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识教育政策法规

5.安全教育课程

依据 教育部关于印发《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 〔2020〕5号

内容

高等学校依托校内相关教学科研机构，开设国家安全教育公共基础课

大中小学国家安全专题教育每学年不少于1次，每次不少于2课时。高等学校国家安全教育公共基
础课不少于1学分

6.军事课课程
依据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的通知）(2019.1)

内容 军事理论教学时数为36学时，军事技能训练时间为2—3周，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14天

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

依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
意见》）（2017.1）

内容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
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推动
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推进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点建设

8.英语课程

依据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高等职业教育专科英语课程标准（2021年版）的通知

内容

英语课程基础模块是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学生必修或限定选修内容，在第 1 学期和第 2 学期开设，总学时为 128
～144 学时，一般以 16～18 学时计 1 个学分，合计 8 学分。拓展模块通常在第 3—5 学期开设，学生可根据
自身需求修习 2  学分以上的内容。在开足基础模块课时的基础上，各院校及各专业可根据未来需要和现实条
件，自主决定拓展模块的开设及其内容

9.信息技术课
依据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信息技术课程标准（2021年版）的通知

内容 信息技术课程基础模块建议学时为 48~72 学时，拓展模块建议学时为 32~80 学时

学分学时说明
1学分=16学时

1.开齐开足公共基础课程

依据教职成〔2019〕13号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

主要内容

高等职业学校应当将思想政治理论课、体育、军事课、心理健康教育等课程列为公共基础必修课程，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类课程、党
史国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创新创业教育、信息技术、语文、数学、外语、健康教育、美育课程、职业素养
等列为必修课或限定选修课

三年制高职总学时数不低于2500，公共基础课程学时应当不少于总学时的1/4

2.开齐开足上好体育课

依据2.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 关于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
见》(2020.10.15)

高等教育阶段学校要将体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修满体育学分方可毕业

逐步完善“健康知识+基本运动技能+专项运动技能”的学校体育教学模式

体育工作及其效果作为高校办学评价的重要指标，对政策落实不到位、学生体质健康达标率
和素质测评合格率持续下降的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负责人，依规依法予以问责

依据2.2
全国普通高等职业（专科）院校
公共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

第六条：各普通高职高专院校的一、二年级必须开设体育课程，总课时为144学时

第八条：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成绩上报所在学期应单独安排每教学班不少于6课时的体
测课，学校应要求教务、学生、医务部门与体育部（室）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测试与成绩上报工作

3.开齐开足上好美育课
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2020.10.15）

内容高等教育阶段将公共艺术课程与艺术实践纳入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实行学分制管理，学生修满公共艺术课程2个学分方能毕业

4.设置劳动教育课程

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2020年3月20日）

内容

将劳动教育纳入中小学国家课程方案和职业院校、普通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形成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开
放性、针对性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

职业院校以实习实训课为主要载体开展劳动教育，其中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专题教育不少于16学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