化和了解职场需求ꎬ 为顺利就业提供必要的心理预期参考和工作经验保障ꎮ 四年内

接受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ꎮ
实习不少于 8 周ꎬ 通过实习单位出具证明的方式进行考核ꎬ 专业实习为 2 学分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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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

主的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

务ꎬ 如校园公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

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

案制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

教育内容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

与教学相关的其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

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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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③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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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ꎮ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ꎮ
面向文化与传播学院开设ꎮ



十三、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575001111
基础西班牙语Ⅰ

Fundamental Spanish Ⅰ
☆ ★ 6 102 6

575020111

基础西班牙语综合练习Ⅰ
General Practice of Fundamental

Spanish Ⅰ
☆ ★ 2 34 2

575002121
基础西班牙语 Ⅱ

Fundamental Spanish Ⅱ
☆ ★ 6 102 6

575021121

基础西班牙语综合练习Ⅱ
General Practice of Fundamental

Spanish Ⅱ
☆ ★ 2 34 2

575003131
中级西班牙语Ⅰ

Intermediate Spanish Ⅰ
☆ ★ 6 102 6

575022131

中级西班牙语综合练习Ⅰ
General Practice of Intermediate

Spanish Ⅰ
☆ ★ 2 34 2

575004141
中级西班牙语Ⅱ

Intermediate Spanish Ⅱ
★ 6 102 6

575023141

中级西班牙语综合练习Ⅱ
General Practice of Intermediate

Spanish Ⅱ
★ 2 34 2

071005151
高级西班牙语Ⅰ

Advanced Spanish Ⅰ
★ 6 102 6

071021161
高级西班牙语Ⅱ

Advanced Spanish Ⅱ
★ 6 102 6

570003161
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34 2

570001131

跨文化交际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unication

2 34 2

570002151
翻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Traductology
2 34 2

575013171

西班牙语基础写作

Basic Spanish

Writing

1 17 1

575314151
西汉笔译 Ⅰ

Spanish to Chinese Translation Ⅰ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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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575315161
西汉笔译 Ⅱ

Spanish to Chinese Translation Ⅱ
2 34 2

575316171
汉西笔译 Ⅰ●

Chinese to Spanish Translation Ⅰ
2 34 2

575317181
汉西笔译 Ⅱ●

Chinese to Spanish Translation Ⅱ
1 17 1

575318161
西班牙语商务口译■

Spanish Business Interpretation
2 34 2

575319171
西班牙语外交口译■

Spanish Diplomatic Interpretation
2 34 2

570001171
论文指导与写作

Academic Paper Writing
1 10 7 1

总计 21 门课程 63 1064 7 8 8 10 8 10 12 6 1

十四、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一) 人文交流方向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75010221

西班牙语初级阅读

Fundamental

Spanish Reading

2 34 2

575011231

西班牙语中级阅读Ⅰ
Intermediate

Spanish Reading Ⅰ
2 34 2

575012241

西班牙语中级阅读Ⅱ
Intermediate

Spanish Reading Ⅱ
2 34 2

571001211
西班牙语初级口语Ⅰ

Fundamental Oral Spanish Ⅰ
★ 2 34 2

071002221
西班牙语初级口语Ⅱ

Fundamental Oral Spanish Ⅱ
☆ ★ 2 34 2

071003231
西班牙语中级口语Ⅰ

Intermediate Oral Spanish Ⅰ
★ 2 34 2

071004241
西班牙语中级口语Ⅱ

Intermediate Oral Spanish Ⅱ
★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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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071005221

西班牙语初级听力

Fundamental Aural Comprehension

of Spanish

2 34 2

071006231

西班牙语中级听力Ⅰ
Intermediate Aural Comprehension

of Spanish Ⅰ
2 34 2

071007241

西班牙语中级听力Ⅱ
Intermediate Aural Comprehension

of Spanish Ⅱ
2 34 2

071008251

西班牙语高级听力Ⅰ
Advanced Aural Comprehension

of Spanish Ⅰ
2 34 2

071009261

西班牙语高级听力Ⅱ
Advanced Aural Comprehension

of Spanish Ⅱ
2 34 2

0710010261
西班牙语应用文写作

Practical Spanish Writing
2 34 2

071412251
西班牙语报刊选读Ⅰ

Spanish Newspaper Reading Ⅰ
2 34 2

071413261
西班牙语报刊选读Ⅱ

Spanish Newspaper Reading Ⅱ
2 34 2

071216251
西班牙文学导读

Introduction to Spanish Literature
2 34 2

071217261

拉美文学导读

Introduction to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2 34 2

071418221
西班牙概况

Profile of Spain
2 34 2

071419231
拉美国家概况

Profile of Latin America
2 34 2

071429231

拉美政治导读

Introduction to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2 34 2

071430241

拉美经济导读

Introduction to Latin

American Economics

2 34 2

071424251
西班牙语经贸文章选读

Spanish Trade Articles Reading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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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071426241
西班牙历史导读

Introduction to Spanish History
2 34 2

071427261
中国文化导读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2 34 2

071528251
经贸西班牙语

Spanish for Economic and Trading
2 34 2

570002211
欧洲文化导论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Culture
2 20 14 2

总计 26 门课程 52 870 14 4 8 10 10 10 10

(二) 旅游休闲方向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75010221

西班牙语初级阅读

Fundamental

Spanish Reading

2 34 2

575011231

西班牙语中级阅读Ⅰ
Intermediate

Spanish Reading Ⅰ
2 34 2

575012241

西班牙语中级阅读Ⅱ
Intermediate

Spanish Reading Ⅱ
2 34 2

571001211
西班牙语初级口语Ⅰ

Fundamental Oral Spanish Ⅰ
★ 2 34 2

071002221
西班牙语初级口语Ⅱ

Fundamental Oral Spanish Ⅱ
☆ ★ 2 34 2

071003231
西班牙语中级口语Ⅰ

Intermediate Oral Spanish Ⅰ
★ 2 34 2

071004241
西班牙语中级口语Ⅱ

Intermediate Oral Spanish Ⅱ
★ 2 34 2

071005221

西班牙语初级听力

Fundamental Aural Comprehension

of Spanish

2 34 2

071006231

西班牙语中级听力Ⅰ
Intermediate Aural Comprehension

of Spanish Ⅰ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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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071007241

西班牙语中级听力Ⅱ
Intermediate Aural Comprehension

of Spanish Ⅱ
2 34 2

071008251

西班牙语高级听力Ⅰ
Advanced Aural Comprehension

of Spanish Ⅰ
2 34 2

071009261

西班牙语高级听力Ⅱ
Advanced Aural Comprehension

of Spanish Ⅱ
2 34 2

0710010261
西班牙语应用文写作

Practical Spanish Writing
2 34 2

071412251
西班牙语报刊选读Ⅰ

Spanish Newspaper Reading Ⅰ
2 34 2

071413261
西班牙语报刊选读Ⅱ

Spanish Newspaper Reading Ⅱ
2 34 2

071216251
西班牙文学导读

Introduction to Spanish Literature
2 34 2

071217261

拉美文学导读

Introduction to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2 34 2

071418221
西班牙概况

Profile of Spain
2 34 2

071419231
拉美国家概况

Profile of Latin America
2 34 2

071429231

拉美政治导读

Introduction to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2 34 2

071430241

拉美经济导读

Introduction to Latin

American Economics

2 34 2

571424251
旅游经济学导读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Economics
2 34 2

071426241
西班牙历史导读

Introduction to Spanish History
2 34 2

571427261

中国旅游文化导读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ourism

and Culture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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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71528251
旅游西班牙语

Spanish for Tourism
2 34 2

570002211
欧洲文化导论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Culture
2 20 14 2

总计 26 门课程 52 870 14 4 8 10 10 10 10

十五、 ２６ 学分辅双课程模块设置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570003161
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34 2

570001131
跨文化交际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unication
2 34 2

570002151
翻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Traductology
2 34 2

575314151
西汉笔译 Ⅰ

Spanish to Chinese Translation Ⅰ
2 34 2

575315161
西汉笔译 Ⅱ

Spanish to Chinese Translation Ⅱ
2 34 2

575316171
汉西笔译 Ⅰ

Chinese to Spanish Translation Ⅰ
2 34 2

575317181
汉西笔译 Ⅱ

Chinese to Spanish Translation Ⅱ
1 17 1

575318161
西班牙语商务口译■

Spanish Business Interpretation
2 34 2

575319171
西班牙语外交口译■

Spanish Diplomatic Interpretation
2 34 2

575010221

西班牙语初级阅读

Fundamental

Spanish Reading

2 34 2

571001211
西班牙语初级口语Ⅰ

Fundamental Oral Spanish Ⅰ
2 34 2

071002221
西班牙语初级口语Ⅱ

Fundamental Oral Spanish Ⅱ
2 34 2

071005221
西班牙语初级听力

Fundamental Aural Comprehension of Spanish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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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575011231

西班牙语中级阅读Ⅰ
Intermediate

Spanish Reading Ⅰ
2 34 2

575012241

西班牙语中级阅读Ⅱ
Intermediate

Spanish Reading Ⅱ
2 34 2

071003231
西班牙语中级口语Ⅰ

Intermediate Oral Spanish Ⅰ
2 34 2

071004241
西班牙语中级口语Ⅱ

Intermediate Oral Spanish Ⅱ
2 34 2

071006231

西班牙语中级听力Ⅰ
Intermediate Aural Comprehension

of Spanish Ⅰ
2 34 2

071007241

西班牙语中级听力Ⅱ
Intermediate Aural Comprehension

of Spanish Ⅱ
2 34 2

总计 19 门课程 37 629 2 6 8 6 4 6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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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洲 学 院

葡萄牙语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葡萄牙语专业创建于 2005 年ꎬ 于 2016 年起由隔年招生改为每年招生ꎬ 2020 年

起开设 “经贸合作” 方向ꎬ 现已成为全国培养葡萄牙语本科专业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ꎮ 本专业在学校的

办学定位基础之上ꎬ 以为国家输送优秀葡语人才为根本任务ꎬ 以建设国家和北京市一流专业为奋斗目

标ꎬ 致力于构建具有二外特色的高端复合人才培养体系ꎮ

二、 培养目标
葡萄牙语专业在本科生培养上坚持立德树人ꎬ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ꎬ 坚持把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ꎻ 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 法治教育、 生命教育、 卫生健康教育、
艺术教育、 自然科学教育、 国家安全教育等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ꎻ 坚持全员育人ꎬ 全过程育人ꎬ 全方位

育人ꎮ 旨在培养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 较熟练的葡萄牙语语言技能、 较广泛的国情、 文化、 文学等专业

知识ꎻ 毕业后能在经贸、 外事、 教育、 科研、 文化、 科技、 军事等部门熟练运用葡萄牙语并结合所学专

业知识进行工作ꎬ 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需求的国际化、 复合型、 高层次、 应用性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热爱祖国ꎬ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ꎬ 了解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ꎬ 具有理论

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ꎬ 立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ꎮ 同时具有良好思想品

德、 职业道德和现代服务意识ꎻ 具有涉外人员的基本素质ꎬ 自觉遵守外事纪律ꎮ
熟练掌握葡萄牙语ꎬ 具有坚实的语言知识基础和较强的听、 说、 读、 写、 译全面发展的语言交流能力ꎻ

有一定的口译、 笔译能力ꎻ 具有良好的汉语修养并较好掌握一门第二外语ꎻ 具备较强的本专业业务工作能力和

一定的相邻专业业务工作能力ꎮ 具有独立获取新知识、 新技能的学习能力ꎻ 具备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工作能力ꎬ 初步的科研能力ꎻ 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应变能力、 人际交往能力、 开拓创新能力ꎮ
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符合职业要求的仪表ꎻ 具有健康的体魄ꎬ 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合格标

准ꎮ 培养学生的审美观ꎬ 发展他们鉴赏美、 创造美的能力ꎬ 培养他们的高尚情操和文明素质的教育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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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葡萄牙语语言文学

相邻学科: 翻译研究、 跨文化研究、 国别与区域研究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即葡萄牙语语言的基础知识课程ꎬ 主要包括: 初级葡语、 中级葡语、 高级葡语等ꎮ
特色课程: 即辅助提升学生语言技能ꎬ 完善学生专业知识结构的课程ꎬ 主要包括: 葡语口语、 听力、

阅读、 写作、 翻译相关课程ꎬ 以及跨文化交际、 语言学导论、 葡语文学导读、 葡语国家历史与文化、 中国

文化常识 (葡萄牙语)、 葡语国家概况、 经济学导论 (葡萄牙语)、 葡语国家的发展政策与国际合作等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教师可利用网络平台实行线上出题ꎬ 线上实时考试ꎬ
并可结合学生线上听课情况、 出勤情况、 作业完成情况等ꎬ 综合评定学生学习效果ꎬ 在线考试、 考核等

应执行学校及欧洲学院制定的相关规定和要求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第二

外语

跨专业

复合课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63 16 4 22 15 166

十、 专业实习
本专业通过专业实习培养、 锻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 基本技能和专业知识独立分析和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ꎬ 将专业知识与实践接轨ꎬ 逐步进行认识和体会ꎬ 从而能够更好地将所学运用到工作

中去ꎬ 为今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一定的基础ꎮ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ꎬ 应利用所学专业知识和技能ꎬ 在国家部委、 葡语国家驻华使馆、 企事业单位等

进行至少 8 周的专业实习ꎬ 并接受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ꎬ 通过实习单位出具证明的方式进行考核ꎬ
专业实习为 2 学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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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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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③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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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ꎮ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ꎮ
面向文化与传播学院开设ꎮ



十三、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576021111
初级葡萄牙语Ⅰ

Fundamental Portuguese Ⅰ
☆ ★ 6 102 102 6

576022111

葡萄牙语翻译综合训练Ⅰ□
Portuguese Translation

Exercises Ⅰ
☆ ★ 2 34 34 2

576023121
初级葡萄牙语Ⅱ

Fundamental Portuguese Ⅱ
☆ ★ 6 102 102 6

576024121

葡萄牙语翻译综合训练Ⅱ□
Portuguese Translation

Exercises Ⅱ
☆ ★ 2 34 34 2

576025131
中级葡萄牙语Ⅰ

Intermediate Portuguese Ⅰ
☆ ★ 6 102 102 6

576026131

葡萄牙语翻译综合训练Ⅲ□
Portuguese Translation

Exercises Ⅲ
☆ ★ 2 34 34 2

576027141
中级葡萄牙语Ⅱ

Intermediate Portuguese Ⅱ
☆ ★ 6 102 102 6

576028141

葡萄牙语翻译综合训练Ⅳ□
Portuguese Translation

Exercises Ⅳ
☆ ★ 2 34 34 2

576029151
高级葡萄牙语Ⅰ

Advanced Portuguese Ⅰ
☆ ★ 6 102 102 6

576030161
高级葡萄牙语Ⅱ

Advanced Portuguese Ⅱ
☆ ★ 6 102 102 6

576007111

葡萄牙语初级口语Ⅰ□
Fundamental Oral

Portuguese Ⅰ
☆ ★ 2 34 34 2

576038121

葡萄牙语初级口语Ⅱ□
Fundamental Oral

Portuguese Ⅱ
☆ ★ 2 34 34 2

576009131

葡萄牙语中级口语Ⅰ□
Intermediate Oral

Portuguese Ⅰ
☆ ★ 2 34 34 2

576010141

葡萄牙语中级口语Ⅱ□
Intermediate Oral

Portuguese Ⅱ
☆ ★ 2 34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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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570002151

翻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 ★ 2 34 34 2

576032161
笔译实践□●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 ★ 2 34 34 2

576033171
口译实践□

Practice of Interpretation
☆ ★ 2 34 34 2

570001131
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 ★ 2 34 34 2

570003161
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 ★ 2 34 34 2

570001171
论文指导与写作□

Academic Paper Writing
1 10 7 17 2

总计 20 门课程 63 724 347 1071 10 10 12 10 8 10 4

十四、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
经
贸
合
作
方
向
︶

576031221

葡萄牙语初级听力与译述□
Fundamental Aural

Comprehension and

Translation of Portuguese

☆ ★ 2 34 34 2

576032231

葡萄牙语中级听力与译述Ⅰ□
Intermediate Aural

Comprehension and

Translation of Portuguese Ⅰ

☆ ★ 2 34 34 2

576033241

葡萄牙语中级听力与译述Ⅱ□
Intermediate Aural

Comprehension and

Translation of Portuguese Ⅱ

☆ ★ 2 34 34 2

576009251

葡萄牙语视听说与译述Ⅰ□
Portuguese through Video,

Speaking and Translation Ⅰ
☆ ★ 2 34 34 2

576010261

葡萄牙语视听说与译述Ⅱ□
Portuguese through Video,

Speaking and Translation Ⅱ
☆ ★ 2 34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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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
经
贸
合
作
方
向
︶

576034221

葡萄牙语初级阅读与选译□
Fundamental Portuguese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 ★ 2 17 17 34 2

576035231

葡萄牙语中级阅读与选译Ⅰ□
Intermediate Portuguese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Ⅰ
☆ ★ 2 17 17 34 2

576036241

葡萄牙语中级阅读与选译Ⅱ□
Intermediate Portuguese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Ⅱ
☆ ★ 2 17 17 34 2

576037251

葡萄牙语报刊选读与翻译Ⅰ□
Portuguese Newspaper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Ⅰ
☆ ★ 2 17 17 34 2

576038261

葡萄牙语报刊选读与翻译Ⅱ□
Portuguese Newspaper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Ⅱ
☆ ★ 2 17 17 34 2

576039271

经贸葡萄牙语阅读与选译□
Portuguese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in Economics and Trade

☆ ★ 2 17 17 34 2

576040251

葡萄牙语写作Ⅰ□
Portuguese

Composition Ⅰ
☆ ★ 2 17 17 34 2

576041261

葡萄牙语写作Ⅱ□
Portuguese

Composition Ⅱ
☆ ★ 2 17 17 34 2

576042211

葡语国家历史与文化※
(线上课程)

History and Culture of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 ★ 2 34 34 2

576043251

葡语国家概况

Profile of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 ★ 2 34 34 2

576044261

中国文化常识

(葡萄牙语) ※●
(线上课程)

Common Knowledge about

Chinese Culture (Portuguese)

☆ ★ 2 34 34 2

576045271

葡萄牙语文学导读

Introduction to Portuguese

Literature

☆ ★ 2 34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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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
经
贸
合
作
方
向
︶

576046271

经济学导论 (葡萄牙语) ※
(线上课程)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

(Portuguese)

☆ ★ 2 34 34 2

576047271

葡语国家的发展政策与

国际合作□※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Development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 ★ 2 28 6 34 2

570002211

欧洲文化导论□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Culture

2 20 14 34 2

总计 20 门课程 40 354 326 680 4 4 4 4 8 8 8

十五、 ２６ 学分辅双课程模块设置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576022111
葡萄牙语翻译综合训练Ⅰ□

Portuguese Translation Exercises Ⅰ
2 34 2

576024121
葡萄牙语翻译综合训练Ⅱ□

Portuguese Translation Exercises Ⅱ
2 34 2

576026131
葡萄牙语翻译综合训练Ⅲ□

Portuguese Translation Exercises Ⅲ
2 34 2

576028141
葡萄牙语翻译综合训练Ⅳ□

Portuguese Translation Exercises Ⅳ
2 34 2

570002151
翻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2 34 2

576032161
笔译实践□●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2 34 2

576033171
口译实践□

Practice of Interpretation
2 34 2

570001131
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4 2

570003161
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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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576031221

葡萄牙语初级听力与译述□
Fundamental Aural Comprehension and

Translation of Portuguese

2 34 2

576032231

葡萄牙语中级听力与译述Ⅰ□
Intermediate Aural Comprehension and

Translation of Portuguese Ⅰ
2 34 2

576033241

葡萄牙语中级听力与译述Ⅱ□
Intermediate Aural Comprehension and

Translation of Portuguese Ⅱ
2 34 2

576009251

葡萄牙语视听说与译述Ⅰ□
Portuguese through Video, Speaking

and Translation Ⅰ
2 34 2

576010261

葡萄牙语视听说与译述Ⅱ□
Portuguese through Video, Speaking

and Translation Ⅱ
2 34 2

576034221

葡萄牙语初级阅读与选译□
Fundamental Portuguese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2 17 17 2

576035231

葡萄牙语中级阅读与选译Ⅰ□
Intermediate Portuguese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Ⅰ
2 17 17 2

576036241

葡萄牙语中级阅读与选译Ⅱ□
Intermediate Portuguese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Ⅱ
2 17 17 2

576037251

葡萄牙语报刊选读与翻译Ⅰ□
Portuguese Newspaper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Ⅰ
2 17 17 2

576038261

葡萄牙语报刊选读与翻译Ⅱ□
Portuguese Newspaper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Ⅱ
2 17 17 2

576039271

经贸葡萄牙语阅读与选译□
Portuguese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in Economics and Trade

2 17 17 2

总计 20 门课程 40 204 476 2 6 8 6 6 8 4

　 　 注: 可从上述课程中选择并完成 26 学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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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洲 学 院

波兰语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波兰语是波兰共和国的官方语言ꎬ 属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西支ꎮ 波兰共和国是中东欧人口规模最大

的国家ꎮ
我校波兰语专业于 1965 年招收首批本科生ꎬ 是我国最早开设波兰语主修专业的高校之一ꎮ 2015 年ꎬ

波兰语又成为我校中欧语学院首批复建专业之一ꎮ 复设波兰语专业有利于培养高水平的、 适合中波双边

关系发展和 “一带一路” 建设需要的人才队伍ꎬ 具有重要意义ꎬ 有助于满足国家、 社会日益增长的对波

兰语人才的需求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 扎实的波兰语基本功和专业知识与能力ꎬ 掌握波兰国别与区

域相关专业知识ꎬ 适应我国对外交流、 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各类涉外行业、 外语教育与学术研究

需要的波兰语语种专业人才和复合型外语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素质要求: 热爱祖国ꎬ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ꎬ 了解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

理ꎬ 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ꎬ 立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ꎮ 外语类专

业学生应具有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ꎬ 良好的道德品质ꎬ 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ꎬ 社会责任感ꎬ
人文与科学素养ꎬ 合作精神ꎬ 创新精神以及学科基本素养ꎮ

知识要求: 波兰语专业学生应掌握波兰语言知识、 文学知识、 国别与区域知识ꎬ 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

识ꎬ 了解相关专业知识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ꎬ 形成跨学科知识结构ꎬ 体现专业特色ꎮ
能力要求: 外语类专业学生应具备外语运用能力、 文学赏析能力、 跨文化能力、 思辨能力ꎬ 以及一

定的研究能力、 创新能力、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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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

相邻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政治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言语技能系列课程: 围绕听说读写译等言语基本技能为核心ꎬ 开设一系列相关课程ꎬ 包括基础波兰

语Ⅰ、 波兰语语音矫正、 基础波兰语Ⅱ、 基础波兰语Ⅲ、 基础波兰语Ⅳ、 高级波兰语Ⅰ、 高级波兰语

Ⅱ、 波兰语视听说Ⅰ、 波兰语视听说Ⅱ、 波兰语视听说Ⅲ、 波兰语视听说Ⅳ、 波兰语写作、 波兰语口语

等ꎬ 着重扎实系统的言语实践能力的培养ꎮ
特色课程:
语言学术专业系列课程: 波兰语语法、 波兰语历史、 波兰语词汇与语源、 波兰语构词法等课程由语言

学术专家讲授ꎬ 启发及强化学生对波兰语言的兴趣及认识ꎬ 为有志继续语言专业深造的学生打好基础ꎮ
全面人才培养系列课程: 波兰概况、 波兰国别研究概况、 波兰历史、 波兰民俗、 波兰语言与社会、

波兰报刊选读等课程的开设ꎬ 旨在拓展学生知识面ꎬ 培养多领域复合型人才ꎮ
跨文化交流系列课程: 波兰文化、 波兰民俗、 印欧语言及民族概况、 波兰语言与社会、 跨文化交流

等课程的开设ꎬ 旨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ꎮ
横向贯通多专业平台系列课程: 欧洲文化导论、 跨文化交流等课程ꎬ 欧洲学院内不同专业学生均可

选修ꎬ 跨专业拓宽学生知识面ꎬ 丰富学生视野ꎬ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ꎮ

八、 考核
本专业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

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本专业的学生在网络平台所修慕课ꎬ 完成所有学习环节、 最终成绩合格后ꎬ 可认定为本专业的通识

或者专业选修学分ꎮ 课程的学分以我校教务处认定的学分为准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各门课程的考核方式根据课程要求及特点而定ꎬ 测评

形式可以为: 在线考试、 论文、 实践报告、 研究报告等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第二

外语

跨专业

复合课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63 16 4 22 15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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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专业实习

学生可利用课余和寒暑假集中进行专业实习ꎬ 累计不少于 68 小时ꎬ 实习结束后应填写 «北京第二

外国语学院学生专业实习鉴定表» ꎬ 加盖实习单位公章ꎬ 并提交不少于 2000 字的实习总结ꎮ 学生还需参

加学院或专业组织的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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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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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①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577001111
基础波兰语Ⅰ
BasicPolishⅠ

☆ ★ 7 112 7 119 7

577002121
基础波兰语Ⅱ
BasicPolishⅡ

☆ ★ 7 112 7 119 7

577003131
基础波兰语Ⅲ
BasicPolishⅢ

☆ ★ 7 112 7 119 7

577004141
基础波兰语Ⅳ
BasicPolishⅣ

★ 7 112 7 119 7

577005151
高级波兰语Ⅰ

AdvancedPolishⅠ
7 112 7 119 7

577006161
高级波兰语Ⅱ

AdvancedPolishⅡ
7 112 7 119 7

577007131
波兰语视听说Ⅰ

Audio￣Visual PolishⅠ
3 27 24 51 3

577008141
波兰语视听说Ⅱ

Audio￣Visual PolishⅡ
3 27 24 51 3

577009151
波兰语视听说Ⅲ

Audio￣Visual PolishⅢ
3 27 24 51 3

577010161
波兰语视听说Ⅳ

Audio￣Visual PolishⅣ
3 27 24 51 3

577011151
波兰语写作

Polish Writing
3 27 24 5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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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577012161
波兰语口语

Spoken Polish
3 27 24 51 3

577013111
波兰语语音矫正

Practical Polish Phonetics
☆ ★ 2 32 2 34 2

570001171
论文指导与写作

Academic Paper Writing
1 10 7 17 1

总计 14 门课程 63 876 195 1071 9 7 10 10 13 13 1

十四、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
人
文
交
流
方
向
︶

577001211

波兰语语法与翻译Ⅰ
Polish Grammar and

TranslationⅠ
2 32 2 34 2

577002221

波兰语语法与翻译Ⅱ
Polish Grammar and

TranslationⅡ
2 32 2 34 2

577003231

波兰语语法与翻译Ⅲ
Polish Grammar and

TranslationⅢ
2 32 2 34 2

577004241

波兰语语法与翻译Ⅳ
Polish Grammar and

TranslationⅣ
2 32 2 34 2

577005221
波兰概况

Introduction to Poland
2 32 2 34 2

577006231
波兰国别研究概况Ⅰ

Introduction to Polish StudiesⅠ
2 32 2 34 2

577007231
波兰语历史

History ofPolish Language
2 32 2 34 2

577008231
波兰历史

Polish History
2 32 2 34 2

577009231
波兰文化Ⅰ

Polish CultureⅠ
2 32 2 34 2

577010241
波兰国别研究概况Ⅱ

Introduction to Polish StudiesⅡ
2 32 2 34 2

577011241
波兰语词汇与语源

Polish Lexis and Etymology
2 32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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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
人
文
交
流
方
向
︶

577012241
波兰文化Ⅱ

Polish CultureⅡ
2 32 2 34 2

577013241
波兰民俗

Polish Folklore
2 32 2 34 2

187118251

印欧语言及民族概况Ⅰ
Introduction to Indo￣European

Languages and PeoplesⅠ
2 32 2 34 2

577015251
波兰语构词法

Polish Word Formation System
2 32 2 34 2

577016251
波兰语言与社会

Polish Language and Society
2 32 2 34 2

577017251
波兰文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Polish Literature
2 32 2 34 2

187122261

印欧语言及民族概况Ⅱ
Introduction to Indo￣European

Languages and PeoplesⅡ
2 32 2 34 2

577019261
波兰经济

Economics of Poland
2 32 2 34 2

577020261
波兰专业研讨Ⅰ
Polish SeminarⅠ

2 32 2 34 2

577021271
波兰专业研讨Ⅱ
Polish SeminarⅡ

2 32 2 34 2

577022281
波兰专业研讨Ⅲ
Polish SeminarⅢ

2 32 2 34 2

577023251

波兰报刊选读与翻译ⅠZ

Selected Readings and

Translation of Polish

Newspapers & MagazinesⅠ

2 0 34 34 2

577024261

波兰报刊选读与翻译ⅡZ

Selected Readings and

Translation of Polish

Newspapers & MagazinesⅡ

2 0 34 34 2

577025271

波兰报刊选读与翻译ⅢZ

Selected Readings and

Translation of Polish

Newspapers & MagazinesⅢ

2 0 34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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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
人
文
交
流
方
向
︶

577026281

波兰报刊选读与翻译ⅣZ

Selected Readings and

Translation of Polish

Newspapers & MagazinesⅣ

2 0 34 34 2

577027271
波兰文学

Polish Literature
2 32 2 34 2

577028271
波兰语翻译

Polish Translation
2 32 2 34 2

577029271
波兰语口译

Polish Interpretation
4 64 4 68 4

570002211
欧洲文化导论●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Culture
2 32 2 34 2

570001131
跨文化交流●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2 2 34 2

570002151
翻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ology
2 32 2 34 2

570003161
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32 2 34 2

总计 33 门课程 68 892 264 1156 4 4 12 10 12 10 12 8

十四、 辅修翻译专业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
辅
修
翻
译
专
业
︶

577001211

波兰语语法与翻译Ⅰ
Polish Grammar and

TranslationⅠ
2 32 2 34 2

577002221

波兰语语法与翻译Ⅱ
Polish Grammar and

TranslationⅡ
2 32 2 34 2

577003231

波兰语语法与翻译Ⅲ
Polish Grammar and

TranslationⅢ
2 32 2 34 2

577004241

波兰语语法与翻译Ⅳ
Polish Grammar and

TranslationⅣ
2 32 2 34 2

—０２１—

２０２０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
辅
修
翻
译
专
业
︶

577023251

波兰报刊选读与翻译ⅠZ

Selected Readings and

Translation of Polish

Newspapers & MagazinesⅠ

2 0 34 34 2

577024261

波兰报刊选读与翻译ⅡZ

Selected Readings and

Translation of Polish

Newspapers & MagazinesⅡ

2 0 34 34 2

577025271

波兰报刊选读与翻译ⅢZ

Selected Readings and

Translation of Polish

Newspapers & MagazinesⅢ

2 0 34 34 2

577026281

波兰报刊选读与翻译ⅣZ

Selected Readings and

Translation of Polish

Newspapers & MagazinesⅣ

2 0 34 34 2

577028271
波兰语翻译

Polish Translation
2 32 2 34 2

577029271
波兰语口译

Polish Interpretation
4 64 4 68 4

570001131
跨文化交流●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2 2 34 2

570002151
翻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ology
2 32 2 34 2

总计 12 门课程 26 288 154 442 2 2 4 2 4 2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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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洲 学 院

捷克语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捷克语专业为我校最早开设的专业之一ꎬ 自 1965—1972 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毕业生ꎬ 在国防、
外交、 经贸、 新闻、 旅游、 科研、 教育等各领域均取得了优异成绩ꎮ

捷克语是捷克共和国的官方语言ꎬ 属于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西斯拉夫语支ꎮ 我校捷克语专业致力于

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ꎮ 捷克语专业学生毕业后能

在大型企业、 国家机关等部门从事外交、 外经贸、 文化交流、 新闻出版、 教育、 翻译等规划管理方面的

工作ꎬ 服务中外人文交流人才培养、 服务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建设ꎬ 尤其可以从事 “一带一路” 工程建设

和沿线旅游资源开发方面的工作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备扎实的捷克语听、 说、 读、 写、 译基本技能ꎬ 掌握对象国地区政治、 经济、 社

会、 文化、 文学、 历史等人文社科知识ꎬ 适应我国外交、 外经贸、 文化交流、 新闻出版、 教育、 科研等

工作需要的ꎬ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ꎬ 兼具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1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ꎬ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掌握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

理、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ꎬ 具有社会

责任感和奉献精神ꎮ
2 应具有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ꎬ 良好的道德品质ꎬ 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ꎬ 社会责任感ꎬ

人文与科学素养ꎬ 合作精神ꎬ 创新精神以及学科基本素养ꎮ
3 应掌握扎实的捷克语语言和文学知识ꎬ 了解捷克历史、 社会、 文化知识ꎬ 以及政治、 经济、 外交

状况ꎬ 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ꎬ 鼓励学生学习俄语、 英语或相近专业语言中的任一种语言为第二外语、
辅修第二学位ꎬ 了解相关专业知识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ꎬ 形成跨学科知识结构ꎬ 成为

我国对外交往和社会发展所需要复合型人才ꎮ
4 应熟练掌握听、 说、 读、 写、 译的基本技能ꎬ 具有外语运用能力、 文学赏析能力、 跨文化能力、

思辨能力ꎬ 以及一定的研究能力、 创新能力、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ꎬ 具有较强

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ꎬ 成为的高质量外语人才ꎮ
5 具有一定的体育和军事基础知识ꎬ 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和卫生习惯ꎬ 达到国家规定的体育和军事

训练合格标准ꎬ 具有健康的体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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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

相邻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 翻译学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言语技能系列课程: 围绕听说读写译等言语基本技能为核心ꎬ 开设一系列相关课程ꎬ 包括初级捷克

语、 中级捷克语、 高级捷克语、 捷克语视听说与译述、 捷克语阅读与选译、 捷克语写作、 捷克语口笔译

综合、 论文指导与写作等ꎬ 着重扎实系统的言语实践能力的培养ꎮ
特色课程:
横向贯通多专业平台系列课程: 欧洲文化导论、 中东欧政治与外交、 中东欧历史、 中东欧艺术赏

析、 跨文化交际等课程ꎬ 系内不同专业学生均可选修ꎬ 跨专业拓宽学生知识面ꎬ 丰富学生视野ꎬ 为学生

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ꎮ
实用技能系列课程:
捷克国情、 捷克语报刊选读与翻译、 商务捷克语翻译系列课程的开设ꎬ 培养学生实操技能ꎮ
全面人才培养系列课程:
捷克政党政治、 捷克历史、 19 世纪的捷克文学及作品赏析与翻译、 20 世纪的捷克文学及作品赏

析与翻译、 现当代捷克文学及作品赏析与翻译、 捷克的汉学研究、 捷克音乐史、 捷克影视作品赏析与

翻译、 习近平 «治国理政» 双语阅读等系列课程的开设ꎬ 旨在拓展学生知识面ꎬ 培养多领域复合型

人才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各门课程的考核方式根据课程要求及特点而定ꎬ 测评形

式可以为: 在线考试、 论文、 实践报告、 研究报告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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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第二

外语

跨专业

复合课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63 16 4 22 15 166

十、 专业实习
学生应在政府机构 (如市政府外事办、 北京市对外友好协会等)、 驻华外国机构、 出版、 媒体、 社

会公益团体、 外企等行业进行专业领域相关实习ꎬ 累计不少于 8 周 (或者 136 小时)ꎬ 实习结束后应填

写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专业实习鉴定表»ꎬ 加盖实习单位公章ꎬ 并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总

结ꎮ 参加学院或专业组织的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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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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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③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578010111
初级捷克语Ⅰ
Basic Czech Ⅰ

☆ ★ 6 34 68 102 6

578011121
初级捷克语Ⅱ
Basic Czech Ⅱ

☆ ★ 6 34 68 102 6

578012131
中级捷克语Ⅰ

Intermediate CzechⅠ
☆ ★ 6 34 68 102 6

578013141
中级捷克语Ⅱ

Intermediate CzechⅡ
★ 6 34 68 102 6

578014151
高级捷克语Ⅰ

Advanced CzechⅠ
★ 4 17 51 68 4

578015161
高级捷克语Ⅱ

Advanced Czech Ⅱ
4 17 51 68 4

578016111

捷克语阅读与选译Ⅰ
Czech Reading and

TranslationⅠ
☆ ★ 2 17 17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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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578017121

捷克语阅读与选译Ⅱ
Czech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Ⅱ
☆ ★ 2 17 17 34 2

578018131

捷克语阅读与选译Ⅲ
Czech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Ⅲ
☆ ★ 2 17 17 34 2

578019141

捷克语阅读与选译Ⅳ
Czech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Ⅳ
☆ ★ 2 17 17 34 2

578020131

捷克语视听说与译述Ⅰ
Audio￣Visual Czech and

Interpreting Ⅰ
☆ ★ 2 17 17 34 2

578021141

捷克语视听说与译述Ⅱ
Audio￣Visual Czech and

Interpreting Ⅱ
★ 2 17 17 34 2

578022151

捷克语视听说与译述Ⅲ
Audio￣Visual Czech and

Interpreting Ⅲ
★ 2 0 34 34 2

578023161

捷克语视听说与译述Ⅳ
Audio￣Visual Czech and

Interpreting Ⅳ
2 0 34 34 2

578024151
捷克语写作Ⅰ

Czech Writing Ⅰ
2 32 2 34 2

578025151

捷克语口笔译综合Ⅰ
Czech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Ⅰ
3 34 17 51 3

578026161

捷克语口笔译综合Ⅱ
Czech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Ⅱ
3 17 34 51 3

570001131
跨文化交际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17 17 34 2

570002151
翻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2 34 0 34 2

570003161
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34 0 34 2

570001171
论文指导与写作

Academic Paper Writing
1 10 7 17 1

总计 21 门课程 63 450 621 1071 8 8 12 10 13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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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70002211
欧洲文化导论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culture
2 20 14 34 2

570001221

中东欧政治与外交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2 32 2 34 2

570003231

中东欧历史

History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2 32 2 34 2

570004241

中东欧艺术赏析

Art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2 32 2 34 2

183105211
捷克国情Ⅰ※

Czech National Conditions Ⅰ
2 32 2 34 2

183106221
捷克国情Ⅱ※

Czech National Conditions Ⅱ
2 32 2 34 2

578016211
捷克语语音Ⅰ

Czech FoneticsⅠ
2 0 34 34 2

578017221
捷克语语音Ⅱ

Czech FoneticsⅡ
2 0 34 34 2

578018211
初级捷克语口语Ⅰ

Basic Czech SpeakingⅠ
2 0 34 34 2

578019221
初级捷克语口语Ⅱ

Basic Czech SpeakingⅡ
2 0 34 34 2

578020231
中级捷克语口语Ⅰ

Intermediate Czech SpeakingⅠ
2 0 34 34 2

578021241
中级捷克语口语Ⅱ

Intermediate Czech SpeakingⅡ
2 0 34 34 2

578022251

高级捷克语口语Ⅰ
Advanced

Czech SpeakingⅠ
2 0 34 34 2

578023261

高级捷克语口语Ⅱ
Advanced

Czech SpeakingⅡ
2 0 34 34 2

578024211
捷克语语法Ⅰ

Czech GrammarⅠ
2 17 17 34 2

578025221
捷克语语法Ⅱ

Czech GrammarⅡ
2 17 17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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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78026231
捷克语语法Ⅲ

Czech Grammar Ⅲ
2 17 17 34 2

578027241
捷克语语法Ⅳ

Czech Grammar Ⅳ
2 17 17 34 2

捷克语写作Ⅱ
Czech Writing Ⅱ

2 32 2 34 2

183113231

捷克地理与文化Ⅰ
Czech Geography and

Culture Ⅰ
2 32 2 34 2

183114241

捷克地理与文化Ⅱ
Czech Geography and

Culture Ⅱ
2 32 2 34 2

183121251
捷克历史Ⅰ

Czech History Ⅰ
2 32 2 34 2

183122261
捷克历史Ⅱ

Czech History Ⅱ
2 32 2 34 2

183126251
捷克音乐史

Czech Music History
2 32 2 34 2

578015261
捷克的汉学研究

Sinology in Czech
2 32 2 34 2

578006251

19 世纪的捷克

文学及作品赏析与翻译

Czech Literature in 19th Century

2 32 2 34 2

578007261

20 世纪的捷克

文学及作品赏析与翻译

Czech Literature in 20th Century

2 32 2 34 2

578008271

现当代捷克文学及

作品赏析与翻译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zech Literature

2 32 2 34 2

578028231

捷克语报刊选读与翻译Ⅰ
Selected Readings and

Translation of Czech

Newspapers & Magazines Ⅰ

2 32 2 34 2

578029241

捷克语报刊选读与翻译Ⅱ
Selected Readings and

Translation of Czech

Newspapers & Magazines Ⅱ

2 32 2 34 2

—９２１—

欧 洲 学 院



(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78030251

捷克语报刊选读与翻译Ⅲ
Selected Readings and

Translation of Czech

Newspapers & Magazines Ⅲ

2 32 2 34 2

578031261

捷克语报刊选读与翻译Ⅳ
Selected Readings and

Translation of Czech

Newspapers & Magazines Ⅳ

2 32 2 34 2

578032251

捷克影视作品赏析和翻译

Appreci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Czech Film and TV Works

2 32 2 34 2

578033251
商务捷克语翻译

Business Czech Translation
2 32 2 34 2

578034271

捷克语口笔译综合Ⅲ
Czech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Ⅲ
2 17 17 34 2

578035281

捷克语口笔译综合Ⅳ
Czech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Ⅳ
2 17 17 34 2

578025261

习近平 «治国理政» 双语阅读

Bilingual Reading of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2 32 2 34 2

183117261

捷克政党政治

History of Czech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s

2 32 2 34 2

总计 38 门课程 76 858 434 1292 10 10 10 12 12 16 4 2

十五、 ２６ 学分辅双课程模块设置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578016111
捷克语阅读与选译Ⅰ

Czech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Ⅰ
2 17 17 2

578017121
捷克语阅读与选译Ⅱ

Czech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Ⅱ
2 17 17 2

578018131
捷克语阅读与选译Ⅲ

Czech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Ⅲ
2 17 1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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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578019141
捷克语阅读与选译Ⅳ

Czech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Ⅳ
2 17 17 2

578020131
捷克语视听说与译述Ⅰ

Audio￣Visual Czech and Interpreting Ⅰ
2 17 17 2

578021141
捷克语视听说与译述Ⅱ

Audio￣Visual Czech and Interpreting Ⅱ
2 17 17 2

578022151
捷克语视听说与译述Ⅲ

Audio￣Visual Czech and Interpreting Ⅲ
2 0 34 2

578023161
捷克语视听说与译述Ⅳ

Audio￣Visual Czech and Interpreting Ⅳ
2 0 34 2

578028151
捷克语口笔译综合Ⅰ

Czech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Ⅰ
3 34 17 3

578029161
捷克语口笔译综合Ⅱ

Czech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Ⅱ
3 17 34 3

570001131
跨文化交际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17 17 2

570002151
翻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2 34 0 2

570003161
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34 0 2

578028231

捷克语报刊选读与翻译Ⅰ
Selected Readings and Translation of

Czech Newspapers & Magazines Ⅰ
2 32 2 2

578029241

捷克语报刊选读与翻译Ⅱ
Selected Readings and Translation of Czech

Newspapers & Magazines Ⅱ
2 32 2 2

总计 15 门课程 32 302 242 2 4 6 8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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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洲 学 院

匈牙利语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匈牙利语专业历史可以追溯至 1964 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建校之初ꎬ 后因故停止招生ꎬ 于 2015 年

复建ꎬ 并于 2016 年招收首个本科班ꎮ 是继北京外国语大学之后ꎬ 全国第二所开设匈牙利语专业的高校ꎮ
本专业坚持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ꎬ 遵循外语教育教学发展规律ꎬ 巩固北二外办学优势ꎬ 强化育人特色ꎮ
以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ꎬ 积极探索有利于匈牙利语专门人才成长的培养路径ꎬ 以建设国家和北

京市一流专业为目标ꎬ 以培养服务于国家战略、 中外人文交流和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 “多语种复

语ꎬ 跨专业复合” 的具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的国际化、 复合型、 高层次、 应用型外语人才为宗旨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匈牙利语语言基础ꎬ 熟练掌握匈牙利语听、 说、 读、 写、 译基本技能ꎬ 具备较

强的综合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ꎻ 具备较为广泛的人文社科知识ꎬ 掌握对象国地区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文学、 历史等知识ꎻ 具备分析、 表达、 思辨和人格塑造能力ꎬ 具备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ꎬ 适应我国

外交、 外经贸、 文化交流、 新闻出版、 教育、 科研等工作需要ꎬ 具有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并掌握匈牙利语专业知识与能力ꎬ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ꎬ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掌握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

理ꎬ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ꎮ
2 应具有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ꎬ 良好的道德品质ꎬ 健康的体魄和健全的人格ꎬ 中国情怀

与国际视野ꎬ 人文与科学素养ꎬ 合作精神ꎬ 创新精神以及学科基本素养ꎮ
3 应掌握扎实的匈牙利语语言和文学知识ꎬ 通晓匈牙利社会、 历史、 文化知识ꎬ 全面了解匈牙利政

治、 经济、 外交政策与现状ꎬ 对欧洲的社会文化现状有较为全面的了解ꎬ 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ꎮ 鼓励

学生学习德语、 英语或相近专业语言中的任一种语言为第二外语、 辅修第二学位ꎬ 了解相关专业知识以

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ꎬ 形成跨学科知识结构ꎬ 为学生搭建各种成长发展的可能性ꎬ 培养

我国对外交往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复合型人才ꎮ
4 应熟练掌握匈牙利语听、 说、 读、 写、 译的基本技能ꎬ 具有外语运用能力、 文学赏析能力、 跨文

化交际能力、 思辨能力ꎬ 创新能力、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ꎬ 具有较强的实际工

作能力和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ꎮ
5 具有一定的体育和军事基础知识ꎬ 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和卫生习惯ꎬ 达到国家规定的体育和军事

训练合格标准ꎬ 具有健康的体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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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

相邻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 翻译学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包括初级匈牙利语、 中级匈牙利语、 高级匈牙利语与笔译基础、 初级匈牙利语口语、 中

级匈牙利语口语、 高级匈牙利语口语与口译基础、 匈牙利语听力、 匈牙利语写作等课程ꎬ 旨在培养扎实

系统的言语实践运用能力ꎮ
特色课程: 横向贯通多专业平台系列课程ꎬ 包括欧洲文化导论、 中东欧政治与外交、 中东欧历史、

中东欧艺术赏析、 中东欧文学史等ꎬ 供院内不同专业学生选修ꎬ 跨专业拓宽学生知识面ꎬ 丰富学生视

野ꎬ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ꎮ
实用技能系列课程: 匈牙利语应用文、 匈牙利历史民俗、 中匈关系史、 匈牙利报刊选读、 匈牙利与

欧盟关系、 文学赏析等ꎬ 涵盖政治、 经济、 外交、 艺术、 媒体、 教育等社会生活主要领域ꎬ 学生通过学

习ꎬ 可全方位、 多视角地深入认识立体的匈牙利文化和社会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各门课程的考核方式根据课程要求及特点而定ꎬ 测评形

式可以为: 在线考试、 论文、 实践报告、 研究报告等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第二

外语

跨专业

复合课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63 16 4 22 15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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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专业实习

学生应在政府机构 (如市政府外事办、 北京市对外友好协会等)、 驻华外国机构、 出版、 媒体、 社

会公益团体、 外企等行业进行专业领域相关实习ꎬ 累计不少于 8 周 (或者 136 小时)ꎬ 实习结束后应填

写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专业实习鉴定表»ꎬ 加盖实习单位公章ꎬ 并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总

结ꎮ 参加学院或专业组织的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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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ꎬ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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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①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182101111
初级匈牙利语 I

Basic Hungarian Ⅰ
☆ ★ 8 136 8

182101121
初级匈牙利语Ⅱ

Basic Hungarian Ⅱ
☆ ★ 8 136 8

182101131
中级匈牙利语 I

Intermediate Hungarian Ⅰ
☆ ★ 8 136 8

182101141
中级匈牙利语Ⅱ

Intermediate Hungarian Ⅱ
☆ ★ 6 136 6

570102151
中级匈牙利语Ⅲ

Intermediate Hungarian Ⅲ
★ 2 68 2

570102161
中级匈牙利语Ⅳ

Intermediate Hungarian Ⅳ
★ 2 68 2

570103171

高级匈牙利语与笔译基础Ⅰ
Advanced Hungarian and

Basic Translations Ⅰ
2 34 2

570103181

高级匈牙利语与笔译基础Ⅱ
Advanced Hungarian and

Basic Translations Ⅱ
2 34 2

570110111
匈牙利语入门

Introduction to Hungarian Language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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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570104111
初级匈牙利语口语Ⅰ

Basic Spoken Hungarian Ⅰ
☆ ★ 2 34 2

570104121
初级匈牙利语口语Ⅱ

Basic Spoken Hungarian Ⅱ
☆ ★ 2 34 2

570105131
中级匈牙利语口语 I

Intermediate Spoken Hungarian Ⅰ
★ 2 34 2

570105141
中级匈牙利语口语Ⅱ

Intermediate Spoken Hungarian Ⅱ
★ 2 34 2

570106151

高级匈牙利语口语与口译基础 I

Advanced Spoken Hungarian

and Basic Interpretation Ⅰ
2 34 2

570106161

高级匈牙利语口语与口译基础Ⅱ
Advanced Spoken Hungarian

and Basic Interpretation Ⅱ
2 34 2

570107121
匈牙利语听力 Ⅰ

Listening Hungarian Ⅰ
☆ ★ 2 34 2

570107131
匈牙利语听力 Ⅱ

Listening Hungarian Ⅱ
★ 2 34 2

570001131
跨文化交际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4 2

570003161
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34 2

570002151
翻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2 34 2

570115171
论文指导与写作■

Academic Paper Writing
1 10 7 1

总计 21 门课程 63 1166 7 12 12 14 8 6 6 3 2

十四、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70002211 欧洲文化导论 2 30 4 2

570102221
匈牙利语基础阅读

Basic Hungarian readings
☆ ★ 2 30 4 2

180001221
匈牙利国情

Hungarian National Condition
☆ ★ 2 30 4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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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70104231
匈牙利语中级阅读

Intermediate Hungarian readings
★ 2 30 4 2

570105231
匈牙利历史 Ⅰ

History of Hungary Ⅰ
★ 2 30 4 2

570106241
匈汉笔译

Hungarian￣Chinese Translation
2 30 4 2

570107241
匈牙利文学导读

Introduction of Hungary Literature
2 30 4 ２

570108241
匈牙利历史Ⅱ

History of Hungarian Ⅱ
2 30 4 2

182110241
中匈关系史

History of China￣Hungary Relations
2 30 4 2

570115241
中级匈牙利语听力

Intermediate Hungarian Listening
2 30 4 2

570116241
高级匈牙利语听力

Advanced Hungarian Listening
2 30 4 2

570110251
匈牙利语应用文

Practical Writing in Hungarian
2 30 4 2

570111251
匈牙利历史Ⅲ

History of Hungarian Ⅲ
2 30 4 2

182119261

匈牙利文学经典选译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from Selected

Classic Hungarian Literature

2 30 4 2

570113271
匈汉商务口译

Hungarian Business Interpretation
2 30 4 2

570114271

中匈文学互译赏析

Literature Trans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Hungary

2 30 4 2

182117271

匈牙利语报刊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Hungarian

Public Media

2 30 4 2

总计 17 门课程 34 510 68 2 4 4 10 6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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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洲 学 院

