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学院概况
东南大学自1978年开始恢复文科。1992年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成立，2002年更名为人文学院。
当时下设八个系，分别是哲学与科学系、政治与公共管理系、中文系、法律系、旅游学系、
医学人文学系、艺术传播学系、艺术学系（相对独立）。2006年9月，法律系，艺术学系、艺
术传播学系从学院分离成立法学院和艺术学院。2011年，政治与公告管理系从学院分离成立
马克思主义学院。
目前，人文学院设有哲学与科学系、公共管理系、中文系、旅游学系、医学人文学系、历史
学系、社会学系以及MPA中心，有政治学与行政学、汉语言文学、旅游管理、社会学、哲学五
个本科专业。人文学院同时承担了全校本科生的人文选修课的教学工作，先后为全校学生开
设了百门人文社会科学类选修课程。
学院拥有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有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中国语言文学、公共管
理5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有旅游管理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学院还拥有公共管理
硕士（MPA）和旅游管理硕士（MTA）专业学位授权点。
目前，人文学院有哲学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和“科技伦理与艺术”国家“985”哲学社会科学创
新基地以及伦理学省级重点学科；
学院拥有一支高学历、高素质、年轻化的师资队伍，专任教师中，92%的教师具有博士、硕士
学位，有博士学历的教师达到65%，另有17%的教师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专任教师中具有教
授、副教授职称的人员达到62%；博士生导师17人；45岁以下年轻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60%
。
学院拥有优良的办学资源和优美的办学环境，人文学院文科大楼坐落在新校区九龙湖畔，有
8000余平方米的办公场所，建有图书馆、学术报告厅、高级国际学术活动室、文科实验中
心、语音室、即时实播论文答辩室、档案室、体育训练中心等一系列比较完备的教学及活动
设施，学院图书馆面积近千平方米，藏书6万余册。
近年来，学院在科研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国家“985”工程项目支持下，创建了“科技伦
理与艺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学院承担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文化部及省级科研项
目百余项，获“211”、“985”工程资助的经费总额超过千万；近五年来出版学术著作和教
材百余部，发表论文千余篇。2000年以来，学院科研成果曾多次获国家社科奖及省部级奖，
并与美、英、德、澳、韩、日、俄罗斯等国以及台、港、澳地区的大学、文化艺术界进行了
广泛的合作和学术交流。

东南大学2024级文科实验班类（郭秉文班）本科专业培养方案

门类： 专业代码： 13A 授予学位：

学制： 1 制定日期： 2024-2025

一. 培养目标

二. 毕业生应具有的知识、能力、素质

三. 主干学科与相近专业

四. 主要课程

五. 主要实践环节



六. 全英文教学课程

七. 系列研讨课程（含新生研讨课）

八. 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士学位学分绩点要求

参照东南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学分制管理办法，修满本专业最低计划学分要求，且根据教育关于印发《高等学校体育工作

基本标准》的通知（教体艺〔2014〕4号），每年须进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毕业时按照毕业当年度的成绩╳

50%+（前几年的平均成绩）╳50%≥50，方可毕业。同时，根据东南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予条例，满足“平均学

分绩点≥2.0”、外语达到东南大学外语学习标准等条件者，可获得学士学位。

九. 各类课程学分与学时分配

课程类型 学分 学时
学分

比例

通识教育基础课程 44.5 876 94.68%

专业相关课程 0 0 0.00%

集中实践环节（含课外实践）&暑期学校课程 2.5 8 + 课程周数： 3 5.32%

总计 47 884 + 课程周数： 3 100%

十. 实践类课程学分比例

实践类课程学分： 3.25 ，总学分： 47 , 比例： 6.91%



十一. 课程体系拓扑图

通识教育基础课

(1)思政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B15M0070 形势与政策(1) 0.25 8 0 0 0 2 一 2 -

B15M019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0 0 0 3 一 2 +

B15M001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0 0 0 3 一 3 +

B15M003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0 0 0 3 一 3 +

B15M0080 形势与政策(2) 0.25 8 0 0 0 2 一 3 -

B15M016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3 48 0 0 0 3 一 3 +

B15M2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3 48 0 0 0 3 一 3 +

合计 15.5 256 0 0 0

(2)军体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B15M0060 军事理论 2 32 0 0 0 2 一 2 -

B18M0010 体育I 0.5 32 0 0 0 2 一 2 -

B18M0020 体育II 0.5 32 0 0 0 2 一 3 -

合计 3 96 0 0 0

(3)外语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B17M0011 大学英语II 2 32 0 0 32 2 一 2 + 2级起点



