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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院本科培养方案 

一、学院简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下设阿拉伯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朝鲜（韩）语、俄

语、西班牙语、越南语、葡萄牙语、波斯语和希腊语等十二个学系。除葡萄牙语、波斯语、希腊语

外，其他专业均创建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系国内同类院校中开设较早的专业点。 
我院 2023 年招生专业共 10 个，分别为日语、阿拉伯语、朝鲜（韩）语、越南语、法语、俄语、

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波斯语。此外，我院 2023 年开设国际经济与贸易 − 阿拉伯语、国际

经济与贸易 − 朝鲜（韩）语、国际经济与贸易 − 法语、国际经济与贸易 − 俄语 4 个双学士学位项目，

项目学生从 2023 级相应语种选拔。 
2007 年，我院非通用语种群【含朝鲜（韩）语、越南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波斯语】、阿

拉伯语专业和西班牙语专业被遴选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2008 年上述三个特色专业又被确定为

北京市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2009 年，我院主要学生实习基地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

被遴选为北京市校外人才培养基地，2016 年入选教育部本科建设工程项目。2010 年，日语专业被

遴选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2013 年创办的“中俄经济类大学联盟经管人才培养项目实验班”（俄

语三语培养实验班）项目被确立为教育部 2014 年度本科建设工程项目。2019 年，阿拉伯语专业入

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朝鲜（韩）语专业入选首批北京市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0
年，德语、日语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1 年，俄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专业获

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法语、越南语获批北京市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学院师资队伍雄厚，现有专职教师 80 名，其中教授 14 名、副教授 36 名，拥有博士学位的教

师 61 名，博士生导师 6 名，硕士生导师 67 名，此外还常年聘有外国专家及外籍教师近 20 名。我

院专业多为本语种全国教学研究会和文学研究会的理事或常务理事单位，均有教授担任相关学术团

体的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常务理事或理事等职务。 
外语学院学生成绩优异，在国内外学科竞赛中屡获大奖。70 余年来，外语学院为国家培养了大

批优秀人才。毕业生活跃在我国的外交、外贸、企业管理、法律、金融、会计等领域，为国家经济

社会建设和外交外事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外语学院具有鲜明的国际化办学特色。90%以上的教师具有国外学习或工作经历，其中 80%以

上的教师曾在国外留学或进修。学院与全球 40 多所高校或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为师生赴海

外讲学、访学、深造、进修搭建了多样化的平台。依托国家留学基金委和校际交流项目，我院每年

选派百余名学生赴海外留学或实习，半数以上毕业生有国外留学、实习、访问经历。此外，我院与

相关国家驻华使领馆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 

二、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能够适应社会需要，具备扎实的外语基本功、丰富的经管法知

识、较高的人文素养，具有较强的创新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国际竞争力，毕业后能够从事国际经贸、

外交、外事、企业管理、文化等领域工作的国际化复合型高素质专门人才。 

三、培养路径 
完善的课程体系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保证。外语学院课程体系包括专业外语类课程和通

识类课程两大类。通过两大知识体系的有机融合、合理分配，培养学生扎实的外语基本功、丰富的

经管法知识、较高的人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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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中的必修课与选修课保持合理比例，以期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课程体系本着从易

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将外语与经贸知识等的讲授结合起来，寻找切入点，增强融合度，逐

步实现真正的复合型培养效果。 
专业外语类课程包括基础外语课程和高年级专业外语课程。基础外语类课程包括基础外语、视

听说、外语阅读、语法、外语会话等，旨在培养学生扎实的外语基础和熟练的外语技能。鼓励学生

在基础阶段参加国家举行的专业外语四级考试。 
高年级专业外语课程包括语言文学类课程、经贸外语类课程、对象国研究类课程、翻译类课程

等，高年级阶段鼓励学生参加国家举行的专业外语八级考试。 
课程性质分为学科基础选修课、学科基础必修课、专业方向必修课。其中，必修课程原则上要

求按照培养方案规定学期修读。 
通识通修类课程包括政治理论与思想品德、英语、体育与健康、人文素质、数学、信息技术、

经管法、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等课程，旨在积极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强化“全人”培养，提高学生

综合素质，促进全面发展。 
鼓励学有余力的学生报名双学士学位项目或修读辅修、双学位课程。公共外语类课程主要为英

语课程，英语为必修课程。同时，也鼓励学生辅修其它语种的课程。 
出国留学取得的学分可以在培养方案的框架内按照学校的有关规定进行认定和转换。 

四、专业准入标准（课程）和准出标准（课程） 
学院允许符合条件的学生进行跨院转换专业。按照学校教务处统一部署每年春季学期接受其它

学院学生的转入申请；秋季学期受理本院学生的转出申请。跨院转专业的实施人数应控制在一定的

比率内、在规定的学期内完成，原则上不允许在本学院内部进行专业转换。 
准入标准： 

1.  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心理素质和其它综合素质，在同学中有良好的声誉； 
2.  在拟转入专业方面确有特长； 
3.  英语考试课课程成绩平均分必须达到 85 分（含 85 分）以上； 
4.  所修通识通修类课程符合拟转入专业要求，且平均成绩不得低于 75 分； 
5.  须通过外语学院工作小组组织的外语水平测试和综合面试； 
6.  熟知拟转入专业的课程设置和专业要求； 
7.  得到本专业两名教师的推荐和拟转出学院的同意； 
8.  得到外语学院的转入同意。 
准出标准： 

符合学校、学院相关规定的学生可获得转出资格，通过拟转入学院测试后方可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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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院 

日语专业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50205 
专业名称：日语 
所属学科：外国语言文学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具有扎实的外语基础和熟

练的外语技能，较强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创新精神，能从事国际商务、外交、外事、新闻、文化等

领域工作的，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复合型日语人才。 
学生毕业后经过五年的职业历练，能够通过主动学习、自我学习、终身学习来顺应社会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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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能够成长为工作单位的业务骨干或中层管理干部。 
 
本专业毕业预期达到以下目标： 
培养目标 1：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身心素质和专业素质。 
培养目标 2：系统掌握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及日语专业知识，了解学科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培养目标 3：具有国际化视野、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跨文化交流能力，能胜任国际贸易、国际经

济合作及其他外事工作。 
培养目标 4：语音、语调标准，具备扎实的日语基本功，具备较强的日语听、说、读、写、译

等专业技能，掌握日本的历史、文化、政治、社会等知识。 
培养目标 5：具有良好的中文基础和第二外语（英语）基本应用能力，能够熟练使用计算机应

用技术。 
培养目标 6：掌握国际经济贸易基本理论和国际商务知识，熟悉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方

针政策及业务知识。 

二、学分要求 
1.  课程学分为 163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0 学分） 

核心通识课程 

“四史”教育与国家治理 

4 

文化传承与经典选读 

世界文明与全球视野 

文学修养与艺术鉴赏 

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 

选修通识课程 

美育 2 

文学与写作 不低于 2 学分 

文化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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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0 学分） 选修通识课程 

哲学与心理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劳动  

通修课程 
（59 学分） 

新生研讨课 
新生研讨课 1 

经济学专题  −  

政治理论与思想品德  19 

英语 
（18 学分） 

语言技能 不低于 10 学分 

其他  

体育与健康  4 

数学 C 类 4 

信息技术基础  2 

经管法基础 
（9 学分） 

经济类 不低于 2 学分 

管理类  

法学类  

国际组织类  

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  2 

专业课程 
（94 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 
必修课 66 

选修课 10 

专业方向课程  18 

 
2.  暑期学校课程 
要求修读不少于 2 门暑期学校课程 

三、学制与授予学位 
学制四年，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习年限，3 − 6 年内修满学分可以毕业。学生修满毕业所应取

得的 低总学分为 19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实践教学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后，发给毕业证书；

其中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四、毕业要求 
4.1 素质要求 
4.1.1 思想道德素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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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繁荣昌盛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遵守公民道德规范，

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遵守学校管理制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习惯。倡导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诚信意识，履约践诺，知行统一，培养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具备社

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意识。 
4.1.2 身心素质。具有健康的体魄，体育达标。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较强的自我控制和自我

调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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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科学文化素质。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素养；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素养和鉴赏能

力；对传统文化与历史有一定了解。 
4.1.4 专业素质。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具备扎实的日语基础知识，掌握日语听、说、读、写、

译的基本技能。 
4.2 知识要求 
4.2.1 基础知识。掌握日语语言知识、日本文学知识、日本国情知识。 
4.2.2 工具知识。熟练使用计算机；熟练运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进行专业文献检索、数据处理、

模型设计等；熟练使用专业数据库进行专业论文以及研究报告撰写。 
4.2.3 专业知识。牢固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在掌握日语基础知识和日

本国情知识的基础上，掌握国际经济贸易基本理论和国际商务知识，熟悉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

的方针、政策和业务知识。 
4.2.4 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知识。了解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的相关知识。 
4.3 能力要求 
4.3.1 通识能力 
具有良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从事业务工作的能力；具备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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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了解相关专业知识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形成跨学科知

识结构。 
4.3.2 专业能力 
具备日语运用能力、文学赏析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思辨能力，以及一定的研究能力，口译、

笔译正确流畅，能独立承担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合作及其他外事工作。 
4.3.3 创新创业能力 
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能够把握中国同日本交往的新发展、新趋势，具有

专业敏感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国际竞争中敢于创新，善于创新。 
4.3.4 职业发展与社会能力 
拥有认识职业、收集信息、选择职业、自我分析、职业决策和设计职业发展的能力，并能对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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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具有运用已有知识经验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和意志做出推测和判断的社会认知能力；

具备在社会更好生存以及与社会达到和谐状态所需的社交能力、处事能力、人际关系能力以及用道

德规范约束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 

表 1.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支撑矩阵表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培养目标 6 

毕业要求 4.1.1 H L L L L L 

毕业要求 4.1.2 H L L L L L  

毕业要求 4.1.3 H H M H M M 

毕业要求 4.1.4 H H H H M H 

毕业要求 4.2.1 M H H H M L 

毕业要求 4.2.2 L L M L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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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培养目标 6 

毕业要求 4.2.3 M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2.4 L L H H M M 

毕业要求 4.3.1 M M L H H H 

毕业要求 4.3.2 M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3.3 L M H H M H 

毕业要求 4.3.4 M L L L L L 

注：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H 至少覆盖 80%，M 至

少覆盖 50%，L 至少覆盖 30%。 

五、主要课程94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学科基础 

JAP107 基础日语（一） 224 14 1 必修课 

JAP102 基础日语（二） 192 12 2 必修课 

JAP214 基础日语（三） 160 10 3 必修课 

JAP215 基础日语（四） 160 10 4 必修课 

JAP323 日语精读 64 4 5 必修课 

专业方向 

JAP307 文学选读（日） 64 4 6 必修课 

JAP330 经贸文章选读（日） 48 3 6 必修课 

JAP405 翻译理论与实践（日译汉） 32 2 6 必修课 

JAP406 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译日） 32 2 7 必修课 

JAP414 经贸应用文（日） 48 3 7 必修课 

六、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表 2. 必修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矩阵 

课程性质 课程 
毕业要求 4.1 毕业要求 4.2 毕业要求 4.3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学科基础 
必修课 

基础日语（一） M L M H H L H L M H M L 

基础日语（二） M L M H H L H L M H M L 

基础日语（三） M L M H H L H L M H M L 

基础日语（四） M L M H H L H L M H M L 

日语会话（一） L L L H H L H L M H M L 

日语会话（二） L L L H H L H L M H M L 

                                                        
9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办法》要求以下主要课程平均绩点达到 2.00 方可授予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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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性质 课程 
毕业要求 4.1 毕业要求 4.2 毕业要求 4.3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学科基础 
必修课 

日语会话（三） L L L H H L H L M H M L 

视听说（日）（一） L L L H H L H L M H M L 

视听说（日）（二） L L L H H L H L M H M L 

视听说（日）（三） L L L H H L H L M H M L 

日语精读 M L H H H L H L M H M L 

日语写作 M L H H H L H L M H M L 

专业方向 
必修课 

跨文化交际（日） L L M H H L H L M H M L 

经贸谈判（日） M L M H H L H L M H M L 

经贸文章选读（日） M L M H H L H L M H M L 

经贸应用文（日） L L M H H L H L M H M L 

文学选读（日） M L M H H L H L M H M L 

翻译理论与实践（日译汉） M L M H H L H L M H M L 

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译日） M L M H H L H L M H M L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日） M L M H H L H L M H M L 

实验课 

媒体应用实训（日） M M H H H L H H H H H H 

经贸谈判（日） M L H H H L H H H H H H 

日语口译应用实训 M L H H H L H H H H H H 

演讲与辩论（日）应用实训 M L H H H L H H H H H H 

注：根据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支撑强度的含义是指该课

程覆盖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多寡，其中“H”至少覆盖 80%，“M”至少覆盖 50%，“L”至少覆盖 30%。表中教学环节

是指课程、实践环节、训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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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和科研创新实践活动模块；具体分布在教学环节和二课堂环节。 
1.  实践教学学分为 28 学分 

 
项目 总学分 

社会实践 

军政训练 2 

社会调查 2 

其他实践 1 

专业实习 
认知实习 1 

岗位实习 4 

实验课 
独立开设的实验课 

10 
课内实验 



380 

项目 总学分 

劳动教育 2 

毕业论文 6 

合计 28 

注：（1） 学生必须完成学校要求的实践教学环节，取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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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由学院负责安排并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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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学生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5） 学生必须取得 1 个讲座学分：参加不少于 5 次学院讲座活动，计 1 学分。 

（6） 学生出国实习可同时认定为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分。 

（7） 学生须完成 2 个学分的劳动教育必修课，总学时不少于 32 学时。其中理论课程不少于 8 学时，劳动实践 24

学时。学生在完成理论学时和第二课堂劳动教育课程后，获得学分。理论学时可在 INS218 − 劳动法与社会

保障法、INS364 − 劳动经济学、PAM338 − 劳动与社会保障学、LAW247 −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学校开设

的劳动教育 MOOC 课程中选修任意一门课程并获得学分。劳动实践部分应在第二课堂劳动实践系列课程中

修习完不少于 5 次课程，并在劳动实践系列项目群中完成总计不低于 24 学时的各类活动。 

 

2.  实验课程列表 
 

开课学院 课程号 课程名 开课学期 学分（实验学分） 

外语学院 JAP324 经贸谈判（日） 5 4（2） 

外语学院 JAP331 媒体应用实训（日） 6 4（4） 

外语学院 JAP416 日语口译应用实训 7 2（2） 

外语学院 JAP417 演讲与辩论（日）应

用实训 
7 2（2） 

八、日语专业教学计划表（2023 年）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 
基础 

必修课 

JAP107 基础日语（一） 224 14 1   

JAP110 日语会话（一） 32 2 1   

JAP102 基础日语（二） 192 12 2   

JAP103 视听说（日）（一） 32 2 2   

JAP216 日语会话（二） 32 2 2   

JAP203 视听说（日）（二） 32 2 3   

JAP214 基础日语（三） 160 10 3   

JAP217 日语会话（三） 32 2 3   

JAP204 视听说（日）（三） 32 2 4   

JAP215 基础日语（四） 160 10 4   

JAP323 日语精读 64 4 5   

JAP311 日语写作 32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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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基础必修课合计 1024 64     

学科 
基础 

选修课 

JAP205 日语阅读（一） 32 2 3   

JAP206 日语阅读（二） 32 2 4   

JAP211 日语语法 32 2 4   

JAP220 日语会话（四） 32 2 4   

JAP104 日本概况 32 2 5   

JAP301 视听说（日）（四） 32 2 5   

JAP310 日语阅读（三） 32 2 5   

JAP321 日语会话（五） 32 2 5   

JAP322 日本社会文化 32 2 6   

学科基础选修课应选修 10 学分 

专业 
方向 

必修课 

JAP324 经贸谈判（日） 32 2 5   

JAP329 跨文化交际（日） 32 2 5  

JAP307 文学选读（日） 64 4 6   

JAP330 经贸文章选读（日） 48 3 6   

JAP405 翻译理论与实践（日译汉） 32 2 6   

JAP406 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译日） 32 2 7   

JAP414 经贸应用文（日） 48 3 7   

JAP415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日） 32 2 7  

专业方向必修课合计 320 20   

实验 
课程 

JAP324 经贸谈判（日） 32 2 5  

JAP331 媒体应用实训（日） 64 4 6  

JAP416 日语口译应用实训 32 2 7  

JAP417 演讲与辩论（日）应用实训 32 2 7  

实验课程合计 16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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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院 

阿拉伯语专业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50206 
专业名称：阿拉伯语 
所属学科：外国语言文学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具有扎实的外语基础和熟

练的外语技能，较强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创新精神，能从事国际商务、外交、外事、新闻、文化等

领域工作的，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复合型阿拉伯语人才。 
学生毕业后经过五年的职业历练，能够通过主动学习、自我学习、终身学习来顺应社会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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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能够成长为工作单位的业务骨干或中层管理干部。 
 
本专业毕业预期达到以下目标： 
培养目标 1：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身心素质和专业素质。 
培养目标 2：系统掌握国际化的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知识，了解学科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培养目标 3：具有国际化视野、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跨文化交流能力，能胜任国际贸易、国际经

济合作及其他外事工作。 
培养目标 4：语音、语调标准，具备扎实的阿拉伯语基本功，具备较强的阿拉伯语听、说、读、

写、译等专业技能，掌握阿拉伯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社会等知识。 
培养目标 5：具有良好的中文基础和第二外语（英语）基本应用能力，能够熟练使用计算机应

用技术。 
培养目标 6：掌握国际经济贸易基本理论和国际商务知识，熟悉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方

针政策及业务知识。 

二、学分要求 
1.  课程学分为 161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0 学分） 

核心通识课程 

“四史”教育与国家治理 

4 

文化传承与经典选读 

世界文明与全球视野 

文学修养与艺术鉴赏 

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 

选修通识课程 

美育 2 

文学与写作 不低于 2 学分 

文化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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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0 学分） 选修通识课程 

哲学与心理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劳动  

通修课程 
（59 学分） 

新生研讨课 
新生研讨课 1 

经济学专题  −  

政治理论与思想品德  19 

英语 
（18 学分） 

语言技能 不低于 10 学分 

其他  

体育与健康  4 

数学 C 类 4 

信息技术基础  2 

经管法基础 
（9 学分） 

经济类 不低于 2 学分 

管理类  

法学类  

国际组织类  

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  2 

专业课程 
（92 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 
必修课 66 

选修课 10 

专业方向课程  16 

 
2.  暑期学校课程 
要求修读不少于 2 门暑期学校课程 

三、学制与授予学位 
学制四年，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习年限，3 − 6 年内修满学分可以毕业。学生修满毕业所应取

得的 低总学分为 189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实践教学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后，发给毕业证书；

其中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四、毕业要求 
4.1 素质要求 
4.1.1 思想道德素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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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繁荣昌盛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遵守公民道德规范，

