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识选修课程教学要求须知

一、模块划分及培养要求

1.公能素质和服务中国：包含爱国主义教育类课程、服

务学习类课程、创新创业类课程、学生个人成长类课程等，

引导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社会，做好个人发

展规划。

2.艺术审美与文化思辨：包含艺术、文学、历史、哲学

等人文学科领域课程，提升学生的艺术修养，培养学生对多

元生活形态与价值观念的理解与尊重，培养学生对人类历史

与文化的整体认知和思辨能力。

3.科学精神与健康生活：包含自然科学各学科、各领域

的课程，如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等，引导学

生了解自然现象及其规律探索的基本方式，掌握自然科学研

究的一般方法，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数理思维、逻辑思维、

创新思维和研究能力。

4.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包含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的课

程，如政治、经济、法律等，引导学生理解现代社会基本运

行机制，了解社会组织与管理的基本原理，掌握社会科学的

基本研究范式与重要理论模型，学会对复杂社会现象理性判

断的能力。

5.工程素养与未来科技：包含工程类和前沿科技探索类

课程，提升学生的科学技术素养、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规律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技术创新与创新实践的能力， 激发

学生对于未来发展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6.世界文明与国际视野：该模块主要包括外语能力强化

课程、跨文化交流类课程， 引导学生在继承中国优秀文化

传统的同时了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培养学生国际化视野、

良好的语言交流能力，学会宽容平等地看待多元文化。

二、授课方式及要求

1.可一人授课，也可组建相同专业领域内或跨学院、跨

学科、跨专业的课程团队进行授课。

2.慕课：开设慕课的教师要组织好见面课和网上答疑与

讨论，每学期与本校学生见面课的学时数不少于总学时数的

50%。为保证选课学生充分知晓慕课的学习要求，学期初 1-3

周均需到上课教室说明本学期课程安排及要求。

三、排课模式

1.根据授课需要，在总课时不变的情况下，任课教师可

全学期上课，也可提高周课时，压缩开课周数，在前半学期

或后半学期集中上课。

2.对有研讨内容的课程，允许安排 3-4 课时/周，单次

讲授一般不超过 2 课时，为避免影响学生选课，建议周学时

大于 2 课时的课程将部分学时安排在中午或晚上。

四、考核方式

加强过程考核，探索切实可行的过程考核办法，注重对



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鼓励授课教师探索学生自主思辨、无

统一标准答案的考核方式。

五、成绩记载

1.成绩记载可采用百分制或两级制（通过/不通过）。

2.成绩记载方式要与教学大纲一致，不可随意更改；若

有特殊情况，需向开课单位提出书面申请，方可修改。

3.使用百分制记载成绩时，原则上成绩高于 90 分的比

例不超过 20%。

4.学校欢迎以论文形式结课的任课教师对课程论文进

行“查重”检测，以保证论文质量与课程效果，查重权限可

通过各学院教学办公室向教务处申请。

六、质量监督

《南开大学强化本科课程质量多维督导评价的指导意

见》文件要求，学校将聘请专家，对老课重排的通识选修课

程进行质量评估，重点评估连续三个学期选课人数在 10 人

以下、不具备专业背景、及一人开设多门的通识选修课程。

评估不合格的课程暂停下学期开课。评估安排另行通知。

选课开始后，如无特殊情况，教师不应随意更改上课时

间、地点和停课，如需更改上课信息，请向开课单位报备并

提交教学管理系统（按照附件 7 操作流程）。

七、课酬计算方式

教师可自行选择课酬计算方式：“工作量”或“课时费”。



教师按教学计划完成课程，无教学事故，可按照学校激励性

补贴相关政策发放课酬。（此课酬计算方式若有变化，将另

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