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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面向国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办好特殊教育和教师队伍建设重

大战略需求，坚持立德树人，落实《关于制订全育人理念下专业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文件

要求；遵循特殊教育专业的跨学科特性，充分整合优质教学资源，以创新学科知识与特殊教

育知识融合体系为核心，坚持卓越育人；搭建适应学生个性化发展的综合平台，推动学生自

由、全面发展，为特殊教育事业培养优质人才。

二、培养目标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师德师风

高尚、特殊教育情怀深厚、特殊教育专业知识与学科知识整合能力强、教育教学能力全面、

育人能力出色、具有国际视野、综合素质高的复合型特殊教育卓越人才。

  专业理念与师德。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教育情怀，具有献身特殊教育事业、扎

根基层、甘于奉献、乐于奋斗的道德品质。

  专业知识与能力。具有宽厚的教育学基础、扎实的特殊教育知识技能、良好的学科教学

整合的能力、出色的班级管理和育人能力，具备从事特殊教育研究的能力，能在特殊教育实

践工作中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

  专业发展与反思。具备国际视野，服务国家特殊教育发展需求，自主规划职业生涯，具

有终身学习的习惯和持续发展的意识，敢于挑战，能在特殊教育实际问题解决过程中不断反

思，持续提升专业能力。

三、毕业要求

1.【师德规范】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政

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己任。具有依法执教的自

觉意识，遵守《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身心健康，明德乐群，为人师表，



立志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2.【教育情怀】 具有从事特殊教育相关工作的意愿，高度认同特殊教育的意义，深刻

认识特殊教育工作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以正确的价值观、残疾人观、特

殊学生发展观和教育观，关爱和尊重每一位特殊学生；以宽厚的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和积极

的情感，投入到促进特殊学生最大限度发展的历程中，成为他们健康成长、适应社会、融入

社会的仁爱之师。

3.【专业知识】 具有宽厚的教育学及相关学科的基础，系统掌握特殊教育的基本知识、

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理解所教学科知识体系的基本内容、基本思想和方法，了解该学科与

其他学科、社会生活的联系；掌握不同障碍类型学生教育的基本内容和方法，理解特殊儿童

康复训练的基本内容、基本思想和方法；了解并初步运用学习科学的相关知识，形成整合特

殊教育知识与学科专业知识的能力。

4.【教学能力】 能够科学评估特殊儿童的身心发展水平和特殊教育需要。能够制定个

别化教育计划和教学活动方案，具备有效进行教学设计、实施和评价的能力。能够结合课程

内容对学生进行相关康复训练。具备较强的教学研究能力，能够在特殊教育实践中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和辅助技术。

5.【综合育人】 理解所教学生的身心发展和养成教育规律。理解学科育人价值，能够

设计结合教学及康复训练的育人活动。了解学校文化和教育活动的育人内涵和方法，能够组

织主题教育和班团队、兴趣小组活动，适时地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

6.【班级指导】 树立德育为先理念，掌握德育原理与方法，组织开展德育、心理健康

教育、安全教育等班级活动。掌握班级组织管理的规律与方法，能积极干预学生的常见行为

问题，具备班级管理的能力。

7.【学会反思】具有终身学习意识，立足国家新时代特殊教育发展需求和自身发展愿景，

制定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不断革新自我知识和能力结构，学会发展。具备全球视野，了解国

际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热点与面临的问题，能够开展跨文化交流；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客观

分析国内外特殊教育理念和经验，敢于挑战，不断尝试，能够创造性地解决实践中的教育教

学问题。

8.【沟通合作】具有构建学习共同体的意识，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和人际交往意识，

能够开展小组互助和合作学习。能够与特殊需要学生家长、多学科专业团队以及其他特殊教

育相关方进行积极的沟通与合作。



四、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关系矩阵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对应支撑情况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专业理念与师德

