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2 0 级哲学主修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 0 1 0 1 0 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坚持 “以人为本”的人才培养的核心理念，通过通才教育、特色教育和个性教育，将专业教育和素质教育结合，培养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具有真挚的爱国情感、广阔的社会视野、深厚的人文素养，具备系统的哲学训练，有较强的理性思维能力、观念创新
能力和沟通说服能力，既能从事一定水平的学术研究活动，又能在公务行政、文化建设、决策管理等领域工作的现代化专门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哲学的基本理论，以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的基础知识，接受中西方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发展线索的
系统教育，以及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和义务能力的训练。�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比较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理论和历史；�
2 .具有一定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的相关知识；�
3 .掌握哲学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治学方法和相应的社会调查能力；�
4 .了解国内外哲学界最重要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
5 .了解国内外最重大的实践问题和发展动态；�
6 .具有分析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初步能力。

三、主干学科

哲学

四、核心知识领域

    逻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和美学。

五、核心课程

    哲学概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西方现代哲学、中国哲学史、中国现代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宗教学、科学哲学。

六、标准修业年限

4



七、授予学位

哲学

八、专业教育课程设置（见附表）

九、创新创业实践与学生发展

实践类别 实践名称 学分 课程组织（学期、周数或学时）

基本实践课程（必修） 军事训练 1 第一学期集中安排4 周。

基本实践课程（必修） 社会实践/ 国际交流 1
2 次实践（双休日实践、志愿服务等可纳
入），并附2 篇实践报告

基本实践课程（必修） 专业实习 2 专业实习4 周，统一实习或自主实习

基本实践课程（必修） 毕业论文/ 设计/ 毕业综合训练 6
1 4 周。符合毕业条件的学生，在第六学期结束
前确定论文指导教师与论文方向。第八学期务
必在选课系统中按专业选择“毕业论文”课程。

基本实践课程（必修） 领航讲座 1

十、毕业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最低学分要求 比例 课程子类别 最低学分要求 备注

通识课程 4 0 3 3 .1 %

基本通识课 3 4

扩展通识课（不少
于两类）

6

专业课程 8 1 6 6 .9 %

专业核心课 6 5

专业选修课 1 6

个性课程（除有明确学分要求以外的课程） /

学生满足各类课程最低学分
要求之外自主选修的其他课
程。主要包括面向全校开设
的公共选修课、非本专业开
设的专业课程、以及创新研
究短课、创业指导课程和自
主课外实践等。

非收费实践课程 1 1

总学分要求 1 4 1

备注：

专业负责人（签名）： 



学院负责人（签名）：



2 0 2 0 级哲学主修培养方案本科教学课程设置一览表（一）

基本通识课

专业代码：

序号 课程总号 课程名称
开课
单位
简写

学分
理论周学时-
实践周学时

总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开课学期

建议
修读
学期

学
分
类
别

备注课堂
讲授
学时

课内实践环节

秋季
开课

春季
开课课程

设计
实验 实训 其他

1
1 3 0 0 8 6 0

0 0 9

大学计算机
计软 3 2 - 2 7 2 3 6 0 3 6 0 0 √ 1

理
科
学
分

Unive rs ity 
Com p ute r

2
5 0 0 2 0 4 0

0 0 1

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马克
思学

院
3 2 - 1 5 4 3 6 0 0 1 8 0 √ 1

文
科
学
分

China ’s  m od e rn
 a nd  

conte m p ora ry 
his tory

3
5 0 0 2 0 9 0

0 0 1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进程与青年学

生使命担当
马克
思学

院
1 2 - 0 2 0 0 0 0 0 0 √ 1

文
科
学
分

新增JC
The  Proce s s  of 

Ma rx is m  
Chiniz a tion a nd  
 the  Mis s ion of 
Young  Stud e nts

4
5 1 0 0 0 3 0

0 0 1

军事理论
武装
部、
学生

部

2 2 - 0 2 8 2 8 0 0 0 0 √ 1 无
Milita ry 
The orie s

5
5 2 0 0 8 2 0

0 0 1

大学英语（1 ）
大学
英语
教学

部

5 4 - 2 8 4 5 6 0 0 2 8 0 √ 1 无
Colle g e  Eng lis

h（1 ）

6
5 3 0 0 0 4 0

0 0 1
体育课（1 ） 体育

部
0 .5 2 - 0 3 6 3 6 0 0 0 0 √ 1 无

PE

7
5 0 0 0 6 9 0

0 0 1

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含廉

洁修身）
马克
思学

院
3 2 - 1 5 4 3 8 0 0 0 1 6 √ 2 无

Mora l 
Cultiva tion & 

Ba s ic 
Knowle d g e  of 

La w

8
5 2 0 0 6 1 0

0 0 2

大学英语（2 ）
大学
英语
教学

部

5 4 - 2 1 0 8 7 2 0 0 3 6 0 √ 2 无
Colle g e  Eng lis h(

2 )

