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宝玉石鉴定与加工（专科）专业考试计划

一、指导思想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我国高等教育基本制度之一，是对社会自学者进行

的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国家考试

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宝玉石鉴定与加工（专科）的人才能培养水平和课程

设置在总体上与普通高等院校相应层次专业要求保持基本一致，同时，结合

新时期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和人才培养特点，突出强化“技

能自考”的人才培养理念，突出强化课程设置的职业性、应用性、实用性、

选择性和发展性，突出强调职业资格证书教育与学历教育的有效接轨，突出

强调对学习者职业素养和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与训练。

二、学历层次及规格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宝玉石鉴定与加工专业的学历层次为专科，专业大类

为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专业类别为资源勘查类。

本专业考试计划规定合格课程门数为 15 门（其中考试课程相关的实践

考核环节部分不单独计入课程总门数），总学分为 71 学分。

凡按照本专业考试计划的规定，取得相应课程合格成绩且达到规定学分

要求，实践环节考核合格，思想品德经鉴定符合要求者，经审核通过，由湖

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宝玉石鉴定与加工专业自学考试专科毕

业证书，主考学校副署，国家承认学历。

三、培养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

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较强的职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具备宝玉石鉴定与加工必备的基

本原理和基本知识，获得宝玉石鉴定及测试的基本训练，能够在珠宝玉石首

饰行业从事珠宝玉石首饰鉴定及检测、品质分级与评价、制作及加工等方面

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本专业要求初步掌握宝玉石鉴定与加工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具有珠

宝玉石首饰鉴定、品质分级与评价的基本能力，具备宝玉石首饰检测及首饰

设计与制作的实践技能。主要包括：

1.初步掌握宝玉石鉴定与加工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



2.具备使用常规珠宝鉴定仪器鉴定检测宝玉石首饰及首饰设计与制作的

基本技能；

3.具有珠宝玉石质量评估、品质分级与评价的基本能力，满足珠宝玉石

首饰行业鉴定与加工等岗位的工作需求；

4.熟悉国家珠宝玉石首饰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

5.具备对新知识、新方法、新工艺的学习能力和一定的创新创业能力。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

专业名称：宝玉石鉴定与加工（专科） 专业代码：420107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2 1265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3 02091 地质学基础 5

4
08926 结晶学和矿物学 2

08927 结晶学和矿物学（实践） 2

5
08651 应用宝石学 6

08928 应用宝石学（实践） 3

6
08929 首饰设计 4

08930 首饰设计（实践） 2

7
08935 珠宝琢型设计及加工 3

08936 珠宝琢型设计及加工（实践） 2

8
08933 首饰制作工艺学 4

08934 首饰制作工艺学（实践） 2

9 14099 人工宝石及优化处理 4

10 13696 贵金属首饰及其检测 2 实践课程

11 10414 计算机辅助设计（AutoCAD）（实践） 6

12 03816 透视基础（实践） 4

13 08938 珠宝市场营销学 4

14 14264 数字媒体视频编辑（实践） 5

15 14010 卖场设计（实践） 5

五、主要课程说明

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略）

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略）

3.地质学基础

本课程涉及了地质科学的各个分支的核心部分，不仅教给学生地质学的



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培养学生的地质思维能力，同时也使学生了解了地质

学各分支学科的发展方向与现状。本课程内容主要分为地球及其物质组成、

地质作用及其产物、岩层的产状及其地层系统、褶皱及其断层构造、矿产资

源等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地球及地质作用、矿物及

岩石、构造运动及产物等诸方面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与基本知识，并具有肉

眼鉴定和描述多种矿物和岩石标本，收集与阅读地质资料，绘制相应地质图

件，对一般地质现象的分析和判断能力，为学习专业课程和野外工作打下必

要的地质基础。

4.结晶学与矿物学

该课程的性质特点是：理论性强，同时又具有实践性。在“结晶学”中，

空间抽象概念多，因此理性思维很重要，但又要通过实践来建立空间概念；

在“矿物学”中，各矿物具体特征多，因此归纳类比思维很重要，同时要通

过实践认识矿物的各种物理现象及其内在联系。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让学生基本掌握，晶体的宏观形态分析、晶体的对称

及晶体定向、单形名称及符号，重点掌握 10 种对称型，重点掌握 16 种单形；

矿物学目标：掌握矿物成分、结构、形态、物性、成因、用途的基础知识及

其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重点掌握 50 种左右常见矿物的鉴定特征，基本要

求：掌握肉眼鉴定矿物的技能，学会对一些矿物物理现象进行成因理论分析。

5.应用宝石学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了解宝石学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掌握宝石

的各种物理性质特征、宝石品种准确定名和分类，熟悉不同类别宝石的特性

和识别特征，了解宝石在自然界的分布状态及资源量的状况。尽量掌握常见

的二十多种宝石的一些特殊的性能特征，从而达到肉眼下鉴别宝石各品种特

性的能力，为后续的宝石鉴定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

6.首饰设计

开设本课程可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及艺术素养，让学生了解首饰工艺的

基础与前提，首饰设计是首饰工艺制作的重要依据。本课程主要解决如何对

首饰的纹样、款式、材料、色彩等首饰元素进行设计与组织，并培养富有创

新性与概念性设计的能力。与宝石学课程紧密地联系起来，为首饰工艺课程

的学习打下基础。

7.珠宝琢型设计与加工

本课程也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

生了解宝石加工工艺学是宝石学科领域中的一个工艺学方向分支，主要研究



宝石材料的性质与加工方法，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熟知宝石琢型的种类、宝石琢型的设计原理

和方法、宝石加工的基本方法和原理、刻面型和弧面型宝石的加工工艺、各

种常见宝石的设计及加工要领等内容。为今后从事宝石琢型的设计、加工及

新款开发工作，以及与宝石琢型相关的珠宝首饰设计、鉴赏、评估、营销等

工作打下基础。

8.首饰制作工艺学

本课程是宝石材料工艺学的主干课程，该课程以实践课为主，学生通过

理论和实践的学习，掌握首饰的基本概念和分类，首饰设计的基本方法，常

见珠宝首饰设计的相关内容和知识。同时需要熟悉首饰制作的各类材料性

能、首饰制作的常用工具和设备，首饰制作工艺的各个环节工艺流程。

9.人工宝石及优化处理

本课程是由人工合成宝石及宝石的优化处理两部分内容构成。学习该课

程是要求学生较好地掌握人工合成宝石和优化处理宝石的概念、原理和方

法。掌握人工合成宝石和优化处理的各类品种的生产工艺和产品特征及方

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较好地区分天然与合成宝石、天然与人工处理宝石

的鉴定特征，最终达到准确地鉴定宝石。

10.贵金属首饰及其检测

本课程通过实践训练学生掌握好贵金属首饰的分类与结构，贵金属首饰

材料的特点及其贵金属首饰成色的检测原理与方法。并对传统贵金属首饰制

作的工艺，首饰制作工艺等相关内容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

11.计算机辅助设计（AutoCAD）（实践）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装修设计制图的相关要求和内容、AutoCAD 的基本

操作和基本设置，二维命令，辅助工具，建筑平面图、装饰平面图、地坪图、

顶棚图、立面图、大样图及剖面图的绘制，还对各类空间的图样绘制进行了

细致的讲解。学生需掌握 AutoCAD 的基本应用绘图的方法与技巧，并能熟练

使用快捷键与快捷命令。

12.透视基础（实践）

本课程是用科学原理研究客观事物反映在人眼睛里视觉图像近大远小、

近宽远窄、立体感、空间感的作图法的学科。通过系统地介绍透视学的基础

理论和作图方法，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进行阐述，让学生能掌握透

视学基础理论知识，并加以运用。

13.珠宝市场营销学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3%80%E6%B5%8B


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学生在珠宝市场营销学的课程学习中

需要较好地掌握好市场营销学的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结合珠宝首饰营销

学的特点和案例，将学习的知识引入到珠宝首饰营销领域，建立起对珠宝首

饰营销学的基本理解和认识。在营销的过程中，具备条件时，可进行适当的

电子商务过程的尝试。

学生通过学习掌握珠宝市场营销的环境，学会分析珠宝首饰消费者的各

种行为，并来制定有效的经营策略。通过对珠宝市场的调查和研究来定位相

适应的珠宝产品种类、珠宝价格的定价管理、珠宝营销方式、珠宝经营环境

及人员的管理。

14.数字媒体视频编辑（实践）

本课程是使学生能掌握利用非线性编辑软件完成影视剪辑工作的基本

流程和基本方法，理解经典剪辑原理线；掌握剪辑节奏与情节张力、表演情

绪的关系，声画关系的处理方式；利用剪辑弥补拍摄问题的处理方法；掌握

剪辑常用术语、数字视频编码技术、非线性编辑系统的软件平台基本操作。

15.卖场设计（实践）

本课程是让学生通过从卖场（店铺）外观、照明、平面布置、陈列商品

等方面来掌握卖场设计的技巧、思想和经验。将卖场的经营理念传递给顾客

并吸引顾客，引来回头客。一个好的卖场不仅需要先进的管理和优秀的人才，

还应该善于打造一个吸引顾客的卖场。该课程除了卖场设计外，营业员的服

务意识和服务态度都要和卖场相互烘托。让卖场的设计及氛围真正深入并感

受到了顾客的心理，把对顾客的认识全部用到了卖场的精心打造上。课程设

计为指导营销人员具体的实战方式和管理方式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通过

该课程的学习，并通过实践经验的积累，能胜任卖场的展示、宣传和促销等

项工作。

六、实践性环节学习考核要求

含实践的课程及实践所占学分：结晶学和矿物学（实践）2 学分、应用

宝石学（实践）3 学分、首饰设计（实践）2 学分、珠宝琢型设计及加工（实

践）2 学分、首饰制作工艺学（实践）2 学分、贵金属首饰及其检测（实践）

2 学分、计算机辅助设计（AutoCAD）实践 6 学分、透视基础（实践）4 学分、

数字媒体视频编辑（实践）5 学分、卖场设计（实践）5 学分。

凡理论考试与实践环节考核两部分相结合的课程为一门课程，考生必须

取得两个部分的合格成绩方能获得该门课程的学分。



七、教材目录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使用教材

1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思想道德与法治》，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自学考试学习读

本》，刘瑞复 左鹏，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2 1265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自学考试学习读

本》，孙蚌珠 冯雅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3 02091 地质学基础 5
《地质学基础》（第 2 版），陆延清，石油工业出

版社，2015

4
08926 结晶学和矿物学 2 《结晶学及矿物学》（第 2 版）,赵珊茸,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708927 结晶学和矿物学（实践） 2

5
08651 应用宝石学 6 《宝石学基础教程》（第 3 版）,李娅莉等, 地质大

学出版社，201708928 应用宝石学（实践） 3

6
08929 首饰设计 4 《珠宝首饰设计基础》（第 2 版）,任进 寇晓若,中

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2008930 首饰设计（实践） 2

7
08935 珠宝琢型设计及加工 3 《宝石琢型设计及加工技术》，陈炳忠，中国地质

大学出版社，202008936 珠宝琢型设计及加工（实践） 2

8
08933 首饰制作工艺学 4 《首饰制作工艺学》（第 2 版）,黄云光等，中国地

质大学，201508934 首饰制作工艺学（实践） 2

9 14099 人工宝石及优化处理 4
《人工宝石学》田学培 石同栓,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

社，2009

10 13696 贵金属首饰及其检测 2
《贵金属首饰制作工艺》（第二版）,王昶 袁军平，

化工出版社，2021

11 10414
计算机辅助设计（AutoCAD）
（实践）

6
《AutoCAD2020 中文版标准教程 》,张莉 周子良

何婧，轻工业出版社，2019

12 03816 透视基础（实践） 4
《环境艺术设计制图与透视 》(第 2 版)，张葳 汤留

泉，轻工业出版社，2017

13 08938 珠宝市场营销学 4
《珠宝首饰商贸营销实务》, 张代明 王莉, 云南科

学技术出版社, 2012

14 14264 数字媒体视频编辑（实践） 5
《短视频编辑与制作（视频指导版）》,吴航行 李

华，人民邮电出版社，2019

15 14010 卖场设计（实践） 5
《陈列设计从入门到精通》，陈根，化学工业出版社，2018

年

注：“使用教材”以当次考试公布的教材及大纲使用情况为准。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烹饪工艺与营养（专科）专业考试计划