专业知识与能力
专业发展与反思

教学 育人

1.师德规范 H L M L

2．教育情怀 H L M L

3．专业知识 L H M M

4．教学能力 L H M M

5．综合育人 M M H M

6.班级指导 M M H M

7.学会反思 L M M H

8.沟通合作 L M M H

注：H 表示支撑度高，M表示支撑度中等，L表示支撑度低。

五、课程体系学分构成及修读建议

（一）课程体系学分设置

1.总学分：156 分。

2.公共必修课程 35 学分，占 22.44%；

3.通识教育课程 8 学分，占 5.13%；

4.学科基础课程

中文 49 学分，占 31.41%；数学 44 学分，占 28.21%；

5.专业教育课程

中文 43 学分，占 27.56%；数学 48 学分，30.77

6.教师教育课程 21 学分，占 13.46%

实践学分总共 41 学分，占 26.3%。（实践学分具体包括：公共必修课程 14 学分；学科基

础课程 1 学分；专业教育课程 11 学分；教师教育课程 15 学分。）

（二）修读要求

1.学生在院系指导下安排自己的学习进程，修满培养计划规定的学分课程要求及养成教

育方案达标要求，方能毕业。

2.要求修读 2 学分的劳动与创造模块课程，可由修读《教育实习》课程冲抵或由创新创

业 2 学分冲抵。

3.学部通识必修《发展心理学》课程统筹纳入公共必修之“心理健康”模块。



4.学生毕业时的体质健康测试成绩和等级，按毕业学年体质健康测试总分的 50%与其他学

年总分平均得分的 50%之和进行评定，评定成绩达不到 50 分者，按结业或肄业处理。

5.学分修读建议学生在一、二年级选课最多不超过 27 学分，最低不低于 20 学分。三、

四年级最高不超过 24 学分，最低不低于 14 学分。

6.学制：4 年，最长修读年限：6年（含休学）。达到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可授予教育