拉脱维亚语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拉脱维亚语是拉脱维亚共和国的官方语言ꎬ 属印欧语系ꎮ
我校是我国最早开设拉脱维亚语主修专业的大学ꎬ 2016 年招收首批本科生ꎮ 开设拉脱维亚语专业有

利于培养高水平的、 适合中拉双边关系发展和 “一带一路” 建设需要的人才队伍ꎬ 具有重要意义ꎮ 国内

拉脱维亚语以及拉脱维亚国别研究有关领域尚有诸多空白ꎬ 拉脱维亚语专业人才有着广阔的就业前景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 扎实的拉脱维亚语基本功和专业知识与能力ꎬ 掌握拉脱维亚

国别与区域相关专业知识ꎬ 适应我国对外交流、 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各类涉外行业、 外语教育与

学术研究需要的拉脱维亚语语种专业人才和复合型外语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素质要求: 热爱祖国ꎬ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ꎬ 了解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

理ꎬ 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ꎬ 立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ꎮ 外语类专

业学生应具有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ꎬ 良好的道德品质ꎬ 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ꎬ 社会责任感ꎬ
人文与科学素养ꎬ 合作精神ꎬ 创新精神以及学科基本素养ꎮ

知识要求: 拉脱维亚语专业学生应掌握拉脱维亚语言知识、 文学知识、 国别与区域知识ꎬ 熟悉中国

语言文化知识ꎬ 了解相关专业知识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ꎬ 形成跨学科知识结构ꎬ 体现

专业特色ꎮ
能力要求: 外语类专业学生应具备外语运用能力、 文学赏析能力、 跨文化能力、 思辨能力ꎬ 以及一

定的研究能力、 创新能力、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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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

相邻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政治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言语技能系列课程: 围绕听说读写译等言语基本技能为核心ꎬ 开设一系列相关课程ꎬ 包括基础拉脱

维亚语Ⅰ、 拉脱维亚语语音矫正、 基础拉脱维亚语Ⅱ、 基础拉脱维亚语Ⅲ、 基础拉脱维亚语Ⅳ、 高级拉

脱维亚语Ⅰ、 高级拉脱维亚语Ⅱ、 拉脱维亚语视听说Ⅰ、 拉脱维亚语视听说Ⅱ、 拉脱维亚语视听说Ⅲ、
拉脱维亚语视听说Ⅳ、 拉脱维亚语写作、 拉脱维亚语口语等ꎬ 着重扎实系统的言语实践能力的培养ꎮ

特色课程:
语言学术专业系列课程: 拉脱维亚语语法基础、 拉脱维亚语历史、 拉脱维亚语词汇与语源、 拉脱维

亚语构词法等课程由语言学术专家讲授ꎬ 启发及强化学生对拉脱维亚语言的兴趣及认识ꎬ 为有志继续语

言专业深造的学生打好基础ꎮ
全面人才培养系列课程: 拉脱维亚概况、 拉脱维亚国别研究概况、 拉脱维亚历史、 拉脱维亚民俗、 拉

脱维亚语言与社会、 拉脱维亚报刊选读等课程的开设ꎬ 旨在拓展学生知识面ꎬ 培养多领域复合型人才ꎮ
跨文化交流系列课程: 拉脱维亚文化、 拉脱维亚民俗、 印欧语言及民族概况、 拉脱维亚语言与社

会、 跨文化交流等课程的开设ꎬ 旨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ꎮ
横向贯通多专业平台系列课程: 欧洲文化导论、 跨文化交流等课程ꎬ 欧洲学院内不同专业学生均可

选修ꎬ 跨专业拓宽学生知识面ꎬ 丰富学生视野ꎬ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ꎮ

八、 考核
本专业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

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本专业的学生在网络平台所修慕课ꎬ 完成所有学习环节、 最终成绩合格后ꎬ 可认定为本专业的通识

或者专业选修学分ꎮ 课程的学分以我校教务处认定的学分为准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各门课程的考核方式根据课程要求及特点而定ꎬ 测评

形式可以为: 在线考试、 论文、 实践报告、 研究报告等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第二

外语

跨专业

复合课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63 16 4 22 15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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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专业实习

学生可利用课余和寒暑假集中进行专业实习ꎬ 累计不少于 68 小时ꎬ 实习结束后应填写 «北京第二

外国语学院学生专业实习鉴定表» ꎬ 加盖实习单位公章ꎬ 并提交不少于 2000 字的实习总结ꎮ 学生还需参

加学院或专业组织的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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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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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①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579001111
基础拉脱维亚语Ⅰ

Basic LatvianⅠ
☆ ★ 7 112 7 119 7

579002121
基础拉脱维亚语Ⅱ

Basic LatvianⅡ
☆ ★ 7 112 7 119 7

579003131
基础拉脱维亚语Ⅲ

Basic LatvianⅢ
☆ ★ 7 112 7 119 7

579004141
基础拉脱维亚语Ⅳ

Basic LatvianⅣ
★ 7 112 7 119 7

579005151
高级拉脱维亚语Ⅰ
Advanced LatvianⅠ

7 112 7 119 7

579006161
高级拉脱维亚语Ⅱ
Advanced LatvianⅡ

7 112 7 119 7

579007131
拉脱维亚语视听说Ⅰ
Audio￣Visual LatvianⅠ

3 27 24 51 3

579008141
拉脱维亚语视听说Ⅱ
Audio￣Visual LatvianⅡ

3 27 24 51 3

579009151
拉脱维亚语视听说Ⅲ
Audio￣Visual LatvianⅢ

3 27 24 51 3

579010161
拉脱维亚语视听说Ⅳ
Audio￣Visual LatvianⅣ

3 27 24 51 3

579011151
拉脱维亚语写作

Latvian Writing
3 27 24 5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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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579012161
拉脱维亚语口语

Spoken Latvian
3 27 24 51 3

579013111
拉脱维亚语语音矫正

Practical Latvian Phonetics
☆ ★ 2 32 2 34 2

570001171
论文指导与写作

Academic Paper Writing
1 10 7 17 1

总计 14 门课程 63 876 195 1071 9 7 10 10 13 13 1

十四、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
人
文
交
流
方
向
︶

579001211
拉脱维亚语语法Ⅰ
Latvian GrammarⅠ

2 32 2 34 2

579002221
拉脱维亚语语法Ⅱ
Latvian GrammarⅡ

2 32 2 34 2

579003231
拉脱维亚语语法Ⅲ
Latvian GrammarⅢ

2 32 2 34 2

579004241
拉脱维亚语语法Ⅳ
Latvian GrammarⅣ

2 32 2 34 2

579005221
拉脱维亚概况

Introduction to Latvia
2 32 2 34 2

579006231
拉脱维亚国别研究概况Ⅰ

Introduction to Latvian StudiesⅠ
2 32 2 34 2

579007231
拉脱维亚语历史

History of Latvian Language
2 32 2 34 2

579008231
拉脱维亚历史

Latvian History
2 32 2 34 2

579009231
拉脱维亚文化Ⅰ
Latvian CultureⅠ

2 32 2 34 2

579010241
拉脱维亚国别研究概况Ⅱ

Introduction to Latvian StudiesⅡ
2 32 2 34 2

579011241
拉脱维亚语词汇与语源

Latvian Lexis and Etymology
2 32 2 34 2

579012241
拉脱维亚文化Ⅱ
Latvian Culture Ⅱ

2 32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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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
人
文
交
流
方
向
︶

579013241
拉脱维亚民俗

Latvian Folklore
2 32 2 34 2

187118251

印欧语言及民族概况Ⅰ
Introduction to Indo￣European

Languages and PeoplesⅠ
2 32 2 34 2

579015251
拉脱维亚语构词法

Latvian Word Formation System
2 32 2 34 2

579016251
拉脱维亚语言与社会

Latvian Language and Society
2 32 2 34 2

579017251
拉脱维亚文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Latvian Literature
2 32 2 34 2

187122261

印欧语言及民族概况Ⅱ
Introduction to Indo￣European

Languages and PeoplesⅡ
2 32 2 34 2

579019261
拉脱维亚经济

Economy of Latvia
2 32 2 34 2

579020261
拉脱维亚专业研讨Ⅰ

Latvian SeminarⅠ
2 32 2 34 2

579021271
拉脱维亚专业研讨Ⅱ

Latvian SeminarⅡ
2 32 2 34 2

579022281
拉脱维亚专业研讨Ⅲ

Latvian SeminarⅢ
2 32 2 34 2

579023251

拉脱维亚报刊选读ⅠZ

Selected Readings of Latvian

Newspapers & MagazinesⅠ
2 0 34 34 2

579024261

拉脱维亚报刊选读Ⅱ Z

Selected Readings of Latvian

Newspapers & MagazinesⅡ
2 0 34 34 2

579025271

拉脱维亚报刊选读ⅢZ

Selected Readings of Latvian

Newspapers & MagazinesⅢ
2 0 34 34 2

579026281

拉脱维亚报刊选读ⅣZ

Selected Readings of Latvian

Newspapers & MagazinesⅣ
2 0 34 34 2

570002211
欧洲文化导论●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Culture
2 32 2 34 2

570005241
跨文化交流●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2 2 34 2

总计 28 门课程 56 768 184 952 4 4 12 10 10 8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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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洲 学 院

爱沙尼亚语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爱沙尼亚语是爱沙尼亚共和国的官方语言ꎬ 近似芬兰语ꎬ 属乌拉尔语系ꎬ 接近汉语等东方语言ꎮ 爱

沙尼亚共和国是中东欧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ꎮ
我校是我国最早开设爱沙尼亚语主修专业的大学ꎬ 2017 年招收首批本科生ꎮ 开设爱沙尼亚语专业有

利于培养高水平的、 适合中爱双边关系发展和 “一带一路” 建设需要的人才队伍ꎬ 具有重要意义ꎮ 本专

业安排大学三年级学生全班出国到爱沙尼亚的合作院校留学一整学年ꎬ 为学生强化外语水平、 拓展事业

空间ꎮ 国内爱沙尼亚语以及爱沙尼亚国别研究有关领域尚有诸多空白ꎬ 爱沙尼亚语专业人才有着广阔的

就业前景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 扎实的爱沙尼亚语基本功和专业知识与能力ꎬ 掌握爱沙尼亚

国别与区域相关专业知识ꎬ 适应我国对外交流、 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各类涉外行业、 外语教育与

学术研究需要的爱沙尼亚语语种专业人才和复合型外语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素质要求: 热爱祖国ꎬ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ꎬ 了解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

理ꎬ 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ꎬ 立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ꎮ 外语类专

业学生应具有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ꎬ 良好的道德品质ꎬ 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ꎬ 社会责任感ꎬ
人文与科学素养ꎬ 合作精神ꎬ 创新精神以及学科基本素养ꎮ

知识要求: 爱沙尼亚语专业学生应掌握爱沙尼亚语言知识、 文学知识、 国别与区域知识ꎬ 熟悉中国

语言文化知识ꎬ 了解相关专业知识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ꎬ 形成跨学科知识结构ꎬ 体现

专业特色ꎮ
能力要求: 外语类专业学生应具备外语运用能力、 文学赏析能力、 跨文化能力、 思辨能力ꎬ 以及一

定的研究能力、 创新能力、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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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

相邻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政治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言语技能系列课程: 围绕听说读写译等言语基本技能为核心ꎬ 开设一系列相关课程ꎬ 包括爱沙尼亚

语Ⅰ、 爱沙尼亚语音矫正、 爱沙尼亚语Ⅱ、 爱沙尼亚语Ⅲ、 爱沙尼亚语Ⅳ、 高级爱沙尼亚语Ⅰ、 高级爱

沙尼亚语Ⅱ、 爱沙尼亚语视听说Ⅰ、 爱沙尼亚语视听说Ⅱ、 爱沙尼亚语视听说Ⅲ、 爱沙尼亚语视听说

Ⅳ、 爱沙尼亚语写作、 爱沙尼亚语口语等ꎬ 着重扎实系统的言语实践能力的培养ꎮ

特色课程:

语言学术专业系列课程: 爱沙尼亚语语法、 爱沙尼亚语历史、 爱沙尼亚语词汇与语源、 爱沙尼亚语

构词法等课程由语言学术专家讲授ꎬ 启发及强化学生对爱沙尼亚语言的兴趣及认识ꎬ 为有志继续语言专

业深造的学生打好基础ꎮ

全面人才培养系列课程: 爱沙尼亚概况、 爱沙尼亚国别研究概况、 爱沙尼亚历史、 爱沙尼亚民俗、

爱沙尼亚语言与社会、 爱沙尼亚报刊选读等课程的开设ꎬ 旨在拓展学生知识面ꎬ 培养多领域复合型

人才ꎮ

跨文化交流系列课程: 爱沙尼亚文化、 爱沙尼亚民俗、 乌拉尔语言及民族概况、 爱沙尼亚语言与社

会、 跨文化交流等课程的开设ꎬ 旨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ꎮ

横向贯通多专业平台系列课程: 欧洲文化导论、 跨文化交流等课程ꎬ 欧洲学院内不同专业学生均可

选修ꎬ 跨专业拓宽学生知识面ꎬ 丰富学生视野ꎬ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ꎮ

八、 考核

本专业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

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本专业的学生在网络平台所修慕课ꎬ 完成所有学习环节、 最终成绩合格后ꎬ 可认定为本专业的通识

或者专业选修学分ꎮ 课程的学分以我校教务处认定的学分为准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各门课程的考核方式根据课程要求及特点而定ꎬ 测评

形式可以为: 在线考试、 论文、 实践报告、 研究报告等ꎮ

—７４１—

欧 洲 学 院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第二

外语

跨专业

复合课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63 16 4 22 15 166

十、 专业实习
学生可利用课余和寒暑假集中进行专业实习ꎬ 累计不少于 68 小时ꎬ 实习结束后应填写 «北京第二

外国语学院学生专业实习鉴定表» ꎬ 加盖实习单位公章ꎬ 并提交不少于 2000 字的实习总结ꎮ 学生还需参

加学院或专业组织的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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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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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③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570201111
爱沙尼亚语Ⅰ

Estonian LanguageⅠ
☆ ★ 6 96 6 102 6

570202121
爱沙尼亚语Ⅱ

Estonian LanguageⅡ
☆ ★ 6 96 6 102 6

570203131
爱沙尼亚语Ⅲ

Estonian LanguageⅢ
☆ ★ 7 112 7 119 7

570204141
爱沙尼亚语Ⅳ

Estonian LanguageⅣ
★ 7 112 7 119 7

570205151
高级爱沙尼亚语Ⅰ

Advanced EstonianⅠ
7 112 7 119 7

570206161
高级爱沙尼亚语Ⅱ

Advanced EstonianⅡ
7 112 7 119 7

570207131
爱沙尼亚语视听说Ⅰ

Audio￣Visual EstonianⅠ
3 27 24 51 3

570208141
爱沙尼亚语视听说Ⅱ

Audio￣Visual EstonianⅡ
3 27 24 5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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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570209151
爱沙尼亚语视听说Ⅲ

Audio￣Visual EstonianⅢ
3 27 24 51 3

570210161
爱沙尼亚语视听说Ⅳ

Audio￣Visual EstonianⅣ
3 27 24 51 3

570211151
爱沙尼亚语写作

Estonian Writing
4 36 32 64 4

570212161
爱沙尼亚语口语

Spoken Estonian
4 36 32 64 4

188113111
爱沙尼亚语音矫正

Practical Estonian Phonetics
☆ ★ 2 32 2 34 2

570001171
论文指导与写作

Academic Paper Writing
1 10 7 17 1

总计 14 门课程 63 862 209 1071 8 6 10 10 14 14 1

十四、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
人
文
交
流
方
向
︶

570201211
爱沙尼亚语语法Ⅰ
Estonian GrammarⅠ

2 32 2 34 2

570202221
爱沙尼亚语语法Ⅱ
Estonian GrammarⅡ

2 32 2 34 2

570203231
爱沙尼亚语语法Ⅲ
Estonian GrammarⅢ

2 32 2 34 2

570204241
爱沙尼亚语语法Ⅳ
Estonian GrammarⅣ

2 32 2 34 2

188106221
爱沙尼亚概况

Introduction to Estonia
2 32 2 34 2

570206231

爱沙尼亚国别研究概况Ⅰ
Introduction to Estonian

StudiesⅠ
2 32 2 34 2

188109231
爱沙尼亚语历史

History of Estonian Language
2 32 2 34 2

188110231
爱沙尼亚历史

Estonian History
2 32 2 34 2

188111231
爱沙尼亚文化Ⅰ
Estonian CultureⅠ

2 32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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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
人
文
交
流
方
向
︶

570210241

爱沙尼亚国别研究概况Ⅱ
Introduction to Estonian

StudiesⅡ
2 32 2 34 2

188113241
爱沙尼亚语词汇与语源

Estonian Lexis and Etymology
2 32 2 34 2

188114241
爱沙尼亚文化Ⅱ
Estonian CultureⅡ

2 32 2 34 2

188115241
爱沙尼亚民俗

Estonian Folklore
2 32 2 34 2

188118251

乌拉尔语言及民族概况Ⅰ
Introduction to Uralic Languages

and PeoplesⅠ
2 32 2 34 2

188119251

爱沙尼亚语构词法

Estonian Word

Formation System

2 32 2 34 2

188120241
爱沙尼亚语言与社会

Estonian Language and Society
2 32 2 34 2

188121251

爱沙尼亚文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Estonian

Literature

2 32 2 34 2

188122261

乌拉尔语言及民族概况Ⅱ
Introductionto Uralic Languages

and PeoplesⅡ
2 32 2 34 2

188123261
爱沙尼亚经济

Economy of Estonia
2 32 2 34 2

188130261
爱沙尼亚专业研讨Ⅰ

Estonian SeminarⅠ
2 32 2 34 2

188131271
爱沙尼亚专业研讨Ⅱ

Estonian SeminarⅡ
2 32 2 34 2

188132281
爱沙尼亚专业研讨Ⅲ

Estonian SeminarⅢ
2 32 2 34 2

570223251

爱沙尼亚报刊选读ⅠZ

Selected Readings of Estonian

Newspapers & MagazinesⅠ
2 0 34 34 2

570224261

爱沙尼亚报刊选读ⅡZ

Selected Readings of Estonian

Newspapers & MagazinesⅡ
2 0 34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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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
人
文
交
流
方
向
︶

570225271

爱沙尼亚报刊选读ⅢZ

Selected Readings of Estonian

Newspapers & MagazinesⅢ
2 0 34 34 2

570226281

爱沙尼亚报刊选读ⅣZ

Selected Readings of Estonian

Newspapers & MagazinesⅣ
2 0 34 34 2

570002211

欧洲文化导论●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Culture

2 32 2 34 2

570005241
跨文化交流●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2 2 34 2

总计 28 门课程 56 768 184 952 4 4 12 10 10 8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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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洲 学 院

塞尔维亚语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塞尔维亚语专业为我校最早开设的专业之一ꎬ 1965 至 1970 年曾为国家培养了优秀的专业人才ꎮ 2016

年复建后ꎬ 紧密围绕当前国家建设需要ꎬ 以应用为导向ꎬ 根据我校 “非通用语 + ” 的人才培养模式ꎬ 培

养复合型、 复语型塞语高端人才ꎮ 塞语专业毕业生可在国家机关、 大型企业、 商贸旅游、 新闻媒体、 研

究机构、 高等院校等从事外交、 外贸、 对外文化交流等工作ꎬ 发展前景良好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扎实的塞尔维亚语听、 说、 读、 写、 译基本技能ꎬ 掌握对象国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历史、 宗教等人文社科知识ꎬ 适应我国外交、 外贸、 文化交流、 新闻出版、 教育、 科研等工作需

要的德才兼备、 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并掌握塞尔维亚语ꎬ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ꎬ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掌握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

理ꎬ 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ꎮ
2 应具有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ꎬ 良好的道德品质ꎬ 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ꎬ 社会责任感ꎬ

人文与科学素养ꎬ 合作精神ꎬ 创新精神以及学科基本素养ꎮ
3 具有扎实的塞尔维亚语语言基础ꎬ 熟练掌握听、 说、 读、 写、 译的基本技能ꎬ 具有较强的

语言运用能力ꎬ 了解文献检索和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ꎬ 具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初步的科学研究

能力ꎮ
4 要求学生扎实掌握塞尔维亚语言和文学知识ꎬ 了解对象国及前南地区的政治、 经济发展情况及历

史、 社会、 文化、 宗教背景ꎻ 鼓励学生学习英语、 俄语、 克罗地亚语、 斯洛文尼亚语或相近专业语言中

的任一种语言为第二外语、 辅修第二学位ꎻ 毕业生应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ꎬ 成为我国对外交往和社会发

展所需要的高质量外语专门人才ꎮ
5 具有一定的体育和军事基础知识ꎬ 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和卫生习惯ꎬ 达到国家规定的体育和军事

训练合格标准ꎬ 具有健康的体魄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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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

相邻学科: 政治学、 新闻学、 传播学、 中国语言文学等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以听、 说、 读、 写、 译等言语技能为核心ꎬ 包括初级塞尔维亚语、 中级塞尔维亚语、 高

级塞尔维亚语、 初级塞尔维亚语视听说与译述、 中级塞尔维亚语视听说与译述、 高级塞尔维亚语视听说

与译述、 塞尔维亚语口译、 塞尔维亚语笔译、 塞尔维亚语写作等ꎬ 注重系统的言语实践能力培养ꎮ
特色课程: 即多语种复语课程ꎬ 包括初级克罗地亚语、 初级克罗地亚语视听说与译述、 中级克罗地

亚语、 中级克罗地亚语视听说与译述、 克罗地亚语报刊选读与翻译、 克罗地亚语翻译等ꎬ 掌握前南斯拉

夫地区的第二大语言ꎬ 更广泛地适应未来工作需要ꎮ
培养方向课程: 中东欧概况、 塞尔维亚国情、 外交外事塞语、 商务塞语、 旅游塞语、 塞尔维亚文化

史、 对塞汉语等ꎬ 跨学科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拓宽知识面ꎬ 完善知识结构ꎬ 培养多领域复合型人才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各门课程的考核方式根据课程要求及特点而定ꎬ 测评

形式可以为: 在线考试、 论文、 实践报告、 研究报告等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第二

外语

跨专业

复合课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63 16 4 22 15 166

十、 专业实习
学生应在政府机构 (如市政府外事办、 北京市对外友好协会等)、 驻华外国机构、 出版、 媒体、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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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益团体、 外企等行业进行专业领域相关实习ꎬ 累计不少于 8 周 (或者 136 小时)ꎬ 实习结束后应填

写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专业实习鉴定表»ꎬ 加盖实习单位公章ꎬ 并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总

结ꎮ 参加学院或专业组织的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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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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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①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570501111
初级塞尔维亚语Ⅰ

Elementary Serbian Ⅰ □ * ※
☆ ★ 7 98 21 7

570502121
初级塞尔维亚语Ⅱ

Elementary Serbian Ⅱ□ * ※
☆ ★ 7 98 21 7

570503131
中级塞尔维亚语Ⅰ

Intermediate SerbianⅠ □ * ※
☆ ★ 7 98 21 7

570504141
中级塞尔维亚语Ⅱ

Intermediate Serbian Ⅱ □ * ※
☆ ★ 7 98 21 7

570505151
高级塞尔维亚语Ⅰ

Advanced SerbianⅠ□
☆ ★ 4 56 12 4

570506161
高级塞尔维亚语Ⅱ

Advanced Serbian Ⅱ□
☆ ★ 4 56 12 4

570507111
初级塞尔维亚语视听说与译述Ⅰ

Elementary Audio￣visual SerbianⅠ□*
☆ ★ 4 34 34 4

570508121
初级塞尔维亚语视听说与译述Ⅱ □
Elementary Audio￣visual Serbian Ⅱ*

☆ ★ 4 34 34 4

570509131
中级塞尔维亚语视听说与译述Ⅰ □
Intermediate Audio￣visual SerbianⅠ*

☆ ★ 4 34 34 4

570510141
中级塞尔维亚语视听说与译述Ⅱ □
Intermediate Audio￣visual Serbian Ⅱ*

☆ ★ 4 34 34 4

570511151
高级塞尔维亚语视听说与译述Ⅰ □

Advanced Audio￣visual SerbianⅠ
☆ ★ 2 17 17 2

570512161
高级塞尔维亚语视听说与译述Ⅱ □

Advanced Audio￣visual Serbian Ⅱ
☆ ★ 2 17 1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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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570002151
翻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2 34 0 2

570003161
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34 0 2

570001131
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17 17 2

570001171
论文指导与写作

Academic Paper Writing
1 10 7 1

总计 16 门课程 63 769 302 11 11 13 11 8 8 1

十四、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
人
文
交
流
方
向
︶

570501211
中东欧概览 (中文) ●

Overview of CEEC
☆ ★ 2 32 2 2

570502221
塞尔维亚国情 (中文) ※
National Conditions of Serbia

☆ ★ 2 32 2 2

570503271
塞尔维亚语写作□

Serbian Writing
☆ ★ 2 17 17 2

570504261
塞尔维亚语口译□
Serbian Interpretation

☆ ★ 2 17 17 2

570505251
塞尔维亚语笔译□
Serbian Translation

☆ ★ 2 17 17 2

570506231

塞尔维亚语报刊选读与翻译Ⅰ□ ●
Selected Readings and translation of

Serbian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Ⅰ
☆ ★ 2 20 14 2

570507241

塞尔维亚语报刊选读与翻译Ⅱ □
Selected Readings and translation of

Serbian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Ⅱ
☆ ★ 2 20 14 2

570508231

塞尔维亚语言史

The history of serbian

Language

☆ ★ 2 34 0 2

570509241
塞尔维亚语语法

Serbian Grammar
2 34 0 2

570510251
塞尔维亚文化史※

The history of serbian culture Ⅰ
☆ ★ 2 3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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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
人
文
交
流
方
向
︶

570511261
塞尔维亚文化史※

The history of serbian culture Ⅱ
☆ ★ 2 32 2 2

570512241
外交外事塞语翻译

Serbian translation for foreign affairs■
2 32 2 2

570513251
商务塞语翻译

Serbian translation for Business ■
2 30 4 2

570514261
旅游塞语翻译

Serbian translation for Tourism■
2 30 4 2

570515231
对塞汉语教学

Sinology in Serbia■
2 17 17 2

570516271
塞语口笔译综合训练

Practice of Serbian Translation
2 0 34 2

570517271
塞尔维亚语论文写作

Dissertation in Serbiam
2 17 17 2

570002211
欧洲文化导论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culture
★ 2 30 4 2

570518211
塞尔维亚语语音训练

Serbian phonetic practice□
2 0 34 2

570519251
塞尔维亚文学赏析与翻译Ⅰ□

Serbian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Ⅰ
☆ ★ 2 26 8 2

570520261
塞尔维亚文学赏析与翻译Ⅱ□

Serbian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Ⅱ
☆ ★ 2 26 8 2

克
罗
地
亚
语
辅
修

570521231
初级克罗地亚语Ⅰ

Elementary CroatianⅠ　 * ※
☆ ★ 5 80 5 5

570522241
初级克罗地亚语Ⅱ

Elementary CroatianⅡ　 * ※
☆ ★ 5 80 5 5

570523251
中级克罗地亚语Ⅰ

Intermediate CroatianⅠ *
☆ ★ 5 80 5 5

570524261
中级克罗地亚语Ⅱ

Intermediate CroatianⅡ *
☆ ★ 5 80 5 5

570529231
克罗地亚国情 (中文)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roatia※
☆ ★ 2 32 2 2

570530271

克罗地亚报刊选读与翻译

Selected Readings and translation of

Croatian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 ★ 4 56 12 4

总计 27 门课程 68 903 263 6 2 13 11 13 1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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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26 学分辅双模块课程设置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570507111
初级塞尔维亚语视听说与译述Ⅰ
Elementary Audio￣visual SerbianⅠ

4 34 34 4

570508121
初级塞尔维亚语视听说与译述Ⅱ
Elementary Audio￣visual Serbian Ⅱ

4 34 34 4

570509131
中级塞尔维亚语视听说与译述Ⅰ
Intermediate Audio￣visual SerbianⅠ

4 34 34 4

570510141
中级塞尔维亚语视听说与译述Ⅱ

Intermediate Audio￣visual Serbian Ⅱ
4 34 34 4

570003161
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34 0 2

570002151
翻译学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ology
2 34 0 2

570001131
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4 0 2

570504261
塞尔维亚语口译

Serbian Interpretation
2 17 17 2

570505251
塞尔维亚语笔译

Serbian Translation
2 17 17 2

总计 9 门课程 26 272 170 4 4 6 4 4 4

克罗地亚语辅修课程模块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570521231
初级克罗地亚语Ⅰ

Elementary CroatianⅠ　 * ※
5 80 5 5

570522241
初级克罗地亚语Ⅱ

ElementaryCroatianⅡ　 * ※
5 80 5 5

570523251
中级克罗地亚语Ⅰ

Intermediate CroatianⅠ *
5 80 5 5

570524261
中级克罗地亚语Ⅱ

Intermediate CroatianⅡ *
5 8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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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570529231
克罗地亚国情 (中文)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roatia※
2 32 2 2

570530271

克罗地亚报刊选读与翻译

Selected Readings and translation of Croatian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4 56 12 4

总计 6 门课程 26 408 34 7 5 5 5 4

　 　 注:
1、 其他专业学生若获得塞尔维亚语辅修证书必修: 初级塞尔维亚语Ⅰ、 Ⅱ和初级塞尔维亚语视听

说与译述Ⅰ、 Ⅱꎮ
2、 其他专业学生若获得塞尔维亚语第二或第三学位必修: 初级塞尔维亚语Ⅰ、 Ⅱꎬ 初级塞尔维亚

语视听说与译述Ⅰ、 Ⅱꎬ 中级塞尔维亚语Ⅰ、 Ⅱ及中级塞尔维亚语视听说与译述Ⅰ、 Ⅱꎮ
3、 克罗地亚语为辅修外语专业课ꎬ 零起点ꎬ 各专业学生均可选择ꎮ
4、 初级塞尔维亚语Ⅰ、 Ⅱ和中级塞尔维亚语Ⅰ、 Ⅱ的线上教学部分为自录直播课程ꎻ 塞尔维亚国

情和克罗地亚国情的线上教学部分为同主题标准慕课ꎻ 初级克罗地亚语 I、 Ⅱ的线上教学部分为萨格勒

布大学开放的在线克语入门课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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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洲 学 院

立陶宛语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立陶宛语是立陶宛共和国的官方语言ꎮ 立陶宛语属印欧语系ꎬ 被誉为最存古保守的当代印欧语言ꎬ

保有不少与梵文、 拉丁文直接对应的词汇ꎬ 语法变化复杂ꎮ 掌握立陶宛语对学好其他印欧语言也很有

帮助ꎮ

我校是我国最早开设立陶宛语主修专业的大学之一ꎬ 2017 年招收首批本科生ꎮ 开设立陶宛语

专业有利于培养高水平的、 适合中立双边关系发展和 “一带一路” 建设需要的人才队伍ꎬ 具有重

要意义ꎮ 国内立陶宛语以及立陶宛国别研究有关领域尚有诸多空白ꎬ 立陶宛语专业人才有着广阔的

就业前景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 扎实的立陶宛语基本功和专业知识与能力ꎬ 掌握立陶宛国别

与区域相关专业知识ꎬ 适应我国对外交流、 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各类涉外行业、 外语教育与学术

研究需要的立陶宛语语种专业人才和复合型外语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素质要求: 热爱祖国ꎬ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ꎬ 了解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

理ꎬ 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ꎬ 立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ꎮ 外语类专

业学生应具有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ꎬ 良好的道德品质ꎬ 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ꎬ 社会责任感ꎬ

人文与科学素养ꎬ 合作精神ꎬ 创新精神以及学科基本素养ꎮ

知识要求: 立陶宛语专业学生应掌握立陶宛语言知识、 文学知识、 国别与区域知识ꎬ 熟悉中国语言

文化知识ꎬ 了解相关专业知识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ꎬ 形成跨学科知识结构ꎬ 体现专业

特色ꎮ

能力要求: 外语类专业学生应具备外语运用能力、 文学赏析能力、 跨文化能力、 思辨能力ꎬ 以及一

定的研究能力、 创新能力、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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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

相邻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政治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言语技能系列课程: 围绕听说读写译等言语基本技能为核心ꎬ 开设一系列相关课程ꎬ 包括基础立陶

宛语Ⅰ、 立陶宛语语音矫正、 基础立陶宛语Ⅱ、 基础立陶宛语Ⅲ、 基础立陶宛语Ⅳ、 高级立陶宛语Ⅰ、
高级立陶宛语Ⅱ、 立陶宛语视听说Ⅰ、 立陶宛语视听说Ⅱ、 立陶宛语视听说Ⅲ、 立陶宛语视听说Ⅳ、 立

陶宛语写作、 立陶宛语口语等ꎬ 着重扎实系统的言语实践能力的培养ꎮ
特色课程:
语言学术专业系列课程: 立陶宛语语法、 立陶宛语历史、 立陶宛语词汇与语源、 立陶宛语构词法等

课程由语言学术专家讲授ꎬ 启发及强化学生对立陶宛语言的兴趣及认识ꎬ 为有志继续语言专业深造的学

生打好基础ꎮ
全面人才培养系列课程: 立陶宛概况、 立陶宛国别研究概况、 立陶宛历史、 立陶宛民俗、 立陶宛语

言与社会、 立陶宛报刊选读等课程的开设ꎬ 旨在拓展学生知识面ꎬ 培养多领域复合型人才ꎮ
跨文化交流系列课程: 立陶宛文化、 立陶宛民俗、 印欧语言及民族概况、 立陶宛语言与社会、 跨文

化交流等课程的开设ꎬ 旨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ꎮ
横向贯通多专业平台系列课程: 欧洲文化导论、 跨文化交流等课程ꎬ 欧洲学院内不同专业学生均可

选修ꎬ 跨专业拓宽学生知识面ꎬ 丰富学生视野ꎬ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ꎮ

八、 考核

本专业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

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本专业的学生在网络平台所修慕课ꎬ 完成所有学习环节、 最终成绩合格后ꎬ 可认定为本专业的通识

或者专业选修学分ꎮ 课程的学分以我校教务处认定的学分为准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各门课程的考核方式根据课程要求及特点而定ꎬ 测评

形式可以为: 在线考试、 论文、 实践报告、 研究报告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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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第二

外语

跨专业

复合课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63 16 4 22 15 166

十、 专业实习
学生可利用课余和寒暑假集中进行专业实习ꎬ 累计不少于 68 小时ꎬ 实习结束后应填写 «北京第二

外国语学院学生专业实习鉴定表» ꎬ 加盖实习单位公章ꎬ 并提交不少于 2000 字的实习总结ꎮ 学生还需参

加学院或专业组织的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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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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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③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570301111
基础立陶宛语Ⅰ
Basic LithuanianⅠ

☆ ★ 7 112 7 119 7

570302121
基础立陶宛语Ⅱ
Basic LithuanianⅡ

☆ ★ 7 112 7 119 7

570303131
基础立陶宛语Ⅲ
Basic LithuanianⅢ

☆ ★ 7 112 7 119 7

570304141
基础立陶宛语Ⅳ
Basic LithuanianⅣ

★ 7 112 7 119 7

570305151
高级立陶宛语Ⅰ

Advanced LithuanianⅠ
7 112 7 119 7

570306161
高级立陶宛语Ⅱ

Advanced LithuanianⅡ
7 112 7 119 7

570307131
立陶宛语视听说Ⅰ

Audio￣Visual LithuanianⅠ
3 27 24 51 3

570308141
立陶宛语视听说Ⅱ

Audio￣Visual LithuanianⅡ
3 27 24 5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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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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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570309151
立陶宛语视听说Ⅲ

Audio￣Visual LithuanianⅢ
3 27 24 51 3

570310161
立陶宛语视听说Ⅳ

Audio￣Visual LithuanianⅣ
3 27 24 51 3

570311151
立陶宛语写作

Lithuanian Writing
3 27 24 51 3

570312161
立陶宛语口语

Spoken Lithuanian
3 27 24 51 3

187113151
立陶宛语语音矫正

Practical Lithuanian Phonetics
☆ ★ 2 32 2 34 2

570001171
论文指导与写作

Academic Paper Writing
1 10 7 17 1

总计 14 门课程 63 876 195 1071 9 7 10 10 13 13 1

十四、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
人
文
交
流
方
向
︶

570301211
立陶宛语语法Ⅰ

Lithuanian GrammarⅠ
2 32 2 34 2

570302221
立陶宛语语法Ⅱ

Lithuanian GrammarⅡ
2 32 2 34 2

570303231
立陶宛语语法Ⅲ

Lithuanian GrammarⅢ
2 32 2 34 2

570304241
立陶宛语语法Ⅳ

Lithuanian GrammarⅣ
2 32 2 34 2

187106221
立陶宛概况

Introduction to Lithuania
2 32 2 34 2

570306231

立陶宛国别研究概况Ⅰ
Introduction to Lithuanian

StudiesⅠ
2 32 2 34 2

187109231
立陶宛语历史

History of Lithuanian Language
2 32 2 34 2

187110231
立陶宛历史

Lithuanian History
2 32 2 34 2

187111231
立陶宛文化Ⅰ

Lithuanian Culture Ⅰ
2 32 2 34 2

—８６１—

２０２０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
人
文
交
流
方
向
︶

570310241

立陶宛国别研究概况Ⅱ
Introduction to Lithuanian

StudiesⅡ
2 32 2 34 2

187113241

立陶宛语词汇与语源

Lithuanian Lexis

and Etymology

2 32 2 34 2

187114241
立陶宛文化Ⅱ

Lithuanian CultureⅡ
2 32 2 34 2

187115241
立陶宛民俗

Lithuanian Folklore
2 32 2 34 2

187118251

印欧语言及民族概况Ⅰ
Introduction to Indo￣European

Languages and PeoplesⅠ
2 32 2 34 2

187119251

立陶宛语构词法

Lithuanian Word

Formation System

2 32 2 34 2

187120241

立陶宛语言与社会

Lithuanian Language

and Society

2 32 2 34 2

187121251

立陶宛文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Lithuanian

Literature

2 32 2 34 2

187122261

印欧语言及民族概况Ⅱ
Introduction to Indo￣European

Languages and PeoplesⅡ
2 32 2 34 2

187123261
立陶宛经济

Economy of Lithuania
2 32 2 34 2

187130261
立陶宛专业研讨Ⅰ

Lithuanian Seminar Ⅰ
2 32 2 34 2

187131271
立陶宛专业研讨Ⅱ

Lithuanian Seminar Ⅱ
2 32 2 34 2

187132281
立陶宛专业研讨Ⅲ

Lithuanian Seminar Ⅲ
2 32 2 34 2

570323251

立陶宛报刊选读Ⅰ Z

Selected Readings of Lithuanian

Newspapers & MagazinesⅠ
2 0 34 34 2

570324261

立陶宛报刊选读Ⅱ Z

Selected Readings of Lithuanian

Newspapers & MagazinesⅡ
2 0 34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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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
人
文
交
流
方
向
︶

570325271

立陶宛报刊选读Ⅲ Z

Selected Readings of Lithuanian

Newspapers & MagazinesⅢ
2 0 34 34 2

570326281

立陶宛报刊选读Ⅳ Z

Selected Readings of Lithuanian

Newspapers & MagazinesⅣ
2 0 34 34 2

570002211

欧洲文化导论●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Culture

2 32 2 34 2

570005241
跨文化交流●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2 2 34 2

总计 28 门课程 56 768 184 952 4 4 12 10 10 8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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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洲 学 院

罗马尼亚语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罗马尼亚语专业为我校最早开设的专业之一ꎬ 1965 年—1970 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毕业生ꎬ 2017

年我校复建罗马尼亚语专业ꎮ
罗马尼亚语属于印欧语系罗曼语族东支ꎬ 同法语、 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为同族语ꎬ 均是

从通俗拉丁语衍生而来ꎮ 罗马尼亚语是欧盟工作语言之一ꎬ 是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共和国的官方语言ꎬ
也流行于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ꎬ 目前世界上约有 2600 万人使用罗马尼亚语ꎮ

罗马尼亚语专业为我校重点发展新建非通用语专业ꎮ 本专业课程设置内容丰富ꎬ 贯彻中、 外教师合

作教学的理念ꎬ 同时积极参与在线课程建设ꎬ 创新考核机制ꎬ 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自主学习能

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罗马尼亚语运用能力ꎮ

二、 培养目标

我校罗马尼亚语专业立足二外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语大学的办学定位ꎬ 紧密结合我校培

养具有国际视野、 家国情怀的高层次、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ꎬ 紧扣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的

人才培养模式ꎬ 科学设置本专业课程ꎬ 致力于为国家、 为北京培养具有国际视野ꎬ 掌握扎实罗马尼亚

语基本功ꎬ 通晓罗马尼亚国情、 历史、 文学、 文化ꎬ 熟知中国历史、 文学、 文化和传统ꎬ 掌握跨文化

交际能力ꎬ 能够从事语言服务、 外语教育以及涉外工作ꎬ 并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品学兼优的外语

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并掌握罗马尼亚语ꎬ 毕业生的知识能力和学习成果如下:
1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ꎬ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掌握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

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ꎬ 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奉

献精神ꎮ
2 坚决拥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具有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ꎬ 良好的道德品质ꎮ
3 具有扎实的罗马尼亚语语言基础ꎬ 熟练掌握听、 说、 读、 写、 译的基本技能ꎬ 具有较强的外语运

用能力ꎻ 扎实掌握罗马尼亚语语言和文学知识ꎬ 了解罗马尼亚历史、 社会、 文化、 宗教知识ꎬ 以及政

治、 经济、 外交状况等知识ꎬ 具备文学赏析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 思辨能力ꎮ
4 了解文献检索和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ꎬ 学习科学研究基本方法论ꎬ 具备一定的研究能力、 创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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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ꎻ 鼓励学生学习法语、 意大利语、 葡萄牙语、 西班牙

语、 英语或相近专业语言中的任一种语言为第二外语、 辅修第二学位ꎻ 毕业生应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ꎬ
成为我国对外交往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高质量外语专门人才ꎮ

5 具有一定的体育和军事基础知识ꎬ 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和卫生习惯ꎬ 达到国家规定的体育和军事

训练合格标准ꎬ 具有健康的体魄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

相邻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 新闻传播学、 艺术学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围绕听、 说、 读、 写、 译等语言基本技能ꎬ 开设一系列相关课程ꎬ 包括初级罗马尼亚

语、 中级罗马尼亚语、 高级罗马尼亚语、 初级罗马尼亚语视听说与译术、 中级罗马尼亚语视听说与译

术、 高级罗马尼亚语视听说与译术、 罗马尼亚语语音和词汇、 罗马尼亚语阅读、 罗马尼亚语写作等核心

课程ꎬ 系统培养学生语言基本功ꎮ
特色课程: 注重实用技能系列课程的开设ꎬ 包括罗马尼亚语口译、 罗马尼亚语笔译、 罗马尼亚语报

刊选读与翻译、 论文指导与写作、 翻译学导论、 语言学导论、 罗马尼亚影视作品鉴赏与翻译、 跨文化交

际等系列课程的开设ꎬ 培养学生实操技能ꎮ
培养方向课程: 包括欧洲文化导论、 中罗关系史、 罗马尼亚历史、 罗马尼亚文学导论、 中国文化

(罗马尼亚语)、 中国国情 (罗马尼亚语)、 罗马尼亚国情 (中文) 等选修课程的开设ꎬ 以历史、 文学、
文化领域为培养方向ꎬ 培养多领域复合型人才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各门课程的考核方式根据课程要求及特点而定ꎬ 测评

形式可以为: 在线考试、 论文、 实践报告、 研究报告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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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第二

外语

跨专业

复合课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63 16 4 22 15 166

十、 专业实习
学生应在政府机构 (如市政府外事办、 北京市对外友好协会等)、 驻华外国机构 (北京罗马尼亚文

化中心、 罗马尼亚驻华使领馆)、 出版、 媒体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翻译公司、 社会公益团体、 外企、
私企等行业进行专业领域相关实习ꎬ 参加学院或专业组织的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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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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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③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570401111
初级罗马尼亚语 Ⅰ※
Elimentary Romanian Ⅰ

☆ ★ 6 102 102 6

570402121
初级罗马尼亚语 Ⅱ※
Elimentary Romanian Ⅱ

☆ ★ 6 102 102 6

185103131
中级罗马尼亚语 Ⅰ※

Intermediate RomanianⅠ
☆ ★ 6 102 102 6

185104141
中级罗马尼亚语 Ⅱ※

Intermediate Romanian Ⅱ
☆ ★ 6 102 102 6

185105151
高级罗马尼亚语 Ⅰ

Advanced Romanian Ⅰ
2 34 34 2

185106161
高级罗马尼亚语 Ⅱ

Advanced Romanian Ⅱ
2 34 34 2

570407111

初级罗马尼亚语视听说

与译述 Ⅰ□
Elimentary Audio￣visual

Romanian and Translation Ⅰ

☆ ★ 3 48 3 5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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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ꎮ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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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570408121

初级罗马尼亚语视听说

与译述 Ⅱ□
Elimentary Audio￣visual

Romanian and Translation Ⅱ

☆ ★ 3 48 3 51 3

570409131

中级罗马尼亚语视听说

与译述 Ⅰ□
Intermediate Audio￣visual

Romanian and Translation Ⅰ

★ 4 64 4 68 4

570410141

中级罗马尼亚语视听说

与译述 Ⅱ□
Intermediate Audio￣visual

Romanianand Translation Ⅱ

★ 4 64 4 68 4

570411151

高级罗马尼亚语视听说

与译述 Ⅰ□
Advanced Audio￣visual

Romanian and Translation Ⅰ

2 32 2 34 2

570412161

高级罗马尼亚语视听说

与译述 Ⅱ□
Advanced Audio￣visual

Romanianand Translation Ⅱ

2 32 2 34 2

570413131

罗马尼亚语语音和词汇

Romanian Phonetics

and Vocabulary

★ 2 34 34 2

570003161
语言学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34 34 2

570002151
翻译学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Translatology
2 34 34 2

570416111

罗马尼亚国情 (中文) ※□
Romanians National Conditions

(in chinese language)

★ 2 30 4 34 2

570417151
罗马尼亚语笔译■

Romanian Translation
2 34 34 2

570418161
罗马尼亚语口译□

Romanian Interpretation
4 34 34 6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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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570001171
论文指导与写作□

Academic Paper Writing
1 10 7 17 1

570001131
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2 2 2

总计 20 门课程 63 1006 65 1037 13 9 12 10 8 10 1 0

　 　 注:
1 罗马尼亚语专业学生必须修够专业基础课达 63 学分方能有资格获得毕业资格ꎮ
2 辅修专业必须修够所标☆专业基础课程ꎬ 共计 30 学分后方能有资格获得辅修证书ꎬ 要获得罗马

尼亚语双学位ꎬ 必须修够所有标★专业基础课程ꎬ 共计 44 学分方能有资格获得双学位ꎮ
3 标□为含有实践内容课程ꎬ 标■为创新创业课程ꎬ 标※为线上课程和线上线下混合课程ꎬ 标●

为思政示范课程ꎮ
4 1￣4 学期安排晨读ꎬ 不计学分ꎮ

十四、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
人
文
交
流
方
向
︶

570002211

欧洲文化导论□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Culture

2 20 14 34 2

570402221
罗马尼亚语阅读

Romanian Reading
★ 2 34 34 2

570403251
罗马尼亚语写作Ⅰ
Romanian Writing Ⅰ

2 34 34 2

570404261
罗马尼亚语写作Ⅱ
RomanianWriting Ⅱ

2 34 34 2

570405271

罗马尼亚影视作品

鉴赏与翻译※
Romanian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Appreciation

and Translation

2 34 34 2

570406231

罗马尼亚语报刊

选读与翻译Ⅰ※
Selected Romanian

Newspapers & Magazines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Ⅰ

2 34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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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
人
文
交
流
方
向
︶

570407241

罗马尼亚语报刊

选读与翻译 Ⅱ※
Selected Romanian

Newspapers & Magazines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Ⅱ

2 34 34 2

570408221

中罗关系史●
History of China￣Romania

Relations

2 34 34 2

570409231

中国国情 (罗马

尼亚语) ※□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in romanian language)

2 30 4 34 2

185110261
罗马尼亚政党政治

Romanian Party Politics
2 34 34 2

185111271
罗马尼亚与欧盟关系

Romanian and EU Relations
2 34 34 2

185112251
商务罗马尼亚语

Business Romanian
2 34 34 2

570413251
罗马尼亚历史Ⅰ

Romanian History Ⅰ
2 34 34 2

570414261
罗马尼亚历史Ⅱ

Romanian History Ⅱ
2 34 34 2

570415251

罗马尼亚文学导论Ⅰ
An Introduction to

Romanian Literature Ⅰ
2 34 34 2

570416261

罗马尼亚文学导论Ⅱ
An Introduction to

Romanian Literature Ⅱ
2 34 34 2

570417261
外事罗马尼亚语

Diplomatic Romanian
2 34 34 2

570418251
罗马尼亚艺术史

Romanian Art History
2 34 34 2

570419261

中国文化 (罗马尼亚语)
Chinese Culture

(inromanian language)

2 34 34 2

570420251
罗马尼亚文化与文明

Romanian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2 34 34 2

总计 20 门课程 40 628 52 680 2 4 4 2 12 12 4 0

—８７１—

２０２０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十五、 26 学分辅双模块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570409131

中级罗马尼亚语视听说与译术 Ⅰ
Intermediate Audio￣visual Romanian

and Translation Ⅰ
4 64 4 4

570410141

中级罗马尼亚语视听说与译术 Ⅱ
Intermediate Audio￣visual Romanian

and Translation Ⅱ
4 64 4 4

570417151
罗马尼亚语笔译

Romanian Translation
2 34 0 2

570418161
罗马尼亚语口译

Romanian Interpretation
4 34 34 4

570003161
语言学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34 0 2

570002151
翻译学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Translatology
2 34 0 2

570001131
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4 0 2

570406231

罗马尼亚语报刊选读与翻译Ⅰ ※
Selected Romanian Newspapers & Magazines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Ⅰ
2 34 0 2

570407241

罗马尼亚语报刊选读与翻译 Ⅱ※
Selected Romanian Newspapers & Magazines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Ⅱ
2 34 0 2

570405271

罗马尼亚影视作品鉴赏与翻译※
Romanian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Appreciation and Translation

2 0 34 2

总计 10 门课程 26 366 76 0 2 8 6 2 6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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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洲 学 院

阿尔巴尼亚语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本专业在传承和发展二外优秀传统的基础上ꎬ 致力于培养包括阿尔巴尼亚语言、 文学、 文化、 翻译

等方向的人才ꎮ 阿语专业不仅注重言语实践能力的培养ꎬ 突出口笔译综合实践能力的特色ꎬ 同时重视发

展学生中阿跨文化交流的能力ꎬ 以适应不同文化领域的交流需求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 “厚基础、 精专业、 高技能、 通文化”ꎬ 具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ꎬ 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ꎬ 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ꎬ 在外事、 经贸、 文化、 旅游、 教育、 科研、 传媒等部门从事与阿语相