9
5 3 0 0 0 5 0

0 0 1
体育课（2 ） 体育

部
0 .5 2 - 0 3 6 3 6 0 0 0 0 √ 2 无

PE(2 )



1 0
5 0 0 0 8 5 0

0 0 2

形势与政策 马克
思学

院
2 1 - 1 3 6 2 0 0 0 0 1 6 √ 3 无

Situa tion a nd  
Policy

1 1
5 0 0 2 0 5 0

0 0 1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1
）

马克
思学

院
2 .5 2 - 1 4 5 3 6 0 0 0 0 √ 3

文
科
学
分

Sum m a ry of 
Ma o Ze d ong ’s  
thoug hts  a nd  

the  The ore tica l 
Sys te m  of 

Chine s e  
Cha ra cte ris tic 

Socia lis m  (1 )

1 2
5 3 0 0 0 6 0

0 0 1
体育课（3 ） 体育

部
0 .5 2 - 0 3 6 3 6 0 0 0 0 √ 3 无

PE(3 )

1 3
5 0 0 2 0 3 0

0 0 1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2
）

马克
思学

院
2 .5 2 - 1 4 5 3 6 0 0 0 0 √ 4

文
科
学
分

Sum m a ry of 
Ma o Ze d ong ’s  
thoug hts  a nd  

the  The ore tica l 
Sys te m  of 

Chine s e  
Cha ra cte ris tic 
Socia lis m   (2 )

1 4
5 3 0 0 0 7 0

0 0 1
体育课（4 ） 体育

部
0 .5 2 - 0 3 6 3 6 0 0 0 0 √ 4 无

PE(4 )