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遵守学校管理制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习惯。倡导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诚信意识，履约践诺，知行统一，培养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具备社

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意识。 
4.1.2 身心素质。具有健康的体魄，体育达标。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较强的自我控制和自我

调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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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科学文化素质。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素养；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素养和鉴赏能

力；对传统文化与历史有一定了解。 
4.1.4 专业素质。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具备扎实的阿拉伯语基础知识，掌握阿拉伯语语听、

说、读、写、译的基本技能。 
4.2 知识要求 
4.2.1 基础知识。掌握阿拉伯语语语言知识、阿拉伯文学知识、阿拉伯国家国情知识。 
4.2.2 工具知识。熟练使用计算机；熟练运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进行专业文献检索、数据处理、

模型设计等；熟练使用专业数据库进行专业论文以及研究报告撰写。 
4.2.3 专业知识。牢固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在掌握阿拉伯语基础知识

和阿拉伯国家国情知识的基础上，掌握国际经济贸易基本理论和国际商务知识，熟悉我国对外贸易

和经济合作的方针、政策和业务知识。 
4.2.4 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知识。了解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的相关知识。 
4.3 能力要求 
4.3.1 通识能力 
具有良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从事业务工作的能力；具备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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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了解相关专业知识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形成跨学科知

识结构。 
4.3.2 专业能力 
具备阿拉伯语运用能力、文学赏析能力、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以及一定的研究能力，口译、

笔译正确流畅，能独立承担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合作及其他外事工作。 
4.3.3 创新创业能力 
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能够把握中国同阿拉伯国家交往的新发展、新趋势，

具有专业敏感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国际竞争中敢于创新，善于创新。 
4.3.4 职业发展与社会能力 
拥有认识职业、收集信息、选择职业、自我分析、职业决策和设计职业发展的能力，并能对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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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具有运用已有知识经验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和意志做出推测和判断的社会认知能力；

具备在社会更好生存以及与社会达到和谐状态所需的社交能力、处事能力、人际关系能力以及用道

德规范约束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 

表 1.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支撑矩阵表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培养目标 6 

毕业要求 4.1.1 H L L L L L 

毕业要求 4.1.2 H L L L L L 

毕业要求 4.1.3 H H M H M M 

毕业要求 4.1.4 H H H H M H 

毕业要求 4.2.1 M H H H M L 

毕业要求 4.2.2 L L M L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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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培养目标 6 

毕业要求 4.2.3 M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2.4 L L H H M M 

毕业要求 4.3.1 M M L H H H 

毕业要求 4.3.2 M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3.3 L M H H M H 

毕业要求 4.3.4 M L L L L L 

注：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H 至少覆盖 80%，M 至

少覆盖 50%，L 至少覆盖 30%。 

五、主要课程95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学科基础 

ARB101 基础阿拉伯语（一） 224 14 1 必修课 

ARB104 基础阿拉伯语（二） 192 12 2 必修课 

ARB215 基础阿拉伯语（三） 160 10 3 必修课 

ARB216 基础阿拉伯语（四） 160 10 4 必修课 

ARB301 阿拉伯语精读 96 6 5 必修课 

专业方向 

ARB315 经贸应用文（阿） 
32 

 
2 5 必修课 

ARB305 文学选读（阿） 64 4 6 必修课 

ARB314 经贸谈判（阿） 32 2 6 必修课  

ARB402 经贸文章选读（阿） 64 4 7 必修课 

实验课 ARB314 经贸谈判（阿） 32 2 6 必修课  

六、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表 2. 必修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矩阵 

课程性质 课程 
毕业要求 4.1 毕业要求 4.2 毕业要求 4.3 

1 − 1 1 − 2 1 − 3 1 − 4 2 − 1 2 − 2 2 − 3 2 − 4 3 − 1 3 − 2 3 − 3 3 − 4 

学科 
基础 

必修课 

基础阿拉伯语（一）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基础阿拉伯语（二）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基础阿拉伯语（三）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基础阿拉伯语（四）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阿拉伯语会话（一）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9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办法》要求以下主要课程平均绩点达到 2.00 方可授予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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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性质 课程 
毕业要求 4.1 毕业要求 4.2 毕业要求 4.3 

1 − 1 1 − 2 1 − 3 1 − 4 2 − 1 2 − 2 2 − 3 2 − 4 3 − 1 3 − 2 3 − 3 3 − 4 

学科 
基础 

必修课 

阿拉伯语会话（二）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阿拉伯语会话（三）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视听说（阿）（一）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视听说（阿）（二）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视听说（阿）（三）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阿拉伯语精读 M L H H H L H L M H M L 

阿拉伯语写作 M L H H H L H L M H M L 

专业 
方向 

必修课 

经贸应用文（阿） M L H H H L H M H H H H 

经贸谈判（阿） M L H H H L H M H H H H 

文学选读（阿） M L H H H L H L H H M L 

翻译理论与实践 
（阿译汉） 

M L H H H L H L M H M M 

翻译理论与实践 
（汉译阿） M L H H H L H L M H M M 

经贸文章选读（阿） M L H H H L H M H H H H 

实验课 

媒体应用实训（阿） M M H H H L H H H H H H 

经贸谈判（阿） M L H H H L H H H H H H 

虚拟仿真翻译实训（阿） M L H H H L H H H H H H 

注：根据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支撑强度的含义是指该课

程覆盖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多寡，其中“H”至少覆盖 80%，“M”至少覆盖 50%，“L”至少覆盖 30%。表中教学环节

是指课程、实践环节、训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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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和科研创新实践活动模块；具体分布在教学环节和二课堂环节。 
1.  实践教学学分为 28 学分 

 
项目 总学分 

社会实践 

军政训练 2 

社会调查 2 

其他实践 1 

专业实习 
认知实习 1 

岗位实习 4 

实验课 
独立开设的实验课 

10 
课内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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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总学分 

劳动教育 2 

毕业论文 6 

合计 28 

注：（1） 学生必须完成学校要求的实践教学环节，取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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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由学院负责安排并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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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学生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5） 学生必须取得 1 个讲座学分：参加不少于 5 次学院讲座活动，计 1 学分。 

（6） 学生出国实习可同时认定为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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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践 24 学时。学生在完成理论学时和第二课堂劳动教育课程后，获得学分。理论学时可在 INS218 − 劳动法

与社会保障法、INS364 − 劳动经济学、PAM338 − 劳动与社会保障学、LAW247 −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学校开设的劳动教育 MOOC 课程中选修任意一门课程并获得学分。劳动实践部分应在第二课堂劳动实践

系列课程中修习完不少于 5 次课程，并在劳动实践系列项目群中完成总计不低于 24 学时的各类活动。 

 

2.  实验课程列表 
 

开课学院 课程号 课程名 开课学期 学分（实验学分） 

外语学院 ARB313 媒体应用实训（阿） 5 4（4） 

外语学院 ARB314 经贸谈判（阿） 6 4（2） 

外语学院 ARB412 虚拟仿真翻译实训（阿） 7 4（4） 

八、阿拉伯语专业教学计划表（2023 年）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 
基础 

必修课 

ARB101 基础阿拉伯语（一） 224 14 1   

ARB103 视听说（阿）（一） 32 2 1  

ARB104 基础阿拉伯语（二） 192 12 2   

ARB105 阿拉伯语会话（一） 32 2 2   

ARB203 视听说（阿）（二） 32 2 2   

ARB206 视听说（阿）（三） 32 2 3  

ARB215 基础阿拉伯语（三） 160 10 3  

ARB217 阿拉伯语会话（二） 32 2 3   

ARB216 基础阿拉伯语（四） 160 10 4   

ARB218 阿拉伯语会话（三） 32 2 4   

ARB301 阿拉伯语精读 96 6 5   

ARB311 阿拉伯语写作 32 2 7   

学科基础必修课合计 1056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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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 
基础 

选修课 

ARB106 阿拉伯国家历史与文化常识 32 2 2   

ARB207 视听说（阿）（四） 32 2 4   

ARB210 阿拉伯语阅读（一） 32 2 4   

ARB219 阿拉伯语语法 32 2 4  

ARB309 视听说（阿）（五） 32 2 5   

ARB310 阿拉伯语阅读（二） 32 2 5   

ARB316 阿拉伯国家商务环境 32 2 6   

ARB403 阿拉伯各国概况 32 2 6  

ARB438 视听说（阿）（六） 32 2 6   

学科基础选修课应选修 10 学分 

专业 
方向 

必修课 

ARB315 经贸应用文（阿） 32 2 5   

ARB305 文学选读（阿） 64 4 6   

ARB314 经贸谈判（阿） 32 2 6   

ARB401 翻译理论与实践（阿译汉） 32 2 6   

ARB402 经贸文章选读（阿） 64 4 7   

ARB404 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译阿） 32 2 7   

专业方向必修课合计 256 16    

实验课 

ARB313 媒体应用实训（阿） 64 4 5   

ARB314 经贸谈判（阿） 32 2 6   

ARB412 虚拟仿真翻译实训（阿） 64 4 7   

实验课合计 16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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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院 

朝鲜（韩）语专业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50209 
专业名称：朝鲜（韩）语 
所属学科：外国语言文学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具有扎实的外语基础和熟

练的外语技能，较强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创新精神，能从事国际商务、外交、外事、新闻、文化等

领域工作的，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复合型朝鲜（韩）语人才。 
学生毕业后经过五年的职业历练，能够通过主动学习、自我学习、终身学习来顺应社会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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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能够成长为工作单位的业务骨干或中层管理干部。 
 
本专业毕业预期达到以下目标： 
培养目标 1：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身心素质和专业素质。 
培养目标 2：系统掌握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及朝鲜（韩）语专业知识，了解学科前沿发展现状和

趋势。 
培养目标 3：具有国际化视野、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跨文化交流能力，能胜任国际贸易、国际经

济合作及其他外事工作。 
培养目标 4：语音、语调标准，具备扎实的朝鲜（韩）语基本功，具备较强的朝鲜（韩）语听、

说、读、写、译等专业技能，掌握朝鲜（韩）语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社会等知识。 
培养目标 5：具有良好的中文基础和第二外语（英语）基本应用能力，能够熟练使用计算机应

用技术。 
培养目标 6：掌握国际经济贸易基本理论和国际商务知识，熟悉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方

针政策及业务知识。 

二、学分要求 
1.  课程学分为 159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0 学分） 

核心通识课程 

“四史”教育与国家治理 

4 

文化传承与经典选读 

世界文明与全球视野 

文学修养与艺术鉴赏 

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 

选修通识课程 
美育 2 

文学与写作 不低于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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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0 学分） 选修通识课程 

文化与历史  

哲学与心理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劳动  

通修课程 
（59 学分） 

新生研讨课 
新生研讨课 1 

经济学专题  −  

政治理论与思想品德  19 

英语 
（18 学分） 

语言技能 不低于 10 学分 

其他  

体育与健康  4 

数学 C 类 4  

信息技术基础  2 

经管法基础 
（9 学分） 

经济类 不低于 2 学分 

管理类  

法学类  

国际组织类  

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  2 

专业课程 
（90 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 
必修课 60 

选修课 12 

专业方向课程  18 

 
2.  暑期学校课程 
要求修读不少于 2 门暑期学校课程 

三、学制与授予学位 
学制四年，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习年限，3 − 6 年内修满学分可以毕业。学生修满毕业所应取

得的 低总学分为 187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实践教学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后，发给毕业证书；

其中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四、毕业要求 
4.1 素质要求 
4.1.1 思想道德素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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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繁荣昌盛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遵守公民道德规范，

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遵守学校管理制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习惯。倡导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诚信意识，履约践诺，知行统一，培养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具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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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意识。 
4.1.2 身心素质。具有健康的体魄，体育达标。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较强的自我控制和自我

调节能力。 
4.1.3 科学文化素质。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素养；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素养和鉴赏能

力；对传统文化与历史有一定了解。 
4.1.4 专业素质。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具备扎实的朝鲜（韩）语基础知识，掌握朝鲜（韩）

语听、说、读、写、译的基本技能。 
4.2 知识要求 
4.2.1 基础知识。掌握朝鲜（韩）语语言知识、朝鲜（韩）语国家文学知识、朝鲜（韩）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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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设计等；熟练使用专业数据库进行专业论文以及研究报告撰写。 
4.2.3 专业知识。牢固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在掌握朝鲜（韩）语基础

知识和朝鲜（韩）语国家国情知识的基础上，掌握国际经济贸易基本理论和国际商务知识，熟悉我

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方针、政策和业务知识。 
4.2.4 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知识。了解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的相关知识。 
4.3 能力要求 
4.3.1 通识能力 
具有良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从事业务工作的能力；具备较

强的英语阅读、听、说、写、译的能力；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主动

进行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了解相关专业知识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形成跨学科

知识结构。 
4.3.2 专业能力 
具备朝鲜（韩）语运用能力、文学赏析能力、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以及一定的研究能力，

口译、笔译正确流畅，能独立承担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合作及其他外事工作。 
4.3.3 创新创业能力 
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能够把握中国同朝鲜（韩）语国家交往的新发展、

新趋势，具有专业敏感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国际竞争中敢于创新，善于创新。 
4.3.4 职业发展与社会能力 
拥有认识职业、收集信息、选择职业、自我分析、职业决策和设计职业发展的能力，并能对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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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具有运用已有知识经验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和意志做出推测和判断的社会认知能力；

具备在社会更好生存以及与社会达到和谐状态所需的社交能力、处事能力、人际关系能力以及用道

德规范约束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 

表 1.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支撑矩阵表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培养目标 6 

毕业要求 4.1.1 H L L L L L 

毕业要求 4.1.2 H L L L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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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培养目标 6 

毕业要求 4.1.3 H H M H M M 

毕业要求 4.1.4 H H H H M H 

毕业要求 4.2.1 M H H H M L 

毕业要求 4.2.2 L L M L H M 

毕业要求 4.2.3 M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2.4 L L H H M M 

毕业要求 4.3.1 M M L H H H 

毕业要求 4.3.2 M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3.3 L M H H M H 

毕业要求 4.3.4 M L L L L L 

注：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H 至少覆盖 80%，M 至

少覆盖 50%，L 至少覆盖 30%。 

五、主要课程96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学科基础 

KOR107 基础朝（韩）语（一） 160 10 1 

KOR105 基础朝（韩）语（二） 160 10 2 

KOR213 基础朝（韩）语（三） 160 10 3 

KOR214 基础朝（韩）语（四） 160 10 4 

KOR301 朝（韩）语精读 96 6 5 

专业方向 

KOR323 经贸应用文（朝、韩） 32 2 5 

KOR312 文学选读（朝、韩） 96 6 6 

KOR325 经贸谈判（朝、韩） 32 2 6 

KOR327 商务翻译理论与实践（朝译汉） 32 2 6 

KOR402 经贸文章选读（朝、韩） 64 4 7 

KOR414 商务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译朝） 32 2 7 

实验课 KOR325 经贸谈判（朝、韩） 32 2 6 

 

                                                        
9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办法》要求以下主要课程平均绩点达到 2.00 方可授予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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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表 2. 必修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矩阵 

课程性质 课程 
毕业要求 4.1 毕业要求 4.2 毕业要求 4.3 

1 − 1 1 − 2 1 − 3 1 − 4 2 − 1 2 − 2 2 − 3 2 − 4 3 − 1 3 − 2 3 − 3 3 − 4 

学科基础

必修课程 

基础朝（韩）语（一）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基础朝（韩）语（二）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基础朝（韩）语（三）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基础朝（韩）语（四）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朝（韩）语会话（一）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朝（韩）语会话（二）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朝（韩）语会话（三）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视听说（朝、韩）（一）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视听说（朝、韩）（二）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视听说（朝、韩）（三）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朝（韩）语精读 M L H H H L H L M H M L 

朝（韩）语写作 M L H H H L H L M H M L 

专业方向

必修课程 

经贸应用文（朝、韩） M L H H H L H M H H H H 

经贸谈判（朝、韩） M L H H H L H M H H H H 

文学选读（朝、韩） M L H H H L H L H H M L 

商务翻译理论与实践 
（朝译汉） M L H H H L H L M H M M 

商务翻译理论与实践 
（汉译朝） M L H H H L H L M H M M 

经贸文章选读（朝、韩） M L H H H L H M H H H H 

实验课 

（朝、韩）信息检索与处理 M M H H H L H H H H H H 

经贸谈判（朝、韩） M L H H H L H H H H H H 

（朝、韩）口译实训 M L H H H L H H H H H H 

新媒体（朝、韩） 
时事选读 M L H H H L H H H H H H 

注：根据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支撑强度的含义是指该课

程覆盖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多寡，其中“H”至少覆盖 80%，“M”至少覆盖 50%，“L”至少覆盖 30%。表中教学环节

是指课程、实践环节、训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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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和科研创新实践活动模块；具体分布在教学环节和二课堂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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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践教学学分为 28 学分 
 

项目 总学分 

社会实践 

军政训练 2 

社会调查 2 

其他实践 1 

专业实习 
认知实习 1 

岗位实习 4 

实验课 
独立开设的实验课 

10 
课内实验 

劳动教育 2 

毕业论文 6 

合计 28 

注：（1） 学生必须完成学校要求的实践教学环节，取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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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由学院负责安排并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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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学生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5） 学生必须取得 1 个讲座学分：参加不少于 5 次学院讲座活动，计 1 学分。 

（6） 学生出国实习可同时认定为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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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践 24 学时。学生在完成理论学时和第二课堂劳动教育课程后，获得学分。理论学时可在 INS218 − 劳动

法与社会保障法、INS364 − 劳动经济学、PAM338 − 劳动与社会保障学、LAW247 −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

法、学校开设的劳动教育 MOOC 课程中选修任意一门课程并获得学分。劳动实践部分应在第二课堂劳

动实践系列课程中修习完不少于 5 次课程，并在劳动实践系列项目群中完成总计不低于 24 学时的各类

活动。 

 

2.  实验课程列表 
 

开课学院 课程号 课程名 开课学期 学分（实验学分） 

外语学院 KOR324 （朝、韩）口译实训 6 2（2） 

外语学院 KOR325 经贸谈判（朝、韩） 6 4（2） 

外语学院 KOR412 新媒体（朝、韩）时事选读 7 4（4） 

外语学院 KOR413 （朝、韩）信息检索与处理 7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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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朝鲜（韩）语专业教学计划表（2023 年）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 
基础 

