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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农业大学文件
校教发〔2016〕1 号

本科专业人才分类培养方案修订指导意见
（2016 年版）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以及《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

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号）等文件精神，坚持学生为本、

立德树人的原则，深入推进本科人才分类培养，深化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稳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学校决定按照“分类培养，因

材施教，注重创新，强化实践，全面发展”的思路修（制）订现

行人才培养方案，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构建与

学校办学定位相吻合、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本科人才分类培养体

系，为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和社会责任感、善于学习、勇于创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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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学术型、应用型和复合型三类高素质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一、基本原则

（一）科学定位，分类培养

以专业性质、社会需求和就业状况等为依据，确定各专业人

才培养类型：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点覆盖的普通本科专业主要培养

学术型人才；职教师资本科专业、应用性强的普通本科专业主要

培养应用型人才；其余普通本科专业主要培养复合型人才。按不

同类型的人才培养要求，逐步实现分级分类教学。各专业须结合

办学实际，深入社会调研，准确定位专业人才培养类型。

（二）优化课程，因材施教

构建大基础教育下的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专业课三台

阶必修课程体系。精简课程门数，优化课程内容。积极推进教学

方式方法改革，强化教学互动，倡导问题导向式、项目引领式教

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注重思维启迪，

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意识，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三）注重训练，学思结合

提升课程内涵，开展课程习题、课程论文、课程心得、课程

讨论、读书报告和课外实践等多种形式的课程训练，培养学生自

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让学生在训练中成长、成才。完善平时

考核成绩和课终考试成绩相结合的多元多次课程学习效果考核新

体系，提高平时考核成绩比重，平时成绩由 3～6个项目构成。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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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探索非标准答案考试。

（四）强化实践，知行统一

完善以能力为重的实践教学体系，整合优化实践教学课程内

容，改革实践教学方法。根据人才分类培养目标，设计差异化的

实践教学环节。完善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功能，积极推进校校、

校企、校地、校所合作的协同育人机制。深入推进大学生创新训

练计划、创业训练计划、科研兴趣培养计划、专业技能提升计划、

文化素质提升计划五大计划，着力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和实践

能力。

（五）文理交融，全面发展

精心打造公共选修课，专业必修课程互为选修课，促进学科

交叉，实现文理交融。坚持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理论教学

与实践教学结合、课堂教学与课外指导结合、科学研究与教育教

学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结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二、培养目标

（一）学术型 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较为系统的专业知识，

注重学科基础知识学习和科学素质的养成，突出科学精神、创新

意识与能力的培养，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和一定的学术批判性思

维。

（二）复合型 具有较好的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注重学科

基础和专业技能培养，具有较为宽广的知识面，具备一定的学术

研究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现多学科结合、一专多能。



— 4 —

（三）应用型 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注重应用

性知识和技能掌握，侧重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和适应职业的能力，

具备较强的实践技能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课程结构

课

程

结

构

公共基础课

学科基础课

专业课（专业基础课+专业骨干课）

必修环节

理论教学

实践教学

选修环节

公共选修课

推荐选修课

任意选修课

约占总学分 75%

约占总学分 25%

军训

课程实验

课程实习

专业综合实习

创新创业实践

毕业论文（设计）

顶岗实习

毕业实习

四、课程设置

（一）必修课学分分配比例

学术型构建以强化理论基础、提高科学研究素养和能力为重

点的课程体系，鼓励开设1～2门双语或外语课程；复合型构建以

综合能力培养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应用型构建以应用性知识和实

践技能为核心的课程体系。三台阶必修课程在各类型人才培养方

案中的学分建议比例见表1，可在5%内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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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类型人才培养方案三台阶课程学分比例

