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丽水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负责人：杨俊才 审核人：周云杰

一、专业名称和代码

专业名称：汉语言文学专业 专业代码：050101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文化事业发展需要，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扎实的汉语言

文学理论知识，熟练的汉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熟悉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应用，掌握现代文秘工作

技能，能在传统媒体及网络与新媒体等领域从事宣传、采编、策划、传播以及运营、管理等工

作；在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文秘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三、培养规格及能力要求

1.素质要求:

思想素质：要求学生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法制意识、社会责任意识等。

人文素质：要求学生具有良好的文学艺术修养、历史哲学素养、人文关怀精神等。

专业素质：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专业素质，包括文学审美素质、文化审美素质、文学写作

素质、新闻传播素质、秘书职业素质等。

身心素质：要求学生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

2.能力要求：

口头表达能力：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口头表达能力，善于人际沟通，能够胜任新闻采访、

文化调查等工作。

书面表达能力：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书面表达能力，能够胜任文学写作、公文写作、新闻

写作、创意写作等相关工作，尤其要熟练掌握新媒体的编写能力。

新媒体运营能力：要求学生能综合运用汉语言文学知识与网络技能，能胜任网络新媒体领

域的宣传、采编、策划、传播、管理等工作。

秘书实务能力：要求学生能综合运用汉语言文学知识与文秘技能，能胜任行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的文秘服务、日常办公管理及公共关系等工作。

创新能力：要求学生具有创造性思维能力、文化创意能力。

3.知识要求：

学科专业知识：要求学生牢固掌握汉语言文字、中外文学以及传播学、秘书学、网络与新

媒体等相应的理论知识。

写作知识：要求学生系统掌握文学写作、新闻写作、公文写作、创意写作等不同类别的写

作知识，并能把握传统载体与新媒体的写作差异。

工具性知识：具备获取本专业外文资料的英语知识；熟悉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应用等知识；

掌握资料搜集、文献检索所需的基本知识和方法。

跨学科知识：要求学生一定程度上了解历史学、哲学、艺术学、心理学、社会学、逻辑学

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四、主干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

五、核心课程

文学概论、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

学、大学写作等。

六、特色课程

本专业立足于网络与新媒体领域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提出的要求，根据人才培养

目标，开设了新媒体概论、传播学、网络文学、创意写作、文案策划、网络新闻实务、网络广

告、摄影与影像后期处理以及较多的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课程作为专业方向课程。

七、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基本学制四年，弹性学制三至六年，文学学士

八、最低毕业学分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39+4）学分，其中通识平台课程 42 学分，学科平台课程 20 学分，专业

平台课程 34 学分，实践平台课程必修 43 学分，选修创新创业 4学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A%9E%E5%85%AC%E7%AE%A1%E7%90%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C%E5%85%B1%E5%85%B3%E7%B3%BB


九、课程体系的结构比例

表 1课程体系结构

课程类别 修读性质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实践教

学学分

实践教学

学分占比

独立设置实

践教学学分
备注

通识平台课程
必修 34 23.78% 4.5 3.15% 4

选修 8 5.59%

学科平台课程 必修 20 13.99%

专业平台课程
必修 14 9.79%

选修 20 13.99%

实践平台课程
必修 43 30.07% 43 30.07% 43

选修 4 2.80% 4 2.80% 4 创新创业

总 计： 143 100% 51.5 36.01% 51

十、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安排

表 2 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安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性

质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课程学时
建议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

