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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汉语言文学（专升本）专业考试计划 

 
专业代码：国家 050101     省内 510 

主考学校：辽宁大学 

一、指导思想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我国高等教育基本制度之一，是对

社会自学者进行的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是

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也

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细化落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设置实

施细则》要求，加快推进新时代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培养标准

体系建设，坚持依法依规根据《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基本

规范（2021年）》制定开考专业考试计划。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职业道德水准、创新创业能

力和社会责任感，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具有扎实的汉

语言文学基础，掌握汉语和中国文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具有较强的审美能力和中文表达能力，具有初步的中国语言

文学研究能力，能够在文化、教育、出版、传媒机构以及政

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与汉语言文学运用相关工作的应用

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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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要求 

本专业要求掌握汉语言文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具

有较强的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具有一定的审美鉴赏能力和

创新能力，以及初步从事本学科研究并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

进行社会实践的基本能力。主要包括： 

1.掌握汉语言文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 

2.具备较强的写作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3.具备宽阔的文化视野，能运用专业知识，在本学科领

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4.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和创新意识，具备不断获取知识的

能力； 

5.熟悉国家在汉语言文字和文学创作、传播以及语文教

育等方面的政策和法规。 

四、学历层次及规格 

（一）层次：专升本 

（二）授予学位：文学学士 

（三）学位授予条件： 

1.辽宁大学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获得本科毕业证书。 

2.通过本专业自学考试本科考试计划各门课程及实践环

节考核，且成绩合格。 

3.自取得考籍后至申请毕业前，通过本科学士学位课程

考试。 

4.申请学位材料及受理时间等具体事宜以毕业学校发布

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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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践性环节学习考核要求 

1.实践环节毕业考核为毕业论文。 

2.学生应根据本专业学习和实践实际情况，合理确定选

题，选题应有一定的应用价值或学术价值。论文内容应论点鲜

明，论据确凿，论证充分，层次清晰，语句通顺，表述准确。

毕业论文正文的字数一般应不少于 10000 字，由学生本人独

立完成撰写。论文经专家评审合格后，需通过毕业论文答辩。 

注：毕业论文其它具体要求以学校发布通知为准。 

六、课程设置与学分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3 00037 美学# 6  

4 00537 中国现代文学史# 6  

5 00538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7  

6 00539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7  

7 00540 外国文学史# 6  

8 00536 古代汉语# 8  

9 00541 语言学概论# 6  

10 13000 英语（专升本）# 7  

11 00815 西方文论选读 4  

12 14287 唐宋诗词专题 5  

13 14025 明清小说专题 5  

14 10196 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 0  

总学分 73 

说明：本专业共计 14 门课程，73 学分。标注“#”课程

为国家统考课程，课程说明及使用教材以国家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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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说明及使用教材  

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说明及教材略）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说明及教材略） 

3.美学#（课程说明及教材略） 

4.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说明及教材略） 

5.中国古代文学史（一）#（课程说明及教材略） 

6.中国古代文学史（二）#（课程说明及教材略） 

7.外国文学史#（课程说明及教材略） 

8.古代汉语#（课程说明及教材略） 

9.语言学概论#（课程说明及教材略） 

10.英语（专升本）#（课程说明及教材略） 

11.西方文论选读 

课程说明：本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重要课程。课程

主要讲授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史，解读具有代表性的文艺理

论家和文艺理论名篇。主要内容包括：古希腊文论、古罗马

文论、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文论、德国古典文艺理论、浪漫

主义与现实主义文论、唯意志主义文论、唯美主义与象征主

义文论、直觉主义与表现主义文论、精神分析与原型批评文

论、现象学与存在主义文论、阐释学与阅读接受文论、西方

马克思主义文论、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

文论、文化批评文论等。 

推荐教材：《新编西方文论教程》（第 2 版），杨守森、孙

书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年 8 月出版，ISBN 

978-7-300-27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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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唐宋诗词专题 

课程说明：本课按历史时间脉络详细讲解唐宋时期最具

代表性的诗词作家及其代表作品，以深厚的历史文化积累和

宽广的文学素养，带领学生以最贴近文本和诗人的方式，从

字词音韵出发，去发现唐宋诗词之美，让学生学会分析鉴赏

的同时，也让古典文学之美照进当代生活和心灵。 

推荐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二版）中册》，《中国古

代文学史》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8月出版, ISBN 

978-7-04-050109-4。 

13.明清小说专题 

课程说明：明清小说专题课程的核心是通过讲授明清小

说经典作品，丰富学生对明清小说的认识，了解明清小说在

古代小说演进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引导学生认识小说的创

作规律，能够古为今用。 

推荐教材：《明清小说》（第二版），周先慎著，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3 年 7 月出版，ISBN 978-7-301-21648-4。 

八、新旧计划顶替方案 

序号 

新计划 原计划 

处理办法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1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顶替 

2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顶替 

3 00037 美学# 6 00037 美学# 6 顶替 

4 00537 中国现代文学史# 6 00537 中国现代文学史# 6 顶替 

5 00538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7 00538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7 顶替 

6 00539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7 00539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7 顶替 

7 00540 外国文学史# 6 00540 外国文学史# 6 顶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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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0536 古代汉语# 8    新增 

9 00541 语言学概论# 6 00541 语言学概论# 6 顶替 

10 13000 英语（专升本）# 7 

00015 英语（二）# 14 选一顶替 

00016 日语（二） 14 选一顶替 

00017 俄语（二） 14 选一顶替 

03122 信息技术 5 
选一组顶

替 
01457 应用文写作 5 

00765 中国简史 4 

11 00815 西方文论选读 4 07565 鲁迅研究 4 顶替 

12 14287 唐宋诗词专题 5 00814 中国古代文论选读 5 顶替 

13 14025 明清小说专题 5    新增 

毕业

考核 
10196 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 0 10196 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 0 顶替 

说明:1.顶替方案中中国简史、信息技术和应用文写作三

科课程为一组顶替英语（专升本）一科课程，如考生只合格了

其中一科课程，可顶替新计划中一科理论课程；如考生合格了

其中两科课程，可分别顶替新计划中两科理论课程，但两种情

况均要求选择顶替的新计划课程学分小于或等于原课程学分。 

2.以上顶替方案中任何课程只能顶替一次，不可重复顶

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