学学士学位。

六、课程体系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各学期周课时
暑期

短学期
总学时

1 2 3 4 5 6 7 8 1 2 3 讲课
实践

实验
合计

公

共

必

修

课

英语类 8 4 4 108 36 144

计算机类 4 2 2 36 36 72

思政类 17 6 3 3 3 2 216 90 306

体育类 4 1 1 1 1 144 144

军事理论 2 2 2 36 36 72

心理健康 0

劳动与创造 0

学分要求 35 378 324 702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经典阅

读课程

伟大的智慧

学分要求

经典阅

读课程

伟大的智慧

学分要求

核心

课程

理性、科学与发展

实践、技术与创新

思辨、推理与判断

文化、审美与诠释

价值、社会与进步

伦理、教育与沟通

学分要求

学分要求 8 144 144

学科

基础

课程

学

科

平

台

通

识

课

程

必

修

学生

发展

规律

人体科学 2 2 36 36

发展心理学 3 3 54 54

德育原理与方法 2 2 36 36

学分要求 7 126 126

教育

组织

运行

教育原理 2 2 36 36

中外教育思想 3 3 54 54

课程与教学基础 2 2 36 36

教育政策与管理 2 2 36 36

学分要求 9 162 162



思维

与

方法

教育研究方法 3 3 54 54

量化推理与教育统计 2 2 36 36

学术写作与沟通 2 2 36 36

学分要求 7 126 126

学分要求 23 414 414

选

修

师范

生基

础平

台

哲学概论 2

形式逻辑 2

中国文化专题 2

世界文化专题十五讲 2

学分要求 2 36 36

平台

选修

教育心理学(特教限

选)
2 2

融合教育的理论与实

践(特教限选)
2 2

学部内跨专业选修 1

学分要求 8 144 144

学分要求 10 180 180

学分要求 33 594 594

“五个一

百”课程

“五个一百”教育研学 1 72 72

“五个一百”教育研学

（专题）
1 72 72

学分要求 1 72 72

学分要求 34 594 72 666

相

关

学

科

课

程

中文学科

现代汉语（一）（二） 4 2 2

古代汉语 3 3

中国古代文学史 3 3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3 3

外国文学史 2 2

学分要求 15

数学学科

高等数学 C（一） 5 5 90 90

高等数学（二） 3 3 54 54

线性代数 B 2 2 36 36

初等数学 3 3 54 54

学分要求 13

学分要求（中文15/数学10） 15/10
270/

234

270/

234

学分要求（中文49/数学47） 49/44
864/

828
72

936/

900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

业

必

修

特殊教育学 2 2 2 36 36

特殊儿童生理与病理 2 2 36 36

特殊儿童测量与评估 3 2+2 36 36 72

特殊教育课程与教学 2 2 36 36

特殊儿童康复训练 3 2+2 36 36 72



特殊儿童认知训练 3 2+2 36 36 72

特殊儿童沟通与语言训练 2 2 36 36

行为矫正技术 2 2 36 36

毕业论文 8 8 288 288

学分要求 27 288 396 684

专

业

选

修

特教
儿童

教育

智力障碍儿童心理与教育 2 2 36 36

听觉障碍儿童心理与教育 1 1 18 18

视觉障碍儿童心理与教育 1 1 18 18

自闭症儿童心理与教育
(特教指选)

2 2 36 36

学习困难儿童心理与教育 2 2 36 36

情绪与行为障碍儿童

心理与教育
2 2 36 36

言语与语言障碍儿童

心理与教育
2 2

特殊
儿童
心理

辅导
(特心
至少

修6
分)

异常心理学 2 2 36 36

心理咨询与治疗 2 2 36 36

特殊儿童心理辅导 2 2 36 36

特殊儿童音乐治疗 1 1 18 18

特殊儿童游戏治疗 1 1 18 18

综合
类

特殊教育政策 2 2 36 36

特殊教育史 2 2 36 36

特殊儿童家庭教育 2 2 36 36

特殊学生职业教育 1 1 18 18

特殊学生班级管理

（特教指选）
1 1 18 18

资源教师与学习支持 2 2 36 36

特殊儿童早期干预

（特教指选）
2 2 36 36

专业英语 1 1 18 18

学分要求（中文15/数学21） 16/21
270/

306

270/

306

学分要求（中文42/数学44） 43/48
558/

594
396

954/

990

教师

教育

课程

教育技

能训练

特殊教育教学技能训练 2 4 72 72

信息化教学设计与实践 1 1 18 9 27

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 2 4 72 72

学分要求 5 18 153 171

学科

教学

学科

版块

语文学科教育论 2 2 36 36

数学学科教学法 2 2 36 36

学分要求

（中文2/数学2）
2 36 36

专业

版块

特殊学校语文教材教法 3 2+2 36 36 72

特殊学校数学教材教法 3 2+2 36 36 72

学分要求 6 72 72 144

学分要求 8 108 72 180

教育见 教育见习（一）（二） 2 4 4 144 144



习实习 教育实习（研习） 6 18周 216 216

学分要求 8 360 360

学分要求 21 126 585 711

学分总计 156 2286 1377 3663

备注：只有师范专业要求填写“师范生基础课”和教师教育课程。

学部学科平台通识选修课列表（以数据库内的为准）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年级 修读要求

