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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人文与科学素养、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宽阔的国际视野，系统掌握经济学基本理论与分析方法，熟悉中国经济运行与改革实践，学

术与应用并重的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毕业生可在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从事经济分析和管

理工作，也可以进一步深造在教育科研机构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根据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对学生毕业 5年后的职业发展预期如下：

【培养目标 1】道德情操。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

导，具有宽厚的人文素养和家国情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高尚的职业道德修养和良好的心

理素质。

【培养目标 2】专业能力。融合中西方经济学理论，熟悉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内

在规律，精通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熟练应用数据分析方法与信息技术工具，具备较强的研

究分析与实践管理能力，能够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和决策咨询，成为

经济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部门的骨干力量。

【培养目标 3】创新发展。具有创新性思维和成长性思维，了解经济学科发展前沿，能

够融合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理论知识与实践认识，延伸拓展与更新知识结

构，根据世界经济形势变化以及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需要，推动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与实践

创新。

【培养目标 4】开放包容。具备宽阔的国际视野和良好的沟通能力，具有跨学科、跨文

化、多维度动态审视问题的意识和能力，适应数字经济和智能时代发展需要，洞察国内外经

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具备优秀经济学者的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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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要求

表 1 毕业要求与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参考标准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1.理想信念

具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

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

治方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自信，不断增进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

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

同。

1-1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信念，对国家和人民忠诚。

1-2具备优良的思想政治素质，在科研或实践工作中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

1-3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增进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

同。

2.家国情怀

热爱国家、民族和集体，筑

牢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把

个人价值寄托于国家和人

民福祉，关心经济与社会发

展，为可持续和高质量经济

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2-1掌握人文社会科学的常规知识，对国家、民族和

人类发展与变革有清晰认识，进而对转型发展时期下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环境与未来道路有深刻的认

知。

2-2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筑牢责

任意识和担当精神，把个人价值寄托于国家和人民福

祉，在学习、劳动与生活中砥砺道德追求和理想抱负。

2-3关注社会民生，关注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共进，具

备忧患意识与环保意识，为可持续和高质量经济发展

做出应有贡献。

3.人文精神

文化素质与精神品格优良，

立德树人，具有奉献精神和

社会责任感，具备历史责任

感和历史使命感，做到自

信、自爱、自立、自强。

3-1以经济管理者的职业标准和角色定位，具有良好

的文化素质和精神品格。

3-2关心经济发展与社会民生，以立德树人为己任，

具有奉献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3-3具有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做到自信、自爱、

自立、自强。

4.专业素养

系统掌握经济学理论与方

法，能够使用经济学专业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熟悉经济

学分支学科的基本知识，还

4-1掌握经济学科的知识体系、思想与方法，能够将

经济学专业知识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衔接，初步具备识

别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4-2熟悉经济学科下的财政学、金融学、国际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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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参考标准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能融合经济学与政治学、管

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知

识，初步具备跨学科问题的

分析能力与解决能力。

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主要分支学

科的基本理论知识及其应用领域。

4-3能够融合经济学与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跨

学科理论知识，能够对跨学科的知识进行整合，初步

具备跨学科问题的分析能力与解决能力。

5.研究能力

学会使用主要的统计学、计

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方

法，能够对实际调研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还可以使用可

获得的统计数据展开计量

经济分析，也能够对经济学

分支学科的核心理论进行

数理分析。

5-1学会使用现代经济学统计方法，掌握主流的经济

指数构建方法，能够通过实际调研，对调查数据进行

采集、甄别、分析与利用。

5-2掌握主流计量经济分析方法，熟悉常用的数据库

及其数据结构，基本具备针对问题提出理论假设、建

模检验以及提出对策建议的综合分析能力。

5-3掌握经济学主要分支学科的核心理论，可以使用

基本的数理分析方法，构建简单的数理经济模型，对

主要分支学科的核心理论进行数学解释。

6.历史传承

熟悉经济发展历史和经济

学说发展历史，能够使用西

方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主

义经济方法论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方法论研究历史

问题，能够从市场经济理

论、经济运行理论、经济发

展理论、对外开放理论以及

制度建设理论等角度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6-1熟悉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经济思想的演化脉

络，了解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学说思想的背景、根本观

点、历史影响与现实意义。

6-2能够使用西方主流的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

经济方法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法论思考和研

究历史问题。

6-3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运行理

论、经济发展理论、对外开放理论以及制度建设理论

有较为深入的认识。

7.创新意识

具有创新性思维和成长性

思维，能够提炼创新性问

题，能够参加创新性实践，

可以胜任理论性或政策性

文案的写作，且具备多学科

视角的研究创新能力。

7-1能够从文献检索与社会调查中提炼创新性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具备一定的参与创新性的盈

利或非盈利项目的能力。

7-2能够撰写服务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的、解决业务实践新问题的理论性或政策性文案。

7-3具有多学科视角的研究创新能力，能够对当前关

系国计民生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象与问题进

行跨学科、多角度的创新性探索与解析。

8.国际视野 视野开阔，了解经济学理论 8-1具有全球意识和开放心态，了解国内外经济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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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参考标准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与实践的前沿动态，了解国

内外经济环境与趋势变化，

可以进一步从国内外经济

社会发展实践凝练问题与

解决问题，具备较好的适应

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论与实践的前沿动态，对国内外经济环境与形势变化

有较好的理论与实践认识。

8-2具有国际前沿经济问题的探索分析能力，学会从

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凝练问题与解决问题，将

国外先进的发展经验应用于解决中国实际发展问题。

8-3具有较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具

备丰富的跨文化知识、积极的交流动机和有效的交际

技巧。

9.终身学习

善于利用不同知识与信息

资源，具有自主学习与更新

认知的意识，理解经济社会

发展新现象与新问题，不断

完善自身的经济学理论知

识与实践经验。

9-1能够认识到不断学习与探索的必要性，针对经济

社会发展的新现象、新问题、新政策，具有自主学习

和更新认知的意识。

9-2有较为完善的经济学学科体系知识结构，有继续

学习的知识基础，掌握自主学习的方法，了解拓展知

识和能力的途径。

9-3能够针对个人或职业发展的需求，采用合适的方

法，自主学习，适应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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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

表 2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理想信念 √ √

家国情怀 √ √

人文精神 √ √

专业素养 √ √

研究能力 √ √

历史传承 √

创新意识 √ √

国际视野 √ √

终身学习 √ √ √

四、学制与修业年限

标准学制 4年，修业年限 3-6年。

五、最低毕业学分和授予学位

本专业学生毕业要求最低修满 149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146学分）。其中，通

识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58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55学分）；专业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76

学分；发展方向课程最低修满 15学分。符合毕业要求者，准予毕业，颁发经济学专业毕业

证书。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授予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予细则》

规定者，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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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

本专业课程主要由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发展方向课程构成。课程设置及学分

分配见下表。

表 3 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学分
学分

小计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思想政治教育 19

48

（2021级开

始，2020级

45）
58

（2021级开

始，2020级

55）

体育与国防

教育

体育 4

国防教育 2

劳动教育
2（2021级开始，其中 1学分依

托相关课程，不计入总学分）

大学生心理健康 2（2021级开始）

交流表达

与信息素养

中文写作 2

大学外语 8

信息技术 4

数学与逻辑 高等数学 B 6

选

修

思想政治与社会科学

10

（每一类课程至少选修 2学分）
人文与艺术

自然科学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学科基础

课程

大类平台

课程
13

51

76

专业基础

课程
18

专业主干课 20

综合实践课程 10

选

修
专业系列课 15

发展方向课程 15

总学分要求 149(2021级开始，2020级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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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58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55学分），其中通识教育必修课程修满 48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45学分）,通识教育

选修课程最低修满 10学分。

表 4 通识教育课程目录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其中：实践学时

开课学期 开课时间 开课单位实验

学时

其他

学时

思想政治教育

1152361982013
1152361982009

思想道德与法治（2021级开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20级）
3 54 秋 1

马克思主义

学部

1151791950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54 春 2

11517919530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54 秋 3

115236195301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5 90 36 春 4

115179201900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2 36 秋 5

1151791987005 形势与政策Ⅰ 1 18 秋 1

1151791987006 形势与政策Ⅱ 1 18 春秋 1-8

1152362020016 中共党史

四选一

1 18 秋 3

1152362020017 新中国史 1 18 秋 3

1152362020018 改革开放史 1 18 秋 3

1152362020019 社会主义发展史 1 18 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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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国防

教育

体育

1151772020007 体育 1 0.5 24 20 秋 1

体育学院

1151772020008 体育 2 0.5 24 24 春 2

1151772020009 体育 3 0.5 24 20 秋 3

1151772020010 体育 4 0.5 24 24 春 4

1151772020011 体育 5 0.5 24 24 秋 5

1151772020012 体育 6 0.5 24 24 春 6

1151772020013 体育 7 0.5 0 秋 7

1151772020014 体育 8 0.5 0 春 8

国防教育
1151772015005 军事理论 1 18 春秋 1-2

1151772015006 军事训练 1 120 120 秋 1

劳动教育 1152322020001 劳动教育（2021级开始） 1 18 8 春秋 1-8 教育学部

心理健康教育 1150012020105 大学生心理健康（2021级开始） 2 36 秋 1
学生心理发

展指导中心

交流表达
与信息素养

中文写作 1151642015001 中文写作 2 36 春秋 1-2 文学院

大学外语
大学外语 1 4 72 秋 1

外国语学院
大学外语 2 4 72 春 2

信息技术
1151712015001 信息技术 1（计算机基础） 2 54 36 秋 1

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
1152522020006 信息技术 2（数据处理与管理） 2 54 36 春 2

数学与逻辑 1151702005003 高等数学 B 6 108 秋 1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此部分课程参见学校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目录 10 春秋 1-8

注：劳动教育课程共 2学分，其中 1学分依托相关课程，不计入总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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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由学科基础课程、专业主干课程、综合实践课程、专业系列课程组成。前三类课程为必修课程，专业系列课程为选修课程。专业教育

课程最低修满 76学分，其中学科基础课程 31学分，专业主干课程 20学分，综合实践课程 10学分（拓展训练 1学分，专业实习 5学分，毕业论文 4学

分），专业系列课程最低修满 15学分。

课程名称后标记“▲”表示荣誉课程。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关于本科荣誉课程建设和荣誉学位管理的指导意见》《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荣誉课程和

荣誉学位管理办法》规定的学生，颁发荣誉学位证书。

表 5 专业教育课程目录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课程编码
开课

学期

建议

修读

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大

类

平

台

课

程

1151621986301 微观经济学 3 54 秋 1 是 是

13

学

分

1152612015338 经管学科导论 1 18 秋 1

1151621986302 宏观经济学 3 54 春 2 是 是

1151632004354 会计学原理 3 54 春 2 是 是

1151621995310 统计学 3 54 12 秋 3 是 是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1151621986303 政治经济学 3 54 秋 1 是 是

18

学

分

1151621995306 当代中国经济 3 54 秋 3 是 是

1151622004601 财政学 3 54 秋 3 是

1151621986701 金融学 3 54 9 秋 3 是

1151622015308 国际经济学 3 54 秋 3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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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课程编码
开课

学期

建议

修读

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1152611995328 计量经济学 3 54 18 春 4 是

专

业

主

干

课

程

1151621995316 经济思想史▲ 3 54 春 4 是 是

20

学

分

1152612015339 经济史 3 54 春 4 是 是

1152612015308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3 54 18 春 4

1151622011313 中级微观经济学▲ 3 54 春 4

1151622011331 中级宏观经济学▲ 3 54 秋 5

1152612005301 《资本论》选读 2 36 秋 5

1152612004357 应用计量经济学▲ 3 54 18 秋 5

综合实践

课程

1151632004488 拓展训练 1 36 36 春 2 10

学分1152612004367 专业实习 5 180 180 秋 7

1152612020306 毕业论文 4 144 144 春 8 是

专

业

系

列

课

程

系列一：方法工具

最低

修满

15学

分

1151632004463 线性代数 3 54 春 2

115163200446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54 春 2

1152612020349 数据挖掘与分析▲ 2 36 18 春 4

1151622015329 数理经济学 3 54 秋 5

1152612015336 金融时间序列分析 3 54 18 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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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课程编码
开课

学期

建议

修读

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1152612015348 实验经济学 3 54 18 春 6

系列二：理论拓展

1151621988332 发展经济学 3 54 春 4

1151632004407 劳动经济学▲ 3 54 春 4

1152612020310 产业组织理论▲ 3 54 秋 5

1151622015322 区域经济学▲ 3 54 秋 5

1152612020323 国际经济合作与制度 2 36 秋 5

1152612020315 公共政策分析▲ 3 54 春 6

1152612020369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3 54 春 6

1151622015321 新制度经济学 2 36 春 6

1152612020340 经济学思维与范式 1 18 春 6

1151622015325 高级微观经济学 3 54 秋 7

1151622015326 高级宏观经济学 3 54 秋 7

系列三： 应用实践

1151632004499 管理学原理 3 54 秋 1

1152612015347 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 3 54 9 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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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课程编码
开课

