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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2020 版）

一、专业简介

生物科学专业前身为集宁师范学院化学系生物科学专科专业，经过近 10 年建设，2009

年获批生物科学本科专业，2010 年开始招生，本专业现已成为内蒙古自治区“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该专业现有自治区级生物科学核心课程优秀教学团队 1个、自治区教学名师、

教坛新秀各 1 人，建有自治区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 个，自治区“一流”课程两门。本专

业专职任课教师中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占 50%，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教师占 80%。自 2010

年招生以来，本专业累计培养毕业生达 400 余人。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基础教育发展战略，落实国家教师教育相关政策要求，坚持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立足乌兰察布，面向内蒙古自治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具有扎实的生物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较强的教学能力，爱岗敬业、潜心育人、扎

根基层、能在边疆民族地区中学胜任生物学教学的骨干教师。

本专业毕业生从教 5 年左右达到以下预期目标：

1、师德为先

理想信念坚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规范、依法执教的强烈意识和立德树人的职业素养，

具有扎根边疆民族地区的职业意愿和深厚的教育情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心，能认真

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具有国家认同和促进民族团结的责任意识。

2、专业能力

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先进的教学理念，过硬的教学能力，能有效融合生物学专业知识

和教育教学理论分析教材及教学文件；能根据课程标准、学科素养和学情特点创新教学设计、

熟练开展教学活动并开发课程资源，能有效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和探究学习并达成学习目标；

具有较强的教育反思与研究能力。

3、全面育人

能够按照中学生身心发展特点掌握班级组织与建设的工作规律和基本方法；能够关心每

个学生的心理健康和日常活动，能够根据生物学学科特点在课程教学、班级管理、主题教育、

社团活动、校园文化等社会实践活动中有效开展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育人活动，引领

学生健康成长。

4、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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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问题意识和终身学习的能力，能从教育教学的需要出发，掌握本学科发展与教育

发展的前沿和动态进行一定创新，能够掌握反思方法和技能，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分析和解

决教育教学问题，对教学实施与育人活动能进行有效的自我诊断，并积极改进与创新；具有

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和沟通合作技能，且能在团队合作中不断提升和发展自我。

三、毕业要求及指标点

1.师德规范

树立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增进在政治、

思想、理论和情感上的认同和促进民族团结责任意识；贯彻国家、自治区教育方针政策，理

解德育在教育中的首要任务并在生物教学与实践中践行立德树根本任务，掌握基本教育法律

法规和中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知识，勤奋务实、爱岗敬业，立志服务边疆教育，成为有理想

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2.教育情怀

理解并认同生物教师工作的意义和专业性，具有投身边疆民族地区生物教育事业的意

愿；具有积极正确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树立正确的学生观，尊重学生不同文化背景、平

等对待每一位学生，富有爱心、责任心，工作细心、耐心，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

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3.学科素养

掌握生物学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基本技能和思维方法，理解生物学各核心课程

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知晓本学科发展前沿与动态，了解生物学学科与数学、物理、化学等其

他学科的联系；理解作为生物科学核心素养内涵的生命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和社会责

任；能够把中学生物教学与日常生活、生产实践结合起来，掌握生物学相关生产活动的基本

原理和方法。

4.教学能力

深刻理解生物学教师是中学生学习生物学、认识周围世界最重要的引路人和促进者；能

够以最新的中学生物课程标准为基础，做到在教育实践中以学习者为中心，运用学科教学知

识和信息技术，进行教学设计。具备教学基本技能和一定的教学研究能力，引导和指导学习

的关键过程，并进行学习评价。

5.班级指导

树立德育为先理念，了解学生心理与行为特征，掌握中学德育基本原理与方法；掌握班

级管理、集体建设、班级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发展指导、综合素质评价等工作要点；能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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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实习的班主任工作实践中，参与班团队活动、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等教育活动的组织与

指导，获得积极体验。

6.综合育人

了解中学生身心发展和养成教育规律。理解生物学育人价值，能够有机结合中学生物学

的教学进行育人活动。了解学校文化和教育活动的育人内涵，具备综合育人的路径和方法，

参与组织主题教育和社团活动，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

7.学会反思

具有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意识，理解教师是反思性实践者。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