关教学、 翻译、 研究、 管理等工作并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 “多语种复语ꎬ 跨专业复合” 的应用型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毕业生必须具备的知识、 能力和素质要求如下:
1 德: 热爱祖国ꎬ 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社会责任感、 国际视野、 家国情怀和人文素养ꎮ
2 智: 掌握阿语基本知识ꎬ 具备扎实的基本功ꎬ 在听、 说、 读、 写、 译五大言语技能方面有较强的

实际运用能力和较强的口笔译能力ꎻ 在了解对象国的政治、 外交、 经济、 法律等学科的相关知识的基础

上ꎬ 熟悉中国文化ꎬ 具有较强的汉语表达能力和跨文化研究能力ꎻ 掌握一门第二外语并能独立开展工

作ꎬ 掌握文献检索、 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ꎬ 具有初步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ꎮ 培养自主学习、 终身学

习的能力意识以及思辨能力ꎮ
3 体: 具有良好的体魄和健康的身心ꎬ 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基本技能ꎬ 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和卫生

习惯ꎻ 具有良好的自我意识ꎬ 能做到自知自觉ꎬ 坦然面对现实ꎬ 保持正常的人际关系ꎬ 有较强的情绪控

制力ꎬ 处事乐观ꎬ 珍惜生命ꎬ 热爱生活ꎮ
4 美: 具备感受美与鉴赏美的能力ꎻ 具有表现美、 创造美的能力以及积极追求人生趣味和理想境界

的能力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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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阿语语言文学

相邻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 国际关系、 政治经济学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课程设置的总体思路: 以知识和能力为导向ꎬ 抓住核心课程ꎬ 加强基本功的培养ꎻ 以专题系列课程

和跨文化交流课程为平台ꎬ 优先培养学习意识和学习能力ꎬ 激发学生专业兴趣ꎬ 扩大知识面ꎬ 为其以后

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ꎻ 通过翻译类及言语技能类课程体现知识的输入与输出并重的理念ꎬ 实现知识的

内化与外化并重的目标ꎮ
1 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以知识类为主ꎬ 旨在为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ꎮ 包括两部分: 一、 专业必修课程ꎬ 旨在培养

学生基础言语技能ꎻ 二、 部分专业方向课程ꎬ 视听说及听力类课程、 高级阿语、 阿语阅读、 阿语写作同

样认定为核心课程ꎮ
2 特色课程

特色课程以能力提高类为主ꎬ 旨在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ꎮ
专题系列课程: 新培养方案增加了专题讲座课程ꎮ 该课程将以讲座形式全面介绍阿的政治、 经济、

社会、 语言、 文学、 文化等相关的知识ꎬ 拓展学生视野ꎬ 使学生对阿语学科的构成有一个清晰的认识ꎬ
激发他们对阿语学习的兴趣ꎻ 同时通过安排学生自主阅读相关专题的材料ꎬ 提升他们进行学术研究的综

合能力ꎮ 学生通过该课程的学习ꎬ 可以更明确地在阿语学习的高级阶段选择适合自己的选修课ꎬ 进而更

好地规划自己今后的发展目标ꎮ
跨文化交流系列课程: 中东欧国情、 中东欧历史、 阿尔巴尼亚文学史、 阿尔巴尼亚政党政治、 阿语

报刊阅读、 阿语应用文写作、 中阿关系史、 阿尔巴尼亚地理和旅游资源、 阿尔巴尼亚诗歌赏析、 阿尔巴

尼亚传媒和新闻、 政治与经济翻译、 阿尔巴尼亚理解和交流、 阿尔巴尼亚经济与社会发展等系列课程的

开设ꎬ 以培养能够适应不同文化领域的跨文化交流需求的人才为目标ꎬ 对于培养 “通文化” 的国际化人

才具有重要的价值ꎮ
通识课程群: 中国文学与文化、 大学语文与写作、 文史哲经法艺以及其他专业的 “辅修” 和 “双学

位” 课程对于培养具有跨文化意识、 富有家国情怀的 “精专业” 人才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ꎮ
学术研讨类课堂: 教师和业界专家指导下的学生学术研讨会、 学术沙龙、 科研项目以及科研论文对

于培养学生的科研素养具有重要的提高作用ꎮ

八、 考核
本专业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

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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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的学生在网络平台所修慕课ꎬ 完成所有学习环节、 最终成绩合格后ꎬ 可认定为本专业的通识

或者专业选修学分ꎮ 课程的学分以我校教务处认定的学分为准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各门课程的考核方式根据课程要求及特点而定ꎬ 测评

形式可以为: 在线考试、 论文、 实践报告、 研究报告等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第二

外语

跨专业

复合课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63 16 4 22 15 166

十、 专业实习
学生应在政府机构 (如市政府外事办、 北京市对外友好协会等)、 驻华外国机构、 出版、 媒体 (中

国国际广播电台等)、 翻译公司、 社会公益团体、 外企、 私企等行业进行专业领域相关实习ꎬ 累计不少

于 8 周ꎬ 实习结束后应填写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专业实习鉴定表» ꎬ 加盖实习单位公章ꎬ 并提交

不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总结ꎮ 参加学院或专业组织的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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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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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③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570601111
初级阿尔巴尼亚语 I

Elementary Albanian Ⅰ
☆ ★ 6 34 68 6

570602121
初级阿尔巴尼亚语Ⅱ
Elementary Albanian Ⅱ

☆ ★ 6 34 68 6

570603131
中级阿尔巴尼亚语 I

Intermediate Albanian Ⅰ
★ 6 34 68 6

570604141
中级阿尔巴尼亚语Ⅱ

Intermediate Albanian Ⅱ
★ 6 34 68 6

570605151
高级阿尔巴尼亚语 I

Advanced Albanian Ⅰ
4 34 34 4

570606161
高级阿尔巴尼亚语Ⅱ
Advanced Albanian Ⅱ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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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570607111
阿尔巴尼亚语视听说

Audio￣Visual Albanian
☆ ★ 4 34 34 4

570608121
阿尔巴尼亚语视听说及翻译

Audio￣Visual Albanian and translation
☆ ★ 4 34 34 4

570609131
阿尔巴尼亚语笔译

Albanian writen translation
★ 4 34 34 4

570610141
阿尔巴尼亚语口译

Albanian oral interpretation
★ 4 34 34 4

570611151
高级阿尔巴尼亚语笔译

Advanced Albanian writen translation
2 34 2

570612161
高级阿尔巴尼亚语口译

Advanced Albanian oral interpretation
2 34 2

570613131
阿尔巴尼亚语语法 Ⅰ
Albanian Grammar Ⅰ

☆ ★ 2 34 2

570614141
阿尔巴尼亚语语法 Ⅱ
Albanian Grammar Ⅱ

☆ ★ 2 34 2

570615151

中国国情 (阿尔巴尼亚语) Ⅰ
Introduction of China

(in Albanian Language)

2 34 2

57016161
阿尔巴尼亚国情Ⅰ

Introduction of Albania
3 17 34 3

570617151

阿尔巴尼亚文学选读Ⅰ
Selected reading of

Albanian Literature Ⅰ
2 34 2

570618171
论文指导与写作

Tutoring for academic writing
2 34 2

总计 18 门课程 63 323 748 10 10 12 12 10 7 2 0

十四、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70002211
欧洲文化导论□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Culture
2 20 14 2

570602221
阿尔巴尼亚语语音和词汇

Albanian Phonetics and Vccabulary
2 17 17 2

570603231

阿尔巴尼亚文学选读Ⅱ
Selected reading of Albanian

Literature Ⅱ
2 17 1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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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70604271
阿尔巴尼亚政党政治

Albanian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s
2 17 17 2

570605261
阿尔巴尼亚语报刊阅读

Selected Readings from Albanian Press
2 17 17 2

570606241
阿尔巴尼亚语应用文写作

Practical Writing in Albanian
2 17 17 2

570607261
中阿关系史

China￣Albania Relations
2 17 17 2

570608261
阿尔巴尼亚国情Ⅱ

Introduction of Albania Ⅱ
2 17 17 2

570610251

中国国情Ⅱ
Introduction of China Ⅱ
(in Albanian Language)

2 17 17 2

570611251
阿尔巴尼亚与欧盟关系

Albanian￣Eu Relations
2 17 17 2

570612231
学术写作

Academic writing
2 17 17 2

570613271
阿尔巴尼亚传媒和新闻

Albanian media and journalism
2 17 17 2

570614251
政治与经济翻译Ⅰ

Political & economic Translation Ⅰ
2 17 17 2

570615261
政治与经济翻译Ⅱ

Political & economic Translation Ⅱ
2 17 17 2

570616231
阿尔巴尼亚礼节与交流

Albanian etiquette and communication
2 17 17 2

570617271
阿尔巴尼亚历史 (高级)

Albanian History￣Advanced level
2 17 17 2

570618251

阿尔巴尼亚经济与社会发展

Albanian Economy &

social Development

2 17 17 2

总计 17 门课程 34 309 303 2 2 6 2 8 8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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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洲 学 院

保加利亚语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保加利亚语专业为我校最早开设的专业之一ꎮ 2017 年为响应国家 “一带一路” 战略对复合型外语人

才的需求ꎬ 我校复建保加利亚语专业ꎮ 本专业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需求为导向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

复语、 跨专业复合” 的具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的高层次、 应用型保语人才ꎮ 近年来ꎬ 随着中国￣中东欧

国家合作机制和 “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进ꎬ 中保各领域合作交流不断取得深入发展ꎮ
保加利亚语本科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较高人才素养、 较熟练的保语语言技能ꎬ 较广泛的政治、 经济、

文化等领域专业背景ꎬ 能够适应外交、 对外经贸、 文化交流、 新闻出版、 教育、 军事等各领域需求的国

际化、 复合型、 高层次、 应用型优秀外语人才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备扎实的听、 说、 读、 写、 译基本技能ꎬ 掌握对象国地区政治、 经济、 社会、 文

化、 文学、 历史等人文社科知识ꎬ 适应我国外交、 外经贸、 文化交流、 新闻出版、 教育、 科研等工作需

求的ꎬ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ꎬ 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并掌握保加利亚语专业的相关知识与技能ꎬ 应具备的知识和能力如下:
1 热爱祖国ꎬ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掌握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 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ꎬ 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ꎮ
2 应具有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ꎬ 良好的道德品质ꎬ 国家情怀与国际视野ꎬ 社会责任感ꎬ

人文与科学素养ꎬ 合作精神ꎬ 创新精神以及学科基本素养ꎮ
3 应掌握扎实的保加利亚语言和文化知识ꎬ 了解保加利亚的历史、 社会、 文化、 政治、 经济、 外交

等领域的情况ꎬ 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ꎬ 鼓励学生学习相近专业语言中的任一种语言为第二外语ꎬ 辅修

双学位ꎬ 了解相关专业知识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ꎬ 形成跨学科知识结构ꎬ 成为我国对

外交往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复合型人才ꎮ
4 应熟练掌握听、 说、 读、 写、 译基本技能ꎬ 具有外语运用能力、 文学赏析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

力、 思辨能力ꎬ 以及一定的研究能力、 创新能力、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ꎬ 具有

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初步的科研能力ꎬ 力求成为高质量的外语人才ꎮ
5 具有一定的体育和军事基础知识ꎬ 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和卫生习惯ꎬ 达到国家规定的体育和军事

训练合格标准ꎬ 具有健康的体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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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

相邻学科: 翻译学ꎬ 跨文化研究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1 核心课程:
言语技能系列课程: 以听、 说、 读、 写、 译等基本言语技能为核心ꎬ 开设一系列相关课程ꎬ 包括初级

保加利亚语、 中级保加利亚语、 高级保加利亚语、 初级保加利亚语视听说与译术、 中级保加利亚语视听说与译

术、 高级保加利亚语视听说与译术、 保加利亚语写作等课程ꎬ 着重于培养扎实系统的语言实践能力ꎮ
2 特色课程:
特色课程以能力提高类为主ꎬ 旨在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ꎮ
全面人才培养系列课程: 保加利亚语报刊选读、 保加利亚语翻译理论与实践、 旅游翻译、 外交外事

保语、 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等课程的开设ꎬ 旨在拓展学生知识面ꎬ 培养多领域复合型人才ꎮ

八、 考核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考核方式根据课程要求而定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上取得该

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

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各门课程的考核方式根据课程要求及特点而定ꎬ 测评

形式可以为: 在线考试、 论文、 实践报告、 研究报告等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第二

外语

跨专业

复合课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63 16 4 22 15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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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专业实习

学生应在政府机构、 驻华外国机构、 出版、 媒体、 社会公益团体、 外企等行业进行专业领域的相关

实习ꎬ 累计不少于 8 周 (或 136 小时)ꎬ 实习结束后应填写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专业实习鉴定

表»ꎬ 加盖实习单位公章ꎬ 并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总结ꎮ
学生可以参加各级各类专业实习ꎬ 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服务社会ꎬ 并在应用中提高专业技能水平ꎬ

学以致用ꎮ 主要分为:
口译实践活动———中保文化、 旅游等领域的交流活动ꎬ 如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层面的交流活动ꎮ
笔译实践活动———中国企业竞标保加利亚基础设施项目的文件翻译、 中保教育领域的成果文件翻

译等ꎮ
口笔译综合实践活动———大四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保语部的实习机会ꎮ
参加学院或专业组织的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９８１—

欧 洲 学 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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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③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570701111
初级保加利亚语Ⅰ□
Elementary BulgarianⅠ

☆ ☆ 6 68 34 102 6

570702121
初级保加利亚语Ⅱ□

Elementary Bulgarian Ⅱ
☆ ☆ 6 68 34 102 6

570703131
中级保加利亚语Ⅰ□

Intermediate Bulgarian Ⅰ
☆ ☆ 6 92 10 102 6

570704141
中级保加利亚语Ⅱ□

Intermediate Bulgarian Ⅱ
☆ 6 92 10 102 6

570705151
高级保加利亚语Ⅰ□
Advanced Bulgarian Ⅰ

6 92 10 102 6

570706161
高级保加利亚语Ⅱ□
Advanced Bulgarian Ⅱ

4 40 28 68 4

570707171
高级保加利亚语Ⅲ□
Advanced BulgarianⅢ

2 30 4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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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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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570708111

初级保加利亚语视听说

与译述Ⅰ□
Elementary Audio￣Visual

Bulgarian and translation Ⅰ

☆ ☆ 4 4 64 68 4

570709121

初级保加利亚语视听说

与译述Ⅱ□
Elementary Audio￣Visual

Bulgarian and translation Ⅱ

☆ ☆ 4 4 64 68 4

570710131

中级保加利亚语视听说

与译述Ⅰ□
Intermediate

Audio￣Visual Bulgarian and

translation Ⅰ

☆ ☆ 4 4 64 68 4

570711141

中级保加利亚语视听说

与译述Ⅱ□
Intermediate Audio￣Visual

Bulgarian and translation Ⅱ

☆ 4 4 64 68 4

570712151

高级保加利亚语视听说

与译述Ⅰ□
Advanced Audio￣Visual

Bulgarian and translation Ⅰ

☆ 2 8 26 34 2

570713161

高级保加利亚语视听说

与译述Ⅱ□
Advanced Audio￣Visual

Bulgarian and translation Ⅱ

2 8 26 34 2

570003161
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34 0 34 2

570002151
翻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2 34 0 34 2

570001131
跨文化交际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4 0 34 2

570001171
论文指导与写作□

Academic Paper Writing
1 10 7 17 1

总计 17 门课程 63 626 445 1071 10 10 12 10 10 8 3

　 　 注:
标□为含有实践内容课程ꎬ 标■为创新创业课程ꎬ 标※为在线课程ꎬ 标● 为思政示范课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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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70002211

欧洲文化导论□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Culture

2 32 2 34 2

570701251
保加利亚语写作Ⅰ□
Bulgarian Writing Ⅰ

2 17 17 34 2

570702261
保加利亚语写作Ⅱ□
Bulgarian Writing Ⅱ

2 17 17 34 2

570703231
保加利亚概况※

Bulgarian National Conditions
2 34 34 2

570704241
保加利亚民俗□※
Bulgarian Folklore

2 30 4 34 2

570705251
保加利亚文化史

Bulgarian Cultural History
2 34 34 2

570706241

保加利亚地理与旅游

Bulgarian Geography

and Tourism

2 34 34 2

570707251
保加利亚历史※
Bulgarian History

2 34 34 2

570708261

外交外事与商务保语翻译□
Bulgaria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Business

2 30 4 34 2

570709281

旅游保语翻译□
Tourism Translation

in Bulgarian

2 17 17 34 2

570710271

中国对外文化传播

(保加利亚语) Ⅰ□■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Ⅰ

2 30 4 34 2

570711281

中国对外文化传播

(保加利亚语) Ⅱ□■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Ⅱ

2 30 4 34 2

570712271
保加利亚影视欣赏

Bulgarian Film Appreciation
2 34 34 2

570713251
保加利亚文学导读Ⅰ※

Bulgarian Literature Ⅰ
2 34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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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70714261
保加利亚文学导读Ⅱ※

Bulgarian Literature Ⅱ
2 34 34 2

570715241
保加利亚语演讲与口才□

Bulgarian Speech
2 17 17 34 2

570716231

保加利亚语报刊选读Ⅰ□
Selected Readings of

Bulgarian Newspapers &

Magazines Ⅰ

2 30 4 34 2

570717241

保加利亚语报刊选读Ⅱ□
Selected Readings of

Bulgarian Newspapers &

Magazines Ⅱ

2 30 4 34 2

570718251

保加利亚语翻译理论

与实践Ⅰ□●
Bulgaria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Ⅰ

2 17 17 34 2

570719261

保加利亚语翻译理论

与实践Ⅱ□●
Bulgaria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Ⅱ

2 17 17 34 2

总计 20 门课程 40 552 128 680 2 0 4 8 10 8 4 4

十五、 ２６ 学分辅双模块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和
选
修
课
程

570708111

初级保加利亚语视听说与译术Ⅰ□
Elementary Audio￣Visual

Bulgarian and presenting Ⅰ
4 4 64 4

570709121

初级保加利亚语视听说与译术Ⅱ□
Elementary Audio￣Visual

Bulgarian and presenting Ⅱ
4 4 64 4

570710131

中级保加利亚语视听说与译术Ⅰ□
Intermediate

Audio￣Visual Bulgarian　 and presenting Ⅰ
4 4 64 4

570711141

中级保加利亚语视听说与译术Ⅱ□
Intermediate Audio￣Visual Bulgarian

and presenting Ⅱ
4 4 6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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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程

570712151

高级保加利亚语视听说与译术Ⅰ□
Advanced Audio￣Visual Bulgarian

and presenting Ⅰ
2 8 26 2

570713161

高级保加利亚语视听说与译术Ⅱ□
Advanced Audio￣Visual Bulgarian

and presenting Ⅱ
2 8 26 2

570003161
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34 0 2

570002151
翻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2 34 0 2

570001131
跨文化交际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4 0 2

570708261
外交外事与商务保语翻译□

Bulgaria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Business
2 30 4 2

570709281
旅游保语翻译□

Tourism Translation in Bulgarian
2 17 17 2

570710271
中国对外文化传播 (保加利亚语) Ⅰ□■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Ⅰ
2 30 4 2

570711281
中国对外文化传播 (保加利亚语) Ⅱ□■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Ⅱ
2 30 4 2

570718251
保加利亚语翻译理论与实践Ⅰ□●

Bulgaria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Ⅰ
2 17 17 2

570719261
保加利亚语翻译理论与实践Ⅱ□●

Bulgaria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Ⅱ
2 17 17 2

总计 15 门课程 38 275 371 4 4 6 4 6 8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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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洲 学 院

斯洛伐克语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兼具有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

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斯洛伐克语是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官方语言ꎬ 属于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西斯拉夫语支ꎮ 北京第二外国

语学院斯洛伐克语专业成立于 2018 年ꎬ 致力于培养高水平的、 适合中斯发展和 “一带一路” 建设需要

的人才队伍ꎮ
我校斯洛伐克语专业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兼具有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复合型

人才ꎮ 斯洛伐克语专业学生毕业后能在大型企业、 国家机关等部门从事外交、 外经贸、 文化交流、 新闻

出版、 教育、 翻译等规划管理方面的工作ꎬ 服务中外人文交流人才培养、 服务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建设ꎬ
尤其可以从事 “一带一路” 工程建设和沿线旅游资源开发方面的工作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备扎实的斯洛伐克语听、 说、 读、 写、 译等基本技能ꎬ 掌握对象国地区政治、 经

济、 社会、 文化、 文学、 历史等人文社科知识ꎬ 适应我国外交、 外经贸、 文化交流、 新闻出版、 教育、
科研等工作需要的ꎬ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兼具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1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ꎬ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掌握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

理、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ꎬ 具有社会

责任感和奉献精神ꎮ
2 应具有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ꎬ 良好的道德品质ꎬ 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ꎬ 社会责任感ꎬ

人文与科学素养ꎬ 合作精神ꎬ 创新精神以及学科基本素养ꎮ
3 应掌握扎实的斯洛伐克语语言和文学知识ꎬ 了解斯洛伐克历史、 社会、 文化知识ꎬ 以及政治、 经

济、 外交状况ꎬ 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ꎬ 鼓励学生选择俄语、 英语或相近专业语言中的任一种语言作为

第二外语学习、 辅修第二学位ꎬ 了解相关专业知识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ꎬ 形成跨学科

知识结构ꎮ
4 应熟练掌握听、 说、 读、 写、 译的基本技能ꎬ 具有外语运用能力、 文学赏析能力、 跨文化能力、

思辨能力ꎬ 以及一定的研究能力、 创新能力、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ꎬ 具有较强

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ꎮ
5 具有一定的体育和军事基础知识ꎬ 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和卫生习惯ꎬ 达到国家规定的体育和军事

训练合格标准ꎬ 具有健康的体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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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
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

相邻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 新闻传播学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言语技能系列课程: 围绕听说读写译等言语基本技能为核心ꎬ 开设一系列相关课程ꎬ 包括初级斯

洛伐克语、 中级斯洛伐克语、 高级斯洛伐克语、 初级斯洛伐克语视听说、 中级斯洛伐克语视听说、 斯

洛伐克语阅读与选译、 斯洛伐克语写作、 斯洛伐克语口笔译综合、 论文指导与写作等ꎬ 着重扎实系统

的言语实践能力的培养ꎮ
特色课程:
横向贯通多专业平台系列课程: 欧洲文化导论、 中东欧政治与外交、 中东欧历史、 中东欧艺术赏

析、 跨文化交际等课程ꎬ 系内不同专业学生均可选修ꎬ 跨专业拓宽学生知识面ꎬ 丰富学生视野ꎬ 为学生

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ꎮ
实用技能系列课程: 斯洛伐克国家概况、 斯洛伐克语报刊选读与翻译、 商务斯洛伐克语翻译系列课

程的开设ꎬ 培养学生实操技能ꎮ
全面人才培养系列课程: 斯洛伐克社会和政党政治、 斯洛伐克历史、 斯洛伐克与欧盟关系、 斯洛伐

克礼仪与禁忌、 斯洛伐克地理和旅游资源、 斯洛伐克文学及作品赏析、 斯洛伐克音乐影视作品赏析等系

列课程的开设ꎬ 旨在拓展学生知识面ꎬ 培养多领域复合型人才ꎮ

八、 考核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考核方式根据课程要求而定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上取得该

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

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各门课程的考核方式根据课程要求及特点而定ꎬ 测评形

式可以为: 在线考试、 论文、 实践报告、 研究报告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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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第二

外语

跨专业

复合课

专业

选修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63 16 4 22 15 166

十、 专业实习
学生应在政府机构 (如市政府外事办、 北京市对外友好协会等)、 驻华外国机构、 出版、 媒体、 社

会公益团体、 外企等行业进行专业领域相关实习ꎬ 累计不少于 8 周 (或者 136 小时)ꎬ 实习结束后应填

写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专业实习鉴定表»ꎬ 加盖实习单位公章ꎬ 并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总

结ꎮ 参加学院或专业组织的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 大学生创新创业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绩于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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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大学生创新创业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

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ꎬ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他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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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③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基
础
课

570919111
初级斯洛伐克语Ⅰ

Basic Slovak Ⅰ
☆ ★ 6 34 68 102 6

570920121
初级斯洛伐克语Ⅱ

Basic Slovak Ⅱ
☆ ★ 6 34 68 102 6

570921131
中级斯洛伐克语 I

Intermediate Slovak Ⅰ
☆ ★ 6 34 68 102 6

570922141
中级斯洛伐克语Ⅱ

Intermediate Slovak Ⅱ
★ 6 34 68 102 6

570905151
高级斯洛伐克语 I

Advanced Slovak Ⅰ
4 17 51 68 4

570906161
高级斯洛伐克语Ⅱ
Advanced Slovak Ⅱ

4 17 51 68 4

570923111

初级斯洛伐克语视

听说Ⅰ
Basic Audio￣Visual

Slovak Ⅰ

☆ ★ 2 17 17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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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基
础
课

570924121

初级斯洛伐克语视

听说Ⅱ
Basic Audio￣Visual

Slovak Ⅱ

☆ ★ 2 17 17 34 2

570925131

中级斯洛伐克语视

听说Ⅰ
Intermediate Audio￣Visual

Slovak Ⅰ

☆ ★ 2 17 17 34 2

570926141

中级斯洛伐克语视

听说Ⅱ
Intermediate Audio￣Visual

Slovak Ⅱ

★ 2 17 17 34 2

570927111

斯洛伐克语阅读与选译Ⅰ
Slovak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Foundation Ⅰ
☆ ★ 2 17 17 34 2

570928121

斯洛伐克语阅读与选译Ⅱ
Slovak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Foundation Ⅱ
☆ ★ 2 17 17 34 2

570929131

斯洛伐克语阅读与选译Ⅲ
Slovak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Ⅲ
★ 2 17 17 34 2

570930141

斯洛伐克语阅读与选译Ⅳ
Slovak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Ⅳ
★ 2 17 17 34 2

570931161
斯洛伐克语写作Ⅱ
Slovak Writing Ⅱ

2 32 2 34 2

570932151

斯洛伐克语口笔译综合Ⅰ
Slovak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Ⅰ
★ 3 34 17 51 3

570933161

斯洛伐克语口笔译综合Ⅱ
Slovak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Ⅱ
3 17 34 51 3

570001131
跨文化交际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17 17 34 2

570002151
翻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2 34 0 34 2

570003161
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34 0 34 2

570001171
论文指导与写作

Academic Paper Writing
1 10 7 17 1

总计 21 门课程 63 484 587 1071 10 10 12 10 9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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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70002211

欧洲文化导论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culture

2 20 14 34 2

570001221

中东欧政治与外交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2 32 2 34 2

570003231

中东欧历史

History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2 32 2 34 2

570004241

中东欧艺术赏析

Art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2 32 2 34 2

570918211
斯洛伐克语语音Ⅰ
Slovak FoneticsⅠ

2 0 34 34 2

570919221
斯洛伐克语语音Ⅱ
Slovak FoneticsⅡ

2 0 34 34 2

570920211
初级斯洛伐克语口语Ⅰ
Basic Slovak SpeakingⅠ

2 0 34 34 2

570921221
初级斯洛伐克语口语Ⅱ
Basic Slovak SpeakingⅡ

2 0 34 34 2

570922231
中级斯洛伐克语口语Ⅰ

Intermediate Slovak SpeakingⅠ
2 0 34 34 2

570923241
中级斯洛伐克语口语Ⅱ

Intermediate Slovak SpeakingⅡ
2 0 34 34 2

570924251
高级斯洛伐克语口语Ⅰ

Advanced Slovak SpeakingⅠ
2 0 34 34 2

570925261
高级斯洛伐克语口语Ⅱ

Advanced Slovak SpeakingⅡ
2 0 34 34 2

570926211
斯洛伐克语语法Ⅰ
Slovak GrammerⅠ

2 17 17 34 2

570927221
斯洛伐克语语法Ⅱ
Slovak GrammerⅡ

2 17 17 34 2

570928231
斯洛伐克语语法Ⅲ
Slovak GrammerⅢ

2 17 17 34 2

570929241
斯洛伐克语语法Ⅳ
Slovak GrammerⅣ

2 17 17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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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70930211
斯洛伐克国家概况Ⅰ※

Slovak National Conditions Ⅰ
☆ ★ 2 32 2 34 2

570931221
斯洛伐克国家概况Ⅱ※

Slovak National Conditions Ⅱ
☆ ★ 2 32 2 34 2

570932251

斯洛伐克语报刊选读

与翻译Ⅰ
Selected Readings of Slovakian

Newspapers & Magazines Ⅰ

2 32 2 34 2

570933261

斯洛伐克语报刊选读

与翻译Ⅱ
Selected Readings of Slovakian

Newspapers & MagazinesⅡ

2 32 2 34 2

570934271

斯洛伐克语报刊选读

与翻译Ⅲ
Selected Readings of Slovakian

Newspapers & Magazines Ⅲ

2 32 2 34 2

570935281

斯洛伐克语报刊选读

与翻译Ⅳ
Selected Readings of Slovakian

Newspapers & Magazines Ⅳ

2 32 2 34 2

570942251

高级斯洛伐克语视

听说Ⅰ
Advanced Audio￣Visal

Slovak Ⅰ

2 0 34 34 2

570943261

高级斯洛伐克语视

听说Ⅱ
Advanced Audio￣Visal

Slovak Ⅱ

2 0 34 34 2

570944241
斯洛伐克语写作Ⅰ
Slovak Writing Ⅰ

2 32 2 34 2

570905231

斯洛伐克地理和旅游资源

Geography and Tourism

of Slovakia

2 32 2 34 2

570906241
斯洛伐克礼仪与禁忌

Slovakian Etiquette
2 32 2 34 2

570907251
斯洛伐克历史 I

Slovakian History Ⅰ
2 32 2 34 2

570908261
斯洛伐克历史Ⅱ

Slovakian History Ⅱ
2 32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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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70909241

斯洛伐克音乐影视作品赏析

Slovakian Musics, Films

and TV shows

2 32 2 34 2

570910251
斯洛伐克文学及作品赏析 I

Slovakian Literature Ⅰ
2 32 2 34 2

570911261
斯洛伐克文学及作品赏析Ⅱ

Slovakian Literature Ⅱ
2 32 2 34 2

570912261
斯洛伐克与欧盟关系

Slovakia￣EU Relations
2 32 2 34 2

570914271

斯洛伐克社会和政党政治

Slovakian Society and

Political system

2 32 2 34 2

570936261
商务斯洛伐克语翻译

Business Slovak Translation
2 32 2 34 2

570937271

斯洛伐克语口笔译综合Ⅲ
Slovak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Ⅲ
2 17 17 34 2

570938281

斯洛伐克语口笔译综合Ⅳ
Slovak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Ⅳ
2 17 17 34 2

570939261
斯洛伐克的汉学研究

Sinology in Slovakia
2 32 2 34 2

570940261

中斯诗歌赏析

Chinese and Slovakian

Poetry Appreciation

2 32 2 34 2

570941251

中斯文化交流译介

Translation Studies of

Sino￣Slovakian Cultural Exchange

2 32 2 34 2

总计 40 门课程 80 858 502 1360 10 10 10 10 16 16 6 2

十五、 ２６ 学分辅双模块课程设置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570925131
中级斯洛伐克语视听说Ⅰ

Intermediate Audio￣Visal Slovak Ⅰ
2 17 1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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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570926141
中级斯洛伐克语视听说Ⅱ

Intermediate Audio￣Visal Slovak Ⅱ
2 17 17 2

570927111
斯洛伐克语阅读与选译Ⅰ

Slovak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Foundation Ⅰ
2 17 17 2

570928121
斯洛伐克语阅读与选译Ⅱ

Slovak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Foundation Ⅱ
2 17 17 2

570929131
斯洛伐克语阅读与选译Ⅲ

Slovak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Ⅲ
2 17 17 2

570930141
斯洛伐克语阅读与选译Ⅳ

Slovak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Ⅳ
2 17 17 2

570933151
斯洛伐克语口笔译综合Ⅰ

Slovak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Ⅰ
3 34 17 3

570934161
斯洛伐克语口笔译综合Ⅱ

Slovak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Ⅱ
3 17 34 3

570001131
跨文化交际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17 17 2

570002151
翻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2 34 0 2

570003161
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34 0 2

570932251

斯洛伐克语报刊选读与翻译Ⅰ
Selected Readings of Slovakian

Newspapers & Magazines Ⅰ
2 32 2 2

570933261

斯洛伐克语报刊选读与翻译Ⅱ
Selected Readings of Slovakian

Newspapers & MagazinesⅡ
2 32 2 2

570942251
高级斯洛伐克语视听说Ⅰ

Advanced Audio￣Visual Slovak Ⅰ
2 0 34 2

570943261
高级斯洛伐克语视听说Ⅱ

Advanced Audio￣Visual Slovak Ⅱ
2 0 34 2

总计 15 门课程 32 302 242 2 2 8 6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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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洲 学 院

斯洛文尼亚语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斯洛文尼亚语属印欧语系、 斯拉夫语族南支ꎬ 分布于斯洛文尼亚及周边地区ꎬ 曾是前南斯拉夫的 3

种官方语言之一ꎬ 现为欧盟 24 种官方语言的一种ꎮ 作为 2016 年获教育部批准的新建专业ꎬ 专业致力于

培养 “一带一路” 倡议所急需的精通斯洛文尼亚语言文化、 政治经济、 翻译交流等素质的复合型人才ꎮ
专业上不仅注重语言实践能力的培养ꎬ 更突出对口笔译综合实践能力的锻炼ꎬ 同时重视发展学生跨文化

交流、 地区国别研究等素质和能力ꎬ 以适应不同领域和行业的需求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备扎实的斯洛文尼亚语听、 说、 读、 写、 译基本技能ꎬ 掌握对象国地区政治、 经

济、 社会、 文化、 文学、 历史等人文社科知识ꎬ 适应我国外交经贸、 文化交流、 新闻出版、 教育、 科研

等工作需要的ꎬ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ꎬ 兼具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1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ꎬ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掌握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三个

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ꎬ 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奉

献精神ꎮ
2 应具有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ꎬ 良好的道德品质ꎬ 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ꎬ 社会责任感ꎬ

人文与科学素养ꎬ 合作精神ꎬ 创新精神以及学科基本素养ꎮ
3 应掌握扎实的斯洛文尼亚语语言和文学知识ꎬ 了解其历史、 社会、 文化知识ꎬ 以及政治、 经济、

外交状况ꎬ 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ꎬ 鼓励学生学习俄语、 英语或相近专业语言中的任一种语言为第二外

语、 辅修第二学位ꎬ 了解相关专业知识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ꎬ 形成跨学科知识结构ꎬ
成为我国对外交往和社会发展所需要复合型人才ꎮ

4 应熟练掌握听、 说、 读、 写、 译的基本技能ꎬ 具有外语运用能力、 文学赏析能力、 跨文化交流能

力ꎬ 以及一定的研究能力、 创新能力、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ꎬ 具有较强的实际

工作能力和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ꎬ 成为的高质量外语人才ꎮ
5 具有一定的体育和军事基础知识ꎬ 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和卫生习惯ꎬ 达到国家规定的体育和军事

训练合格标准ꎬ 具有健康的体魄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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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

相邻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 翻译学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1 核心课程:
言语技能系列课程: 围绕听说读写译等言语基本技能为核心ꎬ 开设一系列相关课程ꎬ 包括初级斯洛

文尼亚语ꎬ 中级斯洛文尼亚语ꎬ 高级斯洛文尼亚语ꎬ 初级斯洛文尼亚语视听说ꎬ 中级斯洛文尼亚语视听

说ꎬ 高级斯洛文尼亚语视听说等课程ꎬ 专业知识课包括斯洛文尼亚语翻译理论与实践、 斯洛文尼亚语文

学选读ꎬ 斯洛文尼亚语报刊阅读ꎬ 斯洛文尼亚语文学史等ꎬ 着重扎实系统的言语实践能力的培养ꎮ
2 特色课程: 横向贯通多专业平台系列课程: 欧洲文化概况、 中东欧国情、 中东欧历史、 中东欧艺

术赏析等课程ꎬ 系内不同专业学生均可选修ꎬ 跨专业拓宽学生知识面ꎬ 丰富学生视野ꎬ 为学生提供丰富

的学习资源ꎮ
实用技能系列课程: 斯洛文尼亚语翻译理论与实践、 斯洛文尼亚语口译、 斯洛文尼亚语修辞学等系

列课程的开设ꎬ 培养学生实操技能ꎮ
全面人才培养系列课程: 斯洛文尼亚文学、 斯洛文尼亚影视、 斯洛文尼亚音乐、 斯洛文尼亚诗歌赏

析等系列课程的开设ꎬ 旨在拓展学生知识面ꎬ 培养多领域复合型人才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各门课程的考核方式根据课程要求及特点而定ꎬ 测评形

式可以为: 在线考试、 论文、 实践报告、 研究报告等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第二

外语

跨专业

复合课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63 16 4 22 15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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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专业实习

学生应在政府机构 (如市政府外事办、 北京市对外友好协会等)、 驻华外国机构、 出版、 媒体、 社

会公益团体、 外企等行业进行专业领域相关实习ꎬ 累计不少于 8 周 (或者 136 小时)ꎬ 实习结束后应填

写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专业实习鉴定表»ꎬ 加盖实习单位公章ꎬ 并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总

结ꎮ 参加学院或专业组织的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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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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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①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基
础
课

570801111
斯洛文尼亚语导论 (上) □

Introduction into Slovenian Language A
☆ ★ 4 64 3 4

570801112
斯洛文尼亚语导论 (下) □

Introduction into Slovenian Language B
☆ ★ 4 64 3 4

570802121
斯洛文尼亚语 I A□

Slovenian Language I A
☆ ★ 4 64 3 4

570802122
斯洛文尼亚语 I B□

Slovenian Language I B
☆ ★ 4 64 3 4

570803131
斯洛文尼亚语Ⅱ A□

Slovenian Language Ⅱ A
☆ ★ 4 64 3 4

570803132
斯洛文尼亚语Ⅱ B□

Slovenian Language Ⅱ B
☆ ★ 4 64 3 4

570804141
斯洛文尼亚语Ⅲ A□

Slovenian Language Ⅲ A
☆ ★ 4 64 3 4

570804142
斯洛文尼亚语Ⅲ B□

Slovenian Language Ⅲ B
☆ ★ 4 64 3 4

570805151
斯洛文尼亚语Ⅳ□

Advanced Slovenian Ⅳ
4 64 4 4

570806161
斯洛文尼亚语 V□

Advanced Slovenian V
4 64 4 4

570807111
斯洛文尼亚语听说读解导论□

Introduction　 into　 Slovenian RULS
☆ ★ 4 64 4 4

570808121
斯洛文尼亚语听说读解Ⅰ□

Slovenian RULS Ⅰ
☆ ★ 4 6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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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基
础
课

570809131
斯洛文尼亚语听说读解Ⅱ□

Slovenian RULS Ⅱ
★ 4 64 4 4

570810141
斯洛文尼亚语听说读解 Ⅲ□

Slovenian RULS Ⅲ
★ 4 64 4 4

570813171
斯洛文尼亚语翻译研究█

Slovenian Translation Studies
2 32 2 2

570814151
斯洛文尼亚语语法□

Slovenian Grammar
2 32 2 2

570815131
斯洛文尼亚语应用文写作□
Practical Writing in Slovenian

2 32 2 2

570001171
论文指导与写作□

Thesis Guidance and Writing
1 13 4 1

总计 20 门课程 63 1077 62 12 12 14 12 6 4 3 0

十四、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70001221

中东欧政治与外交□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2 32 2 2

570005241
跨文化交流●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2 2 2

570003231
中东欧历史□

History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2 32 2 2

570004241
中东欧艺术赏析□

Art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2 32 2 2

570002211
欧洲文化导论█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culture
☆ 2 32 2 2

570804231
斯洛文尼亚文学史□

History of Slovenian Literature
2 32 2 2

570805271
斯洛文尼亚语口译□
Slovenian Interpreting

2 32 2 2

570806241
斯洛文尼亚国情概况□

National Conditions of Slovenian
☆ 2 32 2 2

570807251

斯洛文尼亚文学选读Ⅰ□
Selected Readings of Slovenian

Literature Ⅰ
2 3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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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70808261

斯洛文尼亚文学选读Ⅱ□
Selected Readings of Slovenian

Literature Ⅱ
2 32 2 2

570809231
斯洛文尼亚历史□

Slovenian History
☆ 2 32 2 2

570816281
斯洛文尼亚语演讲□

Slovenian Public Speech
2 32 2 2

570810251
斯洛文尼亚民俗传统□

Slovenian Folklore
2 32 2 2

570811241
斯洛文尼亚电影■

Slovenian Movies
2 32 2 2

570812231
斯洛文尼亚音乐■

Slovenian Music
2 32 2 2

570813251

斯洛文尼亚语报刊阅读Ⅰ■
Selected Readings from

Slovenian Press Ⅰ
2 32 2 2

570814261

斯洛文尼亚语报刊阅读Ⅱ■
Selected Readings from

Slovenian Press Ⅱ
2 32 2 2

570815251
斯洛文尼亚地理和旅游□

Geography and Tourism of Slovenian
2 32 2 2

570816281
斯洛文尼亚语修辞学□

Slovenian Rhetoric
2 32 2 2

570817241
创意写作□

Creative Writing
2 32 2 2

570819261
斯洛文尼亚诗歌赏析□

Slovenian Poetry Appreciation
2 32 2 2

570820271
斯洛文尼亚汉学●
Sinology in Slovenian

2 32 2 2

总计 22 门课程 44 768 44 2 2 8 12 8 6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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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东 学 院

阿拉伯语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阿拉伯语专业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1964 年成立之初即设置并延续至今的专业ꎬ 是教育部最早

确定的七个阿拉伯语专业教学单位之一ꎬ 是 “双万计划” 首批国家级一流专业、 首批国家级特色专

业、 首批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阿拉伯研究中心依托专业ꎮ 本专业培养符合国家各领域发展需求

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ꎬ 是国内汉语￣阿拉伯语高级翻译和国别区域研究优势突出的阿拉伯语人才培养

基地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德、 智、 体、 美、 劳全面发展ꎬ 兼具国际视野和中国情怀的复合型、 国际化、 应用

型阿拉伯语专业人才ꎮ 毕业生既具有扎实语言基础知识ꎬ 又能熟练运用阿拉伯语从事外交、 安全、 经

贸、 新闻、 文化、 教育与科研等领域工作ꎮ 多年来ꎬ 本专业致力于构建高水平的汉阿高级翻译人才培养

体系和中东国别区域学高端研究人才培养体系ꎮ

三、 培养要求
1 热爱祖国ꎬ 热爱共产党ꎬ 具有为祖国建设与发展事业服务的崇高愿望和理想ꎮ
2 具有敬业、 诚信、 友善的人文修养ꎮ
3 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 适应能力、 竞争能力、 创新能力和初步的科研能力ꎮ
4 具有扎实的阿拉伯语语言基础ꎬ 熟悉我国有关的方针、 政策、 法规ꎬ 熟悉我国的历史、 文化与国

情ꎬ 了解我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ꎬ 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ꎬ 以及熟练运用阿拉伯语传播中国文化、 阐释

当代中国的能力ꎮ
5 较全面地了解阿拉伯文学与文化知识ꎬ 对当下阿拉伯事务有比较准确客观的判断ꎮ
6 具有为国家在涉阿事务中建言献策、 提供智力服务的自觉意识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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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ꎮ
相邻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 哲学、 政治学、 社会学等ꎮ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初级￣中级￣高级阿语系列课程ꎻ 翻译系列课程ꎮ
特色课程: 国别和区域研究系列课程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在教育信息化发展语境下ꎬ 本专业的在线教学、 线上课程比重将大幅提升ꎮ 在线课程的考核形式以

课程目标为导向ꎬ 结合传统线下课堂考核设计大致分为知识点测试、 过程性测试、 形成性测试与总结性

测试四类ꎻ 考核形式根据各门课程的性质可灵活多样ꎬ 如在线闭卷考试、 开卷考试、 在线面试、 开放性

考试等ꎻ 课程负责教师将以学生在线自主学习、 在线互动课堂、 在线测试三个模块的表现综合评定学生

成绩ꎮ 具体的考核标准与考核要求见课程大纲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第二

外语

跨专业

复合课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63 16 4 22 15 166

十、 专业实习
本专业鼓励学生围绕创新创业ꎬ 结合学科和专业积极开展实习实训、 专业服务、 社会实践、 勤工助

学等劳动教育内容ꎬ 重视应用新知识、 新技术、 新工艺、 新方法ꎬ 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ꎬ 增强诚实劳

动意识ꎬ 积累职业经验ꎬ 提升就业创业能力ꎬ 树立正确择业观ꎬ 具有到艰苦地区和行业工作的奋斗精

神ꎬ 懂得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的深刻道理ꎻ 具有公共服务意识ꎬ 具有面对重大疫情、 灾害等危机主动作

为的奉献精神ꎮ 劳动教育内容总时长应不少于 16 学时ꎮ
本专业学生可以参加各级各类专业实习ꎬ 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服务社会ꎬ 并在应用中提高专业技能

水平ꎬ 学以致用ꎮ 阿拉伯语专业实习突出复语复合型与国际化ꎬ 主要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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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专业实习:
口笔译综合实践活动———政治、 经济、 文化、 艺术等领域的中阿交流活动ꎬ 如参与国家部委机关、

企事业单位和新闻媒体等涉阿工作部门组织的活动ꎻ
国外专业实习:
校际交流项目———依托我院与阿拉伯地区知名高校的长期合作交流机制ꎬ 如赴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

大学交流实习ꎻ
暑期实习项目———依托我院与国际知名跨国企业、 研究机构已经成熟的实习实践基地ꎬ 如赴北方装

备中东项目部实习等ꎮ
本专业学生可利用课余和寒暑假集中进行专业实习ꎬ 累计不少于 8 周 (或者 136 小时)ꎬ 实习结束

后应填写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专业实习鉴定表»ꎬ 加盖实习单位公章ꎬ 并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

习总结ꎬ 专业实习为 2 学分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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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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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③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通
开
课

58000111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Ⅰ
(中东概论) ●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I

(Introduction to the Middle East)

☆ ★ 3 51 3 54 3

580002131

跨文化交际导论 □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4 2 36 2

580003151

翻译学导论: 理论与实践 □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2 34 2 36 2

580004161
语言学导论 □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34 2 36 2

专
业
基
础
课

581005111
阿拉伯语语音 □

Arabic Pronunciation
☆ ★ 2 34 2 36 2

581006111
初级阿语Ⅰ □

Elementary Arabic Ⅰ
☆ ★ 6 102 6 108 6

581019121
初级阿语Ⅱ￣1 □

Elementary Arabic Ⅱ￣1
☆ ★ 4 68 4 72 4

581020121
初级阿语Ⅱ￣2 □

Elementary Arabic Ⅱ￣2
☆ ★ 4 68 4 72 4

—７１２—

中 东 学 院

①
②
③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ꎮ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ꎮ
面向文化与传播学院开设ꎮ



(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基
础
课

581008111

初级阿语视听Ⅰ □
Elementary Arabic

Audio￣visual Course Ⅰ
☆ ★ 2 34 2 36 2

581009121

初级阿语视听Ⅱ □
Elementary Arabic

Audio￣visual Course Ⅱ
☆ ★ 2 34 2 36 2

581010131
中级阿语Ⅰ￣1 □

Intermediate Arabic Ⅰ￣1
★ 4 68 4 72 4

581021131
中级阿语Ⅰ￣2 □

Intermediate Arabic Ⅰ￣2
★ 4 68 4 72 4

581011141
中级阿语Ⅱ￣1 □

Intermediate Arabic Ⅱ￣1
★ 4 68 4 72 4

581022141
中级阿语Ⅱ￣2 □

Intermediate Arabic Ⅱ￣2
★ 4 68 4 72 4

581012131

阿语视听与译述Ⅰ □
Arabic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nd Paraphrasing Ⅰ
2 34 2 36 2

581013141

阿语视听与译述Ⅱ ●□
Arabic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nd ParaphrasingⅡ
2 34 2 36 2

581014151
高级阿语Ⅰ □

Advanced Arabic Ⅰ
4 68 4 72 4

581015161
高级阿语Ⅱ □

Advanced Arabic Ⅱ
4 68 4 72 4

581016151

翻译理论与实践 ●□
Interpret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2 34 2 36 2

581017161

阿语笔译Ⅰ (中东外交) □
Arabic Translation I

(Middle East Diplomacy)

2 34 2 36 2

581018161

阿语口译Ⅰ (中东外交) □
Arabic Interpretation I

(Middle East Diplomacy)

2 34 2 36 2

总计 21 门课程 63 1071 63 1134 13 10 12 10 8 10

—８１２—

２０２０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十四、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一) 人文交流方向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81001221
初级阿语阅读 □

Elementary Arabic Reading
2 34 2 36 2

581002211
初级阿语口语Ⅰ □

Elementary Oral Arabic Ⅰ
☆ ★ 2 34 2 36 2

581003221
初级阿语口语Ⅱ □

Elementary Oral Arabic Ⅱ
2 34 2 36 2

581004231
中级阿语阅读Ⅰ □

Intermediate Arabic Reading Ⅰ
2 34 2 36 2

581005241
中级阿语阅读Ⅱ □

Intermediate Arabic Reading Ⅱ
2 34 2 36 2

581006231
中级阿语口语Ⅰ □

Intermediate Oral Arabic Ⅰ
2 34 2 36 2

581007241
中级阿语口语Ⅱ □

Intermediate Oral Arabic Ⅱ
2 34 2 36 2

581008231
阿语词法 □

Arabic Morphology
1 17 1 18 1

581009241
阿语句法 □
Arabic Syntax

1 17 1 18 1

581010251

高级阿语视听与译述Ⅰ□
Advanced Arabic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nd Paraphrasing Ⅰ
2 34 2 36 2

581011261

高级阿语视听与译述Ⅱ□
Advanced Arabic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nd Paraphrasing Ⅱ
2 34 2 36 2

581012251

阿语新闻编译Ⅰ ●□
Arabic News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Ⅰ
2 34 2 36 2

581013261

阿语新闻编译Ⅱ ●□
Arabic News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Ⅱ
2 34 2 36 2

581014271

阿语笔译Ⅱ (旅游经贸) □
Arabic Translation Ⅱ

(Tourism and Economy)

2 34 2 36 2

581015271

阿语口译Ⅱ (旅游经贸) □
Arabic Interpretation Ⅱ
(Tourism and Economy)

2 34 2 36 2

—９１２—

中 东 学 院



(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81016281

阿语笔译Ⅲ (人文交流) □
Arabic Translation Ⅲ
(Cultural Exchange)

1 17 1 18 1

581017281

阿语口译Ⅲ (人文交流) □
Arabic Interpretation Ⅲ

(Cultural Exchange)

1 17 1 18 1

581018211
阿语书法 ○

Arabic Calligraphy
1 17 1 18 1

581019241
阿语基础写作 □

Basic Arabic Writing
1 17 1 18 1

581020251
高级阿语口语 □

Advanced Oral Arabic
1 17 1 18 1

581021271

阿拉伯名著导读 (文学) □
Introduction to Arabic

Classics (Literature)

1 17 1 18 1

581022281

阿拉伯名著导读 (文化) □
Introduction to Arabic

Classics (Culture)

1 17 1 18 1

581023271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
Academic Writing Norms

