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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学 

理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班人才培养方案 

（2023 版） 

一、基地班简介 

理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班是甘肃 10 个本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班之一，在化学、生物、

地理、物理等理科专业实行大类招生、小班培养。基地班借助上述优势学科的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甘肃省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的区域研究特色，提高化学、生物、地理、物理等学科

间交叉融合的育人合力，培养具有学科交叉背景的本硕一体化高层次科研人才。相关学科专

业拥有专任教师 400 余人，其中教授 100 余人，两院院士（双聘）4 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

教师团队 1 个，国家高层次人才 2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2 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

模范 1 人，全国优秀教师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1 人，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 1

人，国家有突出贡献留学回国人员 1 人。 

交叉学科平台为甘肃省乃至西北五省的基础教育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杰出

的贡献，杰出校友中 1 人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5 人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3 人被聘为教

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3 人获国家基金“优秀青年基金”，1 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2 人

获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计划，1 人入选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2 人获“全国科技先进工

作者”，4 人进入中科院百人计划，2 人获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奖，4 人入选甘肃省飞天学者

特聘计划。培养的基础教育骨干先后荣获全国优秀教师、教育部“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中国

化学会“化学基础教育奖”获得者、中学特级教师、陇原名师、金城名师等 100 余项荣誉称号。 

二、培养目标 

理科拔尖基地班立足国家对理科拔尖人才需求，培养在化学、生物、地理等学科方向基

础厚实、口径宽阔、知识广博，具有理想信念、家国情怀、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

人才，为研究生阶段学习筑牢基础。本专业毕业生在毕业后五年左右预期达到以下目标： 

目标 1：具有家国情怀、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目标 2：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具有独立开展科研的能力，可根据研究课题或遇到的问

题开展自主研究； 

目标 3：具有一定创新意识，制定出实施方案并组织开展的能力，具有良好的沟通和协

调能力，能在多学科团队中发挥骨干作用； 

目标 4：了解行业发展现状和趋势，具有终身学习和适应职业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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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5：具有面对困难和挫折的能力，能对自己的情绪进行合理管理和控制，能进行自

我激励，乐于学习和工作。 

三、毕业要求 

1. 知识要求： 

本专业学生经过 4 年专业培养，在知识领域应能达到以下要求： 

1-1 工具性知识 

具有较高的外语听说读写译水平和计算机操作使用能力，能熟练对中、外文资料进行查

寻与检索，能熟练进行实验数据处理和研究报告撰写。 

1-2 专业知识 

掌握化学、生物、物理、地理等自然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验技能，了解前沿学科的

理论、应用前景和最新发展动态。 

1-3 其他相关领域知识 

形成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和技术科学兼具的知识结构。 

2. 能力要求： 

本专业学生经过 4 年专业培养，在专业能力方面应能达到以下要求： 

2-1 获取知识的能力 

具备从书本、网络等各种技术媒体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能与时俱进接收、吸纳新知

识。具备自主学习新知识、构建知识体系的能力。 

2-2 实践应用能力 

具备善于观察、找出疑点、发现问题的能力，能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分析解决实验、实践

中的问题，能应用专业研究方法对学科前沿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2-3 创新创业能力 

具有创新意识，有一定的创新能力，能学以致用，敢闯敢创。 

2-4 团队协作能力 

具有团队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有较强的表达沟通能力，协调团队合作。 

3. 素质要求 

本专业学生经过 4 年专业培养，在综合素质方面应能达到以下要求： 

3-1 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 

热爱祖国，具有家国情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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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具备责任意识，形成良好的道德规范和社会责任感。 

3-2 科学文化素质 

熟悉学科的基本知识、研究过程和方法，对学科有好奇心和求知欲。 

3-3 身心素养 

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的习惯和卫生习惯；有

健全的心理素质和人格，能与他人建立积极良好的人际关系；有面对困难和挫折的能力，能

对自己的情绪进行合理管理和控制，能进行自我激励，乐于学习和工作。 

3-4 专业素质 

具有相关学科（化学、生物、物理、地理）的专业思维，具有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前沿意

识，了解行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和专业相关的国家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四、主干学科 

化学、生物学、物理学、地理 

五、核心（主干）课程 

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普通物理、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自然

地理学、人文地理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 

六、学制与学位 

基地班实施“3+1+2”分阶段培养 

第一阶段（前 3 年，本科段）：开设相关学科基础课程、学科通识课程、学科专题课程。

初步开展研究性学习，进一步夯实相关学科基础； 

第二阶段（第 4 年，本科段）：完成本科阶段学习，选择相关学科的研究方向，开展研

究性学习，完成硕士研究生阶段的课程学习； 

第三阶段（后 2 年，硕士段）：硕士阶段科研实践，科研成果总结，学位论文撰写。 

七、学分要求 

基地班学生在第一阶段至少应修满 140 学分。研究生阶段按照所选专业要求完成培养方

案规定的课程学习、培养环节，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合格，授予相应的研究生学位。 