辩证地看待问题，养成从学生学习、课程教学、学科理解等不同角度反思和分析问题的习惯；

能够适应时代和生物教育发展需求，进行学习与专业发展规划；掌握生物学教育实践研究的

方法和指导学生从事生物学科学研究的技能，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和对科学问题的探究能

力。

8.沟通合作

具有团队协作精神，理解并发挥学习共同体作用，掌握育人沟通和合作的技能，积极开

展小组互助和合作学习，具有组织和参与团队交流、合作互助、学习研讨的能力。

生物科学专业毕业要求 生物科学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1.【师德规范】

树立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真学习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增进在政治、思想、

理论和情感上的认同和促进民族团结责任意识；贯

彻国家、自治区教育方针政策，理解德育在教育中

的首要任务并在生物教学与实践中践行立德树根本

任务，掌握基本教育法律法规和中学教师职业道德

规范知识，勤奋务实、爱岗敬业，立志服务边疆教

育，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1.1【价值认同】

树立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增进在政治、思想、理论和情感上的认

同和促进民族团结责任意识。

1.2【立德树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理解德育在教育中的首要任务

并在生物教学与实践中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掌握基本教

育法律法规和中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知识，勤奋务实、爱岗

敬业，立志服务边疆教育，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2.【教育情怀】

热爱中学教师职业，理解并认同生物教师工作

的意义和专业性，具有投身边疆民族地区生物教育

事业的意愿；具有积极正确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树立正确的学生观，尊重学生不同文化背景、平等

对待每一位学生，富有爱心、责任心，工作细心、

耐心，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

献祖国的引路人。

2.1【职业情怀】

热爱中学教师职业，理解并认同生物教师工作的意义和

专业性，具有投身边疆民族地区生物教育事业的意愿。

2.2【亲生爱生】

具有积极正确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树立正确的学生

观，尊重学生不同文化背景、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富有爱

心、责任心，工作细心、耐心，创造条件帮助学生快乐成长，

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3.【学科素养】

掌握生物学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基本

技能和思维方法，知晓本学科发展前沿与动态，理

3.1【专业知识】

掌握生物学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基本技能和思

维方法，知晓本学科发展前沿与动态，理解生物学各核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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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生物学各核心课程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了解生物

学学科与数学、物理、化学等其他学科的联系，了

解学习科学的相关知识；能够把中学生物教学与日

常生活、生产实践结合起来，掌握生物学相关生产

活动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程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了解生物学学科与数学、物理、化学

等其他学科的联系，了解学习科学的相关知识。

3.2【知识应用】

能够把物理、化学基本原理及信息技术应用在生物学

中，能够运用生物学基本知识和方法分析和解决生产生活中

的问题，能够把中学生物教学与日常生活、生产实践结合起

来。

4.【教学能力】

深刻理解生物学教师是中学生学习生物学、认

识周围世界最重要的引路人和促进者；能够以最新

的中学生物课程标准为基础，做到在教育实践中以

学习者为中心，运用学科教学知识和信息技术，进

行教学设计。具备教学基本技能和一定的教学研究

能力，引导和指导学习的关键过程，并进行学习评

价。

4.1【教学分析及设计能力】

掌握生物学课程标准，较为准确地解读教材，比较全面

地了解学情，合理制定教学目标及教学重难点，选择恰当的

教学策略和方法，设计行之有效的教学过程。

4.2【教学实施能力】

具备规范的三字一语技能，熟练运用教育信息技术能

力，灵活运用教学方法调动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能指导学

生探究知识的能力。

4.3【教学评价能力】

能使用多元评价方式，对学生学业进行评价，给予学生

适当的评价和指导。

5.【班级指导】

树立德育为先理念，了解学生心理与行为特征，

掌握中学德育基本原理与方法；掌握班级管理、集

体建设、班级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发展指导、综合

素质评价等工作要点；能够在教育实习的班主任工

作实践中，参与班团队活动、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

等教育活动的组织与指导，获得积极体验。

5.1【班级管理能力】

树立德育为先理念，了解学生心理与行为特征，掌握中

学德育基本原理与方法；掌握班级管理、集体建设、班级教

育活动组织、学生发展指导、综合素质评价等工作要点。

5.2【学生指导能力】

具备学生健康发展指导能力，掌握学生发展指导的心理

学原理和指导方法，能够在教育实习的班主任工作实践中，

参与班团队活动、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等教育活动的组织与

指导，获得积极体验。

6.【综合育人】

了解中学生身心发展和养成教育规律，能够理

解生物学育人价值，针对学生的认知特征、知识水

平及学习需要有机结合各类课程教学开展育人活

动；了解学校文化和主题教育活动的育人内涵和基

本方法，能从促进国家认同、民族团结和学生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视角，设计主题教育和社团活动，