1 17 1 18 1

581024281
阿拉伯语方言 □

Arabic Dialects
1 17 1 18 1

58102522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Ⅱ
(中东史) ●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Ⅱ
(History of Middle East)

☆ ★ 2 34 2 36 2

58102622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Ⅲ
(中东热点问题研究) □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Ⅲ
(Current Issues in

the Middle East)

1 17 1 18 1

58102723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Ⅳ ●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概论)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Ⅳ

(Introduction to Arabic￣Islamic

Culture)

1 17 1 18 1

58102825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Ⅴ□
(中东政党与政治)

Country and AreaStudiesⅤ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2 34 2 36 2

—０２２—

２０２０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8102925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Ⅵ□
(中阿文化比较)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Ⅵ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between Arab World and China)

1 17 1 18 1

58103026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Ⅶ□
(阿拉伯经济与社会)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Ⅶ
(Arab Societies and Economies)

2 34 2 36 2

58103126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Ⅷ○
(阿拉伯文学)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Ⅷ
(Arabic Literature)

2 34 2 36 2

58103227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Ⅸ ●
(中阿文明交往史)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Ⅸ
(History of Sino￣Arab

Cultural Exchanges)

2 34 2 36 2

58103328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Ⅹ □
(阿拉伯艺术)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Ⅹ (Arabic Art)

1 17 1 18 1

58103428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阿语授课)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eaching in Arabic)

1 17 1 18 1

581035261

阿拉伯影视文化与

字幕翻译 □Z

Arabic Cinema Appreciation

and Subtitle Translation

1 0 0 0 0

581036261

阿语创意写作 ■Z

(创新创业实践)
Arabic Creative Wri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1 0 0 0 0

总计 36 门课程 54 884 52 936 3 7 6 6 8 8 8 6

—１２２—

中 东 学 院



(二) 旅游休闲方向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81001221
初级阿语阅读 □

Elementary Arabic Reading
2 34 2 36 2

581002211
初级阿语口语Ⅰ □

Elementary Oral Arabic Ⅰ
☆ ★ 2 34 2 36 2

581003221
初级阿语口语Ⅱ □

Elementary Oral Arabic Ⅱ
2 34 2 36 2

581004231
中级阿语阅读Ⅰ □

Intermediate Arabic Reading Ⅰ
2 34 2 36 2

581005241
中级阿语阅读Ⅱ □

Intermediate Arabic Reading Ⅱ
2 34 2 36 2

581006231
中级阿语口语Ⅰ □

Intermediate Oral Arabic Ⅰ
2 34 2 36 2

581007241
中级阿语口语Ⅱ □

Intermediate Oral Arabic Ⅱ
2 34 2 36 2

581008231
阿语词法 □

Arabic Morphology
1 17 1 18 1

581009241
阿语句法 □
Arabic Syntax

1 17 1 18 1

581010251

高级阿语视听与译述Ⅰ□
Advanced Arabic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nd Paraphrasing Ⅰ
2 34 2 36 2

581011261

高级阿语视听与译述Ⅱ□
Advanced Arabic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nd Paraphrasing Ⅱ
2 34 2 36 2

581012251

阿语新闻编译Ⅰ ●□
Arabic News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Ⅰ
2 34 2 36 2

581013261

阿语新闻编译Ⅱ ●□
Arabic News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Ⅱ
2 34 2 36 2

581014271

阿语笔译Ⅱ (旅游经贸) □
Arabic Translation Ⅱ

(Tourism and Economy)

2 34 2 36 2

581015271

阿语口译Ⅱ (旅游经贸) □
Arabic Interpretation Ⅱ
(Tourism and Economy)

2 34 2 36 2

—２２２—

２０２０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81016281

阿语笔译Ⅲ (人文交流) □
Arabic Translation Ⅲ
(Cultural Exchange)

1 17 1 18 1

581017281

阿语口译Ⅲ (人文交流) □
Arabic Interpretation Ⅲ

(Cultural Exchange)

1 17 1 18 1

581018211
阿语书法 ○

Arabic Calligraphy
1 17 1 18 1

581019241
阿语基础写作 □

Basic Arabic Writing
1 17 1 18 1

581020251
高级阿语口语 □

Advanced Oral Arabic
1 17 1 18 1

581021271

阿拉伯名著导读 (文学) □
Introduction to Arabic

Classics (Literature)

1 17 1 18 1

581022281

阿拉伯名著导读 (文化) □
Introduction to Arabic

Classics (Culture)

1 17 1 18 1

581023271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
Academic Writing Norms

1 17 1 18 1

581024281
阿拉伯语方言 □

Arabic Dialects
1 17 1 18 1

58102522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Ⅱ
(中东史) ●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Ⅱ
(History of Middle East)

☆ ★ 2 34 2 36 2

58102622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Ⅲ
(中东热点问题研究) □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Ⅲ
(Current Issues in the

Middle East)

1 17 1 18 1

58102723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Ⅳ ●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概论)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Ⅳ

(Introduction to Arabic￣Islamic

Culture)

1 17 1 18 1

—３２２—

中 东 学 院



(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8102825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Ⅴ□
(中东政党与政治)

Country and AreaStudiesⅤ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2 34 2 36 2

58102925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Ⅵ□
(中阿文化比较)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Ⅵ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between Arab World and China)

1 17 1 18 1

58103026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Ⅶ□
(阿拉伯经济与社会)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Ⅶ
(Arab Societies and Economies)

2 34 2 36 2

58103126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Ⅷ○
(阿拉伯文学)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Ⅷ
(Arabic Literature)

2 34 2 36 2

58103227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Ⅸ ●
(中阿文明交往史)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Ⅸ
(History of Sino￣Arab Cultural

Exchanges)

2 34 2 36 2

58103328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Ⅹ □
(阿拉伯艺术)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Ⅹ
(Arabic Art)

1 17 1 18 1

58103428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阿语授课)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eaching in Arabic)

1 17 1 18 1

581035261

阿拉伯影视文化与

字幕翻译 □Z

Arabic Cinema Appreciation

and Subtitle Translation

1 0 0 0 0

581036261

阿语创意写作 ■Z

(创新创业实践)
Arabic Creative Wri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1 0 0 0 0

总计 36 门课程 54 884 52 936 3 7 6 6 8 8 8 6

—４２２—

２０２０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三) 中东外交方向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81001221
初级阿语阅读 □

Elementary Arabic Reading
2 34 2 36 2

581002211
初级阿语口语Ⅰ □

Elementary Oral Arabic Ⅰ
☆ ★ 2 34 2 36 2

581003221
初级阿语口语Ⅱ □

Elementary Oral Arabic Ⅱ
2 34 2 36 2

581004231
中级阿语阅读Ⅰ □

Intermediate Arabic Reading Ⅰ
2 34 2 36 2

581005241
中级阿语阅读Ⅱ □

Intermediate Arabic Reading Ⅱ
2 34 2 36 2

581006231
中级阿语口语Ⅰ □

Intermediate Oral Arabic Ⅰ
2 34 2 36 2

581007241
中级阿语口语Ⅱ □

Intermediate Oral Arabic Ⅱ
2 34 2 36 2

581008231
阿语词法 □

Arabic Morphology
1 17 1 18 1

581009241
阿语句法 □
Arabic Syntax

1 17 1 18 1

581010251

高级阿语视听与译述Ⅰ□
Advanced Arabic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nd Paraphrasing Ⅰ
2 34 2 36 2

581011261

高级阿语视听与译述Ⅱ□
Advanced Arabic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nd Paraphrasing Ⅱ
2 34 2 36 2

581012251

阿语新闻编译Ⅰ ●□
Arabic News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Ⅰ
2 34 2 36 2

581013261

阿语新闻编译Ⅱ ●□
Arabic News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Ⅱ
2 34 2 36 2

581014271

阿语笔译Ⅱ (旅游经贸) □
Arabic Translation Ⅱ

(Tourism and Economy)

2 34 2 36 2

581015271

阿语口译Ⅱ (旅游经贸) □
Arabic Interpretation Ⅱ
(Tourism and Economy)

2 34 2 36 2

—５２２—

中 东 学 院



(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81016281

阿语笔译Ⅲ (人文交流) □
Arabic Translation Ⅲ
(Cultural Exchange)

1 17 1 18 1

581017281

阿语口译Ⅲ (人文交流) □
Arabic Interpretation Ⅲ

(Cultural Exchange)

1 17 1 18 1

581018211
阿语书法 ○

Arabic Calligraphy
1 17 1 18 1

581019241
阿语基础写作 □

Basic Arabic Writing
1 17 1 18 1

581020251
高级阿语口语 □

Advanced Oral Arabic
1 17 1 18 1

581021271

阿拉伯名著导读 (文学) □
Introduction to Arabic

Classics (Literature)

1 17 1 18 1

581022281

阿拉伯名著导读 (文化) □
Introduction to Arabic

Classics (Culture)

1 17 1 18 1

581023271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
Academic Writing Norms

1 17 1 18 1

581024281
阿拉伯语方言 □

Arabic Dialects
1 17 1 18 1

58102522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Ⅱ
(中东史) ●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Ⅱ
(History of Middle East)

☆ ★ 2 34 2 36 2

58102622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Ⅲ
(中东热点问题研究) □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Ⅲ
(Current Issues in the

Middle East)

1 17 1 18 1

58102723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Ⅳ ●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概论)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Ⅳ

(Introduction to Arabic￣Islamic

Culture)

1 17 1 18 1

58102825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Ⅴ□
(中东政党与政治)

Country and AreaStudiesⅤ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2 34 2 36 2

—６２２—

２０２０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8102925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Ⅵ□
(中阿文化比较)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Ⅵ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between Arab World and China)

1 17 1 18 1

58103026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Ⅶ□
(阿拉伯经济与社会)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Ⅶ
(Arab Societies and Economies)

2 34 2 36 2

58103126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Ⅷ○
(阿拉伯文学)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Ⅷ
(Arabic Literature)

2 34 2 36 2

58103227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Ⅸ●
(中阿文明交往史)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Ⅸ
(History of Sino￣Arab

Cultural Exchanges)

2 34 2 36 2

58103328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Ⅹ □
(阿拉伯艺术)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Ⅹ
(Arabic Art)

1 17 1 18 1

58103428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阿语授课)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eaching in Arabic)

1 17 1 18 1

581035261

阿拉伯影视文化与

字幕翻译 □Z

Arabic Cinema Appreciation

and Subtitle Translation

1 0 0 0 0

581036261

阿语创意写作 ■Z

(创新创业实践)
Arabic Creative Wri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1 0 0 0 0

总计 36 门课程 54 884 52 936 3 7 6 6 8 8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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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26 学分辅双模块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开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580002131

580003151

580004161

581012131

581013141

581016151

581017161

581018161

581010251

581011261

581012251

581013261

581014271

581015271

581016281

581017281

581035261

跨文化交际导论 □ 2 34 2 36 2

翻译学导论: 理论与实践 □ 2 34 2 36 2

语言学导论 □ 2 34 2 36 2

阿语视听与译述Ⅰ □ 2 34 2 36 2

阿语视听与译述Ⅱ □ 2 34 2 36 2

翻译理论与实践 □ 2 34 2 36 2

阿语笔译Ⅰ (中东外交) □ 2 34 2 36 2

阿语口译Ⅰ (中东外交) □ 2 34 2 36 2

高级阿语视听与译述Ⅰ □ 2 34 2 36 2

高级阿语视听与译述Ⅱ□ 2 34 2 36 2

阿语新闻编译Ⅰ□ 2 34 2 36 2

阿语新闻编译Ⅱ □ 2 34 2 36 2

阿语笔译Ⅱ (旅游经贸) □ 2 34 2 36 2

阿语口译Ⅱ (旅游经贸) □ 2 34 2 36 2

阿语笔译Ⅲ (人文交流) □ 1 17 1 18 1

阿语口译Ⅲ (人文交流) □ 1 17 1 18 1

阿拉伯影视文化与字幕翻译 □Z 1 0 0 0 0

总计 17 门课 31 510 30 540 4 2 8 10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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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东 学 院

波斯语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波斯语专业成立于 2016 年ꎬ 是我校重点扶持的非通用语种专业ꎮ 本专业致力于培养符合国家各领域

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ꎬ 积极推进整建制国际化办学和高强度虚拟仿真课程建设ꎬ 以期成为国内

汉语￣波斯语高级翻译和国别区域研究优势突出的波斯语人才培养基地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德、 智、 体、 美、 劳全面发展ꎬ 兼具国际视野和中国情怀的复合型、 国际化、 应用

型波斯语专业人才ꎮ 毕业生既具有扎实语言基础知识ꎬ 又能熟练运用波斯语从事外交、 安全、 经贸、 新

闻、 文化、 教育与科研等领域工作ꎮ 本专业致力于构建高水平的汉波高级翻译人才培养体系和中东国别

区域学高端研究人才培养体系ꎮ

三、 培养要求
1 热爱祖国ꎬ 热爱共产党ꎬ 具有为祖国建设与发展事业服务的崇高愿望和理想ꎮ
2 具有敬业、 诚信、 友善的人文修养ꎮ
3 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 适应能力、 竞争能力、 创新能力和初步的科研能力ꎮ
4 具有扎实的波斯语语言基础ꎬ 熟悉我国有关的方针、 政策、 法规ꎬ 熟悉我国的历史、 文化与国

情ꎬ 了解我国对伊朗的政策ꎬ 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ꎬ 以及熟练运用波斯语传播中国文化、 阐释当代中国

的能力ꎮ
5 较全面地了解波斯文学与文化知识ꎬ 对当下伊朗事务有比较准确客观的判断ꎮ
6 具有为国家在涉伊事务中建言献策、 提供智力服务的自觉意识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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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ꎮ
相邻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 哲学、 政治学、 社会学等ꎮ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初级￣中级￣高级波斯语系列课程ꎻ 翻译系列课程ꎮ
特色课程: 国别和区域研究系列课程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在教育信息化发展语境下ꎬ 本专业的在线教学、 线上课程比重将大幅提升ꎮ 在线课程的考核形式以

课程目标为导向ꎬ 结合传统线下课堂考核设计大致分为知识点测试、 过程性测试、 形成性测试与总结性

测试四类ꎻ 考核形式根据各门课程的性质可灵活多样ꎬ 如在线闭卷考试、 开卷考试、 在线面试、 开放性

考试等ꎻ 课程负责教师将以学生在线自主学习、 在线互动课堂、 在线测试三个模块的表现综合评定学生

成绩ꎮ 具体的考核标准与考核要求见课程大纲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第二

外语

跨专业

复合课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63 16 4 22 15 166

十、 专业实习
本专业鼓励学生围绕创新创业ꎬ 结合学科和专业积极开展实习实训、 专业服务、 社会实践、 勤工助

学等劳动教育内容ꎬ 重视应用新知识、 新技术、 新工艺、 新方法ꎬ 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ꎬ 增强诚实劳

动意识ꎬ 积累职业经验ꎬ 提升就业创业能力ꎬ 树立正确择业观ꎬ 具有到艰苦地区和行业工作的奋斗精

神ꎬ 懂得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的深刻道理ꎻ 具有公共服务意识ꎬ 具有面对重大疫情、 灾害等危机主动作

为的奉献精神ꎮ 劳动教育内容总时长应不少于 16 学时ꎮ
本专业学生可以参加各级各类专业实习ꎬ 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服务社会ꎬ 并在应用中提高专业技能

水平ꎬ 学以致用ꎮ 波斯语专业实习突出复语复合型与国际化ꎬ 主要分为:
国内专业实习:
口笔译综合实践活动———政治、 经济、 文化、 艺术等领域的中伊交流活动ꎬ 如参与国家部委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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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事业单位和新闻媒体等涉伊工作部门组织的活动ꎻ
国外专业实习:
校际交流项目———依托我院与伊朗知名高校、 机构的长期合作交流机制ꎬ 如赴伊朗德黑兰大学、 阿

拉梅大学交流实习ꎻ
暑期实习项目———依托我院与国际知名跨国企业、 研究机构已经成熟的实习实践基地ꎬ 如赴北方装

备中东项目部实习等ꎮ
本专业学生可利用课余和寒暑假集中进行专业实习ꎬ 累计不少于 8 周 (或者 136 小时)ꎬ 实习结束

后应填写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专业实习鉴定表»ꎬ 加盖实习单位公章ꎬ 并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

习总结ꎬ 专业实习为 2 学分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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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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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①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②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通
开
课

58000111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Ⅰ
(中东概论) ●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I

(Introduction to the Middle East)

☆ ★ 3 51 3 54 3

580002131

跨文化交际导论 □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4 2 36 2

580003151

翻译学导论: 理论与实践 □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2 34 2 36 2

580004161
语言学导论 □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34 2 36 2

专
业
基
础
课

582030111
波斯语语音 □

Persian Pronunciation
☆ ★ 2 34 2 36 2

582031111
初级波斯语Ⅰ □

Elementary Persian Ⅰ
☆ ★ 6 102 6 108 6

582044121
初级波斯语Ⅱ￣1 □

Elementary Persian Ⅱ￣1
☆ ★ 4 68 4 7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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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通
开
课

582045121
初级波斯语Ⅱ￣2 □

Elementary Persian Ⅱ￣2
☆ ★ 4 68 4 72 4

582033111

初级波斯语视听Ⅰ □
Elementary Persian

Audio￣visual Course Ⅰ
☆ ★ 2 34 2 36 2

582034121

初级波斯语视听Ⅱ □
Elementary Persian

Audio￣visual Course Ⅱ
☆ ★ 2 34 2 36 2

582046131
中级波斯语Ⅰ￣1 □

Intermediate Persian Ⅰ￣1
★ 4 68 4 72 4

582047131
中级波斯语Ⅰ￣2 □

Intermediate Persian Ⅰ￣2
★ 4 68 4 72 4

582048141
中级波斯语Ⅱ￣1 □

Intermediate Persian Ⅱ￣1
★ 4 68 4 72 4

582049141
中级波斯语Ⅱ￣2 □

Intermediate Persian Ⅱ￣2
★ 4 68 4 72 4

582037131

波斯语视听与译述Ⅰ □
Persia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nd Paraphrasing Ⅰ
2 34 2 36 2

582038141

波斯语视听与译述Ⅱ □
Persia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nd Paraphrasing Ⅱ
2 34 2 36 2

582039151
高级波斯语Ⅰ □

Advanced Persian Ⅰ
4 68 4 72 4

582040161
高级波斯语Ⅱ □

Advanced Persian Ⅱ
4 68 4 72 4

582041151

翻译理论与实践 □
Interpret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2 34 2 36 2

582042161

波斯语笔译Ⅰ
(中东外交) □

Persian Translation Ⅰ
(Middle East Diplomacy)

2 34 2 36 2

582043161

波斯语口译Ⅰ
(中东外交) □

Persian Interpretation Ⅰ
(Middle East Diplomacy)

2 34 2 36 2

总计 21 门课程 63 1071 63 1134 12 13 10 10 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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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82030221
初级波斯语阅读 □

Elementary Persian Reading
2 34 2 36 2

582031211
初级波斯语口语Ⅰ □

Elementary Oral Persian Ⅰ
☆ ★ 2 34 2 36 2

582032221
初级波斯语口语Ⅱ □

Elementary Oral Persian Ⅱ
2 34 2 36 2

582033231
中级波斯语阅读Ⅰ □

Intermediate Persian ReadingⅠ
2 34 2 36 2

582034241
中级波斯语阅读Ⅱ □

Intermediate Persian ReadingⅡ
2 34 2 36 2

582035231
中级波斯语口语Ⅰ □

Intermediate Oral Persian Ⅰ
2 34 2 36 2

582036241
中级波斯语口语Ⅱ □

Intermediate Oral Persian Ⅱ
2 34 2 36 2

582037241
波斯语语法□

Persian Grammar
2 34 2 36 2

582038251

高级波斯语视听与译述Ⅰ□
Advanced Persia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nd Paraphrasing Ⅰ
2 34 2 36 2

582039261

高级波斯语视听与译述Ⅱ□
Advanced Persia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nd Paraphrasing Ⅱ
2 34 2 36 2

582040251

波斯语新闻编译Ⅰ ●□
Persian News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Ⅰ
2 34 2 36 2

582041261

波斯语新闻编译Ⅱ ●□
Persian News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Ⅱ
2 34 2 36 2

582042271

波斯语笔译Ⅱ (旅游经贸) □
Persian Translation Ⅱ

(Tourism and Economy)

2 34 2 36 2

582043271

波斯语口译Ⅱ (旅游经贸) □
Persian Interpretation Ⅱ
(Tourism and Economy)

2 34 2 36 2

582044281

波斯语笔译Ⅲ (人文交流) □
Persian Translation Ⅲ
(Cultural Exchange)

1 17 1 1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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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82045281

波斯语口译Ⅲ (人文交流) □
Persian Interpretation Ⅲ

(Cultural Exchange)

1 17 1 18 1

582046261
波斯文学史 ○

History of Persian Literature
2 34 2 36 2

582047251
波斯语写作 □
Persian Writing

2 34 2 36 2

582048271

波斯名著导读 (文学) □
Introduction to Persian

Classics (Literature)

1 17 1 18 1

582049281

波斯名著导读 (历史) □
Introduction to Persian

Classics (History)

1 17 1 18 1

582050271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
Academic Writing Norms

1 17 1 18 1

58102522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Ⅱ
(中东史) ●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Ⅱ
(History of Middle East)

☆ ★ 2 34 2 36 2

58102622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Ⅲ
(中东热点问题研究) □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Ⅲ
(Current Issues in the

Middle East)

1 17 1 18 1

58205123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Ⅳ ●
(波斯￣伊斯兰文化概论)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Ⅳ
(Introduction to Persian￣Islamic

Culture)

1 17 1 18 1

58205225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Ⅴ□
(中东政党与政治)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Ⅴ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2 34 2 36 2

58205325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Ⅵ□
(中伊文化比较)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Ⅵ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between Iran and China)

1 17 1 1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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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8205426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Ⅶ□
(伊朗经济与社会)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Ⅶ
(Persian Society and

Economy)

2 34 2 36 2

58205527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Ⅷ○
(波斯文学专题)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Ⅷ
(Persian Literature)

2 34 2 36 2

58205627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Ⅸ●
(中伊文明交往史)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Ⅸ
(History of Sino￣Persian

Cultural Exchanges)

2 34 2 36 2

58205728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Ⅹ●
(中伊大众传媒)
(波斯语授课)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Ⅹ
(Mass Media in China and Iran)

(Teaching in Persian)

1 17 1 18 1

58205828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波斯语授课)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eaching in Arabic)

1 17 1 18 1

582059281

伊朗影视文化与

字幕翻译□Z

Iranian Cinema Appreciation

and Subtitle Translation

1 0 0 0 0

582060261

波斯语创意写作 ■Z

(创新创业实践)
Persian Creative Wri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1 0 0 0 0

总计 33 门课程 54 884 52 936 2 7 5 6 9 8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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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26 学分辅双模块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通
开
课

580002131 跨文化交际导论 □ 2 34 2 36 2

580003151 翻译学导论: 理论与实践 □ 2 34 2 36 2

580004161 语言学导论 □ 2 34 2 36 2

专
业
基
础
课

582037131 波斯语视听与译述Ⅰ □ 2 34 2 36 2

582041151 翻译理论与实践 ●□ 2 34 2 36 2

582038141 波斯语视听与译述Ⅱ□ 2 34 2 36 2

582042161 波斯语笔译Ⅰ (中东外交) □ 2 34 2 36 2

582043161 波斯语口译Ⅰ (中东外交) □ 2 34 2 36 2

专
业
选
修
课

582038251 高级波斯语视听与译述Ⅰ □ 2 34 2 36 2

582039261 高级波斯语视听与译述Ⅱ□ 2 34 2 36 2

582040251 波斯语新闻编译Ⅰ ●□ 2 34 2 36 2

582041261 波斯语新闻编译Ⅱ ●□ 2 34 2 36 2

582042271 波斯语笔译Ⅱ (旅游经贸) □ 2 34 2 36 2

582043271 波斯语口译Ⅱ (旅游经贸) □ 2 34 2 36 2

582044281 波斯语笔译Ⅲ (人文交流) □ 1 17 1 18 1

582045281 波斯语口译Ⅲ (人文交流) □ 1 17 1 18 1

582059281 伊朗影视文化与字幕翻译□ Z 1 0 0 0 0

总计 17 门课 31 510 30 540 4 2 8 10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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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东 学 院

土耳其语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土耳其语专业成立于 2016 年ꎬ 是我校重点扶持的非通用语种专业ꎮ 本专业致力于培养符合国家各领

域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ꎬ 积极推进整建制国际化办学和高强度虚拟仿真课程建设ꎬ 以期成为国

内汉语￣土耳其语高级翻译和国别区域研究优势突出的土耳其语人才培养基地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德、 智、 体、 美、 劳全面发展ꎬ 兼具国际视野和中国情怀的复合型、 国际化、 应用

型土耳其语专业人才ꎮ 毕业生既具有扎实语言基础知识ꎬ 又能熟练运用土耳其语从事外交、 安全、 经

贸、 新闻、 文化、 教育与科研等领域工作ꎮ 本专业致力于构建高水平的汉土高级翻译人才培养体系和中

东国别区域学高端研究人才培养体系ꎮ

三、 培养要求
1 热爱祖国ꎬ 热爱共产党ꎬ 具有为祖国建设与发展事业服务的崇高愿望和理想ꎮ
2 具有敬业、 诚信、 友善的人文修养ꎮ
3 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 适应能力、 竞争能力、 创新能力和初步的科研能力ꎮ
4 具有扎实的土耳其语语言基础ꎬ 熟悉我国有关的方针、 政策、 法规ꎬ 熟悉我国的历史、 文化与国

情ꎬ 了解我国对土耳其的政策ꎬ 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ꎬ 以及熟练运用土耳其语传播中国文化、 阐释当代

中国的能力ꎮ
5 较全面地了解土耳其文学与文化知识ꎬ 对当下土耳其事务有比较准确客观的判断ꎮ
6 具有为国家在涉土事务中建言献策、 提供智力服务的自觉意识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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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ꎮ
相邻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 哲学、 政治学、 社会学等ꎮ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初级￣中级￣高级土耳其语系列课程ꎻ 翻译系列课程ꎮ
特色课程: 国别和区域研究系列课程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在教育信息化发展语境下ꎬ 本专业的在线教学、 线上课程比重将大幅提升ꎮ 在线课程的考核形式以

课程目标为导向ꎬ 结合传统线下课堂考核设计大致分为知识点测试、 过程性测试、 形成性测试与总结性

测试四类ꎻ 考核形式根据各门课程的性质可灵活多样ꎬ 如在线闭卷考试、 开卷考试、 在线面试、 开放性

考试等ꎻ 课程负责教师将以学生在线自主学习、 在线互动课堂、 在线测试三个模块的表现综合评定学生

成绩ꎮ 具体的考核标准与考核要求见课程大纲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第二

外语

跨专业

复合课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63 16 4 22 15 166

十、 专业实习
本专业鼓励学生围绕创新创业ꎬ 结合学科和专业积极开展实习实训、 专业服务、 社会实践、 勤工助

学等劳动教育内容ꎬ 重视应用新知识、 新技术、 新工艺、 新方法ꎬ 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ꎬ 增强诚实劳

动意识ꎬ 积累职业经验ꎬ 提升就业创业能力ꎬ 树立正确择业观ꎬ 具有到艰苦地区和行业工作的奋斗精

神ꎬ 懂得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的深刻道理ꎻ 具有公共服务意识ꎬ 具有面对重大疫情、 灾害等危机主动作

为的奉献精神ꎮ 劳动教育内容总时长应不少于 16 学时ꎮ
本专业学生可以参加各级各类专业实习ꎬ 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服务社会ꎬ 并在应用中提高专业技能

水平ꎬ 学以致用ꎮ
学生可利用课余和寒暑假集中进行专业实习ꎮ 学生应在政府机构 (如市政府外事办、 北京市对外友

好协会等)、 驻华外国机构、 出版、 媒体、 社会公益团体、 外企等行业进行专业领域相关实习ꎬ 累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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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 8 周 (或者 136 小时)ꎬ 实习结束后应填写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专业实习鉴定表»ꎬ 加盖实习

单位公章ꎬ 并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总结ꎬ 专业实习为 2 学分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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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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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ꎮ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ꎮ



(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①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通
开
课

58000111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Ⅰ
(中东概论) ●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Ⅰ
(Introduction to the Middle East)

☆ ★ 3 51 3 54 3

580002131

跨文化交际导论 □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4 2 36 2

580003151

翻译学导论: 理论与实践 □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2 34 2 36 2

580004161
语言学导论 □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34 2 36 2

专
业
基
础
课

583033111
初级土耳其语Ⅰ￣1 □

Elementary Turkish Ⅰ￣1
☆ ★ 4 68 4 72 4

583034111
初级土耳其语Ⅰ￣2 □

Elementary Turkish Ⅰ￣2
☆ ★ 4 68 4 72 4

583035121
初级土耳其语Ⅱ￣1 □

Elementary Turkish Ⅱ￣1
☆ ★ 4 68 4 72 4

583036121
初级土耳其语Ⅱ￣2 □

Elementary Turkish Ⅱ￣2
☆ ★ 4 68 4 72 4

583022121
土耳其语视听说Ⅰ □

Turkish Audio￣visual Course Ⅰ
☆ ★ 2 34 2 36 2

583023131
土耳其语视听说Ⅱ □

Turkish Audio￣visual Course Ⅱ
☆ ★ 2 34 2 36 2

583037131
中级土耳其语Ⅰ￣1 □

Intermediate Turkish Ⅰ￣1
★ 4 68 4 72 4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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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基
础
课

583038131
中级土耳其语Ⅰ￣2 □

Intermediate Turkish Ⅰ￣2
★ 4 68 4 72 4

583039141
中级土耳其语Ⅱ￣1 □

Intermediate Turkish Ⅱ￣1
★ 4 68 4 72 4

583040141
中级土耳其语Ⅱ￣2 □

Intermediate Turkish Ⅱ￣2
★ 4 68 4 72 4

583026141

土耳其语视听与译述 □
Turkish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nd Paraphrasing

2 34 2 36 2

583027131
土耳其语写作Ⅰ □

TurkishWriting Ⅰ
2 34 2 36 2

583028151
高级土耳其语Ⅰ □
Advanced Turkish Ⅰ

4 68 4 72 4

583029161
高级土耳其语Ⅱ □
Advanced Turkish Ⅱ

4 68 4 72 4

583030121
土耳其语语法Ⅰ●
Turkish Grammar Ⅰ

2 34 2 36 2

583031131
土耳其语语法Ⅱ●
Turkish Grammar Ⅱ

2 34 2 36 2

583032151

翻译理论与实践□
Interpret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2 34 2 36 2

总计 21 门课程 63 1071 63 1134 11 12 16 10 8 6

十四、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83020241
土耳其语写作Ⅱ □

TurkishWriting Ⅱ
2 34 2 36 2

583021211
初级土耳其语口语Ⅰ□

Elementary Oral Turkish Ⅰ
☆ ★ 2 34 2 36 2

583022221
初级土耳其语口语Ⅱ□

Elementary Oral Turkish Ⅱ
2 34 2 36 2

583023231
土耳其语阅读Ⅰ □
Turkish Reading Ⅰ

2 34 2 36 2

—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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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83024241
土耳其语阅读Ⅱ □
Turkish Reading Ⅱ

2 34 2 36 2

583025231
中级土耳其语口语Ⅰ □

Intermediate Oral Turkish Ⅰ
2 34 2 36 2

583026241
中级土耳其语口语Ⅱ □

Intermediate Oral Turkish Ⅱ
2 34 2 36 2

583027251

高级土耳其语视听与译述 □
Advanced Turkish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nd Paraphrasing

2 34 2 36 2

583028261

土耳其语笔译Ⅰ
(中东外交) □

Turkish Translation Ⅰ
(Middle East Diplomacy)

2 34 2 36 2

583029261

土耳其语口译Ⅰ
(中东外交) □

Turkish Interpretation Ⅰ
(Middle East Diplomacy)

2 34 2 36 2

583030271

土耳其语笔译Ⅱ
(旅游经贸) □

Turkish Translation Ⅱ
(Tourism and Economy)

2 34 2 36 2

583031271

土耳其语口译Ⅱ
(旅游经贸) □

Turkish Interpretation Ⅱ
(Tourism and Economy)

2 34 2 36 2

583032281

土耳其语笔译Ⅲ
(人文交流) □

Turkish Translation Ⅲ
(Cultural Exchange)

2 34 2 36 2

583033281

土耳其语口译Ⅲ
(人文交流) □

Turkish Interpretation Ⅲ
(Cultural Exchange)

2 34 2 36 2

583034241

土耳其语新闻编译Ⅰ□
Turkish News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Ⅰ
2 34 2 36 2

—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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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83035251

土耳其语新闻编译Ⅱ□
Turkish News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Ⅱ
2 34 2 36 2

583036271
高级土耳其语口语 □
Advanced Oral Turkish

2 34 2 36 2

583037251
土耳其语时事研读 □

Turkish Current Issues Study
2 34 2 36 2

58102522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Ⅱ
(中东史) ●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Ⅱ
(History of Middle East)

☆ ★ 2 34 2 36 2

58102622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Ⅲ
(中东热点问题研究) □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Ⅲ
(Current Issues in the

Middle East)

1 17 1 18 1

58303823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Ⅳ
(土耳其语言学概论) □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Ⅳ
(Introduction to Turkish

Language)

2 34 2 36 2

583039211

国别和区域研究 V

(土耳其国情) □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V

(Turkey: A Country Overview)

2 34 2 36 2

58304025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Ⅵ
(土耳其文学作品选读) □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Ⅵ

(Selected Readings of

Turkish Literature)

2 34 2 36 2

58304126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Ⅶ
(土耳其文学史) □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Ⅶ
(Turkish Literature History)

2 34 2 36 2

58304225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Ⅷ
(土耳其旅游) □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Ⅷ
(Tourism in Turkey)

2 34 2 36 2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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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8304326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Ⅸ
(中土文化比较)
(土语授课) □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Ⅸ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between Turkey and China)

(Teaching in Turkish)

2 34 2 36 2

58304425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Ⅹ
(中东政党与政治) □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Ⅹ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2 34 2 36 2

583045261

土耳其影视文化与

字幕翻译 □ Z

Turkish Cinema Appreciation

and Subtitle Transbation

1 0 0 0 0

583046261

土耳其语创意写作 ■Z

(创新创业实践)
Turkish Creative Wri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1 0 0 0 0

总计 29 门课程 55 901 53 954 4 5 6 8 12 8 6 4

十五、 ２６ 学分辅双模块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通
开
课

580002131 跨文化交际导论 □ 2 34 2 36 2

580003151 翻译学导论: 理论与实践 □ 2 34 2 36 2

580004161 语言学导论 □ 2 34 2 36 2

专
业
基
础
课

583026141 土耳其语视听与译述 □ 2 34 2 36 2

583032151 翻译理论与实践 ●□ 2 34 2 36 2

—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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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83027251 高级土耳其语视听与译述 □ 2 34 2 36 2

583028261 土耳其语笔译Ⅰ (中东外交) □ 2 34 2 36 2

583029261 土耳其语口译Ⅰ (中东外交) □ 2 34 2 36 2

583030271 土耳其语笔译Ⅱ (旅游经贸) □ 2 34 2 36 2

583031271 土耳其语口译Ⅱ (旅游经贸) □ 2 34 2 36 2

583032281 土耳其语笔译Ⅲ (人文交流) □ 2 34 2 36 2

583033281 土耳其语口译Ⅲ (人文交流) □ 2 34 2 36 2

583034241 土耳其语新闻编译Ⅰ□ 2 34 2 36 2

583035251 土耳其语新闻编译Ⅱ□ 2 34 2 36 2

583045261 土耳其影视文化与字幕翻译 □Z 1 0 0 0 0

总计 15 门课 29 476 28 504 2 4 8 4 4 4

—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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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东 学 院

希伯来语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希伯来语专业成立于 2016 年ꎬ 是我校重点扶持的非通用语种专业ꎮ 本专业致力于培养符合国家各领

域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ꎬ 积极推动整建制国际化办学和高强度虚拟仿真课程建设ꎬ 以期成为国

内汉语￣希伯来语高级翻译和国别区域研究优势突出的希伯来语人才培养基地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德、 智、 体、 美、 劳全面发展ꎬ 兼具国际视野和中国情怀的复合型、 国际化、 应用

型希伯来语专业人才ꎮ 毕业生既具有扎实语言基础知识ꎬ 又能熟练运用希伯来语从事外交、 安全、 经

贸、 新闻、 文化、 教育与科研等领域工作ꎮ 本专业致力于构建高水平的汉希高级翻译人才培养体系和中

东国别区域学高端研究人才培养体系ꎮ

三、 培养要求

1 热爱祖国ꎬ 热爱共产党ꎬ 具有为祖国建设与发展事业服务的崇高愿望和理想ꎮ
2 具有敬业、 诚信、 友善的人文修养ꎮ
3 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 适应能力、 竞争能力、 创新能力和初步的科研能力ꎮ
4 具有扎实的希伯来语语言基础ꎬ 熟悉我国有关的方针、 政策、 法规ꎬ 熟悉我国的历史、 文化与国

情ꎬ 了解我国对以色列的政策ꎬ 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ꎬ 以及熟练运用希伯来语传播中国文化、 阐释当代

中国的能力ꎮ
5 较全面地了解希伯来文学与文化知识ꎬ 对当下以色列事务有比较准确客观的判断ꎮ
6 具有为国家在涉以事务中建言献策、 提供智力服务的自觉意识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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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ꎮ
相邻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 哲学、 政治学、 社会学等ꎮ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初级￣中级￣高级希伯来语系列课程ꎻ 翻译系列课程ꎮ
特色课程: 国别和区域研究系列课程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在教育信息化发展语境下ꎬ 本专业的在线教学、 线上课程比重将大幅提升ꎮ 在线课程的考核形式以

课程目标为导向ꎬ 结合传统线下课堂考核设计大致分为知识点测试、 过程性测试、 形成性测试与总结性

测试四类ꎻ 考核形式根据各门课程的性质可灵活多样ꎬ 如在线闭卷考试、 开卷考试、 在线面试、 开放性

考试等ꎻ 课程负责教师将以学生在线自主学习、 在线互动课堂、 在线测试三个模块的表现综合评定学生

成绩ꎮ 具体的考核标准与考核要求见课程大纲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第二

外语

跨专业

复合课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63 16 4 22 15 166

十、 专业实习
本专业鼓励学生围绕创新创业ꎬ 结合学科和专业积极开展实习实训、 专业服务、 社会实践、 勤工助

学等劳动教育内容ꎬ 重视应用新知识、 新技术、 新工艺、 新方法ꎬ 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ꎬ 增强诚实劳

动意识ꎬ 积累职业经验ꎬ 提升就业创业能力ꎬ 树立正确择业观ꎬ 具有到艰苦地区和行业工作的奋斗精

神ꎬ 懂得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的深刻道理ꎻ 具有公共服务意识ꎬ 具有面对重大疫情、 灾害等危机主动作

为的奉献精神ꎮ 劳动教育内容总时长应不少于 16 学时ꎮ
本专业学生可利用课余和寒暑假集中进行专业实习ꎬ 累计不少于 8 周 (或者 136 小时)ꎬ 实习结束

后应填写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专业实习鉴定表»ꎬ 加盖实习单位公章ꎬ 并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

习总结ꎬ 专业实习为 2 学分ꎮ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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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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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③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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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ꎮ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ꎮ
面向文化与传播学院开设ꎮ



十三、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通
开
课

58000111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Ⅰ
(中东概论) ●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I

(Introduction to the Middle East)

☆ ★ 3 51 3 54 3

580002131

跨文化交际导论 □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4 2 36 2

580003151

翻译学导论: 理论与实践 □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2 34 2 36 2

580004161
语言学导论 □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34 2 36 2

专
业
基
础
课

584045111
初级希伯来语Ⅰ￣1 □

Elementary Hebrew Ⅰ￣1
☆ ★ 4 68 4 72 4

584046111
初级希伯来语Ⅰ￣2 □

Elementary Hebrew Ⅰ￣2
☆ ★ 4 68 4 72 4

584031111

初级希伯来语视听Ⅰ □
Elementary Hebrew

Audio￣visual Course Ⅰ
☆ ★ 2 34 2 36 2

584032111
初级希伯来语口语Ⅰ □

Elementary Oral Hebrew Ⅰ
☆ ★ 2 34 2 36 2

584047121
初级希伯来语Ⅱ￣1 □

Elementary Hebrew Ⅱ￣1
☆ ★ 4 68 4 72 4

584048121
初级希伯来语Ⅱ￣2 □

Elementary Hebrew Ⅱ￣2
☆ ★ 4 68 4 72 4

584034121

初级希伯来语视听Ⅱ □
Elementary Hebrew

Audio￣visual Course Ⅱ
★ 2 34 2 36 2

584035121
初级希伯来语口语Ⅱ □

Elementary Oral Hebrew Ⅱ
★ 2 34 2 36 2

584036131
中级希伯来语Ⅰ □

Intermediate Hebrew Ⅰ
★ 6 102 6 108 6

584037131

中级希伯来语视听与译述Ⅰ□
Intermediate Hebrew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nd Paraphrasing Ⅰ
2 34 2 36 2

584038131
中级希伯来语口语Ⅰ□

Intermediate Oral Hebrew Ⅰ
2 34 2 36 2

—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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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基
础
课

584039141
中级希伯来语Ⅱ □

Intermediate Hebrew Ⅱ
★ 6 102 6 108 6

584040141

中级希伯来语视听与译述Ⅱ□
Intermediate Hebrew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nd Paraphrasing Ⅱ
2 34 2 36 2

584041151
高级希伯来语Ⅰ□

Advanced Hebrew Ⅰ
4 68 4 72 4

584042161
高级希伯来语Ⅱ □
Advanced Hebrew Ⅱ

4 68 4 72 4

584043151

高级希伯来语视听与译述Ⅰ□
Advanced Hebrew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nd ParaphrasingⅠ
2 34 2 36 2

584044151

翻译理论与实践□
Interpret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2 34 2 36 2

总计 21 门课程 63 1071 63 1134 15 12 12 8 10 6

十四、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84030211

初级希伯来语阅读Ⅰ □
Elementary Hebrew

Reading Ⅰ
☆ ★ 2 34 2 36 2

584031221

初级希伯来语阅读Ⅱ □
Elementary Hebrew

Reading Ⅱ
2 34 2 36 2

584032231
希伯来语基础写作Ⅰ □
Basic Hebrew Writing Ⅰ

2 34 2 36 2

584033241
希伯来语基础写作Ⅱ □
Basic Hebrew Writing Ⅱ

2 34 2 36 2

584034231
中级希伯来语阅读Ⅰ □

Intermediate Hebrew ReadingⅠ
2 34 2 36 2

584035241
中级希伯来语阅读Ⅱ □

Intermediate HebrewReadingⅡ
2 34 2 36 2

584036241
中级希伯来语口语Ⅱ□

Intermediate Oral Hebrew Ⅱ
2 34 2 36 2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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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84037251
高级希伯来语口语Ⅰ □
Advanced Oral Hebrew Ⅰ

2 34 2 36 2

584038261
高级希伯来语口语Ⅱ □
Advanced Oral Hebrew Ⅱ

2 34 2 36 2

584039231
现代希伯来语语法Ⅰ□

Modern Hebrew Grammar Ⅰ
2 34 2 36 2

584040241
现代希伯来语语法Ⅱ□

Modern Hebrew Grammar Ⅱ
2 34 2 36 2

584041251

希伯来语新闻编译Ⅰ□
Hebrew News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Ⅰ
2 34 2 36 2

584042261

希伯来语新闻编译Ⅱ□
Hebrew News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Ⅱ
2 34 2 36 2

584043261

高级希伯来语视听与译述Ⅱ□
Advanced Hebrew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nd ParaphrasingⅡ
2 34 36 36 2

584044261

希伯来语笔译Ⅰ
(旅游经贸) □

Hebrew Translation Ⅰ
(Tourism and Economy)

2 34 2 36 2

584045271

希伯来语笔译Ⅱ
(人文交流) □

Hebrew Translation Ⅱ
(Cultural Exchange)

2 34 2 36 2

584046261

希伯来语口译Ⅰ
(旅游经贸) □

Hebrew Interpretation Ⅰ
(Tourism and Economy)

2 34 2 36 2

584047271

希伯来语口译Ⅱ
(人文交流) □

Hebrew Interpretation Ⅱ
(Cultural Exchange)

2 34 2 36 2

584048251
商务希伯来语Ⅰ □
Business Hebrew Ⅰ

2 34 2 36 2

584049261
商务希伯来语Ⅱ □
Business Hebrew Ⅱ

2 34 2 36 2

—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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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84050271
希伯来语时事研读Ⅰ ●□

Israeli Current Issues Study Ⅰ
1 17 1 18 1

584051281
希伯来语时事研读Ⅱ ●□

Israeli Current Issues Study Ⅱ
1 17 1 18 1

584052271

希伯来语高级阅读

与写作Ⅰ□
Advanced Hebrew Reading

and Writing Ⅰ

2 34 2 36 2

584053281

希伯来语高级阅读

与写作Ⅱ□
Advanced Hebrew Reading

and Writing Ⅱ

2 34 2 36 2

58102522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Ⅱ
(中东史) ●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Ⅱ
(History of Middle East)

☆ ★ 2 34 2 36 2

58102622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Ⅲ
(中东热点问题研究) □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Ⅲ
(Current Issues in the

Middle East)

1 17 1 18 1

58405425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Ⅳ
(犹太哲学经典导读) ○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Ⅳ
(Introduction to Jewish

Philosophy Classics)

2 34 2 36 2

58405526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Ⅴ
(以色列政党与政治) □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V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s in Israel)

1 17 1 18 1

58405622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Ⅵ
(中以文化比较) ○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Ⅵ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between Israel and China)

2 34 2 36 2

58405721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Ⅶ
(以色列社会与文化) □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Ⅶ
(Israeli Society and Economy)

2 34 2 36 2

—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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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8405825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Ⅷ
(以色列旅游) ○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Ⅷ
(Tourism in Israel)

2 34 2 36 2

58405926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Ⅸ
(中以国情与文化) □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Ⅸ
(Country Overview of

China and Israel)

2 34 2 36 2

584060261

国别和区域研究Ⅹ
(犹太艺术) ○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Ⅹ
(Jewish Art)

2 34 2 36 2

584061261

希伯来语影视文化与

字幕翻译 □Z

Israeli Cinema Appreciation

and Subtitle Translation

1 0 0 0 0

584062261

希伯来语创意写作 ■Z

(创新创业实践)
Hebrew Creative Wri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1 0 0 0 0

总计 35 门课程 64 1054 62 1116 4 7 6 8 10 17 7 3

十五、 ２６ 学分辅双模块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通
开
课

580002131 跨文化交际导论 □ 2 34 2 36 2

580003151 翻译学导论: 理论与实践 □ 2 34 2 36 2

580004161 语言学导论 □ 2 34 2 36 2

专
业
基
础
课

584037131 中级希伯来语视听与译述Ⅰ □ 2 34 2 36 2

584040141 中级希伯来语视听与译述Ⅱ□ 2 34 2 36 2

584043151 高级希伯来语视听与译述Ⅰ□ 2 34 2 36 2

584044151 翻译理论与实践 □ 2 34 2 36 2

—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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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84043261 高级希伯来语视听与译述Ⅱ□ 2 34 2 36 2

584041251 希伯来语新闻编译Ⅰ□ 2 34 2 36 2

584042261 希伯来语新闻编译Ⅱ□ 2 34 2 36 2

584044261 希伯来语笔译Ⅰ (旅游经贸) □ 2 34 2 36 2

584045271 希伯来语笔译Ⅱ (人文交流) □ 2 34 2 36 2

584046261 希伯来语口译Ⅰ (旅游经贸) □ 2 34 2 36 2

584047271 希伯来语口译Ⅱ (人文交流) □ 2 34 2 36 2

584061261 希伯来语影视文化与字幕翻译 □ Z 1 0 0 0 0

总计 15 门课 29 476 28 504 4 2 8 10 4

—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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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翻译学院

翻译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为适应我国日益频繁的对外交流合作与文化传播对高级翻译人才的需求ꎬ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遵

循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相适应的规律ꎬ 于 2006 年成立翻译学院ꎮ 2008 年ꎬ 经教育部批准ꎬ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在翻译学院设立本科翻译专业ꎮ 学院于 2013 年加入国际大学翻译院校联盟

(CIUTI) (全国共有 5 所高校加入) ꎬ 并依托该平台开展丰富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ꎮ 翻译专业于

2017 年获评 “北京市属高校首批一流专业” (全市共 27 个) ꎬ 2019 年获评 “北京高校重点建设一

流专业” ꎬ 2020 年获评 “国家级一流专业” ꎮ
翻译专业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ꎬ 围绕服务 “一带一路” 倡议与首都 “四个中心” 建设ꎬ 践行学校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的人才培养理念ꎬ 以培养 “国际化、 创新性、 高水平、 应用型” 的语言服

务人才与对外传播人才为根本任务ꎬ 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的语言服务人才与对外文化传播人才培养与科

学研究基地ꎮ

二、 培养目标
翻译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 良好的复语运用能力、 优秀的对外文化传播能力

的高素质语言服务人才ꎮ 在提升学生语言功底、 文化修养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同时ꎬ 注重培养学生汲取

知识、 思辨创新、 分析解决问题和翻译技术运用的能力ꎬ 使学生能够胜任外事外交、 国际文化交流、 对

外文化传播等部门的语言服务工作ꎮ

三、 培养要求
经过四年系统学习之后ꎬ 翻译专业学生应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扎实的中文、 英文和第二外语的语言基本功和广博的人文知识ꎻ
2 较好地概括、 分析、 判别和运用知识的能力ꎻ
3 较强的跨文化交流意识和口笔译能力ꎻ
4 掌握文献检索、 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ꎬ 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ꎻ
5 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 管理能力、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ꎻ
6 具有一定的翻译技术运用能力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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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翻译学ꎮ
相邻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ꎮ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翻译专业课程分为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ꎮ 选修课程包括语言方向选修课、 语言与技术、 语言与

文化、 语言与历史、 语言与传播、 语言与跨学科研究、 语言与行业等几个模块ꎮ 课程安排相辅相成ꎬ 按

照翻译教学和复语语言教学的特点分布于 1 至 8 学期ꎬ 既体现了完整的复语语言能力训练体系和翻译能

力训练体系ꎬ 又系统介绍了翻译行业的相关知识ꎬ 同时还重视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流能力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注: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根据课程特点ꎬ 教师可申请采取线上线下教学相

结合的授课方式ꎬ 并应采取有针对性的考核方式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基础课

跨专业

复合课

专业

选修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68 4 33 15 166

　 　 注: 含有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学分以学院核算为准ꎮ

十、 专业实习
专业实习是本专业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是学生了解行业现状和社会需求的主要途径ꎬ 锻炼学生发

现问题、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ꎬ 并且也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环节ꎮ 学生的社会实践和专业

实习包括一次军训、 不少于四周的专业实践和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ꎮ 专业实习活动一般安排在周末

或假期ꎬ 实习结束后填写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专业实习鉴定表»ꎬ 加盖实习单位公章ꎬ 并提交不

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总结ꎬ 指导单位为高级翻译学院教学部门ꎬ 具体细则参考学院相关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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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１６２—

高级翻译学院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③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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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一) 中英法复语方向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1201111

英语阅读与思辨Ⅰ□
English Read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 Ⅰ
4 46 22 4