注

总

学

时

周

学

时

课内

教学

实验

教学

通

识

平

台

课

程

必

修

T030500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8 3 48 1或 2 考试 必修

T03050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32 2 32 1或 2 考试 必修

T030500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48 3 48 3或 4 考试 必修

T03050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64 4 64 3或 4 考试 必修

T04020005 形势与政策 2 32 2 32 1~4 考查 必修

T99990004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32 2 32 1或 2 考查 必修

T99990006 军事理论 2 36 2 36

大学外语（通用英语课程系

列）
8 128 128 1~4 考试 必修

大学体育 4 128 128 1~4 考试 必修

T9999000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0.5 8 2 8 2 考查 必修



T99990002 创业基础 2 32 2 24 8 4 考查 必修

T99990003 就业指导 0.5 8 2 8 6 考查 必修

L05010226 汉语言文学专业导论 1 16 2 16 1 考查 必修

必修小计学分（共 34 学分，612 学时，内含实

验教学 136 学时）
34 612 476 136

选

修

人文社科类（含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课程）、自然科学类、

公共艺术类、校本核心通识

类（青瓷、山区系列、民族

类、生态健康类、陶行知思

想类）

8 128

限定至少选修 3学分的校本核心通识类

课程和 1学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课程

类别小计学分（共 42 学分，740 学时，内含实验教

学 136 学时）
42 740 604 136

学

科

平

台

课

程

必

修

L05010001 *现代汉语（一） 2 32 2 32 1 考试 必修

L05010013 *现代汉语（二） 2 32 2 32 2 考试 必修

L05010010 *中国古代文学（一） 2 32 2 32 2 考试 必修

L05010030 *中国古代文学（二） 2 32 2 32 3 考试 必修

L05010031 *中国古代文学（三） 2 32 2 32 4 考试 必修

L05010032 *中国古代文学（四） 2 32 2 32 5 考试 必修

L05010009 *古代汉语（一） 2 32 2 32 3 考试 必修

L05010025 *古代汉语（二） 2 32 2 32 4 考试 必修

L05010003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 2 32 2 32 1 考试 必修

L05010014 *中国现当代文学（二） 2 32 2 32 2 考试 必修

类别小计学分（20 学分，320 学时，其中理论教学

20 学分，320 学时）
20 320 320

专

业

平

台

课

程

必

修

L05010201 *大学写作 2 32 2 32 1 考试 必修

L05010207 *文学概论（一） 2 32 2 32 3 考查 必修

L05010208 *文学概论（二） 2 32 2 32 4 考试 必修

L05010062 *语言学概论 2 32 2 32 3 考试 必修

L05020007 *外国文学（一） 2 32 2 32 3 考试 必修



L05010020 *外国文学（二） 2 32 2 32 4 考试 必修

L05010021 新媒体概论 2 32 2 32 3 考查 必修

必修小计学分（共 14 学分，224 学时，其中理

论教学 14 学分，224 学时）
14 224 224

选

修

L05010033 传记文学研究 2 32 2 32 6 考查

专

业

基

础

选

修

课

程

L05010034 唐宋诗歌研究 2 32 2 32 5 考查

L05010035 唐宋词研究 2 32 2 32 5 考查

L05010036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2 32 2 32 6 考查

L05010037 中国古代戏曲研究 2 32 2 32 6 考查

L05010038 中国女性文学研究 2 32 2 32 4 考查

L05010007 儿童文学 2 32 2 32 5 考查

L05010039 影视文学 2 32 2 32 6 考查

L05010040 现代文学名人研究 2 32 2 32 6 考查

L05010042 比较文学 2 32 2 32 6 考查

L05010043 欧美文学专题 2 32 2 32 6 考查

L05010044 国学经典导读 2 32 2 32 5 考查

L05010045 音韵学 2 32 2 32 5 考查

L05010047 文字学 2 32 2 32 5 考查

L05010048 文献学 2 32 2 32 5 考查

L05010049 修辞学 2 32 2 32 6 考查

L05010050 汉语史 2 32 2 32 6 考查

L05010052 汉语的魅力 2 32 2 32 5 考查

L05010054 西方文论 2 32 2 32 5 考查