学期

建议

修读

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1152612004361
证券投资分析

（含实验课） 3 54 18 18 秋 5

1151622011307 公司金融 3 54 9 秋 5

1151621994504 国际贸易实务 3 54 36 春 6

1151622004602 税收学 3 54 18 春 6

注：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为必选课程，不占专业系列课学分，可冲抵学校通识选修课自然科学部分 6学分。学科理解课《经济学思维

与范式》为本专业必选课程。高级微观经济学与高级宏观经济学为硕士研究生课程，鼓励经济学专业保研推免生修读该两门课程，且不占专业系列课 15

学分。

3.发展方向课程

发展方向课程是任意选修课程模块。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未来发展需要，在专业系列课程，学院其他专业辅修课程模块中自主选择，也可以在

全校开设的所有课程中任意选择。建议结合辅修专业和辅修学位进行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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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表 6 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课程

性质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历史传承 创新意识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9-1 9-2 9-3

通识

教育

课程

必修

思想道德与法治（2021级开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20级）
H H H H H H L M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H H H H H M M M H H H L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H H M L M H H H L H H H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H H H H H H M M L H H H M H H H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概论
H H H H H H M H H H M H H H H H

四史 H H H H H H M M M L L L M M M M M M M M M
形势与政策 M M L H H H

体育 M M M L L
军事理论 H H H M H M M
军事训练 M M M M M L L L
劳动教育 M M H H H

大学生心理健康（2021级开始） M M H H H
中文写作 M H H H H H H H H
大学外语 M H H H H M H
信息技术 1 L M H H H L
信息技术 2 L M H H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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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 B H H H

专业

教育

课程

必修

微观经济学* H H H H

经管学科导论 M H H M M M

宏观经济学* H H M H H

会计学原理 M M M L

统计学 M H H M H

政治经济学* H H H M M H

当代中国经济* H H H H H H M M M M M M H H H

财政学 M H M H

金融学 M M M M M M M H M H M H

国际经济学 H M H H

计量经济学 M M H H H H

经济思想史* H H H H H H H

经济史* H H H M H H H H H H H H

《资本论》选读 M M M M H H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M M M M M M H M H

中级微观经济学* H H M H

中级宏观经济学* M H H M H

应用计量经济学 M H H H H H

专业

教育

课程

选修

线性代数 M M M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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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挖掘与分析 M M M M M M M M M

数理经济学 M M M M M M M

金融时间序列分析 M M M M M M

实验经济学 M M M M

发展经济学 M M M

劳动经济学 M M M M M

产业组织理论 M M M M M

区域经济学 M M M

国际经济合作与制度 M M M M M M

公共政策分析 M M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M M M M M

新制度经济学 M M M M

经济学思维与范式 M M M M M M

管理学原理 M M M M M M M

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 M M M

证券投资分析（含实验课） M M M M M M M M

公司金融 M M M M M M

国际贸易实务 M M M M M M

税收学 M M M M

备注：该矩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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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注*标记课程为与每

项毕业要求达成关联度最高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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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 B 0.2 0.2 0.2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历史传承 创新意识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9-1 9-2 9-3

微观经济学 0.2 0.2 0.2 0.2

经管学科导论 0.2 0.2

宏观经济学 0.2 0.2 0.2 0.2

统计学 0.2 0.2 0.2

政治经济学 0.1 0.1 0.15 0.1

当代中国经济 0.1 0.1 0.1 0.15 0.15 0.15 0.15 0.15 0.15

财政学 0.2 0.1

金融学 0.2 0.2 0.2

国际经济学 0.2 0.2 0.2

计量经济学 0.2 0.2 0.2 0.2

经济思想史 0.2 0.2 0.2 0.2 0.15 0.15 0.2

经济史 0.2 0.2 0.2 0.2 0.2 0.15 0.15 0.15 0.2 0.2 0.2

《资本论》选读 0.1 0.15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0.2 0.2

中级微观经济学 0.2 0.2 0.2

中级宏观经济学 0.2 0.2 0.2

应用计量经济学 0.2 0.2 0.2 0.2 0.2

备注：本表对“七、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中的高支撑（H）课程进行了权重分配，同一个指标点下的多门高支撑课程的权重之和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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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辅修课程说明

辅修课程面向全校学生开设，是为学生拓宽知识面，增强适应性而提供的选择。

1.辅修专业课程

辅修专业课程包括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辅修专业”一栏标注为“是”的学科基础课程

和专业主干课程。符合主修专业毕业要求，并修满不少于 25学分的学生，颁发经济学专业

辅修证书。

2.辅修学位课程

辅修学位课程包括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辅修学位”一栏标注为“是”的学科基础课程

和专业主干课程。学生必须修满不少于 40学分。符合《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

予细则》规定的学生，授予经济学辅修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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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学院

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金融业发展需要，着重培养德才兼备、金融学理论基础扎实，

掌握现代金融分析方法的学术型拔尖人才，以及满足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需要的应用型

精英人才。

根据金融学专业培养目标的人才定位，对学生毕业 5年左右的职业发展预期如下：

【培养目标 1】道德品质。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政治立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职业道德修养，爱国、诚信、守法、合规；具有良好的心理

素质。

【培养目标 2】专业能力。熟悉中国经济运行规律和金融业实践，掌握金融学前沿理论

和发展动态，熟练运用现代金融分析工具和方法，为中国金融业发展提供理论洞见；具备较

强的金融业务及管理能力，能够系统分析、创造性解决金融实践问题，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建设和金融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培养目标 3】开放创新。具有国际视野和开放心态，了解金融学科理论前沿和国际金

融市场发展动态，通晓国际金融活动的规则和惯例；具有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能够融合全

球金融理论与创新实践，适应国家金融业开放发展需要，基于国家金融安全原则，能够积极

进行本土金融理论和实践创新。

【培养目标 4】可持续发展。具有跨学科、跨文化、多维度审视问题的意识和能力，能

够对专业相关信息和知识进行有效整合；具备自主学习和知识持续更新能力，适应数字经济

和智能化业务发展需要，实现职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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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要求

表 1 毕业要求与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参考标准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1.理想信念

具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

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

治方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自信，不断增进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

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

同。

1-1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理论体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1-2拥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在金融理论研究、实践

工作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3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增进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

2.家国情怀

热爱国家、民族和集体，热

爱劳动，筑牢责任意识和担

当精神，把个人价值寄托于

国家和人民福祉，关心经济

与社会发展，为可持续和高

质量经济发展做出应有贡

献。

2-1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劳动；掌握人文社会科

学的基本知识，了解国家、民族和人类发展与变革的

基本规律；对转型发展时期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

环境与未来道路有清楚认知。

2-2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有责任意

识和担当精神，把个人价值寄托于国家和人民福祉，

竭力躬行，不断在学习与工作中砥砺道德追求和理想

抱负，扎实执行。

2-3关心国家大事，关注社会经济制度和金融业发展；

具备忧患意识与环保意识，为可持续经济发展和国家

金融业进步做出应有贡献。

3.人文精神

文化素质与精神品格优良，

立德树人，具有奉献精神和

社会责任感，具备历史责任

感和历史使命感，做到自

信、自爱、自立、自强。

3-1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高远的人生追求和高尚的精

神品格。

3-2关心经济发展与社会民生，关注经济、金融与社会

的和谐共进；具有奉献精神。

3-3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做到自信、自爱、

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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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参考标准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4.专业素养

系统掌握金融学理论与方

法，能够应用金融学专业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熟悉金融

学分支学科的基本知识，还

能融合金融学与经济学、管

理学、数理统计、信息技术、

社会学等学科理论知识，具

备跨学科问题的分析能力

与解决能力。

4-1系统掌握现代金融学基本知识、理论体系和研究方

法，了解金融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前沿、学术动态。

4-2熟悉国家经济金融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了解金

融领域的最新发展状况，对国家金融业发展趋势有清

楚认知。

4-3能够灵活运用现代金融理论、技术与方法，识别、

分析具体金融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具备较强的金融

业务能力及管理能力。

5.研究能力

学会使用数学、统计学、计

量经济学和信息技术等方

法，能够对金融数据和信息

进行科学分析；能够使用现

代金融方法建立分析模型，

利用现代金融学核心理论

对金融实践问题进行规范

和实证分析。

5-1具有较好的科学研究与写作能力，良好的逻辑思维

和语言表达能力，搜集、整理文献资料的能力；能够

灵活交叉运用相关学科知识。

5-2掌握统计、计量和数理等分析工具，具备专业问题

的综合分析能力；掌握并熟练运用金融分析软件、大

数据、程序设计等信息科技工具完成金融实际问题的

计算、分析和解决。

5-3 能够运用现代金融学的理论知识和思维方法对专

业相关问题进行一定的学术研究；具备在国内外教育

科研机构从事学术研究的潜力。

6.国际视野

视野开阔，了解金融学理论

前沿动态，了解国内外金融

业发展与趋势，能够从国内

外经济金融发展实践发现

问题与解决问题，具备较好

的适应能力和跨文化交流

能力。

6-1熟练掌握英语，具有较强的听、说、读、写和沟通

交流能力；熟练掌握检索专业外文文献和查询外文资

料的基本能力和方法。

6-2具有全球意识和开放心态，了解金融学科理论的前

沿动态和国际金融市场发展动态。

6-3了解国际金融市场规则惯例和发展趋势，不断适应

国家金融业开放发展趋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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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参考标准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7.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与更新认知

的意识，善于利用各类知识

与信息资源，理解经济社会

发展新现象与新问题，不断

完善自身的金融学理论知

识与实践经验。

7-1能够认识到不断学习与探索的必要性，针对经济社

会与金融业发展的新现象、新问题、新政策，具有自

主学习和更新认知的意识。

7-2有较为完善的金融学科体系，有继续深入学习的知

识基础，掌握自主学习的方法，了解拓展知识和能力

的途径。

7-3具备适应环境和持续发展能力，能针对个人或职业

发展的需求，采用合适的方法，自主学习，可持续发

展。

8.职业规范

具有良好的社会主义职业

精神和职业道德，有良好的

职业品质；爱国、守法、诚

信，遵循国家金融安全原

则，遵守国内外金融职业操

守和国际惯例。

8-1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道德观，爱国、诚信；大

力弘扬社会主义职业精神，有良好的职业品质，勇于

承担职业责任。

8-2具有高尚的职业理想和良好的协作精神；在金融实践

工作中能够做到守法、合规、敬业、勤业。

8-3严格遵循国家金融安全原则，以及国内外金融职业

操守和惯例规则，具有崇高的奉献精神，积极服务于

中国金融业发展。

9.创新意识

具有创新性思维和成长性

思维，能够提炼创新性问

题，能够参加创新性实践，

可以胜任理论性或政策性

文案的写作，且具备多学科

视角的研究创新能力；具备

理论与实践本土创新的潜

力。

9-1具有创造性思维；拥有较强的动手能力。

9-2具有健全人格、良好心理素质，善于合作，勇于创

新创业与实践。

9-3理解中国金融业发展趋势，能够从事本土金融理论

与实践创新工作，积极投身于中国金融业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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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

表 2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理想信念 √ √ √ √

家国情怀 √ √ √

人文精神 √ √ √

专业素养 √ √ √

研究能力 √ √ √

国际视野 √ √

终身学习 √ √ √

职业规范 √ √ √ √

创新意识 √ √ √

四、学制与修业年限

标准学制 4年，修业年限 3-6年。

五、最低毕业学分和授予学位

本专业学生毕业要求最低修满 151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148学分）。其中，通

识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58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55学分）；专业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78

学分；发展方向课程最低修满 15学分。符合毕业要求者，准予毕业，颁发金融学专业毕业

证书。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授予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予细则》

规定者，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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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

本专业课程主要由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发展方向课程构成。课程设置及学分

分配见下表。

表 3 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学分
学分

小计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思想政治教育 19

48

（2021级

开始，2020

级 45）

58

（2021级

开始，

2020级

55）

体育与国防

教育

体育 4

国防教育 2

劳动教育
2（2021级开始，其中 1学分依

托相关课程，不计入总学分)

大学生心理健康 2（2021级开始）

交流表达与

信息素养

中文写作 2

大学外语 8

信息技术 4

数学与逻辑 高等数学 B 6

选
修

思想政治与社会科学

10

（每一类课程至少选修 2学分）
人文与艺术

自然科学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学科基础课
大类平台课 13

53

78

专业基础课 18

专业主干课 22

综合实践课程 10

选
修 专业系列课 15

发展方向课程 15

总学分要求 151(2021级开始，2020级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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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58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55学分）,其中,通识教育必修课程修满 48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45学分）,通识教育选

