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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专业人才培养计划

执笔：向绍英 审核：沈纯琼

专业代码：050203

学科门类：文学

授予学位：文学学士

标准学制：四年

修业年限：六年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国际视野、创新意识、工匠精神和实践

能力，具有正确的“三观”、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熟练掌握德语听、说、

读、写、译技能，掌握德语语言、文化及文学基础知识，掌握国际贸易、应用德语翻译技

术以及相关岗位科学文化知识，具备运用德语进行基本的对外贸易、翻译活动等综合能力

的高素质职业性应用型人才。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广东省和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欧洲经济发展需求，服务于涉德交

流和涉德商务为主的岗位或岗位群。

具体目标为：

1.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人生观、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创新创业意识、团队合

作意识、国际交往能力以及家国情怀。

2.具有本专业较强的语言基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相关人文社科专业基础知识和第

二外国语基础知识。

3.掌握德语语言及相关语用技能，具有本专业基本的外语应用能力、基本的文学赏析

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思辨能力。

4.具有自主学习和终生学习与本专业相关的跨学科知识、技能的意识，能够适应德语

翻译领域、广东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

二、规格要求

1、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文化修养、职业道德、服务意识、健康的体魄和心理。

2、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了解中国国情，具有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

3、具有较扎实的德语语言基础知识。

4、具有德语语言、文学、文化等方面的专业基础知识以及第二外国语基础知识。

5、具有相关人文社科尤其是政治、涉德商贸、涉德客服等领域的相关知识以及信息

技术基础知识。

6、具有较强的德语听、说、读、写、译等技能，能用德语展开逻辑论述，具备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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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翻译能力、社会德语语用能力。

7、具有德语文学作品赏析能力，能用德语对文本进行基本解读。

8、具有收集处理信息、获取新知识的能力，能将所学专业理论与知识灵活运用于专

业实践的基本工作能力。

9、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及基本的管理能力。

10、具有初步的科研实践能力、思辨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以及终生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适应德语相关职业发展的需要。
表 1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规格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规格要求 1 √

规格要求 2 √

规格要求 3 √

规格要求 4 √

规格要求 5 √

规格要求 6 √

规格要求 7 √

规格要求 8 √

规格要求 9 √ √

规格要求 10 √

三、主干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语言学、翻译学

四、主干课程与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1.主干课程

基础德语、中级德语、高级德语、德语口语、德语视听说、德语分析阅读、德语写作、

德语国家概况、德语语言学基础、德语翻译理论与实践、商务德语函电、德语学术论文写

作与研究方法

2.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德语综合能力训练、涉外商务综合训练、专题翻译训练、生产（专业）实习、毕业实

习、毕业论文、创新创业实践、社会实践

五、毕业标准与学位授予

1.毕业标准

修业期满，符合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修读完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成绩合格，

获得应修学分，并取得创新创业及第二课堂成绩单规定的其他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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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类课程应修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应获得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 23

选修 58

学科及专业类基础课程
必修 29

选修 14

专业课程
必修 14

选修 10

集中实践教学环节
必修 8

选修 6

合计 162

说明：旨在培养学习者德语听、说、读、写、译等的基本技能，提高德语语用能力，建议取得下述 1项或多项资格证书：

语言等级证：

(1)德语专业四级；(2)德语专业八级；(3)德语欧标 B1；(4)德福（13分）；(5)大学英语四级；(6)大学英语六级；

双学位证书：

(7)双学位证书（文学学士学位（德语）+国内或国外任意一个学位）；职业资格证：

(8)CATTI(翻译资格证）

三级口译证书；三级笔译翻译证书;
(9)VETS初级及以上证书。

2.学位授予

修业期满，符合学位授予条件，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六、学时与学分分配表
表 3 学时与学分分配表

课程

属性
课程类别 学分

比例

（占总学分）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自主学习 备注

必修

通识教育课程 23 14.2%

76.50%

284 66
34

四 年教学共

2886 学时，其中实

践 882学时，占总

学时比例为 30.
5%；课内 2486
学时，占总学时比

例为 86.1 %。

学科及专业类基

础课程 58 35.8%
764 240 0

专业课程 29 17.9% 316 108 64

集中实践环节 14 8.6% 0 320
0

选修

通识教育课程 14 8.6%

23.5%

272 0
36

学科及专业类基

础课程 10 6.2%
148 22

专业课程 8 4.9% 22 46 64

集中实践环节 6 3.8% 0 80
0

合计 162 100% 1806 882 198

合计 2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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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学安排表

1.教学周数分配表
表 4 教学周数分配表

学期
课堂教学

周

集中实践周 期末

考试周
其他 合计 备注

军训 实训实习 课程设计 企业实践

一 16 2 1 1 20

第一学期其他 1 周为

开学准备与入学教

育；第二至第五学期

其他为机动周。第六

学期第 19、20周为企

业实践教学准备周。

第七、八学期为企业

实践教学学期。

二 18 1 1 20

三 18 1 1 20

四 17 1 1 1 20

五 18 1 1 20

六 16 1 1 2 20

七 / 20 / 20

八 / 20 / 20

总计 103 2 2 40 6 7 160

2.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安排表
表 5 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安排表