211201121

英语阅读与思辨Ⅱ□
English Read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 Ⅱ
4 46 22 4

211202111
英语写作Ⅰ□

English Writing Ⅰ
2 17 17 2

211202121
英语写作Ⅱ□

English Writing Ⅱ
2 17 17 2

211203131

高级英语阅读与写作Ⅰ□
Advanced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Ⅰ
4 46 22 4

211203141

高级英语阅读与写作Ⅱ□
Advanced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Ⅱ
4 46 22 4

211204111
英语听说与译述Ⅰ□

English Listening and Presenting Ⅰ
★ 2 17 17 2

211204121
英语听说与译述Ⅱ□

English Listening and Presenting Ⅱ
★ 2 17 17 2

211205111
英语公共演讲Ⅰ□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Ⅰ
2 17 17 2

211205121
英语公共演讲Ⅱ□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Ⅱ
2 17 17 2

211206111
跨文化交际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4 0 2

211207131
翻译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 ★ 2 34 0 2

211301111
基础法语Ⅰ□

French (Entry Level) Ⅰ
6 68 34 6

211301121
基础法语Ⅱ□

French (Entry Level) Ⅱ
6 68 34 6

211303131
中级法语Ⅰ□

French (Intermediate Level) Ⅰ
6 68 34 6

211303141
中级法语Ⅱ□

French (Intermediate Level) Ⅱ
6 68 3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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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1302111

基础法语听说Ⅰ□
Frenc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Entry Level) Ⅰ
2 17 17 2

211302121

基础法语听说Ⅱ□
Frenc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Entry Level) Ⅱ
2 17 17 2

211304131

中级法语听说Ⅰ□
Frenc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ntermediate Level) Ⅰ
2 17 17 2

211304141

中级法语听说Ⅱ□
Frenc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ntermediate Level) Ⅱ
2 17 17 2

211305131
法语写作Ⅰ□

French Writing Ⅰ
2 17 17 2

211305141
法语写作Ⅱ□

French Writing Ⅱ
2 17 17 2

总计 22 门课程 68 728 428 20 18 16 14

(二) 中英西复语方向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1201111

英语阅读与思辨Ⅰ□
English Read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 Ⅰ
4 46 22 4

211201121

英语阅读与思辨Ⅱ□
English Read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 Ⅱ
4 46 22 4

211202111
英语写作Ⅰ□

English Writing Ⅰ
2 17 17 2

211202121
英语写作Ⅱ□

English Writing Ⅱ
2 17 17 2

211203131

高级英语阅读与写作Ⅰ□
Advanced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Ⅰ
4 46 22 4

211203141

高级英语阅读与写作Ⅱ□
Advanced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Ⅱ
4 46 2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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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1204111
英语听说与译述Ⅰ□

English Listening and Presenting Ⅰ
★ 2 17 17 2

211204121
英语听说与译述Ⅱ□

English Listening and Presenting Ⅱ
★ 2 17 17 2

211205111
英语公共演讲Ⅰ□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Ⅰ
2 17 17 2

211205121
英语公共演讲Ⅱ□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Ⅱ
2 17 17 2

211206111
跨文化交际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4 0 2

211207131
翻译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 ★ 2 34 0 2

211401111
基础西语Ⅰ□

Spanish (Entry Level) Ⅰ
6 68 34 6

211401121
基础西语Ⅰ□

Spanish (Entry Level) Ⅱ
6 68 34 6

211403131
中级西语Ⅰ□

Spanish (Intermediate Level) Ⅰ
6 68 34 6

211403141
中级西语Ⅱ□

Spanish (Intermediate Level) Ⅱ
6 68 34 6

211402111

基础西语听说Ⅰ□
Span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Entry Level) Ⅰ
2 17 17 2

211402121

基础西语听说Ⅱ□
Span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Entry Level) Ⅱ
2 17 17 2

211404131

中级西语听说Ⅰ□
Span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ntermediate Level) Ⅰ
2 17 17 2

211404141

中级西语听说Ⅱ□
Span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ntermediate Level) Ⅱ
2 17 17 2

211405131
西语写作Ⅰ□

Spanish Writing Ⅰ
2 17 17 2

211405141
西语写作Ⅱ□

Spanish Writing Ⅱ
2 17 17 2

总计 22 门课程 68 728 428 20 18 1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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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英阿复语方向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1201111

英语阅读与思辨Ⅰ□
English Read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 Ⅰ
4 46 22 4

211201121

英语阅读与思辨Ⅱ□
English Read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 Ⅱ
4 46 22 4

211202111
英语写作Ⅰ□

English Writing Ⅰ
2 17 17 2

211202121
英语写作Ⅱ□

English Writing Ⅱ
2 17 17 2

211203131

高级英语阅读与写作Ⅰ□
Advanced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Ⅰ
4 46 22 4

211203141

高级英语阅读与写作Ⅱ□
Advanced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Ⅱ
4 46 22 4

211204111
英语听说与译述Ⅰ□

English Listening and Presenting Ⅰ
★ 2 17 17 2

211204121
英语听说与译述Ⅱ□

English Listening and Presenting Ⅱ
★ 2 17 17 2

211205111
英语公共演讲Ⅰ□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Ⅰ
2 17 17 2

211205121
英语公共演讲Ⅱ□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Ⅱ
2 17 17 2

211206111
跨文化交际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4 0 2

211207131
翻译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Translation Studies
☆ ★ 2 34 0 2

211501111
基础阿语Ⅰ□

Arabic (Entry Level) Ⅰ
6 68 34 6

211501121
基础阿语Ⅱ□

Arabic (Entry Level) Ⅱ
6 68 34 6

211503131
中级阿语Ⅰ□

Arabic (Intermediate Level) Ⅰ
6 68 34 6

211503141
中级阿语Ⅱ□

Arabic (Intermediate Level) Ⅱ
6 68 3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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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1502111

基础阿语听说Ⅰ□
Arabic Listening and Speaking

(Entry Level) Ⅰ
2 17 17 2

211502121

基础阿语听说Ⅱ□
Arabic Listening and Speaking

(Entry Level) Ⅱ
2 17 17 2

211504131

中级阿语听说Ⅰ□
Arabic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ntermediate Level) Ⅰ
2 17 17 2

211504141

中级阿语听说Ⅱ□
Arabic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ntermediate Level) Ⅱ
2 17 17 2

211505131
阿语写作Ⅰ□

Arabic Writing Ⅰ
2 17 17 2

211505141
阿语写作Ⅱ□

Arabic Writing Ⅱ
2 17 17 2

总计 22 门课程 68 728 428 20 18 16 14

(四) 中英俄复语方向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1201111

英语阅读与思辨Ⅰ□
English Read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 Ⅰ
4 46 22 4

211201121

英语阅读与思辨Ⅱ□
English Read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 Ⅱ
4 46 22 4

211202111
英语写作Ⅰ□

English Writing Ⅰ
2 17 17 2

211202121
英语写作Ⅱ□

English Writing Ⅱ
2 17 17 2

211203131

高级英语阅读与写作Ⅰ□
Advanced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Ⅰ
4 46 22 4

211203141

高级英语阅读与写作Ⅱ□
Advanced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Ⅱ
4 46 2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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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1204111
英语听说与译述Ⅰ□

English Listening and Presenting Ⅰ
★ 2 17 17 2

211204121
英语听说与译述Ⅱ□

English Listening and Presenting Ⅱ
★ 2 17 17 2

211205111
英语公共演讲Ⅰ□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Ⅰ
2 17 17 2

211205121
英语公共演讲Ⅱ□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Ⅱ
2 17 17 2

211206111
跨文化交际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4 0 2

211207131
翻译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 ★ 2 34 0 2

211601111
基础俄语Ⅰ□

Russian (Entry Level) Ⅰ
6 68 34 6

211601121
基础俄语Ⅱ

Russian (Entry Level) □ Ⅱ
6 68 34 6

211603131
中级俄语Ⅰ□

Russian (Intermediate Level) Ⅰ
6 68 34 6

211603141
中级俄语Ⅱ□

Russian (Intermediate Level) Ⅱ
6 68 34 6

211602111

基础俄语听说Ⅰ□
Russia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Entry Level) Ⅰ
2 17 17 2

211602121

基础俄语听说Ⅱ□
Russia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Entry Level) Ⅱ
2 17 17 2

211604131

中级俄语听说Ⅰ□
Russia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ntermediate Level) Ⅰ
2 17 17 2

211604141

中级俄语听说Ⅱ□
Russia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ntermediate Level) Ⅱ
2 17 17 2

211605131
俄语写作Ⅰ□

Russian Writing Ⅰ
2 17 17 2

211605141
俄语写作Ⅱ□

Russian Writing Ⅱ
2 17 17 2

总计 22 门课程 68 728 428 20 18 1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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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一) 语言方向选修课 (英语)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1208231
英语听说与译述Ⅲ Z

English Listening and Presenting Ⅲ
1 0 0 1

211208241
英语听说与译述Ⅳ Z

English Listening and Presenting Ⅳ
1 0 0 1

211209231
英语公共演讲ⅢZ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Ⅲ
1 0 0 1

211209241
英语公共演讲Ⅳ Z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Ⅳ
1 0 0 1

211210231
笔译基础□

Basics of Translation
☆ ★ 2 17 17 2

211211241
口译基础□●

Basics of Interpreting
☆ ★ 2 17 17 2

211212251
笔译工作坊Ⅰ□

Translation Workshop Ⅰ
☆ ★ 2 0 34 2

211212261
笔译工作坊Ⅱ□

Translation Workshop Ⅱ
☆ ★ 2 0 34 2

211213251
交替传译 (英￣汉) Ⅰ□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E￣C) Ⅰ
☆ ★ 2 17 17 2

211214251
交替传译 (汉￣英) Ⅰ□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C￣E) Ⅰ
☆ ★ 2 17 17 2

211213261
交替传译 (英￣汉) Ⅱ□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E￣C) Ⅱ
☆ ★ 2 0 34 2

211214261
交替传译 (汉￣英) Ⅱ□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C￣E) Ⅱ
☆ ★ 2 0 34 2

211215261
视译□

Sight Translation
☆ ★ 2 17 17 2

211216271 同声传译□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 ★ 2 17 17 2

总计 14 门课程 24 102 238 4 4 6 8 2

(二) 语言方向选修课 (法语)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1306241

法语国家概况 ※□
An Introduction to

French￣Speaking Countries

2 17 1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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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1307251
高级法语Ⅰ ※□

Advanced French Ⅰ
6 68 34 6

211307261
高级法语Ⅱ ※□

Advanced French Ⅱ
6 68 34 6

211308251
笔译基础 (法汉双向) □

Basics of C￣F/F￣C Translation
2 17 17 2

211309261
口译基础 (法汉双向) □

Basics of C￣F/F￣C Interpreting
2 17 17 2

211310271
综合笔译 (法汉双向) □
C￣F/F￣C Translation Practice

2 17 17 2

211311271
综合口译 (法汉双向) □

C￣F/F￣C Interpreting Practice
2 17 17 2

211312281
复语笔译 (英法双向) □
E￣F/F￣E Translation Practice

2 17 17 2

211313281
复语口译 (英法双向) □
E￣F/F￣E Interpreting Practice

2 17 17 2

总计 9 门课程 26 255 187 2 8 8 4 4

(三) 语言方向选修课 (西班牙语)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1406241

西语国家概况 ※□
An Introduction to

Spanish￣Speaking Countries

2 17 17 2

211407251
高级西语Ⅰ※□

Advanced SpanishⅠ
6 68 34 6

211407261
高级西语Ⅱ ※□

Advanced Spanish Ⅱ
6 68 34 6

211408251
笔译基础 (西汉双向) □

Basics of C￣S/S￣C Translation
2 17 17 2

211409261
口译基础 (西汉双向) □

Basics of C￣S/S￣C Interpreting
2 17 17 2

211410271
综合笔译 (西汉双向) □
C￣S/S￣C Translation Practice

2 17 17 2

211411271
综合口译 (西汉双向□)

C￣S/S￣C Interpreting Practice
2 17 1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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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1412281
复语笔译 (英西双向) □
E￣S/S￣E Translation Practice

2 17 17 2

211413281
复语口译 (英西双向) □
E￣S/S￣E Interpreting Practice

2 17 17 2

总计 9 门课程 26 255 187 2 8 8 4 4

(四) 语言方向选修课 (阿拉伯语)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1506241

阿语国家概况 ※□
An Introduction to

Arabic￣Speaking Countries

2 17 17 2

211507251
高级阿语Ⅰ ※□

Advanced Arabic Ⅰ
6 68 34 6

211507261
高级阿语Ⅱ ※□

Advanced Arabic Ⅱ
6 68 34 6

211508251
笔译基础 (阿汉双向) □

Basics of C￣A/A￣C Translation
2 17 17 2

211509261
口译基础 (阿汉双向) □

Basics of C￣A/A￣C Interpreting
2 17 17 2

211510271
综合笔译 (阿汉双向) □

C￣A/A￣C Translation Practice
2 17 17 2

211511271
综合口译 (阿汉双向) □

C￣A/A￣C Interpreting Practice
2 17 17 2

211512281
复语笔译 (英阿双向) □
E￣A/A￣E Translation Practice

2 17 17 2

211513281
复语口译 (英阿双向) □

E￣A/A￣E Interpreting Practice
2 17 17 2

总计 9 门课程 26 255 187 2 8 8 4 4

(四) 语言方向选修课 (俄语)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1606241

俄语国家概况 ※□
An Introduction to

Russian￣Speaking Countries

2 17 1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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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1607251
高级俄语Ⅰ ※□

Advanced Russian Ⅰ
6 68 34 6

211607261
高级俄语Ⅱ ※□

Advanced Russian Ⅱ
6 68 34 6

211608251
笔译基础 (俄汉双向) □

Basics of C￣R/R￣C Translation
2 17 17 2

211609261
口译基础 (俄汉双向) □

Basics of C￣R/R￣C Interpreting
2 17 17 2

211610271
综合笔译 (俄汉双向) □

C￣R/R￣C Translation Practice
2 17 17 2

211611271
综合口译 (俄汉双向) □

C￣R/R￣C Interpreting Practice
2 17 17 2

211612281
复语笔译 (英俄双向) □
E￣R/R￣E Translation Practice

2 17 17 2

211613281
复语口译 (英俄双向) □

E￣R/R￣E Interpreting Practice
2 17 17 2

总计 9 门课程 26 255 187 2 8 8 4 4

(五) 翻译方向选修课 (四个方向通开)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语
言
与
技
术

211156251

计算机辅助翻译与项目管理□■○
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

and Project Management

★ 2 17 17 2

211160261
互联网语言服务基础□

Basics of Online Language Service
2 17 17 2

211161271

翻译技术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Technologies

2 17 17 2

语
言
与
文
化

211162251
影视文化与字幕翻译□

Film Culture and Subtitling
★ 2 17 17 2

211163261
文学与翻译□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 2 17 17 2

211168271

古代汉语赏析与翻译□
Appreci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 ★ 2 17 17 2

211169251

英语国家概况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2 34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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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语
言
与
历
史

211170251

中国翻译史研究

A Stud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2 34 0 2

211171261

西方翻译史研究

A Study of Western

Translation History

2 34 0 2

211172271

中国翻译家概览

A Glimpse of Renowned

Chinese Translators

☆ ★ 2 34 0 2

语
言
与
传
播

2111732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外译●
Translation of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 2 34 0 2

211174251
新闻编译□

News Trans￣editing
2 17 17 2

语
言
与
跨
学
科
研
究

211175261
语言学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 2 34 0 2

211176261
语言与国际经济研究

Linguistics and Global Economy
2 34 0 2

211177251
语言与国际关系研究

Linguis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 34 0 2

语
言
与
行
业

211178261

语言服务概论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Service Industry

★ 2 34 0 2

211179261
业界翻译实践课程□

Field T/I Practice
2 0 34 2

211180271
旅游翻译□

Tourism Translation
★ 2 17 17 2

211181271
公共政策翻译□

Public Policy Translation
2 17 17 2

211182271
电子商务与翻译□

E￣commerce and Translation
2 17 17 2

注: 选修课选课说明

1 语言方向选修课 (英语) 中带 “Z” 标志的为零课时课程ꎮ 零课时课程不安排教师教学ꎬ 但在学

期过程中会组织过程性考核ꎬ 通过过程性考核即可获得学分ꎮ 学生需要从 4 门零课时课程中选择 1 门

课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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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生在前四个学期完成 68 学分的专业必修课 (32 学分英语类课程ꎬ 36 学分第二外语类课程)、 4

学分语言方向选修课 (英语) “笔译基础” 和 “口译基础”、 以及 1 学分零课时课程之后ꎬ 需要自行决

定是否从第五学期开始继续复语翻译学习ꎮ
3 学生如果决定继续复语翻译学习ꎬ 在语言方向选修课 (英语) 类别需要选择 “交替传译 (英￣

汉) Ⅰ” “ “交替传译 (汉￣英) I” “交替传译 (英￣汉) Ⅱ” “交替传译 (汉￣英) Ⅱ” 四门课程ꎻ 在语

言方向选修课 (第二外语ꎬ 即 X 语) 类别需要选择 “笔译基础 (X 汉双向)” “口译基础 (X 汉双向)”
“综合笔译 (X 汉双向)” “综合口译 (X 汉双向)” 四门课程ꎬ 合计 16 学分ꎮ

4 语言方向选修课 (第二外语) 中带 “※” 标志的为线上课程ꎮ 如果学生在三门线上课程中选一

门 6 学分的课程ꎬ 达到课程结课要求并获得课程学分ꎬ 再累计上第二外语专业必修课的 36 学分ꎬ 合计

42 学分ꎬ 即可达到学校规定的获取双学位的要求ꎬ 因此在毕业的时候可以获得翻译学士学位 (主学位)
和第二外语的双学位证书ꎮ

5 学生如果决定不再继续复语翻译学习ꎬ 则需要在语言方向选修课 (英语) 类别下选满 16 学分的

课程ꎮ 若学生的第二外语课程学分数已达到学校规定的辅修证书获得要求ꎬ 在毕业的时候可以获得第二

外语的辅修证书ꎮ
6 翻译方向选修课 (四个方向通开) 共有六个类别ꎬ 要求学生在提供的课程中选满 12 学分的课程ꎮ

学院会在第 5、 6、 7 学期每学期提供 4 门课程ꎬ 学生每学期从 4 门课程中选择 2 门课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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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科学学院

旅游管理专业 (文化旅游与遗产管理方向)
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本专业基于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ꎬ 面向不断融合、 创新、 变革的行业形势和政府需

求ꎬ 以更加专业、 综合、 务实的风格开展本科教学及学科建设ꎮ 突出强调知识的贯通运用ꎬ 强调实际需

求和问题导向ꎬ 强调本土化和国际化的结合ꎬ 充分发挥培养机构的政府和产业资源ꎬ 为学生提供高质量

的产学研联合培养机会和职业发展机会ꎮ 力争将本专业建设成为国内文化旅游领域教学和研究重地ꎬ 成

为中国文旅行业首屈一指的高素质综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高地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目标高远、 视野广阔、 综合创新、 务实操作的新型人才ꎬ 全面对接未来中国文旅行业的

基本需求和趋势ꎬ 走 “高层化” 路线ꎬ 为企业 (尤其是国有大型文旅开发企业)、 文化和旅游部及省市

地方政府、 国际组织与行业协会输送高层次人才ꎬ 为相关科研机构提供高素质后备人才ꎮ 本专业力求培

养学生力求能够掌握多样化的知识和工具ꎬ 具备俯瞰全行业发展大势的意识能力ꎬ 能够深刻理解文旅行

业的特殊规律ꎬ 有锚定解决行业具体问题的职业精神、 专业方法和充裕资源ꎮ

三、 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以 “文旅” 为时代大舞台ꎬ 发挥学校在中国文旅界的高端资源汇聚特色ꎬ 坚定贯彻从行

业中来到行业中去的思想ꎬ 充分体现多专业复合知识 + 现代技术 + 外语工具的学校特色ꎮ
培养学生的能力特征包括:
1 围绕 “文化旅游” 的跨专业知识复合与贯通运用能力ꎻ
2 从现实中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提升自我的意识和能力ꎻ
3 利用外语工具和最新技术工具的意识和能力ꎻ
4 融入和领导团队工作的能力ꎮ
培养学生的素质特征包括:
1 行业全局意识、 时代意识和领导意识ꎻ
2 实际问题导向和务实攻坚的作风ꎻ
3 综合运用工具、 充分调动资源、 创新解决问题的气度和素养ꎻ
4 可信赖、 可合作、 坚守岗位的作风ꎻ
5 独立学习、 研究和自我管理的品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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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以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旅游管理

相邻学科: 工商管理、 文化产业管理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本专业核心课程主要包括: 旅游学概论、 文化产业管理、 旅游经济学、 文化遗产管理、 管理学原理等ꎮ
本专业特色课程主要包括: 旅游文化学、 文化创意产业导论、 文化旅游法规与政策、 文化旅游规

划、 博物馆管理与遗产解说等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执行在线考试、 考核等相关规定及要求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全英文

课程

大学

英语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41 4 42 18 15 166

十、 专业学习
专业实习占 2 学分ꎮ 在第 5￣8 学期ꎬ 本专业学生可以进入实践基地、 实习基地或研究中心进行专业

实习实践ꎮ 鼓励学生参加本科生科研训练项目ꎬ 参与学科竞赛、 创业设计和各类实践活动ꎮ 学生也可利

用课余和寒暑假集中进行专业实习ꎬ 累计不少于 8 周 (或者 136 小时)ꎬ 实习结束后应填写 «北京第二

外国语学院学生专业实习鉴定表»ꎬ 加盖实习单位公章ꎬ 并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总结ꎬ 指导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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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和各院 (系) 教学部门ꎮ 专业实习目的在于促使学生使用专业知识和技能服务社会ꎬ 在应用中提

高专业技能水平ꎬ 提高专业实习效果, 实习包含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内容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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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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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①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大学英语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20001111￣41
综合英语▲

Integrated English
16 272 272 4 4 4 4

20001211￣21
英语视听说▲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311￣21
英语口语与演讲▲

Oral English and Public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413￣41
英语阅读与写作▲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4 68 68 2 2

20001513￣41
高级英语交流▲

Advanced English Communication
4 68 68 2 2

20001615￣61
英语语言与文化▲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4 68 68 2 2

200017151
专门用途英语▲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 34 34 2

200018161
学术英语▲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2 34 34 2

200019171
英语线上课程▲

Online English Course
2 34 34 2

总计 17 门课程 42 680 34 714 8 8 8 8 4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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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通
开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490001111
微积分

Calculus
★ 4 68 4

490002121
线性代数

Linearity Algebra
★ 4 68 4

49000313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 2 34 2

014001121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mics
★ 2 34 2

014002131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 2 34 2

0010141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Marxism Economics
☆ ★ 2 34 2

101107131
会计学原理

Principles of Accounting
★ 2 34 2

101110141
财务管理 □

Corporate Finance
★ 2 32 2 2

590001111
管理学原理

Fundamental of Management
☆ ★ 3 51 3

590002141
市场营销学□

Principles of Marketing
★ 2 32 2 2

590003141
统计学原理 □

Principles of Statistics
★ 2 32 2 2

590004111
旅游学概论 △□

Tourism Introduction
☆ ★ 2 32 2 2

590005111
酒店管理原理 □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 32 2 2

590006161
旅游大数据 □

Big Data on Tourism
☆ ★ 2 32 2 2

590007141
休闲学原理

Leisure　 Studies
★ 2 34 2

590008141
旅游经济学 □

Tourism Economics
☆ ★ 2 32 2 2

591217271
旅游文化学 □●
Tourism Culture

2 32 2 2

594026261
旅游景区经营与管理 □

Tourist Attraction Management
☆ ★ 2 3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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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590008151
红色旅游 □●

Red Tourism
☆ ★ 2 32 2 2

590009151

旅游消费者行为学▲ □
Consumer Behavior

in Tourism

☆ ★ 2 32 2 2

总计 20 门课程 45 743 22 9 10 10 10 4 2

十五、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91302261

文化旅游政策与法规

Policy and Legisl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2 34 2

591201271

文旅产业创业与创新■
Entrepreneurship in Tourism

and Culture Industry

2 34 2

591303251

博物馆管理与遗产解说

Museum Management

And Heritage Explanation

2 34 2

594024261

文旅规划精品专题

Selected Topics of

Culture￣Tourism Planning

2 34 2

590021231
旅游投资与开发

Tourism Real Estate Investment
2 34 2

593117271
演艺活动管理

Performance management
2 34 2

590007251
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sis writing
2 34 2

594019251
旅游规划与开发

Tourism　 Planning and Developing
2 34 2

594027261

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2 34 2

591304271
旅游人类学

Tourism Anthropology
2 34 2

591305271
旅游社会学

Tourism Sociology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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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91306261
旅游哲学导论

Introduction of Tourism Philosophy
2 34 2

591307261
国家文化公园管理

Management of National Culture Parks
2 34 2

594020261

文化地理与文旅融合

Cultural Geography &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2 34 2

591308271
中国文学史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 34 2

591309281

文化创意产业导论

Introduction of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y

2 34 2

591310281

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精神

Chinese Tradition Culture

and Philosophical spirit

2 34 2

总计 17 门课程 34 578 2 6 1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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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科学学院

旅游管理专业 (商业数据分析方向)
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旅游管理专业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传统特色专业ꎮ 本专业方向坚持以 “国际化、 创新性、 高水

平、 应用型” 为发展定位ꎬ 以 “旅游 + 多语种复合” 和 “旅游 + 跨专业复合” 为特色ꎬ 以创新的 “内
嵌式” 人才培养模式为基础ꎬ 服务于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ꎮ 在信息科技与大数据深度影响当今社会发

展和经济生活的大背景下ꎬ 旅游行业在科技驱动下发生颠覆性的创新ꎮ 无论是文旅产业发展还是科学研

究都亟需具有旅游专业背景和数据分析能力的高素质专业人才ꎮ 本方向重视数据在旅游领域商业管理和

市场营销中的作用ꎬ 以多学科知识为基础ꎬ 以行业需求和动手实践为引领ꎬ 培养具有 “旅游 + 外语 + 数

据” 思维ꎬ 胜任文旅行业商业数据分析、 决策的高端复合型人才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通过 “人文与科技” 融合、 “外语与专业” 融合、 “理论与实践” 融合ꎬ 培养品学兼优、 基

础扎实和专业突出ꎬ 能在各类旅游及现代服务企业、 事业单位从事数据分析、 互联网运营等工作的应用

与科研复合型、 国际化的中高级专门人才ꎮ 注重学生德、 智、 体、 美等方面的全面发展ꎬ 强调学生知

识、 能力、 素质的协调发展ꎬ 突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创造能力、 创业意识ꎮ

三、 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以 “专业 + 外语 + 科技” 为特色ꎬ 要求学生具备优秀的政治素养和良好的思想品德ꎬ 具

有健康的体魄和心理素质ꎬ 在具备数据科学的基本理论素养、 熟练应用一门外语的基础上ꎬ 注重人文素

养、 思考能力、 实践操作、 实事分析等方面的专业技能ꎬ 同时致力于培养学生形成以下能力:
1 具有良好的外语和跨文化沟通能力ꎻ
2 具有清楚地思维、 谈吐、 写作的能力ꎻ
3 具有以批评的方式系统地推理的能力ꎻ
4 具有形成概念和解决问题的能力ꎻ
5 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与他人合作的能力ꎻ
6 具有敢于创新及独立工作的能力ꎻ
7 熟悉不同的思维方式 (定量、 历史、 科学、 道德、 美学)ꎻ
8 具有一生求学不止的能力ꎮ
致力于培养学生获得如下专业知识和能力:
1 掌握信息技术和数据科学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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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有运用数据分析方法解决旅游及现代服务管理问题的基本能力ꎻ
3 了解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的前沿发展动态ꎻ
4 通晓一门外语并能应用于本专业的交流、 实践和研究ꎻ
5 掌握文献检索、 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ꎬ 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管理学

相邻学科: 管理工程学、 统计分析、 市场营销学、 电子商务、 人工智能、 数据挖掘与商务智能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管理学原理、 商业统计分析、 Python 编程基础、 旅游目的地营销、 数据结构、 数据库原

理、 旅游大数据ꎮ
特色课程: 商业模式分析、 旅游数字营销、 数据挖掘与商务智能、 旅游品牌管理、 旅游公共关系学、 移

动应用开发、 数据可视化、 人工智能基础、 互联网产品设计与运营、 短视频制作与运营、 数据安全与伦理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每门课程按课程大纲设置执行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执行在线考试、 考核等相关规定及要求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全英文

课程

大学

英语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41 4 42 18 15 166

　 　 注: 含有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学分以学院核算为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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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7￣8 学期外ꎬ 其余每学期原则上按照 22￣25 学分区间安排课时量ꎮ 一年级以通识必修课为主ꎬ 兼

顾专业必修课ꎻ 二、 三年级重点在专业培育ꎬ 侧重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的开设ꎻ 四年级重点安排专

业选修课和实践创新教育课程ꎮ 根据学科与专业特色ꎬ 开设专业课程 81 学分ꎬ 其中专业必修课 45 学分

(包括专业通开课、 专业基础课和全英文专业课)ꎬ 专业选修课 36 学分ꎮ 专业选修课可以在全院通选ꎬ
但是本系选修课须占所有选修课学分的 60% 以上ꎮ

另外ꎬ 为培养学生的进取心、 自信心、 意志、 毅力和协作精神等非智力因素和综合素质ꎬ 培养方案

设计第二课堂ꎮ
课程设置突出以下特色:
复合化———外语作为我校特色专业ꎬ 除了设计 52 学分英语课程ꎬ 专业开设了 6 门全英文教学课程ꎮ
国际化———为了进一步提升培养人才的国际化能力ꎬ 增设 3 门海外教授 (副教授) 授课课程ꎮ
* 旅游消费者行为学习全英文授课ꎮ
* 旅游学概论为双语授课ꎮ
特色化———增设文旅局长课堂、 企业家课堂、 名师讲堂、 创业课程、 大学生进景区及企业课外实践

课程等特色课程ꎮ

十、 专业实习
本专业学生可在政府文化和旅游建设相关部门、 国内外大数据企业和互联网公司、 亟待数字化和智

慧化转型的传统中大型文旅集团、 A 级旅游景区、 旅游度假区、 旅游综合体、 新兴业态等旅游企业ꎬ 以

及政府旅游主管部门、 旅游行业协会和各类旅游相关组织等进行专业实习ꎮ 学生的国际交流主要包括澳

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等友好交流院校ꎬ 学生国际实习主要包括美国迪斯尼主题公园、 欧洲邮轮公司等著名

旅游企业ꎮ 学生实习实行统一管理ꎬ 实习包含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内容ꎮ
学生参加专业实习ꎬ 实习结束后应填写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专业实习鉴定表»ꎬ 并加盖实习

单位公章ꎬ 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总结ꎬ 时间累积不少于 8 周 (或者 136 小时)ꎬ 4 学分ꎮ 其他实践

课程的时间安排如下: 军事训练 2 周ꎬ 2 学分ꎻ 毕业论文 10 周ꎬ 5 学分ꎬ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

论文撰写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５８２—

旅游科学学院



(续)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

主的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

案制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

教育内容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

与教学相关的其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

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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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③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７８２—

旅游科学学院

①
②
③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ꎮ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ꎮ
面向文化与传播学院开设ꎮ



十三、 大学英语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20001111￣41
综合英语▲

Integrated English
16 272 272 4 4 4 4

20001211￣21
英语视听说▲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311￣21
英语口语与演讲▲

Oral English and Public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413￣41
英语阅读与写作▲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4 68 68 2 2

20001513￣41
高级英语交流▲

Advanced English Communication
4 68 68 2 2

20001615￣61
英语语言与文化▲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4 68 68 2 2

200017151
专门用途英语▲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 34 34 2

200018161
学术英语▲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2 34 34 2

200019171
英语线上课程▲

Online English Course
2 34 34 2

总计 17 门课程 42 680 34 714 8 8 8 8 4 4 2

十四、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通
开
课

490001111
微积分

Calculus
★ 4 68 4

490002121
线性代数

Linearity Algebra
★ 4 68 4

49000313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and Statistics
★ 2 34 2

014001121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mics
★ 2 34 2

0010141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Marxism Economics
☆ ★ 2 34 2

101110141
财务管理 □

Corporate Finance
★ 2 3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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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通
开
课

全
英
专
业
课

101107131
会计学原理

Principles of Accounting
★ 2 34 2

014002131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 2 34 2

590001111
管理学原理

Fundamental of Management
☆ ★ 3 51 3

590002141
市场营销学 □

Principles of Marketing
★ 2 32 2 2

590003141
统计学原理 □

Principles of Statistics
★ 2 32 2 2

590004111
旅游学概论△

IntroductionofTourism
☆ ★ 2 34 2

590008141
旅游经济学 □

Tourism Economics
2 34 2

590005141
酒店管理原理

Theory for hospitality management
★ 2 34 2

591201131

旅游信息化

与服务智能

Etourism and service intelligence

☆ ★ 2 34 2

591201151
商业统计分析

Statistics for business
★ 2 34 2

590008151
红色旅游●
Red Tourism

★ 2 34 2

590006151
旅游大数据

Tourismbigdata※□
★ 2 26 8 2

591202131
Python 编程基础

Python fundamental□
★ 2 20 14 2

591205141
旅游目的地营销

Destination marketing
★ 2 34 2

590009151

旅游消费者行为学▲
Consumer Behavior

in Tourism

☆ ★ 2 34 2

总计 21 门课 47 771 28 9 8 8 10 12

—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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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91201271

文旅产业创新创业

Entrepreneurship in Tourism

and Culture Industry■
2 34 2

590007261

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Research Methods and

Dissertation Writing

2 34 2

591203251

互联网产品设计与运营

Internet product design

and operation□
2 17 17 2

591204261

数据挖掘与商务智能

Data mining and bossiness

intelligence□
2 20 14 2

591205261
GIS 原理与应用

GIS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2 17 17 2

591206241
数据结构

Data structure□
2 24 10 2

591207251
数据库原理

Theory of database□
2 24 10 2

591208261
互联网与商业模式创新

Internet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2 34 2

591209251
旅游数字营销

Digital marketing of tourism
2 34 2

591210261
旅游品牌管理

Tourism brand management
2 34 2

591211251
旅游公共关系学

Tourism public relations
2 34 2

591212261
数据可视化

Data visualization□
2 20 14 2

591213251

文旅法规与数据伦理

Policy and Legisl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2 34 2

591214261
广告学

Advertisement
2 34 2

591215251
销售与渠道管理

Sales and channel management
2 34 2

591216251
短视频制作与运营

Short video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2 34 2

591217271
旅游文化学

Tourism and culture
2 34 2

591218261
旅游服务质量管理

Quality Management of Tourism Service
2 32 2 2

总计 18 门课程 36 528 84 2 14 1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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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科学学院

旅游管理专业 (国际旅游投资与管理方向)
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旅游管理专业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传统特色学科ꎮ 本专业方向坚持 “以德为本 + 以智为高”、
“旅游深度 + 社会广度”、 “中国深度 + 国际广度” 和 “理论深度 + 实践广度” 的办学思想ꎬ 以 “国际

化、 创新性、 高水平、 应用型” 为发展定位ꎬ 以 “旅游 + 多语种复合” 和 “旅游 + 跨专业复合” 为特

色ꎬ 以创新的 “内嵌式” 人才培养模式为基础ꎬ 以服务于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 服务于中外人文交流

为目标ꎬ 通过开拓创新思路、 开放平台资源、 共享发展成果ꎬ 力争建成具有鲜明产业特色、 中国一流、
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旅游管理 (国际旅游投资方向) 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基地ꎬ 培养品学兼优、 能力突

出、 社会需要的行业建设优秀人才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通过 “外语与专业” 融合、 “文化与科技” 融合、 “思政与专业” 融合、 “理论与实践”

融合ꎬ 旨在培养拥有扎实的专业基础、 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科学素养、 良好的国际交往能力、 深厚的家国

情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ꎬ 具备国际视野和国际投资思维ꎬ 能在国内外各级旅游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和

旅游企事业单位从事各类投资决策和企业管理工作的应用与研究复合型、 国际化的创新型高端交叉管理

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本专业方向毕业生以 “国际化、 创新性、 高水平、 应用型” 为特色ꎬ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 社会公

德、 职业道德和法制观念ꎬ 热爱祖国ꎬ 具备较高外语水平、 较强的沟通能力、 独立工作及与他人合作的

能力ꎬ 掌握旅游管理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和基本分析方法ꎬ 能够运用这些理论、 知识和方法分析现实

问题并解决问题ꎮ
致力于培养学生具备以下专业素养:
1 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深厚的家国情怀ꎬ 良好的全球公民意识、 商业伦理意识及社会责任感ꎻ
2 具有优良的多语种外语和跨文化沟通能力ꎻ
3 具有多元融通的跨专业复合能力ꎻ
4 具有以批评性思维系统地推理的能力ꎻ
5 具有清楚地思维、 表达、 写作能力ꎻ
6 具有共情能力、 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及能力ꎻ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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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具有创业精神与创新实践能力ꎻ
8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生学习的能力ꎮ
致力于培养学生获得以下专业知识和能力:
1 掌握旅游管理学科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ꎻ
2 掌握有关旅游管理问题研究的定性、 定量和大数据分析方法ꎻ
3 具有运用旅游管理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ꎻ
4 熟悉国内外关于旅游投资的方针、 政策、 法律和法规ꎻ
5 掌握旅游业投资领域的前沿发展动态ꎻ
6 通晓一门外语并能应用于本专业方向的交流、 实践和研究ꎻ
7 掌握文献检索、 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ꎬ 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管理学

相邻学科: 经济学、 休闲学、 社会学、 地理学、 心理学、 管理工程学、 计算机科学

七、 核心课程和方向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会计学原理、 财务管理、 管理学原理、

市场营销学、 统计学原理、 旅游学概论、 酒店管理原理、 旅游大数据、 休闲学原理、 旅游经济学、 旅游

文化学、 旅游景区经营与管理、 红色旅游、 旅游消费者行为学ꎮ
特色课程: 文旅产业创业与创新、 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数据分析技术、 旅游信息化与服务智能、

旅游跨国公司经营与案例分析、 旅行服务与管理、 空间计量经济学、 旅游投资与开发、 旅游规划与开

发、 文旅产业政策、 旅游心理学、 数据挖掘与商务智能、 旅游管理前沿、 GIS 原理与应用、 世界旅游文

化、 旅游目的地管理、 旅游投资项目评估、 旅游服务运营管理、 旅游投资项目管理、 模拟旅游投资运

作、 旅游投资估算、 旅游度假区管理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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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每门课程成绩评分构成根据该课程教学计划确定和执

行ꎬ 部分课程根据教学内容需要会采用集中时间授课和考核的方式ꎮ 主修专业 162 学分 (含第二课堂与

创新创业)ꎬ 辅修专业 26 学分ꎬ 双学位专业 42 学分ꎬ 希望辅修和获得双学位的学生需要从标注可选的

课程中按照学校规定取得相应的学分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执行在线考试、 考核等相关规定及要求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全英文

课程

大学

英语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41 4 42 18 15 166

　 　 注: 含有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学分以学院核算为准ꎮ

除 7￣8 学期外ꎬ 其余每学期原则上按照 22￣25 学分区间安排课时量ꎮ 一年级以通识必修课为主ꎬ 兼

顾专业必修课ꎻ 二、 三年级重点在专业培育ꎬ 侧重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的开设ꎻ 四年级重点安排专

业选修课和实践创新教育课程ꎮ 根据学科与专业方向特色ꎬ 开设专业课程 88 学分ꎬ 其中专业必修课 45

学分 (包括专业通开课、 专业基础课和全英文专业课)ꎬ 专业选修课 43 分ꎮ 专业选修课可以在全院通

选ꎬ 但是本系选修课须占所有选修课学分的 60% 以上ꎮ
另外ꎬ 为培养学生的进取心、 自信心、 意志、 毅力和协作精神等非智力因素和综合素质ꎬ 培养方案

设计第二课堂ꎮ
课程设置突出以下特色:
复合化———外语作为我校特色专业ꎬ 除了设计 42 学分英语课程ꎬ 专业开设了 2 门全英文教学课程ꎮ
国际化———为了进一步提升培养人才的国际化能力ꎬ 增设 2 门海归教师授课课程ꎮ
* 旅游消费者行为学为全英文授课ꎮ
* 酒店管理原理为全英文授课ꎮ
特色化———增设文旅局长课堂、 企业家课堂、 名师讲堂、 创业课程、 大学生进景区及企业课外实践

课程等特色课程ꎮ
* 校内外名师结合授课ꎬ 局长课堂、 企业家课堂、 大使课堂、 名师讲堂将邀请旅游局长、 企业家、

大使、 旅游名师到学校讲课ꎬ 创业课堂将引入专业的创投机构带领学生进行创业计划设计ꎬ 走进名企将

带领学生走入企业ꎬ 实地学习ꎮ
* 国际旅游投资校外兼职教授和兼职讲师进课堂ꎮ

十、 专业实习
专业实习时间为三个月 (利用第六学期暑假加上第七学期的第一个月进行)ꎮ 本专业方向学生可在

国内外大中型文旅集团、 A 级旅游景区、 旅游度假区、 旅游规划与咨询、 在线旅游企业、 旅游综合体、
新兴业态等旅游企业ꎬ 以及政府旅游主管部门、 旅游行业协会和各类旅游相关组织等进行专业实习ꎮ 学

生的国际交流主要包括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等友好交流院校ꎬ 学生国际实习主要包括美国迪斯尼主题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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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欧洲邮轮公司等著名旅游企业ꎮ 学生实习实行统一管理ꎬ 实习包含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内容ꎮ
学生参加专业实习ꎬ 实习结束后应填写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专业实习鉴定表»ꎬ 并加盖实习

单位公章ꎬ 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总结ꎬ 时间累积不少于 8 周 (或者 136 小时)ꎬ 4 学分ꎮ 实习学分

认定由学生实习报告和实习单位证明两方面构成ꎮ 具体管理办法参考学院实习工作说明ꎮ
其他实践课程的时间安排如下: 军事训练 2 周ꎬ 2 学分ꎻ 毕业论文 10 周ꎬ 5 学分ꎬ 提倡学生在第七

学期进入毕业论文撰写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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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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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①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大学英语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20001111￣41
综合英语▲

Integrated English
16 272 272 4 4 4 4

20001211￣21
英语视听说▲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311￣21
英语口语与演讲▲

Oral English and Public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413￣41
英语阅读与写作▲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4 68 68 2 2

20001513￣41
高级英语交流▲

Advanced English Communication
4 68 68 2 2

20001615￣61
英语语言与文化▲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4 68 68 2 2

200017151
专门用途英语▲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 34 34 2

200018161
学术英语▲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2 34 34 2

200019171
英语线上课程▲

Online English Course
2 34 34 2

总计 17 门课程 42 680 34 714 8 8 8 8 4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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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通
开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490001111
微积分

Calculus
★ 4 68 4

490002121
线性代数

Linearity Algebra
★ 4 68 4

49000313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 2 34 2

014001121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mics
★ 2 34 2

014002131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 2 34 2

0010141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Marxism Economics
☆ ★ 2 34 2

101107131
会计学原理

Principles of Accounting
★ 2 34 2

101110141
财务管理 □

Corporate Finance
★ 2 32 2 2

590001111
管理学原理

Fundamental of Management
☆ ★ 3 51 3

590002141
市场营销学 □

Principles of Marketing
★ 2 32 2 2

590003141
统计学原理 □

Principles of Statistics
★ 2 32 2 2

590004111
旅游学概论△□

Tourism Introduction
☆ ★ 2 32 2 2

590005151
酒店管理原理▲□

Hospitality Management
☆ ★ 2 32 2 2

590006131
旅游大数据□

Big Data on Tourism
☆ ★ 2 32 2 2

590007141
休闲学原理

Leisure Studies
☆ ★ 2 34 2

590008141
旅游经济学□

Tourism Economics
☆ ★ 2 32 2 2

590009161
旅游文化学□●
Tourism Culture

☆ ★ 2 3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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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590010131
旅游景区经营与管理□

Tourist Attraction Management
☆ ★ 2 32 2 2

590011121
红色旅游□●
Red Tourism

☆ ★ 2 32 2 2

590012151

旅游消费者行为学▲□
Consumer Behavior

in Tourism

☆ ★ 2 32 2 2

总计 20 门课程 45 743 22 9 10 10 10 4 2

十五、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90013271

文旅产业创业与创新■
Entrepreneurship in Tourism

and Culture Industry

☆ ★ 2 32 2 2

590014261

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Research Methods &

Dissertation Writing

★ 2 32 2 2

590015221
数据分析技术□

Python &Matlab Programming
2 32 2 2

590016251

旅游信息化与服务智能□
Touris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Service Intelligence

2 32 2 2

590017261
文旅产业政策□

Policy in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2 32 2 2

590018261

旅游跨国公司经营与案例分析□
Operation and Case Study of

Tourism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terpretation System

☆ ★ 2 32 2 2

590019231
旅行服务与管理□

Travel Agency Management
2 32 2 2

590020251
空间计量经济学□
Spatial Econometrics

2 32 2 2

590021231
旅游投资与开发□

Tourism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2 32 2 2

590022261
旅游规划与开发□

Tourism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2 3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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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90023251
旅游心理学□

Tourism Psychology
☆ ★ 2 32 2 2

590024261
数据挖掘与商务智能□

Data Mining and Business Intelligence
2 32 2 2

590025271

旅游管理前沿□
Advanced Tourism

Management Studies

☆ ★ 2 32 2 2

590026241
GIS 原理与应用□

GIS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3 49 2 3

590027271
世界旅游文化□

World Tourism Culture
☆ ★ 2 32 2 2

590028251
旅游目的地管理□

Tourism Destination Management
☆ ★ 2 32 2 2

590029251
投资项目评估□

Investment Project Evaluation
2 32 2 2

590030261

旅游服务运营管理■
Operation Management of

Tourism Service

2 32 2 2

590031251
投资项目管理□

Investment Project Management
2 32 2 2

590032261

模拟投资运作□
(实训课程)

Simulated Investment Operation

2 32 2 2

590033271
投资估算□

Investment Estimation
☆ ★ 2 32 2 2

590034271
旅游度假区管理□
Resort Management

2 32 2 2

总计 22 门课程 45 721 44 2 4 3 12 1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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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科学学院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 (旅游规划与开发方向)
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依托北京市高精尖建设学科旅游管理和外国语两大优势学科ꎬ 以服务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和中外

人文交流为己任ꎬ 以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为基础ꎬ 突出旅游规划与开发方向特色ꎬ 强化 “外语 + 专

业” 双轮驱动和复合型人才培养理念ꎬ 建设全国一流的具有旅游规划与开发特色的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专业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遵循宽口径、 高起点、 厚基础、 重应用原则ꎬ 坚持德智体美劳并重、 产学研用一体、 复合型

专业引领的办学思想ꎬ 依托北京市高精尖建设学科旅游管理和外国语两大优势学科ꎬ 以人文地理与城乡

规划专业为基础ꎬ 以外国语为基础ꎬ 突出旅游规划与开发方向特色ꎬ 实行产业与学术双导师制、 行业顶

级机构定制式培养模式ꎬ 培养服务于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和中外人文交流ꎬ 具有国际视野、 科研创

新、 产业实操能力的复合型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旅游规划与开发精英人才ꎬ 学生毕业可以获得英语 +

专业双学位ꎮ

三、 培养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强调知识、 能力、 素质的综合协调发展ꎬ 以 “外语 + 专业” 为特色ꎬ 要求学生具备优

秀的政治素养和良好的思想品德ꎬ 具有健康的体魄和心理素质ꎬ 在具备较强规划与开发能力、 较高创新

创业意识、 外语水平、 动手能力和基本的管理能力基础上ꎬ 掌握地理、 城乡规划、 旅游规划与开发等方

面的基本理论和专业技能ꎬ 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ꎮ
致力于培养学生形成以下通识知识与能力:
1 具有优良的外语和跨文化沟通能力ꎻ
2 具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ꎻ
3 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及与他人合作的能力ꎬ 具有敢于创新及独立工作的能力ꎻ
4 熟悉不同的思维方式 (地理、 规划、 科学、 道德、 美学)ꎻ
5 具备丰富的人文科学素养ꎬ 具备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身心ꎻ
6 具有良好的气质和形象ꎬ 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及人际沟通能力ꎻ
7 具有一生求学不止的能力ꎮ
致力于培养学生获得如下专业知识和素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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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掌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旅游规划与开发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 规划应用技术ꎬ 具备较熟练

的计算机辅助设计 (AutoCAD、 Photoshop)、 规划设计、 设计表现技法、 GIS 等技术操作能力ꎻ
2 了解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旅游规划与开发的理论前沿与产业实践的经典案例、 新趋势ꎬ 了解国

土空间规划、 城乡规划、 旅游规划等有关国家政策和法规ꎻ
3 娴熟通晓一门外语综合应用技能ꎬ 系统掌握高等数学、 管理学的基本知识与应用技能ꎬ 具备计算

机的应用技能ꎻ
4 掌握资料调查与收集、 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得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ꎬ 具有分析、 归

纳、 整理相关数据ꎬ 具备撰写调研报告的能力;

5 接受良好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的基本训练ꎬ 具有创新意识、 协同攻关能力ꎬ 具备科学研究创

新、 撰写学术论文、 研究报告的能力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地理学、 城市规划、 旅游管理

相邻学科: 管理学、 城乡规划学、 建筑学、 环境科学、 生态学、 经济学、 风景园林学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1 地理类: 人文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 经济地理学、 城市地理学、 资源与环境概论、 GIS 原理与应

用等课程ꎮ
2 规划类: 城市规划原理、 国土空间规划、 规划设计初步、 计算机辅助设计、 城市与景观设计等

课程ꎮ
3 经管类: 管理学原理、 区域经济学等课程ꎮ
特色课程:
1 旅游类: 旅游学概论、 旅游目的地开发与管理、 旅游规划与开发、 旅游规划模拟实训、 旅游大数

据、 文旅规划精品专题等课程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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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执行在线考试、 考核等相关规定及要求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全英文

课程

大学

英语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41 4 42 18 15 166

十、 专业实习
1 专业实践实习和课程实践实习

在四年的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旅游规划与开发) 专业学习中ꎬ 始终贯穿大量的实践性教学与课程

野外实习ꎬ 通过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和课外活动ꎬ 培养学生综合应用专业知识处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素质

和能力ꎮ 从一年级到四年级以模块化的形式进行教学组织安排ꎬ 完成对学生的地理认知能力、 城乡规划

设计能力、 旅游规划与开发实践能力的培养ꎮ 具体专业课程野外实习如下表所示ꎬ 实习学时纳入专业课

程之中ꎮ 专业一、 二年级的教学重点在于构建专业平台ꎬ 侧重对学生专业基础的奠定ꎬ 每学期定期组织

一定实习与实践教学ꎻ 三、 四年级的教学重点在于从专业平台和专业基础出发面向行业应用与科学研

究ꎬ 融合多种教学模式ꎬ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ꎬ 培养在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旅游规划与开发等领域从事