修课程最低修满 10学分。

表 4 通识教育课程目录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其中实践学时

开课学期 开课时间 所属单位实验
学时

其他
学时

思想政治教育

1152361982013
1152361982009

思想道德与法治（2021级开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20级）

3 54 秋 1

马克思主义学部

1151791950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54 春 2

11517919530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54 秋 3

115236195301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5 90 36 春 4

1151792019008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2 36 秋 5

1151791987005 形势与政策Ⅰ 1 18 秋 1

1151791987006 形势与政策Ⅱ 1 18 春秋 1-8

1152362020016 中共党史

四选一

1 18 秋 3

1152362020017 新中国史 1 18 秋 3

1152362020018 改革开放史 1 18 秋 3

1152362020019 社会主义发展史 1 18 秋 3

体育与国防
教育

体育
1151772020007 体育 1 0.5 24 20 秋 1

体育学院
1151772020008 体育 2 0.5 24 24 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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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其中实践学时

开课学期 开课时间 所属单位实验
学时

其他
学时

1151772020009 体育 3 0.5 24 20 秋 3

1151772020010 体育 4 0.5 24 24 春 4

1151772020011 体育 5 0.5 24 24 秋 5

1151772020012 体育 6 0.5 24 24 春 6

1151772020013 体育 7 0.5 秋 7

1151772020014 体育 8 0.5 春 8

国防教育
1151772015005 军事理论 1 18 春秋 1-2

1151772015006 军事训练 1 120 120 秋 1

劳动教育 1152322020001 劳动教育（2021级开始） 1 18 8 春秋 1-8 教育学部

心理健康教育 1150012020105 大学生心理健康（2021级开始） 2 36 秋 1 学生心理发展指

导中心

交流表达与

信息素养

中文写作 1151642015001 中文写作 2 36 春秋 1-2 文学院

大学外语
大学外语 1 4 72 秋 1

外国语学院
大学外语 2 4 72 春 2

信息技术
1151712015001 信息技术 1（计算机基础） 2 54 36 秋 1 信息科学与技术

学院1152522020006 信息技术 2（数据处理与管理） 2 54 36 春 2

数学与逻辑 1151702005003 高等数学 B 6 108 秋 1 数学与统计学院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此部分课程参见学校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目录 10 春秋 1-8

注：劳动教育课程共 2学分，其中 1学分依托相关课程，不计入总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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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由学科基础课程、专业主干课程、综合实践课程、专业系列课程组成。前三类课程为必修课程，专业系列课程为选修课程。专业教育

课程最低修满 78学分，其中学科基础课程 31学分，专业主干课程 22分，综合实践课程 10学分（拓展训练 1学分，专业实习 5学分，毕业论文 4学分），

专业系列课程最低修满 15学分。

课程名称后标记“▲”表示荣誉课程。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关于本科荣誉课程建设和荣誉学位管理的指导意见》《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荣誉课程和

荣誉学位管理办法》规定的学生，颁发荣誉学位证书。

表 5 专业教育课程目录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

课程

编码

开课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大

类

平

台

课

程

1151621986301 微观经济学 3 54 秋 1 是 是

13
学

分

1152612015338 经管学科导论 1 18 秋 1

1151621986302 宏观经济学 3 54 春 2 是 是

1151632004354 会计学原理 3 54 春 2 是 是

1151621995310 统计学 3 54 12 秋 3 是 是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1151621986303 政治经济学 3 54 秋 1 是 是

18
学

分

1151621995306 当代中国经济 3 54 秋 3 是

1151621986701 金融学▲ 3 54 9 秋 3 是 是

1151622004601 财政学 3 54 秋 3 是

1151622015308 国际经济学 3 54 秋 3

1152611995328 计量经济学 3 54 18 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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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

课程

编码

开课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专

业

主

干

课

程

1152612015352 投资学▲ 2 36 春 4

22
学

分

1152612015347 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 3 54 9 春 4 是 是

1151622011307 公司金融▲ 3 54 9 秋 5 是

1151622004706 保险学▲ 3 54 9 春 4 是 是

1152612004361 证券投资分析（含实验课）
▲ 3 54 18 18 秋 5 是 是

1152612015332 金融工程（含实验课）

（FRM方向）▲ 3 54 9 9 秋 5

1151621986702 国际金融▲ 3 54 9 春 4

1152612015331 金融风险管理（FRM方

向）▲ 2 36 9 春 6

综合实践

课程

1151632004488 拓展训练 1 36 36 春 2 10
学

分
1152612004365 专业实习 5 180 180 秋 7

1152612020304 毕业论文 4 144 144 春 8 是

专

业

系

列

课

程

系列一：金融基础与理论提升
最

低

修

满
15
学

分

1151632004463 线性代数 3 54 春 2

115163200446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54 春 2

1152612015336 金融时间序列分析▲ 3 54 18 秋 5

1152612020372 数字金融概论 2 36 秋 5

1152612015334 金融经济学 2 36 9 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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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

课程

编码

开课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1152612020311 货币金融史 2 36 春 6

1152612020373 中国金融史 2 36 春 6

1152612020325 行为金融学 2 36 9 春 6

1152612020312 中国特色金融前沿问题▲ 2 36 春 6

1152612020349 数据挖掘与分析 2 36 18 春 4

1152612020335 金融软件与编程（含实验

课）
3 54 36 春 6

1151632004499 管理学原理 3 54 秋 1

1152611995314 高级计量经济学 3 54 秋 7

系列二：金融机构经营管理

1152612015353 投资银行学 2 36 9 秋 5

1152612004362 证券投资基金运营与管理 2 36 9 春 6

1152612004330 金融法规与监管 2 36 秋 5

1152612020333 金融科技导论 2 36 春 6

1152612020322 国际结算（含实验课） 2 36 9 春 6

1151622011716 商业银行模拟实验 2 36 24 春 6

1152612020371 金融投资模拟实验 2 36 24 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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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

课程

编码

开课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系列三：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1152612015337 金融市场学 2 36 18 秋 5

1152612020324 国际投资学 2 36 9 秋 5

1152612004309 财务报表分析（CFA方向） 2 36 18 秋 5

1152612020319 固定收益证券（CFA方向） 2 36 18 春 6

1152612020318 公司治理 2 36 9 春 6

1152612020316 公司并购与重组案例分析 2 36 32 春 6

1152612020350 数理金融 2 36 18 春 6

注：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为必选课程，不占专业系列课学分，可冲抵学校通识选修课自然科学部分 6学分。学科理解课《当代中国金

融前沿问题》为本专业必选课程。高级计量经济学为硕士研究生必修课程，作为本硕贯通课程，鼓励金融学专业保研推免生修读，不占专业系列课 15学

分。

3.发展方向课程

发展方向课程是任意选修课程模块。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未来发展需要，在专业系列课程，学院其他专业辅修课程模块中自主选择，也可以在

全校开设的所有课程中任意选择。建议结合辅修专业和辅修学位进行选课（详情见《经济与管理学院培养方案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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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表 6 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职业规范 创新意识

1-1 1-2 1-2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9-1 9-2 9-3

通识

教育

课程

必修

思想道德与法治
（2021级开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020级）

H H H H H H H H H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H H H H H H H H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H H H H H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H H H H H H H H H M H H H H H H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H H H H H H H H H M H H H H H H

四史 H H H H H H M M M L L L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形势与政策 M M M M M M M M M H H H

体育 M M L L

军事理论 H H H H H H

军事训练 M M

劳动教育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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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职业规范 创新意识

1-1 1-2 1-2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9-1 9-2 9-3

心理健康教育 M M M M M M H H H M

中文写作 M

大学外语 M H H H

信息技术 1 L M M

信息技术 2 L M M

高等数学 B M M

专业

教育

课程

必修

线性代数 H H H M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H H H M

微观经济学 M

M

-1-2
M

微观济学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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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职业规范 创新意识

1-1 1-2 1-2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9-1 9-2 9-3

国际经济学 M M M M M M H H H H H H

计量经济学 M M M H H H M M M

投资学* M M M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 M M M H H H M M M H H H H H H

公司金融* M M M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保险学 M M M H H H M M M H H H H H H

证券投资分析（含实验课） M M M H H H M M M H H H H H H

金融工程（含实验课）（FRM
方向）

M M M H H H M M M M M M M M M H H H

国际金融 M M M H H H M M M H H H H H H

金融风险管理（FRM方向）
* M M M H H H H H H M M M H H H H H H

选修

金融时间序列分析 H H H H H H M M M M M M

数字金融概论 M M M M M M M M M

金融经济学 M M M M M M

货币金融史 M M M M M M

中国金融史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行为金融学 M M M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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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职业规范 创新意识

1-1 1-2 1-2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9-1 9-2 9-3

中国特色金融前沿问题*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数据挖掘与分析 M M M M M M

金融软件与编程（含实验

课）
M M M M M M

管理学原理 M M M M M M M M M

高级计量经济学 M M M M M M

投资银行学 M M M M M M M M M

证券投资基金运营与管理 M M M M M M M M M

金融法规与监管 M M M M M M M M M H H H

金融科技导论 M M M M M M M M M

国际结算（含实验课） M M M M M M M M M

商业银行模拟实验 M M M M M M

金融投资模拟实验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金融市场学 M M M M M M M M M

国际投资学 M M M M M M M M M

财务报表分析（CFA方向） M M M M M M M M M

固定收益证券（CFA方向） M M M M M M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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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职业规范 创新意识

1-1 1-2 1-2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9-1 9-2 9-3

公司治理 M M M M M M M M M

公司并购与重组案例分析 M M M M M M

数理金融 M M M M M M M M M

备注：该矩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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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加注*标记课程为与

每项毕业要求达成关联度最高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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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权重

表 7 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权重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职业规范 创新意识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9-1 9-2 9-3

思想道德与法治

（2021级开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020级）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5 0.15 0.15 0.15 0.15 0.15 0.15 0.15 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 0.1 0.1 0.05 0.05 0.0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15 0.15 0.15 0.15 0.15 0.15 0.15 0.15 0.1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0.15 0.15 0.15 0.15 0.15 0.15 0.15 0.15 0.15 0.05 0.05 0.05 0.1 0.1 0.1

四史 0.1 0.1 0.1 0.1 0.1 0.1
形势与政策 0.05 0.05 0.05
军事理论 0.05 0.05 0.05 0.1 0.1 0.1

心理健康教育 0.05 0.05 0.05
大学外语 0.15 0.15 0.15
线性代数 0.05 0.05 0.0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05 0.05 0.05

微观经济学 0.1 0.1 0.1 0.1 0.1 0.1





38

九、辅修课程说明

辅修课程面向全校学生开设，是为学生拓宽知识面，增强适应性而提供的选择。本学院

其他专业学生辅修金融学专业，已修读的本专业学科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学分可计入辅修学

分。

1.辅修专业课程

辅修专业课程包括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辅修专业”一栏标注为“是”的学科基础课程

和专业主干课程。符合主修专业毕业要求，并修满不少于 25学分的学生，颁发金融学专业

辅修证书。

2.辅修学位课程

辅修学位课程包括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辅修学位”一栏标注为“是”的学科基础课程

和专业主干课程。学生必须修满不少于 40学分。符合《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

予细则》规定的学生，授予经济学辅修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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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宽厚人文底蕴，具备经济、

管理、法律，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系统知识和综合应用能力，致力于自己和他人价值

提升，能够胜任组织管理、咨询及科学研究工作的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根据本专业培养目标的人才定位，对学生毕业 5年左右的职业发展预期目标如下：

【培养目标 1】道德品质。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具有宽厚的人文素养和家

国情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高尚的职业道德修养、良好的心理素质，身心健康。

【培养目标 2】专业能力。融合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掌握

企业内部价值链各个环节相关知识，精通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方法，熟练应用数据分析方法

和信息技术，熟悉公司法、劳动法等法律规范，能在实践中熟练应用专业知识系统分析和创

造性解决管理难题，有成为卓越经理人的能力。

【培养目标 3】创新发展。具有职业敏感性，能够根据组织环境变化和战略发展的需要，

持续更新知识结构，将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理念与企业经营发展结合，助力他人和组织绩效

提升；有敏锐的洞察能力，能对管理现象和实践问题进行理论抽象，推动本土管理理论创新。

【培养目标 4】团队能力。具有人力资源管理职能团队的领导能力，能有效激励团队、

增强团队凝聚力、提升团队绩效；理解多元文化差异，有跨文化沟通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具备优秀领导者的基本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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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要求

表 1 毕业要求与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指标解释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1.理想信念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

够做到思想认同、政治认

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

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有为祖国建设作贡献的

理想信念。

1-1 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有坚定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

义信念，拥护党的领导，对国家和人民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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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能力，有分析问题的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