一、指导思想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我国高等教育基本制度之一，是对社会自学者进行

的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国家考试

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烹饪工艺与营养（专科）专业人才培养水平和课程设

置在总体上与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层次要求保持基本一致。同时，结合新时期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和人才培养特点，在专业设置上突出实

用性和创新性特点，注重考核考生对营养学基本理论和烹饪技能的系统掌

握，以及分析、解决餐饮产业发展实际问题的能力，更好地服务于企业和社

会。

二、学历层次及规格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烹饪工艺与营养（专科）专业的学历层次为专科，专

业大类为旅游大类，专业类别为餐饮类。

本专业考试计划规定合格课程门数为 15 门（其中考试课程相关的实践

考核环节部分不单独计入课程总门数），总学分为 78 学分。

凡按照本专业考试计划的规定，取得相应课程合格成绩且达到规定学分

要求，实践环节考核合格，思想品德经鉴定符合要求者，经审核通过，由湖

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自学考试专科毕业

证书，主考学校副署，国家承认学历。

三、培养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

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较强的职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烹饪工艺、烹饪营养等基本

知识，具备烹饪原料选用及食品安全控制等能力，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能

在现代餐饮、酒店、旅游等企事业单位从事餐饮一线生产和经营管理等方面

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本专业要求初步掌握基础化学、烹饪营养、餐饮安全等方面的基本理论

和基本知识，掌握食品检验、营养配餐、食品安全控制等方面的基本技能，

具有烹饪实践操作、烹饪原料选择和刀工处理、厨房生产组织和管理的实际

应用能力。主要包括：



1.初步掌握烹调工艺与营养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

2.掌握食品安全评价与控制、食品营养配餐和风味品评的基本技能；

3.具有厨房生产组织和管理的基本能力以及烹饪实践操作的基本技能；

4.具备正确使用与本专业有关的手册、标准等技术资料的能力；

5.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与良好的职业道德，具备环境保护意识和安全

生产知识，熟悉国家餐饮食品安全领域的基本政策和法规。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

专业名称：烹饪工艺与营养（专科） 专业代码：540202

序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2 1265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3 04729 大学语文 4

4
02517 食品微生物学 4

02518 食品微生物学（实践） 1

5 02526 烹饪工艺学 6

6 02527 烹饪化学基础 5

7
04167 食品分析与感官评定 5

04986 食品分析与感官评定（实践） 1

8
06203 中国风味流派与菜肴 5

06204 中国风味流派与菜肴（实践） 2

9 02528 烹饪营养学 4

10 04945 烹饪工艺实践（实践） 12

11 09580 风味小吃制作（实践） 4

12 09579 西点工艺（实践） 4

13
00990 宴会设计 3

00991 宴会设计（实践） 1

14 08426 冷菜工艺（实践） 5

15 01522 酒店餐饮实务与操作 6 实践课程

五、主要课程说明

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略）

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略）



3.大学语文（略）

4.食品微生物学（含实践）

本课程内容包括与食品相关的微生物类群的结构与功能、微生物的生长

与代谢、微生物的遗传变异与育种、微生物在食品生产中的应用、微生物与

食品腐败变质、微生物与食物中毒等理论知识；还包括显微镜的使用方法、

各种微生物的形态观察、微生物培养技术、食品中细菌和大肠杆菌群的检测

方法等实验项目。通过课程学习，应使学生掌握食品微生物相关基本理论知

识，并具有检测微生物的基本操作技能。

5.烹饪工艺学

本课程内容包括菜肴制作切配烹调的一系列流程及原理，主要包括烹饪

原料的选用、鲜活原料的初加工、干货原料的涨发、刀工技术、原料的分档，

整料出骨；上浆挂糊；烹饪原料的组配、菜肴的优化工艺、冷热菜的烹饪技

法、菜肴的装饰及菜肴的创新等。通过课程学习，应使学生掌握菜肴制作的

工艺流程及其相应的工艺方法和手段。

6.烹饪化学基础

本课程内容包括化学基础知识、组成食物的化学成分、烹饪原料的化学

组成、食物感官属性的科学基础和烹调加工的科学基础。通过课程学习，应

使学生掌握食物在烹饪加工中的理化特性、物质变化规律，能基本解释相关

烹饪现象。

7.食品分析与感官评定（含实践）

本课程内容包括食品样品的采集与处理、食品质量的感官评定、物理检

验、食品一般成分的测定、食品矿物质的测定、食品添加剂的测定、食品中

有害有毒物质的测定、食品包装材料及容器的检测等内容理论知识；还包括

基本味觉训练、全脂乳粉中水分含量的测定等实验项目。通过课程学习，应

使学生掌握相关理论知识，以及食品分析和感官评定的基本操作技能。

8.中国风味流派与菜肴（含实践）

本课程内容包括我国八大菜系及地方名菜中蔬菜类名菜、水产类名菜、

鱼类名菜、肉类名菜、禽类名菜、豆制品类名菜及其他名菜的简介、质量标

准、工艺流程。通过课程学习，应使学生掌握菜肴烹制的主要操作流程和烹

饪技艺，同时加深对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理解。

9.烹饪营养学

本课程内容包括营养与健康、能量、各类营养素、植物化学物、烹饪原

料的营养价值、科学烹饪和平衡膳食。通过课程学习，应使学生掌握人体的



能量需要及营养素的基本理论知识、营养与人体健康的关系，能够合理搭配

膳食和科学烹饪。

10.烹饪工艺实践（实践）

本课程内容包括原材料鉴别与选用、刀工工艺、初加工工艺、干料涨发、

分部取料、组配工艺、优化工艺、预熟工艺、制汤工艺、烹调工艺、装盘美

化工艺等。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应使学生掌握烹饪操作基本技能，基本能够

胜任厨房生产的基础岗位，并能独立操作完成 30 道左右的菜肴。

11.风味小吃制作（实践）

本课程内容包括水调面团风味小吃制作工艺实训、膨松面团风味小吃制

作工艺实训、油酥面团风味小吃制作工艺实训、其他类面团风味小吃制作工

艺实训、筵席面点配备常识、风味小吃的创新开发等方面的内容。通过课程

学习，应使学生熟练掌握面点制作基础工艺技术；掌握不同面团性质类别风

味小吃代表品种的制作工艺；能根据风味小吃的特点进行筵席面点的配备；

具备一定的风味小吃开发设计能力；能承担中式面点厨房实践岗位工作。

12.西点工艺（实践）

本课程内容包括西式面点原料、西式面点常用设备和器具、西式面点生

产规范要求及基本操作手法、西式面点制作工艺及技术等几个方面。通过课

程学习，应使学生掌握常见西式面点原料常识；能安全使用和正确保养西式

面点常用的设备和器具；具备西式面点放的生产管理能力；学会制作面包类、

泡芙类、饼干类、蛋糕类、派塔类、冻点类等常见西式面点；能承担西式面

点厨房实践岗位工作。

13.宴会设计（含实践）

本课程内容包括宴席发展的历史、宴会菜单设计的基本方法与技巧、主

要流程、主题宴会的设计思路、酒店及餐饮企业宴席业务组织与经营管理等。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学生要认识到宴会经营对餐饮企业的重要性，并能围

绕一个或多个历史文化或其他主题为吸引标志设计主题宴会，向顾客提供宴

会所需的菜肴、基本场所和服务礼仪。

14.冷菜工艺（实践）

本课程内容包括冷菜的基础理论、冷菜拼摆的刀工、冷菜的拼摆基础、

冷菜拼摆实例和主题冷盘设计等几个方面。通过课程学习，应使学生掌握凉

菜的烹调、凉菜的拼摆，花色拼盘制作等；掌握各种凉菜味型的调配；提升

美学素养，使学生在操作教学中培养良好的劳动习惯和职业素养，能承担餐

饮后厨冷菜制作实践岗位工作。



15.酒店餐饮实务与操作

本课程内容包括餐饮服务方式、服务流程和服务管理知识，还包括具体

的托盘服务、铺台布、餐巾折花、斟酒、撤换餐用具、中西餐摆台等服务技

能和技巧等。通过课程学习，应使学生掌握完整餐饮服务的基本方法、过程

与技能，从整体上对餐饮企业的业务流程有系统的认识，具备从事酒店、餐

饮企业服务礼仪规范、操作能力、组织能力、指导能力、突发情况处理等基

本职业能力。

六、实践性环节学习考核要求

实践性环节学习考核是为了实现专业规格要求和课程考试目标，对应考

者进行基本技能及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核。

含实践的课程及实践所占学分：食品微生物学（实践）1 学分、食品分

析与感官评定（实践）1 学分、中国风味流派与菜肴（实践）2 学分、烹饪

工艺实践（实践）12 学分、风味小吃制作（实践）4 学分、西点工艺（实践）

4 学分、宴会设计（实践）1 学分、冷菜工艺（实践）5 学分，酒店餐饮实务

与操作 6 学分。

凡理论考试与实践环节考核两部分相结合的课程为一门课程，考生必须

取得两个部分的合格成绩方能获得该门课程的学分。

七、教材目录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使用教材

1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思想道德与法治》，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
出版社，2023；《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自
学考试学习读本》，刘瑞复 左鹏，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8

2 1265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自学考试学习读本》，孙蚌珠 冯雅新，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8

3 04729 大学语文 4
《大学语文》，徐中玉 陶型传，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8

4
02517 食品微生物学 4 《食品微生物学》（第二版），朱乐敏，化学工

业出版社，201902518 食品微生物学（实践） 1

5 02526 烹饪工艺学 6
《中式烹调工艺与实训》（第二版），姚春霞，

科学出版社，2018

6 02527 烹饪化学基础 5
《烹饪化学》(修订版），黄刚平，科学出版社，

2021



7
04167 食品分析与感官评定 5 《食品分析与检验技术》（第四版），周光理，

化学工业出版社，202004986 食品分析与感官评定（实践） 1

8
06203 中国风味流派与菜肴 5

《中国名菜》，李保定，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06204 中国风味流派与菜肴（实践） 2

9 02528 烹饪营养学 4
《烹饪营养学》，眭红卫，华中科技大学出版

社，2017

10 04945 烹饪工艺实践（实践） 12
《烹饪工艺基础》，张艳平 邹伟，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7

11 09580 风味小吃制作（实践） 5
《中式面点制作实训教程》,刘居超,中国轻工

业出版社，2021

12 09579 西点工艺（实践） 4
《西点工艺实训教程》张桂凤 李文武 于宏

刚，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21

13
00990 宴会设计 3 《宴会设计》（第二版）, 陈戎 刘晓芬,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800991 宴会设计（实践） 1

14 08426 冷菜工艺（实践） 5
《冷菜工艺教程》，茅建民，中国轻工业出版

社，2009

15 01522 酒店餐饮实务与操作 6
《餐饮服务与管理》，李晓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7

注：“使用教材”以当次考试公布的教材及大纲使用情况为准。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商务英语（专科）专业考试计划

一、指导思想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我国高等教育基本制度之一，是对社会自学者进行

的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国家考试

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四五”时期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实施方案》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促进公平、提高质量、服务发展，进一步聚焦关键、突出重点，

基础教育补短板、职业教育树精品、高等教育创一流，发挥投资精准支撑和

撬动作用，全面提升教育体系内在质量水平，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

全面提升教育服务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持续的教育

教学改革，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国际化人才。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坚

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各行各业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商务英

语（专科）专业旨在培养具备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和相关商务专业知识，

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掌握国际商务的基本理论与实

务，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际、商务沟通能力，能适应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能使用英语从事国际商务、国家贸易、国际会计、国际金融、跨境电子

商务等涉外领域工作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

二、学历层次及规格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商务英语（专科）专业的学历层次为专科，专业大类

