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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计划 

一、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 

1. 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服务国家战略和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着力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公民意识、

人文情怀、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同时具备扎实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及深厚的专业文学修养，

能够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研究现代文学艺术，创作当代文艺作品，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研

究型、创作型和国际型一流中文人才。 

2. 毕业要求 

（1）良好的文学鉴赏与审美批评能力； 

（2）良好的语言表达及创意写作能力，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以上； 

（3）复杂的语言、文学、文化现象及规律的把握能力； 

（4）良好的文字编辑、文献检索、资料查询与古籍整理能力； 

（5）具备初步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 

二、主干学科和主干课程 

1. 主干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 

2. 主干课程 

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

学概论、文学概论、西方文论、比较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典文献学、创意写作 

3.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夏季学期实践、学年论文、毕业论文 

三、修业年限、学分和学位 

1. 修业年限 

四年 

2. 总学分 

260 

3. 授予学位 

文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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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夏

季
4 5 6

夏

季
7 8 9

夏

季
10 11 12

1

16583109 形势与政策 1 1 *

16584153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3 3

1658413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B 3 3 3

1658416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3 3

1658416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1)
3 3 3

1658417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
2 2 2

1658417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3 2 1 3

3 ◆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3 3 3

劳动教育理论课 1 1

体育 6 1 1 1 1 1 1

军事理论A 2 2

大学英语 16 4 4 2 2 2 2

人文类计算机语言选修模块 4 4

人文类计算机技术选修模块 3 3

微积分C 3 3 3

生命科学导论 2 2 2

应用写作A 3 3 3

全球史 3 3 3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3 3 3

78 15 15 15 12 12 9

4 2

专业能力与素养 15 3 3 3 3 3 ▲

专业进阶 18 3 3 3 3 3 3 ▲

4 ★

52 1 9 1 12 14 15

260 ●

实践教学环节

总计

*1-10学期均需选修   ◆多修课程可认定为通识课（所属分类见附表中备注）   ▲学分分布供参考   ★任意选修任何课程。   附表见Ⅱ-1-22页，建

议学生跨类选修通识课，所修通识课必须包含：1. “核心通识课”至少6学分；2. “艺术修养与审美体念”模块内课程至少2学分；3. “创新思

维与创业教育”模块内课程至少2学分。（某门课程同时满足多个条件时，可重复认定，但所获得学分不累计。）

●毕业前至少修读一门全英语授课课程且成绩合格。（全英语授课课程指：1. 选课系统中标注的全英语课程。2. 国际化小学期开设的课程。3.

海外交流学分认定的课程。）

专业选修课(见

续表)

学科基础课(见续表)

高年级研讨课(见续表) 2

选

修

课
任意选修课

3

16583004

16584172 1

200914006

详

见

附

表

政治文明与社会建设

艺术修养与审美体验

经济发展与全球视野

科技进步与生态文明

创新思维与创业教育

新生研讨课1 1

通

识

课
18

第四学年

人文经典与文化传承

14+4 4 6 4

上海大学2022级教学计划表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学分 各学年、学期计划学分安排

备

注共计

课内 课外

课

程

分

类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4

详见附表

公

共

基

础

课
70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思

想

政

治

必

修

课

思想政治选择性必修课（详见附表）

02084280

16614109

详见附表

详见附表

详见附表

01014103

12484110

02074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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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75432 中国古代文学C(1) 3 3 5 02075053 语言学概论 3 3 4

02075433 中国古代文学C(2) 3 3 6 02075442 古代汉语A(1) 3 3 4

02075434 中国古代文学C(3) 3 3 7 02075443 古代汉语A(2) 3 3 5

02075435 中国古代文学C(4) 3 3 8 02075444 古代汉语A(3) 3 3 6

02075436 中国古代文学C(5) 3 3 9 02075003 现代汉语(1) 3 3 5

02075437 中国现代文学D(1) 3 3 4 02075004 现代汉语(2) 3 3 6

02075438 中国现代文学D(2) 3 3 5 02075052 文学概论A 3 3 4

02075271 中国当代文学B(1) 3 3 6 02076273 西方文论A(1) 3 3 7

02075272 中国当代文学B(2) 3 3 7 02076274 西方文论A(2) 3 3 8

02075439 外国文学B(1) 3 3 4 02076331 创意写作 3 3 7

02075440 外国文学B(2) 3 3 5 02075133 中国古典文献学 3 3 8

02075441 外国文学B(3) 3 3 6 02075032 中国文学批评史(1) 3 3 8

02075363 比较文学 3 3 9 02075033 中国文学批评史(2) 3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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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7EY04 文化研究专题研读 2 2 6 0207SY04 中国古代神话研读 2 2 7