常规类

优秀教师的成长之路：案例与研讨 2 不限/不限

学习心理与教学设计 2 3、4年级/春季

教育实验与科学思维 1 2、3、4年级/不限

结构方程模型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 2 2、3、4年级/不限

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导引 1 2、3年级/秋季

教育纠纷案件的法律评析 2 2、3年级/春季

生涯发展与规划 2 1 年级/秋季

教育探究的史与思 1 不限/不限

教育生活的伦理与哲学思考 1 不限/不限

《学记》研读 1 不限/不限

基础教育改革案例分析 1 不限/不限

教育社会学：经典研究与当代发展 1 不限/不限

儿童人工智能游戏活动设计 1 不限/不限

教育研究中的准实验设计 1 不限/不限

教育大数据导论 2 不限/不限

教育民族志经典导读 1 不限/不限

德国赫尔巴特教育名著导读 1 不限/不限

教师政策与教育公正 1 不限/不限

儿童的目标、信念与选择发展 1 不限/不限

班级活动的设计与实施 2 不限/不限

校园欺凌干预 2 不限/不限

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1 不限/不限

数据驱动的教学理论与实践 2 不限/不限

教师培训设计与实施的理论与实践 2 不限/不限

跨文化教育研究 1 不限/不限

学习科学导论 2 2、3年级/不限

教育中的因果推断 1 2、3、4年级/春季

职业技术教育原理 2 1、2、3年级/春季

抽样调查与问卷设计 2 2、3年级/春季

回归分析 1 2、3年级/不限

《四书》选读与研讨 2 不限/不限



教育改革案例分析 2 不限/不限

知识、教育与社会 2 不限/不限

文化与人类发展 1 1 年级/春季

他国的学校与我们的学校：比较研究 2 1、2、3 年/不限

教学伦理 2 不限/不限

世界主要国家教育体系的比较研究 1 不限/不限

中国管理智慧 1 不限/不限

教育经典《民主主义与教育》导读 2 不限/不限

教育的证据版图 2 不限/不限

辩论与教学 1 不限/不限

教师师德修养 2 不限/不限

语文课程、教材、教学研究 1 不限/不限

当代中国与职业教育 2 不限/不限

教育与职业 1 不限/不限

社区教育 2 2、3年级/秋季

思维教学的原理与实践指导 1 不限/不限

工作分析与职业教育课程设计 2 不限/不限

有效教学 1 不限/不限

学校项目管理 1 不限/不限

中国美术名家名作赏析 2 不限/不限

中国工笔花鸟画 2 不限/不限

融合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2 3、4年级/不限

魅力嗓音 1 不限/不限

全英语类

当代教育心理学-新时代下的学习环境、策略及设计 1 2、3、4年级/不限

教育理论和政策的跨文化研究 1 不限/不限

英语教师专业技能发展 2 2、3、4年级/不限

研讨类

西方教学现场 1 1、2、3 年/秋季

学校、制度与文化 1 不限/不限

大学适应与专业认同 1 不限/不限

从 PCK 到标志性教学法 1 不限/不限

心智、大脑与教育 1 2、3、4年级/春季

理论的构建和应用 1 2、3、4年级/不限

学校文化专题研究 1 2、3、4年级/春季

大学经典研讨 1 3、4年级/不限

如何设计调查问卷 1 3、4年级/春季

儿童社会认知发展 1 2、3、4年级/不限

国际教学创新案例研究 1 2、3年级/春季

教育小说与近代中国社会 1 2、3年级/秋季

项目学习的演进与设计 1 3、4年级/春季

红色上海文化与课程思政设计 1 1、2年级/秋季

理解教育研究 1 不限/春季

中国的考试：从科举到高考 1 不限/秋季

中学教育案例与实践研究 1 不限/不限

课程教学设计实作 1 不限/不限



人文社科中的量子思维 1 不限/不限

教育研究中的质性数据搜集与分析 1 不限/不限

全球视野下的上海教育 1 不限/不限

七、专业核心课程和使用教材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PESE0031121001 特殊教育学 2