必修课 

KOR107 基础朝（韩）语（一） 160 10 1   

KOR203 视听说（朝、韩）（一） 32 2 1  

KOR105 基础朝（韩）语（二） 160 10 2   

KOR106 朝（韩）语会话（一） 32 2 2   

KOR204 视听说（朝、韩）（二） 32 2 2   

KOR213 基础朝（韩）语（三） 160 10 3  

KOR215 朝（韩）语会话（二） 32 2 3  

KOR310 视听说（朝、韩）（三） 32 2 3   

KOR214 基础朝（韩）语（四） 160 10 4   

KOR216 朝（韩）语会话（三） 32 2 4   

KOR301 朝（韩）语精读 96 6 5   

KOR317 朝（韩）语写作 32 2 7   

学科基础必修课合计 960 60     

学科 
基础 

选修课 

KOR208 朝（韩）语阅读（一） 32 2 2   

KOR209 朝（韩）语阅读（二） 32 2 3   

KOR210 朝（韩）语阅读（三） 32 2 4   

KOR315 视听说（朝、韩）（四） 32 2 4  

KOR322 朝（韩）语语法 64 4 5   

KOR326 商务环境概况（朝、韩） 32 2 5   

KOR408 视听说（朝、韩）（五） 32 2 5   

学科基础选修课应选修 12 学分 

专业 
方向 

必修课 

KOR323 经贸应用文（朝、韩） 32 2 5   

KOR312 文学选读（朝、韩） 96 6 6   

KOR325 经贸谈判（朝、韩） 32 2 6   

KOR327 商务翻译理论与实践（朝译汉） 32 2 6   

KOR402 经贸文章选读（朝、韩） 64 4 7   

KOR414 商务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译朝） 32 2 7   

专业方向必修课合计 288 18    

实验课 

KOR324 （朝、韩）口译实训 32 2 6   

KOR325 经贸谈判（朝、韩） 32 2 6   

KOR412 新媒体（朝、韩）时事选读 64 4 7   

KOR413 （朝、韩）信息检索与处理 32 2 7  

实验课合计 16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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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院 

越南语专业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50223 
专业名称：越南语 
所属学科：外国语言文学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具有扎实的外语基础和熟

练的外语技能，较强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创新精神，能从事国际商务、外交、外事、新闻、文化等

领域工作的，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复合型越南语人才。 
学生毕业后经过五年的职业历练，能够通过主动学习、自我学习、终身学习来顺应社会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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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能够成长为工作单位的业务骨干或中层管理干部。 
 
本专业毕业预期达到以下目标： 
培养目标 1：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身心素质和专业素质。 
培养目标 2：系统掌握国际化的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知识，了解学科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培养目标 3：具有国际化视野、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跨文化交流能力，能胜任国际贸易、国际经

济合作及其他外事工作。 
培养目标 4：语音、语调标准，具备扎实的越南语基本功，具备较强的越南语听、说、读、写、

译等专业技能，掌握越南的历史、文化、政治、社会等知识。 
培养目标 5：具有良好的中文基础和第二外语（英语）基本应用能力，能够熟练使用计算机应

用技术。 
培养目标 6：掌握国际经济贸易基本理论和国际商务知识，熟悉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方

针政策及业务知识。 

二、学分要求 
1.  课程学分为 161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0 学分） 

核心通识课程 

“四史”教育与国家治理 

4 

文化传承与经典选读 

世界文明与全球视野 

文学修养与艺术鉴赏 

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 

选修通识课程 

美育 2 

文学与写作 不低于 2 学分 

文化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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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0 学分） 选修通识课程 

哲学与心理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劳动  

通修课程 
（59 学分） 

新生研讨课 
新生研讨课 1 

经济学专题  −  

政治理论与思想品德  19 

英语 
（18 学分） 

语言技能 不低于 10 学分 

其他  

体育与健康  4 

数学 C 类 4 

信息技术基础  2 

经管法基础 
（9 学分） 

经济类 不低于 2 学分 

管理类  

法学类  

国际组织类  

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  2 

专业课程 
（92 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 
必修课 64 

选修课 12 

专业方向课程  16 

 
2.  暑期学校课程 
要求修读不少于 2 门暑期学校课程 

三、学制与授予学位 
学制四年，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习年限，3 − 6 年内修满学分可以毕业。学生修满毕业所应取

得的 低总学分为 189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实践教学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后，发给毕业证书；

其中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四、毕业要求 
4.1 素质要求 
4.1.1 思想道德素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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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繁荣昌盛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遵守公民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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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遵守学校管理制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习惯。倡导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诚信意识，履约践诺，知行统一，培养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具备社

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意识。 
4.1.2 身心素质。具有健康的体魄，体育达标。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较强的自我控制和自我

调节能力。 
4.1.3 科学文化素质。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素养；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素养和鉴赏能

力；对传统文化与历史有一定了解。 
4.1.4 专业素质。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具备扎实的越南语基础知识，掌握越南语听、说、读、

写、译的基本技能。 
4.2 知识要求 
4.2.1 基础知识。掌握越南语语言知识、越南文学知识、越南国情知识。 
4.2.2 工具知识。熟练使用计算机；熟练运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进行专业文献检索、数据处理、

模型设计等；熟练使用专业数据库进行专业论文以及研究报告撰写。 
4.2.3 专业知识。牢固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在掌握越南语基础知识和

越南国情知识的基础上，掌握国际经济贸易基本理论和国际商务知识，熟悉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合

作的方针、政策和业务知识。 
4.2.4 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知识。了解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的相关知识。 
4.3 能力要求 
4.3.1 通识能力 
具有良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从事业务工作的能力；具备较

强的英语阅读、听、说、写、译的能力；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主动

进行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了解相关专业知识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形成跨学科

知识结构。 
4.3.2 专业能力 
具备越南语运用能力、文学赏析能力、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以及一定的研究能力，口译、

笔译正确流畅，能独立承担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合作及其他外事工作。 
4.3.3 创新创业能力 
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能够把握中国同越南交往的新发展、新趋势，具有

专业敏感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国际竞争中敢于创新，善于创新。 
4.3.4 职业发展与社会能力 
拥有认识职业、收集信息、选择职业、自我分析、职业决策和设计职业发展的能力，并能对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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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具有运用已有知识经验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和意志做出推测和判断的社会认知能力；

具备在社会更好生存以及与社会达到和谐状态所需的社交能力、处事能力、人际关系能力以及用道

德规范约束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 

表 1.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支撑矩阵表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培养目标 6 

毕业要求 4.1.1 H L L L L L 

毕业要求 4.1.2 H L L L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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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培养目标 6 

毕业要求 4.1.3 H H M H M M 

毕业要求 4.1.4 H H H H M H 

毕业要求 4.2.1 M H H H M L 

毕业要求 4.2.2 L L M L H M 

毕业要求 4.2.3 M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2.4 L L H H M M 

毕业要求 4.3.1 M M L H H H 

毕业要求 4.3.2 M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3.3 L M H H M H 

毕业要求 4.3.4 M L L L L L 

注：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H 至少覆盖 80%，M 至

少覆盖 50%，L 至少覆盖 30%。 

五、主要课程97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学科基础 

VTN106 基础越南语（一） 224 14 1 必修课 

VTN108 基础越南语（二） 160 10 2 必修课 

VTN211 基础越南语（三） 160 10 3 必修课 

VTN212 基础越南语（四） 160 10 4 必修课 

VTN301 越南语精读 96 6 5 必修课 

专业方向 

VTN403 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译越） 64 4 5 必修课 

VTN311 经贸谈判（越） 32 2 6 必修课 

VTN315 经贸文章选读（越）（一） 48 3 6 必修课 

VTN316 文学选读（越） 64 4 6 必修课 

VTN401 翻译理论与实践（越译汉） 32 2 7 必修课  

VTN411 经贸文章选读（越）（二） 48 3 7 必修课 

VTN412 经贸应用文（越） 32 2 7 必修课 

实验课 VTN311 经贸谈判（越） 32 2 6 必修课  

                                                        
9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办法》要求以下主要课程平均绩点达到 2.00 方可授予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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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表 2. 必修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矩阵 

课程性质 课程 
毕业要求 4.1 毕业要求 4.2 毕业要求 4.3 

1 − 1 1 − 2 1 − 3 1 − 4 2 − 1 2 − 2 2 − 3 2 − 4 3 − 1 3 − 2 3 − 3 3 − 4 

学科基础

必修课 

基础越南语（一）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基础越南语（二）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基础越南语（三）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基础越南语（四）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越南语会话（一）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越南语会话（二）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越南语会话（三）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视听说（越）（一）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视听说（越）（二）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视听说（越）（三）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越南语精读 M L H H H L H L M H M L 

越南语写作 M L H H H L H L M H M L 

专业方向

必修课 

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译越） M L H H H L H M H H H H 

经贸谈判（越） M L H H H L H M H H H H 

经贸文章选读（越）（一） M L H H H L H L H H M L 

文学选读（越） M L H H H L H L M H M M 

翻译理论与实践（越译汉） M L H H H L H L M H M M 

经贸文章选读（越）（二） M L H H H L H M H H H H 

经贸应用文（越） M L H H H L H M H H H H 

实验课 

媒体应用实训（越） M M H H H L H H H H H H 

经贸谈判（越） M L H H H L H H H H H H 

虚拟仿真翻译实训（越）

（一） M L H H H L H H H H H H 

虚拟仿真翻译实训（越）

（二） M L H H H L H H H H H H 

注：根据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支撑强度的含义是指该课

程覆盖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多寡，其中“H”至少覆盖 80%，“M”至少覆盖 50%，“L”至少覆盖 30%。表中教学环节

是指课程、实践环节、训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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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育人体系包括：军事理论及训练、实验（上机）模块、实习（实训）模块、论文（设计）

模块和科研创新实践活动模块；具体分布在教学环节和二课堂环节。 
3.  实践教学学分为 28 学分 

 
项目 总学分 

社会实践 

军政训练 2 

社会调查 2 

其他实践 1 

专业实习 
认知实习 1 

岗位实习 4 

实验课 
独立开设的实验课 

10 
课内实验 

劳动教育 2 

毕业论文 6 

合计 28 

注：（1） 学生必须完成学校要求的实践教学环节，取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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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由学院负责安排并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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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学生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5） 学生必须取得 1 个讲座学分：参加不少于 5 次学院讲座活动，计 1 学分。 

（6） 学生出国实习可同时认定为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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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践 24 学时。学生在完成理论学时和第二课堂劳动教育课程后，获得学分。理论学时可在 INS218 − 劳动

法与社会保障法、INS364 − 劳动经济学、PAM338 − 劳动与社会保障学、LAW247 −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

法、学校开设的劳动教育 MOOC 课程中选修任意一门课程并获得学分。劳动实践部分应在第二课堂劳

动实践系列课程中修习完不少于 5 次课程，并在劳动实践系列项目群中完成总计不低于 24 学时的各类

活动。 

 

4.  实验课程列表 
 

开课学院 课程号 课程名 开课学期 学分（实验学分）分） 

外语学院 VTN321 媒体应用实训（越） 5 4（4） 

外语学院 VTN311 经贸谈判（越） 6 2（2） 

外语学院 VTN322 虚拟仿真翻译实训（越）（一） 6 2（2） 

外语学院 VTN413 虚拟仿真翻译实训（越）（二） 7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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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越南语专业教学计划表（2023 年）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 
基础 

必修课 

VTN106 基础越南语（一） 224 14 1   

VTN103 视听说（越）（一） 32 2 2  

VTN108 基础越南语（二） 160 10 2   

VTN109 越南语会话（一） 32 2 2   

VTN203 视听说（越）（二） 32 2 3   

VTN211 基础越南语（三） 160 10 3  

VTN213 越南语会话（二） 32 2 3  

VTN212 基础越南语（四） 160 10 4   

VTN214 越南语会话（三） 32 2 4   

VTN405 视听说（越）（三） 32 2 4   

VTN301 越南语精读 96 6 5   

VTN313 越南语写作 32 2 7   

学科基础必修课合计 1024 64     

学科 
基础 

选修课 

VTN104 越南概况 32 2 1   

VTN205 越南语阅读（一） 32 2 3   

VTN206 越南语阅读（二） 32 2 4   

VTN208 越南语语法 32 2 4  

VTN320 越南国情研究 32 2 5   

VTN408 视听说（越）（四） 32 2 5   

VTN409 视听说（越）（五） 32 2 6   

VTN410 视听说（越）（六） 32 2 7   

学科基础选修课应选修 12 学分 

专业 
方向 

必修课 

VTN315 经贸文章选读（越）（一） 48 3 6   

VTN316 文学选读（越） 64 4 6   

VTN403 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译越） 32 2 6   

VTN401 翻译理论与实践（越译汉） 32 2 7  

VTN411 经贸文章选读（越）（二） 48 3 7   

VTN412 经贸应用文（越） 32 2 7   

专业方向必修课合计 288 18    

实验课 

VTN321 媒体应用实训（越） 64 4 5   

VTN311 经贸谈判（越） 32 2 6   

VTN322 虚拟仿真翻译实训（越）（一） 32 2 6   

VTN413 虚拟仿真翻译实训（越）（二） 32 2 7  

实验课合计 16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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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院 

法语专业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50204 
专业名称：法语 
所属学科：外国语言文学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具有扎实的外语基础和熟

练的外语技能，较强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创新精神，能从事国际商务、外交、外事、新闻、文化等

领域工作的，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复合型法语人才。 
学生毕业后经过五年的职业历练，能够通过主动学习、自我学习、终身学习来顺应社会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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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能够成长为工作单位的业务骨干或中层管理干部。 
 
本专业毕业预期达到以下目标： 
培养目标 1：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身心素质和专业素质。 
培养目标 2：系统掌握国际化的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知识，了解学科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培养目标 3：具有国际化视野、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跨文化交流能力，能胜任国际贸易、国际经

济合作及其他外事工作。 
培养目标 4：语音、语调标准，具备扎实的法语基本功，具备较强的法语听、说、读、写、译

等专业技能，掌握法语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社会等知识。 
培养目标 5：具有良好的中文基础和第二外语（英语）基本应用能力，能够熟练使用计算机应

用技术。 
培养目标 6：掌握国际经济贸易基本理论和国际商务知识，熟悉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方

针政策及业务知识。 

二、课程学分要求 
1.  课程学分为 163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0 学分） 

核心通识课程 

“四史”教育与国家治理 

4 

文化传承与经典选读 

世界文明与全球视野 

文学修养与艺术鉴赏 

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 

选修通识课程 

美育 2 

文学与写作 不低于 2 学分 

文化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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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0 学分） 选修通识课程 

哲学与心理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劳动  

通修课程 
（59 学分） 

新生研讨课 
新生研讨课 1 

经济学专题  −  

政治理论与思想品德  19 

英语 
（18 学分） 

语言技能 不低于 10 学分 

其他  

体育与健康  4 

数学 C 类 4 

信息技术基础  2 

经管法基础 
（9 学分） 

经济类 不低于 2 学分 

管理类  

法学类  

国际组织类  

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  2 

专业课程 
（94 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 
必修课 62 

选修课 12 

专业方向课程  20 

 
2.  暑期学校课程 
要求修读不少于 2 门暑期学校课程。 

三、学制与授予学位 
学制四年，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习年限，3 − 6 年内修满学分可以毕业。学生修满毕业所应取

得的 低总学分为 19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实践教学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后，发给毕业证书；

其中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四、毕业要求 
4.1 素质要求 
4.1.1 思想道德素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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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繁荣昌盛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遵守公民道德规范，

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遵守学校管理制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习惯。倡导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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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诚信意识，履约践诺，知行统一，培养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具备社

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意识。 
4.1.2 身心素质。具有健康的体魄，体育达标。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较强的自我控制和自我

调节能力。 
4.1.3 科学文化素质。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素养；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素养和鉴赏能

力；对传统文化与历史有一定了解。 
4.1.4 专业素质。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具备扎实的法语基础知识，掌握法语听、说、读、写、

译的基本技能。 
4.2 知识要求 
4.2.1 基础知识。掌握法语语言知识、法语国家国情知识、法语文学知识。为学习专业课程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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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熟练使用专业数据库进行专业论文以及研究报告撰写。 
4.2.3 专业知识。牢固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在掌握法语基础知识和法

语国家国情知识的基础上，掌握国际经济贸易基本理论和国际商务知识，熟悉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

合作的方针、政策和业务知识。 
4.2.4 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知识。了解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的相关知识。 
4.3 能力要求 
4.3.1 通识能力 
具有良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从事业务工作的能力；具备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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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了解相关专业知识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形成跨学科知

识结构。 
4.3.2 专业能力 
具备法语运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文学赏析能力、思辨能力以及一定的研究能力，口译、

笔译正确流畅，能独立承担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合作及其他外事工作。 
4.3.3 创新创业能力 
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能够把握中国同法语国家交往的新发展、新趋势，

具有专业敏感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国际竞争中敢于创新，善于创新。 
4.3.4 职业发展与社会能力 
拥有认识职业、收集信息、选择职业、自我分析、职业决策和设计职业发展的能力，并能对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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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具有运用已有知识经验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和意志做出推测和判断的社会认知能力；

具备在社会更好生存以及与社会达到和谐状态所需的社交能力、处事能力、人际关系能力以及用道

德规范约束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 

表 1.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支撑矩阵表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培养目标 6 

毕业要求 4.1.1 H L L L L L 

毕业要求 4.1.2 H L L L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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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培养目标 6 

毕业要求 4.1.3 H H M H M M 

毕业要求 4.1.4 H H H H M H 

毕业要求 4.2.1 M H H H M L 

毕业要求 4.2.2 L L M L H M 

毕业要求 4.2.3 M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2.4 L L H H M M 

毕业要求 4.3.1 M M L H H H 

毕业要求 4.3.2 M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3.3 L M H H M H 

毕业要求 4.3.4 M L L L L L 

注：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H 至少覆盖 80%，M 至

少覆盖 50%，L 至少覆盖 30%。 

五、主要课程98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学科基础 

FRA106 基础法语（一） 224 14 1 必修课 

FRA102 基础法语（二） 192 12 2 必修课 

FRA215 基础法语（三） 160 10 3 必修课 

FRA216 基础法语（四） 160 10 4 必修课 

FRA336 高级法语 96 6 5 必修课 

专业方向 

FRA306 文学选读（法） 64 4 6 必修课 

FRA401 翻译理论与实践（法译汉） 32 2 6 必修课 

FRA411 经贸应用文（法） 32 2 6 必修课 

FRA328 经贸文章选读（法） 96 6 7 必修课 

FRA405 翻译理论与实践 
（汉译法） 32 2 7 必修课 

实验课 FRA324 经贸谈判（法） 32 2 6 必修课  

 

                                                        
98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办法》要求以下主要课程平均绩点达到 2.00 方可授予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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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表 2. 必修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矩阵 