为教育与体育大类，专业类为语言类。

本专业考试计划规定合格课程门数为 15 门（其中考试课程相关的实践

考核环节部分不单独计入课程总门数），总学分为 76 学分。

凡按照本专业考试计划的规定，取得相应课程合格成绩且达到规定学分

要求，实践环节考核合格，思想品德经鉴定符合要求者，经审核通过，由湖

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商务英语专业自学考试专科毕业证书，主

考学校副署，国家承认学历。

三、培养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

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较强的职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了解国际商务基本理论知识和业

务流程，具备较好的英语应用能力和商务实践能力，能够在国际贸易、涉外



企事业单位等行业从事市场营销、客户服务、行政助理、一般性翻译等方面

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本专业要求掌握较为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知识，了解国际经贸基础知

识，熟悉国际商务的通行规则与惯例，具有较好的英语口头交际能力和商务

实践能力。主要包括：

1.具有较好的英语语言基础知识；

2.了解国际商务的基础理论和业务流程；

3.具有较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译能力以及跨文化沟通能力；

4.具备用英语从事商务工作的能力；

5.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与管理能力；

6.了解国家相关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

7.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人文素养和诚实守信的职业操守。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

专业名称：商务英语（专科） 专业代码：570201

序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2 1265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3 14756 综合商务英语（一） 8

4 14757 综合商务英语（二） 8

5 14150 商务英语听说（一） 8 实践课程

6 14151 商务英语听说（二） 8 实践课程

7 14152 商务英语阅读（一） 4

8 14153 商务英语阅读（二） 4

9 01256 英语应用文写作 6

10 00522 英语国家概况 4

11 13400 初级实用英语笔译 4 实践课程

12 13401 初级实用英语口译 4 实践课程

13 00831 英语语法 4

14 13166 语言与文化（英语） 4

15 04634 演讲与口才 4 实践课程



五、主要课程说明

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略）

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略）

3.综合商务英语（一）

本课程旨在强调打好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同时兼顾商务专业素质与人文

素养的同步提升。本课程注重语言、文化与商务有机融合，旨在以“语言技

能——商务知识——商务机能——商务思维——商务应用”的学习路径为基

础，培养学生在国际商务领域内综合运用英语语言技能进行商务交际的能

力。

4.综合商务英语（二）

本课程旨在通过系统的语言知识与商务规则的学习使学生对商务语言、

商务知识和商务文化有一个全面了解，从而能做到准确理解商务领域的英语

口语和书面语篇内容；能准确完成商务领域沟通任务。在综合商务英语（一）

的基础之上，本课程更多采取理论知识讲授、实践体验、课堂辩论和案例分

析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学生建构坚实的知识储备并提高其应用能力。

5.商务英语听说（一）

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在国际商务沟通中理解口头英语并就相关内容进

行口头表达的能力。商务英语听说（一）内容侧重公司企业的日常商务活动，

内容涉及日常问候、接听电话、约会安排、招聘面试、会议组织、产品描述

等。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应做到：准确辨识标准英语及其常见变体的语音

语调；能识记基础英语词汇、商务英语词汇、句型表达；能推断隐含意义，

概括主旨大意。

6.商务英语听说（二）

本课程是商务英语听说（一）的进一步拓展，内容侧重具体的经贸知识

和商务实物案例分析，由“交际技巧”、“语言知识”和“商务实践”三部分

组成。通过课程学习，学生应做到：能利用笔记对视听内容进行转述、复述、

概述和评论；能围绕单元主题就视听内容展开讨论，并进行口头总结和汇报；

能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有效沟通和获取信息；能熟练运用英语视听策略有效进

行跨文化商务沟通。

7.商务英语阅读（一）

本课程通过介绍基础的英语阅读策略和技巧，帮助学生提升商务英语阅

读能力，提高阅读速度。通过课程学习，学生应做到：能运用略读、速读等



阅读方法快速、准确地概括篇章和段落的主旨大意、分析逻辑结构、推断作

者的态度和观点、掌握细节信息。

8.商务英语阅读（二）

本课程以阅读实践为主，通过阅读技巧讲解与商务英语文本阅读练习的

结合，帮助学生在提高阅读技能的基础上，熟悉涵盖商务文化、商务谈判、

国家贸易、贸易纠纷、国际投资、创新创业等商务文化热门话题的阅读材料，

从而使学生具备较强的分析归纳能力，能对材料进行概括、复述和评论；能

运用语言知识和阅读技巧阅读各类题材和体裁的商务英语文本，提高其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9.英语应用文写作

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夯实学生英语写作基础，教授学生英语应用文写作

的基本规律和技巧。本课程通过案例教学培养学生掌握商务英语便签、备忘

录、信件、邮件、通知等各类应用文体裁的写作技能，进而提高学生的书面

语言表达能力及对各类文体的正确认识，并提高其解决问题能力。

10.英语国家概况

本课程主要任务是使学生了解英语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历史、

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内容，从而熟悉所学语言的国家的地理、

历史、政治、文化、社会习俗以及该国人民的思想、态度和生活方式等相关

领域基础知识，在此基础上，形成跨文化对比与跨文化思辨能力。

11.初级实用英语笔译

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讲解与案例分析使学生了解英汉两种语言的

异同，并初步掌握词汇、句子与篇章层面英汉互译的基本理论、方法与技巧，

让学生具备基本的笔头翻译能力，并提高其文化差异敏感度，培养其跨文化

对比与跨文化思辨能力。

12.初级实用英语口译

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讲解与真实案例的分析与操练，让学生了解英

汉两种语言的异同，并初步掌握口译记忆方法、口译笔记、口头概述等口译

基本策略，从而让学生了解不同口译场合的基本处理技巧；培养敏捷的反应

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并具备一定的口译基本条件和素质。

13.英语语法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帮助学生掌握系统完整的英语语法知识，提高学生

在听、说、读、写等各个领域综合运用英语的能力。本课程的教学任务是系

统讲授英语的语法知识，系统介绍英语语言的语法层次体系，全面讲解各词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E%8E%E5%9B%BD/125486


类的语法特点和应用，着重了解英语的并列、从属、省略、替代、倒装等特

殊句法规则。通过全方位的词法和句法学习帮助学生构建系统完整的英语语

法知识体系，并帮助学生提高运用英语语言的实践能力。

14.语言与文化（英语）

本课程是一门基于文化人类学和人类语言学理论的分析语言与文化各

个层面关系的课程，以研究英语语言文化现象为主，在此过程中也经常涉及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以增强学习者的跨文化意识，提高其跨文化交际能力。

15.演讲与口才

本课程旨在：满足学生对不同场合、不同类型口才表达技巧的需要，进

行知识传授和实践训练，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使学生理解和掌握不同社交

场合所需要的多样化语言表达技巧，帮助学生消除当众讲话时的紧张感和恐

惧感，增强交流和沟通能力，提升个人综合素质，增加个人在职场的竞争力，

以适应如今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人际交往日益频繁的年代。

六、实践性环节学习考核要求

1.实践课程及所占学分：商务英语听说（一）8 学分、商务英语听说（二）

8 学分、初级实用英语笔译 4 学分、初级实用英语口译 4 学分、演讲与口才

4 学分。

2.可根据实际条件适当安排相关书目的课外阅读。

3.可根据实际条件适当安排在各类涉外企事业单位进行实习。

七、教材目录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使用教材

1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思想道德与法治》，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自学考试学习读本》，

刘瑞复 左鹏，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2 1265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本
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自学
考试学习读本》，孙蚌珠 冯雅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3 14756 综合商务英语（一） 8
《新视野商务英语综合教程》1（第 2 版）,马海龙 李毅,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3

4 14757 综合商务英语（二） 8
《新视野商务英语综合教程》2 （第 2 版）,马海龙 李

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3

5 14150 商务英语听说（一） 8
《新视野商务英语视听说》上册（第三版），马海龙，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



6 14151 商务英语听说（二） 8
《新视野商务英语视听说》下册（第三版），马海龙，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

7 14152 商务英语阅读（一） 4
《新编商务英语阅读教程 1》(第 2 版)，吴长镛 虞苏美

张春柏，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8 14153 商务英语阅读（二） 4
《新编商务英语阅读教程 2》（第 2 版），虞苏美 张春柏，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9 01256 英语应用文写作 6
《实用英语应用文写作教程》，赵萱 郑仰成，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1

10 00522 英语国家概况 4
《英语国家概况》，余志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

11 13400 初级实用英语笔译 4 《实用英语笔译教程》，童地轴，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

12 13401 初级实用英语口译 4
《实用英语口译教程(上)》（第 3 版），冯建中，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13 00831 英语语法 4
《现代英语语法》，李基安 王望妮，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2015

14 13166 语言与文化（英语） 4 《英语语言与文化》，纪康丽，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15 04634 演讲与口才 4 《演讲与口才》，魏蕾，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20

注：“使用教材”以当次考试公布的教材及大纲使用情况为准。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工作（专科）专业考试计划

一、指导思想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我国高等教育基本制度之一，是对社会自学者进行

的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国家考试

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工作（专科）人才培养水平和课程设置在总体上

与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层次要求保持基本一致，突出强化“技能自考”的人才

培养理念，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在职教育和继续教育，造就和选拔具有一定的

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能力的专门人才，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突出强化课程设置的职业性、应用性、实用性、选择性和发展性，始终遵循

教育教学规律和有关政策法规，适应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具有良好的职

业道德及较高的综合素质，掌握社区工作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具备的基

本技能，突出强调对学习者职业素养和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与训练，满足党

政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工作相关岗位的需求。

二、学历层次及规格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工作（专科）专业的学历层次为专科，专业大类

为公共管理与服务大类，专业类为公共管理类。

本专业考试计划规定合格课程门数为 15 门（其中考试课程相关的实践

考核环节部分不单独计入课程总门数），总学分为 71 学分。

凡按照本专业考试计划的规定，取得相应课程合格成绩且达到规定学分

要求，实践环节考核合格，思想品德经鉴定符合要求者，经审核通过，由湖

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社会工作专业自学考试专科毕业证书，主

考学校副署，国家承认学历。

三、培养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

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较强的职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和基本方法，能在党政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

社区从事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社会事务管理、社区服务、政府公共事务管

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本专业要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掌握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



和基本知识，掌握社会工作的实务技能，具备从事社会工作业务及应对具体

问题的能力。主要包括：

1.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具有公共情怀、专业精神和社会责

任感；

2.掌握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了解社会工作领域的主流方向；

3.具备社会工作实务的操作能力，掌握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

等基本技能；

4.具备服务老龄、残障人士、儿童、妇女的基本能力，满足党政机关、

群团组织、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工作相关岗位的需求；

5.熟悉国家社会工作和社会保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6.对于社会问题具备一定的敏感性，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

和一定的创新创业能力。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

专业名称：社会工作（专科） 专业代码：590101

序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2 1265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3 14103 人类成长与社会环境 4

4 07490 社会学基础 6

5 00272 社会工作概论 5

6 00273 社会工作实务 6

7 00288 社会调查方法 6

8 13614 个案工作 4

9 14464 小组工作 4

10 14187 社区工作 4

11 12685 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实践） 6

12 04634 演讲与口才 4 实践课程

13 08690 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应用操作（实践） 7

14 11957 民事调解方法与实践（实践） 5

15 06383 图文信息处理 4 实践课程

五、主要课程说明



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略）

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略）

3.人类成长与社会环境

本课程旨在介绍人类行为产生发展的主要阶段和影响因素，重点介绍人

类行为演变过程中的代表性行为以及决定性影响因素，使学生全面认识人类

行为与社会环境的内在关系，更好地理解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让学生理解人类行为基本特征、人类行为的社会环境以及人类行为

与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的知识和理论，掌握人类行为演变过程中的代表性行

为以及社会性影响因素，全面认识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内在关系，应用相

关理论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工作。

4.社会学基础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社会学入门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基本技能，

使学生掌握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和应用，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并能熟练地运用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来指导工作和生活，为学生学习其它