相关工作的应用性ꎮ

模块 专业实习名称 学时 学期

模块 1: 专业实践实习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实践实习 16 3

旅游规划与开发实践实习 40 5

模块 2: 课程实践实习

人文地理学课程实践实习 8 1

自然地理学课程实践实习 8 2

规划设计初步课程实践实习 8 3

城市规划原理课程实践实习 8 3

城市与景观设计课程实践实习 8 5

旅游规划模拟实训课程实践实习 8 6

合计 104

2 专业实习

本专业学生在大三至大四期间ꎬ 必须参加专业实习ꎬ 使用专业知识和技能服务社会ꎬ 实习结束后应

填写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专业实习鉴定表»ꎬ 并加盖实习单位公章ꎬ 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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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与一份规划、 设计、 咨询成果或研究报告ꎬ 时间累积不少于 8 周 (或者 136 小时)ꎬ 2 学分ꎮ
本专业学生可在国内外旅游规划与开发单位、 城市规划设计单位、 自然资源管理单位、 旅游景区、

旅游度假区、 在线旅游企业、 旅游综合体、 新兴业态等单位ꎬ 以及政府旅游主管部门、 旅游行业协会和

各类旅游相关组织等进行专业实习ꎮ 学生的国际交流主要包括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等友好交流院校ꎬ 学

生国际实习主要包括美国迪斯尼主题公园等著名旅游企业ꎮ 学生实习实行统一管理ꎬ 实习包含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内容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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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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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①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②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大学英语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20001111￣41
综合英语▲

Integrated English
16 272 272 4 4 4 4

20001211￣21
英语视听说▲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311￣21
英语口语与演讲▲

Oral English and Public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413￣41
英语阅读与写作▲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4 68 68 2 2

20001513￣41
高级英语交流▲

Advanced English Communication
4 68 68 2 2

20001615￣61
英语语言与文化▲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4 68 68 2 2

200017151
专门用途英语▲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 34 34 2

200018161
学术英语▲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2 34 34 2

200019171
英语线上课程▲

Online English Course
2 34 34 2

总计 17 门课程 42 680 34 714 8 8 8 8 4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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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通
开
课

490001111
微积分

Calculus
★ 4 68 4

490002121
线性代数

Linearity Algebra
★ 4 68 4

49000313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 2 34 2

594001111
人文地理学□

Human Geography
☆ ★ 2 26 8 2

专
业
基
础
课

594002131
规划设计初步□

Preliminary Planning and Design
☆ ★ 3 43 8 3

590001131
管理学原理

Fundamental of Management
☆ ★ 3 51 3

594003111

资源与环境概论

The Conspectus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 ★ 2 34 2

594004121
自然地理学□

Physical Geography
☆ ★ 2 26 8 2

590004111
旅游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 2 34 2

594005131
经济地理学

Economic Geography
☆ ★ 2 34 2

594006131

城市规划原理□
Introduction to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 ★ 2 26 8 2

594007141
计算机辅助设计

Computer aided design
★ 2 34 2

594008141
城市地理学

Urban Geography
☆ ★ 2 34 2

594009141
国土空间规划

Territory development plan
☆ ★ 2 34 2

594010141
GIS 原理与应用

GIS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 ★ 3 51 3

594011151
市场营销学□

Principles of Marketing
★ 2 32 2 2

590008151
红色旅游●
Red Tourism

☆ ★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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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全
英
专
业
课

594012151

文旅规划精品专题▲●
Selected Topics of Culture￣Tourism

planning

☆ ★ 2 34 2

590009151

旅游消费者行为学

Consumer Behavior

in Tourism▲
★ 2 34 2

总计 19 门课程 45 731 34 10 6 12 9 8

十五、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上

五

下

六

上

六

下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94013251
旅游地理学

Tourism Geography
☆ ★ 2 34 2

594014251

乡村地理与旅游开发

Rural Geography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 ★ 2 34 2

594015251
城市与景观设计□

Urban Design
☆ ★ 2 26 8 2

594016251

城市规划管理与法规

Management and Regulations

of Urban Planning

☆ ★ 2 34 2

594017261

人文￣经济地理学前沿专题

Selected Topics of

Human￣Economic

Geography

☆ ★ 2 34 2

590007261

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Research Method &

Thesis Writing

★ 2 34 2

594018261

旅游规划模拟实训■
Tourism planning

Simulation

☆ ★ 2 26 8 2

594019251

旅游规划与开发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Planning

☆ ★ 2 34 2

—７０３—

旅游科学学院



(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修

双

修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上

五

下

六

上

六

下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94020261

文化地理与文旅融合

Cultural Geography &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 ★ 2 34 2

594021261
社会地理学

Social Geography
☆ ★ 2 34 2

594022281
美食地理

Food Geography
☆ ★ 2 34 2

594023251
中国经济地理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 ★ 2 34 2

594024261

旅游目的地开发与管理

Tourism Destination Developrent

and Management

☆ ★ 2 34 2

590006151
旅游大数据

Tourism Big Data
☆ ★ 2 34 2

594025251

城市旅游与规划

Urban Tourism and

Investment

☆ ★ 1 17 2

594026261

景区开发与管理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Scenic Spots

☆ ★ 2 34 2

594027261

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 ★ 1 17 2

594028241
快题设计

Fast Design
☆ ★ 2 34 2

590002141
财务管理

Corporate Finance
★ 2 34 2

594029271

旅游投资开发与管理

Tourism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 ★ 1 17 2

591202131
Python 编程基础

Python fundamental
☆ ★ 2 34 2

共计 21 门课 39 647 16 2 4 16 14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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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科学学院

酒店管理专业 (健康产业管理—日语实验班)
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本专业方向坚持 “以德为本 + 以智为高”、 “中国深度 + 国际广度” 和 “理论深度 + 实践广度” 的

培养导向ꎬ 以 “国际化、 创新性、 高水平、 应用型” 为发展定位ꎬ 以民生福祉为己任ꎬ 坚持立德树人、
融会中外、 知行兼举的办学思想ꎬ 以培养 “酒店 + 健康 + 外语” 的国际化、 双复合为特色ꎬ 以跨学科建

设为龙头ꎬ 以服务于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 服务于中外人文交流为目标ꎬ 力争建成具有鲜明产业特

色、 中国一流、 国际知名的健康产业管理教学与人才培养科研基地ꎬ 培养品学兼优、 能力突出、 社会需

要的行业建设优秀人才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着眼于 “健康中国” 战略背景下的大健康产业快速发展的人才需要ꎬ 以健康产业管理双语实

验班 (英语 + 日语) 为培养模式ꎬ 着力培养拥有扎实的专业基础、 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科学素养、 良好的

国际交往能力、 深厚的家国情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ꎬ 具备创新精神、 创业意识和终身学习能力ꎬ 掌握

互联网思维与技能ꎬ 能在与健康服务相关的大型旅游、 房地产、 医疗服务、 公共营养、 运动休闲、 互联

网医疗等机构和政府管理部门等从事相关管理工作ꎬ 国际化、 创新性、 高水平、 应用型的高层次管理

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以 “国际化、 创新性、 高水平、 应用型” 为特色ꎬ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 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和法制观念ꎬ 热爱祖国ꎬ 具备较高的外语水平、 较强的沟通能力、 独立工作及与他人合作的能

力ꎬ 掌握酒店及健康产业管理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和基本分析方法ꎬ 能够运用相关理论、 知识和方法

分析现实问题并解决问题ꎮ
致力于培养学生具备以下专业素养:
1 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深厚的家国情怀ꎬ 良好的全球公民意识、 商业伦理意识及社会责任感ꎻ
2 优良的外语和跨文化沟通能力ꎻ
3 “健康 + 多语种复语” 和 “健康 + 跨专业复合” 的能力ꎻ
4 互联网思维与互联网基本技能ꎻ
5 运用大数据进行分析的能力ꎻ
6 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及能力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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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创业精神与创新实践能力ꎻ
8 自主学习和终生学习的能力ꎮ
致力于培养学生获得以下专业知识和能力:
1 掌握通识教育类、 学科基础类、 专业基础类、 专业类知识及相关学科知识ꎬ 熟悉不同学科的基础

知识和认识方式 (管理学、 经济学、 心理学、 中医学、 营养学等)ꎬ 并能将所学知识用于解释本专业领

域及相关领域的现象和问题ꎻ
2 掌握有关健康产业及酒店管理问题研究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ꎻ
3 恰当使用研究方法ꎬ 对健康产业及酒店领域数据信息进行收集和分析处理ꎬ 完成所从事的专业领

域任务ꎻ
4 熟悉国内外关于健康产业及酒店领域相关政策及法律、 法规ꎬ 能够在本专业领域实践活动中理解

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ꎻ
5 了解国际健康产业及酒店的前沿发展动态以及本学科的理论前沿ꎻ
6 掌握学术文献检索、 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ꎬ 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ꎻ
7 应用本学科基本原理、 方法对本专业领域及相关领域问题进行判断、 分析和研究ꎬ 提出相应对策

和建议ꎬ 并形成解决方案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工商管理

相邻学科: 旅游管理、 服务管理、 中医学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会计学原理、 财务管理、 管理学原理、 市场营销学、 统计分

析、 旅游学概论、 酒店管理原理、 旅游大数据、 服务运营管理、 健康产业管理导论、 国际商务沟通与礼

仪、 旅游消费者行为学ꎮ
健康产业管理方向特色课程: 康养旅游、 健康管理、 健康心理学、 养生与护理、 服务业人力资源管

理、 服务企业组织行为、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健康经济与政策、 健康机构管理学、 老年健康服务与管

理、 健康服务营销、 康养酒店管理、 健康营养学、 健康产业管理前沿、 数字化医疗、 西方餐饮文化与酒

水鉴赏、 中国饮食文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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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每门课程成绩评分构成根据该课程教学计划确定和执

行ꎬ 部分课程根据教学内容需要会采用集中时间授课和考核的方式ꎮ 希望辅修和获得双学位的学生需要

按照学校规定取得相应的学分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执行在线考试、 考核等相关规定及要求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全英文

课程

大学

英语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41 4 42 18 15 166

　 　 注: 含有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学分以学院核算为准ꎮ

十、 专业实习
专业实习时间为三个月 (利用第六学期暑假加上第七学期的第一个月进行)ꎬ 鼓励学生以各种形式

参加行业实践及调研工作ꎬ 增强实践能力ꎮ 健康产业管理方向专业学生实习基地主要包括酒店集团、 医

疗服务、 健康管理、 互联网医疗、 公共营养、 休闲度假、 体育旅游、 康养旅游等企业ꎮ 实习学分认定由

学生实习报告和实习单位证明两部分构成ꎮ 具体管理办法参考学院实习工作说明, 实习包含不少于 16 学

时的劳动教育内容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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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

案制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

教育内容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

与教学相关的其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

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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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③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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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ꎮ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ꎮ
面向文化与传播学院开设ꎮ



十三、 大学英语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20001111￣41
综合英语▲

Integrated English
16 272 272 4 4 4 4

20001211￣21
英语视听说▲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311￣21
英语口语与演讲▲

Oral English and Public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413￣41
英语阅读与写作▲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4 68 68 2 2

20001513￣41
高级英语交流▲

Advanced English Communication
4 68 68 2 2

20001615￣61
英语语言与文化▲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4 68 68 2 2

200017151
专门用途英语▲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 34 34 2

200018161
学术英语▲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2 34 34 2

200019171
英语线上课程▲

Online English Course
2 34 34 2

总计 17 门课程 42 680 34 714 8 8 8 8 4 4 2

十四、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通
开
课

490001111
微积分

Calculus
4 68 4

490002121
线性代数

Linearity Algebra
4 68 4

49000313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2 34 2

014001121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2 34 2

014002131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2 34 2

0010141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Marxism Economics
☆ ★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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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通
开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40002131
会计学原理

Principles of Accounting
★ 2 34 2

140003141
财务管理□

Corporate Finance
★ 2 32 2 2

590001121
管理学原理□

Fundamental of Management
☆ ★ 3 48 3 3

590002131
市场营销学△□

Marketing
★ 2 32 2 2

590003131
统计分析

Statistical Analysis
★ 2 34 2

590004121
旅游学概论□

Introduction of Tourism
☆ ★ 2 32 2 2

590005111

酒店管理原理△□
Introduction to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 32 2 2

590006161
旅游大数据□

Big Data on Tourism
☆ ★ 2 32 2 2

592201161
餐饮管理※

Food & Beverage Management
2 34 2

592202111

健康产业管理导论

Introduction to

Health Service Management

☆ ★ 2 34 2

592203131

服务运营管理■●
Service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 ★ 2 34 2

592204121

国际商务沟通与礼仪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 Etiquette

2 34 2

590008161
红色旅游●
Red Tourism

☆ ★ 2 34 2

590009161

旅游消费者行为学▲
Consumer Behavior

in Tourism & Hospitality

☆ ★ 2 34 2

总计 20 门课程 45 752 13 8 13 12 4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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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92201281

文旅产业创新创业

Entrepreneurship in Tourism

and Culture Industry

2 34 2

590007251
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Research Method & Thesis Writing
★ 2 34 2

电商系开

数据分析技术 (Python、
编程基础 Matlab)

(Data analysis Technology (Python,

Basic Programming andMatlab))

2 34 2

592202251

服务业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Service Industry

2 32 2 2

592203261
酒店组织行为学

Hospitality Organization Behavior
☆ ★ 2 34 2

592204231

西方餐饮文化与酒水鉴赏

Western Cuisine Culture and Wine

Appreciation

★ 1 17 1

592205241
康养旅游□

Health and Wellness Tourism
2 32 2 2

592206231
健康管理□

Health Management
☆ ★ 2 32 2 2

592207241
健康心理学

Health Psychology
☆ ★ 2 34 2

592208251
养生与护理

Health and Nursing
☆ ★ 2 34 2

592209241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Health Education & Health Promotion
2 34 2

592210231
运动与休闲管理

Sport and Leisure Management
2 34 2

592211251
健康经济与政策

Health Economy and Policy
☆ ★ 2 34 2

592212221
中国饮食文化▲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Food Culture
1 17 1

592213241
健康机构管理学

Management of Health Care Agencies
☆ ★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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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92214241

老年健康服务与管理

The Elderly Health Services

and Management

★ 2 34 2

592215261
健康服务营销

Marketing in Health Services
☆ ★ 2 34 2

592216271
康养酒店管理□

Wellness Hotel Management
☆ ★ 2 32 2 2

592217251
健康营养学□
Health Nutrition

☆ ★ 2 32 2 2

592218271
健康产业管理前沿

Advanced Health Service Management
★ 2 34 2

592219241
数字化医疗

Digital Medical Management
2 34 2

40 670 10 1 7 12 10 4 4 2

　 　 注: 健康产业管理特色外语 (日语) 辅修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14121323￣61
基础日语□

Basic Japanese
☆ ★ 28 238 238 6 6 8 8

14121121￣21
日语口语入门□

Elementary Japanese Speaking
☆ ★ 4 8 60 2 2

14121221￣21
日语听说* □

Japanes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 ★ 4 8 60 2 2

总计 8 门课程 36 254 358 4 4 6 6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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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科学学院

酒店管理专业 (数字化运营与管理方向)
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本专业坚持 “以德为本 + 以智为高”、 “酒店深度 + 社会广度”、 “中国深度 + 国际广度” 和 “理论

深度 + 实践广度” 的办学思想ꎬ 以 “国际化、 创新性、 高水平、 应用型” 为发展定位ꎬ 以 “酒店 + 多语

种复合” 和 “酒店 + 跨专业复合” 为特色ꎬ 以创新的 “内嵌式” 人才培养模式为基础ꎬ 以服务于北京

国际交往中心建设、 服务于中外人文交流为目标ꎬ 通过开拓创新思路、 开放平台资源、 共享发展成果ꎬ
力争建成具有鲜明产业特色、 中国一流、 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酒店管理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基地ꎬ 培养

品学兼优、 能力突出、 社会需要的行业建设优秀人才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拥有扎实的专业基础、 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科学素养、 良好的国际交往能力、 深厚的

家国情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ꎬ 具备国际视野和数字化思维ꎬ 擅长将数据分析应用于酒店业的开发与投

资、 产品与服务、 人力资源、 市场营销和供应链等运营管理领域ꎬ 能够适应数字化时代变革ꎬ 未来可在

国内外酒店集团、 互联网商业平台公司、 连锁服务业企业、 管理咨询公司、 数据分析公司、 国际组织及

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就业的创新型高端管理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以 “国际化、 创新性、 高水平、 应用型” 为特色ꎬ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 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和法制观念ꎬ 热爱祖国ꎬ 具备较高外语水平、 较强的沟通能力、 独立工作及与他人合作的能

力ꎬ 掌握酒店管理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和基本分析方法ꎬ 能够运用这些理论、 知识和方法分析现实问

题并解决问题ꎮ
致力于培养学生具备以下专业素养:
1 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深厚的家国情怀ꎬ 良好的全球公民意识、 商业伦理意识及社会责任感ꎻ
2 优良的多语种外语和跨文化沟通能力ꎻ
3 多元融通的跨专业复合能力ꎻ
4 运用互联网思维和相关工具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ꎻ
5 运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基本算法进行商业分析的能力ꎻ
6 共情能力、 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及能力ꎻ
7 创业精神与创新实践能力ꎻ
8 自主学习和终生学习的能力ꎮ
致力于培养学生获得以下专业知识和能力:
1 掌握通识教育类、 学科基础类、 专业基础类、 专业类知识及相关学科知识ꎬ 熟悉不同学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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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认知方式 (管理学、 经济学、 计算机科学、 人工智能、 心理学、 艺术学、 社会学等)ꎬ 并能将所

学知识用于解决本专业领域及相关领域的现象和问题ꎻ
2 掌握有关酒店数字化运营管理问题研究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ꎻ
3 恰当使用现代工具ꎬ 对酒店领域数据信息进行收集和分析处理ꎬ 完成所从事专业领域的任务ꎻ
4 熟悉国内外关于酒店领域相关政策及法律、 法规ꎬ 能够在本专业领域实践活动中理解并遵守职业

道德和职业规范ꎻ
5 了解国际酒店业的前沿发展动态以及本学科的理论前沿ꎻ
6 掌握学术文献检索、 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ꎬ 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ꎻ
7 应用本学科基本原理、 方法对本专业领域及相关领域问题进行判断、 分析和研究ꎬ 提出相应对策

和建议ꎬ 并形成解决方案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工商管理

相邻学科: 旅游管理、 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管理、 智能商务运营与管理

七、 核心课程和方向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会计学原理、 财务管理、 管理学原理、

市场营销学、 统计学原理、 旅游学概论、 酒店管理原理 (有标准慕课)、 旅游大数据、 餐饮管理、 健康

产业管理导论 (有标准慕课)、 服务运营管理 (有标准慕课)、 国际商务沟通与礼仪 (全英文授课)、 红

色旅游、 旅游消费者行为 (全英文授课、 有标准慕课)ꎮ
方向特色课程: 文旅产业创新创业、 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数据分析技术 (Python、 编程基础、

Matlab)、 服务业人力资源管理 (有标准慕课)、 服务企业组织行为 (有标准慕课)、 酒店管理信息系统

(有标准慕课)、 房务与收益管理 (有标准慕课)、 智能服务管理、 西方餐饮文化与酒水鉴赏、 酒店管理

前沿、 酒店战略管理 (有标准慕课)、 数据分析与商务智能等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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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每门课程成绩评分构成根据该课程教学计划确定和执

行ꎬ 部分课程根据教学内容需要会采用集中时间授课和考核的方式ꎮ 主修专业 160 学分 (含第二课堂与

创新创业)ꎬ 辅修专业 26 学分ꎬ 双学位专业 42 学分ꎬ 希望辅修和获得双学位的学生需要从标注可选的

课程中按照学校规定取得相应的学分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执行在线考试、 考核等相关规定及要求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全英文

课程

大学

英语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41 4 42 18 15 166

十、 专业实习
专业实习时间为三个月 (利用第六学期暑假加上第七学期的第一个月进行)ꎬ 鼓励学生以各种形式

参加行业实践及调研工作ꎬ 增强实践能力ꎮ 酒店管理专业学生实习基地主要包括酒店、 度假地、 餐饮、
分享住宿、 在线旅游、 邮轮、 数据分析与咨询公司、 文化企业等ꎮ 实习学分认定由学生实习报告和实习

单位证明两方面构成ꎮ 具体管理办法参考学院实习工作说明, 实习包含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内容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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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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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③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大学英语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20001111￣41
综合英语▲

Integrated English
16 272 272 4 4 4 4

20001211￣21
英语视听说▲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311￣21
英语口语与演讲▲

Oral English and Public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413￣41
英语阅读与写作▲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4 68 68 2 2

20001513￣41
高级英语交流▲

Advanced English Communication
4 68 68 2 2

20001615￣61
英语语言与文化▲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4 68 68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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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①
②
③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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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200017151
专门用途英语▲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 34 34 2

200018161
学术英语▲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2 34 34 2

200019171
英语线上课程▲

Online English Course
2 34 34 2

总计 17 门课程 42 680 34 714 8 8 8 8 4 4 2

十四、 专业必修课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通
开
课

490001111
微积分

Calculus
★ 4 68 4

490002121
线性代数

Linearity Algebra
★ 4 68 4

49000313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 2 34 2

014001121
微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 2 34 2

014002131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 2 34 2

0010141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Marxism Economics
☆ ★ 2 34 2

140002131
会计学原理

Principles of Accounting
★ 2 34 2

140002131
财务管理□

Corporate Finance
★ 2 32 2 2

专
业
基
础
课

590001121
管理学原理

Fundamental of Management
☆ ★ 3 51 3

590002131
市场营销学□

Principles of Marketing
★ 2 32 2 2

590003131
统计学原理□

Principles of Statistics
★ 2 32 2 2

590004121
旅游学概论□
Tourism Studies

☆ ★ 2 3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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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590005111
酒店管理原理□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 32 2 2

590006161
旅游大数据□

Big Data on Tourism
☆ ★ 2 32 2 2

592101161
餐饮管理※

Food & Beverage Management
2 34 2

592201111

健康产业管理导论

Introduction to

Health Service Management

☆ ★ 2 34 2

592102131

服务运营管理●
Service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 ★ 2 34 2

592202121

国际商务沟通与礼仪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and Etiquette

2 34 2

590008161
红色旅游●
Red Tourism

☆ ★ 2 34 2

590009161

旅游消费者行为学▲
Consumer Behavior

in Tourism & Hospitality

☆ ★ 2 34 2

总计 20 门课程 45 753 12 8 11 14 2 2 8

十五、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92101281

文旅产业创新创业

Entrepreneurship in Tourism

and Culture Industry

2 34 2

590007251
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Research Method & Thesis Writing
2 34 2

591202131
Python 编程基础

Python fundamental□
2 20 1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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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92102251

服务业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Service Industry□
2 32 2 2

592103261

服务企业组织行为

Organization Behavior of

Service Enterprises

2 34 2

592104251
酒店管理信息系统

Hospitalit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 34 2

592105241

房务与收益管理※
Housekeeping and

Revenue Management

2 34 2

591203251
互联网产品设计与运营□

Internet Product Design and Operation
2 17 17 2

592202231

西方餐饮文化与酒水鉴赏□
Western Cuisine Culture

and Wine Appreciation

1 12 5 1

592106281
酒店管理前沿

Advanced Hospitality Management
1 17 1

591204261
数据挖掘与商务智能

Data Mining and bossiness Intelligence
2 20 14 2

592107271
酒店战略管理

Hospitality Strategic Management
2 34 2

592108271
资产管理

Asset Management
2 34 2

592109261
酒店财务管理

Hotel Financial Management
2 34 2

592110271
酒店设计与工程管理□

Hotel Designing and Engineering
2 32 2 2

592111271

酒店集团连锁经营与管理

Hotel Groups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2 34 2

592214271
康养酒店管理□

Wellness Hotel Management
2 32 2 2

594022281
美食地理

Food Geography
2 34 2

592205241
健康心理学

Health Psychology
2 34 2

592215251
健康营养学□
Health Nutrition

2 32 2 2

共计 20 门课程 38 588 58 3 6 8 8 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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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科学学院

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 (国际会展与赛事管理方向)
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本专业以会展专业人才培养为根本任务ꎬ 以本科教学为基础ꎬ 以学科建设为龙头ꎬ 突出科研工作的

支撑地位ꎬ 以人才梯队建设及组织管理为保障ꎬ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面向现代化ꎬ 注意培养学生综合

素质和国际视野ꎬ 全面提高教学质量ꎬ 从而形成 “大型会展活动 + 国际化” 的培养特色ꎮ 本专业坚持德

智并重、 产学研一体、 专业领先、 起点高、 基础宽、 要求严、 重实践的办学思想ꎬ 力争建成国内一流的

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教学高地与科研重地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 智、 体全面发展ꎬ 基础扎实、 知识面宽、 业务能力强、 综合素质高ꎬ 富有创新意

识ꎬ 具备服务业管理、 经济、 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ꎬ 能在会展企业、 行业协会、 事业单位及政府管

理部门从事大型赛事管理、 展览会、 奖励旅游、 会议管理、 大型活动组织实务以及教学、 科研方面工作

的国际化、 高层次、 复合型、 应用性的专门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以 “大型会展活动 + 国际化” 为特色ꎬ 在具备较高外语水平和经营管理基本能力的基

础上ꎬ 掌握会展经济与管理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ꎬ 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ꎮ 具体

包括:
致力于培养学生形成以下能力:
1 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ꎻ
2 较强的逻辑推理能力ꎻ
3 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ꎻ
4 独立工作和团队合作的能力ꎻ
5 独立思考和勇于创新能力ꎻ
6 不断学习的能力ꎮ
致力于培养学生获得如下专业知识和能力:
1 掌握会展管理学科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ꎻ
2 掌握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以及其他相关研究方法ꎻ
3 具有运用会展管理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ꎻ

—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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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熟悉我国关于会展业发展的方针、 政策和法规ꎻ
5 了解国际会展业的发展动态ꎻ
6 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及发展动态ꎻ
7 能够进行文献检索ꎬ 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以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管理学、 经济学

相邻学科: 旅游管理、 国际贸易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本专业核心课程主要包括: 经济学、 管理学原理、 策划学、 统计学原理、 服务运营管理、 项目管

理、 管理信息系统等ꎮ
本专业特色课程主要包括: 会展概论、 会议运营管理、 展览会组织与管理、 商务礼仪与文化、 节庆

活动管理、 商务旅游、 会展客户关系管理、 策展与设计、 文化演艺活动管理等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执行在线考试、 考核等相关规定及要求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全英文

课程

大学

英语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41 4 42 18 15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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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社会实践与专业学习

专业实习占 2 学分ꎮ 在第 5￣8 学期ꎬ 本专业学生可以进入实践基地、 实习基地或研究中心进行专业

实习实践ꎮ 鼓励学生参加本科生科研训练项目ꎬ 参与学科竞赛、 创业设计和各类实践活动ꎮ 学生也可利

用课余和寒暑假集中进行专业实习ꎬ 累计不少于 8 周 (或者 136 小时)ꎬ 实习结束后应填写 «北京第二

外国语学院学生专业实习鉴定表»ꎬ 加盖实习单位公章ꎬ 并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总结ꎬ 指导单位为

教务处和各院 (系) 教学部门ꎮ 专业实习目的在于促使学生使用专业知识和技能服务社会ꎬ 在应用中提

高专业技能水平ꎬ 提高专业实习效果, 实习包含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内容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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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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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ꎮ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ꎮ



(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①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大学英语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20001111￣41
综合英语▲

Integrated English
16 272 272 4 4 4 4

20001211￣21
英语视听说▲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311￣21
英语口语与演讲▲

Oral English and Public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413￣41
英语阅读与写作▲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4 68 68 2 2

20001513￣41
高级英语交流▲

Advanced English Communication
4 68 68 2 2

20001615￣61
英语语言与文化▲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4 68 68 2 2

200017151
专门用途英语▲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2 34 34 2

200018161
学术英语▲

Academic English
2 34 34 2

200019171
英语线上课程▲

Online English Course
2 34 34 2

总计 17 门课程 42 680 34 714 8 8 8 8 4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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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通
开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490001111
微积分

Calculus
★ 4 68 4

490002121
线性代数

Linearity Algebra
★ 4 68 4

49000313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 2 34 2

014001121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 2 34 2

014002131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 2 34 2

0010141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Marxism Economics
☆ ★ 2 34 2

014005141
会计学原理

Principles of Accounting
★ 2 34 2

014003141
财务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
★ 2 32 2 2

590001111
管理学原理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 ★ 3 51 3

590002141
市场营销学□

Marketing
☆ ★ 2 32 2 2

590003141
统计学原理□

Principles of Statistics
★ 2 32 2 2

590004111
旅游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 ★ 2 32 2 2

590005131
旅游大数据□

Big Data on Tourism
☆ ★ 2 32 2 2

593106111
商务礼仪与文化□

Business Etiquette and Culture
☆ ★ 2 32 2 2

593107131
项目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
☆ ★ 2 34 2

593110121
会展概论

Introduction to Event
☆ ★ 2 34 2

593111131
策划学□
Planning

☆ ★ 2 32 2 2

590008161
红色旅游●
Red tourism

2 34 2

590009161
旅游消费者行为学▲

Consumer Behavior in Tourism
2 34 2

593112131
组织行为学▲

Organization Behavior
2 34 2

总计 20 门课程 45 751 12 8 13 14 6 4

—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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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9310181

文旅产业创业与创新□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in

Tourism and Culture Industry

2 32 2 2

59310261

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Research Methods and

Dissertation Writing

2 34 2

59310371
数据分析技术□

Data Analysis Technology
2 32 2 2

593104251
产业经济学

Industrial Economics
2 34 2

593105261
策展与设计□

Curating and Design
☆ ★ 2 32 2 2

593106241

会议组织与管理□
Conferenc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 ★ 2 32 2 2

593107241

展览会组织与管理□
Exhibitio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 ★ 2 32 2 2

593108241
商务旅游□

Business tourism
☆ ★ 2 32 2 2

593109251

会展客户关系管理

Event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2 34 2

593110241
战略管理

Strategic Management
2 34 2

593111251
管理信息系统□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 32 2 2

593112251
会展场馆管理□

Event Venue Management
2 32 2 2

593113261
服务运营管理

Service Operation Management
2 34 2

593114271
节庆活动管理□

Festival Management
2 32 2 2

593115251
赛事管理□

Sports Events Management
2 32 2 2

593116261
会展文案

Event Copy
2 34 2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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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93117271
演艺活动管理

Performance Management
2 34 2

593118271
运动与休闲管理

Sports and Leisure Management
2 34 2

593119261
风险管理

risk management
2 34 2

593120271
参展实务

Operational Methods of Exhibitors
2 34 2

总计 20 门课程 40 660 20 8 10 10 10 2

—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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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学　院

财务管理专业 (ＡＩ 财务方向)
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本专业源自 1982 年原对外经贸部在全国首设的对外经济合作专业ꎬ 经多次院系专业调整后ꎬ 2004

年正式设立为财务管理一本招生专业ꎬ 2008 年入选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ꎬ 2013 年加入北京市会计类专业

群ꎬ 2017 年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排名为 Bꎬ 2019 年入选北京市一流本科专业ꎬ 2020 年入选国家级一流本

科专业ꎮ 本专业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需求为导向ꎬ 坚持 “融中外、 兼知行” 的人才培养理念ꎬ 以国际化

办学、 新技术融合、 实创式育人为特色ꎬ 面向全球招收培养 “财务管理专业 + 跨文化背景” 的 “一带一

路” 国际化人才ꎻ 面向全国招收培养 “财务管理专业 + 外语专业” 的高端财务与管理人才ꎻ 面向本校外语

专业学生培养 “外语专业 + 财务管理专业” 的跨专业复合型人才ꎻ 全力打造 “具有全球视野和新技术应用

能力” 的高级财务人才培养基地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旨在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具有良好职业道德、 社会责任感、 公共意识和创新

精神ꎬ 具有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ꎬ 熟悉本国及欧、 美等主要国家的金融环境和金融法规ꎬ 掌握人工智能

理论与方法及财务管理、 会计、 企业管理等基础知识ꎬ 能够了解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和在财务中的应用

场景ꎬ 识别 AI 财务数据偏差并进行处理ꎬ 能够基于 AI 财务数据进行战略投融资、 风险管理、 财务管控、
成本管理等ꎬ 具有国际视野、 本土情怀、 创新意识、 团队协作精神和跨文化沟通能力ꎬ 能在大型企业集

团从事财务管理、 会计等相关方面工作的国际化、 复合型、 创新型高素质专门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本专业方向毕业生以 “财务管理 + 人工智能 + 国际化” 为特色ꎬ 在具备较高外语水平和经营管理基

本能力的基础上ꎬ 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理论及其在财务工作中的应用技能ꎬ 具有分析和解决公司财会问

题的基本能力ꎮ
本专业方向的学生主要学习和掌握财务管理、 人工智能和会计的基本理论知识ꎬ 接受人工智能方法

和技巧方面的基本训练ꎮ 毕业生需要满足以下知识、 能力和素质要求:
1 知识要求:
基础知识: 掌握基本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必要的自然科学知识、 计算机语言和外语ꎬ 熟练掌握数

理统计、 经济管理等基础学科的理论和方法ꎻ
专业知识: 系统掌握财务管理、 人工智能、 会计等专业理论知识与方法ꎬ 了解财会金融相关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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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ꎬ 了解本学科理论前沿及发展动态ꎮ
2 能力要求:
信息获取能力: 掌握文献检索、 资料查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信息的基本方法ꎻ
知识应用能力: 了解人工智能在财务中的应用场景ꎬ 识别 AI 财务数据偏差并进行处理ꎬ 利用人工

智能提供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财务数据来进行分析和预测ꎬ 解决企业内部投融资、 风险管理、 成本管

理、 财务管控等实际问题ꎻ
学习创新能力: 具备较强的自我学习能力ꎬ 具有一定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独立科研能力ꎮ
3 素质要求:
思想道德素质: 努力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ꎬ 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世界观: 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ꎬ 具有较强的形势分析和判断能力ꎻ 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

和社会责任感、 积极向上的人生理想、 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价值观念和爱国主义的崇高情感ꎻ
专业素质: 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ꎬ 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ꎬ 具有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ꎻ
文化素质: 具有较高的审美情趣、 文化品位、 人文素养ꎬ 具有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 语言与文字表

达能力ꎻ
身心素质: 具有健康的身体素质、 健全的心理素质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与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工商管理学、 应用经济学

相邻学科: 会计学、 企业管理、 金融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七、 核心课程与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会计学原理、 中级财务会计、 财务管理 (全英文)、 成本管理会计、 税法、 审计、 财务

报表分析 (全英文)ꎮ
特色课程: 数据库及其应用、 Python 在财务中的应用、 国际化企业竞争模拟、 人工智能与财务共

享、 机器学习与财务数据分析、 大数据商业分析、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私募股权投资理论与实务、 企

业上市策略与实务等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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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学生学业成绩评价主要通过学生在各门课程 (含在线课程) 学习成绩的积累来完成ꎮ (1) 所有课程

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ꎻ (2) 各门功课的学习成绩是授

课教师根据学生在该门功课中的线上线下全方位表现来评定ꎬ 包括课堂出勤、 课上互动、 随堂测验、 课

后作业、 课外实践、 期中考试、 期末考试等综合得出成绩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在线课程的考核按学院相关规定及要求执行ꎮ

九、 课程类别与毕业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全英文

课程

大学

英语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41 4 42 18 15 166

　 　 注: 含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学分以学院核算为准ꎮ

十、 专业实习

(一) 实习目的

通过专业实习ꎬ 使学生了解社会ꎬ 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责任感、 使命感ꎻ 通过专业实习ꎬ 使

学生更好地理解财务管理的性质、 特点ꎬ 明确财务管理工作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地位ꎻ 通过专业实习ꎬ
理论联系实际ꎬ 巩固课堂上所学的专业知识ꎬ 了解财务管理工作的具体操作程序和方法ꎻ 通过专业实

习ꎬ 增强学生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ꎬ 提高实际工作的适应性ꎮ

(二) 实习内容

1 了解实习单位的经营特点ꎬ 包括所在行业、 主要经营项目、 其他经营项目、 生产经营情况ꎻ
2 了解实习单位的管理组织ꎬ 包括隶属关系及所有制、 职工人数及生产规模、 生产组织管理、 财务

管理组织及财务人员岗位设置ꎮ
3 了解实习单位的会计工作ꎬ 包括会计核算和财务活动的数据处理程序、 方法ꎻ AI 在财务中的应

用情况ꎻ 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等ꎮ
4 实习包含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内容ꎮ

(三) 实习要求

1 保守秘密ꎮ 遵守单位保密要求ꎬ 未经实习单位允许ꎬ 不许将有关资料公开引用或外传ꎮ
2 遵纪守法ꎮ 遵守国家法律和实习单位规章制度ꎬ 遵守社会公德和社会秩序ꎬ 爱护实习单位公物ꎬ

服从实习单位工作安排ꎬ 按时出勤ꎬ 不无故缺勤ꎮ
3 保质保量ꎮ 专业实习累计不少于 2 周 80 小时ꎬ 实习结束后应填写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专

业实习鉴定表»ꎬ 加盖实习单位公章ꎬ 并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报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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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专业实习指导

实行双导师制ꎬ 校内专业教师负责解答理论问题ꎬ 校外产业导师负责指导实践学习ꎮ

(五) 专业实习考查

1 指导教师根据学生实习报告质量、 实习鉴定表等材料情况ꎬ 按 “通过、 不通过” 评定学生专业实

习成绩ꎮ
2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ꎬ 应评为不通过: (1) 违反实习纪律ꎬ 擅自离开工作岗位ꎻ (2) 不按实习单

位规定制度办事ꎬ 违法乱纪ꎬ 造成不良影响ꎻ (3) 不按实习计划实习ꎬ 未完成实习任务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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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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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①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②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大学英语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20001111￣41
综合英语▲

Integrated English
16 272 272 4 4 4 4

20001211￣21
英语视听说▲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311￣21
英语口语与演讲▲

Oral English and Public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413￣41
英语阅读与写作▲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4 68 68 2 2

20001513￣41
高级英语交流▲

Advanced English Communication
4 68 68 2 2

20001615￣61
英语语言与文化▲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4 68 68 2 2

200017151
专门用途英语▲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 34 34 2

200018161
学术英语▲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2 34 34 2

200019171
英语线上课程▲

Online English Course
2 34 34 2

总计 17 门课程 42 680 34 714 8 8 8 8 4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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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 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通
开
课

490001111
微积分

Calculus
★ 4 68 4

490002121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 4 68 4

0010141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Marxism Economics
☆ ★ 2 34 2

49000313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 2 34 2

150001111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 ★ 2 34 2

专
业
基
础
课

152020111
管理学原理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 ★ 2 34 2

150002121
市场营销※

Marketing
★ 2 34 2

152010121
会计学原理□※

Principles of Accounting
☆ ★ 2 17 17 2

152005131
中级财务会计□※

Intermediate Financial Accounting
☆ ★ 3 34 17 3

152006131
成本管理会计● ※

Cost and Management Accounting
☆ ★ 2 34 2

150003131
组织行为学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1 17 1

152007131
运营管理▲※

Operations Management
★ 1 17 1

152016141
统计学原理

Principles of Statistics
★ 2 34 2

152009141
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 2 34 2

152011141
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 ★ 2 34 2

152020141
公司治理▲

Corporate Governance
★ 1 17 1

152016151
税法● ※

Taxation Law
☆ ★ 2 34 2

152006151
高级财务管理※

Advanced Financial Management
☆ ★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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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 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通
开
课

152022151
战略管理

Strategic Management
☆ ★ 1 17 1

152018161
审计学※
Auditing

☆ ★ 2 34 2

全
英
专
业
课

152019141
财务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
☆ ★ 2 34 2

152015151

财务报表分析▲※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 ★ 2 34 2

总计 22 门课程 45 731 34 6 12 9 9 7 2

十五、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152001221
数据库及其应用□

Databas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 ★ 2 17 17 2

152019231
经济法※

Economic Law
☆ ★ 2 34 2

152021231
资本市场▲※
Capital Market

☆ ★ 2 34 2

152004241
高级财务会计

Advanced Financial Accounting
☆ ★ 3 51 3

152020241
投资学▲
Investment

☆ ★ 2 34 2

152009251

Python 在财务中的应用□※
Python in Financial

Management

☆ ★ 2 17 17 2

152007261
国际财务管理※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 ★ 2 34 2

152011261
商业伦理

Business Ethics
☆ ★ 2 34 2

152023261

财会综合实验 (创新实践课) ■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for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 ★ 1 1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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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152024261

国际化企业竞争模拟

(创新实践课) ■
Global Business Competition Simulation

☆ ★ 1 17 1

152025271

文献检索及论文写作

Literature Retrieving

and Thesis Writing

☆ ★ 1 17 1

152119251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Company Strategy and

Risk Management

☆ ★ 2 34 2

152120251

人工智能与财务共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Financial Shared Services

☆ ★ 2 17 17 2

152117261
大数据商业分析

Big Data and Business Analysis
☆ ★ 1 17 1

152121261

机器学习与财务数据分析□
Machine Learning and

Financial Data Analysis

☆ ★ 2 17 17 2

152113271

私募股权投资理论与实务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

☆ ★ 2 34 2

152116271

企业上市策略与实务

Enterprise Listing Strategy

and Practice

☆ ★ 2 34 2

总计 17 门课程 31 408 119 2 4 5 6 9 5

　 　 注: ※为线上课程或线上线下混合课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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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专业 (资本量化分析方向)
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本专业源自 1982 年原对外经贸部在全国首设的对外经济合作专业ꎬ 经多次院系专业调整后ꎬ 2004

年正式设立为财务管理一本招生专业ꎬ 2008 年入选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ꎬ 2013 年加入北京市会计类专业

群ꎬ 2017 年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排名为 Bꎬ 2019 年入选北京市一流本科专业ꎬ 2020 年入选国家级一流

本科专业ꎮ 本专业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需求为导向ꎬ 坚持 “融中外、 兼知行” 的人才培养理念ꎬ 以国

际化办学、 新技术融合、 实创式育人为特色ꎬ 面向全球招收培养 “财务管理专业 + 跨文化背景” 的 “一
带一路” 国际化人才ꎻ 面向全国招收培养 “财务管理专业 + 外语专业” 的高端财务与管理人才ꎻ 面向本

校外语专业学生培养 “外语专业 + 财务管理专业” 的跨专业复合型人才ꎻ 全力打造 “具有全球视野和新

技术应用能力” 的高级财务人才培养基地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旨在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具有良好职业道德、 社会责任感、 公共意识和创新

精神ꎬ 具有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ꎬ 熟悉本国及欧、 美等主要国家的金融环境和金融法规ꎬ 掌握量化分析

理论与方法及财务管理、 会计、 金融等基础知识ꎬ 能运用量化技术进行风险分析、 套利策略设计、 投资

方案实施、 资产负债管理、 市场预测等ꎬ 具有国际视野、 本土情怀、 创新意识、 团队协作精神和跨文化

沟通能力ꎬ 能在券商等金融机构从事量化投资、 财务管理、 会计等相关方面工作的国际化、 复合型、 创

新型高素质专门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本专业方向毕业生以 “公司金融 + 大数据 + 国际化” 为特色ꎬ 在具备较高外语水平和经营管理基本

能力的基础上ꎬ 掌握公司金融和量化分析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ꎬ 具有分析和解决公司金融问题的基本

能力ꎮ
本专业方向的学生主要学习和掌握公司金融、 量化分析和会计的基本理论知识ꎬ 接受量化分析方法

和技巧方面的基本训练ꎮ 毕业生需要满足以下知识、 能力和素质要求:
1 知识要求:
基础知识: 掌握基本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必要的自然科学知识、 计算机语言和外语ꎬ 熟练掌握数

理统计、 经济管理等基础学科的理论和方法ꎻ
专业知识: 系统掌握公司金融、 量化分析、 会计等专业理论知识与方法ꎬ 了解财会金融相关的法规

—３４３—

商　 学　 院



法制ꎬ 了解本学科理论前沿及发展动态ꎮ
2 能力要求:
信息获取能力: 掌握文献检索、 资料查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信息的基本方法ꎻ
知识应用能力: 能运用量化技术进行风险分析、 套利策略设计、 投资方案实施、 资产负债管理、 市

场预测等ꎬ 系统分析和解决资本市场中财会、 金融等实际问题ꎻ
学习创新能力: 具备较强的自我学习能力ꎬ 具有一定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独立科研能力ꎮ
3 素质要求:
思想道德素质: 努力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ꎬ 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世界观: 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ꎬ 具有较强的形势分析和判断能力ꎻ 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

和社会责任感、 积极向上的人生理想、 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价值观念和爱国主义的崇高情感ꎻ
专业素质: 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ꎬ 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ꎬ 具有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ꎻ
文化素质: 具有较高的审美情趣、 文化品位、 人文素养ꎬ 具有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 语言与文字表

达能力ꎻ
身心素质: 具有健康的身体素质、 健全的心理素质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与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工商管理学、 应用经济学

相邻学科: 会计学、 企业管理、 金融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七、 核心课程与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会计学原理、 中级财务会计、 财务管理 (全英文)、 成本管理会计、 税法、 审计、 财务

报表分析 (全英文)ꎮ
特色课程: 数据库及其应用、 Python 在财务中的应用、 国际化企业竞争模拟、 量化投资策略、 机器

学习与金融数据挖掘、 量化交易、 投资银行学、 金融工程、 金融计量学等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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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学生学业成绩评价主要通过学生在各门课程 (含在线课程) 学习成绩的积累来完成ꎮ (1) 所有课程

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ꎻ (2) 各门功课的学习成绩是授

课教师根据学生在该门功课中的线上线下全方位表现来评定ꎬ 包括课堂出勤、 课上互动、 随堂测验、 课

后作业、 课外实践、 期中考试、 期末考试等综合得出成绩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在线课程的考核按学院相关规定及要求执行ꎮ

九、 课程类别与毕业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全英文

课程

大学

英语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41 4 42 18 15 166

　 　 注: 含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学分以学院核算为准ꎮ

十、 专业实习

(一) 实习目的

通过专业实习ꎬ 使学生了解社会ꎬ 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责任感、 使命感ꎻ 通过专业实习ꎬ 使

学生更好地理解财务管理的性质、 特点ꎬ 明确财务管理工作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地位ꎻ 通过专业实习ꎬ
理论联系实际ꎬ 巩固课堂上所学的专业知识ꎬ 了解财务管理工作的具体操作程序和方法ꎻ 通过专业实

习ꎬ 增强学生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ꎬ 提高实际工作的适应性ꎮ

(二) 实习内容

1 了解实习单位的经营特点ꎬ 包括所在行业、 主要经营项目、 其他经营项目、 生产经营情况ꎻ
2 了解实习单位的管理组织ꎬ 包括隶属关系及所有制、 职工人数及生产规模、 生产组织管理、 财务

管理组织及财务人员岗位设置ꎮ
3 了解实习单位的会计工作ꎬ 包括会计核算和财务活动的数据处理程序、 方法ꎻ 资本量化分析的应

用情况ꎻ 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等ꎮ
4 实习包含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内容ꎮ

(三) 实习要求

1 保守秘密ꎮ 遵守单位保密要求ꎬ 未经实习单位允许ꎬ 不许将有关资料公开引用或外传ꎮ
2 遵纪守法ꎮ 遵守国家法律和实习单位规章制度ꎬ 遵守社会公德和社会秩序ꎬ 爱护实习单位公物ꎬ

服从实习单位工作安排ꎬ 按时出勤ꎬ 不无故缺勤ꎮ
3 保质保量ꎮ 专业实习累计不少于 2 周 80 小时ꎬ 实习结束后应填写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专

业实习鉴定表»ꎬ 加盖实习单位公章ꎬ 并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报告ꎮ

(四) 专业实习指导

实行双导师制ꎬ 校内专业教师负责解答理论问题ꎬ 校外产业导师负责指导实践学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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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专业实习考查

1 指导教师根据学生实习报告质量、 实习鉴定表等材料情况ꎬ 按 “通过、 不通过” 评定学生专业实

习成绩ꎮ
2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ꎬ 应评为不通过: (1) 违反实习纪律ꎬ 擅自离开工作岗位ꎻ (2) 不按实习单

位规定制度办事ꎬ 违法乱纪ꎬ 造成不良影响ꎻ (3) 不按实习计划实习ꎬ 未完成实习任务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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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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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①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大学英语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20001111￣41
综合英语▲

Integrated English
16 272 272 4 4 4 4

20001211￣21
英语视听说▲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311￣21
英语口语与演讲▲

Oral English and Public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413￣41
英语阅读与写作▲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4 68 68 2 2

20001513￣41
高级英语交流▲

Advanced English Communication
4 68 68 2 2

20001615￣61
英语语言与文化▲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4 68 68 2 2

200017151
专门用途英语▲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 34 34 2

200018161
学术英语▲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2 34 34 2

200019171
英语线上课程▲

Online English Course
2 34 34 2

总计 17 门课程 42 680 34 714 8 8 8 8 4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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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 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通
开
课

490001111
微积分

Calculus
★ 4 68 4

490002121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 4 68 4

0010141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Marxism Economics
☆ ★ 2 34 2

49000313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 2 34 2

150001111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 ★ 2 34 2

专
业
基
础
课

152020111
管理学原理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 ★ 2 34 2

150002121
市场营销※

Marketing
★ 2 34 2

152010121
会计学原理□※

Principles of Accounting
☆ ★ 2 17 17 2

152005131
中级财务会计□※

Intermediate Financial Accounting
☆ ★ 3 34 17 3

152006131
成本管理会计● ※

Cost and Management Accounting
☆ ★ 2 34 2

150003131
组织行为学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1 17 1

152007131
运营管理▲※

Operations Management
★ 1 17 1

152016141
统计学原理

Principles of Statistics
★ 2 34 2

152009141
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 2 34 2

152011141
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 ★ 2 34 2

152020141
公司治理▲

Corporate Governance
★ 1 17 1

152016151
税法● ※

Taxation Law
☆ ★ 2 34 2

152006151

高级财务管理※
Advanced

Financial

Management

☆ ★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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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 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52022151
战略管理

Strategic Management
☆ ★ 1 17 1

152018161
审计学※
Auditing

☆ ★ 2 34 2

全
英
专
业
课

152019141
财务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
☆ ★ 2 34 2

152015151

财务报表分析▲※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 ★ 2 34 2

总计 22 门课程 45 731 34 6 12 9 9 7 2

十五、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152001221
数据库及其应用□

Databas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 ★ 2 17 17 2

152019231
经济法※

Economic Law
☆ ★ 2 34 2

152021231
资本市场▲※
Capital Market

☆ ★ 2 34 2

152004241
高级财务会计

Advanced Financial Accounting
☆ ★ 3 51 3

152020241
投资学▲
Investment

☆ ★ 2 34 2

152009251

Python 在财务中的应用□※
Python in Financial

Management

☆ ★ 2 17 17 2

152007261
国际财务管理※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 ★ 2 34 2

152011261
商业伦理

Business Ethics
☆ ★ 2 34 2

152023261

财会综合实验 (创新实践课) ■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for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 ★ 1 1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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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152024261

国际化企业竞争模拟

(创新实践课) ■
Global Business Competition Simulation

☆ ★ 1 17 1

152025271
文献检索及论文写作

Literature Retrieving and Thesis Writing
☆ ★ 1 17 1

152219251
投资银行学

Investment Banking
☆ ★ 2 34 2

152220251
量化投资策略□

Quantitative Investment Strategy
☆ ★ 2 17 17 2

152224261
量化交易□

Quantitative Trading
☆ ★ 1 17 1

152223261

机器学习与金融数据挖掘□
Machine Learning and

Financial Data Mining

☆ ★ 2 17 17 2

152221271
金融工程

Financial Engineering
☆ ★ 2 34 2

152222271
金融计量学

Financial Econometrics
☆ ★ 2 34 2

总计 17 门课程 31 408 119 2 4 5 6 9 5

　 　 注: ※为线上课程或线上线下混合课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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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学　院