0207EY06 《孟子》 2 2 6 0207SY05 国外创意写作前沿 2 2 7

0207EY05
中国文学研究的理念

与方法
2 2 6 0260SY05 语言学优秀论文研读 2 2 9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自

学

项

目

读

书

其

他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自

学

项

目

读

书

其

他

02076339 德国近代美学与文论 3 3 8 02076406 散文写作 3 3 5

02076469 新媒介文艺理论选读 3 3 4 02076410 非虚构写作 3 3 6

02076285
文化批评：理论与实

践
3 3 8 02076304 古典诗词写作 3 3 8

02076343 左翼思想与中国文学 3 3 10 02076407 小说写作 3 3 4

02074100 美学原理 3 3 8 02076428 诗词创意写作 3 3 4

02076397 本雅明精读 3 3 9 02076431 文言文创意写作 3 3 7

02076470 中国美学十讲 2 2 5

备

注

学

期

课外

课程学分

学

期

备

注
课程名称

课程编号

学科基础课

课程编号

高年级研讨课

课程学分

课内

课程学分

共

计

学

期

课内

备

注

上海大学2022级教学计划表

学

期

课外 课外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名称

课程名称 共

计

备

注

课外
课程名称

课程学分

共

计

课内

学

期共

计

二年级适用

课内

课内 课外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共

计

三年级适用

课程学分

共

计

学

期

课程编号
备

注

课程学分

课程编号
课外

专业选修课（第9学期（含）之后的课程可能会进行一次动态调整。）

备

注

专业能力与素养（15学分）

课内

写

作

训

练

文

学

批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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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76341 先秦诸子文学研究 3 3 8 02076430

法国现当代小说与电

影(Modern and

Contemporary French

Fiction and Cinema)

3 3 4

02076290 《左氏春秋》文导读 3 3 10 02076287
西方妇女文学经典导

读
3 3 6

02076157 都市民俗与城市文学 3 3 6 02076465 法国文学专题 3 3 9

02076164 李商隐与现代诗人 3 3 8 02076468 莎士比亚读书会 3 3 8

02076237 清代的纪事诗 3 3 9 02076399 《诗经》精读 3 3 4

02076289 中国咏史诗研究 3 3 10 02076396 杜诗精读 3 3 6

02076288 明清诗词选讲 3 3 8 02606083
佛教经典、思想与历

史
3 3 7

02076069 中国古典小说研究 3 3 9 02085192 国学与国学经典 3 3 4

02076353
文学中的城市：上海

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3 3 8 02086258 古典希伯来语入门 3 3 5

02076445
中国现当代文学文体

研究
3 3 8 02076291 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 3 3 6

02076156 古典诗歌的现代阐释 3 3 9 02075256 《红楼梦》精读 3 3 7

02076402 《文心雕龙》精读 3 3 9 02076294 陶渊明研究 3 3 8

02076077 中国民俗文化 3 3 5 02075257 莎士比亚精读 3 3 7

02076419 西方现代诗歌欣赏 3 3 8 02076464 网络文学与文化产业 3 3 8

02075217 鲁迅精读 3 3 7 02076377
《中国当代文艺思想

与外国文学》专题读

书会

3 3 6

02076414 魏晋南北朝小说选讲 3 3 5 02076374 柏拉图读书会 3 3 5,6

02076447 古诗文吟诵 3 3 4 02076378
“黑格尔的《美学》与

现代文化”读书会
3 3 5

02076235 苏轼研究 3 3 6 02076405 钱钟书读书会 3 3 4

02074317 文化研究导论A 3 3 5 02076376 《枕草子》读书会 3 3 6

02076463
二十世纪西方通俗文

学思潮
3 3 5 02076420 中国诗话读书会 3 3 6

02076471 中国通俗文学十五讲 3 3 5 02076421 《周易》读书会 3 3 8

02076472 话本小说选讲 3 3 6 02076395 《墨子》读书会 3 3 5

02076473 《源氏物语》精读 3 3 4 02076424 史汉比较读书会 3 3 4

02076474 西方戏剧经典研读 3 3 6 02606032 文化语言学 3 3 7

02076475 唐宋诗词的审美之旅 3 3 5 02606074
国外汉语课堂教学案

例分析
3 3 9

02605077
英语语篇分析与写作
(English Text Analysis

and Writing)