数学逻辑能力和计算机

技术，熟悉管理学专业问

题研究的范式和研究方

法。

5-2 了解本专业领域学术前沿研究，具备查阅文献、数

据收集解读和逻辑分析的能力。具备文献、资料和数据

分析能力。

5-3 掌握社会科学、管理科学研究方法，能够运用所学

理论构建研究假设，并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量化检验假

设，并能对结果进行科学分析。

6.国际视野

精通外语，通晓跨国企业

运营和跨文化员工的管

理技术和管理方法。熟悉

管理专业领域里的国际

前沿技术和方法，能够站

在全球化的视角分析组

织管理问题。

6-1 具备跨文化沟通和管理能力。掌握跨文化沟通的技

术和方法，具备良好的跨文化语言沟通力，能够承担多

元文化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

6-2 了解学科和专业领域前沿。了解国际先进组织人力

资源管理实践和方法，懂得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借鉴能

力和条件。

6-3 能够站在跨国产业链的高度，创新组织的人力资源

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提升组织绩效。

7.终身学习

有自主学习与终身学习

的意识和能力。了解各类

型管理者职业发展路径，

了解管理学科的发展动

态和时代需求，有对自身

职业发展进行规划的意

识，并有实现自身不断提

升发展的能力。

7-1 能够认识不断探索和学习的必要性，具有自主学习

和终身学习的意识。

7-2 有自主学习和持续学习的能力。有较为完善的管理

学学科体系和知识结构，有继续学习的知识基础和知识

准备。掌握自主学习的方法，了解拓展知识和能力的途

径。

7-3 了解管理学理论发展趋势和方向，紧跟经济环境和

企业生存环境的变化速度，有忧患意识，有管理技术更

新的意识和能力，自主学习，适应发展。

8.沟通合作

有战略思维和合作意识，

有合作能力和促进团队

合作的意识和能力，掌握

沟通技术并有促进团队

沟通的意识和能力。有倾

听和理解团队成员专业

知识的意识和能力，有促

进团队合作的能力。

8-1 有较好的管理学、社会学、行为学及辅助心理学相

关知识基础，具备人际沟通知识和技能，熟练掌握管理

沟通技术。

8-2 有战略管理思维和高度，有组织协调能力，能够利

用人力资源管理职能促进组织其他职能的协同与合作，

促进他人价值提升。

8-3 掌握企业管理其他业务领域的知识，对企业业务有

全面的了解，能够协调组织资源。掌握激励技术，能够

激励和调动团队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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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

表 2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理想信念 √ √ √ √

家国情怀 √

人文精神 √ √

专业素养 √ √ √

研究能力 √ √

终身学习 √ √

国际视野 √ √ √

沟通合作 √ √

四、学制与修业年限

标准学制 4年，修业年限 3-6年。

五、最低毕业学分和授予学位

本专业学生毕业要求最低修满 149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146学分）。其中，通

识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58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55学分）；专业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76

学分；发展方向课程最低修满 15学分。符合毕业要求者，准予毕业，颁发人力资源管理专

业毕业证书。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授予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予细则》

规定者，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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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

本专业课程主要由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发展方向课程构成。课程设置及学分

分配见下表。

表 3 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学分
学分

小计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思想政治教育 19

48

（2021

级开始，

2020级

45）

58

（2021级

开始，2020

级 55）

体育与国防

教育

体育 4

国防教育 2

劳动教育
2（2021级开始，其中 1学分依

托相关课程，不计入总学分)

大学生心理健康 2（2021级开始）

交流表达与

信息素养

信息技术 4

大学外语 8

中文写作 2

数学与逻辑 高等数学 B 6

选
修

思想政治与社会科学 10

（每一类课程至少选修 2学分；至少在自然

科学类课程中修满 4学分）

人文与艺术

自然科学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学科基础课
大类平台课程 13

51

76

专业基础课程 18

专业主干课程 20

综合实践课程 10
选
修 专业系列课程 15

发展方向课程 15

总学分要求 149(2021级开始，2020级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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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国防

教育

体育

1151772020007 体育 1 0.5 24 20 秋 1

体育学院

1151772020008 体育 2 0.5 24 24 春 2

1151772020009 体育 3 0.5 24 20 秋 3

1151772020010 体育 4 0.5 24 24 春 4

1151772020011 体育 5 0.5 24 24 秋 5

1151772020012 体育 6 0.5 24 24 春 6

1151772020013 体育 7 0.5 0 秋 7

1151772020014 体育 8 0.5 0 春 8

国防教育
1151772015005 军事理论 1 18 春秋 1-2

1151772015006 军事训练 1 120 120 秋 1

劳动教育 1152322020001 劳动教育（2021级开始） 1 18 8 春秋 1-8 教育学部

心理健康教育 1150012020105 大学生心理健康（2021级开始） 2 36 秋 1 学生心理发
展指导中心

交流表达与
信息素养

中文写作 1151642015001 中文写作 2 36 春秋 1-2 文学院

大学外语
大学外语 1 4 72 秋 1

外国语学院
大学外语 2 4 72 春 2

信息技术
1151712015001 信息技术 1（计算机基础） 2 54 36 秋 1

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
1152522020006 信息技术 2（数据处理与管理） 2 54 36 春 2

数学与逻辑 1151702005003 高等数学 B 6 108 秋 1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此部分课程参见学校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目录 10 春秋

注：劳动教育课程共 2学分，其中 1学分依托相关课程，不计入总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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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由学科基础课程、专业主干课程、综合实践课程、专业系列课程组成。前三类课程为必修课程，专业系列课为选修课程。专业教育课

程最低修满 76学分，其中学科基础课程 31学分，专业主干课程 20学分，综合实践课程 10学分（实践类课程 6学分，毕业论文 4学分），专业系列课

最低修满 15学分。课程名称后标记“▲”表示荣誉课程。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关于本科荣誉课程建设和荣誉学位管理的指导意见》《经济与管理学院本

科荣誉课程和荣誉学位管理办法》规定的学生，颁发荣誉学位证书。

表 5 专业教育课程目录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

课程

编码

开课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

专业
辅修学位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大类

平台

课程

1151621986301 微观经济学▲ 3 54 秋 1 是 是

13
学

分

1152612015338 经管学科导论 1 18 秋 1

1151621986302 宏观经济学 3 54 春 2 是 是

1151632004354 会计学原理 3 54 春 2 是 是

1151621995310 统计学 3 54 12 秋 3 是

专

业

基

础

1151632004499 管理学原理 3 54 秋 1 是 是
18
学

分

1151632004353 经济法概论 3 54 9 春 2 是 是

1151632004355 营销管理 3 54 9 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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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

课程

编码

开课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

专业
辅修学位

课

程
1151632004359 组织行为学▲ 3 54 9 秋 3 是 是

1151632004497 财务管理概论 3 54 秋 3

1152612004360 战略管理▲ 3 54 18 春 6 是

专

业

主

干

课

程

1151632004454 人力资源管理▲ 3 54 春 4 是 是

20
学

分

1151632004407 劳动经济学▲ 3 54 春 4

1151632004479 管理沟通 2 36 18 春 4 是

1152612004345 人力资源规划与工作分析 2 36 9 秋 5

1152612004344 人才测评与招聘▲ 2 36 18 秋 5 是

1152612004341 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 2 36 18 秋 5 是

1151632004403 员工培训与开发 2 36 18 春 6

1152612004329 绩效与薪酬管理 4 72 18 春 6 是 是

综合实践

课程

1151632004488 拓展训练 1 36 36 春 2

10
学

分

1152612004343 企业运营沙盘模拟 1 36 36 春 6

1152612004366 专业实习 4 144 144 春 8

1152612020305 毕业论文 4 144 144 春 8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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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

课程

编码

开课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

专业
辅修学位

专

业

系

列

课

系列一：理论与研究方法拓展

至少修满 15
学分

1151621986303 政治经济学 3 54 秋 1

1151632004463 线性代数 3 54 春 2

115163200446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54 春 2

1151632004470 计量经济学▲ 2 36 9 春 4

1151632004450 社会心理学 2 36 9 春 4

1151632004485 管理研究方法▲ 2 36 9 春 4

1151632004439 人力资源管理前沿 2 36 春 6

1152612020349 数据挖掘与分析 2 36 18 春 4

系列二：企业经营管理拓展

1151632004491 管理信息系统▲ 2 36 18 秋 5

1151632004471 创业管理 2 36 18 春 6

1151632004475 财务报表分析 2 36 18 春 6

1152612020318 公司治理 2 36 9 春 6

1152612004359 运营管理 2 36 9 秋 5

1151632004433 企业文化 2 36 9 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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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

课程

编码

开课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

专业
辅修学位

系列三：人力资源管理咨询研究与实践

1151632004473 项目管理 2 36 18 秋 5

1151632004404 职业生涯管理 2 36 9 春 6

1152612004358 员工关系管理▲ 2 36 9 春 6

1152612020370 组织变革与设计 2 36 春 6

1152612020302 Python程序设计 3 54 36 春 6

1152612020342 领导力开发 2 36 9 秋 5

1152612015354 心理测量学 2 36 9 秋 5

注：线

5� B�AÑ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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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沟通合作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心理健康教育 H H H H H H H H M

中文写作 M M M M M M H M M L L L M M L L L

大学英语读写 H H L L L H H H L L L

信息技术 L L L H H M M M M M M M M M L L L

高等数学 B H H M M M M M L L L L L L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H M H M M M M M M M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必

修

微观经济学 H M L M M H L L M H M

经管学科导论

宏观经济学 H L H L H L L L L H M H L

会计学原理 M L L L L L M M M H L H

统计学 M M M H M H L M H M

管理学原理* H M H M M M H H H H L L M M M

经济法概论 H L L L L M L L L L L L L L M M L

营销管理 L M M M L M L L M L H H M H H

组织行为学* H H H H H H

财务管理概论 H H

战略管理* M L M L H L H H H M M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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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名称

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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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沟通合作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社会保障 L L M M M M

Python程序设计 M M M M M L

管理信息系统 M M M M M M L L

创业管理 M M M M M M

财务报表分析 L L L L L L M M L

公司治理 L L L M M M M

运营管理 L L L M M M M

项目管理

职业生涯管理 M M M L L L M M L L

组织变革与设计 L L L L M L L L M M M M

员工关系管理 M L L M M L L L L M M M

领导力开发 M M M L L L M L L L L M M L

备注：该矩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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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加注*标记课程为与

每项毕业要求达成关联度最高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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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权重

表 7 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权重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沟通合作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思想道德与法治
（2021级开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020级）

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 0.1 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 0.1 0.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2 0.2 0.2 0.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0.2 0.1 0.2 0.3 0.2 0.2

四史 0.2 0.1 0.2 0.1 0.2 0.1

形势与政策 0.1 0.3 0.1

体育 0.2

国防教育 0.2 0.1 0.2 0.2

劳动教育 0.1 0.1 0.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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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沟通合作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心理健康教育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中文写作 0.1

大学英语读写 0.1 0.2 0.1 0.25 0.25

信息技术 0.1 0.1

高等数学 B 0.2 0.1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0.2 0.2

微观经济学 0.1 0.2 0.2

经济与管理学科导论

宏观经济学 0.1 0.25 0.2 0.2 0.25

会计学原理 0.2 0.25

应用统计学 0.25 0.15 0.2

管理学原理 0.1 0.25 0.25 0.2 0.25 0.2

经济法概论 0.1

营销管理 0.15 0.2 0.3 0.25

组织行为学 0.1 0.25 0.25 0.15 0.15 0.35

财务管理概论 0.2 0.25

战略管理 0.25 0.25 0.2 0.25 0.25 0.3

人力资源管理 0.4 0.25 0.15 0.25 0.15



56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沟通合作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劳动经济学 0.25 0.15 0.1 0.2 0.2 0.15

管理沟通 0.2 0.25 0.35 0.4 0.25

人力资源规划与

工作分析
0.2

人才测评与招聘 0.2 0.2

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 0.1 0.25

员工培训与开发 0.2 0.2 0.3

薪酬管理 0.2

绩效管理 0.2

线性代数 0.25 0.15 0.1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15 0.25 0.15 0.15

政治经济学 0.1 0.15 0.2

计量经济学 0.25

备注：本表对“七、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中的高支撑（H）课程进行了权重分配，同一个指标点下的多门高支撑课程的权重之和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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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辅修课程说明

辅修课程面向全校学生开设，是为学生拓宽知识面，增强适应性而提供的选择。本学院

其他专业学生辅修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已修读的本专业学科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学分可计入

辅修学分。

1.辅修专业课程

辅修专业课程包括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辅修专业”一栏标注为“是”的学科基础课程

和专业主干课程。符合主修专业毕业要求，并修满不少于 25学分，颁发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辅修证书。

2.辅修学位课程

辅修学位课程包括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辅修学位”一栏标注为“是”的学科基础课程

和专业主干课程。学生必须修满 41学分，符合《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予细则》

规定的学生，授予管理学辅修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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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富有社会责任感、家国情怀和时代意识，掌握经济学、管理学基本理论，精

通市场营销理论和方法，能够系统分析和创造性解决营销管理问题，适应未来社会与科技发

展需要，胜任营销策划、市场运营、销售管理、营销咨询等管理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根据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对学生毕业 5年左右的职业发展预期目标如下：

【培养目标 1】道德品质。坚持正确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具有深厚人文素养、浓厚家国情怀、高度社会责任感、高尚职业道德修养与良好心理素质。

【培养目标 2】专业能力。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敏锐的市场感知能力，精通市场营销