L05010055 中国古代文论 2 32 2 32 5 考查

L05010063 美学 2 32 2 32 5 考查

L05010056 逻辑学 2 32 2 32 5 考查

L05010057 中国文化概论 2 32 2 32 6 考查



L05010058 处州文化研究 2 32 2 32 3 考查

L05010059 处州名人研究 2 32 2 32 6 考查

L05020013 英语国家概况 2 32 2 32 2 考查

L13020173
中国传统音乐演唱（奏）与

鉴赏
2 32 2 32 2 考查

L03030006 社会科学研究基础 2 32 2 32 6 考查

L05010221 古代汉语文选导读 2 32 2 32 3 考查

L05010222 杜甫研究 2 32 2 32 4 考查

L05010223 经学入门 2 32 2 32 5 考查

L05010224 中国禅宗与诗歌 2 32 2 32 5 考查

说明：以上专业基础选修课程选修不得低于 8 学分

L05010066 文案策划 2 32 2 32 3 考查

专

业

技

能

选

修

课

程

L05010064 创意写作 2 32 2 32 2 考查

L05010065 申论写作 1 16 1 16 6 考查

L05010015 应用写作 2 32 2 32 5 考查

L05030002 新闻采访与写作 2 32 2 32 3 考查

L05010016 秘书实务 2 32 2 32 3 考查

L05010067 速记与录音整理 2 32 2 32 5 考查

L12050004 信息资源管理 2 32 2 32 4 考查

L05010068 档案管理 2 32 2 32 3 考查

L05010069 网络文学 2 32 2 32 6 考查

L13040030 摄影与影像后期处理 2 32 2 16 16 2 考查

L13050065 图文设计 2 32 2 16 16 3 考查

L13030001 音视频制作 2 32 2 16 16 4 考查

T08090004 数字媒体基础 2 32 2 16 16 1 考查

L05030001 传播学 2 32 2 32 3 考查

L05030003 网络与传播 2 32 2 32 3 考查



L05030004 网络新闻实务 2 32 2 32 4 考查

L05030005 网络与新媒体经营管理 2 32 2 32 5 考查

L05030006 网络广告 2 32 2 32 5 考查

L05010202 新媒体品牌营销 2 32 2 32 4 考查

L05010203 社会工作与社会调查 2 32 2 32 2 考查

L05010205 公共关系学 2 32 2 32 3 考查

L05010206 新闻评论与网评 2 32 2 32 5 考查

L08090051 网络信息获取技术 2 32 2 16 16 3 考查

L08090053 Flash动画设计 2 32 2 16 16 6 考查

L08090055 数字图像采集与处理 2 32 2 16 16 6 考查

L05010151 网红电商入门 2 32 2 16 16 2~6 考查

L05010152 电子商业平台导论 2 32 2 16 16 2~6 考查

L05010153 新媒体实操 2 32 2 16 16 2~6 考查

L05010154 商业工程入门 2 32 2 16 16 2~6 考查

L05010155 IP孵化入门 2 32 2 16 16 2~6 考查

L05010225 民族文书解读 2 32 2 32 3~6 考查

说明：以上专业技能选修课程选修不得低于 8 学分

选修小计学分（要求最低不得少于 20 学分，320 学时）

类别小计学分（共 38 学分，608 学时，其中理论教学 38 学分，608 学时）

专

业

实

践

必

修

S99990006 军事技能 2 1

S03050001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2 3或 4

S05030631
职业技

能训练

网络新闻编辑与

发布
1

1

周

3
考查 必修

S05030651 网络媒体经营管

理
1

1

周

5
考查

必修

S05030671
网络与新媒体实务 15

16

周

7
考查

必修

S05010182
综合实习 5

5

周

8
考查

必修



实

践

平

台

课

程

S05011010
毕业写作 10

10

周

8
考查

必修

S05011009
毕业教育

1

周

8
考查

必修

S05010121

短

学

期

环

节

职

业

认

知

企业家讲座 1

2

周

2

考查

必修

S05010122 职业岗位调查 1

S05010142 文

化

创

意

文化创意讲座 1

2

周

4

考查

必修

（二

选

一）

S05010141 文化创意设计 1

S05030141 新

闻

采

编

新闻采编讲座 1

2

周S05030142 新闻采编训练 1

S05010161
论

文

入

门

文献检索方法讲

座
1

2

周

6

考查

必修

（二

选

一）
S05010162

学术论文规范讲

座
1

S03040161 田

野

调

查

田野调查讲座 1

2

周S05010163 处州文化调查 1

劳动

教育

必修

1
1

周
考查 必修

创新

创业

选修

创新创业、素质拓展、技能

考证
4

1~8

类别小计学分（共 43+4学分） 47

总计学分 139+4学分 143



十一、辅修课程一览表

十二、有关说明

1.专业特色：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培养熟练掌握听、说、读、写能力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