3 3 5 02606039 语言规划 3 3 8

02076476 卢梭精读 3 3 8 02606061 语料库入门 3 3 7

02076448
“一战”与中国的新文

化
3 3 8 02606024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3 3 9

学

院

通

识

平

台

课

共

计

课程学分

注：建议学院通识平台课选修3学分，读书会(经典研读)选修学分≤6学分。“课程编号：02076430，课程名称：法国现当代小说与电影，学分：3

”和“课程编号：02605077，课程名称：英语语篇分析与写作，学分：3”为全英语课程。

学

期

备

注

读

书

会
(

经

典

研

读
)

语

言

学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学分

学

期

备

注共

计

比

较

文

学

文

学

与

文

化

课程编号
课内 课外 课内 课外

课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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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76400 文化研究经典选读 3 3 5 02076299 古希腊罗马文学专题 3 3 6

02076408 故事写作 3 3 6 02076454 陀思妥耶夫斯基精读 3 3 7

02076411 影视剧本写作 3 3 4 02076455
中国现当代文学核心

问题研讨
3 3 8

02076423 日本民间文学导论 3 3 4 02075253 《庄子》精读 3 3 4

02076426 中国农村与文化研究 3 3 7 02076189 文艺心理学 3 3 8

02076427 儿童文学写作 3 3 6 02076425
20世纪中国美学名家

名篇精读
3 3 6

02076450
中国当代诗歌专题研

究
3 3 9 02076371

西方文艺理论原著研

读
3 3 9

02075252 《论语》精读 3 3 5 02075046 文字学 3 3 8

02076415 李白研究 3 3 6 02076308 音韵学 3 3 7

02076451 西方汉学研究 3 3 7 02076302 训诂学 3 3 9

02076452 书籍史研究 3 3 5 02075023 汉语方言学 3 3 8

02076453 域外汉籍研究 3 3 9 02605078 语言调查与研究方法 3 3 7

02076300 当代外国文学 3 3 4 02606031 社会语言学 3 3 7

02076292
中国民间文学与非物

质文化遗产
3 3 7 02076456

文学阐释与文化批

评：方法与写作
3 3 9

02076466 城市与乌托邦 3 3 7 02076467 媒介文化与现代生活 3 3 8

02076478
《左传》《国语》对

读
3 3 4 02076481 中国戏曲经典导读 3 3 8

02076479 文学形式分析的方法 3 3 6 02076482 汪曾祺精读 3 3 7

02076480
文化与社会：文化研

究在中国
3 3 9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学分

学

期

备

注
课程编号

备

注共

计

课内 课外
共

计

课内 课外
课程名称

课程学分

学

期

专业进阶（18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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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 分散 一 二 三 四

00914003 军事技能 2 2 √ 2

00874008 形势与政策(实践) 1 √ 1

1658A001~002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1-2) 2 1 1 第3,6学期

00874007 思想道德与法治(实践) 1 1 √ 1

0000A001 创新创业实践 1 √ 1

00874028 大学生社会实践 1 √ 1

0207A048 写作夏令营 2 4 4

0207A054 语言田野调查实践 6 6

0207A045 诗歌写作 3 3

0207A046 文案写作 3 3

0207A049 图书策划 3 3

0207A044 编辑 3 3

0207A051 古籍整理实践 3 3

0207A053 文化创意产业调研 3 3

0207A052 学术论文写作规范 6 6

0207A041 学年论文训练与写作 5 5

0207A003 毕业论文 15 15 第12学期

52 10 13 14 15

毕业设计

(论文)

课

程

设

计

实

习

各学年学分安排实践形式

二选一

（详见注）

选修15学分

注：

    1. 《创新创业实践》和《大学生社会实践》两门课程二选一；

    2. 在校期间，学生参与下述活动之一，可认定《创新创业实践》课程学分。分别是（1）联合大作业；（2）大学生创新项目；（3）

学科竞赛获校级（含）以上奖项，并未冲抵过学分；（4）院系认定的创新创业各类活动（累计至少半周时间）；

    3. 《大学生社会实践》在第2-11学期（除夏季学期）均开设，具体要求详见课程简介。

共计

上海大学2022级实践性教学环节学分安排表

汉语言文学专业

实践分类 编号 实践环节名称
实践

周数

实践

学分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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