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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2020 级三年制高职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ꜙЃҘҟש Е630801Є  

二、入学要求 

Ҳ ҟɻҲ ҟ ҟ Ί

Ⱶɼ 

三、修业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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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职业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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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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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规格 

Ҙҟ ҟ ɻ Ⱶ Ґװ└

ɼ 

1.  

Ѓ1Є Ҳ ΐ֥Ά ᴰӀӎ┼ Ї

ӥ Ҳש ᴰӀӎ ҐЇ ᴰӀ

ӎ ᴍẅ ЇΊ Ҳ ɼ 

Ѓ2Є ɻ ɻ ɻ Ḫɻ

ɻ Ї꜠ײַ ‼∑ ҿ ЇΊ ᴰ

ᴑ ᴰ ғ ɼ 

Ѓ3Є ᵩש ꜠ ЇΊ

ᵩ Ї ᵩằ ɻằ Ї └ʃ ᵩ ằ ‼ʄ

ɼ 

Ѓ4Є └ ʃ ằ ᵲ

ʄЃ Є ɻ ằ ɻָ ЇΊ

ⱵЇΊ ɻ ɻ



3 

 

ָ ῗ ЇΊ ӕ ɻ ҏ ᴮ ɼ 

Ѓ5ЄΊ ᴗҟ ῇ ЇΊ ҅ ᴗ

ҟ ҟ ῠɼ 

2.  

Ѓ1Є ɻ ɼ 

Ѓ2Єԋ Ҳ ᴮ ᴶ ɼ 

Ѓ3Єԋ Ҙҟ ῗ ɼ 

Ѓ4Є ᵲЇ ꜙ

ῗ ɼ 

Ѓ5Єԋ ҿⅎ ɼ  

Ѓ6Є ꜙ ꜙғ ῗ ɼ  

Ѓ7Є ἥ  ᵲ ɼ 

Ѓ8Є ғ┼ᵲ ɼ 

Ѓ9Є Ӏ ꜙ ∑ ɼ  

Ѓ10Є ꜙ ⅎ ɼ 

3. Ⱶ   

Ѓ1ЄΊ ɻ Ⱶ Ⱶɼ   

Ѓ2ЄΊ ⸗῎ ᴌ ɻ ɻ

ⅎ Ⱶɼ  

Ѓ3ЄΊ Ḫ Ї┼ᵲ ₴

Ї ᶕ Photoshop ᴌ Ⱶɼ 

Ѓ4ЄΊ Ḫ ɻ ⱵЇ

ᶕ Dreamweaver ꜙ ғ┼

ᵲ Ⱶɼ  

Ѓ5ЄΊ ḷЃװ ҿ



4 

 

Ӏ Є ⱵЇ ֥ Ї ɻ

ɻ ┼ᵲɼ  

Ѓ6ЄΊ Ѓװ ҿӀ Є

Ї Ї ᾭ מ Ⱶɼ  

Ѓ7ЄΊ ‟Ї ꜙ Ї

ⅎ Ⱶɼ 

Ѓ8ЄΊ ᴗҟ ԓ Ґ

SEOᴮ Ⱶɼ 

Ѓ9ЄΊ ɻ ɻ ᶱ

ꜙ Ⱶɼ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课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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ꜙҘҟ ᵩ  

专业能力拓展模块 

市场调研与预测、移动商务、国际

商法、微视频制作与应用、国际贸

易实务、商品学基础知识、商务

OFFICE 应用、HTML5 移动媒体

设计与制作、跨境电子商务 

客户服务与管理、电商视觉设计、

文案设计与软文写作、网页设计与

制作、搜索引擎优化、网店运营、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电子商

务基础与应用实训、图形图像处理

实训、客户服务与管理跟岗实训、

电商视觉设计实训、网页设计实

训、网店运营推广实训（1+X 网店

运营推广考证试点）、电子商务数

据分析与应用实训（1+X 电子商务

数据分析考证试点）、电子商务综

合实训、毕业实习、毕业设计 

专业核心模块 

专业基础模块 

电子商务基础与应用、市场营销、

商务礼仪、图形图像处理、经济学

基础、消费者行为学、网络营销、

经济法、电子商务物流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

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军事理论、计算机应

用、大学体育、大学英语、大学

语文、形势与政策、职业发展与

就业指导、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心理健康教育、***文化、创业基

础、马克思主义原理概述、红色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信息技

术、美育课程 

基本素养模块 

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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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课程与职业岗位能力要求对应关系分析 