专业相关理论知识及方法，具有较强的业务研究能力和信息技术的融合能力，能有效组织和

建设团队，创造性解决管理实践问题，具备卓越经理人的潜质。

【培养目标 3】开放创新。具有跨学科、跨文化、多维度动

时人师能 业 ，， 展 观、创展 观，度 和方， 人师 心 和创新



59

二、毕业要求

表 1 毕业要求与毕业要求分解指标

毕业要求 参考标准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1.理想信念

具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

念，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

和政治方向，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坚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不断增进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

认同和情感认同。

1-1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有坚定的共产主义和社

会主义信念，拥护党的领导，对国家和人民忠诚。

1-2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具备优良的思

想政治素质，具有较强的形势分析和判断能力，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3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增进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

认同。

2.家国情怀

热爱祖国，热爱劳动，勇

于担当，筑牢责任意识，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关心

经济与社会发展，清楚公

民的基本道德规范，为可

持续和高质量经济发展

做出应有贡献。

2-1了解中国国情与现状，肩负大学生的责任与价

值，掌握人文社会科学的常规知识，坚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

2-2热爱劳动，了解国内外形势与政策，弘扬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筑牢责任意识和担当精

神，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2-3了解国家基本法律体系，清楚公民的基本道德

规范，关注社会民生、关注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共进。

3.人文精神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立德树人，

具有奉献精神和社会责

任感，具备历史责任感和

历史使命感，做到自信、

自爱、自立、自强。

3-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较

高的文化品位、人文素养。

3-2关心经济发展与社会民生，以立德树人为己任，

具有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价值观念。

3-3具有时代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知识教育体系，关

注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

4.专业素养

系统掌握管理学科的理

论知识体系，精通市场营

销学科的专业理论知识，

能够融合经济学、管理

学、社会学等理论分析问

题并提出管理决策。

4-1掌握管理学科的基础知识体系，具有发展理念

和管理思维，对市场需求和市场变化有一定的洞察

力。

4-2精通市场营销学科的专业理论知识，能用所学

知识和理论分析营销问题。

4-3了解市场营销交叉学科知识，能够对跨学科的

知识进行整合，能够融合专业基础知识提出管理决

策。

5.研究能力

掌握社会科学、管理科学

研究方法，能够通过文献

检索、资料查询获取重要

信息，具备数据整理和分

5-1具备较好的问题敏感性和逻辑分析能力，具有

现象分析、逻辑推理演绎等基本思维能力。

5-2具有良好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掌握文献检索、

资料查询等技术手段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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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能力，可以运用科学

的研究方法解决实践问

题。

5-3掌握社会科学、管理科学研究方法，具备数据

整理和数据分析的基本能力，能够运用科学的研究

方法进行问题分析。

6.国际视野

具有全球意识，了解营销

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前沿

动态，了解国内外经济环

境与趋势变化，可以进一

步从国内外经济社会发

展实践中凝练问题与分

析问题，具备较好的适应

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6-1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具有英语听说读写的基本

能力，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

性，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简单交流与沟通。

6-2具有国际前沿管理问题的探索意识，了解市场

营销学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势和前沿动态，立足

本土，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6-3综合运用经济管理知识与技术，了解和关注相

关学科、相关专业的新概念、新产品和新技术。

7.终身学习

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有持

续学习能力，掌握自主学

习方法。有忧患意识，紧

跟经济环境和企业生存

环境的变化，包容和接纳

新事物，能够从社会经济

发展中提炼创新性问题，

提出创造性解决预案。

7-1 确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善于融合新一代信息技

术，持续学习新知识，不断适应新变化。

7-2 具备终身学习的知识基础，掌握自主学习的方

法，了解拓展知识和能力的途径。

7-3 理解环境的不确定性，能针对个人自身特点或

职业发展需求，采用合适的方法，自主学习，适应

发展。

8.团队合作

具备人际沟通知识和技

能，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熟练掌握管理沟通技术，

有组织协调能力，能够承

担领导者或团队成员的

相应角色。

8-1 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善于协调和沟通，能与其

他学科背景的成员进行有效沟通，合作共事开展工

作。

8-2 具有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并能承担领导者或团

队成员的相应角色，能够激励和调动团队积极性。

8-3 具有较好的心理素质，自信、自爱、自立、自

强，能够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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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

表 2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理想信念 √ √ √

家国情怀 √

人文精神 √

专业素养 √

研究能力 √

国际视野 √

终身学习 √

团队合作 √

四、学制与修业年限

标准学制 4年，修业年限 3-6年。

五、最低毕业学分和授予学位

本专业学生毕业要求最低修满 149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146学分）。其中，通

识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58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55学分）；专业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76

学分；发展方向课程最低修满 15学分。符合毕业要求者，准予毕业，颁发市场营销专业毕

业证书。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授予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予细则》

规定者，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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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

本专业课程主要由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发展方向课程构成。课程设置及学分

分配见表 3。

表 3 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学分
学分

小计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思想政治教育 19

48

（2021级

开始，

2020级

45）

58

（2021级

开始，

2020级

55）

体育与国防

教育

体育 4

国防教育 2

劳动教育
2（2021级开始，其中 1学分依

托相关课程，不计入总学分)

大学生心理健康（2021级开始） 2

交流表达与

信息素养

信息技术 4

大学外语 8

中文写作 2

数学与逻辑 高等数学 B 6

选
修

人文与艺术 10

（每一类课程至少选修 2学分；至少在自然

科学类课程中修满 4学分）

思想政治与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学科基础课

程

大类平台课程 13

51

76

专业基础课程 18

专业主干课程 20

综合实践课程 10

选

修 专业系列课程

管理基础系列 不低于 5分

15方法工具系列 不低于 4分

营销拓展系列 不低于 6分

发展方向课程 15

总学分要求 149(2021级开始，2020级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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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58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55学分）,其中,通识教育必修课程修满 48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45学分）,通识教育

选修课程最低修满 10学分。

表 4 通识教育课程目录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其中：实践学时

开课学期 开课时间 开课单位实验
学时

其他
学时

思想政治教育

1152361982013
1152361982009

思想道德与法治（2021级开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20级）
3 54 秋 1

马克思主义
学部

1151791950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54 春 2

11517919530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54 秋 3

115236195301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5 90 36 春 4

1151792019008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
论

2 36 秋 5

1151791987005 形势与政策Ⅰ 1 18 秋 1

1151791987006 形势与政策Ⅱ 1 18 春秋 1-8

1152362020016 中共党史

四选一

1 18 秋 3

1152362020017 新中国史 1 18 秋 3

1152362020018 改革开放史 1 18 秋 3

1152362020019 社会主义发展史 1 18 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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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国防教育

体育

1151772020007 体育 1 0.5 24 20 秋 1

体育学院

1151772020008 体育 2 0.5 24 24 春 2

1151772020009 体育 3 0.5 24 20 秋 3

1151772020010 体育 4 0.5 24 24 春 4

1151772020011 体育 5 0.5 24 24 秋 5

1151772020012 体育 6 0.5 24 24 春 6

1151772020013 体育 7 0.5 0 秋 7

1151772020014 体育 8 0.5 0 春 8

国防教育
1151772015005 军事理论 1 18 春秋 1-2

1151772015006 军事训练 1 120 120 秋 1

劳动教育 1152322020001 劳动教育（2021级开始） 1 18 8 春秋 1-8 教育学部

心理健康教育 1150012020105 大学生心理健康（2021级开始） 2 36 秋 1 学生心理发
展指导中心

交流表达与信息
素养

中文写作 1151642015001 中文写作 2 36 春秋 1-2 文学院

大学外语
大学外语 1 4 72 秋 1

外国语学院
大学外语 2 4 72 春 2

信息技术
1151712015001 信息技术 1（计算机基础） 2 54 36 秋 1

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

1152522020006 信息技术 2（数据处理与管理） 2 54 36 春 2

数学与逻辑 1151702005003 高等数学 B 6 108 秋 1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此部分课程参见学校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目录 10 春秋 1-8

注：劳动教育课程共 2学分，其中 1学分依托相关课程，不计入总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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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由学科基础课程、专业主干课程、综合实践课程、专业系列课程组成。前三类课程为必修课程，专业系列课程为选修课程。专业教育

课程最低修满 76学分，其中学科基础课程 31学分，专业主干课程 20学分，综合实践类课程 10学分（应用实践 6学分，毕业论文 4学分），专业系列

课程最低修满 15学分。

课程名称后标记“▲”表示荣誉课程。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关于本科荣誉课程建设和荣誉学位管理的指导意见》《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荣誉课程和

荣誉学位管理办法》规定的学生，颁发荣誉学位证书。

表 5 专业教育课程目录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

课程

编码

开课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大类

平台

课程

1151621986301 微观经济学▲ 3 54 秋 1 是 是

13
学

分

1152612015338 经管学科导论 1 18 秋 1
1151621986302 宏观经济学 3 54 春 2 是 是

1151632004354 会计学原理 3 54 春 2 是 是

1151621995310 统计学▲ 3 54 12 秋 3 是 是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1151632004499 管理学原理▲ 3 54 秋 1 是 是

18
学

分

1151632004353 经济法概论 3 54 9 春 2 是

1151632004355 营销管理▲ 3 54 9 秋 3 是 是

1151632004359 组织行为学 3 54 9 秋 3
1151632004497 财务管理概论 3 54 秋 3
1152612004360 战略管理▲ 3 54 18 春 6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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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

课程

编码

开课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系列二：方法工具系列

1151632004485 管理研究方法▲ 2 36 9 春 4
1151632004470 计量经济学 2 36 9 春 4
1151632004491 管理信息系统 2 36 18 秋 5
1152612020346 商务智能与战略决策 2 36 春 6
1152612020302 Python程序设计 3 54 36 春 6
1152612020349 数据挖掘与分析 2 36 18 秋 7

系列三：营销拓展系列

1151632004479 管理沟通 2 36 18 春 4
1151632004472 客户关系管理 2 36 秋 5
1151632004473 项目管理 2 36 18 秋 5
1151632004448 国际市场营销▲ 2 36 18 秋 5
1151632004480 市场营销策划 2 36 18 春 6
1151632004483 商务谈判 2 36 18 春 6
1151632004471 创业管理 2 36 18 春 6
1152612004356 营销管理前沿问题研究 2 36 春 6

�& 3+ _NÈ�…1†L�1† 0¦L��&� _

Aî AÑ

�G 1† ÙX �À

�&

�…�&Eµ �G 3+,° 3+B+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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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表 6 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课程

性质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团队合作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通识

教育

课程

必修

思想道德与法治
（2021级开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2020级）

H H H H H H H H H L L H L H M L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H H H H H H H H M L H L L H M L L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H H H H H H H H L L L H L M L L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H H H H H H H H H M L L H L M L H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L

想概理HH - �õ7- �ô�- �ð�+H - �ô•- �ô��+- �ôT- �ñ��+- �ñT- �õ•- �öb- �öb- �÷V

L

� 	Ï

*6

HHHHHH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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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团队合作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心理健康教育 H H H H H H H H H

中文写作 M M M M L H M M H H L M L

大学外语 L L M M H L H H L H M H H

信息技术 L L H H H H L L L H H H L M M H

高等数学 B H H H L L H H L L

专业

教育

课程

必修

微观经济学 H H H

经管学科导论 H H H H

宏观经济学 M H H H H

会计学原理 H H H M

统计学 H H H

管理学原理* H H H H

经济法概论 H H H H H

营销管理* H H H H

组织行为学 H H M H

财务管理概论 M H H H H

战略管理* M H H H H H H

消费者行为学 H H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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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团队合作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渠道管理 H M H H H

品牌管理 H H H H

营销调研 H H H H

销售管理 H H H H

广告管理 H H H H

数字化营销 H H H H

服务营销 H H H H

供应链管理 H H H H H

选修

政治经济学 M M

线性代数 M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M M

人力资源管理 M M M

运营管理 L L M L

公司治理 L L M L

� AÑ

�/L

人

L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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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权重

表 7 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权重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团队合作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思想道德与法治

（2021级开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2020级）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四史 0.1 0.1 0.1 0.1 0.1 0.1

形势与政策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2 0.1

体育 0.1 0.1 0.1 0.1 0.1 0.1 0.1

国防教育 0.1 0.1 0.1 0.1 0.1 0.1 0.2

劳动教育 0.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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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团队合作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心理健康教育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中文写作 0.1 0.1 0.1

大学外语 0.1 0.1 0.2 0.1 0.1 0.2

信息技术 0.1 0.1 0.1 0.1 0.1 0.1 0.2 0.2

高等数学 B 0.1 0.1 0.1 0.1 0.2

微观经济学 0.1 0.1

经管学科导论 0.1 0.1 0.1 0.1 0.2

宏观经济学 0.1 0.1 0.1 0.1

会计学原理 0.1 0.1 0.1

统计学 0.1 0.1 0.1

管理学原理 0.1 0.1 0.1 0.2

经济法概论 0.1 0.1 0.2 0.2 0.1

营销管理 0.1 0.1 0.2 0.2

组织行为学 0.1 0.1 0.1

财务管理概论 0.1 0.2 0.1

战略管理 0.1 0.2 0. 0.2 0.2 0.1

消费者行为学 0.1 0.2 0.2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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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团队合作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渠道管理 0.1 0.1 0.1 0.1