必修课类型 学术型 复合型 应用型

公共基础课 30% 30% 30%

学科基础课 45% 40% 30%

专业课 25% 30% 40%

（二）合理安排课程

每个专业重点建设3～5门核心骨干课程，用“★”在培养方

案中标注；推荐选修课不超过3门；均衡学期间学时分布，每学期

开课不超过5门，低于2学分的课程不跨学期安排；课程教学结束1

周后即可安排课程考试。

（三）课程设置说明

三校区开设的同名称课程，其英文名称、学分、内容、教材、

考核方式应保持一致。

1．公共基础课

公共基础课包括思想政治理论类、英语类和体育类，由学校

统一设置（见附件1）。

（1）思想政治理论类 16学分。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3学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6学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学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3学分、形势

与政策2学分。

（2）英语类 12学分。实行分级分类教学，在公共选修课程

中设置外语类选修课程，供学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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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体育类 3学分。遵循知行统一的育人规律，构建体育

理论课与体育实训课相结合的课程体系。

2．学科基础课

依据人才分类培养类型，按照本科专业目录二级类别设置学

科基础课。稳步推进学科基础课的分级分类教学，学科基础课中

的数理化类课程须从附件2中选择相应层次的课程。职教师资本科

专业在学科基础课与普通本科相同专业保持一致的基础上，增设

《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课程。

3．专业概论与新生研讨课

为引导新生认识专业、认识大学学习和了解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开设1学分的《专业概论与新生研讨》课程，进行专业适应性

教育，任课教师原则上为学科领域学术造诣深、教学效果好、深

受学生欢迎的高级职称教师，且不超过3人。研讨学时不低于6学

时，即学生写出专业发展综述和大学学习设想等，在教师指导下

就某一专题开展小组讨论，进行口头辩论，并写出心得体会。

4．核心骨干课

含理论和实验教学的核心骨干课程学分不低于 4 学分，单独

理论教学的核心骨干课程学分不低于 3学分，理论和实验教学都

须有三分之一的研究性教学，强化对学生的课程训练和能力培养，

平时考核成绩占课程考核总成绩的 50%以上。

5．创新创业教育

面向全体学生开设通识性公共选修类创新创业课程；学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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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型和应用型专业须在专业课和实践教学中贯穿创新教育，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复合型和应用型专业应在专业课教学和实践

中融入创新创业相关内容，增加提升专业技能的课程实习、综合

实习及创业实践等各类实践活动，促进专业知识技能学习与创新

创业实践的有效衔接。

学生通过撰写社会调查报告、公开发表文章、学术会议论文

交流、技能认证、创业实践、课外科技活动和获得各类竞赛证书

等多种途径获得创新创业实践课程学分。

6．公共选修课

构建强化素质教育、有特色的公共选修课体系，着力对学生

进行创新思维培养和能力训练，拓宽学生知识面，实现学科渗透、

文理兼容，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各学院应围绕学生社会生存能力

和健康着力打造 1 门以上具有学院特色的品牌公选课。学生应至

少修读 8个学分的公共选修课，其中，人文社科类专业学生至少

修满 4个学分的自然科学类公共选修课，自然科学类专业学生至

少修满 4个学分的人文社科类公共选修课。

五、实践教学

（一）学分要求

理农医类专业实践教学不少于总学分（学时）的 25%，工科

类专业不少于 30%，其余专业不少于 15%。

（二）培养途径

学术型人才培养通过课程论文、科研训练项目等，引导其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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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进入实验室参与科学研究，强化科研基本素质和能力的培养；

复合型人才培养通过加强实验基础、专业实习、综合实习及毕业

论文（设计），引导其参与创新创业实践，提升专业知识运用及

创业能力；应用型人才培养应重点加强生产实践锻炼或顶岗实习，

强化实践技能和就业能力培养。

1．实验

各类型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实验项目分为认知验证性实验、

综合设计性实验、研究创新性实验三大类，建议比例见表 2，可

在 5%内浮动。

表 2 各类型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实验项目比例

类 别 学术型 复合型 应用型

认知验证性实验 25% 30% 35%

综合设计性实验 50% 55% 60%

研究创新性实验 25% 15% 5%

2．实习

实习学分与要求见表 3。

表 3 实习学分与要求

项 目 学分 学术型 复合型 应用型

军 训 2 学校统一安排

创新创业

实践
2 各专业根据情况合理安排

课程实习

和专业综

合实习

4～9 根据课程和专业性质合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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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岗实习 8 / /
各专业根据情况