有关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打下良好的基础。

5.社会工作概论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科性质、历史发展与理论基

础，了解社会工作专业的特殊知识结构、工作领域、工作方法及发展动向，

初步建立社会工作者的历史使命、道德责任感及专业伦理意识,为社会管理服

务提供理念和方法指导。

6.社会工作实务

本课程旨在介绍社会工作实务基础、职业特质、通用过程、社会工作实

务的具体方法、常用模式、基本技能、主要领域和相关资源等基本问题。从

操作层面将社会工作基本理论知识贯穿社会工作实务过程，掌握具体方法和

技巧，以帮助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可操作的方法和技巧，

有效地提高社会工作实务的品质。

7.社会调查方法

本课程旨在系统地介绍社会调查研究的原理、调查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

及社会调查报告的撰写等系列内容。同时将社会调查的基本原理、概念及方

法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从而使学生既掌握一种方法论，又对社会达到一定的

认识。

8.个案工作

本课程旨在对个案工作的实施模式进行深入介绍并实践，帮助学生形成



感性的、深入的认识，掌握个案工作的操作方法。从课程设置上，本门课程

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通过实践，把个案工作的原理转化为具体的操作方

法，实现对个案工作方法的掌握和熟练运用。学生需完成个案工作的接案、

预估、方案设计、介入、评估与结案全流程。

9.小组工作

本课程是社会工作三大直接工作方法的第二大方法，本课程包括两大部

分，第一部分为小组工作的基本原理，介绍小组工作的概念、起源与发展、

理论基础以及小组工作的过程；第二部分具体介绍小组工作的实施方法、工

作模式与技巧，通过情境模拟、上机练习、实践操作等形式，掌握小组工作

的具体工作过程，熟练运用小组工作的技巧。从课程设置上，本门课程强调

小组工作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实践环节，需要学生完成小组工作的完整过

程。

10.社区工作

本课程是社会工作三大直接工作方法的第三大方法，本课程要求学生通

过课程的学习，掌握社区工作的基本理论，达到分析和解决在开展社区工作

中遇到的相关问题的能力，应达到以下要求：意识了解社区工作的内容、功

能；二是掌握社区工作的模式、社区工作行政的知识、社区工作督导；三是

熟练掌握社区工作的方法和技巧。其中前二者为社区工作的基本原理，第三

部分为社区工作的具体方法，需要学生在实践中掌握并熟练运用，达到能够

分析和解决社区实际问题的要求。

11.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实践）

本课程通过全面了解城市社区发展的社会背景、历程、基本趋势，以及

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经济、社区文化、社区人口、社区社会保障、社

区党的建设等内容，涉及目前社区建设汁多领域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并提出

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措施。旨在通过下沉社区实践提高学生掌握解决城市社

区建设与管理各个领域的问题的能力。

12.演讲与口才

本课程旨在提高本专业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帮助学生纠正语言表达的

各种问题，克服在公众场合语言表达时的心理障碍，掌握语言表达的各种技

巧。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书籍，学会观察生活，提高自己的内在修养，丰富

自己的语言，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13.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应用操作（实践）

本课程旨在提高学生对政府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办公自动化的认识和理



解，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实际操作动手能力，提高学生办公效率和

实操能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将学到的理论知识和操作能力应用于未来的

工作中。

14.民事调解方法与实践（实践）

本课程本着培养职业能力和“以学为主”的职业教育理念，分调解理论

基础和调解实务两大模块，使学生掌握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诉讼调解等理

论知识，掌握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实务、相邻关系纠纷调解实务等，提高学生

的实操水平，具备基本理论知识、掌握调解方法和技巧、调解文书制作、突

发性和群体性纠纷的应急处置、调解信息平台的管理等技能。

15.图文信息处理

本课程旨在：通过对图文信息处理过程原理、技巧的剖析和活动实践，

使学生掌握信息处理的主要步骤与方法，通过信息的获取、处理、分析、展

示、传递、存储等技巧的学习，领会图文信息处理在日常工作和学习中的重

要作用，掌握信息处理的技能和方法，利用信息促进决策，以信息处理的角

度解决工作和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六、实践性环节学习考核要求

实践性环节学习考核是为了实现专业规格要求和课程考试目标，对应考

者进行基本技能及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核。主要包

括：

含实践的课程及实践所占学分：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实践）6 学分、

演讲与口才 4 学分、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应用操作（实践）7 学分、民事调解

方法与实践（实践）5 学分、图文信息处理 4 学分。

七、教材目录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使用教材

1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思想道德与法治》，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自学考试学习读本》，

刘瑞复 左鹏，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2 1265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本书
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自学考
试学习读本》，孙蚌珠 冯雅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3 14103 人类成长与社会环境 4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第二版），汪新建、管健、吕

小康，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



4 07490 社会学基础 6
《社会学概论》（第二版），《社会学概论》编写组，人民

出版社，2020

5 00272 社会工作概论 5
《社会工作导论》，李莉、李金红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14 年 11 月

6 00273 社会工作实务 6
《社会工作实务》（第三版），库少雄，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22

7 00288 社会调查方法 6 《社会调查方法》，董海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8 13614 个案工作 4
《个案工作》（第二版），隋玉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9 14464 小组工作 4 《小组工作》（第二版），刘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10 14187 社区工作 4
《社区工作》（第三版），夏建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1 12685
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实
践）

6
《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第二版），郭学贤，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8

12 04634 演讲与口才 4 《演讲与口才》,魏蕾,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20

13 08690
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应用操作
（实践）

7
《办公自动化高级教程》，王哲 王小玲，华中科技大学

出版社，2018

14 11957
民事调解方法与实践（实
践）

5
《人民调解实务》（第四版），盛永彬 刘树桥，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2018

15 06383 图文信息处理 4
《图像处理基础教程 Photoshop CS5》，李蓉 庄志蕾，人

民邮电出版社, 2014

注：“使用教材”以当次考试公布的教材及大纲使用情况为准。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工作（专升本）专业考试计划

一、指导思想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我国高等教育基本制度之一，是对社会自学者进行

的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国家考试

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工作（专升本）专业的任务，是通过自学考试促

进广泛的个人自学和社会助学活动，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在职教育和大学后继

续教育，造就和选拔具有一定的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能力的专门人才，以适

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专业人才培养水平和课程设置在总体上应与

一般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相应层次专业要求保持基本一致。同时，结合新时

期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和人才培养特点，突出强化“技能自

考”的人才培养理念，突出强化课程设置的职业性、应用性、实用性、选择

性和发展性，突出强调对学习者职业素养和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与训练。

二、学历层次及规格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工作（专升本）专业的学历层次为本科，学科门

类为法学，专业类为社会学类。

本专业考试计划规定合格课程门数为 16 门（其中考试课程相关的实践

考核环节部分不单独计入课程总门数），总学分为 70 学分。

凡按照本专业考试计划的规定，取得相应课程合格成绩且达到规定学分

要求，实践环节考核合格，思想品德经鉴定符合要求者，经审核通过，由湖

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社会工作专业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证书，主

考学校副署，国家承认学历。符合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

由主考学校按规定授予学士学位。

三、培养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较高的

科学文化素养、职业道德水准、创新创业能力和社会责任感，适应社会和经

济发展需要，掌握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能在党政机

关、群团组织、企业、学校、医院、社会组织和社区从事社会保障、社会服

务、社会事务管理、社区事务管理、政府公共事务管理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

人才。



本专业要求树立“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公平公正”的专业伦理，系统

掌握社会工作领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具有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

工作等基本技能，具备服务社会及应对复杂社会问题的实践技能。主要包括：

1.具有较高的政治修养和道德修养，具有公共情怀、专业精神和社会责

任感；

2.掌握社会工作领域的基本理论，熟悉国内外社会工作的相关知识；

3.系统掌握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方法，能够运用相关技能

开展介入行动；

4.具有政策分析及社会管理的综合素质，具备弱势人群服务能力和社区

服务能力；

5.了解社会工作的理论前沿，理解国家社会政策的发展方向，把握社会

工作的发展趋势；

6.熟悉国家社会工作和社会保障领域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7.具有基本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满足党政机关、群团组织、企

业、学校、医院、社会组织和社区等的实际工作需求；

8.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一定的创新创业能力。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

专业名称：社会工作（专升本） 专业代码：030302

序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3 13000 英语（专升本） 7

4 14178 社会工作理论 4

5 04265 社会心理学 6 学位课程

6 14186 社会政策概论 4 学位课程

7 14181 社会行政 4

8 14179 社会工作研究方法 4 学位课程

9 14177 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 4

10 14180 社会工作专业实习（实践） 6

11 社区建设与服务 6 实践课程

12 10088 社会工作综合能力 6 实践课程



13 06779 应用写作学 5

14 04264 社会福利思想 4

15 13528 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 4

16 社会工作毕业考核 不计学分

五、主要课程说明

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略）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略）

3.英语（专升本）（略）

4.社会工作理论

本课程使学生掌握社会工作的基本目标、学科特点和意义；西方和中国

社会工作发展的基本过程；社会工作的一些重要流派及其主要理论；社会工

作的价值体系；社会工作的基本范畴、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并能运用于解

决社会问题。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与基础知识，通过对社

会工作价值体系的传授，培养学生的社会人文关怀素质和专业价值观，为献

身科学的社会工作奠定基础。

5.社会心理学

本该课程使学生掌握社会心理学的基础知识，运用所学理论对社会中存

在的各种人际关系及心理现象进行分析与研究，从而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并阐

述问题的思考能力，启发学生的理论思路和应用能力。使学生认识社会中人

们行为背后的社会心理过程及其规律，能更好地认知自我与社会，成功地进

行人际交往与沟通。

6.社会政策概论

本课程使学生了解社会政策的概念、发展历史、构成、实施、评价等内

容，具有比较系统的社会政策方面的理论知识；了解社会政策与社会发展的

关系，把握社会政策的价值内涵；对我国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医疗卫生、

教育、社会服务、住房反贫困等社会政策的演进与存在问题，有清晰的认识

和理性的思考。

7.社会行政

本课程使学生掌握如何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提供社会服务，社会工作机构

自身如何发展和完善。本课程将向学生提供有关社会工作机构行政管理与服

务的知识和技能，为学生将来从事管理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8.社会工作研究方法



本课程使学生掌握社会工作研究中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研究

方法背后的理论和逻辑。掌握社会工作研究方法论的基础概念，了解如何研

究问题提炼、测量、抽样、资料搜集、资料分析、研究结果呈现问题。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社会工作研究的主要方法；了解国内外经典研

究案例；能够初步开展独立的研究工作。

9.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

本课程使学生掌握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历史、社会工作基本价值与实际应

用；社会工作价值伦理的基本议题、实践中的伦理困境和解决办法、符合专

业实践要求的价值伦理原则，掌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引领具有构建中国特色的、本土的社会工作价值观伦理守则。

10.社会工作专业实习（实践）

本课程使学生掌握掌握社会工作专业实习的学科性质、历史发展与理论

基础 ；掌握掌握社会工作专业实习的特殊知识结构、工作领域、工作方法

及发展动向，进一步将社会工作价值理念内化，促进学生将课堂所学基本理

论知识和技巧与机构实际工作整合，尝试将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

方法运用于机构社会服务工作中；初步建立社会工作者的历史使命、道德责

任感及专业伦理意识，熟悉具体的专业工作环境，为毕业后投身现实的专业

服务作准备。

11.社区建设与服务

本课程通过全面了解城乡社区发展的社会背景、历史、基本趋势，以及

社区党的建设、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经济、社区文化、社区人口、社

区健康、社区社会保障等内容，涉及目前社区建设与服务多领域的理论和现

实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措施。旨在通过下沉城乡社区实践提高

学生掌握解决城乡社区建设与服务各个领域的问题的能力。

12.社会工作综合能力

本课程使学生秉持利他主义价值观，掌握国际通用的社会工作专业理

论，掌握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行政等专业方法，掌握助人

的科学技巧，具备向有需要的人特别是困难群体提供科学有效的服务的能

力。

13.应用写作学

本课程使学生掌握应用文书的界定、党政机关公文、事务文书、日常文

书、经济文书、诉讼文书、科技文书、礼仪文书、传播文书等内容，使学生

掌握专业及常用性应用文的特点、功用、分类、构成要素和基本写作的方法，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5%B7%A5%E4%BD%9C%E4%BB%B7%E5%80%BC%E8%A7%82/2960214