项目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周数）

备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校内集中实

践教学

U1002001 军事训练 2 2

U0701066 德语综合能力训练 1 1

U0701067 涉外商务综合训练 1 1 商务模块

U0701065 专题翻译训练 1 1 翻译模块

小计 4 2 1 1

企业实

践教学

企业

教学

校企“双元”合作专业课 4

20

专业拓展模块课 4

企业

实践

U1300001 职业品德教育 2

U1101001 区域、行业、企业调

研（3选 1）
1

U1105001 生产（专业）实习 5

U1102001 毕业实习 2 8

U1106001 毕业设计（论文） 6 12

小计 24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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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论课程教学进程表
表 6 教学进程表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性

质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开课学期、课堂教学周

数、周学时

期

末

统

考

课

程

支撑规

格要求

[对应

点]

备注
理

论

授

课

实

践

教

学

自

主

学

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6 18 18 17 18 16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课

U13030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8 48 3 1.2.5
U130201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32 32 2 1.2.5
U130300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48 48 3 校 1.2.5

U130400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4 64 64 4 校 1.2.5

U1300019-24 形势与政策 1-6 2 48 36 12 * * * * * * 1.2.5 备注 1
U1302013 思想政治实践课 2 32 32 1 1 1.2.5 备注 2
U1500001 就业指导 1 16 8 2 6 1.210 备注 3
U0602406 创新设计与创业基础 2 32 16 16 2 2.8.10 备注 10
U1002002 心理健康教育 2 32 16 16 2 1.2 备注 4
U1302015 军事理论 2 32 16 16 1.2 备注 5

小计 23 384 284 66 34 3 7 3 5

选

修

课

U0901001-4 大学体育 1-4 4 144 144 2 2 2 2 1.2 备注 6
U0902022 应用文写作 A 2 32 32 * * 1.5.10 备注 7

P130100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青年学

生使命担当
1 20 16 4 1 1.2

U1301020 劳动教育（理论） 1 16 16 1 1.2 备注 8
U1301021 “四史”教育 1 16 16 1 1.2

跨学科选修课 5 80 80 * * * * * 1.2.5.10
小计 14 308 272 36 5 2 2 2

通识教育课程小计 37 692 556 66 70 8 9 5 7

学

科

及

专

业

类

基

础

课

程

必

修

课

U0702275 德语语音基础 2 32 32 2 3.4.8
U0702322 德语语法基础 2 36 36 2 院 3.4.8
U0702323 德语语言学基础 2 32 32 2 3.4.8
U0708001 基础德语 1 8 128 128 8 校 2.3.4.8
U0708008 基础德语 2 8 144 144 8 校 2.3.4.8
U0700087 中级德语 1 8 144 144 8 校 2.3.4.8
U0700088 中级德语 2 8 136 136 8 校 2.3.4.8
U0702282 德语视听说 1 2 36 12 24 2 院 3.4.6.8
U0700092 德语视听说 2 2 36 12 24 2 院 3.4.6.8
U0700093 德语视听说 3 2 34 10 24 2 院 3.4.6.9
U0702242 德语口语 1 2 36 12 24 2 3.4.6.8
U0702240 德语口语 2 2 36 12 24 2 3.6.8
U0702258 德语口语 3 2 34 10 24 2 3.6.9
U0700098 德语写作 1 2 36 12 24 2 2.3.6
U0700099 德语写作 2 2 34 10 24 2 2.3.6.10
U0702325 德语分析阅读 1 2 36 12 24 2 院 3.6.8
U0702326 德语分析阅读 2 2 34 10 24 2 院 3.6.7.8

小计 58 1004 764 240 10 12 16 16 2 2

选

修

课

U0701074 国际贸易实务 1 18 6 12 1 2.5.10

4选 1
U0701075 德语国家概况 1 18 6 12 1 4.8.9
U0701046 德语影视赏析 1 18 6 12 1 2.4.8.9
U0701076 德语演讲与辩论 1 18 6 12 1 3.6.8.9
U0701077 时事德语 1 16 6 10 1 3.6.8.9

4选 1
U0701078 旅游德语 1 16 6 10 1 3.6.8.9
U0701079 经贸德语 1 16 6 10 1 5.6.8.10
U0701060 德语文学作品选读 1 16 6 10 1 3.4.7.10

U0702210 第二外语 1 2 30 30 2 校 2.4.8 1.英语、

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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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性

质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开课学期、课堂教学周

数、周学时

期

末

统

考

课

程

支撑规

格要求

[对应

点]