八、教学活动时间、课程学分、学时结构（表 1--表 2） 

每学年设置 2 个学期，共 40 周，其中教学时间 36 周（每学期 18 周），考试时间 4 周

（每学期 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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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共 109.5 学分，占毕业总学分的 78.2%；实践教学 26.5 学分，占毕业总学分的

18.9%，素质拓展与实践创新 4 学分，占毕业总学分的 2.9%。 

1. 课堂教学 

表 1  各类课程课堂教学学分数和学时数比例分配表 

课程类型 
修读 

方式 

课堂教学学

分数 

占课堂教学总

学分百分比

（%） 

课堂教学 

学时数 

占总课堂教学 

学时百分比（%） 

学校平台 

通识课程 

必修 26.5 24.2 522 25.9 

选修 12 11.0 216 10.7 

小计 38.5 35.2 738 36.6 

基地基础课程 必修 15 13.7 270 13.4 

专业课程 

必修 44 40.1 792 39.3 

选修 12 11.0 216 10.7 

小计 56 51.1 1008 50.0 

总计  109.5 100 2016 100 

2. 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共 26.5 学分，其中学校平台通识教育课程中实践部分 11.5 学分；专业课程中

实践/实验部分 7 学分，专业实践 8 学分。 

3. 素质拓展与实践创新 

素质拓展与实践创新共 4 学分。 

表 2  周学时分配表 

学  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周学时 23+3 24+2 25+3 21+6 12+0 6+8 

【注：（1）周学时按照“理论课周学时+实验课周学时”的形式给出；（2）选修课周学时按

照各类课程原则上规定的修读学期和应修学分，分学期平均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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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课程设置及教学计划表（表 3--表 8） 

表 3  学校平台通识教育课程教学计划表 

课程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数  

学期  
周 

学时  

考核

方式 
承担单位  备注  

合计  讲授  实践  

必 

 

 

修 

 

 

课  

310000214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54  36  18  2 3  考试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1000201 形势与政策采用

专题讲座形式授课，每学

期 4 个专题，每个专题 2

小时。专题讲座马院承担，

考核学工部 承担。  

3100002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54  36  18 1 3  考试 

31000021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54 36  18  4 3 考试 

31000021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54 36 18 2 3 考试 

31000021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3 54 36 18 3 3 考试 

31000201 形势与政策  2  64 64  1-8   考查 
马  院 
学工部 

310000217  军事课  
军事理论 2  36 36   1  2  考试 学工部  网络课程+专题辅导  

军事技能 2 周 学工部 不计学分 

 

430000101 大学体育Ⅰ 1 36 4 32 1 2 考试 

体育学院 

体育综合、体育选项 

学生须完成此模块 4 学分

必修课程，并通过《国家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 

430000102 大学体育Ⅱ 1 36 4 32 2 2 考试 

430000103 大学体育Ⅲ 1 36 4 32 3 2 考试 

430000104 大学体育Ⅳ 1 36 4 32 4 2 考试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自主锻炼，每学年测试 1 次 不计学分 

 

52000101 大学英语Ⅰ 3 54 54  1 3 考试 

外国语学院 
大学俄语、大学日语根据

特殊专业需求开设。 

52000102 大学英语Ⅱ 3 54 54  2 3 考试 

52000103 大学英语Ⅲ 3 54 54  3 3 考试 

52000104 大学英语Ⅳ 3 54 54  4 3 考试 

 

000000206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1 18  10  8 6 2  考查 

创  院 

就业校友

处 

创新创业课程,9 周排 

000000205 劳动 2    1-6  考查 各学院 
依照《西北师范大学本科生劳

动课程实施办法》执行。 

 

选 

 

修 

 

课  

520032435 大学语文【限选】 2 36 36  1 2 考试 文学院  

000000202 大学生心理健康 【限选】 2  36  36   2 2 考查 
心理中心

心理学院 
 

710000204 计算机应用技术【任选】 1 
参加我校组织的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并获得合

格证书 

艺术体育类专业通过国家

一级，其他专业通过国家

二级 

通

识

选

修

课 

政治军事安全类 身心健康能力类 （1）见当学期公布的通识选修课程列表，修读学期 1-8； 

（2）学生须修读至少 12 学分选修课程，其中至少修读 6 学分

校本课程，其余学分可修读慕课等网络课程； 

（3）所有学生必须在“艺术审美能力类”课程中修读至少 2

学分； 

（4）所有学生必须在“政治军事安全类”课程中修读至少 1

学分； 

（5）三、四年级本科生必须每学年修读“身心健康能力类”