才。它的就业岗位非常广泛，只要是对汉语使用有较高要求的部门都有对本专业人才的潜在需

求。为了进一步提高就业竞争力，本专业在保持《中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18

课

程

类

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课程学时
建议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修读

要求
总

学

时

周

学

时

课内

教学

实验

教学

学

科

基

础

必

修

课

L05010001 *现代汉语（一） 2 32 2 32 1 考试 必修

L05010013 *现代汉语（二） 2 32 2 32 2 考试 必修

L05010010 *中国古代文学（一） 2 32 2 32 2 考试 必修

L05010030 *中国古代文学（二） 2 32 2 32 3 考试 必修

L05010031 *中国古代文学（三） 2 32 2 32 4 考试 必修

L05010032 *中国古代文学（四） 2 32 2 32 5 考试 必修

L05010009 *古代汉语（一） 2 32 2 32 3 考试 必修

L05010025 *古代汉语（二） 2 32 2 32 4 考试 必修

L05010003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
2 32 2 32 1 考试 必修

L05010014
*中国现当代文学

（二）
2 32 2 32 2 考试 必修

小计 20 学分，320 学时，其中理论教学 20 学分，320 学时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L05010207 *文学概论（一） 2 32 2 32 3 考试 必修

L05010208 *文学概论（二） 2 32 2 32 4 考试 必修

L05010201 *大学写作 2 32 2 32 1 考试 必修

小计 共 6 学分，96 学时，其中理论教学 6 学分，96 学时



版）所规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不变的前提下，针对网络与新媒体蓬勃发展的态势，

打破专业界限，采用“中文+网络新媒体”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开设了若干相应的课程，并加

大职业技能训练，着重培养能适应网络与新媒体领域需要的高素质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

才。

2.通识平台选修课程：共计 8 学分，其中限定至少选修 3 学分的校本核心通识类课程

（青瓷、山区系列、民族类、生态健康类、陶行知思想类）和 1 学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类课程。其余任选。

3.开设两个学期以上（含两个学期）的学科基础必修课程、专业核心必修课程要求按

照顺序依次修读，也可同时修读。特殊情况如外专业转入者经院系批准，可不作以上先修

限制。

4.专业平台选修课程的学分及先修要求：

学分要求：专业基础选修课程选修不得低于 8学分；专业技能选修课程选修不得低于 8

学分，两项合计要求最低不得少于 20 学分。

先修要求：为了做到循序渐进、确保修读效果，一般应在相应的必修课程修读完成后，

方可选修同一门类的专题课程。如，选修《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选修课程之前，

应先修必修课程《文学概论》；选修《唐宋诗歌研究》《唐宋词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研

究》等选修课程之前，应先修必修课程《中国古代文学》；选修《现代文学名人研究》《中

国女性文学研究》等选修课程之前，应先修必修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选修《欧美文

学专题》《比较文学》等选修课程之前，应先修必修课程《外国文学》；选修《文字学》

《汉语史》等选修课程之前，应先修必修课程《古代汉语》等。重在培养职业技能类的选

修课程，不作先修限制。

5.为了推进应用人才的培养，毕业写作将不再单一要求撰写毕业论文，也可从事毕业

设计。毕业设计依据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设计实施办法》执行。

6.毕业写作替代：一般要求在毕业学年期间在公开刊物或影响较大的网络平台发表学

术论文、文学作品，或在毕业学年期间获得省部级以上重要奖项，可作为毕业写作的替代。



替代的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应在毕业写作开始时，连同书面申请上交指导教师，指导

教师对材料的真实性与质量作出审核并给出书面评价，如达不到要求，可予否决并及时退

回给学生，如认为质量过关，经中文系毕业写作领导小组二审、分院学术委员会三审后方

可通过。

7.辅修课程：辅修课程包括学科基础必修课程 20 学分，专业核心必修课程 6学分，共

计 26 学分。外专业学生完成以上课程的修读并通过相应的考核，可颁发汉语言文学专业辅

修证书。

十三、课程结构框架图（见下页）



1．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结构框架简图



2. 汉语言文学专业理论课程结构图



3. 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课程结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