合理安排

毕业论文

（设计）

8

(应用

型 4

学分)

第 3 学期启

动导师制，侧

重于科研训

练，完成科研

论文。第 7 学

期开题，第 8

学期答辩。

第 5 学期启动导

师制，第 6 学期

开题，毕业论文

（设计）与毕业

实习分开进行，

完成科研论文或

毕业设计为主。

四 年 制 本 科 专

业，第 7 或 8 学

期答辩；五年制

本科专业，第 9

或 10 学期答辩。

第 5 学期启动导

师制，第 6 学期开

题，毕业论文（设

计）、毕业实习、

顶岗实习结合，以

完成毕业设计或

调研报告为主。四

年制本科专业，第

7或 8 学期答辩；

五年制本科专业，

第 9 或 10 学期答

辩。

毕业实习

4

(应用

型 2
学分)

六、其它

（一）修业年限

四年制本科专业，学习年限原则上为3～6年；五年制本科专

业，学习年限原则上为4～7年。

（二）教学进程安排

四年制本科专业：一、二学年主要学习公共基础课与学科基

础课，三、四学年重点进行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第七学

期，学术型和复合型专业必修课不超过2门，应用型专业可不安排

必修课程。

五年制本科专业：一、二学年主要学习公共基础课与学科基

础课，三、四、五学年重点进行专业基础和专业课学习；第九学

期专业必修课不超过2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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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时学分计算办法

理论课程16学时计1学分，实验课程16～18学时计1学分，总

学时按8的倍数核算。每门课程按不低于理论学时数10%的比例设

置课程训练指导学时。课程实习和专业综合实习每周计1学分；创

新创业实践课程计2学分，其中社会实践计0.5学分。

（四）毕业审核

1．修读学分要求

四年制本科专业：农学、理学、工学类本科专业应修读 170

学分；经济学、管理学、文学、教育学、法学、艺术学类本科专

业应修读 165 学分。

五年制本科专业：工科类应修读 210 学分。

2．学分审核

必修环节和选修环节的修读学分须分别达到修读学分要求，

总学分须达到毕业修读总学分要求。

附件: 1.公共基础课程设置

2.部分学科基础课程设置

四川农业大学

2016 年 1 月 12 日

四川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6 年 1月 12 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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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公共基础课程设置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

课程名称
课程

性质

学

分

学 时

执行

学期
总

计

理

论

实

践

课程

训练

指导

学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必修 3 48 40 4 4 第 5 或 6学期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Ⅰ
必修 2 32 26 4 2 第 1 学期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Ⅱ
必修 1 16 14 2 第 2 学期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6 96 68 18 10 第 3 或 4学期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2 32 24 4 4 第 2 或 3学期

