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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医药大学学分制实施规定

（本 科 生）

一、学制

1、七年制本硕连读其学制为7年，可允许在9年内完成学业。特殊情况经批准可延长至 l0年完

成学业。

2、五年制本科学士学位其学制为5年，可允许在7年内完成学业。特殊情况经批准可延长至8
年完成学业。

3、四年制本科学士学位其学制为4年，可允许在6年内完成学业。特殊情况经批准可延长至7
年完成学业。

4、学习比较优秀的学生，按课程选修原则的有关规定，可增选一定数量的学分，提前完成学

业者，学校允许给予提前毕业。

二、学期

每学年设置三个教学学期，其中两个大学期一般各为15周（其中14周进行理论教学，1周复习

考试，详见每学年校历），一个小学期为9周（其中4周集中安排各种社会实践、实习活动，4周安

排选修课、实验课和部分重修课，1周机动）。

三、学分的计算

1、各专业需达到毕业的总学分，参见各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

2、理论课教学：一般每14个学时计一个学分。

3、实践性教学环节：

（1）实验课与分散进行的见习课一般每14—28学时计1个学分（由指导性教学计划确定）。

（2）集中进行的毕业实习、毕业课题设计以每周计1个学分。

（3）其它集中的教学实践、实习以每周计2个学分。

（4）社会实践活动以每周计1个学分。

4、体育课：每年6个学分，3年共计18个学分。

学生通过考试成绩合格，方能取得相应课程或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学分，成绩不合格，则不能取

得学分。

四、成绩考核与记载方法

1、学生参加课程或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考核后所得的成绩和学分载入学生成绩记分册及学习成

绩登记表，并归入学生本人档案。学校对必修课、限选课实行课程淘汰制，用以严格地控制课程的

教学质量，淘汰率为不低于参加课程考核的学生数的5％。政治理论课、外语、体育、实践性教学

环节课程、实施课程内PBL教学法的课程（经学校认定）以及辅修课程不实行5%淘汰。

2、成绩考核采用能够反映学生学习质和量两方面的绩点评定方法。绩点评定方法如下：成绩

考核采用A、B、C、D、F五级制进行登入，并用绩点来综合评价学生的学习质量。

考核成绩与等级、绩点的关系：



3、学分绩点、平均绩点的计算

（1）先将考核成绩转化为绩点数，然后乘以该课程的学分，即为课程的学分绩点。计算公式：

课程的学分绩点＝课程的绩点×该课程的学分数。

（2）以学生所修全部课程所得的学分绩点之和，除以该生同期所修的学分数，即该生平均学

分绩点。计算公式：

例：某学生选修4门课程学分均为3,
其考核成绩分别为：

其绩点分别为：

其各门课程的学分绩点分别：

4、凡是指导性教学计划中所规定的必修课和限选课的学分绩点均计入学生平均学分绩点。任

选课的学分绩点则不计入学生平均学分绩点。

平均学分绩点，一学年结算一次。

五、课程选修及原则

1、学生选修课程应以各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为依据。

2学生选课前，必须详细阅读学校制订的各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和课程简介。有严格的先修后

续关系的课程，应先选先修课，再选后续课。

3、学生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选课，大学期可在开学2周内对所选课程进行试听改选，小学期

选课不实行试听及改选，学生所选课程一旦经正式编班确定后，不得随意更改。

4、未办理选课手续的学生，不能参加课程的考核。

5、为了合理安排学生的学习时间和精力，原则上允许上一学年达到指导性教学计划所规定的

学分，且学习成绩平均学分绩点达2.5的学生可在学习过程中免费增选10个学分；平均学分绩点达

3.0的学生可在以后学习过程中免费增选15个学分。增选学分，是指在课程安排允许范围内选课。

六、重修、免修、免听

1、重修：

课程考试成绩合格，按规定取得相应学分；必修课程不合格应重修，选修课程不合格可重修也

可以改修；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不合格第一次重修均不扣学分（即第一次重修不收费）。除课程第

一次重修外，其他重修课程或增修课程需按有关标准缴费；学生对已合格课程成绩不满意的，可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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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有关标准缴费重修一次；实验、见习课程重修，原实验、见习部分及格者，则重修理论部分，