备注
理

论

授

课

实

践

教

学

自

主

学

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6 18 18 17 18 16

朝鲜语

三选

一；

2.四个

学期只

选择一

种。

B0722086 第二外语 2 2 36 36 2 校 2.4.8

U0700056 第二外语 3 2 36 36 2
院

2.4.8

U0700057 第二外语 4 2 34 34 2
院

2.4.8.10

小计 10 170 148 22 2 2 2 2 1 1
学科及专业类基础课程小计 68 1174 912 262 12 14 18 18 3 3

专

业

课

程

必

修

课

U0702281 德语专业与职业发展导论 2 32 20 12 2 2.3.10
U0700089 高级德语 1 6 108 108 6 校 3.4.9.8
U0700090 高级德语 2 6 96 96 6 校 3.4.9.10
U0702260 德语口语 4 2 36 18 18 2 3.6.9.10
U0700094 德语视听说 4 2 36 18 18 2 院 3.6.9.10
U0704051 德语视听说 5 4 64 32 32 4 3.6.9.10
U0701073 德语学术论文写作与研究方法 1 16 6 10 1 3.5.9.10
U0702419 德语翻译理论与实践 1 2 36 18 18 2 院 3.6.9.10
U0702328 德国企业概况 2 32 32 2 6.8.10 校企

“双

元”课
U0702329 跨文化交际（德语） 2 32 32 2 4.9.10

小计 29 488 316 108 64 2 12 11 4

专

业

拓

展

模

块

U0702331 德语口译理论与实践 2 36 12 24 2 6.8.9.10 翻译模

块U0702354 德语翻译理论与实践 2 2 32 10 22 2 6.8.9.10
翻译模块课小计 4 68 22 46 2 2

U0700106 商务德语函电 2 36 12 24 2 3.6.9. 商务模

块B0541001 电子商务 2 32 10 22 2 5.10
商务模块小计 4 68 22 46 2 2

Q0700017 德汉翻译技术与实践 2 32 32 2 6.8.9.10 专业拓

展模块

课（4
选 2）
备注 11

Q0700018 汉德翻译技术与实践 2 32 32 2 6.8.9.10
Q0700019 德语国家社会与文化 2 32 32 2 4.8.9.10

Q0700020 西方文学作品导读 2 32 32 2 3.4.7.10

企业教学拓展模块小计 4 64 64 4
小计 8 132 22 46 64 2 2 4

专业课程小计 37 620 338 154 128 2 14 13 8
课内合计及周学时 142 2486 1806 482 198 22 23 23 25 17 16

集中实践教学环节
校内集中实践 4 80 80
企业实践教学 16 320 320

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小计 20 400 400
合计 162 2886 1806 882 198 22 23 23 25 17 16 8

备注：

1.形势与政策课程：1-6学期每学期开设 8学时（6学时课堂授课，2学时课外自主学习）。1-2学期的学分排课安排是：

每学期 0.4学分，3次讲座；3-6学期的学分与排课安排是：每学期 0.3学分，3次讲座。

2.思想政治实践课：由马克思主义学院牵头，第 2学期开设 16学时，第 4学期开设 16学时，由思政课任课教师组织学

生在课内外开展各种实践活动完成实践任务。

（新）思想政治实践课总计 32学时，其中 16学时在第二学期开设，期末录入成绩，课程名称为思想政治实践课 1；16
学时在第四学期开设，期末录入成绩，课程名称为思想政治实践课 2。两个学期均由任课教师组织学生在课内外开展各

种思政实践活动。

3.就业指导：工商管理学院、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第 5学期开课；会计学院、应用经济学院、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艺术设计学院、传媒学院、教育学院、体育学院第 6
学期开课；建筑学、城乡规划等五年制本科专业第 8学期开设。

4.心理健康教育：2学分。其中理论授课 16课时，实践教学 16课时（实践由学生在第二课堂完成）。

5.军事理论课：2学分，课堂授课 16课时，网络学习 16课时，课程归属于马克思主义学院。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应

用经济学院、会计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社会公共管理学院第 1学期开课；机电工程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艺术

设计学院、传媒学院、外国语学院、国际学院、建筑工程学院、体育学院、教育学院第 2学期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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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性

质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开课学期、课堂教学周

数、周学时

期

末

统

考

课

程

支撑规

格要求

[对应

点]

备注
理

论

授

课

实

践

教

学

自

主

学

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6 18 18 17 18 16

6.大学体育：1-4学期，按大学俱乐部模式开设，每学期末由学生选修。

7.应用文写作（A或 B或 C）：第 3、4学期开课，修满 2学分。机电工程学院、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

学院、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体育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第 4学期开课。

8.劳动教育（理论）：必选 1学分，由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课程模块的教学与考核。

9.跨学科选修课：其他跨学科任选课共计 5学分，学生在 2-6学期内修满学分即可。

10.创新设计与创业基础：机电工程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建筑工程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开

设在第 3学期，其它学院开设在第 2学期。

11. 专业拓展模块课：该内容从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在线开发课程联盟或中国大学慕课平台选定。12.跨学科选修课：其他

跨学科任选课共计 5学分，学生在 2-6学期内修满学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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