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修订 2020版本研一体化培养方案的通知 

 

 

各相关学院： 

培养方案是人才培养的总体设计和实施方案。为推进“双一流”

建设工作，学校 2017 年开始在地球资源、石油工程、化学化工、机

械材料、电气信息、人工智能六个学科大类共 29 个本科专业开展本

研一体化培养模式改革。根据《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本研一体化培

养实施办法（试行）》（中石大东发〔2018〕30号）文件要求，现启

动 2020版本研一体化培养方案制定工作。 

一、总体要求 

1.坚持立德树人。坚持德育为先、育人为本，主动应对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顺应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新趋势，面向国家能

源战略与行业需求，紧紧围绕学校和学科发展定位，重点培养学生

家国情怀、学术素养、创新能力、全球视野等综合素质能力。 

2.突出问题导向。牵头学院组织相关学院和专业全面梳理实施

本研一体化培养模式改革以来，在顶层设计、管理运行、保障机制

等方面的问题。广泛听取学科带头人、专业负责人、导师、授课教

师、学生、校外同行专家、行业专家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找准突

出问题，不断整改完善。 

3.确保有效运行。要按照本研贯通、大类培养的基本原则，厘

清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课程内容、教学环节之间的关系，科学构

建特色鲜明的课程体系。课程体系既要有效达成培养目标，又要兼

顾可操作性，统筹考虑办学资源，合理设置培养方向，保障本研一

体化模式高效运行。 



二、修订重点 

1.打通大类平台。学校统一设置通识教育课程，强化数学、物

理、英语、计算机课程，为学生开展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夯实基

础。各学科大类要实施宽口径培养，按照学科大类打通前两年的学

科基础课程，不能设置方向性课程。 

2.凝练培养方向。根据学校“学科、学位点、专业一体化建

设”工作要求，依托优质教育资源，合理设置培养方向，每个学科

大类设置的培养方向原则上不超过 3个。各学科大类的培养方向设

置要避免“大而全”，应有所侧重，明确重点发展的学科方向。 

3.贯通课程内容。统筹考虑本科、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科研和

实践，按照“本研贯通”的培养理念，重构课程体系。注重课程之

间的有效衔接，着力解决课程简单叠加、内容重复的突出问题。每

个培养方向设置 5-8门贯通的专业核心课程。 

4.突出科研创新。注重学研结合，通过建立合作育人基地、复

合导师制、联合开展项目研究等多种形式，推进与企事业单位、科

研院所科教协同育人。明确“科研训练计划”的实施路径，充分发

挥导师指导作用，确保学生早进实验室、早进课题、早进团队。 

5.加强国际培养。各培养方向至少有 1门专业核心课程实行全

英文授课（一流学科相关大类 2门以上），鼓励学院聘请国际知名

学者讲授全英文课程。拓展国际交流渠道，通过交换学习、暑期学

校、见习实习、学术会议、学科竞赛等方式，保障学生在学期间至

少有 1次境外联合培养或学术交流的经历。 

三、工作要求 

1.各学科大类要以本次培养方案制定工作为契机，通过广泛调

研、师生座谈、专家咨询等形式，全面梳理和系统总结本研一体化



培养工作，包括学科大类专业范围、课程设置、培养环节、教学改

革、教学运行、指导教师、科研训练、学生选拨与退出、学风建

设、国际培养、过程跟踪等，并提交阶段性总结报告。 

2.各学科大类负责人牵头成立本研一体化培养方案修订小组，

包含学科带头人、专业负责人、本科和研究生分管院长、骨干教师

等。修订过程中，要深入研讨，并邀请校内外专家对本研一体化培

养方案进行论证指导，确保培养方案的科学合理。 

四、时间安排 

1.如学科大类内所含专业有变动（原则上学科大类不能调整，

类内专业经论证后可微调），12月底前提交申请报告。 

2.2020年 2月 20日前，各学科大类提交阶段性总结报告和论

证安排（附论证专家名单），3月 10日前学院完成论证工作。 

3.3月底前，学校组织论证，论证结果作为本研一体化招生的

主要依据。 

未尽事宜，请与荟萃学院办公室联系。联系电话：86980920。 

附件 1：本研一体化培养方案构成 

附件 2：本研一体化培养方案模版 

附件 3：院系代码 

  