原实验、见习部分不及格者，则理论部分与实验、见习部分一并重修。

重修一般随下轮开课时进行。特殊情况，安排在小学期或假期中进行。单独重修班必须10人以

上选修方能开课，并以70分为及格线。

第一次重修按实际考试成绩登分；第二次以上的重修按实际成绩登分，但最高分不得超过

C-；对合格成绩不满意课程再次重修的成绩，按两次考核中的高分记分。

因重修或其他原因需缴费增补的学分，参照入学当年所收学费标准计算每学分的缴费额。

2、免修：

学生在其他院校或其他学习阶段已学的必修课程，经本人申请、院部审核、学校考核，考核成

绩达规定要求，可以免修。免修课程的考核和审定，每学期开学前进行，免修考核成绩根据相关操

作办法予以认定。

3、免听：

对成绩优秀，上一学期平均绩点达3.0以上的学生，或在某一方面确有特长并已取得一定成绩

的学生，通过自学已掌握某门必修类课程的知识，学生选课后（每学期开学二周内）可向所在院

（部）提出免听申请，经学生所在院（部）与开课院（部）审核同意后，报教务处备案，方可参加

该课程的考试，成绩合格给予学分。如未办理免听申请手续，教师可不给予成绩。德育课、体育

课、实验课以及见习等实践性教学环节均不得免听免修。

七、辅修、双学位

1、辅修：

凡入学一年以上（七年制为三年以上），学有余力的学生，在课程资源允许的范围下可辅修其

它专业的课程。

学生取得辅修计划中规定的学分，在毕业前2个月向教务处提出辅修课程审核申请，学校按辅

修专业有关规定发给辅修专业证书或辅修课程成绩证明。

学生未能完成辅修计划，所选辅修课程合格者，记入任选课学分。

2、双学位：

凡在校第一、二学年学习成绩优秀，两个学年平均学分绩点分别达3.0以上的学生，可申请攻

读双学位课程；或学生在已修完本专业所有课程（包括实习）的基础上，也可申请攻读双学位课

程。经学生所在院（部）审核并经第二学位所在院（部）同意，取得双学位所规定的平均总分绩

点，学校则按照学位条例的规定授予双学位证书。

八、专业和层次转换

1、本科生专业变动参照《上海中医药大学本科生转专业规定》执行。

2、七年制学生完成指导性教学计划规定的前五年中95%以上的必修课学分和75%以上选修课

学分、英语水平达到硕士学位授予条件、且未受到留校察看处分者，可转入研究生层次继续学习。

3、七年制学生在研究生层次学习期间受到留校察看处分者，一律转回五年制本科中医学类专业。

4、凡涉及专业和层次转换的学生，其已修课程按照学校相关规定进行课程与学分性质转换及

认定。

九、警示、试读、退学

1、校本部学生每学年所选课程总学分经考核未达到应修学分70%者，七年制学生受到综合性

大学退学警示者，一律予以书面警示。应修学分＝计划中规定的必修课学分（包括实践环节）＋选

修课总学分/开课学年数；开课学年数原则上执行：七年制为5年，五年制为4年，四年制为3年。

2、各类本科学生入学二年末（七年制本科生第四年末），所选课程总学分经考核未达到前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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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修学分 70%者，学校给予书面试读通知。学生在试读一年期间，必修课程和限选课程只能选第

一、第二学年指导性教学计划所规定的必修、限选课程（七年制本科生试读期间不得选修第四年以

后指导性教学计划中的其他必修和限选课程）。

3、以下情况一律予以退学处理：①累计三次学习警示（包括试读通知在内）者；②试读一年

后仍未能达到前二年应修学分，且试读一年期间未完成平均学分者（平均学分=规定总学分/可允许

的修学年限）；③七年制学生第一、二学年在联合办学综合性大学学习期间达到所在综合性大学退

学标准并被作退学处理的学生，且符合我校退学的条件者。学生退学处理应由学生所在院（部）提

出书面报告，由主管校长批准。

十、毕业实习

参加毕业实习的各专业学生必须取得指导性教学计划规定的前三年（七年制为前五年）中95%
以上的必修课学分和75%以上选修课学分，不符合以上条件者不能进入毕业实习。毕业实习期间，

学生不得参加毕业实习计划以外新修课程的选修，如属重修课程，需要所在二级学院及教务处临床

实习科审核、批准后，方能选修1-2门课程。

十一、毕业、学位、结业、肄业

1、具有本校学籍的学生，德、体合格，修完并取得指导性教学计划规定各类课程及实践性教

学环节的学分，准予毕业。学校发给专业毕业证书。

2、毕业成绩平均总分绩点达2.0的，各类综合考试、毕业论文合格，申请硕士学位者达到学校

规定的国家大学英语考试六级的合格分数线，申请学士学位者达到学校规定的国家大学英语考试四

级的合格分数线（其他语种外语达到学校规定的合格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工作条

例》的规定，经学校学位委员会审核批准，授予相应的学位。

3、具有本校学籍的学生，凡有下列情况之一，经申请获批准后，学校发给结业证书：

（1）毕业时未修满规定的总学分者，各专业其所缺学分在10学分以内者。

（2）公共体育课不及格未取得规定学分者。

（3）毕业时尚有规定的必修课或实践性教学环节不合格，未取得学分者。

4、肄业：凡未取得规定结业总学分者，但修满该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规定毕业总学分的五分