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

6.1【课程育人】

能够了解中学生身心发展和养成教育规律，能够理解生

物学育人价值，针对学生的认知特征、知识水平及学习需要

有机结合各类课程教学开展育人活动。

6.2【活动育人】

了解学校文化和主题教育活动的育人内涵和基本方法，

能从促进国家认同、民族团结和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视角，通过参与校院文化、主题教育和社团活动等多样化的

教学活动，对学生进行系统教育和积极引导。

7.【学会反思】

具有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意识，理解教师是反

思性实践者。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辩证地看

待问题，养成从学生学习、课程教学、学科理解等

不同角度反思和分析问题的习惯；能够适应时代和

生物教育发展需求，进行学习与专业发展规划；掌

握生物学教学研究的方法和指导学生从事生物学科

学研究的技能，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和对科学问题

7.1【反思能力】

具有终身学习与反思学习能力，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方

法不断完善生物学科知识体系和提升教学能力水平；能够根

据生物科学专业发展、教师专业发展，以及基础教育对生物

学教育人才的需求，制定学习计划和专业发展规划。

7.2【研究能力】

能够查阅中外文文献，掌握生物学教学研究的方法和指

导学生从事生物学科学研究的技能，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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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究能力。 对科学问题的探究能力。

8.【沟通合作】

具有团队协作精神，理解并发挥学习共同体作

用，掌握育人沟通和合作的技能，积极开展小组互

助和合作学习，具有组织和参与团队交流、合作互

助、学习研讨的能力。

8.1【沟通能力】

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能与同学、学生和老师进行有效

沟通。

8.2【合作能力】

具有团队协作精神，能组织和参与小组互助和合作学

习、团队活动，主动积极地与老师、同学研讨交流与合作。

四、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矩阵

毕业要求 师德为先 专业能力 全面育人 职业发展

师德规范 √ √

教育情怀 √ √

学科素养 √ √

教学能力 √

班级指导 √ √

综合育人 √ √

学会反思 √ √

沟通合作 √

五、学制、修业年限、学分及学位授予

本专业基本学制 4 年，在校修业年限 3-6 年。

最低毕业学分为 167 学分，其中必修 131 学分，选修课 36 学分。

学生修满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达到学校学士学位授予标准者授予理学学士学

位。

六、主干学科与核心课程

本专业所属主干学科：生物学、教育学。

专业核心课程：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植物生理学、遗传学、普通生

态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教育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班级管理和中学生物学教学

论。

七、课程结构及学分学时分配

（一）按课程领域统计

课程领域 课程类别 学分 学分小计 统计结果

教师教育类
教师教育必修课程 13

19 19 学分
教师教育选修课程 6

人文社会与科

学素养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17.5 17.5/167=10.5%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军事理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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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安全教育 0.5

大学生劳动 2

通识选修类课程 6

学科专业类

学科基础类课程 23

62

86/167=51.5%

专业必修课 13

专业选修课 24

专业实践类

专业实验类课程 12

24

专业实践教学（含专业见习） 2

生物学野外实习 1

毕业论文（一） 0.5

毕业论文（二） 6

专业实习 2.5

教育实践类

教学基本技能训练 3 周

21 周
教育实践

≥18周

教育见习 2 周

教育实习 14周

教育研习 2 周

（二）按课程性质统计

课程类别

总

学

时

占课内

总学时

比例

（%）

学

分

数

占总学

分比例

（%）

实践

学分
备 注课内学

时总数

1．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必修课程 882 882 31.8 42.5 25.45 8