PESE0031131481 特殊儿童生理与病理 2

PESE0031131489 特殊儿童测量与评估 3

PESE0031132660 特殊教育课程与教学 2

PESE0031131490 特殊儿童康复训练 3

PESE0031131491 特殊儿童认知训练 3

PESE0031132602 特殊儿童沟通与语言训练 2

PESE0031131195 行为矫正技术 2

PESE0031131067 融合教育理论与实践 2

PESE0031141006 特殊学校语文教材教法 3

PESE0031141007 特殊学校数学教材教法 3

八、课程设置与毕业要求的关系矩阵

根据各门课程的教学目标与学生能力达成的相关度，填写如下关系矩阵。用符号表示相
关度：H-高度相关；M-中等相关。

特殊教育专业毕业要求与课程的对应关系矩阵

类别 教学环节

毕业要求

师德

规范

教育

情怀

专业

知识

教学

能力

综合

育人

班级

指导

学会

反思

沟通

合作

1
-
1

1
-
2

2
-
1

2
-
2

2
-
3

3
-
1

3
-
2

3
-
3

3
-
4

4
-
1

4
-
2

4
-
3

4
-
4

5
-
1

5
-
2

5
-
3

6
-
1

6
-
2

6
-
3

7
-
1

7
-
2

7
-
3

8
-
1

8
-
2



公
共
必
修

课

英语类 H M M
计算机类 M
体育类 H M
军事理论 M
劳动教育 M H
大学生形势与
政策

H

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

H H M

中国近代史纲
要

H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概论

H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一）

H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二）

H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经
典

阅
读
课

程

伟大的智慧 H

核
心
课

程

理性、科学与
发展

H H

实践、技术与
创新

H

思辨、推理与
判断

H H

文化、审美与
诠释

H

价值、社会与
进步

H

伦理、教育与
沟通

H H M H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学
科
平
台
通

识
课

程
必
修

人体科学 M H
发展心理学 M H M
德育原理与方
法

H M M M M H

教育原理 M M M H H M
中外教育思想 M M M H M
课程与教学基
础理论

H M

教育政策与领
导

M H M

教育研究方法 M H H
量化推理与教
育统计

H M

学术写作与沟
通

H M

学
科
平

台
通
识

哲学概论 M
形式逻辑 M
中国文化专题 M
世界文化专题
十五讲

M

信息化教学设 H



课
程
选

修

计与实践

教 育 心 理 学
(特教限选)

H M M M

融合教育的理
论与实践(特
教限选)

M H H M M

学部内跨专业
选修课程

拓
展
课

程

“五个一百”
实践课程（I）

H M H H M M M M

“五个一百”
实践课程（II）

H M H H M M M M

相
关
学

科
课
程
/

中
文

现代汉语（一）
（二）

H M

古代汉语 H M

中国古代文学
史

H M

中国现当代文
学史

H M

外国文学史 H M
相
关
学

科
课
程
/

数
学

高 等 数 学 C
（一）

H M

线性代数 A H M
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 A

H M

初等数学 H M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
业
必

修

特殊教育学
H H H M M

特殊儿童生理
与病理

M M M H

特殊儿童测量
与评估

M H M

特殊教育课程
与教学

M H M

特殊儿童康复
训练

H M M H M

特殊儿童认知
训练

H M M H M

特殊儿童沟通
与语言训练

H M M H M

行为矫正技术 M M M H
毕业论文 H M H

专
业
选

修

智力障碍儿童
心理与教育

H M M M

听觉障碍儿童
心理与教育

H M M M

视觉障碍儿童
心理与教育

M H M

自闭症儿童心
理与教育(特
教指选)

H M M M

学习困难儿童
心理与教育

M H M M M

情绪与行为障
碍儿童心理与
教育

H M M M M



言语与语言障
碍儿童心理与
教育

M H M

异常心理学 H M M

心理咨询与治疗 M M H
特殊儿童心理
辅导

M M H

特殊儿童音乐
治疗

M M M

特殊儿童游戏
治疗

M M M

特殊教育政策 M H M

特殊教育史 M M M H
特殊儿童家庭
教育

M H M

残障人士职业
教育

M H H

特殊学生班级
管理（特教指
选）

H M

资源教师与学
习支持

H M M

特殊儿童早期

干预(特教指
选)