1 5
5 0 0 0 4 4 0

0 0 1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马克
思学

院
3 2 - 1 5 4 3 8 0 0 0 1 6 √ 5 无

Ba s ic Princip le  
of Ma rx is m

合计 3 4 / 7 4 4 5 4 0 0 3 6 8 2 4 8 / / / / /

备注：



2 0 2 0 级哲学主修培养方案本科教学课程设置一览表（二）

扩展通识课（不少于两类）

类别

社会科学类

创新创业类

自然科学类

人文艺术类

生命科学类

中华文化类



2 0 2 0 级哲学主修培养方案本科教学课程设置一览表（三）

专业核心课

专业代码：

序号 课程总号 课程名称
开课
单位
简写

学分
理论周学时-
实践周学时

总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开课学期

建议
修读
学期

学
分
类
别

备注课堂
讲授
学时

课内实践环节

秋季
开课

春季
开课课程

设计
实验 实训 其他

1
0 1 0 5 5 4 0

0 0 1

哲学概论
人文 4 4 - 0 7 2 6 4 0 0 0 8 √ 1

文
科
学
分

Introd uction to 
Philos op hy

2
0 1 0 6 5 0 0

0 0 1

中国现当代文学
作品选读

人文 2 2 - 0 2 8 2 4 0 0 0 4 √ 1

文
科
学
分

Se le cte d  
Re a d ing s  in 
La te  Mod e rn 

a nd  
Conte m p ora ry 

Chine s e  
Lite ra ture

3
0 1 0 7 9 0 0

0 0 1

中国史研究入门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1

文
科
学
分

Introd uction to 
Chine s e  His tory

4
0 1 1 1 9 7 0

0 0 1
批判性思维

人文 2 2 - 0 3 6 3 6 0 0 0 0 √ 1

文
科
学
分Critica l Thinking

5
0 1 0 1 5 5 0

0 0 1

汉字与传统文化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2

文
科
学
分

Chine s e  
Cha ra cte rs  a nd  

Tra d itiona l 
Culture

6
0 1 0 3 0 4 0

0 0 1

西方文化概论
人文 2 2 - 0 3 6 3 6 0 0 0 4 √ 2

文
科
学
分

Introd uction to 
We s te rn Culture

7
0 1 0 5 3 3 0

0 0 1

当代外国文学作
品选读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2

文
科
学
分

Se le cte d  
Re a d ing s  in 

conte m p ora ry 
Fore ig n 

Lite ra ture

8
0 1 0 6 5 3 0

0 0 1

《论语》与人生
人文 2 2 - 0 2 8 2 4 0 0 0 4 √ 2

文
科
学
分

The  Ana le cts  
a nd  Good  Life

9
0 1 0 7 9 1 0

0 0 1

世界史研究入门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2

文
科
学
分

Introd uction to 
World  His tory



1 0
0 1 0 5 4 8 0

0 0 1

逻辑学
人文 4 4 - 0 7 2 6 4 0 0 0 8 √ 3

文
科
学
分Log ic 

1 1
0 1 0 5 5 1 0

0 0 1

西方哲学史（上
）

人文 4 4 - 0 7 2 6 4 0 0 0 8 √ 3

文
科
学
分

His tory 
ofWe s te rn 

Philos op hy(I)

1 2
0 1 0 5 5 6 0

0 0 1

中国哲学史（上
）

人文 4 4 - 0 7 2 6 4 0 0 0 8 √ 3

文
科
学
分

His tory of 
Chine s e  

Philos op hy(I)

1 3
0 1 0 5 6 1 0

0 0 1

马克思主义哲学
史

人文 4 4 - 0 7 2 6 4 0 0 0 8 √ 4

文
科
学
分

His tory 
ofMa rx is t 
Philos op hy

1 4
0 1 0 5 6 6 0

0 0 1

西方哲学史（下
）

人文 3 3 - 0 5 4 4 8 0 0 0 6 √ 4

文
科
学
分

His tory 
ofWe s te rn 

Philos op hy (II)

1 5
0 1 0 5 6 9 0

0 0 1

中国哲学史（下
）

人文 3 3 - 0 5 4 4 8 0 0 0 6 √ 4

文
科
学
分

His tory of 
Chine s e  

Philos op hy (II)