形势与政策 必修 2 32 28 0 4
第 1,2,3,4 学

期

二、英语类

课程名称
课程

性质

学

分

学时 执行学期

适用专业总

计

理

论

实

验

课程

训练

指导

学时

1 2 3

大学英语 A 必修 12 192 126 48 18 64 64 64

非艺体、职

教师资类

专业

大学英语 D 必修 8 128 84 32 12 64 64
艺体、职教

类专业

外语类选修

公共

选修

课

第 2～8 学期
非英语类

专业



— 12 —

备注：

1．非英语专业的普通本科学生须修读大学英语必修课程共 12 个学分，

艺体类和职教类本科学生须修读大学英语必修课程共 8个学分，其中实验

内容为听力训练。

2．申请英语免修获准的本科学生可不修读余下的大学英语课程。

3．非英语专业学生可选修外语类选修课程，包括英汉实用翻译、欧洲

文化概论、英美文化概论、英语经典影视文化赏析、基础法语等课程。每

门课程 2学分，36 学时，其中，课程训练指导 4 学时。

三、体育类

课程名称
课程

性质
学分 总学时

执行学期 适用

专业

1 2 3

体育理论课 必修 1 16 16

非 体 育

类专业
体育实训课 必修 2 32 16 16

单项体育课
公共

选修课
1 16 第 2～8学期

备注：

1．学生每个学期只能选一次单项体育课（公共选修课），每次只能选

1 个项目，选修单项体育课最多不超过 3学分。

2．单项体育课开设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网球、羽毛球、形体

训练、健美操、民族舞、定向拓展、器械健身、太极拳、跆拳道、体育保

健学等项目。



— 13 —

附件 2: 部分学科基础课程设置

一、数学类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执行

学期

适用专业
总

计

理

论

课程

训练

指导

学时

1 2

高等数学 A 8 128 116 12 80 48 理学类、工学类和经管类

部分专业高等数学 B 7 112 102 10 80 32

高等数学 C 5 80 72 8 80

除 A、B 类外需修读高等

数学的普通本科专业和

部分职教师资专业

高等数学 D 5 80 72 8 80 职教师资相关专业

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
4 64 58 6 64 工、理、经管类专业原

则上为必修课，其他

专业可为选修课线性代数 2 32 28 4 32

备注： 1．因为先修课程和后续课程的原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及线

性代数应安排在第二学期。

2．每个组别课程的主要内容：

高等数学 A：一元微积分、二元微分、微分方程、二元积分、线面积

分、三重积分、级数。

高等数学 B：一元微积分、二元微分、二元积分、微分方程、级数。

高等数学 C：一元微积分、多元微积分、初等微分方程。

高等数学 D：一元微积分、多元微积分、简单微分方程。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概率计算、数字特征、大数定理、区间估计、假

设检验、回归分析、方差分析。

线性代数：矩阵运算、行列式运算、线性方程组、二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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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理类

课程名称 学分

学 时

执行

学期
适用专业总

计

理

论

实

验

课程训

练指导

学时

大学物理 A 6 100 58 36 6
第 3

学期

农学类、理学类和

工学类等部分专

业
大学物理 B 4 66 44 18 4

第 2

学期

大学物理 D 3 50 28 18 4
第 2

学期

职教师资

相关专业

备注： 1．物理课程应安排高等数学课之后，即第 2 或 3学期。

2．每个组别课程的主要内容：

大学物理 A：质点运动学和动力学、动量和能量守恒定律、刚体力学、

热力学、静电场、稳恒磁场、电磁感应及电磁场。

大学物理 B：流体力学、热力学基础、静电场、稳恒磁场、电磁感应。

大学物理 D：流体力学、热力学基础、静电场、稳恒磁场。

三、无机及分析化学类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执行

学期

适用专业
总

计

理

论

实

验

课程训

练指导

学时

1 2

无机及分析

化学 A
5 80 72 8 52 28 农学类、理学

类和工学类等

部分专业无机及分析

化学实验 A
3.5 64 64 2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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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及分析

化学 B
4.5 72 64 8 44 28 农学类、理学

类和工学类等

部分专业无机及分析

化学实验 B
3.5 64 64 24 40

无机及分析

化学 D
4 64 58 6 36 28

职教师资

相关专业无机及分析

化学实验 D
3.5 64 64 24 40

备注：1．理论课与实验课在同一学期开设。

2．每个组别课程的主要内容：

无机及分析化学 A：溶液与胶体、化学热力学基础、化学反应速度和

化学平衡、物质结构、酸碱反应与平衡、沉淀溶解平衡、氧化还原反应与

平衡、配位化合物与配位平衡、定量分析概述、酸碱滴定法、配位滴定法、

氧化还原滴定法、分光光度法。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A：乳浊液的制备及其类型鉴别、玻璃量器的校

正、金属 Mg 相对原子量的测定、胶体与吸附、酸碱溶液的配置和比较滴定、

电解质溶液、配位化合物的生成和性质、氧化还原反应与电化学、分光光

度法测定铁的含量、氢氧化钙溶度积的测定、醋酸解离度和解离常数的测

定、酱油中氨基酸态氮含量的测定、重铬酸钾法测定亚铁化合物中铁的含

量、氢氧化钠溶液浓度的标定和果品总酸度的测定、水的总硬度及钙镁含

量的测定、未知液溶液 pH 的测定法、粗硫酸铜的提纯和纯度的测定、植物

组织中叶绿素含量测定。

无机及分析化学 B：溶液与胶体、化学热力学基础概述、化学反应速

度和化学平衡、酸碱反应与平衡、沉淀溶解平衡、氧化还原反应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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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位化合物与配位平衡、定量分析概述、酸碱滴定法、配位滴定法、氧化