品牌管理 0.1 0.1 0.1 0.1

营销调研 0.1 0.1 0.2 0.2

销售管理 0.1 0.2 0.1 0.1

广告管理 0.1 0.1 0.1 0.2

数字化营销 0.1 0.1 0.1 0.2

服务营销 0.1 0.1 0.2 0.1

供应链管理 0.1 0.2 0.2 0.1 0.1

政治经济学

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人力资源管理

运营管理

公司治理

社会心理学

市场管理法

管理研究方法

计量经济学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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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辅修课程说明

辅修课程面向全校学生开设，是为学生拓宽知识面，增强适应性而提供的选择。本学院

其他专业学生辅修市场营销专业，已修读的本专业学科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学分可计入辅修

学分。

1.辅修专业课程

辅修专业课程包括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辅修专业”一栏标注为“是”的学科基础课程

和专业主干课程。符合主修专业毕业要求，并修满不少于 25学分的学生，颁发市场营销专

业辅修证书。

2.辅修学位课程

辅修学位课程包括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辅修学位”一栏标注为“是”的学科基础课程

和专业主干课程。学生必须修满不少于 40学分。符合《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

予细则》规定的学生，授予管理学辅修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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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职业操守，经济学、管理学理论基础扎实，

精通会计学理论与方法，适应未来社会与科技发展需要，能够胜任会计、财务、审计等管理

和研究工作的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根据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对本专业学生毕业 5年后的发展预期如下：

【培养目标 1】道德品质。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具有宽厚的人文素养、高

度的社会责任感、高尚的职业道德修养和良好的心理素质，爱国、诚信、守法、合规，坚守

会计职业道德。

【培养目标 2】专业能力。掌握经济学和管理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熟悉我国会计、税收

等领域法律规范，精通会计学专业理论、方法与技能，具有复杂会计业务的处理能力，具备

信息工具的驾驭能力，了解国际会计及相关规则，形成以宽厚学科理论与方法为基础，会计、

财务、审计专业知识为核心，其他相关领域专业知识为支撑的知识系统，具有立足本土、面

向国际的会计理论与实践研究能力。

【培养目标 3】执业能力。精通会计及相关领域实务，熟练运用多种方法和工具，分析

与评估各类财务与非财务信息，为组织决策提供战略洞见；具备良好的沟通和协调能力，能

够领导和管理团队，组织项目实施，具备成为卓越财务总监的潜质。

【培养目标 4】持续提升能力。能够对专业信息和知识进行有效整合，具有跨学科、跨

文化、多维度审视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具备自主学习和知识技能持续更新能力，适应数字经

济发展和智能化趋势，实现职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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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要求

表 1 毕业要求与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参考标准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1.理想信念

坚持马克思主义

信仰，有坚定的共产主

义和社会主义信念，具

备优良的思想政治素

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坚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不

断增进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

想认同和情感认同。

1-1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有坚定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信

念，拥护党的领导，对国家和人民忠诚。

1-2具备优良的思想政治素质，在科研或管理实践工作中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1-3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增进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

2.家国情怀

具有爱国之心，担

当之勇、报国之志。对

国家和人民有深情大

爱，有追求国家富强、

人民增福的理想追求，

对祖国有高度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

2-1具有爱国之心，热爱祖国、热爱劳动，有强烈的国家归

属感、荣誉感和自豪感，遵守并维护国家道德、法制，并

将其视为己任。

2-2具有担当之勇，自觉的将自身与他人、社会联系起来，

并自愿去维护集体和组织利益。竭力躬行，在学习与生活

中砥砺道德追求和理想抱负，扎实执行。

2-3具有报国之志，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国家社会经济制度

发展，以国家和集体大局为重，明事理辩是非；热爱劳动，

有为祖国建设和国家发展做贡献的决心和追求。

3.人文精神

有深厚的人文历

史底蕴和强烈的历史

使命感。

3-1具有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高远的人生追求和高尚的道

德情操。

3-2具有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做到自信、自爱、自立、自

强。

3-3具有自我激励、共情他人的能力。

4.执业规范

掌握专业法律规

范，具有良好的职业操

守，理解内部控制框架

和规范要求。

4-1掌握税法、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规范，具备应用法律

知识规范专业实践的认知和能力。

4-2具有良好的执业素养和执业操守，熟悉职业法律规范，

理解会计职业道德要求，具备规范执业的能力。

4-3理解内部控制框架和规范要求，掌握梳理业务风险点及

应对的基本技术与方法。

5.专业素养

掌握经济学、管理

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掌握会计学的基本理

5-1掌握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熟悉工商管

理学科的知识体系、思想和方法，并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衔

接，形成系统化和结构化的专业思维。



79

毕业要求 参考标准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论和方法，并能够应用

跨学科的理论知识进

行综合问题的分析。

5-2掌握会计学基本理论、知识和方法，熟悉会计专业实践

操作技能，系统掌握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财

务管理和审计的理论、知识与方法，能够从专业的视角识

别、分析与解决问题。

5-3能够应用跨学科理论知识，对复杂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并

提出综合解决方案。

6.研究能力

具备良好的数学

逻辑基础，掌握管理

学、经济学基本研究方

法，掌握一定的计算机

技能。

6-1具备较好的数学逻辑基础，良好的统计学知识。

6-2掌握管理学、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熟悉会计专业主要

研究资料来源及获取途径，具备专业问题的综合研究能力。

6-3掌握一定的计算机技能，具备驾驭信息工具的能力。

7.国际视野

熟练应用英语，了

解专业理论的发展前

沿，具有跨文化交流能

力。

7-1熟练掌握英语，具有较强的听、说、读、写能力，具备

专业英语文献的阅读能力。

7-2具有全球意识和开放心态，了解专业理论的发展趋势和

前沿动态。

7-3具有丰富的跨文化知识和跨文化交流能力，能够快速适

应经济管理的实践工作。

8.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和

终身学习的意识，具备

终身学习的能力。

8-1能够认识不断探索和学习的必要性，具有自主学习和终

身学习的意识。

8-2具备终身学习的知识基础，掌握自主学习的方法，了解

拓展知识和能力的途径。

8-3能针对个人或职业发展的需求，采用合适的方法，自主

学习，适应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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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

表 2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理想信念 √ √

家国情怀 √ √

人文精神 √ √

执业规范 √ √ √ √

专业素养 √ √ √

研究能力 √ √ √

国际视野 √ √

终身学习 √ √ √

四、学制与修业年限

标准学制 4年，修业年限 3-6年。

五、最低毕业学分和授予学位

本专业学生毕业要求最低修满 150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147学分）。其中，通

识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58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55学分）；专业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77

学分；发展方向课程最低修满 15学分。符合毕业要求者，准予毕业，颁发会计学专业毕业

证书。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授予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予细则》

规定者，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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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

本专业课程主要由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发展方向课程构成。课程设置及学分

分配见下表。

表 3 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学分
学分

小计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思想政治教育 19

48

（2021级

开始，2020

级 45）

58

（2021

级开始，

2020级

55）

体育与国防

教育

体育 4

国防教育 2

劳动教育

2（2021级开始，其中 1学分

依托相关课程，不计入总学

分)

大学生心理健康 2（2021级开始）

交流表达与

信息素养

信息技术 4

大学外语 8

中文写作 2

数学与逻辑 高等数学 B 6

选
修

思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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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58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55学分）,其中,通识教育必修课程修满 48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45学分）,通识教育选

修课程最低修满 10学分。

表 4 通识教育课程目录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其中：实践学时

开课学期 开课时间 开课单位实验
学时

其他
学时

思想政治教育

1152361982013
1152361982009

思想道德与法治（2021级开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20级）

3 54 秋 1

马克思主
义学部

1151791950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54 春 2

11517919530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54 秋 3

115236195301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5 90 36 春 4

115179201900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2 36 秋 5

1151791987005 形势与政策Ⅰ 1 18 秋 1

1151791987006 形势与政策Ⅱ 1 18 春秋 1-8

1152362020016 中共党史

四选一

1 18 秋 3

1152362020017 新中国史 1 18 秋 3

1152362020018 改革开放史 1 18 秋 3

1152362020019 社会主义发展史 1 18 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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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国防

教育

体育

1151772020007 体育 1 0.5 24 20 秋 1

体育学院

1151772020008 体育 2 0.5 24 24 春 2

1151772020009 体育 3 0.5 24 20 秋 3

1151772020010 体育 4 0.5 24 24 春 4

1151772020011 体育 5 0.5 24 24 秋 5

1151772020012 体育 6 0.5 24 24 春 6

1151772020013 体育 7 0.5 0 秋 7

1151772020014 体育 8 0.5 0 春 8

国防教育
1151772015005 军事理论 1 18 春秋 1-2

1151772015006 军事训练 1 120 120 秋 1

劳动教育 1152322020001 劳动教育（2021级开始） 1 18 8 春秋 1-8 教育学部

心理健康教育 1150012020105 大学生心理健康（2021级开始） 2 36 秋 1
学生心理
发展指导

中心

交流表达与

信息素养

中文写作 1151642015001 中文写作 2 36 春秋 1-2 文学院

大学外语
大学外语 1 4 72 秋 1 外国语学

院大学外语 2 4 72 春 2

信息技术
1151712015001 信息技术 1（计算机基础） 2 54 36 秋 1

信息科学
与技术学

院
1152522020006 信息技术 2（数据处理与管理） 2 54 36 春 2

数学与逻辑 1151702005003 高等数学 B 6 108 秋 1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此部分课程参见学校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目录 10 春秋 1-8

注：劳动教育课程共 2学分，其中 1学分依托相关课程，不计入总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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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由学科基础课程、专业主干课程、综合实践课程、专业系列课程组成。前三类课程为必修课程，专业系列课程为选修课程。专业教育

课程最低修满 77学分，其中学科基础课程 31学分，专业主干课程 21学分，综合实践课程 10学分（包括专业实习 4学分，拓展训练 1学分和企业运营

沙盘模拟 1学分，毕业论文 4学分），专业系列课程最低修满 15学分。

课程名称后标记“▲”表示荣誉课程。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关于本科荣誉课程建设和荣誉学位管理的指导意见》《经济与管理学院（部）本科荣誉

课程和荣誉学位管理办法》规定的学生，颁发荣誉学位证书。

表 5 专业教育课程目录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

课程

编码

开课

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大类

平台

课程

1151621986301 微观经济学 3 54 秋 1 是 是

13
学

分

1152612015338 经管学科导论 1 18 秋 1

1151621986302 宏观经济学 3 54 春 2 是 是

1151632004354 会计学原理▲ 3 54 春 2 是 是

1151621995310 统计学 3 54 12 秋 3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1151632004355 营销管理 3 54 9 秋 3

18
学

分

1151632004359 组织行为学 3 54 9 秋 3
1151632004497 财务管理概论▲ 3 54 秋 3 是 是

1152612004360 战略管理▲ 3 54 18 春 6 是

1151632004353 经济法概论 3 54 9 春 2 是 是

1151632004499 管理学原理 3 54 秋 1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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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

课程

编码

开课

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专

业

主

干

课

程

1152612004363 中级财务会计▲ 5 90 36 春 4 是 是

21
学

分

1151632004490 税法▲ 3 54 18 春 4 是

1151632004420 成本会计▲ 2 36 18 秋 5 是

1151632004422 管理会计▲ 3 54 18 秋 5 是 是

1151632004501 中级财务管理▲ 3 54 18 秋 5

1152612004313 高级财务会计 2 36 18 春 6

1151632004424 审计学▲ 3 54 18 春 6 是

综合实

践课程

1151632004488 拓展训练 1 36 36 春 2

10
学

分

1152612004343 企业运营沙盘拟 1 36 36 春 6

1152612004364 专业实习 4 144 144 春 8

1152612020303 毕业论文 4 144 144 春 8 是

专

业

系

列

课

程

系列一：财务会计与审计

1151632004457
内部控制与风险

管理▲
2 36 秋 5

最低修

满 15
学分

1151632004456
政府与非营利组

织会计
2 36 秋 5

1151632004335 税务筹划 2 36 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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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

课程

编码

开课

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1152612020327 会计职业道德 2 36 春 6

1152612020326 会计信息系统 2 36 18 秋 5

系列二：公司金融

1151621986701 金融学 3 54 9 春 4

1152612015337 金融市场学 2 36 18 秋 5

1151632004475 财务报表分析 2 36 18 春 6

1152612020318 公司治理 2 36 9 春 6

1152612020316
公司并购与重组

案例分析
2 36 32 春 6

1152612004361
证券投资分析（含

实验课）
3 54 18 18 秋 5

系列三：方法与视野

1151621986303 政治经济学 3 54 秋 1

1151632004479 管理沟通 2 36 18 春 4

1151632004491 管理信息系统 2 36 18 秋 5

1151632004433 企业文化 2 36 9 秋 5

1151632004473 项目管理 2 36 18 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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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表 6 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课程