1 6
0 1 0 5 7 7 0

0 0 1

西方现代哲学

人文 3 3 - 0 5 4 4 8 0 0 0 6 √ 5

文
科
学
分

Conte m p ora ry 
We s te rn 

Philos op hy

1 7
0 1 0 5 8 3 0

0 0 1

中国现代哲学
人文 3 3 - 0 5 4 4 8 0 0 0 6 √ 5

文
科
学
分

Mod e rn Chine s e
 Philos op hy

1 8
0 1 0 6 7 1 0

0 0 1

科学哲学
人文 3 3 - 0 5 4 4 8 0 0 0 6 √ 5

文
科
学
分

Philos op hy of 
Scie nce

1 9
0 1 0 7 9 2 0

0 0 1

美学原理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5

文
科
学
分

Princip le s  of 
Ae s the tics

2 0
0 1 0 5 7 2 0

0 0 1

宗教学
人文 4 4 - 0 7 2 6 4 0 0 0 8 √ 6

文
科
学
分

Re lig ious  
Stud ie s

2 1
0 1 0 5 9 5 0

0 0 1

伦理学
人文 4 4 - 0 7 2 6 4 0 0 0 8 √ 6

文
科
学
分Ethics

2 2
0 1 0 5 9 6 0

0 0 1

马克思主义哲学
原著选读

人文 4 4 - 0 7 2 6 4 0 0 0 8 √ 6

文
科
学
分

Se le cte d  
Re a d ing s  in 

Ma rx is t 
Philos op hy

合计 6 5 /
1 1 5

4
1 0 3

2
0 0 0 1 2 6 / / / / /



备注：



2 0 2 0 级哲学主修培养方案本科教学课程设置一览表（五）

专业选修课

专业代码：

序号 课程总号 课程名称
开课
单位
简写

学分
理论周学时-
实践周学时

总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开课学期

建议
修读
学期

学
分
类
别

备注课堂
讲授
学时

课内实践环节

秋季
开课

春季
开课课程

设计
实验 实训 其他

1
0 1 0 4 7 3 0

0 0 1

中西文化比较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2

文
科
学
分

Com p a ra tive  
Stud ie s  on 

Chine s e  a nd  
We s te rn Culture

2
0 1 0 0 1 7 0

0 0 3

《庄子》导读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3

文
科
学
分

Se le cte d  
Re a d ing s  in 

Zhua ng  Zi

3
0 1 0 0 6 1 0

0 0 1

当代新儒学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3

文
科
学
分

Curre nt Ne o-
Confucia n

4
0 1 0 0 7 0 0

0 0 1

道教史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3

文
科
学
分

His tory of 
Da ois m

5
0 1 0 0 9 1 0

0 0 1

佛教史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3

文
科
学
分

His tory of 
Bud d his m

6
0 1 0 1 6 9 0

0 0 1

基督教史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3

文
科
学
分

His tory of 
Chris tia nity

7
0 1 0 5 7 0 0

0 0 2

宗教社会学导论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3

文
科
学
分

Introd uction to 
Sociolog y of 

Re lig ion

8
0 1 0 1 3 5 0

0 0 1

古希腊哲学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4

文
科
学
分

Ancie nt Gre e k 
Philos op hy

9
0 1 0 3 2 0 0

0 0 1

先秦诸子学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4

文
科
学
分

Philos op hy in 
Pre - Qin 

Dyna s tie s

1 0
0 1 0 3 5 5 0

0 0 1

伊斯兰教史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4

文
科
学
分

His tory of 
Is la m is m



1 1
0 1 0 5 5 0 0

0 0 1

西方哲学导读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4

文
科
学
分

Introd uction to 
We s te rn 

Philos op hy

1 2
0 1 0 5 5 3 0

0 0 1

现代世界中的宗
教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4

文
科
学
分

Re lig ions  in the  
Mod e rn World

1 3
0 1 0 5 7 6 0

0 0 1

“四书”导读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4

文
科
学
分

Introd uction to 
the  Four Books

1 4
0 1 0 6 5 6 0

0 0 1

《周易》导读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4

文
科
学
分

Introd uction to 
Zhou Yi

1 5
0 1 0 7 8 4 0

0 0 1

集合论入门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4

文
科
学
分

An Introd uction 
to Se t The ory

1 6
0 1 1 1 7 6 0

0 0 1

知识论
人文 2 2 - 0 3 6 0 0 0 0 √ 4

文
科
学
分Ep is te m olog y

1 7
0 1 0 3 0 0 0

0 0 1

西方美学名著导
读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5

文
科
学
分

Introd uction to 
We s te rn 

Ae s the tic 
Cla s s ics

1 8
0 1 0 5 4 6 0

0 0 1

分析哲学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5

文
科
学
分

Ana lytic 
Philos op hy

1 9
0 1 0 5 7 4 0

0 0 1

逻辑入门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5

文
科
学
分

Introd uction to 
Log ic

2 0
0 1 0 6 9 8 0

0 0 1
形而上学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5

文
科
学
分Me ta p hys ics

2 1
0 1 0 7 0 0 0

0 0 1

数理逻辑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5

文
科
学
分

Ma the m a tica l 
Log ic

2 2
0 1 0 7 0 1 0

0 0 1

社会批判理论入
门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5

文
科
学
分

Introd uction to 
Critica l The ory

2 3
0 1 0 7 8 3 0

0 0 1

政治哲学研究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5

文
科
学
分

Stud ie s  in 
Politica l 

Philos op hy

2 4
0 1 1 1 5 4 0

0 0 1

王阳明传习录

人文 2 2 - 0 3 6 0 0 0 0 √ 5

文
科
学
分

Wa ng  ya ng m ing  
a nd  his " 

Ins tructions  for 
Pra ctica l living "