中体育类课程 1 学分，共修读此类课程 2 学分。 

教师教育能力类 创新创业能力类 

自然科学能力类 生涯规划能力类 

社会科学能力类 劳动创造能力类 

艺术审美能力类 文化交际能力类 

小  计  50 964 738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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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理科拔尖基地基础课程教学计划表 

课程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数  
学期  周学时  

考 核

方式 
课程属性  备注  

合计  讲授  实验/实践  

必 

 

修 

 

课  

330011401 高等数学Ⅰ 4 72 72  1 4 考试 方法论课程  

330011402 高等数学Ⅱ 3 54 54  2 3 考试 方法论课程  

330011403 线性代数及概率论 3 54 54  2 3 考试 方法论课程  

330011404 专业英语 3 54 54  5 3 考试 

方法论课程 

学生根据兴

趣到不同专

业选课  330011405 
科技信息检索与论文写作 2 36 36  6 2 

考试 

小  计 15 270 270   15+1    

表 5  理科拔尖基地专业必修课程教学计划表 

课程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数  
学期  周学时  

考核

方式 
课程属性 备注 

合计  讲授  实验/实践  

专 

 

业 

 

必 

 

修 

 

课 

330012401 学科导引课 3 54 54  1 3 考查 前沿性课程 大理科

类 330012402 学科前沿课 3 54 54  5 3 考查 前沿性课程 

330012403 经典文献研读 2 36 36  6 2 考查 前沿性课程 

学生自

选学科 

330012404 学年论文 1    5-6  答辩 实践性课程 

330012405 科研项目训练 5    5-6  答辩 实践性课程 

330012406 无机化学 4 72 72  1 4 考试 原理性课程 

化学类 

330012407 分析化学 2 36 36  1 2 考试 原理性课程 

330012425 基础化学实验 1.5 54  54 1 +3 考查 实践性课程 

330012409 有机化学 5 90 90  2 5 考试 原理性课程 

330012410 有机化学实验 1.5 54  54 3 +3 考查 实践性课程 

330012411 微生物学 3 54 54  3 3 考试 原理性课程 

生物科

学类 

330012412 普通生物学 3 54 54  4 3 考试 原理性课程 

330012413 普通生物实验 1 36  36 4 +2 考查 实践性课程 

330012414 大学物理Ⅰ 3 54 54  3 3 考试 原理性课程 

物理学

类 
330012415 大学物理Ⅱ 3 54 54  4 3 考试 原理性课程 

330012416 大学物理实验 1 36  36 4 +2 考查 实践性课程 

330012417 自然地理学 3 54 54  3 3 考试 原理性课程 地理科

学类 330012418 人文地理学 3 54 54  4 3 考试 原理性课程 

330012419 仪器分析与实验 3 72 36 36 2 2+2 考试 原理、实践性课程 

交叉学

科类 

330012420 生物化学 3 54 54  3 3 考试 原理性课程 

330012421 生物化学实验 1 36  36 4 +2 考查 实践性课程 

 330012422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2 36 36  4 2 考试 原理性课程 

 330012423 读书课程 2    1-6  考查 实践性课程 其它 

小  计 59 1044 792 252      

【注：对读书课程，学生需在方格纸上撰写 10 到 20 万字读书笔记（不含标点符号），学

院组织考查，登载成绩，同时考查学生“钢笔字”书写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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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专业选修课程教学计划表 

表 6-1  专业限选课程化学方向教学计划表 

课程 

性质 

专业

方向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数 
学期 周学时 

考核

方式 

承担单

位 
备注  

合计 讲授 实验/实践 

专业 

限选课 

化学

方向 

330012601 物理化学 4 72 72  5 4 考试 

化学 

学院 

 

330012602 物理化学实验 1 36  36 6 +4 考查 前九周 

330012617 综合化学实验 1 36  36 6 +4 考查 后九周 

小  计 6 144 72 72      

表 6-2  专业限选课程生命科学方向教学计划表 

课程 

性质 

专业

方向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数 
学期 周学时 

考核

方式 

承担单

位 
备注  

合计 讲授 实验/实践 

专业 

限选课 

生命

科学

方向 

330012603 分子生物学 3 54 54  5 3 考试 
生命科

学学院 

 

330012604 细胞生物学 3 54 54  6 3 
考试 

 

小  计 6 108 108       

表 6-3  专业限选课程地理与环境方向教学计划表 

课程 

性质 

专业 

方向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数 
学期 周学时 

考核

方式 

承担 

单位 
备注  

合计 讲授 实验/实践 

专业 

限选课 

地理与

环境科

学方向 

330012605 遥感概论 3 72 36 36 5 2+2 
考试 地理与

环境科

学学院 

 