性质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理念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执业规范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M H M H H M H L H L L M M M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M H H M H M H M M M L L M M M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H H H M H L L L M L L L M M M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H H H H H H M M M M L M M M M M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H M H H H H H M M M L M M H M H

四史 H M H H M H M M M L L L M M M M M M M M M

形势与政策 H H H M H M L H L H L

体育 M M M H H H M M H L L M

军事理论 H H H M M M M

军事训练 H H M M M L L

劳动教育 M M M M H M

大学生心理健康 H H H H M H M M M M M M M M M L L L H M H

中文写作 M H M M L H M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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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理念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执业规范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大学外语 H H M H M M M

信息技术 1 L M M M M H M M L L L

信息技术 2 L M M M M H M M L M L

高等数学 B L H L M L M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微观经济学 H H H H M M

经管学科导论 H M M M H

宏观经济学 H H H H M M M

会计学原理 H M H M M

统计学 M M H M H L M

营销管理 H M M M M M

组织行为学 H H M M M M M

财务管理概论 H M M H M M M H M M

战略管理* H H M H M H M H

经济法概论 H M M M M M

管理学原理 H H H H M H H H

中级财务会计* H M M H M H M H H H

税法 H L L M H L H H M

成本会计 H M H M M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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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理念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执业规范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管理会计* H M M H M H M H H H

中级财务管理 H M M H M M M H M H

高级财务会计 M H M M H M M H M H

审计学 H H H M H H

专业实习 H M M M M H M M M M H

毕业论文 M M M M H H M H M H

企业运营沙盘模拟 H M H L L H M M

拓展训练 H M M H M M

选

修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H M M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 M M M M

财务报表分析 M M M M M

税务筹划 H L M M M M M M M M

会计职业道德 M M M M M M M

会计信息系统 L M M M M M

计量经济学 M M M M M M M L M

线性代数 L M H M M M M

概率论和数理统计 L M H M M M M

管理研究方法 M M M M M M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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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理念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执业规范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数据挖掘与分析 M M

M�0�0

�0�0

�  M

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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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权重

表 7 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权重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理念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执业规范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
0.2 0.1 0.1 0.25 0.2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5 0.2 0.1 0.15 0.25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2 0.2 0.2 0.2 0.1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2 0.2 0.2 0.15 0.1 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0.2 0.15 0.2 0.2 0.1 0.25 0.2 0.2

四史 0.05 0.05 0.05 0.05

形势与政策 0.1 0.1 0.1 0.1 0.25 0.1

体育 0.1 0.1 0.1 0.25

军事理论 0.1 0.1 0.25

军事训练 0.1 0.1

劳动教育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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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理念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执业规范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心理健康教育 0.1 0.1 0.1 0.1 0.1 0.1 0.1

中文写作 0.1 0.1

大学外语 0.1 0.8 0.3

信息技术 1 0.3

信息技术 2 0.3

高等数学 B 0.25

微观经济学 0.15 0.15 0.2 0.1

经管学科导论 0.15 0.1

宏观经济学 0.1 0.15 0.2 0.1

会计学原理 0.15 0.1

统计学 0.25 0.4

营销管理 0.1

组织行为学 0.25 0.1

财务管理概论 0.1 0.1 0.1

战略管理 0.25 0.15 0.1 0.4 0.2

经济法概论 0.4

管理学原理 0.25 0.1 0.2 0.1 0.3 0.1 0.2

中级财务会计 0.15 0.1 0.1 0.1 0.2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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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理念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执业规范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税法 0.4 0.2 0.1 0.1

成本会计 0.1 0.2 0.1 0.15

管理会计 0.1 0.2 0.1 0.2 0.2 0.15

中级财务管理 0.1 0.1 0.1 0.1

高级财务会计 0.15 0.1 0.1 0.15

审计学 0.15 0.7 0.1 0.1 0.1

专业实习 0.1 0.1 0.1

毕业论文 0.2 0.2 0.2 0.1

企业运营沙盘模拟 0.1 0.1 0.1

拓展训练 0.1 0.25

线性代数 0.25

概率论和数理统计 0.25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0.3

税务筹划 0.1

备注：本表对“七、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中的高支撑（H）课程进行了权重分配，同一个指标点下的多门高支撑课程的权重之和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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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辅修课程说明

辅修课程面向全校学生开设，是为学生拓宽知识面，增强适应性而提供的选择。本学院

其他专业学生辅修会计学专业，已修读的本专业学科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学分可计入辅修学

分。

1.辅修专业课程

辅修专业课程包括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辅修专业”一栏标注为“是”的学科基础课程

和专业主干课程。符合主修专业毕业要求，并修满不少于 25学分的学生，颁发会计学专业

辅修证书。

2.辅修学位课程

辅修学位课程包括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辅修学位”一栏标注为“是”的学科基础课程

和专业主干课程。学生必须修满不少于 40学分。符合《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

予细则》规定的学生，授予管理学辅修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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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学专业（中美合作）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高度社会责任感，坚

持职业操守，具备终身学习能力，适应未来社会与科技发展需要，在跨国公司及其他企业、

部门、机构，胜任会计、财务、审计等管理工作的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根据本专业培养目标的人才定位，对学生毕业 5年左右的职业发展预期目标如下：

【培养目标 1】思想品质。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具有宽厚的人文素养、高

度的社会责任感、高尚的职业道德修养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培养目标 2】专业素质。融合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等多学科理论，熟悉我国会计、

税收与金融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以及国际会计准则与惯例，精通会计学专业理论和方法，了解

国际资本市场运作规范以及国际贸易实务规则。形成以宽厚学科理论、方法为基础，会计、

财务、审计专业知识为核心，其他相关领域专业知识为支撑的知识系统。

【培养目标 3】执业能力。精通会计及相关领域实务操作，熟练运用多种方法和工具，

分析与评估各类财务与非财务信息，能够将数据处理和预测等技术与财务技能结合，为组织

决策提供战略洞见；具备良好的沟通和协调能力，能够领导和管理团队，助力组织价值创造，

具备卓越财务总监的基本潜质。

【培养目标 4】持续提升。能够对专业相关信息和知识进行有效整合，具有跨学科、跨

文化、多维度审视问题的意识和能力；自主学习，持续更新知识结构，适应数字经济和智能

化业务发展需要，实现职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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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要求

表 1 毕业要求与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参考标准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1.理想信念

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拥护党的

领导，对国家和人民忠诚。具备

优良的思想政治素质，在研究和

实践工作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特征。

1-1 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信念，拥护党的领导，对国家和人民忠诚。

1-2 具备优良的思想政治素质，在研究和实践工

作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3 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增

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

情感认同。

2.家国情怀

热爱祖国，有强烈的国家归属感、

荣誉感和自豪感。有以国家兴旺

和民族复兴为己任的民族精神，

能够把个人价值寄托于国家和人

民福祉，不断在学习与生活中砥

砺道德追求和理想抱负。关心国

家大事，关注国家社会经济制度

发展，以国家和集体大局为重。

有为祖国建设和国家高质量发展

做贡献的决心和追求。

2-1 热爱祖国，热爱劳动，有强烈的国家归属感、

荣誉感和自豪感。遵守并维护国家道德、法制，

并将其视为己任。

2-2 有以国家兴旺和民族复兴为己任的民族精

神，能够把个人价值寄托于国家和人民福祉，不

断在学习与生活中砥砺道德追求和理想抱负。

2-3 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国家社会经济制度发展，

以国家和集体大局为重，明事理辨是非。热爱劳

动，有为祖国建设和国家高质量发展做贡献的决

心和追求。

3.人文精神

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科学

观和价值观。有追求真理、实事

求是的精神。关心社会进步与社

会民生，关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

共处。掌握人文社会科学的常规

知识，对国家、民族和人类发展

与变革有清晰认识。具有社会责

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3-1 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科学观和价值观。

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

3-2 关心社会进步与社会民生，关心人类与自然

的和谐共处，关心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并愿意为之

付出自己的努力。

3-3 掌握人文社会科学的常规知识，对国家、民

族和人类发展与变革有清晰认识。具有社会责任

感和历史使命感，自信、自爱、自立、自强。

4.执业规范

掌握税法、公司法、证券法、合

同法等法律规范。具有良好的职

业素养和职业操守，熟悉会计法、

4-1 掌握税法、公司法、证券法、合同法等法律

规范，具备应用法律知识规范专业实践的认知和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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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参考标准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审计法等与职业相关的法律法

规，理解会计职业道德要求，具

备规范执业的能力。熟悉内部控

制框架和规范，理解组织风险、

控制、合规管理的要求与应对。

4-2 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职业操守，熟悉会计

法、审计法等与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理解会计

职业道德要求，具备规范执业的能力。

4-3 熟悉内部控制框架和规范，理解组织风险、

控制、合规管理的要求与应对。

5.专业素养

掌握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基本理

论与方法，熟悉工商管理学科的

知识体系、思想和方法，形成系

统化和结构化的专业思维。系统

掌握会计学基本理论、知识和方

法，熟悉会计专业实践操作技能，

能够从专业视角识别与分析组织

中的管理问题。能够融合会计学

与金融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

学科理论知识，具备对复杂问题

系统分析并提出综合解决方案的

能力。

5-1 掌握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基本理论与方法，

熟悉工商管理学科的知识体系、思想和方法，并

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衔接，形成系统化和结构化的

专业思维。

5-2 系统掌握会计学基本理论、知识和方法，熟

悉会计专业实践操作技能，精通财务会计、成本

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和审计的理论与实践

应用，能够从专业视角识别与分析组织中的管理

问题。

5-3 能够融合会计学与金融学、社会学、心理学

等多学科理论知识，具备对复杂问题系统分析并

提出综合解决方案的能力。

6.研究能力

掌握经济与管理科学研究方法，

熟悉统计、计量和数理分析工具，

能够运用所学理论构建研究假

设，并能对结果进行科学分析。

掌握数据处理原理与技术，具备

查阅文献、数据收集解读和逻辑

分析能力，熟悉财务领域数据库

及其数据结构。了解信息技术在

生产运营与财务决策过程中的技

术支持，了解人工智能在专业领

域的应用。

6-1 掌握经济与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熟悉统计、

计量和数理分析工具，能够运用所学理论构建研

究假设，并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量化检验假设，

并能对结果进行科学分析。

6-2 掌握数据处理原理与技术，具备查阅文献、

数据收集解读和逻辑分析能力，熟悉财务领域数

据库及其数据结构，有对专业问题的综合分析能

力。

6-3 了解信息技术在生产运营与财务决策过程中

的技术支持，了解人工智能在专业领域的应用。

7.国际视野

具备丰富的跨文化知识、积极的

交流动机和有效的沟通技巧。具

有全球意识，熟悉国际会计准则

与中国会计准则的异同，了解准

则的变化趋势。了解国际会计准

则和惯例以及国际资本市场运作

规范，了解国际贸易活动中的实

7-1 具备丰富的跨文化知识、积极的交流动机和

有效的沟通技巧，有跨文化交流的语言优势，了

解多元文化组织中业务处理的基本要求。

7-2 具有全球意识，熟悉国际会计准则与中国会

计准则的异同，了解准则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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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参考标准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务规则和法律法规。 7-3 了解国际会计准则和惯例以及国际资本市场

运作规范，了解国际贸易活动中的实务规则和法

律法规。

8.终身学习

能够认识不断探索和学习的必要

性，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

认识和愿望。有持续学习能力，

掌握自主学习方法。有忧患意识，

紧跟经济环境和企业生存环境的

变化，包容和接纳新事物，能够

从社会经济发展中提炼创新性问

题，提出创造性解决预案。

8-1 能够认识不断探索和学习的必要性，具有自

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认识和愿望。

8-2 有持续学习能力，掌握自主学习方法，有继

续学习的知识基础和知识准备，了解拓展知识和

能力的途径，养成主动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获取

知识的自我学习习惯。

8-3 有忧患意识，紧跟经济环境和企业生存环境

的变化，包容和接纳新事物，能够从社会经济发

展中提炼创新性问题，提出创造性解决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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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

表 2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理想信念 √ √

家国情怀 √ √

人文精神 √ √

执业规范 √ √

专业素养 √ √

研究能力 √ √

国际视野 √ √

终身学习 √ √

四、学制与修业年限

标准学制 4年，修业年限 3-6年。

五、最低毕业学分和授予学位

本专业学生在学期间最低修满 151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148学分）。其中，通

识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56 学分（2021级开始,2020 级 53 学分）；专业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80

学分；发展方向课程最低修满 15学分。符合毕业要求者，准予毕业，颁发会计学专业毕业

证书。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授予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予细则》

规定者，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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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

本专业课程主要由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发展方向课程构成。课程设置及学分

分配见下表。

表 3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学分
学分

小计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思想政治教育 19

46

（2021级

开始，2020

级 43）

56

（2021

级开

始，

2020级

53）

体育与国防

教育

体育 4

国防教育 2

劳动教育
2（2021级开始，其中 1学分依

托相关课程，不计入总学分)