还原滴定法、分光光度法。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B：乳浊液的制备及其类型鉴别、玻璃量器的校

正、金属 Mg 相对原子量的测定、胶体与吸附、酸碱溶液的配置和比较滴定、

电解质溶液、配位化合物的生成和性质、氧化还原反应与电化学、分光光

度法测定铁的含量、利用双指示剂法测定混合碱中碳酸钠和碳酸氢钠的含

量、漂白粉中有效氯含量的测定、EDTA 的配制及标定、重铬酸钾法测定亚

铁化合物中铁的含量、氢氧化钠溶液浓度的标定和果品总酸度的测定、水

的总硬度及钙镁含量的测定、未知液溶液 pH的测定法、粗硫酸铜的提纯和

纯度的测定、高锰酸标准溶液的配制与标定及石灰石中钙含量的测定。

无机及分析化学 D：溶液与胶体、化学反应速度和化学平衡、酸碱反

应与平衡、沉淀溶解平衡、氧化还原反应与平衡、配位化合物与配位平衡、

误差和数据处理简介、酸碱滴定法、配位滴定法、氧化还原滴定法、分光

光度法。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D：常用的玻璃仪器的洗涤干燥和应用、玻璃量

器的校正、金属 Mg 相对原子量的测定、胶体与吸附、酸碱溶液的配置和比

较滴定、电解质溶液、配位化合物的生成和性质、氧化还原反应、分光光

度法测定铁的含量、利用双指示剂法测定混合碱中碳酸钠和碳酸氢钠的含

量、盐酸溶液的配制和标定、EDTA 的配制及标定、重铬酸钾法测定亚铁化

合物中铁的含量、氢氧化钠溶液的配制与标定、水的总硬度及钙镁含量的

测定、未知液溶液 pH 的测定法、粗硫酸铜的提纯和纯度的测定、N6a2S2O3

的配制与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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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机化学类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执行学期 适用专业总

计

理

论

实

验

课程

训练

指导

学时

有机化学 A 4.5 72 64 8 第 2 或 3 学期

农学类、理学

类和工学类

等部分

专业

有机化学

实验 A
2 36 36 第 2 或 3 学期

有机化学 B 3 48 42 6 第 2 或 3 学期

有机化学

实验 B
2 36 36 第 2 或 3 学期

有机化学 D 2.5 40 36 4 第 2 或 3 学期
职教师资

相关专业有机化学

实验 D
2 36 36 第 2 或 3 学期

备注：1．因为先修课程和后续课程的原因，有机化学应安排在第 2 或

3 学期，实验课与理论课在同一学期开设。

2．每个组别课程的主要内容：

有机化学 A：饱和脂肪烃、不饱和脂肪烃、芳香烃、立体异构、卤代

烃、醇酚醚、醛酮醌、羧酸及其衍生物和取代酸、含氮和含磷化合物、杂

环化合物和生物碱、碳水化合物、氨基酸、蛋白质和核酸。

有机化学实验 A：蒸馏及沸点测定、重结晶及过滤、熔点测定、旋光

法测定葡萄糖含量、乙酰苯胺合成、正溴丁烷合成及折光仪使用、乙酸乙

酯合成、苯甲醇和苯甲酸合成、茶叶中咖啡因提取。

有机化学 B：饱和脂肪烃、不饱和脂肪烃、芳香烃、立体异构、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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烃、醇酚醚、醛酮醌、羧酸及其衍生物和取代酸。