市场营销专业 (大数据应用方向)
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根据学校 “秉承中外人文交流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展ꎬ 强化交叉

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 的办学定位ꎬ 本

专业坚持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需求为导向ꎬ 突出国际化、 专业化和特色化ꎬ 以企业管理学科建设为依

托ꎬ 以市场营销本科教学为基础ꎬ 注重培养大数据思维分析环境的能力、 灵活采用各类计算机方法解决

问题的能力ꎬ 以及国际化商务交流能力ꎮ 专业下设 “大数据应用” 方向ꎬ 在使学生全面掌握市场营销基

础知识的同时ꎬ 培养大数据分析应用的实践技能ꎮ 在 “一带一路” 建设的大环境下ꎬ 力争建成面向首都

现代服务业、 国际化特色鲜明的营销数据科学教学基地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旨在培养适应国内外市场经济需要和营销管理、 企业管理等一线需要ꎬ 具备良好的政治

素质、 职业道德、 创新意识和团结协作精神ꎬ 掌握市场营销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ꎬ 培养具有运用统计

方法、 数据库技术和数量分析软件编程等进行市场分析、 用户画像、 数据挖掘、 新产品开发、 业务数据

建模等能力ꎬ 并能够在大数据应用、 客户数据分析、 电子商务、 互联网咨询、 信息服务等行业领域对实

际数据进行开发、 挖掘和处理的高素质应用型营销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要掌握人文社科基础知识ꎬ 掌握现代营销基本理论及技巧ꎬ 了解我国传统文化和基本

国情ꎬ 了解国内外相关经济、 法律等社会科学知识ꎬ 具备市场分析和大数据营销管理的能力ꎮ 毕业生应

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良好的市场营销及相关专业基础知识ꎻ
2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ꎬ 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 人文素质ꎻ
3 具有较强语言、 文字表达能力、 处理公文的能力和与开拓国际市场所需要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ꎻ
4 熟悉大数据技术、 熟悉常用数据挖掘算法及应用场景ꎻ
5 对数据有较好的洞察力ꎬ 具有基于互联网用户数据对用户画像、 用户经营分析、 用户行为分析、

精准营销等大数据应用的综合素质ꎻ
6 具有一定的体育和军事基本知识ꎬ 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和卫生习惯ꎬ 达到国家规定的体育和军事

驯良训练合格标准ꎬ 具有健康的体魄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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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具有积极成熟的心态ꎬ 能够承受市场变化、 制度变革、 团队变动的心理压力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经济学、 工商管理

相邻学科: 应用经济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管理学原理 (全英文)、 市场营销、 战略管理、 消费者行为学、 会计学、 财务管理、 人

力资源管理 (全英文)、 组织行为学、 公司治理、 运营管理等ꎮ
特色课程: 市场建模分析、 机器学习导论、 客户定位与精准营销、 大数据分析、 管理学研究方法、

营销数据科学、 量化投资策略、 时间序列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 数据科学工具 (Python 语言) 等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学生学业成绩评价主要通过学生在各门课程 (含在线课程) 学习成绩的积累来完成ꎮ (1) 除明确注

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上取得该门课程

学分ꎻ (2) 各门功课的学习成绩是授课教师基于学生在该门功课中的线上线下全方位表现来计算总评成

绩ꎬ 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

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在线课程的考核按学院相关规定及要求执行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全英文

课程

大学

英语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41 4 42 18 15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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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专业实习

学生可利用课余和寒暑假集中进行专业实习ꎬ 累计不少于 4 周ꎮ 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

(具体内容及考核方式参照学院相关规定和要求执行)ꎮ 实习结束后应填写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专

业实习鉴定表»ꎬ 加盖实习单位公章ꎬ 并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总结ꎮ 市场营销专业大数据应用方向

的实习要突出实用性特征ꎬ 主要分为:
1 国内实习基地:
各类企事业单位———大数据营销岗位实践活动ꎬ 如与互联网公司的产学研合作ꎻ
政府及机构性组织———市场调研与分析实践活动ꎬ 撰写行业报告ꎬ 如与商务部合作ꎻ
校内管理教学实验室———市场数据分析模拟训练ꎬ 如虚拟营销沙盘活动ꎮ
2 国外实习基地:
校级交流———在与美国、 英国、 荷兰、 波兰、 罗马尼亚、 墨西哥等知名大学商学院建立的合作机制

的框架下实施ꎻ
暑期实习基地———在与跨国企业及相关机构互建的暑期学生实习基地进行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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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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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③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大学英语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20001111￣41
综合英语▲

Integrated English
16 272 272 4 4 4 4

20001211￣21
英语视听说▲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311￣21
英语口语与演讲▲

Oral English and Public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413￣41
英语阅读与写作▲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4 68 68 2 2

20001513￣41
高级英语交流▲

Advanced English Communication
4 68 68 2 2

20001615￣61
英语语言与文化▲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4 68 68 2 2

200017151
专门用途英语▲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 34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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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200018161
学术英语▲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2 34 34 2

200019171
英语线上课程▲

Online English Course
2 34 34 2

总计 17 门课程 42 680 34 714 8 8 8 8 4 4 2

十四、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通
开
课

490001111
微积分

Calculus
☆ ★ 4 68 4 4

490002121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 ★ 4 68 4 4

49000313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 ★ 2 34 2 2

0010141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Marxism Economics
☆ ★ 2 34 2 2

专
业
基
础
课

150001111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 ★ 2 34 2 2

150002121
市场营销

Marketing
☆ ★ 2 34 2 2

151004121
战略管理

Strategic Management
☆ ★ 2 34 2 2

151006131
广告学

Advertising
☆ ★ 2 34 2 2

151114151
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 ★ 2 34 2 2

151008131
会计学原理

Principles of Accounting
☆ ★ 2 34 2 2

151005141
统计学原理

Principles of Statistics
☆ ★ 2 34 2 2

150003131
组织行为学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 2 34 2 2

151115141
大数据分析

Big Data Analysis
☆ ★ 2 34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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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51116161
营销数据科学

Marketing Data Science
☆ ★ 2 2 34 2

151013141
财务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
☆ ★ 2 34 2 2

151007121
消费者行为学

Consumer Behavior
☆ ★ 1 17 1 1

151009161
公司治理

Corporate Governance
☆ ★ 2 34 2 2

151010121
运营管理

Operations Management
☆ ★ 2 34 2 2

全
英
专
业
课

151011111
管理学原理▲●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 ★ 2 34 2 2

151204131

管理学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of

Management

☆ ★ 2 2 34 2

151015161
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 ★ 2 34 2 2

总计 21 门课程 45 701 109 8 13 10 6 2 6

十五、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151201221
产业经济学●

Industrial Economics
☆ ★ 2 34 2 2

151101221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 ★ 2 34 2 2

151202231
电子商务

Electronic Commerce
☆ ★ 2 34 2 2

151102221
服务营销

Service Marketing
☆ ★ 2 34 2 2

151203251
机器学习导论

Introduction to Machine Learning
☆ ★ 2 34 2 2

151106241
国际商务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 3 51 3 3

151206241
市场建模分析

Market Data Modeling and Analysis
☆ ★ 2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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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151207271
量化投资策略

Quantitative Investment Strategy
☆ ★ 2 34 2 2

151209271
金融交易平台设计■

Design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 Platform
☆ ★ 2 2 34 2

151210251
时间序列分析

Time Series Analysis
☆ ★ 2 2 34 2

151211261
社会网络分析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 ★ 2 34 2 2

151212241

数据科学工具 (Python 语言)
Data Science Analysis Tools

(Python Program)
☆ ★ 2 2 34 2

151213261

客户定位与精准营销□
Customer Orientation and

Precision Marketing

☆ ★ 2 34 2 2

151111261

品牌传播与形象设计

Brand Communication and

Image Design

☆ ★ 2 2 34 2

151214271
营销案例解析■

Analysis of Marketing Cases
☆ ★ 2 2 34 2

151113271
营销伦理思想史

History of Marketing Ethics
☆ ★ 2 34 2 2

151217261
品牌管理

Brand Management
☆ ★ 2 2 34 2

151109251
文案创作与策划■

Copywriting and Planning
☆ ★ 2 2 34 2

151110261
新媒体危机管理□

Media Public Opinion Management
☆ ★ 2 34 2 2

151117271

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基础□
Data Structure and Algorithm

Analysis Basis

☆ ★ 2 34 2 2

151118271
智能决策与推理■

Intelligent Decision and Reasoning
☆ ★ 2 2 34 2

151119251

分布式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Distributed Database

☆ ★ 2 34 2 2

151120261
数据挖掘导论□

Introduction to Data Mining
☆ ★ 2 34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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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151121271

计算感知理论与方法■
Theory and Method of

Computational Perception

☆ ★ 2 34 2 2

151208251
国际市场营销▲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 ★ 2 34 2 2

151205241
跨国公司管理▲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Management
☆ ★ 2 34 2 2

151018241

随机过程概率论▲
Elementary Probability Theory

With Stochastic Processes

☆ ★ 2 2 34 2

151122211
国际营销 4P 理论▲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4P Theory
☆ ★ 2 2 34 2

151019231
管理经济学▲

Managerial Economics
☆ ★ 2 34 2 2

151020261
全球营销管理▲

Global Marketing Management
☆ ★ 2 2 34 2

总计 30 门课程 61 653 445 2 6 4 11 10 1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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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学　院

市场营销专业 ( “一带一路” 营销管理方向)
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根据学校 “秉承中外人文交流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展ꎬ 强化交叉

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 的办学定位ꎬ 本

专业坚持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需求为导向ꎬ 突出国际化、 专业化和特色化ꎬ 以企业管理学科建设为依

托ꎬ 以市场营销本科教学为基础ꎬ 注重培养学生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市场环境的分析能力ꎬ 问题解

决能力ꎬ 国际化交流能力ꎮ 专业下设 “一带一路营销” 方向ꎬ 在使学生全面掌握市场营销基础知识的同

时ꎬ 培养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运用品牌传播与营销推广的实践技能ꎬ 不断增强学生对国际传播策

划、 图文案创意、 品牌可视化设计的创新性和艺术性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旨在培养适应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市场开发需要ꎬ 满足国际营销管理、 跨国企业管

理等一线操作岗位需求ꎬ 以及良好的政治素质、 职业道德、 创新意识和团结协作精神ꎬ 熟悉 “一带一

路” 市场营销的基本理论和国际品牌传播策划的基本流程ꎬ 培养具有运用多种新媒体绘制软件处理图

形、 视频和音频ꎬ 掌握互联网营销前沿知识ꎬ 以及新媒体应用开发及运营技能ꎬ 能够根据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各种具体的营商环境ꎬ 从事大数据应用、 消费数据分析、 电商运营、 新媒体策划、 信息服务等

专业工作ꎬ 具有国际市场开拓、 跨国经营推广等技能的高素质应用型营销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要掌握人文社科基础知识ꎬ 掌握现代营销基本理论及技巧ꎬ 了解我国传统文化和基本

国情ꎬ 了解国内外相关经济、 法律等社会科学知识ꎬ 能够熟练运用数字媒体应用技术及相关设计类软

件ꎬ 具有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开展品牌设计、 营销策划、 新媒体运营的能力ꎮ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

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良好的市场营销及相关专业基础知识ꎻ
2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ꎬ 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 人文素质ꎻ
3 具有较强语言、 文字表达能力、 处理公文的能力和与开拓 “一带一路” 市场所需要的外语听说读

写能力ꎬ 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与国际商务交往素养ꎻ
4 熟悉掌握适用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方法技术ꎬ 具有独立完成新媒体品牌

LOGO 设计的基本能力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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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能够把控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社会化媒体营销内容质量ꎬ 确保符合品牌规范和拓展业务属性ꎬ
跟踪监控 “一带一路” 新媒体策划项目执行效果ꎬ 不断优化运营手段和质量ꎬ 维护新媒体典型用户群ꎬ
建立新产品的用户反馈机制ꎻ

6 具有一定的体育和军事基本知识ꎬ 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和卫生习惯ꎬ 达到国家规定的体育和军事

驯良训练合格标准ꎬ 具有健康的体魄ꎻ
7 具有积极成熟的心态ꎬ 能够承受市场变化、 制度变革、 团队变动的心理压力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经济学、 工商管理

相邻学科: 应用经济学、 传媒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管理学原理 (全英文)、 市场营销、 战略管理、 消费者行为学、 会计学、 财务管理、 人

力资源管理 (全英文)、 组织行为学、 公司治理、 运营管理等ꎮ
特色课程: 一带一路国际市场营销、 广告学、 一带一路服务营销、 营销决策方法、 数字媒体实践与

开发、 品牌管理、 网络营销、 新媒体运营、 一带一路客户关系管理、 文案创作与策划、 品牌传播与形象

设计、 一带一路新媒体营销实训、 营销伦理思想史、 一带一路商业模式创新等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学生学业成绩评价主要通过学生在各门课程 (含在线课程) 学习成绩的积累来完成ꎮ (1) 除明确注

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上取得该门课程

学分ꎻ (2) 各门功课的学习成绩是授课教师基于学生在该门功课中的线上线下全方位表现来计算总评成

绩ꎬ 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

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在线课程的考核按学院相关规定及要求执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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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全英文

课程

大学

英语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41 4 42 18 15 166

十、 专业实习
学生可利用课余和寒暑假集中进行专业实习ꎬ 累计不少于 4 周ꎮ 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

(具体内容及考核方式参照学院相关规定和要求执行)ꎮ 实习结束后应填写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专

业实习鉴定表»ꎬ 加盖实习单位公章ꎬ 并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总结ꎮ 市场营销专业大数据应用方向

的实习要突出实用性特征ꎬ 主要分为:
1 国内实习基地:
各类企事业单位———营销岗位实践活动ꎬ 如与柠檬豆的产学研合作ꎻ
政府及机构性组织———媒体用户分析实践活动ꎬ 撰写行业报告ꎬ 如与商务部合作ꎻ
校内管理教学实验室———品牌策划与市场推广模拟训练ꎬ 如虚拟营销沙盘活动ꎮ
2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实习基地:
校级交流———在与美国、 英国、 荷兰、 波兰、 罗马尼亚、 墨西哥等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知名大学

商学院建立的合作机制框架下实施ꎻ
暑期实习基地———在与 “一带一路” 相关企业或研究机构互建的暑期学生实习基地进行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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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

主的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

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

案制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

教育内容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

与教学相关的其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

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４６３—

２０２０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③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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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ꎮ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ꎮ
面向文化与传播学院开设ꎮ



十三、 大学英语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20001111￣41
综合英语▲

Integrated English
16 272 272 4 4 4 4

20001211￣21
英语视听说▲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311￣21
英语口语与演讲▲

Oral English and Public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413￣41
英语阅读与写作▲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4 68 68 2 2

20001513￣41
高级英语交流▲

Advanced English Communication
4 68 68 2 2

20001615￣61
英语语言与文化▲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4 68 68 2 2

200017151
专门用途英语▲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 34 34 2

200018161
学术英语▲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2 34 34 2

200019171
英语线上课程▲

Online English Course
2 34 34 2

总计 17 门课程 42 680 34 714 8 8 8 8 4 4 2

十四、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通
开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490001111
微积分

Calculus
★ 4 68 4 4

490002121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 4 68 4 4

49000313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 2 34 2 2

0010141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Marxism Economics
☆ ★ 2 34 2 2

150001111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 ★ 2 34 2 2

150002121
市场营销

Marketing
☆ ★ 2 34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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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全
英
专
业
课

151004121
战略管理

Strategic Management
☆ ★ 2 34 2 2

151204131

管理学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of Management

☆ ★ 2 2 34 2

151008131
会计学原理

Principles of Accounting
☆ ★ 2 34 2 2

151005131
统计学原理

Principles of Statistics
☆ ★ 2 34 2 2

150003131
组织行为学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 2 34 2 2

151006131
广告学

Advertising
☆ ★ 2 34 2 2

151013141
财务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
☆ ★ 2 34 2 2

151217161
品牌管理

Brand Management
☆ ★ 2 2 34 2

151115151
大数据分析

Big Data Analysis
☆ ★ 2 34 2 2

151007151
消费者行为学

Consumer Behavior
☆ ★ 2 34 2 2

151009161
公司治理

Corporate Governance
☆ ★ 1 17 1 1

151010171
运营管理

Operations Management
☆ ★ 2 34 2 2

151011111
管理学原理▲●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 ★ 2 34 2 2

151218151
国际市场营销▲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 ★ 2 2 34 2

151015161
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 ★ 2 34 2 2

总计 21 门课程 45 669 141 6 12 10 4 6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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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151101221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 ★ 2 34 2 2

151201221
产业经济学●

Industrial Economics
★ 2 34 2 2

151114251
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 ★ 2 34 2 2

151202231
电子商务

Electronic Commerce
★ 2 34 2 2

151102221
服务营销

Service Marketing
☆ ★ 2 34 2 2

151103271
奢侈品营销与管理□

Luxury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 ★ 2 34 2 2

151104231
营销决策方法

Marketing Decision￣making Method
☆ ★ 2 2 34 2

151105231

数字媒体实践与开发□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Media

☆ ★ 2 2 34 2

151203251
机器学习导论

Introduction to Machine Learning
☆ ★ 2 34 2 2

151106241
国际商务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 3 51 3 3

151107241
网络营销

Internet Marketing
☆ ★ 2 34 2 2

151108251
客户关系管理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 ★ 2 34 2 2

151109251
文案创作与策划■

Copywriting and Planning
☆ ★ 2 2 34 2

151116261
营销数据科学

Marketing Data Science
☆ ★ 2 34 2 2

151111261

品牌传播与形象设计

Brand Communication

and Image Design

☆ ★ 2 2 34 2

151112261

一带一路新媒体营销实训■
New Media Marketing Practical

Training of Belt and Road

☆ ★ 2 2 34 2

151113271
营销伦理思想史

History of Marketing Ethics
☆ ★ 2 34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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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151114271
商业模式创新■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 ★ 2 34 2 2

151207271
量化投资策略

Quantitative Investment Strategy
☆ ★ 2 34 2 2

151212241

数据科学工具 (Python 语言)
Data Science Analysis Tools

(Python Program)
☆ ★ 2 2 34 2

151220271

一带一路跨境电商法务□
Cross Border E￣commerce Legal

Affairs of Belt and Road

☆ ★ 2 34 2 2

151221271
一带一路经贸关系分析■

Analysis of Belt and Road Trade
☆ ★ 2 2 34 2

151222251

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
Developing Countries Political

Economy of Belt and Road

☆ ★ 2 34 2 2

151223261

一带一路投资导论□
Introduction to Investment of

Belt and Road

☆ ★ 2 34 2 2

151224271

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 2 34 2 2

151205241
跨国公司管理▲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Management
☆ ★ 2 34 2 2

151018241

随机过程概率论▲
Elementary Probability Theory

With Stochastic Processes

☆ ★ 2 2 34 2

151225211

一带一路国际营销 4P 理论▲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4P

Theory of Belt and Road

☆ ★ 2 2 34 2

151019231
管理经济学▲

Managerial Economics
☆ ★ 2 34 2 2

151020261
全球营销管理▲

Global Marketing Management
☆ ★ 2 2 34 2

总计 30 门课程 61 717 381 2 4 10 11 10 1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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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学 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国际服务贸易方向)
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始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ꎮ 本专业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 “重点学科” 和

“重点专业”ꎬ 2001 年成为北京市 “国际经济贸易人才培养基地”ꎬ 2007 年被评为 “北京市重点建设

学科”ꎮ
本着 “以人为本、 面向市场、 服务首都” 的办学理念ꎬ 本专业以 “经贸专业 + 实用英语” 为培养模

式ꎬ 以提高综合素质为最终目标ꎬ 服务于国际交往中心需要和中外人文交流需要ꎬ 培养能够从事国际贸

易具体业务ꎬ 具有较高专业英语水平ꎬ 可以满足中外资企业、 相关事业单位、 政府机关单位需求的复合

型国际化人才ꎮ

二、 培养目标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服务贸易方向) 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具备爱国情操和人文

素养、 卫生健康意识、 法治意识和生命意识ꎻ 热爱祖国、 维护社会主义制度ꎻ 遵纪守法ꎬ 具备健全

的人格ꎬ 良好的心理素质与合作精神ꎻ 具备创新精神、 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ꎻ 具有爱国情操和

人文素养ꎬ 具有全球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ꎬ 系统掌握国际贸易基本理论和专业技能ꎬ 熟悉国际贸

易规则ꎬ 了解国际服务贸易现象、 理论进展和发展趋势ꎬ 具备运用经济学以及国际贸易理论对国际

服务贸易现象进行分析和指导实践的能力ꎬ 具有宽广的知识面ꎬ 较高的独立分析判断解决问题能

力、 持续学习能力和攻读更高学历潜力ꎬ 具有较高英语水平的复合型、 应用型、 创新型、 适应性强

的国际化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本专业培养人才的具体要求: 包括政治素质、 专业素质ꎬ 专业知识与能力等方面的要求ꎮ 即培养

的学生应具有爱国主义精神ꎻ 具有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世界观ꎻ 掌握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的基本理

论和研究方法ꎻ 掌握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商务、 金融、 财务及管理等其他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ꎻ 熟悉通

行的国际贸易实务规则和惯例ꎻ 了解国际服务贸易现状趋势与相关理论ꎻ 掌握国际服务贸易核心领域

的基本技能ꎻ 能够熟练地运用英语从事有关经济贸易活动ꎻ 能够熟练地从事跨境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

活动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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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以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相邻学科: 金融学、 国际文化贸易

七、 核心与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实务、 国际经济学 (全英)、 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计量经济

学、 会计学、 管理学 (全英)、 世界经济概论、 国际投资、 财政学、 统计学、 国际商法等ꎮ
特色课程: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 世界贸易组织概论、 数字贸易、 国际服务贸易、 商务函电、 市场营

销学、 国际物流、 展览会策划与组织、 企业参展理论与实务ꎮ

八、 考核
所有课程均以百分制评定成绩ꎬ 总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

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出勤、 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等) 、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

部分综合评定ꎮ 其中ꎬ 平时成绩 (含期中考试成绩) 所占比例为 40% ꎬ 期末考试成绩所占比例

为 60% ꎮ
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部分课程可利用远程视频方式监考ꎬ 通过在线闭卷考

试、 在线开卷考试或在线结课论文答辩等模式进行考核ꎬ 其成绩评定标准同上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全英文

课程

大学

英语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41 4 42 18 15 166

十、 专业实习
本专业在实习基地企业单位进行专业实习ꎮ 学生可利用课余和寒暑假集中进行专业实习ꎬ 累计不少

于 8 周 (或者 136 小时)ꎬ 且应包括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内容ꎮ 实习结束后应填写 «北京第二外国

语学院学生专业实习鉴定表»ꎬ 加盖实习单位公章ꎬ 并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总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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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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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③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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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大学英语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20001111￣41
综合英语▲

Integrated English
16 272 272 4 4 4 4

20001211￣21
英语视听说▲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311￣21
英语口语与演讲▲

Oral English and Public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413￣41
英语阅读与写作▲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4 68 68 2 2

20001513￣41
高级英语交流▲

Advanced English Communication
4 68 68 2 2

20001615￣61
英语语言与文化▲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4 68 68 2 2

200017151
专门用途英语▲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2 34 34 2

200018161
学术英语▲

Academic English
2 34 34 2

200019171
英语线上课程▲

Online English Course
2 34 34 2

总计 17 门课程 42 680 34 714 8 8 8 8 4 4 2

十四、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细分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通
开
课

490001111 微积分□Calculus ★ 4 68 4 72 4

490002121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 4 68 4 72 4

490003131
概率论和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 2 34 2 36 2

0010141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Marxism Economics

☆ ★ 2 34 2 36 2

611001111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 ★ 3 51 3 54 3

611002121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 ★ 3 51 3 54 3

—４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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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细分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611003121
会计学□

Accounting
★ 2 34 2 36 2

611004121
货币金融学□△
Monetary Finance

☆ ★ 2 34 2 36 2

611005131
国际贸易□

International Trade
☆ ★ 2 34 2 36 2

611006131
财政学□※

Finance
☆ ★ 2 34 2 36 2

611007141
国际金融□※

Finance
☆ ★ 2 34 2 36 2

611008141
统计学□
Statistics

☆ ★ 2 34 2 36 2

611009141

国际贸易实务□
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

☆ ★ 3 51 3 54 3

611010151

世界经济概论□※
Contemporary World

Economy

★ 2 34 2 36 2

611011151
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 ★ 2 34 2 36 2

611012151

国际服务贸易● □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2 34 2 36 2

611013161
国际投资□△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 ★ 2 34 2 36 2

全
英
专
业
课

611014131
国际经济学□▲※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2 34 2 36 2

611015141
管理学□▲

Management Science
★ 2 34 2 36 2

总计 19 门课 45 765 45 810 7 13 8 9 6 2

十五、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611001211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

China Foreign Trade Outline
★ 2 34 2 36 2

611002241
世界贸易组织概论□
Introduction to WTO

2 34 2 36 2

—５７３—

经 济 学 院



(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611003241
投资学□

Investments
☆ 2 34 2 36 2

611004241
公司金融学□※
Corporate Finance

2 34 2 36 2

611005251
国际商务□

International Business
2 34 2 36 2

611019251

数字贸易□■
(创新实践课程)

E￣Commerce

2 34 2 36 2

611007251

商业银行经营学□
Commercial Banks

Management

2 34 2 36 2

611008251
投资银行学□※

Investment Banking
2 34 2 36 2

611009251
市场营销学□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2 34 2 36 2

611010251

展览会策划与组织□
Trade Fair Management

and Event Planning

2 34 2 36 2

611011261
商务函电□△

Foreign Trade Correspondence
★ 2 34 2 36 2

611012261
国际结算□△　 ※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 2 34 2 36 2

611013261

国际商务谈判● □△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egotiation

2 34 2 36 2

611014261

企业参展理论与实务□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xhibitors

2 34 2 36 2

611015261
国际物流□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 ★ 2 34 2 36 2

611016261
国际商法□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 ★ 2 34 2 36 2

611017271

国际经贸热点问题□Z

Hot Topics on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2 0 0 0 0

611018271

经贸研究与论文写作□■
(创新实践课程)

Economics Academic

Research and Writing

2 34 2 36 2

总计 18 门课程 36 578 34 612 2 6 12 12 2

—６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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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学 院

贸易经济专业 (国际文化贸易方向)
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响应国家发展文化的国际战略需要ꎬ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早在 2003 年就开设了国际文化贸易相关课

程ꎬ 2012 年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调整后ꎬ 以贸易经济专业 (国际文化贸易方向) 招收本科学生ꎬ 同年获

得国际文化贸易交叉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ꎮ
本专业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ꎬ 以培养国际化、 复合型、 高层次、 应用性的国际文化贸易人才

为核心ꎬ 以能力提升为导向ꎬ 依托宽口径、 多学科交叉的课程体系ꎬ 发挥涉外型高校外语特色及专

业特色的优势ꎬ 实践产学研一体化培养模式ꎬ 联合全校相关教育教学资源ꎬ 培养能够从事文化贸易

经营与管理的具有家国情怀的高素质专门人才ꎬ 服务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建设ꎬ 服务对外经济交往与

人文交流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于培养: 热爱祖国、 维护社会主义制度ꎻ 遵纪守法ꎬ 具备健全的人格ꎬ 良好的心理

素质与合作精神ꎻ 具备创新精神、 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ꎻ 掌握当代国际文化贸易的基本理论ꎬ
熟悉通行的国际文化贸易规则、 惯例、 政策以及相关法规ꎬ 了解世界各国ꎬ 特别是文化产业及对外

贸易的特点及运行机制ꎬ 掌握文化投融资、 文化市场营销等相关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ꎬ 培养具备国

际视野ꎬ 具有熟练外语应用能力、 国际商务沟通能力ꎬ 并具有经济学思维的国际化、 复合型、 创新

型专门人才ꎬ 以满足学生进一步深造的要求和国际国内文化市场、 政府相关部门等对文化贸易人才

的需求ꎮ

三、 培养要求
本专业培养人才的具体要求: 包括政治素质、 专业素质ꎬ 专业知识与能力等方面的要求ꎮ 即培养的

学生应具有爱国主义精神ꎻ 具有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世界观ꎻ 掌握国际文化贸易的基础理论知识和

基本技能ꎻ 掌握文化经济的基本理论ꎻ 熟悉通行的国际文化贸易规则、 惯例、 政策以及相关法规ꎻ 了解

世界各国ꎬ 特别是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特点及运行机制ꎻ 熟悉文化产业基本理论和运行规律ꎻ 熟练地运

用外语从事有关文化经济贸易活动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７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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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贸易经济 (国际文化贸易方向)
相邻学科: 国际贸易学、 金融学、 产业经济学ꎮ

七、 核心与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国际文化贸易、 文化产业经济学、 国际文化贸易实训、 国际服务贸易、 国际贸易、 国际

贸易实务、 国际金融、 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等ꎮ
特色课程: 文化市场营销、 文化统计与分析、 国别文化研究、 文化经纪概论、 跨国文化投融

资等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部分课程可利用远程视频方式监考ꎬ 通过在线闭卷考

试、 在线开卷考试或在线结课论文答辩等模式进行考核ꎬ 其成绩评定标准同上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全英文

课程

大学

英语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41 4 42 18 15 166

十、 专业实习
本专业在实习基地企业单位进行专业实习ꎮ 学生可利用课余和寒暑假集中进行专业实习ꎬ 累计不少

于 8 周 (或者 136 小时)ꎬ 且应包括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内容ꎮ 实习结束后应填写 «北京第二外国

语学院学生专业实习鉴定表»ꎬ 加盖实习单位公章ꎬ 并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总结ꎮ

—８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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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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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③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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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ꎮ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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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大学英语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20001111￣41
综合英语▲

Integrated English
16 272 272 4 4 4 4

20001211￣21
英语视听说▲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311￣21
英语口语与演讲▲

Oral English and Public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413￣41
英语阅读与写作▲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4 68 68 2 2

20001513￣41
高级英语交流▲

Advanced English Communication
4 68 68 2 2

20001615￣61
英语语言与文化▲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4 68 68 2 2

200017151
专门用途英语▲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2 34 34 2

200018161
学术英语▲

Academic English
2 34 34 2

200019171
英语线上课程▲

Online English Course
2 34 34 2

总计 17 门课程 42 680 34 714 8 8 8 8 4 4 2

十四、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通
开
课

490001111
微积分□
Calculus

4 68 4 72 4

490002121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4 68 4 72 4

490003131
概率论和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2 34 2 36 2

0010141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Marxism Economics

☆ ★ 2 34 2 36 2

613001111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 ★ 3 51 3 54 3

613002121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 ★ 3 51 3 5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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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全
英
文
课

613003111

中国对外文化贸易

概论□※
Chinese Foreign Cultural

Trade Introduction

☆ ★ 2 34 2 36 2

613004121

文化产业经济

学□● ※
Cultural Industry

Economics

2 34 2 36 2

613005121
会计学□

Accounting
★ 2 34 2 36 2

613006131
国际贸易△□

International Trade
☆ ★ 2 34 2 36 2

613007131
财政学□※

Public Finance
★ 2 34 2 36 2

613008131

展览会策划与组织□
Trade Fair Management

and Event Planning

☆ ★ 2 34 2 36 2

613009141

国际贸易实务□
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

★ 3 51 3 54 3

613010141
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
☆ ★ 2 34 2 36 2

613011151
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 2 34 2 36 2

613012151

国际文化贸易□
International

Cultural Trade

☆ ★ 2 34 2 36 2

613013161

国际文化贸易实训□■
International Cultural Trade

Practical Training

☆ ★ 2 34 2 36 2

613014141
管理学▲□

Management Science
★ 2 34 2 36 2

613015151
国际经济学▲□※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2 34 2 36 2

总计 19 门课 45 765 45 810 9 13 8 7 6 2

—２８３—

２０２０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十五、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613001231
艺术概论□

Introduction to Art
☆ ★ 2 34 2 36 2

613019231

国际商务谈判▲□●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egotiation

☆ ★ 2 34 2 36 2

613020231

国际文化贸易政策与法规□
Rules and Policies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Trade

☆ ★ 1 16 2 18 1

613021231

文化创意经济概论□
Introduction to

Creative Economy

☆ ★ 1 16 2 18 1

613003231
货币金融学□※

Money and Banking
★ 2 34 2 36 2

613004241

艺术品鉴赏与经营管理

Artistic Appreciation

and Management

☆ ★ 2 34 2 36 2

613005241
统计学△□

Statistics
★ 2 34 2 36 2

613006241

文化市场营销□※
International

Cultural Marketing

☆ ★ 2 34 2 36 2

613007241
公司金融学□※
Corporate finance

★ 2 34 2 36 2

613009251

文化活动策划与组织□
Plan and Management

of Cultural Events

☆ ★ 2 34 2 36 2

613010251

国际服务贸易□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2 34 2 36 2

613011251

文化统计及分析□●
Culture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 ★ 2 34 2 36 2

613012251
文化经纪概论□■

Cultural Broker Introduction
☆ ★ 2 30 6 36 2

613013251
新媒体概论□

Introduction to Modern Media
☆ ★ 2 34 2 3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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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613014261

跨国文化投融资□※
Transnational Cultural

Investment

☆ ★ 2 34 2 36 2

613015261
国别文化研究□*

World Culture Study
☆ ★ 2 34 2 36 2

613016261

企业参展理论与实务□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xhibitors

★ 2 34 2 36 2

613022271
数字经济 Z

Digital Economy
☆ ★ 2 34 2 36 2

613018271
西方艺术史□

Western Arts History
☆ ★ 2 34 2 36 2

总计 19 门课程 36 606 42 648 8 8 10 6 4

　 　 注: «国别文化研究» 采用教师团队授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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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学 院

金融学专业 ( “一带一路” 金融服务方向)
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金融学” 专业始建于 1999 年ꎮ 本专业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重点建设专业ꎬ 2015 年列为学校专业

综合改革试点项目ꎮ 本专业结合涉外型高校外语特色及北京国际化都市的地理优势ꎬ 突出 “专业 + 英

语” 和 “专业 + 实践” 特色ꎬ 培养具有扎实金融学理论知识及基本技能、 知行合一的国际化、 复合型、
高层次、 应用性人才ꎮ

二、 培养目标
金融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基本目标为: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具备爱国情操和人文素养、 卫

生健康意识、 法治意识和生命意识ꎻ 热爱祖国ꎬ 维护社会主义制度ꎻ 遵纪守法ꎬ 具备健全的人格、 良好

的心理素质与合作精神ꎻ 具备创新精神、 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ꎻ 系统掌握经济学、 金融学专业基本

理论与基本技能ꎬ 熟悉经济运行规律与金融政策、 法律法规、 具备扎实的金融实务操作能力ꎬ 同时拥有

优良英语语言沟通和国际交往能力ꎬ 能胜任银行、 证券、 保险、 跨国公司财务等相关领域工作的高层次

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1 掌握经济学、 金融学基本理论、 熟悉会计学等管理知识

2 掌握金融实务与基本技能ꎬ 能运用计算机等现代化工具完成宏观金融、 证券投资和金融衍生品领

域的分析和操作

3 了解国内外金融领域的国际规则和发展趋势ꎬ 了解金融业及企业投融资的运作流程ꎮ
4 达到相当于英语专业本科生的英语水平ꎬ 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从事金融与贸易活动ꎬ 具备跨文化

交往能力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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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应用经济学

相邻学科: 国际贸易、 贸易经济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国际经济学、 统计学、 计量经济学、 会

计学、 货币金融、 公司金融、 投资学、 国际金融、 金融风险管理、 商业银行经营学、 投资银行学、 保

险学ꎻ
特色课程: 证券投资分析、 银行决策模拟、 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计量基础、 基于 Python 的数据分

析ꎻ 国际金融学、 外国财政、 国际投资、 跨国公司财务ꎻ 管理学、 国际经济学、 货币金融学、 公司金融

学、 保险学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

格以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总评成绩构成内容和比例按照教学大纲

设置执行ꎮ
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可结合课程特点采取多元化方式进行在线考试ꎬ 具体形

式包括但不限于开卷考试、 闭卷考试、 论文、 实践报告、 研究报告等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全英文

课程

大学

英语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41 4 42 18 15 166

十、 专业实习
本专业在金融行业或其他行业的金融、 财务等经管类相关工作岗位进行专业实习ꎮ 学生可利用课余

和寒暑假集中进行专业实习ꎬ 累计不少于 8 周 (或者 136 小时)ꎬ 实习结束后应填写 «北京第二外国语

学院学生专业实习鉴定表»ꎬ 加盖实习单位公章ꎬ 并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总结ꎮ 本专业也要求完成

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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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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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③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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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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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大学英语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20001111￣41
综合英语▲

Integrated English
16 272 272 4 4 4 4

20001211￣21
英语视听说▲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311￣21
英语口语与演讲▲

Oral English and Public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413￣41
英语阅读与写作▲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4 68 68 2 2

20001513￣41
高级英语交流▲

Advanced English Communication
4 68 68 2 2

20001615￣61
英语语言与文化▲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4 68 68 2 2

200017151
专门用途英语▲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2 34 34 2

200018161
学术英语▲

Academic English
2 34 34 2

200019171
英语线上课程▲

Online English Course
2 34 34 2

总计 17 门课程 42 680 34 714 8 8 8 8 4 4 2

十四、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通
开
课

490001111
微积分□
Calculus

★ 4 68 4 72 4 4

490002121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 4 68 4 72 4

490003131
概率和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 2 34 2 36 2

0010141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Marxism Economics

☆ ★ 2 34 2 36 2

612001111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 ★ 3 51 3 54 3

612002121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 ★ 3 51 3 54 3

—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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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全
英
文
课

612003121
会计学□

Accounting
☆ ★ 2 34 2 36 2

612004131
货币金融学□△※
Money and Banking

3 51 3 54 3

612005131
财政学□※

Public Finance
★ 2 34 2 36 2

612006141
国际金融学□※

International Finance
☆ ★ 3 51 3 54 3

612007141
公司金融学□※●
Corporate finance

☆ ★ 3 51 3 54 3

612008141
投资学□※
Investment

☆ ★ 2 34 2 36 2

612009151
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 2 34 2 36 2

612010151
商业银行经营学□
Bank Management

☆ ★ 2 34 2 36 2

612011151
保险学□△※

Insurance
☆ ★ 2 34 2 36 2

612012161

金融风险管理□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 2 34 2 36 2

612013131
国际经济学□▲※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 34 2 36 2

612014141
管理学□▲
Management

2 34 2 36 2

总计 18 门课　 45 765 45 810 7 11 9 10 6 2

十五、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612001231
国际贸易□

International Trade
☆ 2 34 2 36 2

612002231
金融会计□※

Banking Accounting
☆ ★ 2 34 2 36 2

612003241
统计学□
Statistics

★ ★ 2 34 2 36 2

—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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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612004241
证券投资分析□■
Securities Analysis

☆ ★ 2 19 17 36 2

612005241
国际商法□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2 34 2 36 2

612019241
基于 Python 的数据分析□

Data Analysis based on Python
2 34 2 36 2

612006251
金融衍生工具□

Financial Derivatives
☆ ★ 3 51 3 54 3

612007251
投资银行学□※

Investment Banking
★ 2 34 2 36 2

612008251

国际财务管理□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 2 34 2 36 2

612009251
财务报表分析□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2 34 2 36 2

612010251
银行决策模拟□■

Banking Management Analysis
1 01 17 18 1

612011261
固定收益证券分析□

Fixed￣income Securities Analysis
★ 2 34 2 36 2

612012261
金融计量基础□

Financial Econometrics
★ 3 51 3 54 3

612013261
国际投资□△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 ★ 2 34 2 36 2

612020261
财务管理专题□

Topics on Corporate Finance
2 34 2 36 2

612021261
外国财政□

Foreign public finance
★★ 2 34 2 36 2

612022271

境外平台在线课程修读 Z

Online courses on

overseas platforms

★ 2 0 0 0 2

612018271
经贸研究与论文写作□■

Academic research and Writing
1 17 1 18 1

总计 18 门课程 36 547 65 612 0 0 4 8 10 11 3 0

—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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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外交学院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 (国际组织方向)
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服务于培养国际组织人才和中外人文交流人才的战略目标ꎬ 旨在培养对国

际组织、 国际事务拥有浓厚兴趣ꎬ 具有全球视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情怀ꎬ 同时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和高度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青年人才ꎬ 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ꎮ 凸显 “专业 + 外语” “专业 +

区域国别”、 “专业 + 跨文化交流” 的培养特色ꎬ 学生掌握国际关系基本理论和发展脉络ꎬ 具备较强的英

语应用能力ꎬ 具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ꎮ 本专业以专业性、 应用性、 国际性作为主要发展方向ꎬ 构建复

合型、 国际化、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ꎮ

二、 培养目标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突出学校的外语优势和区域国别研究优势ꎬ 致力于培养政治素质过硬、 国

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知识面宽广、 外交外事专业素养较高、 外语能力突出、 具备跨学科知识素养和跨

文化交际能力ꎬ 兼具国家认同和国际视野ꎬ 能承担政府部门、 跨国公司、 新闻媒体、 国际组织、 涉外企

业、 科研机构等领域工作的复合型、 跨文化、 高层次外交外事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政治学、 国际政治、 外交学、 世界经济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ꎬ 强化国

际组织和中外人文交流方面的基本训练ꎬ 具备赴国际组织和跨国机构从事工作的专业素质和能力ꎮ
毕业生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知识、 能力和素养:
1 正确理解并执行党和国家的基本路线、 方针、 政策ꎬ 遵纪守法ꎬ 有为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而奋斗

的理想ꎬ 具备勇于开拓、 艰苦创业的事业心与责任感ꎻ
2 具有扎实的国际组织知识ꎬ 能够承担国际组织、 跨国机构的相关工作ꎮ
3 立足首都对外交往的需要ꎬ 具备中外人文交流的基本能力ꎮ
4 具有全球视野、 家国情怀ꎬ 具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ꎮ
5 具备较强的外语能力ꎬ 熟练掌握至少一门外语ꎬ 在听、 说、 读、 写、 译五个方面均能达到较高的

水平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学制ꎮ

—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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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法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课程与相邻课程
主干课程: 政治学

相邻课程: 法学、 社会学、 经济学、 新闻与传播学

七、 核心课程与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政治学原理、 国际政治学概论、 国际关系史、 中国外交史、 国际法概论、 国际政治经济

学、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国际关系理论、 政治学研究方法、 外交学导论、 西方政治思想史、 比较政治

学、 国际组织概论等课程ꎮ
特色课程: 国际组织与国际发展合作、 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前沿、 国际组织与跨文化交流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重视考核的过程性评价ꎬ 根据课程实际设置课程考核内容、 要求及成绩占比ꎻ 结合听课情况、 出勤

情况、 作业完成情况等综合评定学生学习效果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鼓励采用在线考试、 考核方式并按照学校、 学院的相

关规定执行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全英文

课程

大学

英语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41 4 42 18 15 166

十、 专业实习
1、 本专业学生参加军事训练ꎬ 由学校统一组织实施ꎮ
2、 突出实践性和专业性ꎬ 定期举办 “国际组织大讲堂”ꎬ 邀请学界知名学者和国际组织专家走进课

堂授课并与学生交流ꎮ

—３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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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教学方式的创新ꎬ 加强课堂的互动性和实践性ꎬ 举办 “政党与外交大课堂”ꎬ 邀请高级外交

官ꎬ 业界专家进课堂与学生交流授课ꎮ
4、 举办标志性的学生竞赛活动ꎬ 提升学生的专业素质和能力ꎬ 例如: 全国高校联合国知识竞赛、

外交外事礼仪大赛等ꎮ
5、 开展创新性的教学实践活动ꎬ 带领学生参观中联部等相关外事部门和跨国企业ꎬ 选派学生到中

国联合国协会实习ꎮ
6、 专业实习包含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４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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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５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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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①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②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大学英语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20001111￣41
综合英语▲

Integrated English
16 272 272 4 4 4 4

20001211￣21
英语视听说▲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311￣21
英语口语与演讲▲

Oral English and Public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413￣41
英语阅读与写作▲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4 68 68 2 2

20001513￣41
高级英语交流▲

Advanced English Communication
4 68 68 2 2

20001615￣61
英语语言与文化▲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4 68 68 2 2

200017151
专门用途英语▲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2 34 34 2

200018161
学术英语▲

Academic English
2 34 34 2

200019171
英语线上课程▲

Online English Course
2 34 34 2

总计 17 门课程 42 680 34 714 8 8 8 8 4 4 2

—６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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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530001121
政治学原理※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Science
★ 2 30 4 2

530002131
政治学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 of Political Science
★ 2 30 4 2

530003131
国际政治学概论● ※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 3 47 4 3

530004151
国际关系理论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3 47 4 3

530005111
国际事务学概论※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 2 30 4 2

530006141
西方政治思想史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2 30 4 2

530007111
外交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Diplomacy
★ 2 30 4 2

530008111
国际关系史※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 47 4 3

530009131
当代国际关系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 3 47 4 3

530010111
近现代中国外交※

Modern Chinese Diplomacy
2 30 4 2

530011121
当代中国外交● ※

Contemporary Chinese Diplomacy
☆ ★ 3 47 4 3

530012141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Contemporary Chinese Government &

Political System

☆ ★ 2 30 4 2

530013161
国际政治经济学※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 3 47 4 3

530014131
国际法概论○

International Law
☆ ★ 2 30 4 2

530015151
国际组织概论●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2 30 4 2

530016141
外国政治制度▲

Foreign Political System
3 47 4 3

530017141
美国外交政策▲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3 47 4 3

530018121
世界政党与政党政治※
World Parties & Politics

3 47 4 3

总计 18 门课程 45 693 72 9 8 10 10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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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30001221
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

United States Study
☆ ★ 2 30 4 2

530002241
西欧政治经济与外交

Western Europe Study
☆ ★ 2 30 4 2

530003221
俄罗斯政治经济与外交※

Russian Study
☆ ★ 2 30 4 2

530004231
中东政治经济与外交

Middle East Study
★ 2 30 4 2

530005241
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与外交※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Study

★ 2 30 4 2

53000623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

B&R Study
☆ ★ 2 30 4 2

530007241
金砖国家研究※
The BRICS Study

2 30 4 2

532008231
国际事务案例分析

Case Study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 2 24 10 2

530009251
人文外交概论

Survey of Humane Diplomacy
2 30 4 2

530010261
政党外交概论 ●

Survey of Political Diplomacy
2 30 4 2

530011241
非传统安全问题研究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Study
2 30 4 2

530012261
比较政治学

Comparative Politics
2 30 4 2

532013271
大国关系研究

Powers Relations
2 30 4 2

530014261
中国周边关系

Chinas Peripheral Relations
2 30 4 2

530015241
选举制度与选举政治

Electoral System and Electoral Politics
2 30 4 2

532016221
现代西方政治哲学※

Modern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2 30 4 2

532017261

国际关系经典著作选读

Selected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 30 4 2

530018251
外交文书阅读与写作△

Diplomatic Reading & Writing
2 30 4 2

—８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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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30019221
世界文明史※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
☆ ★ 2 30 4 2

530020261
论文写作

Thesis Writing
2 30 4 2

530021271

联合国机制与实践■
Mechanism & Practice

of United Unions

2 6 28 2

530022251
外交谈判学■

Diplomatic Negotiation
2 10 24 2

530023231
外交外事礼仪

Diplomatic Etiquette
☆ ★ 2 10 24 2

532024231

国际组织与国际发展合作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2 30 4 2

532025251

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前沿△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frontier of global governance

2 30 4 2

532026241

国际组织与跨文化交流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0 4 2

532027251
国际组织法○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aw
2 30 4 2

532028251
世界政治与经济热点专题

Worl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ot issues
2 30 4 2

532029261
政治学经典选读

Selected Classics of politics
2 30 4 2

532030261
国际关系地理学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 30 4 2

532031271
中美关系历史与现状

Sino US relations
2 30 4 2

总计 31 门课程 62 860 194 0 8 10 12 12 14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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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外交学院

外交学专业 (政党外交方向)
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外交学专业顺应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深入推进ꎬ 尤其是党的对外工作蓬勃发展、 适应我国国家形象不

断改善和软实力不断提升的大势ꎬ 服务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建设ꎬ 重在研究对外交往过程中的战略、 政策

与行为规律ꎬ 凸显 “专业 + 外语”、 “专业 + 国别区域”、 “专业 + 跨文化交流” 的培养特色而设立的专

业ꎬ 培养熟悉和了解外交学基本原理ꎬ 具备较强的外语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ꎬ 掌握外交方式和技

巧、 外交外事礼仪和规范ꎬ 具有国际视野和中国外交外事情怀的高素质人才ꎮ 本专业以专业性、 实践

性、 国际性作为主要发展方向ꎬ 构建 “专业 + 外语”、 “专业 + 国别区域”、 “专业 + 跨文化交流” 的复

合型、 国际化、 实践型人才培养模式ꎮ

二、 培养目标
外交学专业突出学校的外语和国别区域研究优势ꎬ 致力于培养外交学专业知识面宽广、 外交外事专

业素养高、 外语功底扎实、 外交外事实践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强ꎬ 具有中国外交事业认同感和国际视

野ꎬ 具备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创新精神ꎬ 能胜任党政部门、 跨国公司、 新闻媒体、 国际组织、 涉外企业、
科研机构等领域工作的复合型、 实践型的外交外事人才和中外人文交流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1 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爱国精神ꎬ 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和方法ꎮ
2 掌握外交学基本理论、 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ꎬ 具有独立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能力ꎮ
3 具有扎实的政党外交知识ꎬ 能够很好地开展社会交往ꎬ 完成外交外事谈判等工作ꎮ
4 立足首都对外交往的需要ꎬ 具备中外人文交流的基本能力ꎮ
5 能够具备相应的国别和区域知识ꎬ 开展深层次的跨文化交流ꎮ
6 具备较强的外语能力ꎬ 熟练掌握至少一门外语ꎬ 在听、 说、 读、 写、 译五个方面均能达到较高的

水平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学制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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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法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课程与相邻课程
主干课程: 政治学

相邻课程: 法学、 社会学、 经济学、 新闻与传播学

七、 核心课程与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外交学导论、 国际政治学概论、 国际关系史、 中国外交史、 国际法、 中国外交思想、 中

国政府与政治、 外交谈判学、 政治学研究方法、 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 欧盟政治经济与外交、 俄罗斯政

治经济与外交

特色课程: 结合学院办学特色ꎬ 开设特色课程世界政党与政党政治、 政党外交概论、 政党外交案例

分析、 选举制度与选举政治、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重视考核的过程性评价ꎬ 根据课程实际设置课程考核内容、 要求及成绩占比ꎻ 结合听课情况、 出勤

情况、 作业完成情况等综合评定学生学习效果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鼓励采用在线考试、 考核方式并按照学校、 学院的相

关规定执行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全英文

课程

大学

英语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41 4 42 18 15 166

十、 专业实习
1 本专业学生参加军事训练ꎬ 由学校统一组织实施ꎮ
2 课程教学方式的创新ꎬ 加强课堂的互动性和实践性ꎬ 举办 “政党与外交大课堂”、 “国际组织大