之一以上者，学校则发给肄业证明书。

5、应届毕业因特殊原因需申请延长学制者，必须在毕业前2个月向教务处提出申请，逾期申请

无效。

十二、注册

学生每学年的注册，按已取得的所在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中所规定的学分数来确定注册的年级

归属。

十三、特招的体育运动员

经校领导审核同意，市教委特招的体育运动员可不进入课程考核5％的淘汰制。其不及格课程

按重修中的有关规定执行。其他参照《上海中医药大学学生运动员学籍管理条例》。

十四、本校外国留学生

本校外国留学生的学分制实施规定另行制定。

十五、有关学分制实施规定

本实施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适用于上海中医药大学本科生，其解释权在学校教务处。

上海中医药大学

二〇一二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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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卫生与营养学专业（四年制）

指导性教学计划

－5－

一、前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国

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2010-2020）》的要求，围绕“为了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的理念，按照学校以培养学生较扎实

的食品卫生与营养学理论和实践能力为主体、以较宽广的现代科学和医学知识以及创新思维为一

翼、以较深厚的中医传统文化底蕴为另一翼的“一体两翼”食品卫生与营养学专业人才培养战略，

以及《上海中医药大学学分制实施规定》，特制定本专业教学计划。

二、专业培养目标

（一）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系统掌握营养学、食品卫生

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并具备良好的自主学习能力，毕业后能

在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卫生医疗机构、科研机构等从事食品卫生与营养保健和相关管理工作的初步

合格的食品卫生与营养专业人才。

（二）通过营养学、食品卫生学、中医学、现代医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及中医饮食营养和

膳食调配制作基本技能课程以及一定的现代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课程学习，培养学生具有

较牢靠的食品卫生与营养学思维和一定的批判精神，并具备独立思考、独立发现、独立分析及解决

问题的基本能力，以及自我知识更新能力和自我发展潜能。

（三）加强中医食疗药膳的学习，逐步树立中医治未病等健康养护理念，并能对公众作营养学

和中医养生相关知识的教育宣传。

（四）不断加强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的学习，体现个性化人才培养目标，使

学生具备食品卫生与营养学多学科发展的基本能力和素养。注重食品卫生与营养学科学研究的基本

方法教育，使学生能顺应国际化发展趋势，具备跟踪获取专业学术发展信息和基本分析处理能力。

（五）培养中努力体现“勤奋、仁爱、求实、创新”的校训，不断体现中医药院校特色的人文

及通识教育，强化医学伦理、医患沟通技能和团队合作精神等环节教学，同时通过体育俱乐部制，

使学生掌握中国传统健身锻炼方法以及中医特色养生的保健手段，培养良好的身体素质以及终身锻

炼的意识，保持人才发展的平衡性和可持续性。

三、指导性修业年限

修业年限为4年（允许延长至6年）。

四、课程设置和基本要求

【课程设置】

课程结构分为两大类：即必修课类和选修课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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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必修课程课程：：

通识必修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类、英语或日语、高等数学、计算机应用基础。

营养与食品卫生课程：基础营养、公共营养、临床营养、食品安全、食品检验与分析、食品毒

理、中医药膳、营养管理等。

医学基础与临床概论课程：医用化学、生物化学、正常人体学、疾病学基础、诊断学、临床医

学基础（内科）（外妇儿科）、中医学基础、方药学等。

选修课程选修课程：：

通识选修课程：开设思想与政治、人文与社会、自然与科技、文化传承与发展、人生与价值

观、外语与跨文化交流等课程模块，并设置了各模块最低修读要求。

限制性选修课程：开设专业类课程模块，并设置了该模块最低修读要求。

任意选修课程：专业类任意选修课程以及食品卫生与营养学相关讲座。

【基本要求】

1、课程体系结构：主要由现代科学基本知识、营养和食品卫生学基本知识、中医基础和西医

基础及临床基本知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外语和计算机基本工具类知识、学生人文及身心素养教

育等课程模块构成。

2、德育及文化素质：贯彻德育为先的原则，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系统开设思想政治教