通识选修课程 90 90 3.25 6 3.59 0

小 计 972 972 35.05 48.5 29.04 8

2．学科基础课程 372 372 13.42 23 13.77 0

3．

专业

课程

专业必修课程 234 234 8.44 15 8.98 0

专业选修课程 432 432 15.58 24 14.37 2.5

小 计 666 666 24.02 39 23.35 2.5

4．

教师

教育

课程

教师教育必修课程 272 272 9.8 13 7.78 4

教师教育选修课程 110 110 3.97 6 3.59 2

小 计 382 382 13.77 19 11.38 6

5．实践课程 1851 381 13.74 37.5 22.46 37.5

总 计 4243 2773 100.00 167 100.00 54

毕业总学分
必修总学分

及所占比例

选修总学分

及所占比例

实践总学分

及所占比例

实践总课时及占

总课时比例

167

131 78.44% 36 21.56% 54 32.3% 2326 55.9%

人文社会与科学素养类课程(通识课程)

总学分及所占比例

专业类课程

总学分及所占比例

17.5 10.5% 86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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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设置及教学计划表

(一)通识教育课程(48.5 学分，972 学时)

1.通识必修课程(42.5 学分，882 学时)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周

学时

理论

课时

实践

课时

考核

方式

上课

学期
备注

BE300011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2/3 36 6 考试 1

实践 2学分

BE300011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4 39 9 考试 2

BE3000110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6/2 30 6 考试 2

BE300011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4 39 9 考试 3

BE3000110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一）
3 48/4 39 9 考试 4

BE3000110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二）
2 32/4 30 2 考试 5

BE30001107 形势与政策(讲座) 2 64 64 考查 1-8

BE04001101 大学外语（一） 4 56/4 56 考试 1

BE04001102 大学外语（二） 4 64/4 64 考试 2

BE04001103 大学外语（三） （2） 64/4 64 考试 3

BE04001104 大学外语（四） （2） 64/4 64 考试 4

BE09001101 大学体育（一） 1 36/4 10 26 考查 1

BE09001102 大学体育（二） 1 36/4 6 30 考查 2

BE09001103 大学体育（三） 1 36/4 6 30 考查 3

BE09001104 大学体育（四） 1 36/4 6 30 考查 4

BE06001101 大学计算机基础（一） 1 56/4 28 28 考查

BE06001102 大学计算机基础（二） 1 64/4 32 32 考查

BE030011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34/2 20 14 考试 2

BE31001101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一） 0.5 10/2 8 2 考查 2

BE31001102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二） 0.5 10/2 8 2 考查 3

BE31001103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三） 1 18/2 14 4 考查 5

BE31001104 创业基础 2 32/4 24 8 考试 4

BE32001101 军事理论 2 36/4 28 8 考查 1

BE32001102 大学生安全教育 0.5 8 6 2 考查 1

BE00001101 大学生劳动教育 2 32/4 16 16 考查 3

小 计 42.5 882 609 273 实践合计 8 学分

2.通识选修课程(6 学分，90 学时)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周

学时

理论

课时

实践

课时

考核

方式

上课

学期
备注

RS00001201
…… 人文与社会科学类课程 2 考查 1-8

自然科学和艺体类

专业学生选修，不低

于 2学分

ZX00001201 自然科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类课程 2 考查 1-8 人文社科和艺体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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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学生选修，不低

于 2学分

JJ00001201
…… 军体与健康类课程 2 考查 1-8

非体育类专业学生

选修，不低于 2 学分

MY00001201
…… 美育类课程 2 考查 1-8

非艺术类专业学生

选修，不低于 2 学分

小 计

备注：允许学生跨专业选修其他专业的专业课程，折合通识选修课程。

(二)学科基础课程(23 学分，372 学时)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周学时
理论

课时

实践

课时

考核

方式

上课

学期
备注

BE05362101 高等数学（一） 2.5 42/3 42 考试 1

BE08362101 无机及分析化学 3 48/4 48 考查 1

BE14362101 植物学（一） 2.5 42/3 42 考试 1

BE05362102 高等数学（二） 2 32/2 32 考查 2

BE14362102 植物学（二） 2 32/2 32 考试 2

BE08362102 有机化学 2 32/2 32 考试 2

BE14362103 动物学（一） 2 32/2 32 考试 3

BE07362101 大学物理学 2 32/2 32 考查 3

BE14362104 生物化学 3 48/3 48 考试 3

BE14362105 动物学（二） 2 32/2 32 考试 4

小 计 23 372 372

(三)专业课程( 39 学分， 666 学时)