B17M0021 大学英语III 2 32 0 0 32 2 一 3 + 2级起点

B17M0021 大学英语III 2 32 0 0 32 2 一 2 +
3级起点

B17M0031 大学英语IV 2 32 0 0 32 2 一 3 +

B17M0031 大学英语IV 2 32 0 0 32 2 一 2 +
4级起点

B17M0040 大学英语高级课程1 2 32 0 0 32 2 一 3 +

合计 4 64 0 64 64

(4)计算机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B99M0020 大学计算机基础(文科类) 1 16 24 0 0 4 一 2 +

法学、社会

学、旅游管

理、汉语言

文学、哲

学、艺术史

论专业修大

学计算机基

础（文科类

）

合计 1 16 24 0 0

法学、艺术史论、社会学、旅游管理、汉语言文学、哲学专业必修大学计算机基础。

(5)自然科学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B07M1090 高等数学(文) 4 64 0 0 0 4 一 2 +

B07M2050 线性代数(文) 3 48 0 0 0 3 一 3 +

合计 4 112 0 0 0

法学、艺术史论、汉语言文学、社会学、旅游管理、哲学专业必修高等数学（文）。社会学专业和旅游管理专业在必修高

等数学（文）的基础上仍需必修线性代数（文）。

(6)通识选修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B00TL070 自然科学类通识选修课(2学分) 2 32 0 0 0 0

B00TL090 创新创业类通识选修课(2学分) 2 32 0 0 0 0

B13A0010 心理 2 32 0 0 0 2 一 2 -

B13A0020 伦理 2 32 0 0 0 2 一 2 -

B13A0050 秉文大师讲堂 1 16 0 0 0 2 一 2 -

B2501010 法理 2 32 0 0 0 2 一 2 -

B13A0030 艺理 2 32 0 0 0 2 一 3 -

B13A0040 哲理 2 32 0 0 0 2 一 3 -

合计 15 240 0 0 0

(7)导论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B1300900 人工智能通识导论 1 16 0 0 0 2 一 2

人工智能通

识导论必

修，其他课

程三选一

B13A0060 社会问题与社会管理 1 16 0 16 0 2 一 2 -

B1400290 经济管理热点探析 1 16 0 0 0 2 一 2 -

B2501020 公共治理与法治发展 1 16 0 16 0 2 一 2 -

合计 2 64 0 32 0

三选一，合计必修1学分。

集中实践环节（含课外实践）&暑期学校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B81M0070 工业系统认知 0.5 0 16 0 0 16 一 2 -

B85M0020 军训 2 0 0 0 0 (3) 一 1 -

合计 2.5 0 16 0 0 (3)

学程安排
第一学年

第1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85M0020 军训 2 (3) - 必修

合计：必修学分 2

第2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1300900 人工智能通识导论 1 2

[5]
B13A0060 社会问题与社会管理 1 2 - 必修

B1400290 经济管理热点探析 1 2 - 必修

B2501020 公共治理与法治发展 1 2 - 必修

B07M1090 高等数学(文) 4 4 + 必修

B13A0010 心理 2 2 - 必修

B13A0020 伦理 2 2 - 必修

B13A0050 秉文大师讲堂 1 2 - 必修

B15M0060 军事理论 2 2 - 必修

B15M0070 形势与政策(1) 0.25 2 - 必修

B15M019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3 + 必修

B18M0010 体育I 0.5 2 - 必修

B2501010 法理 2 2 - 必修

B81M0070 工业系统认知 0.5 16 - 必修

B17M0011 大学英语II 2 2 + 必修 [1]

B17M0021 大学英语III 2 2 + 必修 [2]

B17M0031 大学英语IV 2 2 + 必修 [3]



B99M0020 大学计算机基础(文科类) 1 4 + 必修 [4]

合计：必修学分 23.25

第3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07M2050 线性代数(文) 3 3 + 必修

B13A0030 艺理 2 2 - 必修

B13A0040 哲理 2 2 - 必修

B15M001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3 + 必修

B15M003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3 + 必修

B15M0080 形势与政策(2) 0.25 2 - 必修

B15M016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3 + 必修

B15M2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3 + 必修

B18M0020 体育II 0.5 2 - 必修

B17M0021 大学英语III 2 2 + 必修 [1]

B17M0031 大学英语IV 2 2 + 必修 [2]

B17M0040 大学英语高级课程1 2 2 + 必修 [3]

合计：必修学分 21.75

其他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00TL090 创新创业类通识选修课(2学分) 2 0

B00TL070 自然科学类通识选修课(2学分) 2 0

跨学年、跨学期选修课说明

[1]:2级起点:大学英语II,大学英语III

[2]:3级起点:大学英语III,大学英语IV

[3]:4级起点:大学英语IV,大学英语高级课程1

[4]:法学、社会学、旅游管理、汉语言文学、哲学、艺术史论专业修大学计算机基础（文科类）:大学计算机基础(文科类)

[5]:人工智能通识导论必修，其他课程三选一:人工智能通识导论,公共治理与法治发展,经济管理热点探析,社会问题与社

会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