培养学生应用文写作基本素养和应用写作的方法的能力，为今后的写作实践

及运用应用文进行信息交流，服务于管理工作打下基础。

14.社会福利思想

本课程使学生掌握社会福利发展过程中，西方中世纪、近代和现当代的

主要社会福利思想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掌握各个时期，不同流派的社

会福利思想的主要内容，了解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社会福利思想的发展过程

和主要脉络，以及世界社会福利发展进程对中国福利制度的建设的重要启

示，从而能够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议；掌握介绍历史上

曾经出现过的各种价值、理论和不同的学术观点，能够为社会工作专业学生

学习专业课提供理论、价值观的支持。

15.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

本课程使学生掌握青少年生理、心理和社会性发展；青少年社会工作理

论；青少年社会工作的方法，掌握青少年福利及青少年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

务，了解掌握青少年发展和青少年问题，具备从事青少年社会工作专业服务

的能力。

六、实践性环节学习考核要求

实践性环节学习考核是为了实现专业规格要求和课程考试目标，对应考

者进行基本技能及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核。主要包

括：

1.实践性环节课程

含实践的课程及实践所占学分：社会工作专业实习（实践）6 学分、社

区建设与服务 6 学分、社会工作综合能力 6 学分。

2.社会工作毕业考核要求

毕业论文是社会工作本科教学进程中非常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是学

生综合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技能，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的一次全面总结、综合训练与集中展示，也是学生从单纯学习到为社会服务

的一个过渡阶段，是学生毕业及获取毕业资格的根本性依据，要求学生在毕

业前认真选题，通过文献检索了解毕业选题内容；能正确运用技术语言完成

毕业论文撰写。



七、教材目录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使用教材

1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自学考试学习读本》，李捷 王顺生，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8

2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自学考试学习读本》，卫兴华 赵

家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3 13000 英语（专升本） 7
《英语（二）自学教程》，张敬源 张虹，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2012

4 14178 社会工作理论 4 《社会工作理论》，刘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

5 04265 社会心理学 6 《社会心理学》，管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

6 14186 社会政策概论 4 《社会政策概论》，林闽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

7 14181 社会行政 4 《社会工作行政》，时立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8 14179 社会工作研究方法 4
《社会工作研究方法》（上、下），简春安 邹平仪，华东理

工大学出版社，2018

9 14177 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 4
《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陈钟林 黄晓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2

10 14180 社会工作专业实习（实践） 6 《社会工作实习指南》，童敏，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

11 社区建设与服务 6 《社区服务与社区建设》，谭泽晶，红旗出版社，2019

12 10088 社会工作综合能力 6
《社会工作综合能力》，全国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考试编委会，

中国社会出版社，2023

13 06779 应用写作学 5 《应用写作学》，唐丹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21

14 04264 社会福利思想 4
《社会福利思想》（第三版），丁建定，华中科技大学出版

社，2019

15 13526 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 4 《青少年社会工作》，许彩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注：“使用教材”以当次考试公布的教材及大纲使用情况为准。

https://www.kongfz.com/writer/2393594/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体育教育（专升本）专业考试计划

一、指导思想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我国高等教育基本制度之一，是对社会自学者进行

的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国家考试

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构

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全民健身在提高人民健康水

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

综合价值与多元功能。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教育规律，坚

持改革创新，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

作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推进教

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体育教育专业（专升本）人才培养水平和课程设置在

总体上应与普通全日制高等学校本科层次要求保持基本一致，培养适应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能从事体育教学、课

外体育活动、课余体育训练和竞赛工作，并能从事学校体育科学研究、学校

体育管理、社会体育指导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学历层次及规格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体育教育（专升本）专业的学历层次为本科，学科门

类为教育学，专业类为体育学类。

本专业考试计划规定合格课程门数为 14 门（其中考试课程相关的实践

考核环节部分不单独计入课程总门数），总学分不低于 71 学分。

凡按照本专业考试计划的规定，取得相应课程合格成绩且达到规定学分

要求，实践环节考核合格，思想品德经鉴定符合要求者，经审核通过，由湖

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体育教育专业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证书，主

考学校副署，国家承认学历。符合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

由主考学校按规定授予学士学位。

三、培养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较高的

科学文化素养、职业道德水准、创新创业能力和社会责任感，适应社会和经



济发展需要，掌握扎实的教育学及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体育教育的基本理论方

法、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熟悉学校体育与健康教育工作规律和特点，具有

较强的专业工作实践能力，并具备一定的学校体育科研、管理以及指导学校

和社区各类体育活动能力，能够从事中小学体育教学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人

才。

本专业要求掌握体育学科教育教学的基本理论与知识，具备撰写教学设

计、开展教学活动、进行讲解示范与保护以及课堂安全防控等实践能力，具

有在中小学及企事业单位从事体育教学、课外体育活动、运动训练与竞赛以

及社会体育指导、体育管理、研究和培训等活动的基本素养。主要包括：

1.具有崇高的教育理想，能够以立德树人为己任，为人师表；

2.能熟练掌握和运用体育教育学科专业知识、基本技能和现代化教学手

段开展体育教育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实践中能发挥一定的示范引领作用；

3.具备制定中小学体育工作计划、制定代表队训练计划、组织实施代表

队训练与竞赛、运动员选材和体育苗子培养等相关能力；

4.具备通过体育课、早操、大课间操和课外体育活动等方法途径，提高

中小学生身体素质和体质健康水平，并根据中小学生自身特点，指导其掌握

如何因人、因地和因时自我锻炼的方法和手段；

5.具备一定的运动保健、体育心理学、体育测量与评价等学科教育教学、

研究的基础理论、基本技能；

6.掌握义务教育阶段《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对学校体育课程与教学能

够进行合理有效地设计实施；

7.熟悉国家义务教育阶段的各项政策法规，能够依法执教、依法管理和

约束学生和自我行为；

8.具有良好的团队意识和沟通合作能力，能够在体育教育学科教研和学

校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

专业名称：体育教育 专业代码：040201

序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3 13000 英语（专升本） 7

4 00484 学校体育学 5 学位课程



5 14641 运动生理学 6

6 14297 体育心理学 5 学位课程

7 00500 体育科研理论与方法 8

8 00498 体育统计学 6

9 00502 体育管理学 5 学位课程

10 06779 应用写作学 5

11 05926 体育专修（实践） 8

12 10922 体育教育理论与方法（实践） 6

13 14298 体育游戏（实践） 4

14 10252 体育教育毕业论文 不计学分

五、主要课程说明

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略）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略）

3.英语（专升本）（略）

4.学校体育学

本课程是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必修的主干课程之一，在体育教育专业人才

培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学校体育学课程教学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体育教育专业人才的“教育教学”水平。本课程主要向学生讲解学校体

育学的基本理论，以增强学生对学校体育工作的理性认识。

5.运动生理学

本课程是研究人体在体育运动的影响下各种功能活动变化规律的科学，

是体育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主干课程。通过对该课程的学

习，帮助人们了解体育运动对人体机能影响的规律及机理，指导人们进行合

理的运动训练和体育锻炼，达到提高竞技运动成绩、增强体质的目的。

6.体育心理学

本课程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是一门研究人们从事体育活动的专门条件

下的心理现象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学科。具体而言，体育心理学是研究体

育运动情景中认知、情感和行为的科学。

7.体育科研理论与方法

本课程旨在从系统、动态的角度准确认识和把握体育科研方法各层次、

要素、结构、功能、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使学生系统学习和掌握进行体育科

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从而具备结合体育实践进行体育科学研究的能力。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F%83%E7%90%86%E5%AD%A6/62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3%E8%82%B2%E6%B4%BB%E5%8A%A8/445364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F%83%E7%90%86%E7%8E%B0%E8%B1%A1/730416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3%85%E6%84%9F/18925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7%91%E5%AD%A6/10406


8.体育统计学

体育统计学是运用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体育领域随机现象的数量

规律的一门基础应用学科，属于方法论学科范畴。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掌握体育统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定量描述随机现象的常规方法、常用

的统计推断方法并能运用统计思想和方法分析一些实际问题以及常用的几

种研究设计方法。

9.体育管理学

本课程旨在培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体育管理人才，使学生掌握体育管

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能在学校体育、社会体育、运动训练与竞技体育产

业等领域相关部门的体育管理工作实践中灵活运用，具备一定的计划、组织、

协调能力。

10.应用写作学

本课程系统讲授应用写作基本理论和知识，包括应用文体的特点和作

用、应用写作的思维特征和语体风格、应用文拟制程序等内容，以使学生掌

握常见应用文写作的基本方法，能运用基本理论和知识对具体文章展开评

析，具有基本的应用写作能力。

11.体育专修（实践）

本课程通过田径运动教学与实践，使学生掌握田径运动的基本理论、技

术和技能，并能运用所学田径运动知识，指导他人进行体育锻炼。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学生应具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胜任基层学校体育课、

田径运动比赛裁判、田径运动训练等工作。

12.体育教育理论与方法（实践）

本课程旨在通过学习体育教育的历史发展和传统体育教育形式和方法，

使学生了解体育教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掌握必需的体育教学的基本知识与

基本技能，掌握多种体育教师教学方法和学生学习方法，以适应将来工作的

需要。

13.体育游戏（实践）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系统掌握体育游戏的基础知识和教学方法，掌握科学

的学习方法，培养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具备根据不同年龄不同目的任务的

特点创编体育游戏的能力、组织教学能力及休闲娱乐的能力。

六、实践性环节学习考核要求

1.实践性环节学习考核是为了实现专业规格要求和课程考试目标，对应

考者进行基本技能以及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核。主要



包括：

含实践的课程及实践所占学分：体育专修（实践）8 学分、体育教育理

论与方法（实践）6 学分、体育游戏（实践）4 学分。

2.完成体育教育毕业论文。非在职教师且前置学历为非师范教育类专业

的考生应完成不少于 8 周的体育教育实习，并撰写毕业论文。实习内容包括

体育教学、早操、课间操和课外活动组织与课余体育训练等。其中要求体育

课堂教学不少于 20 节课时。

七、教材目录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使用教材

1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

社，202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自学考试学习读本》，

李捷 王顺生，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2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

版社，202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自学考试学

习读本》，卫兴华 赵家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3 13000 英语（专升本） 7
《英语（二）自学教程》,张敬源 张虹, 外语教学

与研究出版社,2012

4 00484 学校体育学 5
《学校体育学》（第三版），潘绍伟 于可红，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5

5 00502 体育管理学 5 《体育管理学》，张瑞林，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6 14297 体育心理学 5
《体育心理学》（第三版），季浏 殷恒婵 颜军，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6

7 00500 体育科研理论与方法 8
《体育科研方法概论》，杨世勇，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5

8 00498 体育统计学 6
《体育统计学》（第三版），丛湖平，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5

9 14641 运动生理学 6
《运动生理学》，王瑞元 苏全生，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2

10 06779 应用写作学 5 《应用写作学》，唐丹，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21

11 05926 体育专修（实践） 8
《现代田径运动技术与训练》，张树峰，化学工业出

版社，2018

12 10922 体育教育理论与方法（实践） 6
《运动训练学》，余银 胡亦海，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13 14298 体育游戏（实践） 4
《体育游戏》（第三版），于振峰 赵宗跃 孟刚，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注：“使用教材”以当次考试公布的教材及大纲使用情况为准。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秘书学（专升本）专业考试计划

一、指导思想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我国高等教育基本制度之一，是对社会自学者进行