课程性质 课程 
毕业要求 4.1 毕业要求 4.2 毕业要求 4.3 

1 − 1 1 − 2 1 − 3 1 − 4 2 − 1 2 − 2 2 − 3 2 − 4 3 − 1 3 − 2 3 − 3 3 − 4 

学科基础

必修课 

基础法语（一） M L M H H L M L H H M L 

法语阅读与表达（一） M L M H H L M L H H M L 

基础法语（二） M L M H H L M L H H M L 

视听说（法）（一） M L M H H L M L H H M L 

法语阅读与表达（二） M L M H H L M L H H M L 

基础法语（三） M L M H H L M L H H M L 

视听说（法）（二） M L M H H L M L H H M L 

基础法语（四） M L M H H L M L H H M L 

视听说（法）（三） M L M H H L M L H H M L 

高级法语 M L H H M L H L H H M L 

专业方向

必修课 

商务法语 M L M H M M H H H H H H 

文学选读（法） M L H H M L H L H H M L 

翻译理论与实践（法译汉） M L H H M M H L H H M M 

经贸应用文（法） M L M H M M H M H H H M 

经贸文章选读（法） M L M H M M H L H H H L 

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译法） M L H H M M H L H H M M 

实验课 

法语语音听说实训 M L M H M M M L H H M L 

基础法语书面表达 
规范实训 M L H H M M M M H H H M 

媒体应用实训（法） M L H H L H H M H H H H 

经贸谈判（法） M L M H L M H M H H H H 

虚拟仿真翻译实训（法） M L M H M H H L H H H H 

注：根据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支撑强度的含义是指该课

程覆盖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多寡，其中“H”至少覆盖 80%，“M”至少覆盖 50%，“L”至少覆盖 30%。表中教学环节

是指课程、实践环节、训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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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育人体系包括：军事理论及训练、实验（上机）模块、实习（实训）模块、论文（设计）

模块和科研创新实践活动模块；具体分布在教学环节和二课堂环节。 
1.  实践教学学分为 28 学分 

 
项目 总学分 

社会实践 

军政训练 2 

社会调查 2 

其他实践 1 

专业实习 
认知实习 1 

岗位实习 4 

实验课 
独立开设的实验课 

10 
课内实验 

劳动教育 2 

毕业论文 6 

合计 28 

注：（1） 学生必须完成学校要求的实践教学环节，取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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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由学院负责安排并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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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学生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5） 学生必须取得 1 个讲座学分：参加不少于 5 次学院讲座活动，计 1 学分。 

（6） 学生出国实习可同时认定为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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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践 24 学时。学生在完成理论学时和第二课堂劳动教育课程后，获得学分。理论学时可在 INS218 − 劳动

法与社会保障法、INS364 − 劳动经济学、PAM338 − 劳动与社会保障学、LAW247 −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

法、学校开设的劳动教育 MOOC 课程中选修任意一门课程并获得学分。劳动实践部分应在第二课堂劳

动实践系列课程中修习完不少于 5 次课程，并在劳动实践系列项目群中完成总计不低于 24 学时的各类

活动。 

 

2.  实验课程列表 
 

开课学院 课程号 课程名 开课学期 学分（实验学分）分） 

外语学院 FRA124 法语语音听说实训 2 2（2） 

外语学院 FRA227 基础法语书面表达规范实训 4 2（2） 

外语学院 FRA348 媒体应用实训（法） 5 2（2） 

外语学院 FRA324 经贸谈判（法） 6 2（2） 

外语学院 FRA412 虚拟仿真翻译实训（法） 7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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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法语专业教学计划表（2023 年）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 
基础 

必修课 

FRA106 基础法语（一） 224 14 1   

FRA102 基础法语（二） 192 12 2   

FRA103 视听说（法）（一） 32 2 2   

FRA125 法语阅读与表达（一） 32 2 2   

FRA104 视听说（法）（二） 32 2 3   

FRA215 基础法语（三） 160 10 3   

FRA230 法语阅读与表达（二） 32 2 3   

FRA203 视听说（法）（三） 32 2 4   

FRA216 基础法语（四） 160 10 4   

FRA336 高级法语 96 6 5   

学科基础必修课合计 992 62     

学科 
基础 

选修课 

FRA228 法语国情阅读 32 2 3   

FRA229 法语影视戏剧欣赏与实践 32 2 4   

FRA326 法语语法 32 2 4   

FRA337 法语国家与地区概况 32 2 5  

FRA338 法语表达与演讲 32 2 5   

FRA339 法语语言学基础 32 2 5   

FRA349 法国经济与社会 32 2 6   

FRA321 法语写作 32 2 7   

FRA426 法国史 32 2 7  

学科基础选修课应选修 12 学分 

专业 
方向 

必修课 

FRA301 商务法语 64 4 5   

FRA306 文学选读（法） 64 4 6   

FRA401 翻译理论与实践（法译汉） 32 2 6   

FRA411 经贸应用文（法） 32 2 6   

FRA328 经贸文章选读（法） 96 6 7   

FRA405 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译法） 32 2 7   

专业方向必修课合计 320 20    

实验课 

FRA124 法语语音听说实训 32 2 2   

FRA227 基础法语书面表达规范实训 32 2 4  

FRA348 媒体应用实训（法） 32 2 5   

FRA324 经贸谈判（法） 32 2 6  

FRA412 虚拟仿真翻译实训（法） 32 2 7   

实验课合计 16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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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院 

西班牙语专业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50205 
专业名称：西班牙语 
所属学科：外国语言文学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具有扎实的外语基础和熟

练的外语技能，较强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创新精神，能从事国际商务、外交、外事、新闻、文化等

领域工作的，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复合型西班牙语人才。 
学生毕业后经过五年的职业历练，能够通过主动学习、自我学习、终身学习来顺应社会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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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能够成长为工作单位的业务骨干或中层管理干部。 
 
本专业毕业预期达到以下目标： 
培养目标 1：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身心素质和专业素质。 
培养目标 2：系统掌握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及西班牙语专业知识，了解学科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培养目标 3：具有国际化视野、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跨文化交流能力，能胜任国际贸易、国际经

济合作及其他外事工作。 
培养目标 4：语音、语调标准，具备扎实的西班牙语基本功，具备较强的西班牙语听、说、读、

写、译等专业技能，掌握西语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社会等知识。 
培养目标 5：具有良好的中文基础和第二外语（英语）基本应用能力，能够熟练使用计算机应

用技术。 
培养目标 6：掌握国际经济贸易基本理论和国际商务知识，熟悉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方

针政策及业务知识。 

二、学分要求 
1.  课程学分为 163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0 学分） 

核心通识课程 

“四史”教育与国家治理 

4 

文化传承与经典选读 

世界文明与全球视野 

文学修养与艺术鉴赏 

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 

选修通识课程 

美育 2 

文学与写作 不低于 2 学分 

文化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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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0 学分） 选修通识课程 

哲学与心理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劳动  

通修课程 
（59 学分） 

新生研讨课 
新生研讨课 1 

经济学专题  −  

政治理论与思想品德  19 

英语 
（18 学分） 

语言技能 不低于 10 学分 

其他  

体育与健康  4 

数学 C 类 4  

信息技术基础  2 

经管法基础 
（9 学分） 

经济类 不低于 2 学分 

管理类  

法学类  

国际组织类  

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  2 

专业课程（94 学

分） 

学科基础课程 
必修课 66 

选修课 12 

专业方向课程  16 

 
2.  暑期学校课程 
要求修读不少于 2 门暑期学校课程 

三、学制与授予学位 
学制四年，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习年限，3 − 6 年内修满学分可以毕业。学生修满毕业所应取

得的 低总学分为 19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实践教学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后，发给毕业证书；

其中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四、毕业要求 
4.1 素质要求 
4.1.1 思想道德素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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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繁荣昌盛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遵守公民道德规范，

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遵守学校管理制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习惯。倡导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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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诚信意识，履约践诺，知行统一，培养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具备社

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意识。 
4.1.2 身心素质。具有健康的体魄，体育达标。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较强的自我控制和自我

调节能力。 
4.1.3 科学文化素质。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素养；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素养和鉴赏能

力；对传统文化与历史有一定了解。 
4.1.4 专业素质。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具备扎实的西班牙语基础知识，掌握西班牙语听、说、

读、写、译的基本技能。 
4.2 知识要求 
4.2.1 基础知识。掌握西班牙语语言知识、西语国家文学知识及国情知识。 
4.2.2 工具知识。熟练使用计算机；熟练运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进行专业文献检索、数据处理、

模型设计等；熟练使用专业数据库进行专业论文以及研究报告撰写。 
4.2.3 专业知识。牢固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在掌握西班牙语基础知识

和西语国家国情知识的基础上，掌握国际经济贸易基本理论和国际商务知识，熟悉我国对外贸易和

经济合作的方针、政策和业务知识。 
4.2.4 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知识。了解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的相关知识。 
4.3 能力要求 
4.3.1 通识能力 
具有良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从事业务工作的能力；具备较

强的英语阅读、听、说、写、译的能力；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主动

进行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了解相关专业知识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形成跨学科

知识结构。 
4.3.2 专业能力 
具备西班牙语运用能力、文学赏析能力、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以及一定的研究能力，口译、

笔译正确流畅，能独立承担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合作及其他外事工作。 
4.3.3 创新创业能力 
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能够把握中国同西语国家交往的新发展、新趋势，

具有专业敏感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国际竞争中敢于创新，善于创新。 
4.3.4 职业发展与社会能力 
拥有认识职业、收集信息、选择职业、自我分析、职业决策和设计职业发展的能力，并能对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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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具有运用已有知识经验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和意志做出推测和判断的社会认知能力；

具备在社会更好生存以及与社会达到和谐状态所需的社交能力、处事能力、人际关系能力以及用道

德规范约束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 

表 1.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支撑矩阵表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培养目标 6 

毕业要求 4.1.1 H L L L L L 

毕业要求 4.1.2 H L L L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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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培养目标 6 

毕业要求 4.1.3 H H M H M M 

毕业要求 4.1.4 H H H H M H 

毕业要求 4.2.1 M H H H M L 

毕业要求 4.2.2 L L M L H M 

毕业要求 4.2.3 M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2.4 L L H H M M 

毕业要求 4.3.1 M M L H H H 

毕业要求 4.3.2 M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3.3 L M H H M H 

毕业要求 4.3.4 M L L L L L 

注：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H 至少覆盖 80%，M 至

少覆盖 50%，L 至少覆盖 30%。 

五、主要课程99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学科基础 

ESP104 基础西班牙语（一） 224 14 1 必修课 

ESP102 基础西班牙语（二） 196 12 2 必修课 

ESP213 基础西班牙语（三） 160 10 3 必修课 

ESP214 基础西班牙语（四） 160 10 4 必修课 

ESP301 西班牙语精读 96 6 5 必修课 

专业方向 

ESP302 经贸应用文（西） 64 4 5 必修课 

ESP310 文学选读（西） 64 4 6 必修课 

ESP306 经贸文章选读（西） 64 4 7 必修课 

实验课 ESP412 经贸谈判（西） 32 2 7 必修课  

 
                                                        
9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办法》要求以下主要课程平均绩点达到 2.00 方可授予学士学位。 



414 

六、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表 2. 必修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矩阵 

课程性质 课程 
毕业要求 4.1 毕业要求 4.2 毕业要求 4.3 

1 − 1 1 − 2 1 − 3 1 − 4 2 − 1 2 − 2 2 − 3 2 − 4 3 − 1 3 − 2 3 − 3 3 − 4 

学科基础

必修课 

基础西班牙语（一）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基础西班牙语（二）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基础西班牙语（三）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基础西班牙语（四）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西班牙语会话（一）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西班牙语会话（二）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西班牙语会话（三）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视听说（西）（一）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视听说（西）（二）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视听说（西）（三）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西班牙语精读 M L H H H L H L M H M L 

西班牙语写作 M L H H H L H L M H M L 

专业方向

必修课 

经贸应用文（西） M L H H H L H M H H H H 

文学选读（西） M L H H H L H L H H M L 

翻译理论与实践 
（西译汉） M L H H H L H L M H M M 

翻译理论与实践 
（汉译西） M L H H H L H L M H M M 

经贸文章选读（西） M L H H H L H M H H H H 

实验课 

会议口译模拟实训（西） M M H H H L H H H H H H 

经贸谈判（西） M L H H H L H H H H H H 

媒体应用实训（西） M L H H H L H H H H H H 

数据检索、分析与可视化

处理（西） M L H H H L H H H H H H 

注：根据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支撑强度的含义是指该课

程覆盖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多寡，其中“H”至少覆盖 80%，“M”至少覆盖 50%，“L”至少覆盖 30%。表中教学环节

是指课程、实践环节、训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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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育人体系包括：军事理论及训练、实验（上机）模块、实习（实训）模块、论文（设计）

模块和科研创新实践活动模块；具体分布在教学环节和二课堂环节。 
1.  实践教学学分为 28 学分 

 
项目 总学分 

社会实践 

军政训练 2 

社会调查 2 

其他实践 1 

专业实习 
认知实习 1 

岗位实习 4 

实验课 
独立开设的实验课 

10 
课内实验 

劳动教育 2 

毕业论文 6 

合计 28 

注：（1） 学生必须完成学校要求的实践教学环节，取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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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由学院负责安排并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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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学生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5） 学生必须取得 1 个讲座学分：参加不少于 5 次学院讲座活动，计 1 学分。 

（6） 学生出国实习可同时认定为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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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践 24 学时。学生在完成理论学时和第二课堂劳动教育课程后，获得学分。理论学时可在 INS218 − 劳动

法与社会保障法、INS364 − 劳动经济学、PAM338 − 劳动与社会保障学、LAW247 −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

法、学校开设的劳动教育 MOOC 课程中选修任意一门课程并获得学分。劳动实践部分应在第二课堂劳

动实践系列课程中修习完不少于 5 次课程，并在劳动实践系列项目群中完成总计不低于 24 学时的各类

活动。 

 

2.  实验课程列表 
 

开课学院 课程号 课程名 开课学期 学分（实验学分） 

外语学院 ESP324 媒体应用实训（西） 6 4（4） 

外语学院 ESP412 经贸谈判（西） 7 2（2） 

外语学院 ESP414 会议口译模拟实训（西） 7 2（2） 

外语学院 ESP415 数据检索、分析与可视化处理（西） 7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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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西班牙语专业教学计划表（2023 年）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 
基础 

必修课 

ESP104 基础西班牙语（一） 224 14 1   

ESP102 基础西班牙语（二） 192 12 2   

ESP103 视听说（西）（一） 32 2 2   

ESP107 西班牙语会话（一） 32 2 2   

ESP203 视听说（西）（二） 32 2 3   

ESP213 基础西班牙语（三） 160 10 3   

ESP215 西班牙语会话（二） 32 2 3   

ESP214 基础西班牙语（四） 160 10 4   

ESP216 西班牙语会话（三） 32 2 4   

ESP220 视听说（西）（三） 32 2 4   

ESP301 西班牙语精读 96 6 5   

ESP309 西班牙语写作 32 2 7   

学科基础必修课合计 1056 66     

学科 
基础 

选修课 

ESP206 西班牙语阅读（一） 32 2 2   

ESP207 西班牙语阅读（二） 32 2 3   

ESP208 西班牙语阅读（三） 32 2 4   

ESP210 西班牙语语法 32 2 4   

ESP408 视听说（西）（四） 32 2 5   

ESP411 口译（西） 32 2 5   

ESP303 西班牙语国家概况 32 2 6   

ESP409 视听说（西）（五） 32 2 6  

学科基础选修课应选修 12 学分 

专业 
方向 

必修课 

ESP302 经贸应用文（西） 64 4 5   

ESP307 翻译理论与实践（西译汉） 32 2 6   

ESP310 文学选读（西） 64 4 6   

ESP306 经贸文章选读（西） 64 4 7   

ESP402 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译西） 32 2 7   

专业方向必修课 256 16     

实验课 

ESP324 媒体应用实训（西） 64 4 6   

ESP412 经贸谈判（西） 32 2 7  

ESP414 会议口译模拟实训（西） 32 2 7   

ESP415 数据检索、分析与可视化处理（西） 32 2 7   

实验课合计 16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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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院 

西班牙语专业（维戈商学院 MBA 项目）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50205 
专业名称：西班牙语 
所属学科：外国语言文学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具有扎实的外语基础和熟

练的外语技能，较强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创新精神，能从事国际商务、外交、外事、新闻、文化等

领域工作的，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复合型西班牙语人才。 
学生毕业后经过五年的职业历练，能够通过主动学习、自我学习、终身学习来顺应社会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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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能够成长为工作单位的业务骨干或中层管理干部。 
 
本专业毕业预期达到以下目标： 
培养目标 1：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身心素质和专业素质。 
培养目标 2：系统掌握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及西班牙语专业知识，了解学科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培养目标 3：具有国际化视野、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跨文化交流能力，能胜任国际贸易、国际经

济合作及其他外事工作。 
培养目标 4：语音、语调标准，具备扎实的西班牙语基本功，具备较强的西班牙语听、说、读、

写、译等专业技能，掌握西语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社会等知识。 
培养目标 5：具有良好的中文基础和第二外语（英语）基本应用能力，能够熟练使用计算机应

用技术。 
培养目标 6：掌握国际经济贸易基本理论和国际商务知识，熟悉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方

针政策及业务知识。 

二、学分要求 
1.  课程学分为 171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0 学分） 

核心通识课程 

“四史”教育与国家治理 

4 

文化传承与经典选读 

世界文明与全球视野 

文学修养与艺术鉴赏 

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 

选修通识课程 

美育 2 

文学与写作 不低于 2 学分 

文化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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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0 学分） 选修通识课程 

哲学与心理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劳动  

通修课程 
（67 学分） 

新生研讨课 
新生研讨课 1 

经济学专题  −  

政治理论与思想品德  19 

英语 
（18 学分） 

语言技能 不低于 10 学分 

其他  

体育与健康  4 

数学 C 类 4  

信息技术基础  2 

经管法基础 
（17 学分） 

经济类 不低于 2 学分 

管理类  

法学类  

国际组织类  

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  2 

专业课程 
（94 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 
必修课 66 

选修课 12 

专业方向课程  16 

 
2.  暑期学校课程 
要求修读不少于 2 门暑期学校课程 

三、学制与授予学位 
学制四年，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习年限，3 − 6 年内修满学分可以毕业。学生修满毕业所应取

得的 低总学分为 199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实践教学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后，发给毕业证书；

其中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四、毕业要求 
4.1 素质要求 
4.1.1 思想道德素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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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繁荣昌盛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遵守公民道德规范，

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遵守学校管理制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习惯。倡导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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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诚信意识，履约践诺，知行统一，培养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具备社

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意识。 
4.1.2 身心素质。具有健康的体魄，体育达标。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较强的自我控制和自我

调节能力。 
4.1.3 科学文化素质。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素养；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素养和鉴赏能

力；对传统文化与历史有一定了解。 
4.1.4 专业素质。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具备扎实的西班牙语基础知识，掌握西班牙语听、说、

读、写、译的基本技能。 
4.2 知识要求 
4.2.1 基础知识。掌握西班牙语语言知识、西语国家文学知识及国情知识。 
4.2.2 工具知识。熟练使用计算机；熟练运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进行专业文献检索、数据处理、

模型设计等；熟练使用专业数据库进行专业论文以及研究报告撰写。 
4.2.3 专业知识。牢固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在掌握西班牙语基础知识