1.专业必修课程(15 学分，236 学时)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

课时

实践

课时

考核

方式

上课

学期
备注

BE14363101 微生物学 2 32/2 32 考试 4

BE14363102 植物生理学 3 48/3 48 考试 5

BE14363103 遗传学 3 48/3 48 考试 5

BE14363104 普通生态学 2 30/2 30 考试 6

BE14363105 细胞生物学 2 30/2 30 考试 6

BE14363106 分子生物学 3 48/3 48 考试 6

小 计 15 218 218

2.专业选修课程(24 学分，430 学时)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

课时

实践

课时

考核

方式

上课

学期
备注

BE14363201 生命科学史 1 16/2 16 考查 4

修读不低于

12 学分

BE14363202 生物统计学 2 32/2 32 考试 4

BE14363203 植物资源学 2 32/2 32 考查 4

BE14363204 动物资源学 2 32/2 32 考查 4

BE14363205 专业英语 2 32/2 32 考查 5

BE14363206 计算机辅助教学 2 32/2 16 16 考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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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14363207 环境保护概论 2 32/2 32 考查 5

BE14363208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2 30/2 30 考查 6

BE14363209 生物科学专业素养综合训练 1 16/2 16 考查 6

小计 12 208 192 16

BE14363210 植物组织培养学 2 32 32 考查 4

修读不低

于 5学分

BE14363211 植物组织培养学实验 1 33 33 考查 4

BE14363212 园林植物栽培学 2 32 32 考查 5

BE14363213 病虫害生物防治 2 30 30 考查 5

BE14363214 生物科学最新动态专题 2 30 30 考查 6

小计 5 95 62 33

BE14363215 人体解剖及动物生理学 2 32 32 考试 5

修读学分不低

于 7学分

BE14363216 人体解剖及动物生理学实验 1 33 33 考查 5

BE14363217 进化生物学 2 32 32 考查 5

BE14363218 微生物发酵工程 2 32 32 考查 5

BE14363219 发育生物学 2 30 30 考查 6

BE14363220 免疫学 2 30 30 考查 6

BE14363221 基因工程原理 2 30 30 考查 6

BE14363222 现代生物技术概论 2 30 30 考查 6

小计 7 127 94 33

合 计 24 430 348 82

(四)教师教育课程(19 学分，382 学时)

1.必修课程(13 学分，272 学时)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周学时
理论

课时

实践

课时

考核

方式

上课

学期
备注

BE03004101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2 32/2 32 考试 1

其中实践

4学分

BE03004102 教育学 2 32/2 32 考试 2

BE06004101 现代教育技术 2 48/3 16 32 考查 4

BE01004101 教师口语 1 32/2 8 24 考查 2

BE01004102 三笔字 1 32/2 8 24 考查 2

BE03004103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1 16/2 16 考查 3

BE03004104 班级管理 1 16/2 16 考查 5

BE14364101 中学生物学教学论 3 64/4 32 32 考查 4

小 计 13 272 160 112

2.教师教育选修课程(6 学分，110 学时)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周学时
理论

课时

实践

课时

考核

方式

上课

学期
备注

BE14364201 新课标解读与教材分析 2 32/2 16 16 考查 5

修读不少于

4 学分

BE14364202
课堂教学设计与技能训练

（含微格教学）
1 30/2 0 30 考查 6

教育政策与法规 1 16/2 16 考查 4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2 32/2 32 考查 4

教育热点问题专题 1 16/2 16 考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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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周学时
理论

课时

实践

课时

考核

方式

上课

学期
备注

基础教育改革专题 1 16/2 16 考查 4

教育社会学专题 1 16/2 16 考查 5

教育哲学专题 1 16/2 16 考查 5

教育测量与评价专题 1 16/2 16 考查 6

学校管理专题 1 16/2 16 考查 6

小 计 2 32 32

中小学生品德发展与道德教 1 16/2 16 考查 4

修读不少于

2 学分

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 16/2 16 考查 4
中小学生异常心理与行为问

题研究
1 16/2 16 考查 5

中小学生认知与学习 1 16/2 16 考查 5

小 计 2 32 32

合 计 6 110 64 46

（五）实践课程(环节)( 37.5 学分，1851 学时)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周数 周课时