330012606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 3 72 36 36 6 2+2 考试  

小  计 6 144 72 72      

【注：学生须在 3 个专业限选方向中选定其中 1 个专业方向，修读该方向全部限选课程。】 

表 6-4  专业任选课程教学计划表 

课程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数  

学期  周学时  
考核

方式 

承担单

位  
备注  

合计  讲授  
实验/实

践  

专业

任选

课 

330012607 中级无机化学 2 36 36  3 2 考查 

化学化

工学院 

 

330012608 中级有机化学 2 36 36  4 2 考查  

330012609 计算化学导论 2 36 36  5 2 考查  

330012618 科技创新研究交流 1 1 周  1 周 4  考查  

330012610 生物统计 2 36 36  3 2 考查 

生命科

学学院 

 

330012611 基因组学 2 36 36  4 2 考查  

330012612 免疫学 2 36 36  5 2 考查  

330012613 地理学思想史 2 36 36  3 2 考查 
地理与

环境科

学学院 

 

330012614 中国地理 2 36 36  4 2 考查  

330012615 全球变化 2 36 36  5 2 考查  

小  计 19 324 324       

【注：学生必须完成至少 12 学分选修课程，其中限选 6 学分，任选 6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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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素质拓展与实践创新教学计划表 

课程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数  

学期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承担

单位 
备注  

合计  讲授  
实验/

实践  

  学生创新能力提升计划 1       考查 

化学

化工 

学院 

（1）学生必

须完成本模

块 4 学分； 

（2）学分获

取依据化学

化工学院素

质拓展与实

践创新活动

项目设置及

学分认定标

准和办法执

行。 

  “挑战杯”竞赛 1      考查 

  “互联网+”竞赛 1      考查 

  专业技能训练（金工实习） 1      考查 

  学术科技活动 1      考查 

  学科专业竞赛 1      考查 

  社会实践 1      考查 

  科技实践 1      考查 

  发表研究论文 1      考查 

  申请专利 1      考查 

  .....        

小  计 10         

 

十、支撑矩阵 

（一） 目标矩阵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目标 5  

知识要求 

1-1 L H M M L 

1-2 L H H H L 

1-3 M L M L M 

能力要求 

2-1 L H H H M 

2-2 L H H H L 

2-3 L H H M L 

2-4 M M H L M 

素质要求 

3-1 H L L L H 

3-2 L H M M L 

3-3 M L M L H 

3-4 L H L H L 

【注：H 代表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高支撑，M代表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中支撑，L代表毕业

要求对培养目标低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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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矩阵 

           毕业要求 

 课程 

知识要求 能力要求 素质要求 统计  

1-1 1-2 1-3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H  M  L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思想道德与法治   L     H  L  1  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L     H  L  1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L     H  L  1  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L     H  L  1  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L     H  L  1  2 

形势与政策    L     H  L  1  2 

军事课   L    M H  H  2 1 1 

大学体育       M   H  1 1  

大学英语 H M  M        1 2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M   L  1 1 

劳动     L  L M  M   2 2 

大学语文   M       L   1 1 

大学生心理健康        L  M   1 1 

通识教育任选课程   H      M M  1 2  

学科 高等数学 H    M    L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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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课程 

线性代数及概率论 H    M    L   1 1 1 

专业英语 H M  M        1 2  

科技信息检索与论文写作 M   H L       1 1 1 

专 

业 

必 

修 

课 

程 

学科导引课  L         M  1 1 

学科前沿课               

经典文献研读  M    L     L  1 2 

学年论文     H H M     2 1  

科研项目训练     H H M     2 1  

无机化学  H       L  M 1 1 1 

分析化学  H       L  M 1 1 1 

基础化学实验  M   H M M     1 3  

有机化学  H       L  M 1 1 1 

有机化学实验  M   H M M     1 3  

微生物学  H       L  M 1 1 1 

普通生物学  H       L  M 1 1 1 

普通生物实验  M   H M M     1 3  

大学物理  H       L  M 1 1 1 

大学物理实验  M   H M M     1 3  

自然地理学  H       L  M 1 1 1 

人文地理学  H       L  M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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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分析与实验  M   H M M     1 3  

生物化学  H       L  M 1 1 1 

生物化学实验  M   H M M     1 3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H       L  M 1 1 1 

读书课程   M      L H  1 1 1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物理化学  H       L  M 1 1 1 

物理化学实验  M   H M M     1 3  

化学综合实验  M   H M M     1 3  

分子生物学  H       L  M 1 1 1 

细胞生物学  H       L  M 1 1 1 

遥感概论  H       L  M 1 1 1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  H       L  M 1 1 1 

统 

计 

H 20 13 10 43 

M 14 24 21 59 

L 8 4 27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