的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国家考试

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秘书学（专升本）专业，旨在通过自学考试促进广泛

的个人自学和社会助学活动，推动秘书学专业在职教育和大学后继续教育，

培养和选拔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的专门

人才。专业人才培养水平和课程设置在总体上应与一般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

相应层次秘书学专业要求保持基本一致。结合新时期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人才

培养目标定位和人才培养特点，突出课程设置的职业性、应用性、实用性、

选择性和发展性，突出强调对学习者职业素养和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与训

练。

二、学历层次及规格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秘书学（专升本）专业的学历层次为本科，学科门类

为文学，专业类为中国语言文学类。

本专业考试计划规定合格课程门数为 14 门（其中考试课程相关的实践

考核环节部分不单独计入课程总门数），总学分为 70 学分（申请学位者需 72

学分）。

凡按照本专业考试计划的规定，取得相应课程合格成绩且达到规定学分

要求，实践环节考核合格，思想品德经鉴定符合要求者，经审核通过，由湖

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秘书学专业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

证书，主考学校副署，国家承认学历。符合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授予

条件者，由主考学校按规定授予学士学位。

三、培养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较高的

科学文化素养、职业道德水准、创新创业能力和社会责任感，适应社会和经

济发展需要，具备扎实的秘书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一定

的外语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

文秘、管理、文化、宣传、公关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本专业要求掌握秘书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具备秘书及现代文职人



员的基本能力和专业技能。主要包括：

1.掌握文秘专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具备从事文秘工作

的能力和适应相关专业业务工作的基本能力与素质；

2.具有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有关基础知识和

基本修养；

3.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及口头表达能力，具有处理各种文书的能力和档

案管理能力；

4.掌握资料查询、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得相关信息的基本方

法，具有相应的社会调查研究能力、获取信息的能力和初步从事科学研究的

能力；

5.精通各项办公室工作，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能熟练使用现代

化办公设备；

6.掌握一门外语，具有一定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能基本阅读

本专业的外文书刊；

7.熟悉国家有关文秘工作的法律和规定。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

专业名称：秘书学（专升本） 专业代码：050107T

序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3 00523 中国秘书史 6 学位课程

4 00527 中外秘书比较 6

5 00525 公文选读 6

6 00524 文书学 6

7 00526 秘书参谋职能概论 6

8 05007 秘书心理学 6

9 00107 现代管理学 6 学位课程

10
13000 英语（专升本） 7 二选一课程，申请学位

者必考英语（专升本）06779 应用写作学 5

11 00509 机关管理 6

12 00511 档案管理学 6



13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5 学位课程

14 19993 秘书学毕业考核 不计学分

五、主要课程说明

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略）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略）

3.中国秘书史

本课程全面系统讲授中国古代和中国近代的秘书工作发展情况，探讨我

国秘书工作的产生、发展状况和发展规律，使学生对中国秘书史有深入了解。

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秘书工作发展规律的探讨，总结历史上秘书工作的经验，

吸取反面教训，为现实的秘书工作服务。同时，通过对中国秘书工作历史的

考察，加深学生对秘书工作重要性的理解和认识，培养学生更好的角色和素

质意识。

4.中外秘书比较

本课程对中外秘书性工作发展各历史阶段、中外现代秘书各项业务活动

的进行对应比较，比较相同相近之处和差异之处，分析造成异同的原因，从

而更为清晰地认识中外秘书工作各自的特点和共同的规律。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系统掌握相关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以及综合应用中外秘

书比较的知识分析我国与外国秘书工作的现状和发展中的共性和个性特征

的能力。

5.公文选读

本课程主要通过对所选我国历代公文范文的评析，及对各公文种类、特

定用语、文书制度沿革的掌握，使学生拓宽视野和知识面，厚蓄历史文化底

蕴，增强对古今各类公文的阅读、领悟、鉴赏、分析能力，提高公文写作理

论水平和应用能力，以期更好地适应当代秘书写作，并不断自我完善。

6.文书学

本课程主要讲授文书和文书工作，包括文书工作的性质任务、作用和原

则，文书工作的组织，文书工作者的素养，并讲解文书处理和管理工作的基

础知识，训练文书工作的基本技能。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文书处

理和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文书工作的效率，实现优质高效的文

书工作。

7.秘书参谋职能概论

秘书参谋职能是秘书学的重要学科组成部分，是理论实践相结合、侧重



实际应用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本课程主要阐述参谋与秘书的同异，秘书参

谋与领导职能的关系，中外秘书参谋的比较，秘书参谋的机理、范畴、效应、

素养、规律、形态、方法及艺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地理解秘

书参谋职能的基本理论，掌握秘书参谋的基本方法，具有秘书参谋的基本素

养和能力，以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各个方面领导工作对相应秘书参谋辅助

的现实需要。

8.秘书心理学

秘书心理学揭示秘书心理特点和行为规律，主要内容包括秘书的工作能

力、秘书的情绪、秘书的个性心理、秘书的人际交往、秘书的人际关系、秘

书的群体心理、秘书的工作态度、秘书的工作激励、秘书的工作心理等。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秘书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在秘书职业活动中

的应用，增强秘书的心理素质，掌握并提升管理水平与能力。

9.现代管理学

现代管理学是一门系统地研究管理过程的普遍规律、基本原理、一般方

法和主要职能的科学。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管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决策、

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等管理职能，以及管理方法与技术。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帮助学生积累管理的基本知识，系统地掌握从事管理工作必须

具备的基础理论，培养管理素质和管理意识，掌握基本的管理技能和技巧，

形成一定的管理能力。

10.英语（专升本）（略）

11.应用写作学

本课程系统讲授应用写作基本理论和知识，包括应用文体的特点和作

用、应用写作的思维特征和语体风格、应用文拟制程序等内容，以使学生掌

握常见应用文写作的基本方法，能运用基本理论和知识对具体文章展开评

析，具有基本的应用写作能力。

12.机关管理

机关管理课程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实践性，所涉及的对象范围宽泛。课

程主要内容包括：机关管理的基本原理，包括机关管理的环境、组织、保障、

制度、程序等，与机关管理的具体内容，包括人事管理、信息管理、计划管

理等，以及机关管理的技术，包括机关管理的实施、方式方法、效率与改革

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为学生提供最基本的专业训练，帮助他们探索和掌

握机关事务活动的基本规律、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使他们能适应实际工作

活动的基本要求。



13.档案管理学

档案管理学以档案和档案工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档案信息系统运行的规

律，阐述档案管理的一般原理、技术和方法。档案管理学既研究档案管理的

理论，又研究档案管理的实际，实践性较强。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

握档案管理的基本特点，系统掌握档案实体管理、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专门档案管理及档案信息化等内容及其实施，培养学生掌握档案管理的技巧

和方法，提高解决档案管理工作中各种问题的能力。

14.中国文化概论

本课程介绍和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问题，包括中国文化形成的条件

与背景；中国文化史与文化交融；中国文化形态；中国文化的类型与特点、

基本精神、价值系统；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等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机制和发展

规律，提高对中国文化的理论思维能力，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

对传统文化做出分析，以提高其人文素质。

六、实践性环节学习考核要求

为培养学生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毕业后能胜任与本专业相关的

工作，建议在以下四类实习中挑选一类进行短期实习，并写出不少于 3 千

字的实习报告：

1.中小学以及各类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实习；

2.媒体或文化出版机构实习；

3.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实习；

4.与专业相关的调研活动。

七、教材目录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使用教材

1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
出版社，202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自学考试学
习读本》，李捷 王顺生，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2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书编写组，高等教
育出版社，202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自
学考试学习读本》，卫兴华 赵家祥，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8

3

13000 英语（专升本） 7
《英语（二）自学教程》,张敬源 张虹, 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06779 应用写作学 5
《应用写作学》，唐丹，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1



4 00523 中国秘书史 6
《中国秘书史（修订本）》，杨剑宇，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8

5 00527 中外秘书比较 6
《中外秘书比较》，方国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2013

6 00525 公文选读 6 《公文选读》，王铭，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

7 00524 文书学 6 《文书学》，王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8 00526 秘书参谋职能概论 6
《秘书参谋职能概论》，张清明，武汉大学出版

社，2001

9 05007 秘书心理学 6
《秘书心理学》，赵中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10 00107 现代管理学 6
《现代管理学》，刘熙瑞 杨朝聚，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8

11 00509 机关管理 6
《机关管理的原理与方法》（第三版），赵国俊 陈

幽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2 00511 档案管理学 6
《档案管理学》（第四版），王英玮 陈智为 刘越

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3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5
《中国文化概论》，王宁，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2015

注：“使用教材”以当次考试公布的教材及大纲使用情况为准。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农林经济管理（专升本）专业考试计划

一、指导思想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我国高等教育基本制度之一，是对社会自学者进行

的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国家考试

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

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而只有对这支队伍的具体构成进行细

致的解剖，才能更充分地发挥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

用，将人力资源转换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推动乡村建设提质增效。

要发展，必须要有创新，作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坚持将

创新发展新理念运用于乡村振兴战略，符合当前我国农村工作的现实需要。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只有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将更多具有三农情

怀的人才聚集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来，才能够实现农业强、农村美、

农民富的宏伟目标。

二、学历层次及规格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农林经济管理（专升本）专业的学历层次为本科，学

科门类为管理学，专业类为农业经济管理类。

本专业考试计划规定合格课程门数为 15 门（其中考试课程相关的实践

考核环节部分不单独计入课程总门数），总学分为 72 学分（申请学位者 73

学分）。

凡按照本专业考试计划的规定，取得相应课程合格成绩且达到规定学分

要求，实践环节考核合格，思想品德经鉴定符合要求者，经审核通过，由湖

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证

书，主考学校副署，国家承认学历。符合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条件者，

由主考学校按规定授予学士学位。

三、培养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较高的

科学文化素养、职业道德水准、创新创业能力和社会责任感，适应社会和经

济发展需要，掌握农林经济管理基本理论、专业技能和方法，了解本专业理

论前沿和发展动态，熟悉国家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方

针、政策，能在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从事农业经济管理、项目管理与



科技成果推广等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本专业要求掌握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熟悉国家有关

农业农村政策和法规，能够熟练应用农林经济管理、技术经济分析、农村发

展规划等专业理论和方法，具备分析解决农业农村经济生活中的经营管理、

市场分析、科学决策等问题的基本能力。主要包括：

1.掌握经济与管理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2.掌握新时代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新趋势、新特征、新要求，把握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

3.具有农业农村行政企业管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的基本能力，以及较

强的沟通协调和创新思维能力；

4.熟悉国家新时代农业发展领域的政策和法规；

5.了解农林经济管理的前沿理论、农业农村应用前景、农经发展动态、

行业需求以及国际发展趋势；

6.具有一定的从事农林经济管理基础的科学研究能力，满足生产第一线

或农村基层工作需求；

7.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一定的创新能力。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

专业名称：农林经济管理（专升本） 专业代码：120301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3 13683 管理学原理（中级） 6

4 14048 农业经济学 6 学位课程

5 00134 农业统计学 4

6 14050 农业企业管理学 5 学位课程

7 14049 农业农村政策学 4 学位课程

8 08988 农产品营销学 4

9 12658 农村金融学 4

10 03353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5

11
13000 英语（专升本） 7 二选一课程；申请学位

者必考英语（专升本）11950 农产品市场调查（实践） 6

12 02678 农业推广学 6

13 11899 农村经济管理综合实践 10 实践课程



14 11956 农村社会调查专题（实践） 6 实践课程

15 14782 农林经济管理毕业论文 不计学分

五、主要课程说明

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略）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略）

3.管理学原理（中级）

本课程主要讲授企业或社会、经济组织管理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

本方法，包括：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的产生与演变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

成的主要理论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贡献；管理过程的主要工作内容

及其组织方法。在熟练掌握上述内容的基础上，应能利用有关理论和方法，

分析各类工商企业和一般社会、经济组织管理中的具体问题。通过学习，学

生应掌握管理过程的普遍规律、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增强分析能力、管理

能力和创新能力，实现理论性、系统性与实践应用性的结合，帮助学生形成

科学的管理观。

4.农业经济学

本课程是经济理论在农业领域的具体应用，主要讲授农业现代化、国际

化、市场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规律，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