和西语国家国情知识的基础上，掌握国际经济贸易基本理论和国际商务知识，熟悉我国对外贸易和

经济合作的方针、政策和业务知识。 
4.2.4 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知识。了解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的相关知识。 
4.3 能力要求 
4.3.1 通识能力 
具有良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从事业务工作的能力；具备较

强的英语阅读、听、说、写、译的能力；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主动

进行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了解相关专业知识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形成跨学科

知识结构。 
4.3.2 专业能力 
具备西班牙语运用能力、文学赏析能力、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以及一定的研究能力，口译、

笔译正确流畅，能独立承担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合作及其他外事工作。 
4.3.3 创新创业能力 
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能够把握中国同西语国家交往的新发展、新趋势，

具有专业敏感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国际竞争中敢于创新，善于创新。 
4.3.4 职业发展与社会能力 
拥有认识职业、收集信息、选择职业、自我分析、职业决策和设计职业发展的能力，并能对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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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具有运用已有知识经验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和意志做出推测和判断的社会认知能力；

具备在社会更好生存以及与社会达到和谐状态所需的社交能力、处事能力、人际关系能力以及用道

德规范约束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 

表 1.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支撑矩阵表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培养目标 6 

毕业要求 4.1.1 H L L L L L 

毕业要求 4.1.2 H L L L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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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培养目标 6 

毕业要求 4.1.3 H H M H M M 

毕业要求 4.1.4 H H H H M H 

毕业要求 4.2.1 M H H H M L 

毕业要求 4.2.2 L L M L H M 

毕业要求 4.2.3 M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2.4 L L H H M M 

毕业要求 4.3.1 M M L H H H 

毕业要求 4.3.2 M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3.3 L M H H M H 

毕业要求 4.3.4 M L L L L L 

注：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H 至少覆盖 80%，M 至

少覆盖 50%，L 至少覆盖 30%。 

五、主要课程100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学科基础 

ESP104 基础西班牙语（一） 224 14 1 必修课 

ESP102 基础西班牙语（二） 192 12 2 必修课 

ESP213 基础西班牙语（三） 160 10 3 必修课 

ESP214 基础西班牙语（四） 160 10 4 必修课 

ESP301 西班牙语精读 96 6 5 必修课 

专业方向 

ESP302 经贸应用文（西） 64 4 5 必修课 

ESP310 文学选读（西） 64 4 6 必修课 

ESP306 经贸文章选读（西） 64 4 7 必修课 

实验课 ESP412 经贸谈判（西） 32 2 7 必修课  

 

                                                        
10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办法》要求以下主要课程平均绩点达到 2.00 方可授予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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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课程性质 课程 
毕业要求 4.1 毕业要求 4.2 毕业要求 4.3 

1 − 1 1 − 2 1 − 3 1 − 4 2 − 1 2 − 2 2 − 3 2 − 4 3 − 1 3 − 2 3 − 3 3 − 4 

学科基础

必修 

基础西班牙语（一）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基础西班牙语（二）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基础西班牙语（三）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基础西班牙语（四）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西班牙语会话（一）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西班牙语会话（二）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西班牙语会话（三）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视听说（西）（一）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视听说（西）（二）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视听说（西）（三）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西班牙语精读 M L H H H L H L M H M L 

西班牙语写作 M L H H H L H L M H M L 

专业方向

必修 

经贸应用文（西） M L H H H L H M H H H H 

文学选读（西） M L H H H L H L H H M L 

翻译理论与实践（西译汉） M L H H H L H L M H M M 

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译西） M L H H H L H L M H M M 

经贸文章选读（西） M L H H H L H M H H H H 

实验课 

会议口译模拟实训（西） M M H H H L H H H H H H 

经贸谈判（西） M L H H H L H H H H H H 

媒体应用实训（西） M L H H H L H H H H H H 

数据检索、分析与可视化

处理（西） 
M L H H H L H H H H H H 

注：根据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支撑强度的含义是指该课

程覆盖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多寡，其中“H”至少覆盖 80%，“M”至少覆盖 50%，“L”至少覆盖 30%。表中教学环节

是指课程、实践环节、训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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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育人体系包括：军事理论及训练、实验（上机）模块、实习（实训）模块、论文（设计）

模块和科研创新实践活动模块；具体分布在教学环节和二课堂环节。 
1.  实践教学学分为 28 学分 

 
项目 总学分 

社会实践 

军政训练 2 

社会调查 2 

其他实践 1 

专业实习 
认知实习 1 

岗位实习 4 

实验课 
独立开设的实验课 

10 
课内实验 

劳动教育 2 

毕业论文 6 

合计 28 

注：（1） 学生必须完成学校要求的实践教学环节，取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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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由学院负责安排并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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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学生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5） 学生必须取得 1 个讲座学分：参加不少于 5 次学院讲座活动，计 1 学分。 

（6） 学生出国实习可同时认定为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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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践 24 学时。学生在完成理论学时和第二课堂劳动教育课程后，获得学分。理论学时可在 INS218 − 劳动

法与社会保障法、INS364 − 劳动经济学、PAM338 − 劳动与社会保障学、LAW247 −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

法、学校开设的劳动教育 MOOC 课程中选修任意一门课程并获得学分。劳动实践部分应在第二课堂劳

动实践系列课程中修习完不少于 5 次课程，并在劳动实践系列项目群中完成总计不低于 24 学时的各类

活动。 

 

3.  实验课程列表 
 

开课学院 课程号 课程名 开课学期 学分（实验学分） 

外语学院 ESP324 媒体应用实训（西） 6 4（4） 

外语学院 ESP412 经贸谈判（西） 7 2（2） 

外语学院 ESP414 会议口译模拟实训（西） 7 2（2） 

外语学院 ESP415 数据检索、分析与可视化处理（西） 7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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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西班牙语（维戈商学院 MBA 项目）专业教学计划表（2023 年）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 
基础 

必修课 

ESP104 基础西班牙语（一） 224 14 1   

ESP102 基础西班牙语（二） 192 12 2   

ESP103 视听说（西）（一） 32 2 2   

ESP107 西班牙语会话（一） 32 2 2   

ESP203 视听说（西）（二） 32 2 3   

ESP213 基础西班牙语（三） 160 10 3   

ESP215 西班牙语会话（二） 32 2 3   

ESP214 基础西班牙语（四） 160 10 4   

ESP216 西班牙语会话（三） 32 2 4   

ESP220 视听说（西）（三） 32 2 4   

ESP301 西班牙语精读 96 6 5   

ESP309 西班牙语写作 32 2 7   

学科基础必修课合计 1056 66     

学科 
基础 

选修课 

ESP206 西班牙语阅读（一） 32 2 2   

ESP207 西班牙语阅读（二） 32 2 3   

ESP208 西班牙语阅读（三） 32 2 4   

ESP210 西班牙语语法 32 2 4   

ESP408 视听说（西）（四） 32 2 5   

ESP411 口译（西） 32 2 5   

ESP303 西班牙语国家概况 32 2 6  

ESP409 视听说（西）（五） 32 2 6  

学科基础选修课应选修 12 学分 

专业 
方向 

必修课 

ESP302 经贸应用文（西） 64 4 5   

ESP307 翻译理论与实践（西译汉） 32 2 6   

ESP310 文学选读（西） 64 4 6   

ESP306 经贸文章选读（西） 64 4 7   

ESP402 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译西） 32 2 7   

专业方向必修课 256 16     

实验课 

ESP324 媒体应用实训（西） 64 4 6   

ESP412 经贸谈判（西） 32 2 7  

ESP414 会议口译模拟实训（西） 32 2 7   

ESP415 数据检索、分析与可视化处理（西） 32 2 7   

实验课合计 160 10    

计划 
外课程 ESP497 跨文化商务交际 32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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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维戈商学院 MBA 项目修读要求 
西班牙语维戈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项目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与加利西亚社会工程基

金会商学院签署的联合培养项目。外语学院每年派送 8 − 20 名西班牙语计划内本科生前往加利西亚

社会工程基金会商学院（维戈校区）修读工商管理硕士，在完成所有课程的修读后，将获得由维戈

大学（社会工程基金会商学院所属大学）颁发的工商管理硕士（MBA）官方学位证书。 
1.  修读维戈商学院 MBA 项目的学生，必须选修经管法基础类课程中的以下课程：经济学原理

（一）（2 学分）、经济学原理（二）（2 学分）、管理学原理（3 学分）、财务会计（3 学分）、国际企

业管理（2 学分）、国际投资（3 学分），管理心理学（2 学分）。 
2.  修读维戈商学院MBA项目的学生在四年级下学期必须修读由维戈商学院派来的专业老师授

课的项目课程《跨文化商务交际》，课程内容每年会有调整，具体内容开课前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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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院 

俄语专业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50202 
专业名称：俄语 
所属学科：外国语言文学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具有扎实的外语基础和熟

练的外语技能，较强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创新精神，能从事国际商务、外交、外事、新闻、文化等

领域工作的，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复合型俄语人才。 
学生毕业后经过五年的职业历练，能够通过主动学习、自我学习、终身学习来顺应社会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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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能够成长为工作单位的业务骨干或中层管理干部。 
 
本专业毕业预期达到以下目标： 
培养目标 1：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身心素质和专业素质。 
培养目标 2：系统掌握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及俄语专业知识，了解学科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培养目标 3：具有国际化视野、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跨文化交流能力，能胜任国际贸易、国际经

济合作及其他外事工作。 
培养目标 4：语音、语调标准，具备扎实的俄语基本功，具备较强的俄语听、说、读、写、译

等专业技能，掌握俄语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社会等知识。 
培养目标 5：具有良好的中文基础和第二外语（英语）基本应用能力，能够熟练使用计算机应

用技术。 
培养目标 6：掌握国际经济贸易基本理论和国际商务知识，熟悉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方

针政策及业务知识。 

二、学分要求 
1.  课程学分为 161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0 学分） 

核心通识课程 

“四史”教育与国家治理 

4 

文化传承与经典选读 

世界文明与全球视野 

文学修养与艺术鉴赏 

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 

选修通识课程 

美育 2 

文学与写作 不低于 2 学分 

文化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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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0 学分） 选修通识课程 

哲学与心理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劳动  

通修课程 
（59 学分） 

新生研讨课 
新生研讨课 1 

经济学专题  −  

政治理论与思想品德  19 

英语 
（18 学分） 

语言技能 不低于 10 学分 

其他  

体育与健康  4 

数学 C 类 4  

信息技术基础  2 

经管法基础 
（9 学分） 

经济类 不低于 2 学分 

管理类  

法学类  

国际组织类  

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  2 

专业课程 
（92 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 
必修课 68 

选修课 10 

专业方向课程  14 

 
2.  暑期学校课程 
要求修读不少于 2 门暑期学校课程 

三、学制与授予学位 
学制四年，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习年限，3 − 6 年内修满学分可以毕业。学生修满毕业所应取

得的 低总学分为 189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实践教学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后，发给毕业证书；

其中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四、毕业要求 
4.1 素质要求 
4.1.1 思想道德素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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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繁荣昌盛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遵守公民道德规范，

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遵守学校管理制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习惯。倡导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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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诚信意识，履约践诺，知行统一，培养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具备社

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意识。 
4.1.2 身心素质。具有健康的体魄，体育达标。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较强的自我控制和自我

调节能力。 
4.1.3 科学文化素质。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素养；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素养和鉴赏能

力；对传统文化与历史有一定了解。 
4.1.4 专业素质。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具备扎实的俄语基础知识，掌握俄语听、说、读、写、

译的基本技能。 
4.2 知识要求 
4.2.1 基础知识。掌握俄语语言知识、文学知识、俄语国家国情知识。 
4.2.2 工具知识。熟练使用计算机；熟练运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进行专业文献检索、数据处理、

模型设计等；熟练使用专业数据库进行专业论文以及研究报告撰写。 
4.2.3 专业知识。牢固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在掌握俄语基础知识和俄

语国家国情知识的基础上，掌握国际经济贸易基本理论和国际商务知识，熟悉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

合作的方针、政策和业务知识。 
4.2.4 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知识。了解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的相关知识。 
4.3 能力要求 
4.3.1 通识能力 
具有良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从事业务工作的能力；具备较

强的英语阅读、听、说、写、译的能力；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主动

进行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了解相关专业知识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形成跨学科

知识结构。 
4.3.2 专业能力 
具备俄语运用能力、文学赏析能力、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以及一定的研究能力，口译、笔

译正确流畅，能独立承担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合作及其他外事工作。 
4.3.3 创新创业能力 
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能够把握中国同俄语国家交往的新发展、新趋势，

具有专业敏感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国际竞争中敢于创新，善于创新。 
4.3.4 职业发展与社会能力 
拥有认识职业、收集信息、选择职业、自我分析、职业决策和设计职业发展的能力，并能对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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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具有运用已有知识经验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和意志做出推测和判断的社会认知能力；

具备在社会更好生存以及与社会达到和谐状态所需的社交能力、处事能力、人际关系能力以及用道

德规范约束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 

表 1.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支撑矩阵表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培养目标 6 

毕业要求 4.1.1 H L L L L L 

毕业要求 4.1.2 H L L L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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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培养目标 6 

毕业要求 4.1.3 H H M H M M 

毕业要求 4.1.4 H H H H M H 

毕业要求 4.2.1 M H H H M L 

毕业要求 4.2.2 L L M L H M 

毕业要求 4.2.3 M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2.4 L L H H M M 

毕业要求 4.3.1 M M L H H H 

毕业要求 4.3.2 M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3.3 L M H H M H 

毕业要求 4.3.4 M L L L L L 

注：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H 至少覆盖 80%，M 至

少覆盖 50%，L 至少覆盖 30%。 

五、主要课程101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学科基础 

RUS104 基础俄语（一） 224 14 1 必修课 

RUS107 基础俄语（二） 160 10 2 必修课 

RUS216 基础俄语（三） 160 10 3 必修课 

RUS217 基础俄语（四） 160 10 4 必修课 

RUS320 高级俄语 96 6 5 必修课 

专业方向 

RUS334 经贸应用文（俄） 48 3 5 必修课 

RUS323 文学选读（俄） 64 4 6 必修课 

RUS335 经贸文章选读（俄） 48 3 6 必修课 

RUS401 翻译理论与实践（俄译汉） 32 2 6 必修课 

RUS405 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译俄） 32 2 7 必修 

实验课 RUS415 经贸谈判（俄） 32 2 7 必修 

                                                        
10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办法》要求以下主要课程平均绩点达到 2.00 方可授予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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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表 2. 必修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矩阵 

课程性质 课程 
毕业要求 4.1 毕业要求 4.2 毕业要求 4.3 

1 − 1 1 − 2 1 − 3 1 − 4 2 − 1 2 − 2 2 − 3 2 − 4 3 − 1 3 − 2 3 − 3 3 − 4 

学科基础

必修课 

基础俄语（一）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基础俄语（二）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基础俄语（三）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基础俄语（四）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俄语会话（一）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俄语会话（二）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俄语会话（三）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视听说（俄）（一）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视听说（俄）（二）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视听说（俄）（三）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视听说（俄）（四）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视听说（俄）（五）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高级俄语 M L H H H L H L M H M L 

俄语写作 M L H H H L H L M H M L 

专业方向

必修课 

经贸应用文（俄） M L H H H L H M H H H H 

文学选读（俄） M L H H H L H L H H M L 

翻译理论与实践 
（俄译汉） 

M L H H H L H L M H M M 

翻译理论与实践 
（汉译俄） M L H H H L H L M H M M 

经贸文章选读

（俄） M L H H H L H M H H H H 

注：根据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支撑强度的含义是指该课

程覆盖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多寡，其中“H”至少覆盖 80%，“M”至少覆盖 50%，“L”至少覆盖 30%。表中教学环节

是指课程、实践环节、训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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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育人体系包括：军事理论及训练、实验（上机）模块、实习（实训）模块、论文（设计）

模块和科研创新实践活动模块；具体分布在教学环节和二课堂环节。 
1.  实践教学学分为 28 学分 

项目 总学分 

社会实践 

军政训练 2 

社会调查 2 

其他实践 1 

专业实习 
认知实习 1 

岗位实习 4 

实验课 
独立开设的实验课 

10 
课内实验 

劳动教育 2 

毕业论文 6 

合计 28 

注：（1） 学生必须完成学校要求的实践教学环节，取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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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由学院负责安排并考核。 

（3） 学生须在培养方案中完成共计 10 学分的实验课。 

（4） 学生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5） 学生必须取得 1 个讲座学分：参加不少于 5 次学院讲座活动，计 1 学分。 

（6） 学生出国实习可同时认定为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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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践 24 学时。学生在完成理论学时和第二课堂劳动教育课程后，获得学分。理论学时可在 INS218 − 劳动

法与社会保障法、INS364 − 劳动经济学、PAM338 − 劳动与社会保障学、LAW247 −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

法、学校开设的劳动教育 MOOC 课程中选修任意一门课程并获得学分。劳动实践部分应在第二课堂劳

动实践系列课程中修习完不少于 5 次课程，并在劳动实践系列项目群中完成总计不低于 24 学时的各类

活动。 

 

2.  实验课程列表 

开课学院 课程号 课程名 开课学期 学分（实验学分） 

外语学院 RUS330 媒体应用实训（俄）（一） 5 2（2） 

外语学院 RUS331 媒体应用实训（俄）（二） 6 2（2） 

外语学院 RUS332 虚拟仿真翻译实训（俄）（一） 6 2（2） 

外语学院 RUS333 虚拟仿真翻译实训（俄）（二） 7 2（2） 

外语学院 RUS415 经贸谈判（俄） 7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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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俄语专业教学计划表（2023 年）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基础

必修课 

RUS103 视听说（俄）（一） 32 2 1   

RUS104 基础俄语（一） 224 14 1  

RUS107 基础俄语（二） 160 10 2   

RUS108 俄语会话（一） 32 2 2   

RUS203 视听说（俄）（二） 32 2 2   

RUS204 视听说（俄）（三） 32 2 3   

RUS216 基础俄语（三） 160 10 3   

RUS218 俄语会话（二） 32 2 3   

RUS217 基础俄语（四） 160 10 4   

RUS219 俄语会话（三） 32 2 4   

RUS303 视听说（俄）（四） 32 2 4   

RUS304 视听说（俄）（五） 32 2 5   

RUS320 高级俄语 96 6 5   

RUS313 俄语写作 32 2 7   

学科基础必修课合计 1088 68     

学科基础

选修课 

RUS106 俄语阅读（一） 32 2 2   

RUS221 俄语阅读（二） 32 2 3   

RUS238 俄罗斯商务环境 32 2 3   

RUS222 俄语阅读（三） 32 2 4   

RUS237 俄语语法 32 2 4   

RUS317 俄语阅读（四） 32 2 5   

RUS326 俄罗斯文学史 32 2 5   

RUS328 俄语词汇学 32 2 6  

RUS329 中俄经贸关系 32 2 6  

RUS444 跨文化交际（俄） 32 2 7   

学科基础选修课应选修 10 学分 

专业方向

必修课 

RUS334 经贸应用文（俄） 48 3 5   

RUS323 文学选读（俄） 64 4 6   

RUS335 经贸文章选读（俄） 48 3 6   

RUS401 翻译理论与实践（俄译汉） 32 2 6   

RUS405 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译俄） 32 2 7   

专业方向必修课合计 224 14   

实验课 

RUS330 媒体应用实训（俄）（一） 32 2 5  

RUS331 媒体应用实训（俄）（二） 32 2 6  

RUS332 虚拟仿真翻译实训（俄）（一） 32 2 6  

RUS333 虚拟仿真翻译实训（俄）（二） 32 2 7  

RUS415 经贸谈判（俄） 32 2 7  

 实验课合计 16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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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院 