2 5
0 1 0 2 5 4 0

0 0 1

宋明理学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6

文
科
学
分

Ne o-
Confucia nis m  in 

the  Song  a nd  
Ming  Dyna s tie s

2 6
0 1 0 5 0 5 0

0 0 1

当代美国哲学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6

文
科
学
分

Mod e rn 
Am e rica n 
Philos op hy

2 7
0 1 0 6 1 2 0

0 0 1

西方思想史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6

文
科
学
分

His tory of 
We s te rn 

Thoug hts  

2 8
0 1 0 6 6 0 0

0 0 1

哲学文献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6

文
科
学
分

Philos op hica l 
Biliog ra p hy

2 9
0 1 0 6 6 6 0

0 0 1

现象学与诠释学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6

文
科
学
分

Phe nom e nolog y 
a nd  

He rm e ne utics

3 0
0 1 0 6 9 7 0

0 0 1

当代西方哲学主
流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6

文
科
学
分

Ma in Curre nts  
of 

Conte m p ora ry 
We s te rn 

Philos op hy

3 1
0 1 0 6 9 9 0

0 0 1

尼采思想研究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6

文
科
学
分

Stud y of 
Nie tz s che ’s  

Thoug ht

3 2
0 1 0 1 8 4 0

0 0 1

康德、黑格尔哲
学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7

文
科
学
分

Philos op hy of 
Ka nt a nd  He g e l

3 3
0 1 0 5 0 7 0

0 0 1

基督教哲学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7

文
科
学
分

Chris tia n 
Philos op hy

3 4
0 1 0 5 7 9 0

0 0 1

哲学经典选读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7

文
科
学
分

Se le cte d  
Re a d ing s  in 

Philos op hica l 
Cla s s ics

3 5
0 1 0 6 4 4 0

0 0 1

海德格尔哲学导
论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7

文
科
学
分

Introd uction to 
He id e g g e r’s  

Philos op hy

3 6
0 1 0 6 4 5 0

0 0 1

心灵哲学导论

人文 2 2 - 0 3 6 3 2 0 0 0 4 √ 7

文
科
学
分

Introd uction to 
Philos op hy of 

Mind



合计 7 2 /
1 2 9

6
1 0 8

8
0 0 0 1 3 6 / / / / /

备注：



2 0 2 0 级哲学主修培养方案本科教学课程设置一览表（四）

基本实践课程（必修）

专业代码：

序号 课程总号 课程名称
开课
单位
简写

学分
理论周学时-
实践周学时

总学
时

总学时分配 开课学期

建议
修读
学期

学
分
类
别

备注课堂
讲授
学时

课内实践环节

秋季
开课

春季
开课课程

设计
实验 实训 其他

1
5 1 0 0 0 4 0

0 0 1
军事训练

武装
部、
学生

部

1 1 - 0 1 6 1 6 0 0 0 0 √ 1 无
第一学期集
中安排4 周

。
Milita ry Tra ining

2
8 0 0 1 7 1 0

0 0 2
领航讲座 教务

部
1 0 - 1 1 8 0 0 0 0 0 √ 1 ,2 无

Pilot le cture

3
0 0 0 0 0 1 0

0 0 3

社会实践/ 国际交
流

1 0 - 1 8 0 0 0 0 √ 4

2 次实践（
双休日实

践、志愿服
务等可纳

入），并附
2 篇实践报

告

4
0 0 0 0 0 1 0

0 0 2

专业实习
2 0 - 3 6 0 0 0 0 √ 6

专业实习4
周，统一实
习或自主实

习
Sp e cia liz e d  

Pra ctice

5
0 0 0 0 0 1 0

0 0 5

毕业论文/ 设计/
毕业综合训练

6 6 - 0 1 0 8 0 0 0 0 √ 8

文
科
学
分

1 4 周。符
合毕业条件
的学生，在
第六学期结
束前确定论
文指导教师

与论文方
向。第八学
期务必在选
课系统中按
专业选择“
毕业论文”

课程。

Gra d ua tion 
The s is  /  De s ig n

 /  
Com p re he ns ive  

Gra d ua tion 
Tra ining

合计 1 1 / 1 9 6 1 6 0 0 0 0 / / / / /

备注：



制定培养方案填表说明

1.2017级人才培养方案的专业名称、专业代码、培养目标、培养要求、主干学科、核心知识领域、核心
课程、标准修读年限、授予学位等信息请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年版）为
重要依据，不一定完全一致。 
 
2.毕业学分要求中创新创业实践与学生发展最低要求10学分，若填写大于10学分，则要求学生从该模块
的选修课中修读相应的学分方可毕业。 
 
3.课程设置一览表中的课程总号和开课单位简写不用填写，录入系统时自动生成。 
 
4.课程名称的命名规则建议： 
� a)中文名称不要超过20个字； 
� b)英文名称不要超过15个单词； 
� c)若没有中文名称则采用英文名称代替； 
� d)中文名称中不要连接英文名称，如:《圣经文学Bible as Literature》不规范； 
� e)若课程难度分层次，则采用A、B、C等级，如：高等数学A，高等数学B等； 
� f)若同一门课程分阶段完成，则采用（1）、（2）、（3）等，如大学英语（1），大学英语（2）等，
不建议使用（上）、（中）、（下）、（一）、（二）、（三），（I），（II）,(III)等；  
� g)若课程既分层次也分阶段，则先写层次，再写阶段，如高等数学A（1），高等数学A（2），不建议
写：高等数学（1）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