 

 

 

                                           荟萃学院办公室 

2019年 12月 20日



附件 1：本研一体化培养方案构成 

 

课程 

模块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

分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实践

学时 

总学

时 
学期 备注 

通识教

育课程

（学校

统一设

置） 

思想政治

理论课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0  12 52 1 

45 学分 

中国近代史纲要 3 40  12 52 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0  12 52 3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 
5 72  12 84 4 

形势与政策 2 64   64 1-8 

自然辨证法 1 18   18 8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36   36 9 

外语 

大学英语(4-1)  3 48   48 1 

大学英语(4-2)  3 48   48 2 

大学英语(4-3) 2 32   32 3 

大学英语(4-4)  2 32   32 4 

科技英语阅读与写作 1 16   16 7 

体育 

体育(4-1) 1 32   32 1 

体育(4-2) 1 32   32 2 

体育(4-3) 1 32   32 3 

体育(4-4) 1 32   32 4 

军训 
军事技能训练 2   3 周 3 周 1 

军事理论 2 36   36 1 

新生研讨课 1 16   16 1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6     1-8 

学科基

础课程 

数学 

数学分析(2-1) 5.5 88   88 1 

26.5学分 

数学分析(2-2) 6 96   96 2 

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 3.5 56   56 2 

概率与数理统计 3 48   48 3 

数值计算方法 3 48   48 3 

数学建模实验 1.5 36   36 4 

数学物理方法 4 64   64 4 

泛函分析 3 48   48 7 三选

一 
3 学分 科学与工程计算 3 48   48 7 

矩阵分析 3 48   48 7 

物理、 

化学 

基础物理Ⅰ 4 64   64 2 

13.5学分 
基础物理Ⅱ 4 64   64 3 

基础物理实验（2-1） 1  24  24 2 

基础物理实验（2-2） 1  24  24 3 

大学化学 3.5 46 8  54 2 

计算机 

程序设计（C） 2.5 40   40 1 
二选一 

≥6

学

分 

程序设计(Python) 2.5 40   40 1 

大学计算机 1.5 24   24 2  

程序设计课程设计 1.5  24  24 S1 可选 

数据结构 2 24 12  36 4 
二选一 

人工智能 2 24 12  36 4 

学科基础课程 25-50 学分 



专业 

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 

45-70 学分 专业选修课程 

学科交叉、前沿课程 导师指定，计入专业选修学分。 

综

合

素

质 

科

研

训

练

计

划 

学术讲座(选听学术专题讲座，4年 16次，6年 24次，9年 30 次） 

必修环节，

不计入总学

分 

学术研讨(前 4年，每学期 1 次导师研讨，主题发言） 

学术报告(主讲学术报告，4年 1次，6年 2次，9年 3次） 

科技创新(前 4年作为主要负责人完成 1项科技创新项目研究，包括各级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本科生自主创新科研计划、科技创新挑战杯专

项以及导师科研项目等） 

国际化(至少一次境外学术交流经历) 

学位论文(按照学校学位授予要求开展科学研究，完成学位论文。) 

总学分 ≤190 学分 

说明： 

1.学科基础课程：数理化课程设置 45 学分左右，数学类课程参考以上课程设置，化学

化工类的物理、化学课程可单独设置。 

2.专业选修课程：由导师结合培养方向、学生兴趣，制定个性化的修读计划。 

3.工程概论课程：各学科大类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建议邀请企业专家参与授课。 

4.通识教育选修课程：需从不同模块中选修，不得选修与专业培养计划相同或相近的

课程。至少修读 2学分艺术类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