讲堂”ꎬ 邀请高级外交官ꎬ 业界专家进课堂与学生交流授课ꎮ
3 举办标志性的学生竞赛活动ꎬ 提升学生的专业素质和能力ꎬ 例如: 全国高校联合国知识竞赛、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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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外事礼仪大赛等ꎮ
4 开展创新性的教学实践活动ꎬ 带领学生参观中联部等相关外事部门和跨国企业ꎮ
5 专业实习包含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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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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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①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大学英语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20001111￣41
综合英语▲

Integrated English
16 272 272 4 4 4 4

20001211￣21
英语视听说▲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311￣21
英语口语与演讲▲

Oral English and Public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413￣41
英语阅读与写作▲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4 68 68 2 2

20001513￣41
高级英语交流▲

Advanced English Communication
4 68 68 2 2

20001615￣61
英语语言与文化▲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4 68 68 2 2

200017151
专门用途英语▲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2 34 34 2

200018161
学术英语▲

Academic English
2 34 34 2

200019171
英语线上课程▲

Online English Course
2 34 34 2

总计 17 门课程 42 680 34 714 8 8 8 8 4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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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530001121
政治学原理※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Science
★ 2 30 4 2

533001131
对外政策分析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 2 30 4 2

530003131

国际政治学概论● ※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 3 47 4 3

533002151
中国外交思想

Chinas Diplomatic Thought
3 47 4 3

530015241

选举制度与选举政治

Electoral System and

Electoral Politics

☆ ★ 2 30 4 2

530006141

西方政治思想史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2 30 4 2

530007111
外交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Diplomacy
★ 2 30 4 2

530008111

国际关系史※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 47 4 3

530009131

当代国际关系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 3 47 4 3

530018121

世界政党与政党政治※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ty politics

2 30 4 3

530011121

当代中国外交● ※
Contemporary Chinese

Diplomacy

☆ ★ 3 47 4 3

530012141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Contemporary Chinese

Government & Politics

☆ ★ 2 30 4 2

533003161
外交案例分析

Analysis of Diplomatic Cases
★ 3 47 4 3

530014131
国际法概论○

International Law
☆ ★ 2 30 4 2

530015151

国际组织概论●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2 30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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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外交学院



(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533004141
外交决策△

Diplomatic decision￣making
3 47 4 3

530010261

政党外交概论●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arty Diplomacy

3 47 4 2

533005161
外交外事调研

Diplomatic Research
3 47 4 3

总计 18 门课程 45 693 72 5 8 10 9 5 8

十五、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33001211

国别和区域研究导论

Introduction to country and

Regional Studies

2 30 4 2

530001221

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

America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 ★ 2 30 4 2

530002241
西欧政治经济与外交

Western Europe Study
☆ ★ 2 30 4 2

530003221
俄罗斯政治经济与外交※

Russian Study
☆ ★ 2 30 4 2

530004231
中东政治经济与外交

Middle East Study
★ 2 30 4 2

530005241
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与外交※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Study

★ 2 30 4 2

530016141
外国政治制度▲

Foreign Political System
3 47 4 3

530017141
美国外交政策▲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3 47 4 3

533002261

政党外交案例分析 ※
Case Study of Political

Party Diplomacy

2 30 4 2

533003261
外交学经典著作选读

Selected Classics of Diplomacy
2 30 4 2

53000623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

B&R Study
☆ ★ 2 30 4 2

530007241
金砖国家研究※
The BRICS Study

2 30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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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533004231
外交语言学

Diplomatic Linguistics
☆ ★ 2 24 10 2

530009251
人文外交概论

Survey of Humane Diplomacy
2 30 4 2

533005261
跨文化交流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0 4 2

533006261
新媒体与国际关系※

New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2 30 4 2

533007261
国际经济学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2 30 4 2

530011241
非传统安全问题研究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Study
2 30 4 2

530012261
比较政治学

Comparative Politics
2 30 4 2

533008271
国际贸易实务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2 30 4 2

530014261
中国周边关系

Chinas Peripheral Relations
2 30 4 2

533009271
国际私法○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2 30 4 2

533010251
国际新闻※

International news
2 30 4 2

530018251
外交文书阅读与写作△

Diplomatic Reading & Writing
2 30 4 2

530019221
世界文明史※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
☆ ★ 2 30 4 2

530021271
联合国机制与实践■

Mechanism & Practice of United Unions
2 6 28 2

530020261
论文写作

Thesis Writing
2 30 4 2

530022251
外交谈判学■

Diplomatic Negotiation
2 10 24 2

530023231
外交外事礼仪

Diplomatic Etiquette
☆ ★ 2 10 24 2

533012251
英国政治经济与外交

British Study
2 30 4 2

533013251
东北亚政治经济与外交

Northeast Asian Study
2 30 4 2

533014251
北欧国家政治经济与外交

Northern Europe Study
2 30 4 2

总计 32 门课程 66 924 198 2 6 8 14 14 1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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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传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英语复合方向)
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本专业自 2007 年成立以来ꎬ 始终依托外语院校的多语种、 跨学科、 国际化优势ꎬ 致力于培养具有扎

实的基础知识和国际视野ꎬ 复合型、 应用性的汉语国际教育人才ꎮ 目前已成为北京市一流专业ꎬ 北京市

重要的国际汉语教师人才培养与储备基地ꎮ 以强化传统文化、 重视教学实践、 突出英语特色为育人指导

思想ꎮ 提倡科学化、 国际化的教学模式ꎬ 在科学认知的基础上开展多元化的实践教学ꎮ 通过系统的专业

学习ꎬ 使学生能够全面掌握专业知识和基本理论ꎬ 并能够将理论知识转化成业务能力ꎬ 适应社会经济发

展ꎬ 适应当前对汉语国际推广人才的全面需求ꎮ

二、 培养目标
通过设立包含汉语言文学、 对外汉语教学、 英语与中华文化传播等不同模块的课程体系ꎬ 本专业培

养具有扎实的中英文专业基础ꎬ 熟练掌握练对外汉语教学方法及技巧ꎬ 拥有国际视野及跨文化交际能

力ꎬ 能在国内外各类学校、 新闻出版机构、 文化管理和企事业单位从事汉语教学及中外文化交流相关工

作的高级应用型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1 热爱祖国ꎬ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掌握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基

本原理ꎬ 坚持并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ꎮ
2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ꎬ 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ꎻ 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ꎬ 遵纪守法ꎻ 了

解对外交往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法规ꎬ 具有涉外工作人员的基本素质ꎬ 熟悉国家的有关外事法规ꎮ
3 具有独立的精神品格ꎬ 以及对传播弘扬中华文化ꎬ 建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

感ꎻ 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个人修养ꎬ 爱岗敬业ꎬ 团结合作ꎻ 具有较好的协调能力、 实践能力与跨文化

交流能力ꎮ
4 具有扎实的对外汉语专业基础ꎬ 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 基本理论、 基本技能ꎻ 具有较强的从事

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能力和适应相邻专业业务工作的基本能力与素质ꎻ 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ꎬ 具有独立

获取知识ꎬ 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开拓创新能力ꎮ
5 具有一定的体育和军事基本知识ꎬ 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和卫生习惯ꎬ 达到国家规定的体育和军事

训练合格标准ꎬ 具有健康的体魄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８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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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学生ꎬ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与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

相邻学科: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教育心理学、 传播学

七、 核心课程与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现代汉语、 语言学概论、 古代汉语、 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外国文学、 第二

语言习得理论、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 教育心理学、 对外汉语教学法、 汉语课堂教学实践等系列专题课ꎮ
特色课程: 汉语史、 社会语言学、 文化语言学、 汉语国际推广优秀案例分析、 古代经典研读、 外文

原典研读、 书法艺术等课程ꎻ 并开设有比较文学、 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全英文课程ꎬ 以及英语语言与文

化、 专门用途英语、 英语论文写作等课程ꎬ 帮助提高学生的英语能力和专业素养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注重过程考核ꎬ 鼓励考试方式多样化、 分散化ꎮ 健全能力与知识考核并重的多元化学业考核评价体

系ꎬ 完善学生学习过程监测、 评估与反馈机制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全英文

课程

大学

英语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41 4 42 18 15 166

　 　 注: 含有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学分以学院核算为准ꎮ

十、 专业实习
在校期间学生必须参加社会实践和专业实习ꎮ 本专业学生可在实习基地单位进行专业实习ꎬ 或在国

内外相关汉语教学机构、 大中小学、 出版社、 文化教育类企业等单位进行专业实习ꎮ 专业实习后应填写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专业实习鉴定表»ꎬ 并加盖实习单位公章ꎬ 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总结ꎬ
实习时间累计不少于 8 周 (或者 136 小时)ꎬ 实习包含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内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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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的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

公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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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③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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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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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大学英语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20001111￣41
综合英语▲

Integrated English
16 272 272 4 4 4 4

20001211￣21
英语视听说▲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311￣21
英语口语与演讲▲

Oral English and Public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413￣41
英语阅读与写作▲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4 68 68 2 2

20001513￣41
高级英语交流▲

Advanced English Communication
4 68 68 2 2

20001615￣61
英语语言与文化▲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4 68 68 2 2

200017151
专门用途英语▲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 34 34 2

200018161
学术英语▲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2 34 34 2

200019171
英语线上课程▲

Online English Course
2 34 34 2

总计 17 门课程 42 680 34 714 8 8 8 8 4 4 2

十四、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 ★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62200111￣21
现代汉语

Modern Chinese
☆ ★ 4 68 2 2

62200213￣41
古代汉语●

Ancient Chinese
☆ ★ 4 68 2 2

622003131
语言学概论 △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 ★ 2 34 2

622004131

汉外语言对比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s

☆ ★ 2 34 2

622005151
形式逻辑

Formal Logic
☆ ★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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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 ★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622006161
汉语修辞学

Chinese Rhetoric
☆ ★ 2 34 2

622007111
中国现代文学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 ★ 2 34 2

6220082￣31
中国古代文学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 ★ 4 68 2 2

622009121
中国当代文学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 ★ 2 34 2

622010151
外国文学

Foreign Literature
☆ ★ 2 34 2

622011131
文学理论●

Literary Theory
☆ ★ 2 34 2

622012141
教育心理学

Educational Psychology
☆ ★ 2 34 2

622013121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TCFL
☆ ★ 2 34 2

622014161
对外汉语教学法□

TCFL Teaching Method
☆ ★ 2 24 10 2

622015141
第二语言习得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 ★ 2 34 2

622016111
中国文化概论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 ★ 2 34 2

622017151
世界文化概论

Introduction to World Culture
☆ ★ 2 34 2

622018161
学年论文

Coursework Essay
1 ★

622019151
比较文学▲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 2 30 4 2

622020161

中外文化交流史▲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 ★ 2 30 4 2

总计 20 门课程 45 730 18 6 8 8 6 8 8

十五、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 ★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622001271
社会语言学

Sociolinguistics
☆ ★ 2 34 2

622002251
应用语言学

Applied Linguistics
☆ ★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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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 ★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622003251
文化语言学

Cultural Linguistics
☆ ★ 2 34 2

622004261
汉语语法和词汇学

Chinese Grammar and Lexicology
☆ ★ 2 34 2

622005251
语言学名著选读

Classic Readings in Linguistics
☆ ★ 2 34 2

622006271
汉语史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 ★ 2 34 2

622007271
汉语语音学

Chinese Phonetics
☆ ★ 2 34 2

622008241
方言与文化

Dialect and Culture
☆ ★ 2 34 2

622009261
汉语课堂教学实践■

Chinese Teaching Practice
☆ ★ 2 34 2

622010261

汉语国际推广优秀案例分析□
Case￣based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f Chinese

☆ ★ 2 17 17 2

622011281
海外汉学

Overseas Sinology
☆ ★ 2 34 2

622012261
媒介与文化

Media and Culture
☆ ★ 2 34 2

622013251
先秦诸子研究 △●

Research in Pre￣Qin Philosopher
☆ ★ 2 34 2

622014251
中国古代经典研读

Research in Chinese Classics
☆ ★ 2 34 2

622015231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Study

☆ ★ 2 34 2

622016261
外文原典研读

Study of Foreign Classics▲
☆ ★ 2 34 2

622017271
英语论文写作

English Thesis Writing
☆ ★ 2 34 2

622018281
书法艺术■

Art of Calligraphy
☆ ★ 2 34 2

总计 18 门课程 36 527 85 2 4 8 10 8 4

　 　 注: 专业选修课程由专业内一般选修课程和跨专业选修课程两部分构成ꎮ 跨专业选修课程ꎬ 学生到

其他院系选修课中选择修习ꎬ 在毕业前此类课程至少要修满 4 学分ꎮ 创新创业能力实践课程统一用

“■” 标注ꎮ 含有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用 “□” 标注ꎮ 全英文课程用 “▲” 标注ꎮ 双语教学建设课程用

“△” 标注ꎮ “课程思政” 示范课程用 “●” 标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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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多语复合方向)
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校重点建设专业之一ꎬ 是北京市一流专业ꎬ 获批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

点ꎮ 本专业的历史可追溯至 1964 年成立的汉语教研室ꎮ 1985 年ꎬ 汉语教研室改建为汉语部ꎮ 1995 年ꎬ
在汉语部的基础上成立中文系ꎮ 2004 年国际传播学院成立ꎬ 下设中文系、 国际汉语教育系、 新闻系ꎮ
2015 年文学院成立ꎬ 下设中文系、 汉语国际教育系ꎮ 2018 年文化与传播学院成立ꎬ 下设中文系、 汉语国

际教育系、 新闻系、 哲学教研室ꎮ
汉语言文学专业依托外语院校的多语种、 跨学科、 国际化优势ꎬ 结合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自身

特点ꎬ 旨在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具有本土意识和国际化特色的中外文化传播人才ꎬ 并向更高教育层次输送

研究生ꎬ 同时兼顾向社会输送汉语言文学和文化实用人才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通过设立语言、 文学、 古代文化、 翻译、 中英文写作等模块的课程体系ꎬ 使学生对中国文

学与文化传统及其现代进程有比较深刻的认识ꎬ 对西方文学与文化传统有比较系统的认识ꎬ 初步具备

文化传承与创新意识ꎻ 使学生具有扎实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与较高的英语实践能力ꎬ 学习希腊语、
拉丁语ꎬ 了解法语、 西班牙语等非通用语ꎬ 具有比较突出的语言运用、 理论思维、 文艺批评、 文化传

播的能力ꎻ 具有突出的双语写作和翻译能力ꎻ 具备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经典的继承与双语传播能力ꎻ
具有对海外文学与文化的深入了解与研究的能力ꎮ 同时ꎬ 也重视在科学探索中ꎬ 全面提升学生的精神

品格与各种能力ꎬ 造就国际化、 有特色、 具有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高层次、 复合型、 应用性中文专门

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1 热爱祖国ꎬ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掌握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基

本原理ꎬ 坚持并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ꎮ
2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 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ꎻ 敬业爱岗ꎬ 团结合作ꎻ 具有良好的个人修养ꎻ 具有

社会主义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ꎬ 遵纪守法ꎬ 熟悉国家的有关法规ꎮ
3 具有合理的中外文学、 文化的知识结构ꎬ 具有独立获取知识、 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基本能力和开拓创新能力ꎻ 具有比较强的双语写作及翻译能力ꎻ 至少掌握一种小语种的基本运用

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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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ꎬ 具有语言运用、 文学批评、 理论思维、 文化传播的国际化眼光和业务能

力ꎻ 具有较强的从事专业业务工作的能力和适应相邻专业业务工作的基本能力与素质ꎮ
5 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良好的心理素质ꎬ 具有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 交际能力、 协调能力以及实

践能力ꎻ 具有独立的精神品格ꎬ 以及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建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高度责

任感ꎮ
6 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 体育和军事基本知识ꎬ 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和卫生习惯ꎬ 达到国家规定的

体育和军事训练合格标准ꎬ 具有健康的体魄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与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

相邻学科: 哲学、 民俗学、 外国语言文学、 传播学

七、 核心课程与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 现代汉语、 古代汉语、 语言学概论、 形式逻辑、 汉语史、 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

学、 中国当代文学、 外国文学、 文学理论、 比较文学、 古典文献学、 中国古代文论等ꎮ
特色课程: 古希腊语、 拉丁语、 外文原典研读、 先秦诸子研究、 西方古典学、 汉语修辞学、 汉语语

法学、 汉语词汇学等课程ꎮ
全英与双语课程: 开设比较文学、 外文原典研读、 西方美学前沿研究、 西方文论经典研读等全英文

课程ꎻ 设置古希腊语、 拉丁语、 先秦诸子研究、 西方古典学、 汉语语音学等双语课程ꎬ 帮助提高学生的

外语能力和专业素养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注重过程考核ꎬ 鼓励考试方式多样化、 分散化ꎮ 健全能力与知识考核并重的多元化学业考核评价体

系ꎬ 完善学生学习过程监测、 评估与反馈机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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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课程类别与毕业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全英文

课程

大学

英语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41 4 42 18 15 166

十、 专业实习
实践创新教育学分共 15 分ꎮ 在校期间学生必须参加社会实践和专业实习ꎬ 参加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

动教育ꎮ 本专业学生可在实习基地单位进行专业实习ꎬ 或在国内出版社、 报社、 杂志社、 中小学、 文化

传播公司等单位进行专业实习ꎮ 专业实习后应填写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专业实习鉴定表»ꎬ 并加

盖实习单位公章ꎬ 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总结ꎬ 实习时间累计不少于 8 周 (或者 136 小时)ꎬ 实习包

含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内容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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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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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



(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②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③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大学英语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20001111￣41
综合英语▲

Integrated English
16 272 272 4 4 4 4

20001211￣21
英语视听说▲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311￣21
英语口语与演讲▲

Oral English and Public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413￣41
英语阅读与写作▲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4 68 68 2 2

20001513￣41
高级英语交流▲

Advanced English Communication
4 68 68 2 2

20001615￣61
英语语言与文化▲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4 68 68 2 2

200017151
专门用途英语▲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 34 34 2

—９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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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前七周ꎮ
第一学期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ꎬ 第二学期非外语类专业后七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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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200018161
学术英语▲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2 34 34 2

200019171
英语线上课程▲

Online English Course
2 34 34 2

总计 17 门课程 42 680 34 714 8 8 8 8 4 4 2

十四、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621001131
文学理论● ※
Literary Theory

☆ ★ 2 34 2

621002141
西方文论史

History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 ★ 2 34 2

621003151
中国古代文论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 ★ 2 34 2

62100412￣31
中国古代文学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 ★ 6 102 2 2 2

621005111
中国现代文学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 ★ 4 68 4

621006121
中国当代文学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 ★ 2 34 2

621007151
古典文献学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Classics
☆ ★ 2 34 2

62100813￣41
外国文学

Foreign Literature
☆ ★ 4 68 2 2

621009151
比较文学▲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 2 34 2

62101011￣21
现代汉语

Modern Chinese
☆ ★ 4 68 2 2

62101112￣31
古代汉语●

Ancient Chinese
☆ ★ 4 68 2 2

621012151
语言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 ★ 2 34 2

621013131
汉语史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 ★ 2 34 2

621014151
形式逻辑

Formal Logic
☆ ★ 2 34 2

621015161
学年论文

Coursework Essay
1 ★

—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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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621016161

外文原典研读▲
Close Reading of Foreign

Classical Works

☆ ★ 2 34 2

621017151
西方美学前沿研究▲

Frontiers of Western Aesthetics
☆ ★ 2 34 2

总计 17 门课程 45 748 6 6 10 8 12 3

十五、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62100123￣41
古希腊语△*

1

Ancient Greek
☆ ★ 4 68 2 2

62100225￣61
拉丁语△*

1

Latin
☆ ★ 4 68 2 2

621003261

西方文论原典研读▲
Close Reading of the Classical Works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 ★ 2 34 2

621004251
先秦诸子研究△● *

Study on Pre￣Qin Philosophers
☆ ★ 2 34 2

621005241
西方古典学△

Western Classics
☆ ★ 2 34 2

621006241
汉语语音学△

Chinese Phonetics
☆ ★ 2 34 2

621007261

中国古代文论原著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 ★ 2 34 2

621008231

史传文学研究

Literary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Classics

☆ ★ 2 34 2

621009241
唐宋诗词专题

Poetry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 ★ 2 34 2

621010251
戏曲文学专题

Literature Works of Chinese Opera
☆ ★ 2 34 2

621011261
明清小说专题

Nove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 2 34 2

—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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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621012231

现当代文学经典研读

Close Reading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 ★ 2 34 2

621013241
文学评论方法

Methodology Literature Criticism
☆ ★ 2 34 2

621014231

当代文化研究导论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Culture Study

☆ ★ 2 34 2

621015281

现当代文学专题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 ★ 2 34 2

621016241
汉语修辞学*

Rhetoric of Chinese Language
☆ ★ 2 34 2

621017261
汉语词汇学

Lexicology of Chinese Language
☆ ★ 2 34 2

621018261
汉语语法学

Grammar of Chinese Language
☆ ★ 2 34 2

621019271

中外语言学简史△
A Brief History of Foreign

and Chinese Linguistics

☆ ★ 2 34 2

621020261
媒介与文化

Media and Culture
☆ ★ 2 34 2

总计 20 门课程 44 748 8 12 8 14 2 2

　 　 注: 辅修课程用 “☆” 标注ꎮ 双学位课程用 “★” 标注ꎮ 全英文课程用 “▲” 标注ꎮ 双语教学建设

课程用 “△” 标注ꎮ “课程思政” 示范课程用 “● ” 标注ꎮ 线上课程和线上线下混合课程用 “※” 标

注ꎮ 专业内限选课程用 “ * ” 标注ꎬ 学生在毕业前必须选修限选课程ꎮ 学生在毕业前应当至少修完

“*
1” 标注的古典语言课程中的一门并获得 4 学分ꎮ

—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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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专业 (融媒体国际新闻)
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新闻学专业自 2003 年建立以来ꎬ 始终坚持落实

国家文化战略ꎬ 精准对接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建设ꎬ 致力于建设新时代全媒体语境下的外语院校新闻

专业ꎮ
新闻学专业以现代新闻传播事业作为主要学习和研究对象ꎬ 探讨新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把握

新闻传播活动的基本规律、 突出全媒体融合环境下国际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特色ꎬ 依托北京第二外国语

学院雄厚的外语教学资源和实力ꎬ 强调扎实的英语基础、 宽广的国际化视野、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全面

的新闻业务素养ꎬ 在全国同类专业中展现特色优势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通过设立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类课程、 国际文化与传播类课程、 融媒体理论与实践类课程、

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类课程等不同模块的课程体系ꎬ 旨在培养掌握多语种、 跨文化、 全媒体融通新闻传播

能力的高素质创新型国际新闻人才ꎮ 学生应德智体美全面发展ꎬ 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复合

的知识结构和开放的国际视野ꎮ 通过学习ꎬ 学生通晓新闻传播理论、 熟悉新闻传播规律、 掌握全媒体融

通的传播理论和传播技能ꎬ 同时具备扎实的外语沟通和应用能力ꎬ 能胜任媒体以及企业、 政府等机构的

新闻相关工作ꎬ 特别是国际新闻与国际传播工作ꎮ

三、 培养要求
1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ꎬ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掌握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

理ꎬ 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ꎮ 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ꎬ 遵纪守法ꎬ 熟悉国家的有关法规ꎮ
2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 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ꎻ 敬业爱岗ꎬ 团结合作ꎻ 具有良好的个人修养ꎮ
3 坚持党性原则ꎬ 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ꎬ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ꎬ 有较高的新闻素养ꎮ 熟悉国家在新

闻传播方面的有关方针、 政策ꎬ 具有较强的政治敏感和新闻敏感ꎻ 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和

基本技能ꎬ 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 较强的文字功力和一定的管理才能ꎻ 能够比较熟练地用英语进行阅读

和交际ꎬ 熟练操作计算机ꎻ 具有创新精神ꎮ
4 具有较好的综合素质和良好的心理素质ꎬ 具有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 交际能力、 协调能力以及实

践能力ꎮ
5 具有一定的体育和军事基本知识ꎬ 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和卫生习惯ꎬ 达到国家规定的体育和军事

训练合格标准ꎬ 具有健康的体魄ꎮ

—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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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标准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要求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

毕业证书ꎮ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ꎬ 热爱祖国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各项要求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以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是新闻传播学ꎬ 相邻学科有外国语言文学、 国际关系学、 社会学、 政治学、 经济学、 心理

学、 中国语言文学等学科ꎮ

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新闻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包括: 大众传播通论、 传播学基础、 新闻理论、 中外新闻事业史、 新闻采访

与写作、 新闻编辑学、 新闻评论学、 社交媒体理论与实务、 新闻伦理与法规等ꎮ
全媒体融通特色课程包括: 全媒体概论、 融合新闻、 全媒体制作实训、 影像创作基础、 音视频制

作、 数据新闻与可视化等ꎮ
国际新闻特色课程包括: 国际新闻理论与实务、 国际传播学、 美国大众传播研究、 跨文化传播等ꎮ
全英文特色专业课包括英语新闻采访与报道、 英语新闻特稿与专栏写作等ꎮ

八、 考核
除明确注明 “等级制” 计分课程外ꎬ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

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等)、 期中考试成

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综合评定ꎮ 平时成绩、 期中成绩、 期末考试成绩所占比例依课程性质与内容而

定ꎮ 注重过程考核ꎬ 鼓励考试方式多样化、 分散化ꎮ 健全能力与知识考核并重的多元化学业考核评价体

系ꎬ 完善学生学习过程监测、 评估与反馈机制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按照学校统一部署进行在线考试、 考核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课程类别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通开课

专业

基础课

全英文

课程

大学

英语

专业

方向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30 16 41 4 42 18 15 166

—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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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专业实习

学生的实践创新教育是本专业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ꎬ 本专业注重实习实践ꎬ 相关课程中将设置

实践环节ꎬ 学院与校内外媒体合作搭建多种实习实践平台ꎮ 学生应通过实习实践ꎬ 在了解社会需求和自

身知识结构与社会需求差距的基础上ꎬ 提高自身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综合素质ꎮ
学生应利用周末和假期安排累计不少于 12 周的创新创业实践、 社会实践与专业实习 (包括不少于

16 学时的劳动教育内容)ꎬ 填写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社会实践与专业实习鉴定表»ꎬ 并提交实习

总结ꎮ 部分实习环节也可以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它工作或任

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十一、 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二
课
堂
与
素
质
拓
展

00800111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 17 1

0080021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Occup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1 34 1 1

008004191
大学生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1 17 1

007007101
劳动拓展

Manual Labour
0 5 ★ ★ ★ ★ ★ ★

0070051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0 5 ★ ★ ★ ★ ★

007003181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2 ★ ★ ★ ★

007002181
毕业论文 (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5 ★ ★

007001111
军事技能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2 ★

007001121
军事理论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2 34 ★

总计 9 门课程 15

学生必须取得 15 学分的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方可毕业ꎬ 各门课程成绩均体现在学生成绩单上ꎬ
成绩如不及格ꎬ 则该课程学分累积计入必修课重修学分中ꎮ 其中ꎬ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三门课程在指定学期完成修读ꎬ 其他各项根据学生完成情况ꎬ 成

绩于毕业前由相关教学单位统一提供ꎬ 并录入教学管理信息平台ꎮ
1 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ꎬ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育教研室协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指导ꎮ
2 劳动拓展———充分发挥生产劳动、 公益劳动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ꎬ 具体包括以体力为主的

劳动ꎬ 例如宿舍、 食堂、 教室和校园卫生维护、 绿化、 安保、 垃圾分类等ꎻ 校园内公益服务ꎬ 如校园公

—５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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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日服务、 秩序维护、 展览讲解等ꎮ 不少于 16 学时ꎬ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 后勤与基建处ꎮ
3 社会实践———按照上级团组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系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结合学校

“融中外、 兼知行” 的办学理念ꎬ 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ꎮ 以社会观察、 调查研究等活动为载体ꎬ 通过

实践活动ꎬ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本领ꎬ 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奉献社会、 提高素质、 成长成才ꎮ
指导单位为校团委ꎮ

4 专业实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方案制

订实习计划ꎬ 确保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 专业的指导和考查ꎮ 并要将劳动教育内容

包含其中ꎬ 不少于 16 学时ꎮ 部分学分可通过完成校级以上学生科研项目或者学院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其

它工作或任务获得ꎬ 具体细则参照学院相关规定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5 毕业论文 (设计) ———提倡学生在第七学期进入毕业论文 (设计) 阶段ꎬ 各专业依据学校相关

规定ꎬ 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ꎮ 教务处统筹ꎬ 指导单位为各教学单位ꎮ
6 军事课———总计 4 学分ꎬ 军事课由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ꎮ «军事理论» 教学时

数 34 学时ꎬ 记 2 学分ꎻ «军事技能» 训练时间 2—3 周ꎬ 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 14 天 112 学时ꎬ 记 2 学

分ꎮ «军事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教研室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指导ꎬ «军事技能» 由

党委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统筹组织ꎮ

十二、 通识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00101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3 34 17 51 3

0010121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5 20 85 3 2

00101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34 17 51 3

00201311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3 51 51 3

008003111￣41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34 34 2 2 2 2

0010131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28 6 34 2

640001111
计算机程序设计①

Computer Programming
2 17 17 34 4 4

—６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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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必
修
课

640002111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①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2 17 17 34 4 4

00500111￣4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6 120 136 2 2 2 2

003005121
中国文学与文化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4 34 2

003007151
写作与沟通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4 34 2

00300612￣31
写作②

Basic Writing
4 68 68 2 2

总计 12 门课程 34 432 214 646 18 21 9 6 2

十三、 大学英语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20001111￣41
综合英语▲

Integrated English
16 272 272 4 4 4 4

20001211￣21
英语视听说▲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311￣21
英语口语与演讲▲

Oral English and Public Speaking
4 68 68 2 2

20001413￣41
英语阅读与写作▲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4 68 68 2 2

20001513￣41
高级英语交流▲

Advanced English Communication
4 68 68 2 2

20001615￣61
英语语言与文化▲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4 68 68 2 2

200017151
专门用途英语▲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 34 34 2

200018161
学术英语▲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2 34 34 2

200019171
英语线上课程▲

Online English Course
2 34 34 2

总计 17 门课程 42 680 34 714 8 8 8 8 4 4 2

—７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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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623001111
大众传播通论

Introduction to Mass Communication
☆ ★ 2 34 2

623002111
中外新闻事业史※●
History of Journalism

☆ ★ 2 34 2

623003121
新闻理论※

Theories of Journalism
☆ ★ 2 34 2

623004121
新闻采访与写作 (初级) ※

News Interview and Writing (Basic)
☆ ★ 2 28 6 2

623005131
新闻采访与写作 (高级)

News Interview and Writing (Advanced)
☆ ★ 2 28 6 2

623006131
传播学基础

Foundation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 ★ 2 34 2

623007131
全媒体概论●

Introduction to Media Convergence
☆ ★ 2 20 14 2

623008141
新闻编辑学●
News Editing

☆ ★ 2 30 4 2

623009141
音视频制作※

Audio and Video Production
☆ ★ 2 20 14 2

623010141

国际新闻理论与实务△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 ★ 2 24 10 2

623011151

社交媒体理论

与实务

Social Media: Theory and Practice

☆ ★ 2 30 4 2

623012151
中西新闻比较△

Comparative Journalism
☆ ★ 2 34 2

623013151
国际传播△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 ★ 2 34 2

623014151
新闻伦理与法规●

Journalism Ethics and Legal Issues
☆ ★ 2 34 2

623015151

传播学研究方法△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thods

☆ ★ 2 34 2

623016161
新闻评论学

News Commetary
☆ ★ 2 30 4 2

623017161
媒介与文化△

Media and Culture
☆ ★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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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623018161
数据新闻与可视化△

Data Journalism and Visualization
☆ ★ 2 24 10 2

623019161
跨文化传播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 ★ 2 34 2

623020171
媒介经营与管理

Media Management
☆ ★ 2 28 6 2

623021181
学年论文

Coursework Essay
1

623022161

英语新闻采访与报道▲
News Reporting and

Writing (in English)

☆ ★ 2 28 6 2

623023171

英语新闻特稿与专栏写作▲
Feature and Column

Writing (in English)

☆ ★ 2 28 6 2

总计 23 门课程 45 658 90 4 4 6 6 10 10 4 0

十五、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623001211
影像创作基础

Foundations of Audiovisual Creation
☆ ★ 2 20 14 2

623002221

影视作品赏析※
Appreciation of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 ★ 2 30 4 2

623003221
美国大众传播研究

American Media and Mass Culture
☆ ★ 2 34 2

623004221
全媒体制作与运营实训

Convergent Media Production Practice
☆ ★ 20 14 2

623005231
中外名记者研究

Introduction to Influential Journalists
☆ ★ 2 34 2

623006231
社会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 ★ 2 34 2

623007231
社会调查方法与实践△

Social Survey: Methods and Practices
☆ ★ 2 20 14 2

623008241
社会心理学 (新闻视域) △

Social Psychology in the News Sphere
☆ ★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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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辅 双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623009241
融合新闻

Convergence Journalism
☆ ★ 2

623010241
社会科学统计分析

Statistic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 ★ 2 34 2

623011241
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

Public Relations: Theory and Practice
☆ ★ 2 28 6 2

623012251

新闻实践前沿

Cutting￣Edge Issues in

Journalism Practice

☆ ★ 2 20 14 2

623013251
现代广告通论

Introduction toModern Advertisement
☆ ★ 30 4 2

623014251
公共外交概论

Introduction to Public Diplomacy
☆ ★ 2 34 2

623015261

国际传播前沿问题△
Cutting￣Edge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 ★ 2 34 2

623016261
网络舆情传播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 ★ 34 2

623017261

新闻传播经典作品导读

Introduction to Classic Works

in Media Studies

☆ ★ 34 2

623018271

国际与中国现实

问题研究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World

☆ ★ 2 34 2

623019271
经济学基础

Foundations of Economics
☆ ★ 34 2

623020281
国际政治与经济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 ★ 34 2

总计 20 门课程 36 610 70 2 6 6 8 6 6 4 2

　 　 注: 辅修课程用 “☆” 标注ꎮ 双学位课程用 “★” 标注ꎮ 全英文课程用 “▲” 标注ꎮ 双语教学建

设课程用 “△” 标注ꎮ “课程思政” 示范课程用 “●” 标注ꎮ 线上课程和线上线下混合课程用 “※” 标

注ꎮ 专业内限选课程用 “* ” 标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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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语 学 院

汉语言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 专业定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秉承 “中外人文交流” 使命ꎬ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为己任ꎬ 坚持内涵发

展ꎬ 强化交叉融合ꎬ 致力于培养 “多语种复语、 跨专业复合”、 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ꎬ
努力把学校建成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ꎮ

汉语学院的汉语言专业是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1988 年的专业设置基础上ꎬ 根据 2002 年国家汉语

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的 «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教学大纲»ꎬ 在汉语学院本科留学生招生

趋于稳定后逐步发展起来的ꎮ 该专业在 2012 版 «汉语学院本科生培养方案» 的实施过程中得以不断完

善和持续建设ꎬ 在 2016 版中又形成了既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又能使留学生得到中国优秀文化滋养的专

业培养特色ꎮ
2020 版汉语言专业的培养方案结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综合改革方案ꎬ 把培养国际化的高层次的

汉语应用型人才作为该专业的发展目标ꎬ 在专业设置上采用了 “一专多向” 的设置方式ꎬ 专业定位于

“具备汉语言应用能力的应用型、 复合型、 国际化人才” 的培养ꎬ 使人才培养模式更加立体化ꎬ 突破了

传统上单纯注重语言技能培养的旧框架ꎬ 在课程设置上注重融入中华优秀文化的人文素质培养ꎬ 大胆开

创实践性教学ꎬ 并注重培养来华留学生的创新能力ꎬ 把 “汉语 + 专业” 的一专多能的竞争特色拓展为

“汉语 + 专业 + 人文 + 实践 + 创新” 的模式定位ꎮ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培养学生掌握汉语言理论知识、 中国文化知识和运用汉语从事一般职业的交际技能ꎬ 并

使学生对当代中国的政治、 经济、 主流文化和国情有深刻的了解ꎬ 能够凭借汉语知识从事商务、 外交、
翻译、 国际汉语教育和旅游等领域的工作ꎬ 能够参与并促进中国在国际间的友好合作ꎬ 使学生成为高层

次、 复合型的 “知华友华” 的汉语人才ꎮ

三、 培养要求
汉语言专业下设汉语与文化方向、 国际汉语教学方向、 商务汉语方向和韩汉翻译方向ꎮ 一、 二学年

培养学生扎实的汉语言语能力和交际能力ꎬ 系统掌握汉字、 语法、 语段等汉语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ꎬ
三、 四学年进行专业方向的选择ꎮ

总体要求是汉语水平达到从事一般职业的标准ꎬ 熟悉中国国情和文化背景ꎬ 具有良好的跨文化交流

素质ꎬ 具备国际视野、 多元文化意识和获取新知的能力ꎮ
具体要求的核心指标围绕五大模块:
A 语言技能模块: 听说读写、 得体完成任务的交际能力ꎻ
B 语言知识模块: 语音、 汉字与词汇、 语法、 语言学ꎻ
C 专业知识与能力模块: 专业技能、 实践能力、 基础研究能力ꎻ

—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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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人文素养模块: 人文知识、 文化体验、 跨文化交流、 国际视野ꎻ
E 创新能力模块: 交际得体策略、 资源整合能力、 跨学科视野ꎮ
各个专业方向的具体培养要求:
1 汉语与文化方向

(1) 熟练地掌握汉语听、 说、 读、 写的技能ꎬ 具有较强的汉语书面语写作能力ꎻ
(2) 熟悉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基本概况ꎻ
(3) 全面掌握汉语知识ꎬ 具有一定的汉语研究与教学能力ꎬ 可从事与汉语相关的一般性职业ꎮ
2 国际汉语教学方向

(1) 掌握汉语语音、 词汇、 语法、 汉字的基本教学原则和方法及听、 说、 读、 写的基本教学原则和

教学技巧ꎻ
(2) 熟悉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一般方法和技巧ꎻ
(3) 将所学的汉语知识和文化知识应用到教学实践ꎬ 能胜任本土的中、 小学汉语教学和一般社会教

育机构的汉语培训工作ꎮ
3 商务汉语方向

(1) 培养成同时具有高级汉语水平和一般商务汉语技能的通用型和专业型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ꎻ
(2) 熟悉商务和经贸实践中的汉语交际ꎻ
(3) 能运用汉语从事或开展与中国相关的商贸工作ꎮ
4 韩汉翻译方向

(1) 在扎实的汉语知识基础上ꎬ 学习基本的翻译理论和技巧ꎻ
(2) 采用笔译和口译并进的教学模式ꎬ 聘请二外东方语学院的朝鲜语专业师资力量ꎬ 对汉语学院的

韩国留学生进行针对性培养ꎬ 使其对韩汉两种语言的各项翻译能力有一定常识性掌握ꎻ
(3) 采取与我校东方语学院朝鲜语系联合培养的方式ꎬ 使汉语学院韩国留学生跨年级跨专业选修韩

汉翻译相关课程ꎮ

四、 学制

全日制大学本科四年ꎮ

五、 毕业与学位

学生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修满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毕业总学分标准ꎬ 符合本专业培养方案的培养

要求ꎬ 德、 智、 体达到毕业标准ꎬ 准予毕业ꎬ 发给毕业证书ꎮ 凡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认同社会主义

制度ꎬ 遵纪守法ꎬ 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各项要求ꎬ 学生完成毕业论文ꎬ 评定合格ꎬ 经审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位

授予工作办法» 的ꎬ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ꎮ

六、 主干学科及相邻学科

主干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ꎮ
相邻学科: 中国哲学、 语言学、 教育学、 教育心理学、 经济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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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1) 核心课程

语言技能模块: 初级汉语综合、 中级汉语综合、 高级汉语综合

语言知识模块: 现代汉语概论、 第二语言习得、 商务汉语、 古代汉语

人文素养模块: 汉字文化、 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哲学简史、 中国概况、 跨文化

研究

(2) 特色课程

语言技能模块: HSK 强化训练、 韩汉口译、 汉语视听说、 商务汉语谈判

语言知识模块: 汉语国际教育概论、 现代汉语语法偏误分析、 翻译理论与实践、 网络汉语和文化

学习

人文素养模块: 中国成语文化典故、 中国人物故事、 中国历史地理、 中国话题、 中国影视、 儒释道

文化专题、 中国古代文明、 汉语视听说 “新时代中国故事” 虚拟仿真实验

创新实践模块: 专业实践实习、 大学生科研训练、 汉语和中华人文知识类竞赛培训

八、 考核

所有课程均实行百分制计分ꎬ 总评成绩 60 分为及格ꎬ 及格以上取得该门课程学分ꎮ 总评成绩由平时

成绩 (包括课堂讨论、 测验、 作业、 论文、 出勤、 实践等)、 期中考试成绩、 期末考试成绩、 专业实践

创新能力和跨文化适应能力的综合素质多维度评定组成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下ꎬ 在线考试、 考核等相关规定及要求以汉语学院根据实

际情况颁布的考核通知为准ꎮ

九、 课程类别与学分标准

针对来华留学生对我国学历教育在汉语言专业方面的需求ꎬ 结合目前留学教育全球化的多元发展态

势ꎬ 汉语言专业的课程类别分为通识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ꎮ
学分比例结构对照表

课程类别

外语类专业

第一课堂 (151 学分)

通识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第二课堂与

素质拓展

(15 学分)
总计

学分数 4 106 41 15 166

十、 专业实习
围绕培养留学生实际的汉语应用与交际能力ꎬ 深刻理解中国主流文化ꎬ 融入中国社会ꎬ 完成各个专

业方向的培养目标ꎬ 汉语言专业的专业实习结合了语言实践、 社会实践和文化考察三大功能ꎮ 针对不同

专业方向的培养目标ꎬ 在第 7 学期的期中考试后安排三周的专业实习ꎬ 学生可以选择在我们指定的实习

实践基地完成实习ꎬ 亦可自己联系实习单位ꎮ 汉语学院教师会定期走访ꎬ 检验其实习成效ꎬ 再根据其实

习报告和实习评价ꎬ 鉴定为合格后给予 4 学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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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通识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一) 通识选修课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课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选
修
课

391007221
书法

Calligraphy
2 34 34 2

391008211
中国武术

Chinese Martial Arts
2 34 34 2

(二) 一年级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课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391001111

391001121

基础汉语综合ⅠⅡ
Fundamental Comprehensive Chinese

20 300 40 340 10 10

391002111

391002121

基础汉语口语ⅠⅡ
Fundamental Oral Chinese

8 100 36 136 4 4

391003111

391003121

基础汉语读写ⅠⅡ
Fundamental 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

4 40 28 68 2 2

391004111

391004121

基础汉语听力ⅠⅡ
Fundamental Chinese Listening

8 100 36 36 4 4

(三) 一年级课程设置 专业选修课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课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391005211
汉字入门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haracters
2 26 8 34 2

391006221
HSK 四级强化训练

HSK Tutorial
2 30 4 34 2

391009211

391009221

中国经济▲
Chinese Economy

2 34 34 2 2

391010211

391010221

当代中国社会热点▲
Social Issues in Todays China

2 34 34 2 2

391011211

391011221

中国哲学名家▲
Philosophers in Chinese History

2 34 34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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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二年级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课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391012131

391012141

中级汉语综合ⅠⅡ
Comprehensive Chinese

Intermediate Level

16 200 72 272 8 8

391013131

391013141

中级汉语口语ⅠⅡ
Oral Chinese

Intermediate Level

8 100 36 136 4 4

391014131

391014141

中级汉语写作ⅠⅡ
Chinese Writing

Intermediate Level

4 60 8 68 2 2

391015131

391015141

中级汉语阅读ⅠⅡ
Chinese Reading

Intermediate Level

4 60 8 68 2 2

391016131

391016141

中级汉语视听说ⅠⅡ
Audio￣visual̄ Oral Chinese

Intermediate Level

4 60 8 68 2 2

391017131

391017141

中级汉语听力ⅠⅡ
Chinese Listening

Intermediate Level

4 60 8 68 2 2

391018131
中国概况●

An Overview of China
2 34 34 2

(五) 二年级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课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391019231

391019241

汉语报刊文章阅读ⅠⅡ
Chinese Newspaper Reading

4 60 8 68 2 2

391020231

※汉语视听说 “新时代中国故事”
虚拟仿真实验●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Stories from China of the New Era

2 28 6 34 2

391021241
※看电影ꎬ 知中国●

China through the Silver Screen
2 28 6 34 2

391016231

391016241

※中级汉语视听说慕课ⅠⅡ
Audio￣visual̄ Oral Chinese

Intermediate Level MOOC

4 60 8 68 2 2

391022241
HSK 强化训练

HSK Intensive Course
2 30 4 34 2

391023231
成语故事

Stories of Chinese Idioms
2 30 4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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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课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391024231
汉字概说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haracters
2 30 4 34 2

391025241
汉语习惯用语

Oral Chinese Idioms
2 17 17 34 2

391026231

美文朗诵与欣赏

Recit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Prose

2 34 34 2

391027241
中国传统艺术欣赏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rt
2 30 4 34 2

391028241
现代汉语虚词

Function Words of Modern Chinese
2 34 34 2

391030231

391030241

中国经济▲
Chinese Economy

4 68 68 2 2

391031231

391031241

当代中国社会热点▲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Issues

4 68 68 2 2

391032231

391032241

中国哲学名家▲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hilosophy Masters

4 68 68 2 2

(六) 三、 四年级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课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391033151

391033161

391033171

391033181

高级汉语综合ⅠⅡⅢⅣ
Advanced Comprehensive Chinese

24 380 24 404 6 6 6 6

391034151

391034161

高级汉语口语ⅠⅡ
Advanced Oral Chinese

8 136 136 4 4

391035151

391035161

高级汉语写作ⅠⅡ
Advanced Chinese Writing

4 68 68 2 2

391036151

391036161

高级汉语阅读ⅠⅡ
Advanced Chinese Reading

4 68 68 2 2

391037151

391037161

高级汉语视听说ⅠⅡ
Audio￣visual̄ Oral Chinese

4 90 12 102 3 3

391038151

中国现当代文学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2 34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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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课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391039171

391039181

中国现代社会话题ⅠⅡ
Social Topics In Modern China

8 96 96 4* 4*

391040171
专业论文实例分析与撰写

Academic Paper Writing
2 20 8 28 2*

391041161
古代汉语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2 34 34 2

391042151
中国历史纲要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2 34 34 2

391043161

※智慧汉语￣中国文化概况●
Wisdom in Chinese An Overview

of Chinese Culture

2 34 34 2

391044151
跨文化交流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28 6 34 2

391145171
中国古代文学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2 28 28 2*

391146171
现代汉语概论

Introduction to Modern Chinese
2 28 28 2*

391147171

中国古代哲学简述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Ancient Philosophy

2 28 28 2*

391248161
汉语教育教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2 34 34 2

391149271
汉语修辞研究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Rhetoric Studies
2 28 28 2*

391350151
商务汉语

Business Chinese
2 28 6 34 2

391351161
商务案例分析

Analysis of Business Cases
2 30 4 34 2

391352171
商务函电阅读与写作

Reading and Writing of Business Letter
2 28 28 2*

391453161

同声传译基础 (韩汉、 日汉、 俄汉)
Basics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Korean￣Chinese, Japanese￣
ChineseRussian￣Chinese)

2 28 6 34 2

391454171
翻译理论与实践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2 28 2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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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课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必
修
课

391455151

391455161

中高级韩汉翻译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Chinese￣Korean Translation

4 68 68 2 2

专业实习■
Internship

4 90 90 4

创新实践■
Innovation Practice

6 10 10

毕业论文■
Graduation Thesis

5 5

(七) 三、 四年级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课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391056271

儒释道文化专题

Introduction to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2 28 28 2*

391157281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Selective Reading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Works

2 20 20 2*

391058271
中国影视欣赏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Films
2 28 28 2*

391059251

※告诉你不知道的中国

(英语/西班牙语)

Tell You What You Do Not Know

about China (English/Spanish)

2 34 34 2

391060281

当代文化和语言现象调查与分析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Phenomena

2 20 20 2*

391061261
高级 HSK 强化辅导

Intensive Counseling of Advanced HSK
2 30 4 2

391062261

※汉字文化

Introduction to Cul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2 34 34 2

391163281

汉语词汇与文化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Vocabulary and Culture

2 20 2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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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课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391164261
汉语语法偏误分析

Analysis of Chinese Grammatical Errors
2 34 34 2

391165271

中国古代文明●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2 28 28 2*

391166261
汉语语言艺术与实践

Art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Language
2 34 34 2

391167271

«论语» «庄子» 导读

Introduction to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Chuang￣Tzu

2 28 28 2*

391168281

外媒中国形象解读

Interpretation ofImages of China

in Foreign Media Reports

2 20 20 2*

391069251

中华才艺学习与实践

Study and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alents

2 34 34 2

391170271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2 28 28 2*

391271261
汉语课堂教学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teaching
2 34 34 2

391272251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Introduction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 34 34 2

391273271

汉语习得者的统计与实验分析

Statistical and Experimental Analysis

on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2 28 28 2*

391374281
实用商务汉语谈判

Practical Business Negotiation in Chinese
2 20 20 2*

391375271
商务数据统计与分析

Business Data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2 28 28 2*

391376251

商务汉语视听说

Audio￣Visual̄ Oral Training in

Business Chinese Learning

2 34 34 2

391377261
国际商务文化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ulture
2 34 34 2

391378261
BCT 考试辅导

BCT Test Counseling
2 34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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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课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391479251

中韩文化案例比较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Korean Culture Cases

2 34 34 2

391480261
中日翻译基础

Basics in Chinese￣Japanese Translation
2 34 34 2

391481261
中俄翻译基础

Basics in Chinese￣Russian Translation
2 34 34 2

(八) 三、 四年级备选课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选
修
课
备
选
资
源
库

391082251

现代汉语常用词选讲

The Selection of Basic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2 30 4 34 2

391383261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基础

Basic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Practice

2 20 14 34 2

391084271
中国人物故事

Stori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2 28 28 2*

391085271
中国文化典故

Chinese Cultural Allusions
2 28 28 2*

391386281

外国人在华经商法律条文研读

Study on the Legal Provisions of

Foreign Business in China

2 20 20 2*

　 　 备注:
1 汉语学院本科汉语言专业下设四个方向ꎬ 专业编码中 “1” 为汉语与文化方向ꎬ “2” 为国际汉语

教育方向ꎬ “3” 为商务汉语方向ꎬ “4” 为韩汉翻译方向ꎻ
2 标注■的内容是汉语学院第二课堂与素质拓展学分ꎻ
3 * 号为第 7 学期设有专业实习三周ꎬ 因此总周数从 17 周减为 14 周ꎻ 第 ８ 学期由于毕业考试在五

月份ꎬ 总周数减为 10 周ꎻ
4 标注 “※” 的是线上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ꎮ
5 汉语学院汉语言专业 70% 的本科生培养重点在三、 四年级的 2 + 2 来华留学生生源ꎬ 一、 二年级

所占比重极少ꎬ 所以课程设置按年级分列ꎻ
6 根据来华留学生的需要ꎬ 汉语学院在教务处和留学生办公室的支持下ꎬ 为一、 二年级留学开设了

三门全英文课程 (标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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