生产要素在农业生产中的利用，以及农产品供求规律、价格形成机制和农业

经济宏观管理等问题。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掌握农业经济学的基本

理论和研究方法，提高其从事相关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

5.农业统计学

本课程旨在运用统计学的原理帮助学生系统了解农业与农村经济运行

的数量特征、全面掌握解析农业与农村经济现象的理论与方法。课程重点围

绕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基本要素，如土地、劳动力、资产、科技等统计

分析指标的设计，种植业、畜牧业、林业和渔业等农业生产行业的投入与产

出指标的运用以及农业生产全过程的投入与产出指标的调查与数据获取，经

过对统计原理与农业生产、农业经济知识进行系统集成和归纳概括而形成的

一门知识性、实践性和方法性高度融合的专业课程。

6.农业企业管理学

本课程旨在促使学生了解农业企业管理的基本理论和系统知识，掌握农

业企业管理的基本思想、方法和技巧，为学生提供一个相对系统的企业管理

知识体系，以便走上工作岗位后能够很快适应并能够承担相关的管理工作。



7.农业农村政策学

本课程通过梳理建国以来中国农业农村领域主要政策的发展脉络，运用

经济学理论理解上述政策变迁的内在驱动力。课程内容分为总论和分论两大

板块。总论部分介绍经济发展与农业问题、农业政策的关系，公共政策的制

定、执行与评估，以及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内涵与演变，帮助学生构建

理解中国农业农村政策的基本框架。分论部分广泛覆盖农业土地政策、农民

合作社政策、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政策、粮食安全政策、农业价格政策、农

产品流通政策、农产品质量安全政策等专题，帮助学生逐一解析中国农业农

村主要领域的具体政策。

8.农产品营销学

本课程是一门研究农产品营销整体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它是一门

融合了市场营销学和农业经济学的原理、思想和方法的新型交叉性边缘学

科。本门课程的任务就是要使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在掌握市

场营销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农产品营销的特殊性所在，特别是要

了解我国主要农产品的供求状况、区域布局和营销特点，了解我国农产品营

销理论研究中的前沿和热点，并能够进行农产品营销的策划和管理。

9.农村金融学

本课程是一门以农村各类经济主体资金借贷行为和各类金融组织资金

运作规律为基本研究对象，全面探讨农村金融市场、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村金

融工具的学科。从宏观层面看，该课程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与经济

的发展及其关系，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的发展关系，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与发

展；从微观层面看，包括各类正式金融组织与非正式金融组织的金融资源供

给、各类经济主体（如中小微企业、新型农村经营主体、农户等）的投资与

借贷等金融行为，以及农产品期货市场等。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农

村金融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有一个基本的认知，知晓农村金融的发展历史与改

革方向，能充分利用现有的农村金融制度和农村金融工具，发展农村经济，

提高农村收入，实现金融与经济的互动发展。

10.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本课程旨在通过课堂教学，以使学生了解资源短缺和环境退化的原因、

掌握各种环境价值评估的方法，了解当前各种污染治理政策实施的现状与问

题，学会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不同环境政策的优缺点等。最终通过系统性的

理论学习，培养学生成为具有现代可持续发展经济观，富有整体性、创造性

思维的经济学复合型人才，同时为学生今后能够独立运用经济学知识，分析



和解决各类资源与环境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

11.英语（专升本）略

12.农产品市场调查（实践）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并掌握农产品市场调查的相关概念、主

要程序和基本方法，帮助学生熟练掌握农产品市场调查方案和调查问卷的设

计，并能综合运用各种调查方法，收集、整理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为农产

品生产经营者的经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通过本课程实践，提升学生的综合

应用能力，使学生能够根据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的目的和需要，开展有针对性

的农产品市场调查活动。

13.农业推广学

本课程在了解农业推广学历史的基础上，重点学习农业推广的基本原

理、推广体系、推广方式以及推广技能等，掌握农业推广的本质和规律，包

括农民心理特征、农民行为改变规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规律等。本课程的

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农业推广体系的变革趋势，掌握农业推广的程序方法，提

高学生的农业推广素质与技能，为将农业新成果、新技术和新知识推广到农

业、农村、农民中去奠定良好基础。

14.农村经济管理综合实践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能够基于管理学、经济学等基础理论知识，利用农村

调查的基本方法，针对具体的“三农”问题，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研与访

谈、文本分析、计量分析、数据统计分析、模型分析等基本方法，完成针对

具体“三农”问题或产业发展问题的调查报告，使学生可以直观、深刻地了

解“三农”问题，掌握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与方法，培养学生运用

农业经济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5.农村社会调查专题（实践）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能够基于经济学、社会学等基础理论知识，利用农村

社会调查的方法，针对具体的农村社会调查课题，进行调查问卷设计、实地

调查、资料收集、调研数据整理、数据统计分析及社会调查报告撰写的综合

运用和学习，使得学生能够直观、深刻地掌握农村社会调查的基本方法和技

巧，并着重启发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实践调查能力。学生应在理解农

村社会调查基本概念及社会调查各阶段主要任务的基础上，通过实践考核的

方式使学生掌握农村社会调查的基本方法、技巧以调查数据整理与统计分

析。

六、实践性环节学习考核要求



1.含实践的课程及实践所占学分：农产品市场调查（实践）6 学分、农

村经济管理综合实践 10 学分、农村社会调查专题（实践）6 学分。

2.完成农林经济管理毕业论文。

七、教材目录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使用教材

1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
版社，202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自学考试学习读

本》，李捷 王顺生，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2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
出版社，202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自学考
试学习读本》，卫兴华 赵家祥，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3 13683 管理学原理（中级） 6
《管理学原理（中级）》，白瑷峥，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23

4 14048 农业经济学 6
《现代农业经济学》，郑炎成，中国农业出版社，

2021

5 00134 农业统计学 4
《农业统计学》（第 5 版），张俊飚，中国农业出版

社，2015

6 14050 农业企业管理学 5
《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罗小锋，中国农业出版

社，2023

7 14049 农业农村政策学 4 《农业政策学》，孔祥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8 08988 农产品营销学 4 《农产品营销学》，李崇光，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9 12658 农村金融学 4 《农村金融学》，陈雪飞，湖南大学出版社，2020

10 03353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5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石敏俊 张炳，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21

11

11950 农产品市场调查（实践） 6
《市场调查》（第 3 版），蒋萍 金钰，格致出版社，

2018

13000 英语（专升本） 7
《英语（二）自学教程》,张敬源 张虹, 外语教

学与研究,2012

12 02678 农业推广学 6
《农业推广学》（第 3 版），高启杰，中国农业大学

出版社，2013

13 11899 农村经济管理综合实践 10
《农村经济管理实务》，马俊哲，中国农业大学出

版社，2013

14 11956 农村社会调查专题（实践） 6
《农村社会调查方法》，徐锐 鲁艺等，科学出版社，

2019

注：“使用教材”以当次考试公布的教材及大纲使用情况为准。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土地资源管理（专升本）专业考试计划

一、指导思想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我国高等教育基本制度之一，是对社会自学者进行

的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国家考试

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土地资源管理（专升本）专业的任务，是通过自学考

试促进广泛的个人自学和社会助学活动，推动视觉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在职教

育和大学后继续教育，造就和选拔具备一定的自然资源管理知识体系和技术

应用技能的专门人才，以适应现代化国家建设和自然资源管理行业的需要。

专业人才培养水平和课程设置在总体上与一般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相应层

次专业要求保持基本一致。同时，结合新时期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人才培养目

标定位和人才培养特点，突出强化“技能自考”的人才培养理念，突出强化

课程设置的职业性、应用性、实用性、选择性和发展性，突出强调对学习者

职业素养和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与训练。

二、学历层次及规格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土地资源管理（专升本）专业的学历层次为本科，学

科门类为管理学，专业类为公共管理类。

本专业考试计划规定合格课程门数为 15 门（其中考试课程相关的实践

考核环节部分不单独计入课程总门数），总学分 70 分。

凡按照本专业考试计划的规定，取得相应课程合格成绩且达到规定学分

要求，毕业环节和实践性环节考核合格，思想品德经鉴定符合要求者，经审

核通过，由湖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土地资源管理专业自学考试

本科毕业证书，主考学校副署，国家承认学历。符合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

学位授予条件者，由主考学校按规定授予学士学位。

三、培养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较高的

科学文化素养、职业道德水准、创新创业能力和社会责任感，适应社会和经

济发展需要，掌握现代管理学、经济学以及资源学的基本理论，掌握土地资

源管理的基本知识，具备土地调查与规划、土地制度与政策分析、地籍管理、

房地产估价等基本技能，能在各级政府或相关企事业单位从事自然资源、规

划、建设、农业、房地产等相关领域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本专业要求具有较高的政治修养和道德修养，掌握土地资源管理的基本

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具有综合运用相关理论解决土地资源实际问题

的能力，具备土地资源管理的基本技能。主要包括：

1.具有较高的政治修养和道德修养，具有社会责任感；

2.掌握土地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了解国内外土地资源管理

的发展动态和发展趋势；

3.掌握土地调查与规划、土地测量与地籍管理、土地评估、土地开发经

营等基本技能，具有“测、绘、规、估、表、籍”等方面的实际技能；

4.熟悉国家土地资源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5.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满足土地资源管理工作的实际

需求；

6.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一定的创新创业能力。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

专业名称：土地资源管理(专升本） 专业代码：120404

序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3 13000 英语（专升本） 7

4 00120 土地资源学 5 学位课程

5 00116 土地经济学 5 学位课程

6 00117 土地管理概论 5 学位课程

7
00113 测量学 3

00114 测量学（实践） 2

8 03355 地籍测量 6

9 00115 土地法学 4

10 04856 计算机辅助设计（实践） 5

11 12392 岩土钻掘设备 5

12 01551 数字地形、地籍测量 6 实践课程

13 12388 工程测量实用技术 4 实践课程

14 06449 地理信息系统 7 实践课程

15 10292 土地资源管理毕业论文 不计学分



五、主要课程说明

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略）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略）

3.英语（专升本）（略）

4.土地资源学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三大模块：基础理论、技术方法、理论与方法的

应用。深入了解土地和土地资源的基本概念及其基本特征；掌握土地资源的

气候、地学、水文及生物、土壤等自然要素及其结构特征、土地资源的社会

经济特征；了解土地分类、土地资源分类的基本原则、分类体系。了解土地

资源调查和评价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熟悉土地资源调查和评价的一般

方法、程序、内容，能在野外识别和划分土地利用现状类型并且理解其含义，

对 GIS、RS、GPS 技术在土地资源调查中的应用有一定的了解。掌握土地资

源人口承载力、土地生态系统的基本概念，掌握土地生产潜力、土地人口承

载潜力的分析方法；了解土地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保护和复垦基本原则和

评价体系；了解我国现阶段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的现状、土地资源开发利用、

保护的相关政策法规。

5.土地经济学

本课程以土地利用中的生产力组织和土地所有、使用与管理中的生产关

系极其调节为研究对象。介绍了土地权属转移及土地收益分配问题所涉及的

重要的土地经济理论；从土地集约利用、规模利用、分区利用、计划利用、

可持续利用等方面阐述了土地利用的基本经济原理；对土地制度进行介绍和

剖析，包括对土地制度基本理论的阐述和中国现行土地所有制、使用制、管

理体制的分析。

6.土地管理概论

本课程主要讲授土地管理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及其应用。

包括地籍管理、土地产权管理、土地利用管理、土地规划和计划管理、土地

信息管理、土地法制管理等。重点为地籍、地权、地用和土地信息管理。并

针对现代土地管理中一些疑难问题，典型案例进行讨论，通过典型案例的讲

解和剖析，加深对土地管理的认识。重点讨论的问题为：土地的合理高效利

用、耕地保护、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等。

7.测量学

本课程的目的在于使学生认识测量的本质、原理和方法，为从事自然资



源调查、测绘工作等打下牢固基础。课程主要内容包括测量学的基本原理与

方法、现代测绘仪器使用、图根控制的测量与计算；培养学生具有测绘与应

用大比例尺地形图、数字化测图的的初步能力和一般知识。在已学习和掌握

测量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通过本课程进一步学习测量仪器的正确使用、综

合应用、数据处理以及简单工程问题的解决，通过本课程使学生对测量学有

全面深刻的理解和实践体会，同时锻炼学生的各种测量仪器的操作能力、增

加对测量工作操作流程的认知、培养动手动脑能力和正确使用测量工具的能

力，提高学生应用测量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的综合能力。

8.地籍测量

本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掌握地籍测量的基本理论，熟悉调查土地及其

附着物的权属、位置、数量、质量与利用现状等基本情况，掌握地籍测量的

基本方法及地籍图的识读与使用，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能掌握地籍图的绘制

和进行土地调查，为以后从事该方面的工作打下基础。

9.土地法学

本课程以土地政策与法规为主线，是研究调整人地关系的相关法律规范

与政策的一门学科。课程既注重讲授我国土地政策法规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

度等核心内容，又密切联系当前我国土地管理实践，阐明土地政策法规建设

中的一系列主要问题及其解决思路、对策。

10.计算机辅助设计（实践）

本课程使学生掌握计算机辅助设计与绘图的基础知识、基本方法,特别是

基本操作技能，为学习后续课程作好准备。

11.岩土钻掘设备

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了解岩土钻掘施工设备类型，熟悉钻机、岩土

工程施工机械的结构和工作原理，熟悉岩土钻掘用往复泵、离心泵、螺杆泵

及空压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培养学生选择岩土钻掘设备及特性参数、工作

参数的能力。

12.数字地形、地籍测量

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了解土地权属调查、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土地