意大利语专业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50238 
专业名称：意大利语 
所属学科：外国语言文学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具有扎实的外语基础和熟

练的外语技能，较强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创新精神，能从事国际商务、外交、外事、新闻、文化等

领域工作的，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复合型意大利语人才。 
学生毕业后经过五年的职业历练，能够通过主动学习、自我学习、终身学习来顺应社会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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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能够成长为工作单位的业务骨干或中层管理干部。 
 
本专业毕业预期达到以下目标： 
培养目标 1：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身心素质和专业素质。 
培养目标 2：系统掌握国际化的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知识，了解学科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培养目标 3：具有国际化视野、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跨文化交流能力，能胜任国际贸易、国际经

济合作及其他外事工作。 
培养目标 4：语音、语调标准，具备扎实的意大利语基本功，具备较强的意大利语听、说、读、

写、译等专业技能，掌握意大利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社会等知识。 
培养目标 5：具有良好的中文基础和第二外语（英语）基本应用能力，能够熟练使用计算机应

用技术。 
培养目标 6：掌握国际经济贸易基本理论和国际商务知识，熟悉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方

针政策及业务知识。 

二、学分要求 
1.  课程学分为 163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0 学分） 

核心通识课程 

“四史”教育与国家治理 

4 

文化传承与经典选读 

世界文明与全球视野 

文学修养与艺术鉴赏 

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 

选修通识课程 
美育 2 

文学与写作 不低于 2 学分 



433 

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0 学分） 选修通识课程 

文化与历史  

哲学与心理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劳动  

通修课程 
（59 学分） 

新生研讨课 
新生研讨课 1 

经济学专题 − 

政治理论与思想品德  19 

英语 
（18 学分） 

语言技能 不低于 10 学分 

其他  

体育与健康  4 

数学 C 类 4 

信息技术基础  2 

经管法基础 
（9 学分） 

经济类 不低于 2 学分 

管理类  

法学类  

国际组织类  

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  2 

专业课程 
（94 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 
必修课 62 

选修课 16 

专业方向课程  16 

 
2.  暑期学校课程 
要求修读不少于 2 门暑期学校课程 

三、学制与授予学位 
学制四年，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习年限，3 − 6 年内修满学分可以毕业。学生修满毕业所应取

得的最低总学分为 19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实践教学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后，发给毕业证书；

其中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四、毕业要求 
4.1 素质要求 
4.1.1 思想道德素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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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实现国家繁荣昌盛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遵守公民道德规范，遵

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遵守学校管理制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习惯。倡导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树立诚信意识，履约践诺，知行统一，培养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具备社会责

任感和人文关怀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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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身心素质。具有健康的体魄，体育达标。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较强的自我控制和自我

调节能力。 
4.1.3 科学文化素质。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素养；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素养和鉴赏能

力；对传统文化与历史有一定了解。 
4.1.4 专业素质。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具备扎实的意大利语基础知识，掌握意大利语听、说、

读、写、译的基本技能。 
4.2 知识要求 
4.2.1 基础知识。掌握意大利语语言知识、意大利文学知识、意大利国家国情知识。 
4.2.2 工具知识。熟练使用计算机；熟练运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进行专业文献检索、数据处理、

模型设计等；熟练使用专业数据库进行专业论文以及研究报告撰写。 
4.2.3 专业知识。牢固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在掌握意大利语基础知识

和意大利国家国情知识的基础上，掌握国际经济贸易基本理论和国际商务知识，熟悉我国对外贸易

和经济合作的方针、政策和业务知识。 
4.2.4 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知识。了解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的相关知识。 
4.3 能力要求 
4.3.1 通识能力 
具有良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从事业务工作的能力；具备较

强的英语阅读、听、说、写、译的能力；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主动

进行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了解相关专业知识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形成跨学科知

识结构。 
4.3.2 专业能力 
具备意大利语运用能力、文学赏析能力、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以及一定的研究能力，口译、

笔译正确流畅，能独立承担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合作及其他外事工作。 
4.3.3 创新创业能力 
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能够把握中国同意大利国家交往的新发展、新趋势，

具有专业敏感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国际竞争中敢于创新，善于创新。 
4.3.4 职业发展与社会能力 
拥有认识职业、收集信息、选择职业、自我分析、职业决策和设计职业发展的能力，并能对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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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具有运用已有知识经验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和意志做出推测和判断的社会认知能力；

具备在社会更好生存以及与社会达到和谐状态所需的社交能力、处事能力、人际关系能力以及用道

德规范约束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 

表 1.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支撑矩阵表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培养目标 6 

毕业要求 4.1.1 H L L L L L 

毕业要求 4.1.2 H L L L L L 

毕业要求 4.1.3 H H M H M M 

毕业要求 4.1.4 H H H H M H 

毕业要求 4.2.1 M H H H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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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培养目标 6 

毕业要求 4.2.2 L L M L H M 

毕业要求 4.2.3 M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2.4 L L H H M M 

毕业要求 4.3.1 M M L H H H 

毕业要求 4.3.2 M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3.3 L M H H M H 

毕业要求 4.3.4 M L L L L L 

注：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H 至少覆盖 80%，M 至

少覆盖 50%，L 至少覆盖 30%。 

五、主要课程102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学科基础 

ITA105 基础意大利语（一） 224 14 1 必修课 

ITA106 基础意大利语（二） 192 12 2 必修课 

ITA211 基础意大利语（三） 160 10 3 必修课 

ITA212 基础意大利语（四） 160 10 4 必修课 

ITA322 高级意大利语 64 4 5 必修课 

专业方向 

ITA302 经贸应用文（意） 64 4 5 必修课 

ITA317 文学选读（意） 64 4 6 必修课 

ITA401 翻译理论与实践（意译汉） 32 2 6 必修课 

ITA403 经贸文章选读（意） 64 4 7 必修课 

ITA404 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译意） 32 2 7 必修课 

实验课 ITA322 高级意大利语 32 2 5 必修课 

六、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表 2. 必修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矩阵 

课程性质 课程 
毕业要求 4.1 毕业要求 4.2 毕业要求 4.3 

1 − 1 1 − 2 1 − 3 1 − 4 2 − 1 2 − 2 2 − 3 2 − 4 3 − 1 3 − 2 3 − 3 3 − 4 

学科基础

必修课 

基础意大利语（一）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基础意大利语（二）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基础意大利语（三）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基础意大利语（四）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102《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办法》要求以下主要课程平均绩点达到 2.00 方可授予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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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性质 课程 
毕业要求 4.1 毕业要求 4.2 毕业要求 4.3 

1 − 1 1 − 2 1 − 3 1 − 4 2 − 1 2 − 2 2 − 3 2 − 4 3 − 1 3 − 2 3 − 3 3 − 4 

学科基础

必修课 

意大利语会话（一）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意大利语会话（二）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意大利语会话（三）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视听说（意）（一）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视听说（意）（二）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视听说（意）（三）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高级意大利语 M L H H H L H L M H M L 

意大利语写作 M L H H H L H L M H M L 

专业方向

必修课 

经贸应用文（意） M L H H H L H M H H H H 

文学选读（意） M L H H H L H L H H M L 

翻译理论与实践（意译汉） M L H H H L H L M H M M 

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译意） M L H H H L H L M H M M 

经贸文章选读（意） M L H H H L H M H H H H 

实验课 

高级意大利语 M L H H H L H H H H H H 

媒体应用实训（意） M M H H H L H H H H H H 

经贸谈判（意） M L H H H L H H H H H H 

虚拟仿真翻译实训（意） M L H H H L H H H H H H 

注：根据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支撑强度的含义是指该课

程覆盖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多寡，其中“H”至少覆盖 80%，“M”至少覆盖 50%，“L”至少覆盖 30%。表中教学环节

是指课程、实践环节、训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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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和科研创新实践活动模块；具体分布在教学环节和二课堂环节。 
1.  实践教学学分为 28 学分 

 
项目 总学分 

社会实践 

军政训练 2 

社会调查 2 

其他实践 1 

专业实习 
认知实习 1 

岗位实习 4 

实验课 
独立开设的实验课 

10 
课内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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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总学分 

劳动教育 2 

毕业论文 6 

合计 28 

注：（1）学生必须完成学校要求的实践教学环节，取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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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由学院负责安排并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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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学生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5） 学生必须取得 1 个讲座学分：参加不少于 5 次学院讲座活动，计 1 学分。 

（6） 学生出国实习可同时认定为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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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践 24 学时。学生在完成理论学时和第二课堂劳动教育课程后，获得学分。理论学时可在 INS218 − 劳动

法与社会保障法、INS364 − 劳动经济学、PAM338 − 劳动与社会保障学、LAW247 −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

法、学校开设的劳动教育 MOOC 课程中选修任意一门课程并获得学分。劳动实践部分应在第二课堂劳

动实践系列课程中修习完不少于 5 次课程，并在劳动实践系列项目群中完成总计不低于 24 学时的各类

活动。 

2.  实验课程列表 
 

开课学院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开课学期 学分（实验学分） 

外语学院 ITA322 高级意大利语 5 6（2） 

外语学院 ITA324 媒体应用实训（意） 6 4（4） 

外语学院 ITA408 经贸谈判（意） 6 2（2） 

外语学院 ITA412 虚拟仿真翻译实训（意） 7 4（4） 

八、意大利语专业教学计划表（2023 年）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基础必修课 

ITA103 视听说（意）（一） 32 2 1   

ITA105 基础意大利语（一） 224 14 1  

ITA104 视听说（意）（二） 32 2 2  

ITA106 基础意大利语（二） 160 10 2   

ITA107 意大利语会话（一） 32 2 2   

ITA203 视听说（意）（三） 32 2 3   

ITA211 基础意大利语（三） 160 10 3  

ITA213 意大利语会话（二） 32 2 3  

ITA212 基础意大利语（四） 160 10 4   

ITA214 意大利语会话（三） 3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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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基础必修课 

ITA322 高级意大利语 64 4 5   

ITA314 意大利语写作 32 2 7   

学科基础必修课合计 992 62     

学科基础选修课 

ITA207 意大利语阅读（一） 32 2 3   

ITA204 视听说（意）（四） 32 2 4  

ITA208 意大利语阅读（二） 32 2 5   

ITA305 视听说（意）（五） 32 2 5   

ITA323 意大利国情与历史专题 64 4 5  

ITA325 意大利语语言学 32 2 6   

ITA326 意大利文化与艺术专题 32 2 6   

ITA308 视听说（意）（六） 32 2 7   

学科基础选修课应选修 16 学分 

专业方向必修课 

ITA302 经贸应用文（意） 64 4 5  

ITA317 文学选读（意） 64 4 6  

ITA401 翻译理论与实践（意译汉） 32 2 6  

ITA403 经贸文章选读（意） 64 4 7  

ITA404 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译意） 32 2 7  

专业方向必修课合计 256 16    

实验课 

ITA322 高级意大利语 32 2 5   

ITA324 媒体应用实训（意） 64 4 6  

ITA408 经贸谈判（意） 32 2 6   

ITA412 虚拟仿真翻译实训（意） 32 2 7   

实验课合计 16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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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院 

意大利语专业（企业管理班）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50238 
专业名称：意大利语 
所属学科：外国语言文学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具有扎实的外语基础和熟

练的外语技能，较强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创新精神，能从事国际商务、外交、外事、新闻、文化等

领域工作的，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复合型意大利语人才。 
学生毕业后经过五年的职业历练，能够通过主动学习、自我学习、终身学习来顺应社会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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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能够成长为工作单位的业务骨干或中层管理干部。 
 
本专业毕业预期达到以下目标： 
培养目标 1：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身心素质和专业素质。 
培养目标 2：系统掌握国际化的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知识，了解学科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培养目标 3：具有国际化视野、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跨文化交流能力，能胜任国际贸易、国际经

济合作及其他外事工作。 
培养目标 4：语音、语调标准，具备扎实的意大利语基本功，具备较强的意大利语听、说、读、

写、译等专业技能，掌握意大利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社会等知识。 
培养目标 5：具有良好的中文基础和第二外语（英语）基本应用能力，能够熟练使用计算机应

用技术。 
培养目标 6：掌握国际经济贸易基本理论和国际商务知识，熟悉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方

针政策及业务知识。 

二、学分要求 
1.  课程学分为 163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0 学分） 

核心通识课程 

“四史”教育与国家治理 

4 

文化传承与经典选读 

世界文明与全球视野 

文学修养与艺术鉴赏 

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 

选修通识课程 

美育 2 

文学与写作 不低于 2 学分 

文化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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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0 学分） 选修通识课程 

哲学与心理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劳动  

通修课程 
（59 学分） 

新生研讨课 
新生研讨课 1 

经济学专题 − 

政治理论与思想品德  19 

英语 
（18 学分） 

语言技能 不低于 10 学分 

其他  

体育与健康  4 

数学 C 类 4 

信息技术基础  2 

经管法基础 
（9 学分） 

经济类 不低于 2 学分 

管理类  

法学类  

国际组织类  

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  2 

专业课程 
（94 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 
必修课 60 

选修课 16 

专业方向课程  18 

 
2.  暑期学校课程 
要求修读不少于 2 门暑期学校课程 

三、学制与授予学位 
学制四年，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习年限，3 − 6 年内修满学分可以毕业。学生修满毕业所应取

得的最低总学分为 19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实践教学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后，发给毕业证书；

其中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四、毕业要求 
4.1 素质要求 
4.1.1 思想道德素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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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实现国家繁荣昌盛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遵守公民道德规范，遵

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遵守学校管理制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习惯。倡导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树立诚信意识，履约践诺，知行统一，培养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具备社会责

任感和人文关怀意识。 
4.1.2 身心素质。具有健康的体魄，体育达标。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较强的自我控制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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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能力。 
4.1.3 科学文化素质。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素养；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素养和鉴赏能

力；对传统文化与历史有一定了解。 
4.1.4 专业素质。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具备扎实的意大利语基础知识，掌握意大利语语听、

说、读、写、译的基本技能。 
4.2 知识要求 
4.2.1 基础知识。掌握意大利语语语言知识、意大利文学知识、意大利国家国情知识。 
4.2.2 工具知识。熟练使用计算机；熟练运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进行专业文献检索、数据处理、

模型设计等；熟练使用专业数据库进行专业论文以及研究报告撰写。 
4.2.3 专业知识。牢固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在掌握意大利语基础知识

和意大利国家国情知识的基础上，掌握国际经济贸易基本理论和国际商务知识，熟悉我国对外贸易

和经济合作的方针、政策和业务知识。 
4.2.4 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知识。了解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的相关知识。 
4.3 能力要求 
4.3.1 通识能力 
具有良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从事业务工作的能力；具备较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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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和终身学习。了解相关专业知识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形成跨学科知识结构。 
4.3.2 专业能力 
具备意大利语运用能力、文学赏析能力、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以及一定的研究能力，口译、

笔译正确流畅，能独立承担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合作及其他外事工作。 
4.3.3 创新创业能力 
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能够把握中国同意大利国家交往的新发展、新趋势，

具有专业敏感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国际竞争中敢于创新，善于创新。 
4.3.4 职业发展与社会能力 
拥有认识职业、收集信息、选择职业、自我分析、职业决策和设计职业发展的能力，并能对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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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具有运用已有知识经验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和意志做出推测和判断的社会认知能力；

具备在社会更好生存以及与社会达到和谐状态所需的社交能力、处事能力、人际关系能力以及用道

德规范约束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 

表 1.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支撑矩阵表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培养目标 6 

毕业要求 4.1.1 H L L L L L 

毕业要求 4.1.2 H L L L L L 

毕业要求 4.1.3 H H M H M M 

毕业要求 4.1.4 H H H H M H 

毕业要求 4.2.1 M H H H M L 

毕业要求 4.2.2 L L M L H M 

毕业要求 4.2.3 M H H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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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培养目标 6 

毕业要求 4.2.4 L L H H M M 

毕业要求 4.3.1 M M L H H H 

毕业要求 4.3.2 M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3.3 L M H H M H 

毕业要求 4.3.4 M L L L L L 

注：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H 至少覆盖 80%，M 至

少覆盖 50%，L 至少覆盖 30%。 

五、主要课程103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学科基础 

ITA105  基础意大利语（一） 224 14 1 必修课 

ITA106 基础意大利语（二） 192 12 2 必修课 

ITA211 基础意大利语（三） 160 10 3 必修课 

ITA212  基础意大利语（四） 160 10 4 必修课 

ITA321 意大利语精读 32 2 5 必修课 

专业方向 

ITA302 经贸应用文（意） 64 4 5 必修课 

ITA317 文学选读（意） 64 4 6 必修课 

ITA320 意大利企业经济入门 32 2 6 必修课 

ITA401 翻译理论与实践（意译汉） 32 2 6 必修课 

ITA403 经贸文章选读（意） 64 4 7 必修课 

ITA404 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译意） 32 2 7 必修课 

实验课 ITA322 高级意大利语 32 2 5 必修课  

六、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表 2. 必修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矩阵 

课程性质 课程 
毕业要求 4.1 毕业要求 4.2 毕业要求 4.3 

1 − 1 1 − 2 1 − 3 1 − 4 2 − 1 2 − 2 2 − 3 2 − 4 3 − 1 3 − 2 3 − 3 3 − 4 

学科基础

必修课程 

基础意大利语（一）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基础意大利语（二）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基础意大利语（三）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基础意大利语（四）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意大利语会话（一）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103《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办法》要求以下主要课程平均绩点达到 2.00 方可授予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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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性质 课程 
毕业要求 4.1 毕业要求 4.2 毕业要求 4.3 

1 − 1 1 − 2 1 − 3 1 − 4 2 − 1 2 − 2 2 − 3 2 − 4 3 − 1 3 − 2 3 − 3 3 − 4 

学科基础

必修课程 

意大利语会话（二）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意大利语会话（三）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视听说（意）（一）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视听说（意）（二）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视听说（意）（三）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意大利语精读 M L H H H L H L M H M L 