考核

方式

上课

学期
备注

BE08365101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1 24 8 3 考查 1

BE14365101 植物学实验（一） 1 30 10 3 考查 1

BE08365102 有机化学实验 1 30 10 3 考查 2

BE14365102 植物学实验（二） 1 33 11 3 考查 2

BE14365103 动物学实验（一） 1 33 11 3 考查 3

BE14365104 生物化学实验 1 33 11 3 考查 3

BE14365105 动物学实验（二） 1 33 11 3 考查 4

BE14365106 微生物学实验 1 33 11 3 考查 4

BE14365107 植物生理学实验 1 33 11 3 考查 5

BE14365108 遗传学实验 1 33 11 3 考查 5

BE14365109 细胞生物学实验 1 33 11 3 考查 6

BE14365110 分子生物学实验 1 33 11 3 考查 6

小 计 12 381

BE30005201 军事训练与入学教育 2 60 2 30 考查 1

BE14365202 专业实践教学（含专业见习） 2 120 4 30 考查 2-5 每学期 1 周

BE14365203 教学基本技能训练 1.5 90 3 30 考查 2-4 每学期 1 周

BE14365204 生物学野外实习 1 60 2 30 考查 6

BE14365205 教育见习 1 60 2 30 考查 5、6 每学期 1 周

BE14365206 教育实习 7 420 14 30 考查 7

BE14365207 教育研习 1 60 2 30 考查 7

BE14365208 毕业论文（一） 0.5 30 1 30 考查 7

BE14365209 毕业论文（二） 6 360 12 30 考查 8

BE14365210 专业实习 2.5 150 5 30 考查 7、8

BE14365211 就业指导 0 30 1 30 考查 8 不计学分

BE14365212 毕业教育 0 30 1 30 考查 8 不计学分

BE14365213 社会实践 1 0 考查 1-6 不计学时

BE14365214 科技创新活动(可顶选修课学分) 6 考查 1-8 不计总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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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周数 周课时

考核

方式

上课

学期
备注

小 计 25.5 1470 50

合计 37.5 1851 50 周

九、课程与毕业要求关联矩阵

课程

性质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师德

规范

教育

情怀

学科

素养

教学

能力

班级

指导

综合

育人

学会

反思

沟通

合作

通识

必修

课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H H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L M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H L L M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L M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H M L

形势与政策(讲座) H L

大学外语 L H M

公共体育 M L H M

大学计算机基础 M H L L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M H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H H H

创业基础 L H

军事理论 L M

大学生安全教育 H

大学生劳动教育 H H M

学科

基础

课程

高等数学（一） H M

无机及分析化学 H M

植物学（一） H M

高等数学（二） H M

植物学（二） H M

有机化学 H M

动物学（一） H M

大学物理学 H M

生物化学 H M

动物学（二） H M

专业

必修

课程

微生物学 H M

普通生态学 H M

植物生理学 H M

遗传学 H M

细胞生物学 H M

分子生物学 H M

教师

教育

必修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M H

教育学 H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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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技术 H L L

教师口语 H M

三笔字 H M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H H M

班级管理 H M L

中学生物学教学论 M H H

实践

课程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H M H

植物学实验（一） H M H

有机化学实验 H M H

植物学实验（二） H M H

动物学实验（一） H M H

生物化学实验 H M H

动物学实验（二） H M H

微生物学实验 H M H

植物生理学实验 H M H

遗传学实验 H M H

细胞生物学实验 H M H

分子生物学实验 H M H

军事训练与入学教育 H M

教学基本技能训练 H M

专业实践教学（含专业见习） H M H

生物学野外实习 H M H

教育见习 L L M M

教育实习 M M H H M

教育研习 H H M

毕业论文 H H M

专业实习 H M H M

社会实践 H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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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任务矩阵

课程类别与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师德

规范

教育

情怀

学科

素养

教学

能力

班级

指导

综合

育人

学会

反思

沟通

合作

1.1 1.2 2.1 2.2 3.1 3.2 4.1 4.2 4.3 5.1 5.2 6.1 6.2 7.1 7.2 8.1 8.2

通识

必修

课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H H H H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L M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H L L M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L M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H M L