心理健康教育 2（2021级开始）

交流表达与

信息素养

信息技术 4

大学外语 8

数学与逻辑 高等数学 B 6

选
修

思想政治与社会科学 10

（每一类课程至少选修 2学分；文科学生至少

在自然科学类课程中修满 4学分）

人文与艺术

自然科学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学科基础课程 33
53

80
专业主干课程 20

综合实践课程 10
选
修 专业系列课程 17

发展方向课程 15

总学分要求 151（2021级开始，2020级 148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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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56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53学分）,其中,通识教育必修课程修满 46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43学分）,通识教育选

修课程最低修满 10学分。

表 4通识教育课程目录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其中：实践学时

开课学期 开课时间 所属单位
实验学时 其他学时

思想政治教育

1152361982013
1152361982009

思想道德与法治（2021级开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20级）

3 54 秋 1

马克思主义学部

1151791950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54 春 2

11517919530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54 秋 3

115236195301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5 90 36 春 4

1151792019008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
论

2 36 秋 5

1151791987005 形势与政策Ⅰ 1 18 秋 1

1151791987006 形势与政策Ⅱ 1 18 春秋 1-8

1152362020016 中共党史

四选一

1 18 秋 3

1152362020017 新中国史 1 18 秋 3

1152362020018 改革开放史 1 18 秋 3

1152362020019 社会主义发展史 1 18 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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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国防
教育

体育

1151772020007 体育 1 0.5 24 20 秋 1

体育学院

1151772020008 体育 2 0.5 24 24 春 2

1151772020009 体育 3 0.5 24 20 秋 3

1151772020010 体育 4 0.5 24 24 春 4

1151772020011 体育 5 0.5 24 24 秋 5

1151772020012 体育 6 0.5 24 24 春 6

1151772020013 体育 7 0.5 0 秋 7

1151772020014 体育 8 0.5 0 春 8

国防教育
1151772015005 军事理论 1 18 春秋 1-2

1151772015006 军事训练 1 120 120 秋 1

劳动教育 1152322020001 劳动教育（2021级开始） 1 18 8 春秋 1-8 教育学部

心理健康教育 1150012020105 大学生心理健康（2021级开始） 2 36 秋 1
学生心理发展指导中

心

交流表达与

信息素养

大学外语
大学外语 1 4 72 秋 1

经济与管理学院
大学外语 2 4 72 春 2

信息技术
1151712015001 信息技术 1（计算机基础） 2 54 36 秋 1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152522020006 信息技术 2（数据处理与管理） 2 54 36 春 2

数学与逻辑 1151702005003 高等数学 B 6 108 秋 1 经济与管理学院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此部分课程参见表 5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目录 10 春秋 1-8

注：劳动教育课程共 2学分，其中 1学分依托相关课程，不计入总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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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通识教育自设课程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其中：实践学时

开课学期 开课时间 备注
实验学时 其他学时

通

识

教

育

自

设

课

程

必

修

课

程

1151632014004 有限数学 6 108 秋 1

1152612020011
（2021级开始）

1152612020001
（2020级）

雅思英语 1
4（2021级

开始）

3（2020级）

72
54

27 秋 1

1152612020012
（2021级开始）

1152612020002
（2020级）

雅思英语 2
4（2021级

开始）

3（2020级）

72
54

27 春 2

1152612020003 雅思英语 3 2 36 9 秋 3 仅适用 2020级

选

修

课

程

1151632014008 英语国家概况（英） 3 54 27 秋 1

1151632014005 天文学 3 54 18 春 2

1151632014009 音乐鉴赏 3 54 18 春 2

1151632014007 心理学入门 3 54 18 秋 3

1151632014006 生物学 3 54 18 春 4

说明：（1）雅思英语 1、2、3，对应本校通识教育课的大学英语。（2）有限数学对应本校通识教育课的高等数学 B。

（3）天文学、生物学、心理学入门、英语国家概况、音乐鉴赏对应学校通识教育选修模块，为拟选择进入南伊利诺伊大学会计专业学习学生的必

选课程；其他学生此模块课程按照学校要求选修，最低修满 1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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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由学科基础课程、专业主干课程、综合实践课程、专业系列课程组成。前三类课程为必修课程，专业系列课为选修课程。专业教育课

程最低修满 80 学分，其中学科基础课程 33学分，专业主干课程 20 学分，综合实践课程 10学分（包括专业实习 4学分，拓展训练 1学分和沙盘模拟 1

学分，毕业论文 4学分），专业系列课程最低修满 17学分。

课程名称后标记“▲”表示荣誉课程。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关于本科荣誉课程建设和荣誉学位管理的指导意见》《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荣誉课程和

荣誉学位管理办法》规定的学生，颁发荣誉学位证书。

表 6专业教育课程目录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课程编码
开课

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备注

实验学时 其它学时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1152612020401 经管学科导论 1 18 秋 1

33学分

1151632014300 微观经济学▲ 3 54 春 2
1151632014366 管理学原理▲ 3 54 春 2
1151632014010 法律与社会环境▲ 3 54 9 春 2
1151632014303 会计学原理与控制 3 54 春 2
1151632014302 宏观经济学▲ 3 54 秋 3
1151632014401 统计学 3 54 12 春 4
1151632014304 营销管理 3 54 9 春 4
1151632014402 商业职业生涯管理 2 36 春 4
1151632014360 财务管理概论▲ 3 54 秋 5
1151632014306 管理策略 3 54 18 秋 5
1151632014332 组织行为学 3 54 9 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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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主

干

课

程

1151632014315 中级财务会计▲ 4 72 36 秋 3

20学分

1151632014318 税法 3 54 9 秋 3
1151632014367 成本会计 3 54 9 春 4
1151632014368 管理会计▲ 3 54 9 春 4
1151632014321 高级财务会计▲ 2 36 9 秋 5
1151632014370 公司理财▲ 2 36 9 春 6
1151632014322 审计学▲ 3 54 9 春 6

综合

实践

课程

1151632014381 拓展训练 1 36 36 春 2

10学分
1152612014403 企业运营沙盘模拟 1 36 36 春 4

1151632014404 专业实习 4 144 144 春 8
1151632014324 毕业论文 4 144 144 春 8

专

业

系

列

课

系列 1：数学与研究方法

最低修满 17
学分

1151632014326 线性代数 3 54 秋 3
115163201432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54 秋 3
1152612014405 计量经济学 2 36 9 春 6
1152612014406 管理科学研究方法 2 36 9 春 6

系列 2：信息技术与应用

1152612020402 Python程序设计 3 54 36 春 6
1151632014361 管理信息系统 2 36 18 秋 5
1151632014340 会计信息系统 2 36 18 春 6
1152612020403 数据挖掘与分析 2 36 18 春 6

系列 3：理论课拓展

1151632014380 政治经济学 3 54 春 2
1152612014407 金融学 2 36 9 春 4
1152612014408 生产运营管理 3 54 18 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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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管理策略为学科理解课，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商务英语沟通为必选课。

3.发展方向课

发展方向课程是任意选修课程模块，须修读不少于 15学分。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未来发展需要，在专业系列课程，学院其他专业辅修课程模块

中自主选择，也可以在全校开设的所有课程中任意选择。建议结合辅修专业和辅修学位进行选课（详情见《经济与管理学院培养方案解读》）。

1152612020404 公司治理 2 36 9 秋 5
1152612020405 社会学 2 36 春 6
1151632014385 项目管理 2 36 18 秋 5
1151632014334 创业管理 2 36 18 春 6

系列 4专业课拓展

1151632014336 政府与非盈利组织会计 2 36 9 秋 5
1151632014320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2 36 9 秋 5
1152612020406 会计法与职业道德 2 36 9 秋 5
1151632014339 财务报表分析 2 36 9 春 6
1151632014335 税务筹划 2 36 9 春 6
1152612020407 国际会计准则 3 54 18 春 6

系列 5国际化课程拓展

1151632014409 商务英语沟通 3 54 18 春 4
1152612020414 国际商法▲ 3 54 18 春 4
1152612020409 国际贸易 2 36 9 春 6
1152612020410 国际金融 2 36 9 春 6
1152612020411 管理沟通 2 36 18 春 6
1151632014313 科技英语写作 3 54 18 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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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表 7 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课程

性质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执业规范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M H H M M M M M M M M H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M M H M H M M M M M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H M M H M M M M M M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H M H H M M M M M M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H H M H H M M M M M H M

形式与政策Ⅰ H H M H H M M M M M

形式与政策Ⅱ M H H H H H M M M M M M

四史 H H M L M M M

体育 M M M M M M M M M M M

国防教育 M H M H M H M M M M M

劳动教育 M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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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执业规范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雅思英语 M L M L M M M H H H M M

信息技术 M M L M M M H H M H

有限数学 M M M L M M H M M M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学

科

基

础

课

经管学科导论 M M M M M M H H H

微观经济学 M M L H M L M

管理学原理 M M L H M M L M

法律与社会环境 M M M L H M L H L

会计学原理与控制 M M M H M L L

宏观经济学 M M M H M L L L

应用统计学 M M L L M H L M

营销管理 M M L L M L L H L L

商业职业生涯管理 M M M L L L M L L H H

财务管理概论 M M H M M L H M H H M L L

管理策略 M M L M H H M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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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执业规范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组织行为学 M M M L L H L L H

专

业

主

干

课

中级财务会计* M M L H H H H H M

税法 M M M H M M L L

成本会计 M M L H H M M M

管理会计 M M L H H L M M M

高级财务会计 M M L H H H H M

公司理财 M M L M H H M M

审计学 M M L H H H H M M M

综

合

实

践

拓展训练 M M M M M L

沙盘模拟 M M L M M M M L M

专业实习 M M M L M L H M H

毕业论文 M M L L M L M L H M H

线性代数 M L M L M H L M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M L L M L M H L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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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执业规范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专

业

系

列

课

运筹学 M L M L M H L M

管理科学研究方法 M L L M M H M M

Python程序设计 M L L L M M L H M M

管理信息系统 M L L M M L M H M M

会计信息系统 M L L M M L M H M M

大数据原理与技术 M L L M M H M M M

人工智能基础 M L L M M M M M

政治经济学 M L M M L L M M M M M

金融学 M L M M H M M M

人力资源管理 M L M M L M M M M

生产运营管理 M L L M M L M L L

公司治理 M L L M M M M M

社会学 M M L M L L H L M M

项目管理 M L L M M L M M



112

课程

性质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执业规范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创业管理 M M L L L M M M L M H

政府与非盈利组织会计 M M M L M M M M L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M L M L H M H M M M

会计法与职业道德 M M L L M L H M L L M M

财务报表分析 M M M M M H M M

税务筹划 M M M M H H M M M M

国际会计准则 M M L L M M M M H M

商务英语沟通 M M L M M M H H

国际商法 M M L L M M L H M

国际贸易 M L M L M M M H M

国际金融 M M L L M H M H H

跨文化交际 M M L L M M M H H H

科技英语写作 M M L L L M M H H

备注：该矩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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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注*标记课程为与每

项毕业要求达成关联度最高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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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权重

表 8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权重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执业规范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 0.25 0.3 0.4 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 0.3 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2 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2 0.3 0.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0.2 0.3 0.3 0.2 0.2 0.2

形式与政策Ⅰ 0.3 0.2 0.25 0.2 0.2 0.3

形式与政策Ⅱ 0.3 0.2 0.25 0.2 0.2 0.3

四史 0.2 0.25

国防教育 0.3 0.2 0.3 0.2

劳动教育 0.1

雅思英语 0.4 0.3 0.3

信息技术 0.2 0.2 0.2

有限数学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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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执业规范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经管学科导论 0.1 0.1 0.2

微观经济学 0.2

管理学原理 0.2

法律与社会环境 0.3 0.2

会计学原理与控制 0.1

宏观经济学 0.2

应用统计学 0.2

营销管理 0.2

商业职业生涯管理 0.3 0.3

财务管理概论 0.2 0.2 0.2 0.2

管理策略 0.2 0.2

组织行为学 0.2 0.2

中级财务会计 0.1 0.2 0.2 0.2 0.2

税法 0.3

成本会计 0.2 0.1

管理会计 0.2 0.1

高级财务会计 0.2 0.1 0.2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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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执业规范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公司理财 0.2 0.2

审计学 0.1 0.2 0.2 0.2

专业实习 0.2 0.4

毕业论文 0.2 0.3

线性代数 0.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1

运筹学 0.1

管理科学研究方法 0.1

Python程序设计 0.1

管理信息系统 0.2

会计信息系统 0.2

大数据原理与技术 0.1

金融学 0.2

社会学 0.1

项目管理

创业管理 0.2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0.2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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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执业规范 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 国际视野 终身学习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会计法与职业道德 0.2

财务报表分析 0.2

税务筹划 0.1 0.2

国际会计准则 0.2

商务英语沟通 0.2 0.1

国际商法 0.1

国际贸易 0.1

国际金融 0.2 0.1 0.1

跨文化交际 0.1 0.1 0.2

科技英语写作 0.1 0.1

备注：本表对“七、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中的高支撑（H）课程进行了权重分配，同一个指标点下的多门高支撑课程的权重之和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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