等级调查及房产调查、地籍控制测量、地籍细部测量及变更地籍调查与测量

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掌握现代测量技术、遥感与航测技术数字技术在地籍中

的应用。

13.工程测量实用技术

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了解测量基础理论，现代测绘仪器；了解测量



误差基本理论，控制测量、地形图基本知识、大比例尺地形图测绘与应用及

大比例尺数字测图基本知识。

14.地理信息系统

通过本课程学习和实践，帮助学生掌握地理信息系统的通用功能，包括

数据的类型、查询、显示、分析、输入、编辑等，了解地理信息系统的进阶

功能如空间查询与统计、地图制作、空间分析、数据模型等等。课程实习基

于 arcgis10，并提供了实践数据和案例。

六、实践性环节学习考核要求

实践性环节学习考核是为了实现专业规格要求和课程考试目标，对应考

者进行基本技能及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核。主要包

括：

1.实践性环节课程有：测量学（实践）2 学分，数字地形地籍测量 6 学

分、工程测量实用技术 4 学分、地理信息系统 7 学分、计算机辅助设计（实

践）5 学分。

2.完成毕业论文。

毕业考核是是土地资源管理本科教学进程中非常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

节，是学生毕业前对所学知识和能力的一次全面总结、综合训练与集中展示，

也是学生从单纯学习到为社会服务的一个过渡阶段，是学生毕业及获取毕业

资格的根本性依据。毕业考核要求学生做好选题的调研、策划，围绕选题认

真开展毕业研究，完成毕业论文。

七、教材目录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使用教材

1 03708 中国近代史纲要 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本书编写组，高
等教育出版社，2023；《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自学考试学习读本》，李捷 王顺生，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8

2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自学考试学
习读本》，卫兴华 赵家祥，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8

3 13000 英语（专升本） 7
《英语（二）自学教程》,张敬源 张虹,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4 00120 土地资源学 5
《土地资源学》（第二版），王秋兵著，中

国农业出版社，2011



5 00116 土地经济学 5
《土地经济学》（第六版），毕宝德，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6 00117 土地管理概论 5
《土地管理教程》，李江风 刘艳中等，中

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7

7

00113 测量学 3
《测量学》（第二版），程新文等编写，

地质出版社,2020

00114 测量学（实践） 2
《测量学实习指导书》，吴北平等编写，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8

8 03355 地籍测量 6
《地籍测量学》（第三版），詹长根等编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9 00115 土地法学 4
《土地法学》（第二版），张军连，中国农

业大学出版社，2007

10 04856
计算机辅助设计（实
践）

5
《AutoCAD 2021 从入门到精通》天工在

线，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20

11 12392 岩土钻掘设备 5
《岩土钻凿设备》，张惠，人民交通出版

社，2009

12 01551 数字地形地籍测量 6
《地籍调查与测量》，梁玉保 王建设编，

黄河水利出版社，2016

13 12388 工程测量实用技术 4
《工程测量学》（第 2 版），张正禄编，武

汉大学出版社，2013

14 06449 地理信息系统 7
《地理信息系统实习教程》（第 3 版），宋

小冬等编著，科学出版社，2013

注：“使用教材”以当次考试公布的教材及大纲使用情况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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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4 年 4 月份湖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专业课程考试安排

专
业
层
次

4 月

2024 年 4 月 12 日周五 2024 年 4 月 13 日周六 2024 年 4 月 14 日周日

上午
（9:00-11:30）

下午
（14:30-17:00）

上午
（9:00-11:30）

下午
（14:30-17:00）

上午
（9:00-11:30）

下午
（14:30-17:00）

专
科

03706 思想道
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12656 毛泽东
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13124 英语（专）

专
升
本

03709 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03708 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

13000 英语（专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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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湖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新旧专业对接表、课程顶替表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专业代码 420107）专科专业与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专业代码 520105）专科专业课程顶替表

原专业计划规定课程及代码(520105) 新专业计划规定课程及代码(420107)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2 1265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1265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3
08926 结晶学和矿物学 2 08926 结晶学和矿物学 2

08927 结晶学和矿物学（实践） 2 08927 结晶学和矿物学（实践） 2

4
08651 应用宝石学 6 08651 应用宝石学 6

08928 应用宝石学（实践） 3 08928 应用宝石学（实践） 3

5
08929 首饰设计 4 08929 首饰设计 4

08930 首饰设计（实践） 2 08930 首饰设计（实践） 2

6
08935 珠宝琢型设计及加工 3 08935 珠宝琢型设计及加工 3

08936 珠宝琢型设计及加工（实践） 2 08936 珠宝琢型设计及加工（实践） 2

7
08933 首饰制作工艺学 4 08933 首饰制作工艺学 4

08934 首饰制作工艺学（实践） 2 08934 首饰制作工艺学（实践） 2

8 08938 珠宝市场营销学 4 08938 珠宝市场营销学 4

9

10

11

12

13

08937

08939

04729

00018

00019

08931

09832

珠宝广告与展示

珠宝市场调查与研究

大学语文

计算机应用基础

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

电脑首饰设计

电脑首饰设计（实践）

4

4

4

2

2

4

2

14099

02091

13696

10414

14010

人工宝石及优化处理

地质学基础

贵金属首饰及其检测

计算机辅助设计（AutoCAD）

（实践）

卖场设计（实践）

4

5

2

6

5

实践

课程

已合格

课程组

学分需

大于或

等于未

合格课

程组学

分

14

15

16

17

00896

00510

04634

00644

电子商务概论

秘书实务

演讲与口才

公关礼仪

4

6

4

4

03816

14264

透视基础（实践）

数字媒体视频编辑（实践）

4

5

说明：1.注册原专业的考生符合原专业毕业规定的要求，可按原专业申请毕业，也可完成课程顶替后，选

择按新专业毕业规定的要求申请毕业。

2.原专业计划中课程未安排考试的，可按课程顶替表中选择新专业中有对应关系的课程考试。

3.原专业计划中推荐选考课可从同层次课程中，或新计划对接课程组中，自主选择与本专业课程名称及代

码不相同的理论课程考试，达到原专业毕业规定的要求。

4.凡理论考试与实践环节考核两部分相结合的课程视为一门课程，考生必须取得两个部分的合格成绩方能

获得该门课程的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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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英语（专业代码 970202）专科专业与
商务英语（专业代码 570201）专科专业课程顶替表

原专业计划规定课程及代码（970202） 新专业计划规定课程及代码（570201）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备注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2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2 1265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4 1265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3 00794 综合英语（一） 10 14756 综合商务英语（一） 8

4 00795 综合英语（二） 10 14757 综合商务英语（二） 8

5 00593 听力 8
技能

考核
14150 商务英语听说（一） 8 实践课程

6 00594 口语 8
技能

考核
14151 商务英语听说（二） 8 实践课程

7 00596 英语阅读（二） 6 14153 商务英语阅读（二） 4

8 00597 英语写作基础 4 01256 英语应用文写作 6

9 00595 英语阅读（一） 6 14152 商务英语阅读（一） 4
已合格

课程组

学分需

大于或

等于未

合格课

程组学

分

10 00522 英语国家概况 4 00522 英语国家概况 4

11

12

13

04729

00018

00019

大学语文

计算机应用基础

计算机应用基础

（实践）

4

2

2

00831

13166

04634

13400

13401

英语语法

语言与文化（英语）

演讲与口才

初级实用英语笔译

初级实用英语口译

4

4

4

4

4

实践课程

实践课程

实践课程其他同层次已考理

论课程

说明：1.注册原专业的考生符合原专业毕业规定的要求，可按原专业申请毕业，也可完成课程顶替后，选

择按新专业毕业规定的要求申请毕业。

2.原专业计划中课程未安排考试的，可按课程顶替表中选择新专业中有对应关系的课程考试。

3.原专业计划中推荐选考课可从同层次课程中，或新计划对接课程组中，自主选择与本专业课程名称及代

码不相同的理论课程考试，达到原专业毕业规定的要求。

4.凡理论考试与实践环节考核两部分相结合的课程视为一门课程，考生必须取得两个部分的合格成绩方能

获得该门课程的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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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秘书学（专业代码 050107T）专升本专业课程顶替表

原专业计划规定课程及代码 新专业计划规定课程及代码

序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4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4

3 00015 英语（二） 14 13000 英语（专升本） 7
申请学位者

必考

4 00523 中国秘书史 6 学位课程 00523 中国秘书史 6 学位课程

5 00527 中外秘书比较 6 00527 中外秘书比较 6

6 00526 秘书参谋职能概论 6 00526 秘书参谋职能概论 6

7 00054 管理学原理 6 学位课程 00107 现代管理学 6 学位课程

8 00511 档案管理学 6 00511 档案管理学 6

9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5 学位课程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5 学位课程

10 00525 公文选读 6 00525 公文选读 6

已合格课程
组学分需大
于或等于未
合格课程组
学分，申请学
位者可不考

06779

11 00524 文书学 6 00524 文书学 6

12
13
14
15
16
17
18

00151
00320
02628
06093
08022
08118
06779

企业经营战略
领导科学
管理经济学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秘书外事管理实务
法律基础
应用写作学

6
4
5
6
6
5
5

05007
00509
06779

秘书心理学
机关管理
应用写作学

6
6
5

其他同层次已合格理论
课程

19 19993 秘书学毕业考核
不计
学分

19993 秘书学毕业考核
不计
学分

说明：1.注册原专业的考生符合原专业毕业规定的要求，可按原专业申请毕业，也可完成课程顶替后，选

择按新专业毕业规定的要求申请毕业。

2.原专业计划中课程未安排考试的，可按课程顶替表中选择新专业中有对应关系的课程考试。

3.原专业计划中推荐选考课可从同层次课程中，或新计划对接课程组中，自主选择与本专业课程名称及代

码不相同的理论课程考试，达到原专业毕业规定的要求。

4.凡理论考试与实践环节考核两部分相结合的课程视为一门课程，考生必须取得两个部分的合格成绩方能

获得该门课程的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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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4 年湖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新增面向社会开考专业
汇总表（专科、专升本）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层次 主考学校

1 420107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 专科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专科 湖北经济学院

3 570201 商务英语 专科 湖北工业大学

4 590101 社会工作 专科 武汉科技大学

5 030302 社会工作 专升本 武汉理工大学

6 040201 体育教育 专升本 武汉科技大学

7 050107T 秘书学 专升本 湖北大学

8 120301 农林经济管理 专升本 华中农业大学

9 120404 土地资源管理 专升本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