形势与政策(讲座) H L
大学外语 L H L
公共体育 M L H M M
大学计算机基础 M H L L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M H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H H H
创业基础 L H
军事理论 L M
大学生安全教育 H
大学生劳动教育 H H M

学科
高等数学（一） H M M
无机及分析化学 H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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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与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师德

规范

教育

情怀

学科

素养

教学

能力

班级

指导

综合

育人

学会

反思

沟通

合作

1.1 1.2 2.1 2.2 3.1 3.2 4.1 4.2 4.3 5.1 5.2 6.1 6.2 7.1 7.2 8.1 8.2

基础

课程

植物学（一） H H M
高等数学（二） H M M
植物学（二） H H M
有机化学 H M M
动物学（一） H H M
大学物理学 H M M
生物化学 H H M
动物学（二） H H M

专业

必修

课程

微生物学 H H M
普通生态学 H H M
植物生理学 H H M
遗传学 H H M
细胞生物学 H H M
分子生物学 H H M

教师

教育

必修

课程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M H
教育学 H H M M
现代教育技术 H H L L L
教师口语 H M
三笔字 H M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H H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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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与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师德

规范

教育

情怀

学科

素养

教学

能力

班级

指导

综合

育人

学会

反思

沟通

合作

1.1 1.2 2.1 2.2 3.1 3.2 4.1 4.2 4.3 5.1 5.2 6.1 6.2 7.1 7.2 8.1 8.2
班级管理 H H M
中学生物学教学论 M H H H M

实践

课程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M H H
植物学实验（一） M H M H
有机化学实验 M H H
植物学实验（二） M H M H
动物学实验（一） M H M H
生物化学实验 M H M H
动物学实验（二） M H M H
微生物学实验 M H M H
植物生理学实验 M H M H
遗传学实验 M H M H
细胞生物学实验 M H M H
分子生物学实验 M H M H
军事训练与入学教育 H M
教学基本技能训练 H H H
专业实践教学（含专业见习） H M
生物学野外实习 L H M H
教育见习 L L M M M M
教育实习 M M M H H M H H H



16

课程类别与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师德

规范

教育

情怀

学科

素养

教学

能力

班级

指导

综合

育人

学会

反思

沟通

合作

1.1 1.2 2.1 2.2 3.1 3.2 4.1 4.2 4.3 5.1 5.2 6.1 6.2 7.1 7.2 8.1 8.2
教育研习 M H H H M
毕业论文 M H H H M
专业实习 H M H M M
社会实践 H H M M

说明： H 代表教学环节对毕业要求高支撑， M 代表教学环节对毕业要求中支撑， L 代表教学环节对毕业要求低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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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各学期周必修课时统计

课程类别

教学周学时(周)
备

注

第一

学期

16 周

第二

学期

18 周

第三

学期

18 周

第四

学期

18 周

第五

学期

18 周

第六

学期

18 周

第七

学期

19 周

第八

学期

17 周

1.通识教育课程—公共必修 15 16 14 14 7 6
按
课
内

学
时
统
计

2.学科基础课程 10 6 7 2

3.专业必修课程 2 6 6

4.教师教育必修课程 2 6 10 4

5.实验课程 6 6 6 6 6 6

小 计 33 34 27 34 23 18

6.实践环节 2周 2周 2周 2周 2 周 3周 19 周 17 周

十二、说明

1.本次培养方案的执行对象：从 2020 级学生开始执行；

2.本次修订培养方案的负责人和参加人员：

培养方案制定负责人： 任琴 穆俊祥

培养方案制定参加人： 孟宁生 马晓林 郭美兰 曹兴明 徐松鹤 姚岭柏 贺番 陈宇浩

程超 王晓云 张志鹏 党玉蕾

基础教育学校教师代表：樊瑞(乌兰察布市实验中学校长) 何晓萍（内蒙古师范大学附

属中学教师） 曹亚玲（集宁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教师）

同行专家：郭永明 李慧君

毕业生代表：仝梦洁 刘可为 安晓添

高年级学生代表：陈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