M M H M M M M

专业英语 M M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教
育
技

能
训
练

特殊教育教学
技能训练

H M

国家通用手语
和国家通用盲
文

M H

学
科
教

学

语文学科教育
论

H M M

数学学科教学
法

H M

特殊学校语文
教材教法

M H M

特殊学校数学
教材教法

M H M

教

育
研
习
实

习

教育见习（一）

（二）
H M H H H

教育实习（研
习）

M M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M H H H H

毕业要求

养成教育

毕业要求

师德

规范

教育

情怀

专业

知识

教学

能力

综合

育人

班级

指导

学会

反思

沟通

合作

学业发展 M M H H M H H M

创新创业 M H H

科学人文 M H H

思想素质 H H M M

身心健康 M M M M

体美劳育 M M M M

生涯发展 M M H



志愿公益 H H M M M M H

实践拓展 H M M M M H



九、基于全育人培养的养成教育方案

一

级

模

块

二

级

模

块

修读类型
考核

类型
落实部门 活动（系列）名称 评价依据

智

慧

创

获

学

业

发

展

学校必修 定性 大夏书院
新生先导课（学术规范与伦理、先

锋榜样案例等）

完成规定学习为 P；若无则为

F

院系必修 定量 教育学部 学生表彰大会 完成 1次为 P；若无则为 F

自由选修 定量 特教系 特殊教育相关影片赏析
完成 1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

为 F

自由选修 定量 特教系
“特殊教育专业学习指导”主题班

会

完成 1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

为 F

创

新

创

业

学校必修 定性

教务处、双创

学院、学工

部、团委

思维训练与创新活动
参加 1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

为 F

自由选修 定量 教育学部 “五个 100”-100 个创新创业项目
完成 1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

为 F
自由选修 定量 教育学部 “创社展”

自由选修 定量 教育学部 “创客行”

科

学

人

文

学校必修 定性 学工部 “经典阅读季”校园主题活动
参加 1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

为 F

院系必修 定量 特教系 特教系组织的讲座或学术报告
完成 2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

为 F

自由选修 定量 教育学部 “五个 100”-100 个课外科研项目
完成 1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

为 F

品

性

陶

熔

思

想

素

质

学校必修 定性 学工部 形势政策课核心课程与学年考试

参加4次形势与政策课核心课

及通过 2次学年考试为 P；若

无则为 F

学校必修 定性 学工部、团委 党团班级活动

参加 8次（含 4次形势与政策

课实践环节）及以上为 P；若

无则为 F

学校必修 定性 学工部 教育部“学宪法 讲宪法”活动
参加 1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

为 F

学校必修 定性 学工部 校史校情教育
参加 1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

为 F

院系必修 定量 教育学部 新生开学典礼
完成 1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

为 F

院系必修 定量 教育学部 毕业典礼
完成 1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

为 F

院系必修 定量 特教系 特教系“开学第一课”新生见面会
完成 1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

为 F

身

心

健

康

学校必修 定性 学工部 上海市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
参加 1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

为 F

学校必修 定性 学工部 新生心理适应教育
参加 1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

为 F

学校必修 定性 学工部 幸福研习活动
参加 1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

为 F

学校必修 定性 保卫处 应急避险教育
参加 1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

为 F

学校必修 定性 校医院 应急救护培训
参加 1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

为 F

自由选修 定量 教育学部 “悟悦”心理健康工作室活动
完成 1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

为 F

体

美

劳

育

学校必修 定性 学工部
“健康学习、健康生活、运动校园”

主题活动

参加 1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

为 F

学校必修 定性 后勤保障部 “绿色校园”教育
参加 1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

为 F



自由选修 定量 教育学部 “五个 100”-100 个学生社团活动
完成 3次及以上为 P；未完成

则为 F

自由选修 定量 教育学部 教育学部跑团
完成 3次及以上为 P；未完成

则为 F

卓

越

发

展

生

涯

发

展

学校必修 定性 学工部 生涯教育活动
参加 2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

为 F

学校必修 定性 学工部 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
参加 1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

为 F

院系必修 定量 特教系 参加或观摩教学技能比赛
完成 1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

为 F

自由选修 定量 教育学部 “影子校长”讲坛
完成 1次及以上为 P；未完成

则为 F

志

愿

公

益

学校必修 定性 学工部、团委 公益志愿服务
参加 1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

为 F

院系必修 定量 特教系 专业助残志愿服务
完成 3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

为 F

自由选修 定量 教育学部 “五个 100”-100 个专业公益项目 完成 1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

为 F自由选修 定量 教育学部 无偿献血

实

践

拓

展

学校必修 定性 学工部、团委 主题社会实践
参加 1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

为 F

院系必修 定量 特教系 特殊教育名师专访
参加 1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

为 F

自由选修 定量 教育学部 “五个 100”-100 个“影子校长” 完成 1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

为 F自由选修 定量 教育学部 “引领者计划”选调生研习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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