专业方向

必修课程 

经贸应用文（意） M L H H H L H M H H H H 

文学选读（意） M L H H H L H L H H M L 

翻译理论与实践（意译汉） M L H H H L H L M H M M 

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译意） M L H H H L H L M H M M 

经贸文章选读（意） M L H H H L H M H H H H 

意大利企业经济入门 M L H H H L H M H H H H 

实验课 

高级意大利语 M L H H H L H H H H H H 

媒体应用实训（意） M M H H H L H H H H H H 

经贸谈判（意） M L H H H L H H H H H H 

虚拟仿真翻译实训（意） M L H H H L H H H H H H 

注：根据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支撑强度的含义是指该课

程覆盖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多寡，其中“H”至少覆盖 80%，“M”至少覆盖 50%，“L”至少覆盖 30%。表中教学环节

是指课程、实践环节、训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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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和科研创新实践活动模块；具体分布在教学环节和二课堂环节。 
1.  实践教学学分为 28 学分 

 
项目 总学分 

社会实践 

军政训练 2 

社会调查 2 

其他实践 1 

专业实习 
认知实习 1 

岗位实习 4 

实验课 
独立开设的实验课 

10 
课内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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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总学分 

劳动教育 2 

毕业论文 6 

合计 28 

注：（1）学生必须完成学校要求的实践教学环节，取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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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由学院负责安排并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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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学生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5） 学生必须取得 1 个讲座学分：参加不少于 5 次学院讲座活动，计 1 学分。 

（6） 学生出国实习可同时认定为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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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践 24 学时。学生在完成理论学时和第二课堂劳动教育课程后，获得学分。理论学时可在 INS218 − 劳动法

与社会保障法、INS364 − 劳动经济学、PAM338 − 劳动与社会保障学、LAW247 −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学

校开设的劳动教育 MOOC 课程中选修任意一门课程并获得学分。劳动实践部分应在第二课堂劳动实践系

列课程中修习完不少于 5 次课程，并在劳动实践系列项目群中完成总计不低于 24 学时的各类活动。 

2.  实验课程列表 
 

开课学院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开课学期 学分（实验学分） 

外语学院 ITA322 高级意大利语 5 6（2） 

外语学院 ITA324 媒体应用实训（意） 6 4（4） 

外语学院 ITA408 经贸谈判（意） 6 2（2） 

外语学院 ITA412 虚拟仿真翻译实训（意） 7 4（4） 

八、意大利语专业（企业管理班）教学计划表（2023 年）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 
基础 
必修课 

ITA103 视听说（意）（一） 32 2 1   

ITA105 基础意大利语（一） 224 14 1   

ITA104 视听说（意）（二） 32 2 2   

ITA106 基础意大利语（二） 160 10 2   

ITA107 意大利语会话（一） 32 2 2   

ITA203 视听说（意）（三） 32 2 3   

ITA211 基础意大利语（三） 160 10 3   

ITA213 意大利语会话（二） 32 2 3   

ITA212 基础意大利语（四） 160 10 4   

ITA214 意大利语会话（三） 32 2 4   

ITA322 高级意大利语 32 4 5   

学科基础必修课合计 96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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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 
基础 
选修课 

ITA207 意大利语阅读（一） 32 2 3   

ACC212 财务会计 48 3 4   

ITA204 视听说（意）（四） 32 2 4   

ITA208 意大利语阅读（二） 32 2 4   

ITR303 国际贸易实务 48 3 5   

ITA305 视听说（意）（五） 32 2 5   

ITA323 意大利国情与历史专题 32 2 5   

MKT206 营销学原理 32 2 5   

ITA326 意大利文化与艺术专题 32 2 6   

LAW407 国际商法 64 4 6   

ITA308 视听说（意）（六） 32 2 7   

学科基础选修课应选修 16 学分 

专业 
方向 
必修课 

ITA302 经贸应用文（意） 64 4 5   

ITA317 文学选读（意） 64 4 6   

ITA320 意大利企业经济入门 32 2 6   

ITA401 翻译理论与实践（意译汉） 32 2 6   

ITA403 经贸文章选读（意） 64 4 7  

ITA404 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译意） 32 2 7   

专业方向必修课合计 288 18     

计划外

课程 

ITA410 市场营销（意） 32 2 7   

ITA411 企业管理基础（意） 32 2 8   

计划外课程合计 64 4     

实验课 

ITA322 高级意大利语 32 2 5  

ITA324 媒体应用实训（意） 64 4 6  

ITA408 经贸谈判（意） 32 2 6  

ITA412 虚拟仿真翻译实训（意） 32 2 7  

实验课合计 16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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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院 

德语专业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50203 
专业名称：德语 
所属学科：外国语言文学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国家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需要，

具有扎实的德语基础和熟练的德语技能、较强的文化差异包容性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学术研究能力

和创新精神，能从事国际商务、外事、新闻、文化等领域工作的，具有国际视野、团队合作和创新

精神的高素质复合型德语人才。 
学生毕业后经过五年的职业历练，能够通过主动学习、自我学习、终身学习来顺应社会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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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能够成长为工作单位的业务骨干或中层管理干部。 
 
本专业毕业预期达到以下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 1：具备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心理、过硬的政治思想素质、优秀的个人品德、高度的

社会责任感，具备人文底蕴、科学钻研精神、不断求索创新能力、团队合作精神； 
培养目标 2：掌握扎实的德语语言知识和熟练的听、说、读、写、译技能，具备自主学习、自

我管理能力，能独立承担国际经贸、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口、笔译等专业相关工作； 
培养目标 3：掌握德语对象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文学、历史等国情、社情知识，具

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包容差异的心态、跨文化沟通意识及分析解决跨文化问题的能力； 
培养目标 4：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学术研究方法，能够发现、提出、分析和评价本专业领域

的现象和问题，了解本专业及相关领域研究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 
培养目标 5：具备扎实的中文语言文化功底、逻辑思考和写作能力；掌握第二外语（英语）听、

说、读、写、译技能，掌握计算机基础知识及重要应用软件的使用技能； 
培养目标 6：具备职业规划与实施能力；掌握国际经济贸易基本理论和国际商务知识，熟悉我

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基本方针政策及相关业务知识，在职业规划过程中能将德语专业知识与诸

如国际经济贸易、企业管理等专业知识有机结合。 

二、学分要求 
1.  课程学分要求：165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0 学分） 核心通识课程 

“四史”教育与国家治理 

4 

文化传承与经典选读 

世界文明与全球视野 

文学修养与艺术鉴赏 

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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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0 学分） 选修通识课程 

美育 2 

文学与写作 不低于 2 学分 

文化与历史  

哲学与心理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劳动  

通修课程 
（59 学分） 

新生研讨课 
新生研讨课 1 

经济学专题 − 

政治理论与思想品德  19 

英语 
（18 学分） 

语言技能 不低于 10 学分 

其他  

体育与健康  4 

数学 C 类 4  

信息技术基础  2 

经管法基础 
（9 学分） 

经济类 不低于 2 学分 

管理类  

法学类  

国际组织类  

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  2 

专业课程 
（96 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 
必修课 62 

选修课 20 

专业方向课程 必修课 14 

 
2.  暑期学校课程： 
要求修读不少于 2 门暑期学校课程。 

三、学制与授予学位 
学制四年，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习年限，3 − 6 年内修满学分可以毕业。学生修满毕业所应取

得的最低总学分为 193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实践教学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后，发给毕业证书；

其中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四、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 1：身心素质与思想道德品质：体魄强健、心理健康，具有良好的自我组织、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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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能力；遵纪守法，爱党爱国，诚信做人，知行合一，懂得换位思考，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

具有人文底蕴、科学精神、人文关怀、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政治素质过硬，确立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繁荣昌盛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关心国情、社情、民

情，实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毕业要求 2：专业知识学习与实践运用能力：掌握扎实的德语语言知识和熟练的听、说、读、

写、译技能，语音语调纯正，德汉双向口译、笔译、德语口头表达及书面写作语言流畅、思维逻辑

清晰；习得较强的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能独立承担外事、国际商贸、跨文化交流等领域的相

关工作； 
毕业要求 3：对象国知识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熟练掌握德语对象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

历史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具有广阔的知识面、开阔的国际视野，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

和多样性，具备较强的跨文化沟通意识，能运用习得的专业知识解决学习工作方面遇到的跨文化交

际问题； 
毕业要求 4：学术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能力：掌握德语语言文学专业各研究方向过硬的基础知

识，掌握必备的学术研究方法，能用学术研究方法发现、提出、分析和解决与专业相关学术问题；

习得缜密的逻辑思维、分析批判和学术创新能力，并有解决学术研究过程中遇到的理论、实际问题

的能力； 
毕业要求 5：中国语言文化素养与工具运用能力：具备扎实的中文语言功底，深入理解我国传

统文化，具备较强的中文写作能力和中国文化传播意识；具备第二外语（英语等）听、说、读、写、

译的基本技能；熟练掌握计算机等信息技术工具的应用，能将其熟练运用于专业文献检索、数据处

理、专业论文、学术论文及研究报告的撰写过程中； 
毕业要求 6：自主职业规划、实施及职业创新能力：掌握认识职业、收集信息、选择职业、自

我分析、职业决策和设计职业发展的能力，能对短期和长期的职业生涯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能针

对职业规划发展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具备适应职业未来发展需求的能力；在职业规划和职业创新

过程中能灵活地以国家社会和市场需求为导向，将德语专业知识与诸如国际经济贸易、企业管理等

其他专业知识有机结合。 

表 1.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支撑矩阵表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培养目标 6 

毕业要求 1 H M L L M H 

毕业要求 2 M H M L M L  

毕业要求 3 M H H H M M 

毕业要求 4 M H H H M H 

毕业要求 5 H H H H H L 

毕业要求 6 H M M M H H 

注：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H 至少覆盖 80%，M 至

少覆盖 50%，L 至少覆盖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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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课程104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学科基础 

GER101  基础德语（一） 224  14  1  必修课  

GER102  基础德语（二） 224  14  2  必修课  

GER219  基础德语（三） 160  10  3  必修课  

GER220  基础德语（四） 160  10  4  必修课  

GER103  德语听说（一） 32  2  1  必修课  

GER104  德语听说（二） 32  2  2  必修课  

GER214  德语写作（一） 32  2  4  必修课  

GER218  德语写作（二） 32  2  5  必修课  

GER339  高级德语 96  6  5  必修课  

专业方向 GER337 文学选读（德） 64 4 6 必修课  

六、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表 2. 必修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矩阵 

类别 课程名称 
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毕业要求 1 毕业要求 2 毕业要求 3 毕业要求 4 毕业要求 5 毕业要求 6 

学科基

础必修

课程 

基础德语（一） L H H H L M 

基础德语（二） L H H H L M 

基础德语（三） M H H H L M 

基础德语（四） M H H H L M 

德语听说（一） M H H H L M 

德语听说（二） M H H H L M 

德语写作（一） M H H H M M 

德语写作（二） M H H H M M 

高级德语 M H H H M M 

专业方

向必修

课程 

德汉双向笔译（一） M H H H L H 

德汉双向口译 L H H H L M 

经济德语（一） M H H H L H 

对外贸易（德） L H H H L H 

文学选读（德） L H H H M M 

经济德语（二） L H H H M H 

                                                        
10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办法》要求以下主要课程平均绩点达到 2.00 方可授予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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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名称 
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毕业要求 1 毕业要求 2 毕业要求 3 毕业要求 4 毕业要求 5 毕业要求 6 

实验课 

德语国家国情探识 M H H H L L 

德语诗歌诵读与赏析 M H H H H L 

中国文化传播（德） M H H H H H 

学术写作工作坊 L H H H H H 

注：根据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支撑强度的含义是指该课

程覆盖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多寡，其中“H”至少覆盖 80%，“M”至少覆盖 50%，“L”至少覆盖 30%。表中教学环节

是指课程、实践环节、训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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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和科研创新实践活动模块；具体分布在教学环节和二课堂环节。 
1.  实践教学学分为 28 学分 

 
项目 总学分 

社会实践 

军政训练 2 

社会调查 2 

其他实践 1 

专业实习 
认知实习 1 

岗位实习 4 

实验课 
独立开设的实验课 

10 
课内实验 

劳动教育 2 

毕业论文 6 

合计 28 

注：（1）学生必须完成学校要求的实践教学环节，取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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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由学院负责安排并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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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学生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5） 学生必须取得 1 个讲座学分：参加不少于 5 次学院讲座活动，计 1 学分。 

（6） 学生出国实习可同时认定为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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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践 24 学时。学生在完成理论学时和第二课堂劳动教育课程后，获得学分。理论学时可在 INS218 − 劳动

法与社会保障法、INS364 − 劳动经济学、PAM338 − 劳动与社会保障学、LAW247 −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

法、学校开设的劳动教育 MOOC 课程中选修任意一门课程并获得学分。劳动实践部分应在第二课堂劳

动实践系列课程中修习完不少于 5 次课程，并在劳动实践系列项目群中完成总计不低于 24 学时的各类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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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课程列表 
 

开课学院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开课学期 学分（实验学分） 

外语学院 GER222 德语国家国情探识 3 2（2） 

外语学院 GER221 德语诗歌诵读与赏析 4 3（3） 

外语学院 GER353 中国文化传播（德） 6 3（3） 

外语学院 GER474 学术写作工作坊 7 2（2） 

八、德语专业教学计划表（2023 年）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基础必修课 

GER101 基础德语（一） 224 14 1  

GER103 德语听说（一） 32 2 1  

GER102 基础德语（二） 224 14 2  

GER104 德语听说（二） 32 2 2  

GER219 基础德语（三） 160 10 3  

GER214 德语写作（一） 32 2 4  

GER220 基础德语（四） 160 10 4  

GER218 德语写作（二） 32 2 5  

GER339 高级德语 96 6 5  

学科基础必修课合计 992 62   

学科基础选修课 

GER212 视听说（德）（一） 32 2 3  

GER213 德语阅读（一） 32 2 3  

GER216 视听说（德）（二） 32 2 4  

GER217 德语阅读（二） 32 2 4  

GER332 视听说（德）（三） 32 2 5  

GER347 跨文化管理（德） 32 2 5  

GER352 报刊选读（德） 32 2 5  

GER318 口语表达技巧（德） 32 2 6  

GER324 德汉双向笔译（二） 32 2 6  

GER327 语言学基础知识（德） 32 2 6  

GER335 视听说（德）（四） 32 2 6  

GER342 谈判管理（德） 32 2 6  

GER346 企业管理入门（德） 32 2 6  

GER458 德国文化（德） 32 2 6  

学科基础选修课应选修 20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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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专业方向必修课 

GER323 德汉双向笔译（一） 32 2 5  

GER345 德汉双向口译 32 2 5  

GER305 经济德语（一） 32 2 6  

GER337 文学选读（德） 64 4 6  

GER343 对外贸易（德） 32 2 6  

GER306 经济德语（二） 32 2 7  

专业方向必修课合计 224 14   

实验课 

GER222 德语国家国情探识 32 2 3  

GER221 德语诗歌诵读与赏析 48 3 4  

GER353 中国文化传播（德） 48 3 6  

GER474 学术写作工作坊 32 2 7  

实验课合计 16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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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院 

德语专业（企业管理方向）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50203 
专业名称：德语 
所属学科：外国语言文学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国家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需要，

具有扎实的德语基础和熟练的德语技能、较强的文化差异包容性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学术研究能力

和创新精神，能从事国际商务、外事、新闻、文化等领域工作的，具有国际视野、团队合作和创新

精神的高素质复合型德语人才。 
学生毕业后经过五年的职业历练，能够通过主动学习、自我学习、终身学习来顺应社会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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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能够成长为工作单位的业务骨干或中层管理干部。 
 
本专业毕业预期达到以下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 1：具备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心理、过硬的政治思想素质、优秀的个人品德、高度的

社会责任感，具备人文底蕴、科学钻研精神、不断求索创新能力、团队合作精神； 
培养目标 2：掌握扎实的德语语言知识和熟练的听、说、读、写、译技能，具备自主学习、自

我管理能力，能独立承担国际经贸、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口、笔译等专业相关工作； 
培养目标 3：掌握德语对象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文学、历史等国情、社情知识，具

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包容差异的心态、跨文化沟通意识及分析解决跨文化问题的能力； 
培养目标 4：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学术研究方法，能够发现、提出、分析和评价本专业领域

的现象和问题，了解本专业及相关领域研究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 
培养目标 5：具备扎实的中文语言文化功底、逻辑思考和写作能力；掌握第二外语（英语）听、

说、读、写、译技能，掌握计算机基础知识及重要应用软件的使用技能； 
培养目标 6：具备职业规划、应变与实施能力；掌握国际经济贸易基本理论和国际商务知识，

熟悉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基本方针政策及相关业务知识，在职业规划过程中能将德语专业知

识与诸如国际经济贸易、企业管理等专业知识有机结合。 

二、学分要求 
1.  课程学分要求：171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0 学分） 核心通识课程 

“四史”教育与国家治理 

4 

文化传承与经典选读 

世界文明与全球视野 

文学修养与艺术鉴赏 

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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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0 学分） 选修通识课程 

美育 2 

文学与写作 不低于 2 学分 

文化与历史  

哲学与心理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劳动  

通修课程 
（65 学分） 

新生研讨课 
新生研讨课 1 

经济学专题 − 

政治理论与思想品德  19 

英语 
（18 学分） 

语言技能 不低于 10 学分 

其他  

体育与健康  4 

数学 C 类 4 

信息技术基础  2 

经管法基础 
（15 学分） 

经济类 不低于 2 学分 

管理类  

法学类  

国际组织类  

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  2 

专业课程 
（96 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 
必修课 62 

选修课 20 

专业方向课程  14 

 
2.  暑期学校课程： 
要求修读不少于 2 门暑期学校课程。 

三、学制与授予学位 
学制四年，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习年限，3 − 6 年内修满学分可以毕业。学生修满毕业所应取

得的最低总学分为 199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实践教学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后，发给毕业证书；

其中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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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 1：身心素质与思想道德品质：体魄强健、心理健康，具有良好的自我组织、管理和

调节能力；遵纪守法，爱党爱国，诚信做人，知行合一，懂得换位思考，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

具有人文底蕴、科学精神、人文关怀、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政治素质过硬，确立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繁荣昌盛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关心国情、社情、民

情，实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毕业要求 2：专业知识学习与实践运用能力：掌握扎实的德语语言知识和熟练的听、说、读、

写、译技能，语音、语调正确，口译、笔译、德语口头表达及书面写作语言流畅、思维逻辑清晰；

习得较强的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能独立承担外事、商务谈判、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口、笔译及

相关工作； 
毕业要求 3：对象国知识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熟练掌握德语对象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

历史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具有广阔的知识面、开阔的国际视野，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

和多样性，具备较强的跨文化沟通意识，能运用习得的专业知识解决学习工作方面遇到的跨文化交

际问题； 
毕业要求 4：学术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能力：掌握德语语言文学专业各研究方向过硬的基础知