育课程，同时积极运用形势报告、专题讲座、参观考察等教学方式，组织相关社会实践活动。加强

素质教育，除设置一定数量的人文社科类课程以及进入教学计划的必修或选修课程系列外，同时开

展课外多种形式的素质教育，并进行考核。诸如在课余举办系列讲座、专题报告，向学生开列各类

推荐书目，指导学生阅读，定期举办学生艺术节、学术节、传统保健体育节和开展各类社团活动等。

3、实践模式的具体体现为：

早期实践——初步了解食品卫生与营养学。学生从第一学年的专业学习开始，每年在专业教师

的指导下，通过社区营养调研、社区卫生宣教等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对本专业学习的兴趣，培养学

生主动获取健康相关信息、膳食信息知识和技能的意识。

课程见习和实践——深入体验营养学。在专业教学阶段，采取在医院营养科、对特殊状况人群

营养实施的实地见习、案例讨论、不同人群的膳食调查和分析、食品加工和烹饪的实践和食品卫生

监督机构的实践学习等教学环节，让学生能够深入了解食品卫生与营养学所包含的学科体系，扩大

实践范围，能够在实践中进一步理解和运用所学知识。

毕业实习——进入专业实践。临床实习包括各实习点轮转、课题设计等。通过实际的工作，培

养学生运用食品卫生与营养学知识，从事相关疾病营养治疗、公众营养宣教、营养膳食设计、调配

和制作等工作的能力。

4、学校建立教学实验中心，设置基本实验技能训练、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三大模块，同

时设置本科生自主设计性实验课程、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科学研究训练教学环节。

5、外语、计算机等其他教学环节

外语教学要求学生除了通过外语课程教学的要求外，选择英语学习的需参加国家大学英语四级

水平考试并达到学校规定的成绩要求，选择其他外语语种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合格要求，有条件的专

业课程，应结合本专业课程教学对学生进行专业外语课程训练。计算机教学应注意提高学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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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6、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环节

通过中医药专业科研工具类课程及实验类课程体系改革、科学创新基本能力训练互动系统及相

关资源库建设、课外科研创新能力拓展训练模块等三个方面构建科研创新能力培养途径，并由“大

学生创新活动计划”、“神农杯课外科技作品大赛”、“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与“KAB创业基础课

程”、“科学商店”共同组成了“一个计划、一门课程、一个商店、两个大赛”五位一体的大学生创

新创业教育环节。

7、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完善学生校际交流平台，扩大课程学习学分互认范围，拓展

校际交流与合作。推出优秀学生境外医学院校考察和交流学生计划，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鼓励

一部分优秀学生脱颖而出，为学生强化国际交流能力提供更多机会。

五、教学安排和时间分配（见表格）

六、成绩考核及学位授予

采用随堂考试、课后练习、实验报告考核、PBL评价等形成性评价与期末考试、计算机考试、

学习报告等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多种考核手段。

毕业实习期间，各实习点实习结束后，必须进行成绩考核，重点考核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职

业态度及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毕业实习后期，撰写毕业论文，并组织答辩。

根据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考试成绩合格，达到规定的学分者准予毕业。同时达到规定的绩点要

求，各类综合考试，毕业论文合格，并达到学校规定的国家大学英语考试四级的合格分数线（其他

语种外语达到学校规定的合格要求）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工作条例》的规定，经学校学

位委员会审核批准，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七、指导性教学进程

见附表

年级

教

学

安

排

合计

第一学年

军训、入学教育2周

（含在教学周内）

第一学期

教学14周

考试1周

第二学期

教学14周

考试1周

第三学期

教学4周

实践4周

机动2周

40周

第二学年

第一学期

教学14周

考试1周

第二学期

教学14周

考试1周

第三学期

教学4周

实践4周

机动2周

40周

第三学年

第一学期

教学14周

考试1周

第二学期

教学14周

考试1周

第三学期

教学4周

实践4周

机动2周

40周

第四学年

毕业实习48周

48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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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卫生与营养学专业（四年制）

指导性教学进程

课程分类

通识
教育
课程

专
业
基
础
课

合计（9门）

通
识
必
修
课
程

合计（9门）

通
识
选
修
课
程

合计

课程编码

08.042.0.2
08.037.0.2
08.025.0.1
08.041.0.5
08.057.0.1
08.057.0.2
05.011.0.1
05.022.0.1
05.011.0.2
05.022.0.2
06.011.0.1
思想与政治
人文与社会
自然与科技
文化传承与发展
人生与价值观
外语与跨文化交流

01.115.6.3
01.115.6.4
01.021.3.2
01.121.0.6
01.121.0.7
01.304.0.1
01.304.0.2
03.041.3.2
03.096.0.1