有机化学实验 B：蒸馏及沸点测定、重结晶及过滤、熔点测定、白酒

中乙醇含量的测定、旋光法测定葡萄糖含量、乙酰苯胺合成、正溴丁烷合

成及折光仪使用、茶叶中咖啡因提取、醇酚醛酮和糖的性质。

有机化学 D：饱和脂肪烃、不饱和脂肪烃、芳香烃、立体异构、卤代

烃、醇酚醚、醛酮醌。

有机化学实验 D：模型试验、蒸馏及沸点测定、重结晶及过滤、熔点

测定、白酒中乙醇含量的测定、旋光法测定葡萄糖含量、乙酰苯胺合成、

乙酸乙酯合成、醇酚醛酮和糖的性质。

五、基础生物化学类

课程名称 学分

学 时

执行学期 适用专业
总计 理论 实验

课程训

练指导

学时

基础生物

化学 A
4 72 64 8 第 4 学期

农学类、理学

类和工 学类

等部分专业

基础生物

化学实验 A
2 36 36 第 4 学期

基础生物

化学 B
3 48 42 6 第 3或 4 学期

基础生物

化学实验 B
2 36 36 第 3或 4 学期

基础生物

化学 D
3 48 42 6 第 3或 4 学期 职教师资

相关专业基础生物

化学实验 D
2 36 36 第 3或 4 学期

备注： 1．理论课与实验课在同一学期开设。

2．每个组别课程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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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生物化学 A：蛋白质化学、核酸化学、酶学、维生素与辅酶、生

物膜的结构与功能、新陈代谢引论和生物能学概述、糖与糖代谢、生物氢

化电子传递和氧化磷酸化作用、脂类代谢、蛋白质的酶促降解和氨基酸

的代谢、核酸的酶水解和核苷酸代谢、DNA 的复制、修复和重组、RNA 的生

物合成、蛋白质的生物合成与修饰、细胞代谢和基因表达的调节、基因工

程和蛋白质工程。

基础生物化学实验 A：双缩脲法测定蛋白质含量、醋酸纤维薄膜电泳

分离血清蛋白质、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测定蛋白质相对分子量、植物

组织中游离氨基酸的分离鉴定、PNPG 法测定β-葡聚糖苷酶的活性、植物

组织中 DNA 的提取和纯度鉴定、琼脂糖凝胶电泳分离鉴定 DNA、酶促转氨

基作用及其鉴定、植物黄酮的提取与测定。

基础生物化学 B：蛋白质化学、核酸化学、酶化学、糖类代谢、生物

氧化与氧化磷酸化、脂类代谢、蛋白质的酶促降解和氨基酸代谢、核酸的

酶促降解和核苷酸代谢、核酸的生物合成、蛋白质的生物合成、代谢调节。

基础生物化学实验 B：双缩脲法测定蛋白质含量、醋酸纤维薄膜电泳

分离血清蛋白质、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测定蛋白质相对分子量、植物

组织中游离氨基酸的分离鉴定、影响酶作用的因素、过氧化氢酶活力的测

定、植物组织中 DNA 的提取和纯度鉴定、琼脂糖凝胶电泳分离鉴定 DNA、

酶促转氨基作用及其鉴定。

基础生物化学 D：蛋白质化学、核酸化学、酶化学、糖类代谢、生物

氧化与氧化磷酸化、脂类代谢、蛋白质的酶促降解和氨基酸代谢、核酸的

酶促降解和核苷酸代谢、核酸的生物合成、蛋白质的生物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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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生物化学实验 D：蛋白质两性解离及等电点的测定、双缩脲法测

定蛋白质含量、醋酸纤维薄膜电泳分离血清蛋白质、SDS-聚丙烯酰胺凝胶

电泳测定蛋白质相对分子量、植物组织中游离氨基酸的分离鉴定、影响酶

作用的因素、过氧化氢酶活力的测定、植物组织中 DNA 的提取和纯度鉴定、

琼脂糖凝胶电泳分离鉴定 DNA。

六、职教师资类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适用专业

总计 理论
课程训练指

导学时

教育学
2.

5
40 36 4 第 3 学期

职教师资

相关专业

教育心理学 3 48 42 6 第 4 学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