识，掌握必备的学术研究方法，能用学术研究方法发现、提出、分析和解决与专业相关学术问题；

习得缜密的逻辑思维、分析批判和学术创新能力，并有解决学术研究过程中遇到的理论、实际问题

的能力； 
毕业要求 5：中国语言文化素养与工具运用能力：具备扎实的中文语言功底，深入理解我国传

统文化，具备较强的中文写作能力；具备第二外语（英语）听、说、读、写、译的基本技能；熟练

掌握计算机等信息技术工具的应用，能将其熟练运用于专业文献检索、数据处理、专业论文及研究

报告的撰写过程中； 
毕业要求 6：自主职业规划、实施及融合创新能力：掌握认识职业、收集信息、选择职业、自

我分析、职业决策和设计职业发展的能力，能对职业生涯进行合理科学的规划；能针对职业规划发

展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具备适应职业未来发展需求的能力；在职业规划和职业创新过程中能灵活

地以国家社会和市场需求为导向，将德语专业知识与诸如国际经济贸易、企业管理等其他专业知识

有机结合。 

表 1.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支撑矩阵表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培养目标 6 

毕业要求 1 H M L L M H 

毕业要求 2 M H M L M L  

毕业要求 3 M H H H M M 

毕业要求 4 M H H H M H 

毕业要求 5 H H H H H L 

毕业要求 6 H M M M H H 

注：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H 至少覆盖 80%，M 至

少覆盖 50%，L 至少覆盖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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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课程105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学科基础 

GER101  基础德语（一） 224  14  1  必修课  

GER102  基础德语（二） 224  14  2  必修课  

GER219  基础德语（三） 160  10  3  必修课  

GER220  基础德语（四） 160  10  4  必修课  

GER103  德语听说（一） 32  2  1  必修课  

GER104  德语听说（二） 32  2  2  必修课  

GER214  德语写作（一） 32  2  4  必修课  

GER218  德语写作（二） 32  2  5  必修课  

GER339  高级德语  96  6  5  必修课  

专业方向 GER346 企业管理入门（德） 32 2 6 必修课 

六、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表 2. 必修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矩阵 

类别 课程名称 
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毕业要求 1 毕业要求 2 毕业要求 3 毕业要求 4 毕业要求 5 毕业要求 6 

学科基础

必修课程 

基础德语（一） L H H H L M 

基础德语（二） L H H H L M 

基础德语（三） M H H H L M 

基础德语（四） M H H H L M 

德语听说（一） M H H H L M 

德语听说（二） M H H H L M 

德语写作（一） M H H H M M 

德语写作（二） M H H H M M 

高级德语 M H H H M M 

专业方向

必修课程 

德国经济政策 L H H H  L H 

企业管理入门（德） M H H H M H 

经济德语（一） L H H H L H 

对外贸易（德） L H H H L H 

德国法律制度 M H H H L H 

经济德语（二） L H H H L H 

市场营销（德） M H H H M H 

                                                        
105《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办法》要求以下主要课程平均绩点达到 2.00 方可授予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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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名称 
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毕业要求 1 毕业要求 2 毕业要求 3 毕业要求 4 毕业要求 5 毕业要求 6 

实验课 

德语国家国情探识 M H H H L L 

德语诗歌诵读与赏析 M H H H H L 

中国文化传播（德） M H H H H H 

学术写作工作坊 L H H H H H 

注：根据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支撑强度的含义是指该课

程覆盖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多寡，其中“H”至少覆盖 80%，“M”至少覆盖 50%，“L”至少覆盖 30%。表中教学环节

是指课程、实践环节、训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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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和科研创新实践活动模块；具体分布在教学环节和二课堂环节。 
1.  实践教学学分为 28 学分 

 
项目 总学分 

社会实践 

军政训练 2 

社会调查 2 

其他实践 1 

专业实习 
认知实习 1 

岗位实习 4 

实验课 
独立开设的实验课 

10 
课内实验 

劳动教育 2 

毕业论文 6 

合计 28 

注：（1）学生必须完成学校要求的实践教学环节，取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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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由学院负责安排并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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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学生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5） 学生必须取得 1 个讲座学分：参加不少于 5 次学院讲座活动，计 1 学分。 

（6） 学生出国实习可同时认定为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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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践 24 学时。学生在完成理论学时和第二课堂劳动教育课程后，获得学分。理论学时可在 INS218 − 劳动

法与社会保障法、INS364 − 劳动经济学、PAM338 − 劳动与社会保障学、LAW247 −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

法、学校开设的劳动教育 MOOC 课程中选修任意一门课程并获得学分。劳动实践部分应在第二课堂劳

动实践系列课程中修习完不少于 5 次课程，并在劳动实践系列项目群中完成总计不低于 24 学时的各类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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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课程列表 
 

开课学院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开课学期 学分（实验学分） 

外语学院 GER222 德语国家国情探识 3 2（2） 

外语学院 GER221 德语诗歌诵读与赏析 4 3（3） 

外语学院 GER353 中国文化传播（德） 6 3（3） 

外语学院 GER474 学术写作工作坊 7 2（2） 

八、德语专业（企业管理方向）教学计划表（2023 年）106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 
基础 
必修课 

GER101 基础德语（一） 224 14 1  

GER103 德语听说（一） 32 2 1  

GER102 基础德语（二） 224 14 2  

GER104 德语听说（二） 32 2 2  

GER219 基础德语（三） 160 10 3  

GER214 德语写作（一） 32 2 4  

GER220 基础德语（四） 160 10 4  

GER218 德语写作（二） 32 2 5  

GER339 高级德语 96 6 5  

学科基础必修课合计 992 62   

学科 
基础 
选修课 

ECON108 经济学导论 32 2 1  

CMP135 商务数据处理与分析 32 2 1 − 2  

ACC212 财务会计*** 48 3 2 − 3  

ADM427 公共管理学 48 3 3  

CMP206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64 4 3  

GER212 视听说（德）（一） 32 2 3  

MGT215 管理学原理*** 48 3 3 − 4  

MKT206 营销学原理 32 2 3 − 4  

ACC304 
公司理财*** 48 3 4 

 

CUR416  

GER216 视听说（德）（二） 32 2 4  

MKT202 消费者行为 32 2 4  

CMP410 管理信息系统 32 2 4 − 5  

IFI416 
计量经济学 48 3 4 − 5 

 

ECON301  

                                                        
106 修读德语专业（企业管理方向）的学生，通过“经管法基础”和“学科基础选修课”所修的经济、管理类课程

总学分不得低于 25 学分，其中管理类课程不得低于 18 学分。 



459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 
基础 
选修课 

GER323 德汉双向笔译（一） 32 2 5  

GER332 视听说（德）（三） 32 2 5  

GER345 德汉双向口译 32 2 5  

GER347 跨文化管理（德） 32 2 5  

GER352 报刊选读（德） 32 2 5  

MGT302 组织行为学 32 2 5  

MGT322 商务调查与分析 32 2 5  

HRM303 人力资源管理概论 32 2 5 − 6  

GER318 口语表达技巧（德） 32 2 6  

GER324 德汉双向笔译（二） 32 2 6  

GER327 语言学基础知识（德） 32 2 6  

GER335 视听说（德）（四） 32 2 6  

GER341 实证研究方法（德） 32 2 6  

GER342 谈判管理（德） 32 2 6  

GER458 德国文化（德） 32 2 6  

MKT310 全球营销 32 2 6  

ACC409 企业财务报表分析 32 2 6 − 7  

学科基础选修课应选修 20 学分 

专业 
方向 
必修课 

GER305 经济德语（一） 32 2 6  

GER343 对外贸易（德） 32 2 6  

GER344 德国经济政策 32 2 6  

GER346 企业管理入门（德） 32 2 6  

GER306 经济德语（二） 32 2 7  

GER426 德国法律制度 32 2 7  

GER473 市场营销（德） 32 2 7  

专业方向必修课合计 224 14   

计划外

课程 

GER448 企业管理基础（德）（一） 64 4 7  

GER449 企业管理基础（德）（二） 64 4 8  

计划外课程合计 128 8   

实验课 

GER222 德语国家国情探识 32 2 3  

GER221 德语诗歌诵读与赏析 48 3 4  

GER353 中国文化传播（德） 48 3 6  

GER474 学术写作工作坊 32 2 7  

实验课合计 160 10   

（注：标“***”号的为重点推荐课程，建议修双学位的学生先通过主修选课，获得学分后再进行双学位学分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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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院 

波斯语专业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50208 
专业名称：波斯语 
所属学科：外国语言文学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具有扎实的外语基础和熟

练的外语技能，较强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创新精神，能从事国际商务、外交、外事、新闻、文化等

领域工作的，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复合型波斯语人才。 
学生毕业后经过五年的职业历练，能够通过主动学习、自我学习、终身学习来顺应社会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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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能够成长为工作单位的业务骨干或中层管理干部。 
 
本专业毕业预期达到以下目标： 
培养目标 1：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身心素质和专业素质。 
培养目标 2：系统掌握国际化的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知识，了解学科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培养目标 3：具有国际化视野、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跨文化交流能力，能胜任国际贸易、国际经

济合作及其他外事工作。 
培养目标 4：语音、语调标准，具备扎实的波斯语基本功，具备较强的波斯语听、说、读、写、

译等专业技能，掌握伊朗历史、文化、政治和社会等知识。 
培养目标 5：具有良好的中文基础和第二外语（英语）基本应用能力，能够熟练使用计算机应

用技术。 
培养目标 6：掌握国际经济贸易基本理论和国际商务知识，熟悉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方

针政策及业务知识。 

二、学分要求 
1.  课程学分为 159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0 学分） 

核心通识课程 

“四史”教育与国家治理 

4 

文化传承与经典选读 

世界文明与全球视野 

文学修养与艺术鉴赏 

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 

选修通识课程 

美育 2 

文学与写作 不低于 2 学分 

文化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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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0 学分） 选修通识课程 

哲学与心理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劳动  

通修课程 
（59 学分） 

新生研讨课 
新生研讨课 1 

经济学专题 − 

政治理论与思想品德  19 

英语 
（18 学分） 

语言技能 不低于 10 学分 

其他  

体育与健康  4 

数学 C 类 4 

信息技术基础  2 

经管法基础 
（9 学分） 

经济类 不低于 2 学分 

管理类  

法学类  

国际组织类  

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  2 

专业课程 
（90 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 
必修课 62 

选修课 12 

专业方向课程  16 

 
2.  暑期学校课程 
要求修读不少于 2 门暑期学校课程 

三、学制与授予学位 
学制四年，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习年限，3 − 6 年内修满学分可以毕业。学生修满毕业所应取

得的最低总学分为 187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实践教学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后，发给毕业证书；

其中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四、毕业要求 
4.1 素质要求 
4.1.1 思想道德素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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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实现国家繁荣昌盛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遵守公民道德规范，遵

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遵守学校管理制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习惯。倡导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树立诚信意识，履约践诺，知行统一，培养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具备社会责

任感和人文关怀意识。 
4.1.2 身心素质。具有健康的体魄，体育达标。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较强的自我控制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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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能力。 
4.1.3 科学文化素质。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素养；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素养和鉴赏能

力；对传统文化与历史有一定了解。 
4.1.4 专业素质。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具备扎实的波斯语基础知识，掌握波斯语听、说、读、

写、译的基本技能。 
4.2 知识要求 
4.2.1 基础知识。掌握波斯语语言知识、波斯文学知识和伊朗国情知识。 
4.2.2 工具知识。熟练使用计算机；熟练运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进行专业文献检索、数据处理

以及模型设计等；熟练使用专业数据库进行专业论文及研究报告的撰写。 
4.2.3 专业知识。牢固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在掌握波斯语基础知识和

伊朗国情知识的基础上，掌握国际经济贸易基本理论和国际商务知识，熟悉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合

作的方针、政策和业务知识。 
4.2.4 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知识。了解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的相关知识。 
4.3 能力要求 
4.3.1 通识能力 
具有良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从事业务工作的能力；具备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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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了解相关专业知识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形成跨学科知识

结构。 
4.3.2 专业能力 
具备波斯语运用能力、文学赏析能力、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以及一定的研究能力，口译、

笔译正确流畅，能独立承担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合作及其他外事工作。 
4.3.3 创新创业能力 
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能够把握中国同伊朗交往的新发展、新趋势，具有

专业敏感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国际竞争中敢于创新，善于创新。 
4.3.4 职业发展与社会能力 
拥有认识职业、收集信息、选择职业、自我分析、职业决策和设计职业发展的能力，并能对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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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具有运用已有知识经验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和意志做出推测和判断的社会认知能力；

具备在社会更好生存以及与社会达到和谐状态所需的社交能力、处事能力、人际关系能力以及用道

德规范约束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 

表 1.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支撑矩阵表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培养目标 6 

毕业要求 4.1.1 H L L L L L 

毕业要求 4.1.2 H L L L L L 

毕业要求 4.1.3 H H M H M M 

毕业要求 4.1.4 H H H H M H 

毕业要求 4.2.1 M H H H M L 

毕业要求 4.2.2 L L M L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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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培养目标 6 

毕业要求 4.2.3 M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2.4 L L H H M M 

毕业要求 4.3.1 M M L H H H 

毕业要求 4.3.2 M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3.3 L M H H M H 

毕业要求 4.3.4 M L L L L L 

注：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H 至少覆盖 80%，M 至

少覆盖 50%，L 至少覆盖 30%。 

五、主要课程107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学科基础 

PER101 基础波斯语（一） 224 14 1 必修课 

PER102 基础波斯语（二） 160 10 2 必修课 

PER201 基础波斯语（三） 160 10 3 必修课 

PER202 基础波斯语（四） 160 10 4 必修课 

PER301 波斯语精读 96 6 5 必修课 

专业方向 

PER308 经贸应用文（波） 64 4 5 必修课 

PER310 翻译理论与实践（波译汉） 32 2 5 必修课 

PER311 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译波） 32 2 6 必修课 

PER315 文学选读（波） 64 4 6 必修课 

实验课 PER404 经贸谈判（波） 32 2 7 必修课 

六、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表 2. 必修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矩阵 

课程性质 课程 
毕业要求 4.1 毕业要求 4.2 毕业要求 4.3 

1 − 1 1 − 2 1 − 3 1 − 4 2 − 1 2 − 2 2 − 3 2 − 4 3 − 1 3 − 2 3 − 3 3 − 4 

学科基础

必修课 

基础波斯语（一）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基础波斯语（二）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基础波斯语（三）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基础波斯语（四）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107《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办法》要求以下主要课程平均绩点达到 2.00 方可授予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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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性质 课程 
毕业要求 4.1 毕业要求 4.2 毕业要求 4.3 

1 − 1 1 − 2 1 − 3 1 − 4 2 − 1 2 − 2 2 − 3 2 − 4 3 − 1 3 − 2 3 − 3 3 − 4 

学科基础

必修课 

波斯语会话（一）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波斯语会话（二）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波斯语会话（三）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视听说（波）（一）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视听说（波）（二）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视听说（波）（三） M L M H H L M L M H M L 

波斯语精读 M L H H H L H L M H M L 

波斯语写作 M L H H H L H L M H M L 

专业方向

必修课 

经贸应用文（波） M L H H H L H M H H H H 

经贸谈判（波） M L H H H L H M H H H H 

文学选读（波） M L H H H L H L H H M L 

翻译理论与实践（波译汉） M L H H H L H L M H M M 

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译波） M L H H H L H L M H M M 

经贸文章选读（波） M L H H H L H M H H H H 

实验课 

媒体应用实训（波） M M H H H L H H H H H H 

经贸谈判（波） M L H H H L H H H H H H 

虚拟仿真翻译实训（波） M L H H H L H H H H H H 

注：根据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支撑强度的含义是指该课

程覆盖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多寡，其中“H”至少覆盖 80%，“M”至少覆盖 50%，“L”至少覆盖 30%。表中教学环节

是指课程、实践环节、训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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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和科研创新实践活动模块；具体分布在教学环节和二课堂环节。 
1.  实践教学学分为 28 学分 

 
项目 总学分 

社会实践 

军政训练 2 

社会调查 2 

其他实践 1 

专业实习 
认知实习 1 

岗位实习 4 

实验课 
独立开设的实验课 

10 
课内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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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总学分 

劳动教育 2 

毕业论文 6 

合计 28 

注：（1）学生必须完成学校要求的实践教学环节，取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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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由学院负责安排并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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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学生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5） 学生必须取得 1 个讲座学分：参加不少于 5 次学院讲座活动，计 1 学分。 

（6） 学生出国实习可同时认定为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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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践 24 学时。学生在完成理论学时和第二课堂劳动教育课程后，获得学分。理论学时可在 INS218 − 劳动

法与社会保障法、INS364 − 劳动经济学、PAM338 − 劳动与社会保障学、LAW247 −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

法、学校开设的劳动教育 MOOC 课程中选修任意一门课程并获得学分。劳动实践部分应在第二课堂劳

动实践系列课程中修习完不少于 5 次课程，并在劳动实践系列项目群中完成总计不低于 24 学时的各类

活动。 

2.  实验课程列表 
 

开课学院 课程号 课程名 开课学期 学分（实验学分） 

外语学院 PER317 媒体应用实训（波） 6 4（4） 

外语学院 PER401 波斯语写作 7 2（2） 

外语学院 PER404 经贸谈判（波） 7 2（2） 

外语学院 PER405 虚拟仿真翻译实训（波） 7 2（2） 

八、波斯语专业教学计划表（2023 年）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基础必修课 

PER101 基础波斯语（一） 224 14 1   

PER102 基础波斯语（二） 160 10 2   

PER103 波斯语会话（一） 32 2 2  

PER104 视听说（波）（一） 32 2 2   

PER201 基础波斯语（三） 160 10 3  

PER203 波斯语会话（二） 32 2 3   

PER205 视听说（波）（二） 32 2 3  

PER202 基础波斯语（四） 160 10 4  

PER204 波斯语会话（三） 32 2 4   

PER206 视听说（波）（三） 32 2 4   

PER301 波斯语精读 96 6 5   

学科基础必修课合计 992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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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基础选修课 

PER106 伊朗概况 32 2 2   

PER207 波斯语阅读（一） 32 2 3   

PER208 波斯语阅读（二） 32 2 4   

PER302 波斯语阅读（三） 32 2 5   

PER303 波斯语语法 32 2 5  

PER304 视听说（波）（四） 32 2 5   

PER314 诗歌选读（波） 32 2 5  

PER305 视听说（波）（五） 32 2 6   

PER313 政治外交文章选读（波） 32 2 7  

PER402 视听说（波）（六） 32 2 7  

学科基础选修课应选修 12 学分 

专业方向必修课 

PER308 经贸应用文（波） 64 4 5   

PER310 翻译理论与实践（波译汉） 32 2 5   

PER311 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译波） 32 2 6   

PER315 文学选读（波） 64 4 6   

PER316 经贸文章选读（波） 64 4 6   

专业方向必修课合计 256 16    

实验课 

PER317 媒体应用实训（波） 64 4 6   

PER401 波斯语写作 32 2 7   

PER404 经贸谈判（波） 32 2 7   

PER405 虚拟仿真翻译实训（波） 32 2 7  

实验课合计 16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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