课程名称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形势与政策（一）

形势与政策（二）

英语（一）

日语（一）

英语（二）

日语（二）

计算机应用基础

正常人体学（一）

正常人体学（二）

中医学基础

医用化学

生物化学

疾病学基础（一）

疾病学基础（二）

高等数学

方药学

课程
学分

3
3
3
5
1
1

3.5

3.5
5
28
4
8
5
8
4
7
36
5.5
4.5
5
4
7

4.5
5.5
5.5
5

46.5

课程
学时

42
42
42
70
14
14
70

70
70

434

77
63
70
56
98
63
77
77
70

651

学时分配

理论
讲授

39
39
39
64
14
14
56

56
35

356

49
45
70
44
74
54
71
77
70

554

实验
见习

35
35

25
6

12
24
9

76

指导
自学

3
3
3
6

14

14

43

3
12

6

21

各学年学分分配

一

3
3

1

3.5

3.5
5

19

5.5

4.55
4

7

5.5
31.5

二

3
5

1

9

4.5

5.5

5
15

三

0

0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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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分类

专

业

课

合计（11门）

限
选
专
业
课

合计（12门）

小
学
期
实
践

合计（6门）

课程编码

20.002.0.3
20.011.0.3
20.047.0.1
03.103.0.2
20.048.0.2
20.011.0.2
09.031.0.7
20.010.0.3
20.010.0.4
20.010.0.2
20.052.0.1

03.118.0.1
01.201.0.1
01.231.0.1
01.124.0.1
01.141.0.1
03.022.0.1
12.011.0.1
03.042.3.1
01.192.0.1
01.191.0.1
16.014.0.1
09.238.0.1

20.102.0.1
10.007.0.1
20.010.0.5
20.101.0.2
20.103.0.1
20.104.0.1

课程名称

基础营养

食品毒理

食品检验与分析

中医药膳

公共营养

食品安全

诊断学

临床医学基础（内科）

临床医学基础（外妇儿科）

临床营养

营养管理

市场营销学

普通心理学

科研思路与方法

化学基础

医学细胞生物学

药理学

医学实验动物学

数理统计

医学统计学

预防医学概论

运动营养学

流行病学

食品加工与烹饪

人文社会实践

社区居民营养调查

社区卫生宣教

食品卫生监督机构见习

临床见习

课程
学分

6
2
4

5.5
4
4
4
4
4
6
2

45.5
4

2.5
2.5
3

3.5
4

2.5
4

2.5
4
2

2.5
37
4
2
2
4
4
8
24

课程
学时

84
28
56
77
56
56
56
56
56
84
28

637
56
35
35
42
49
56
35
56
36
56
28
36

520
2周

1周

1周

2周

2周

4周

学时分配

理论
讲授

63
23
32
53
41
40
44
44
44
72
20

476
56
32
35
42
32
44
23
56
36
38
22
21

437

实验
见习

12
5
24
21
12
16
12
12
12
12
8

146

14
12
12

12
6
12
68

指导
自学

9

3
3

15

3

3

6

3
15

各学年学分分配

一

0

2.5

3
3.5

9
4*
2*
2*

8

二

6
2*

4

4

16

4

4

2

10

4*
4*

8

三

5.5
4
4

4
4
6

2*
29.5

4

2.5

2.5
2.5
4

2.5
18

8*
8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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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分类

毕
业
实
习

合计

课程编码

10.002.0.2
20.105.0.1
20.106.0.1
20.107.0.1
10.303.0.2

课程名称

岗前培训

专业实习

毕业设计

综合实验

毕业论文答辩

课程
学分

2
40
10
10
2
64

课程
学时

学时分配

理论
讲授

实验
见习

指导
自学

各学年学分分配

一 二 三 四

2
40
10
10
2
64

注：1、学分分配左上角者为第一学期开设，右下角者为第二学期开设，“*”者为第三学期选

课周开设。

2、英语、日语需选定一个语种并完成相关教学要求。

3、通识选修课程中课程的具体名称与代码每年予以公布。通识选修课程人文与社会模块包含

艺术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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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学 年 计 划 学 分

课程分类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课

实

践

课

限选专业课

任选课

毕业总学分280

通识必修课程

通识选修课程

专业基础课

专 业 课

体 育 课

军事理论与军训

小学期实践

毕业实习

门数

9
思想与政治

人文与社会

自然与科技

文化传承与发展

人生与价值观

外语与跨文化交流

9
11
5
2

12

学分

28

46.5
45.5
18
2

24
64
37

总学时

434

651
637

520

应修

学分

28

36

92

108

10
6

分配

比例

22.9%

32.9%

38.6%

5.7%

各学年学分分配

一

19
4
8
5
8
4
7

31.5

6
2
8

10
6

二

9

15
16
6

8

三

29.5
6

8

四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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