表 2 专业课程与职业岗位能力要求对应关系分析表 

工作岗位 典型工作（项目） 核心职业能力要求 专业课程 

电子商务 

平面美工 

1.商品图片处理与美化 

1.PHOTOSHOP 软件的操作能力； 

《图形图像处理》 

《电商视觉设计》 

《网页设计与制

作》 

2.商品图片处理能力； 

3.电商平面广告、宝贝主图、宝贝详情

的设计能力。 

2.静态网页设计与制作 

1.HTML 语言的编写能力； 

2.DIV+CSS 模式的代码编写能力； 

3.DREAMWEAVER 软件的操作能力。 

电子商务网店

（站）运营 

1.网店运营推广 
1.以淘宝网为主的网店标题优化能力； 

《网店运营推广》 

《搜索引擎优化》 

《文案设计与软文

写作》 

《电子商务数据分

析与应用》 

2.以淘宝网为主的网店付费推广能力。 

2.网站搜索引擎优化 

1.具备关键字查询、关键字选择、关键

字评估的能力； 

2.具备页面头部优化、权重标签使用、

图片压缩的能力； 

3.具备对网站的逻辑结构和物理结构

的优化能力； 

4.具备对优化内部链接、增加外部链接

的能力。 

3.文案设计与软文写作 

1.掌握电子商务文案设计与软文写作

分析思路和分析方法； 

2.熟悉电子商务文案岗位的要求和职

业素养。 

4.数据分析 

1.会进行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2.能运用EXCEL工具对数据进行简单

的分析，并能选择合适的图表进行数

据的展示； 

3.能运用平台网店工具获取数据分析

所需的网站运营数据； 

4.能通过平台网店工具对店铺进行流

量分析、转化率分析、用户分析等。 

电子商务平台

客服类岗位 

1.研究客户需求 

1.能分析客户的需求，发现购买者的行

为规律； 《消费者行为学》 

《客户服务与管

理》 

《客户服务与管理

跟岗实训》 

2.能制定一些实用的营销策略； 

3.能灵活处理企业营销中存在的具体

问题。 

2.客服咨询接待 1.熟悉网店售前客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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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独立使用相关话术完成天猫客服

售前工作。 

3.客户投诉处理 

1.熟悉售后客服流程； 

2.能独立使用相关话术完成天猫客服

售后工作。 

 

（三）实践教学体系 

表 3 实践教学安排表 

序号 实习实训任务或项目 学期 学时 实习实训地点 实训成果 考核方式 

1 
电子商务基础与应用

实训 
1 56 

电子商务企业沙

盘实训室 

学生团队对

抗比赛成绩 
考查 

2 图形与图像处理实训 2 28 
网店美工实训室 学生实训作

品 
考查 

3 
客户服务与管理跟岗

实训 
3 112 

电子商务客户服

务与管理实训室 

企业跟岗实

训记录 
考查 

4 电商视觉设计实训 4 28 网店美工实训室 
学生实训作

品 
考查 

5 网页设计与制作实训 4 28 网店美工实训室 
学生实训作

品 
考查 

6 

网店运营推广实训

（1+X网店运营推广考

证试点） 

4 28 
网店运营推广实

训室 

学生考证平

台操作成绩 
考查 

7 跨境电子商务实训 5 28 
网络推广（SEO）

实训室 

学生实训作

品 
考查 

8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与

应用实训（1+X电子商

务数据分析考证试点） 

5 28 数据分析实训室 
学生考证平

台操作成绩 
考查 

9 电子商务综合实训 5 56 
电子商务综合实

训室 

学生实训作

品 
考查 

 

（四）课程描述 

Ќ. ῠ Ѓ῎ΐ 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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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思想

道德

修养

与法

律基

础 

1.知识目标：认识新时代的中国，掌握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相关理论。

领会中国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与法治精神。了解道德、

法治的基本理论，以及社会生活、职业生活、家庭生活中的道德知识和法律知识。

形成正确的道德、法律思维方式。在“理论实践一体、知行合一”的教学中，接触

和体验纷繁复杂的道德现象和法律现象，发现和挖掘生活中值得提倡的道德法律观

念、行为和品质。 

2.情感目标：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和认同。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认知，激发积极投身道

德实践的热情，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增进法治意识，养成法治思维，争

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培育学生对社会最新资讯的敏锐感，将专业与行业发

展趋势与对世界大势、中国发展走向的认识相结合，渗透创业教育、劳动教育。 

3.素质目标：引导学生探究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和法律问题，运用所学的理论分析问

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学生在探究、研究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坚定理想信

念，明辨是非善恶，自觉砥砺品行，不断完善自我，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

修养和法治素养。 

1.绪论（新时代） 

2.人生的青春之问 

3.坚定理想信念 

4.弘扬中国精神 

5.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7.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本课程围绕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贯彻“以学习者

为中心”的理念，从学生的需求出发，整合教学内容，

进行专题化设计。依托湖南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学

习通平台，充分利用校内思政理论课教学资源，如思

政实践中心，**文化院；聘请相关的专家、学者、优

秀学长等走进课堂。采用线上和线下混合式考核，理

论考核和实践考核相结合，自评与他评相结合，过程

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考核方式。选用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和思想政治理论

课最新版本统编教材。任课教师应具有扎实思政理论

基础。主要教学场所为多媒体教室、思政实践中心、

**文化院、智慧教室。 

 

 

 

形 势

与 政

策 

1.素质目标：帮助学生感知国情民意，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知识目标：帮助学生准确理解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正确认

识新时代国内外形势，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面临的历史性机遇和挑战。 

3.能力目标：掌握正确分析形势和理解政策的能力，能对国内外重大事件、敏

感问题、社会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进行思考、分析和判断。 

主要包括“全面从严治党、经济社

会发展、涉港澳台事务、国际形势

政策”等 4 个专题教育。 

本课程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自主学习为辅，通过讨

论研究、多媒体音频和视频等教学方式和手段，提高

教学的时效性。课程考核为线上过程考核+线下平时

成绩。主要教学场所为多媒体教室。选用中宣部时事

报告杂志社主编的《时事报告大学生版》最新版本教

材。任课教师应具有扎实思政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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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论 

1.素质目标：坚定学生的社会主义信念，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

信心；促进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感情，拥护党的领导，增强其执行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自觉性；帮助学生认识

社会、关心社会，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激发学习兴趣，学会做人、学会协作，立志

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知识目标：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和

意义；明确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内容和意义；掌握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发展战略、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新时期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等相关内容。 

3.能力目标：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让他们具有一定的政治素养，能

正确认识社会、分析社会现象；培养学生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勤奋学习的能力；

提高语言表达能力、逻辑分析能力、观察力等非专业能力。 

课程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

集中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

果的主要内容、精神实质、历史地

位和指导意义，充分反映中国共产

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推进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课程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为

重点，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八

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入手，

引导学生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 

课程采用了系统讲授、专题讲授、课堂讨论和案例分

析等多种教学方法，通过多媒体音频和视频等多种教

学方式在教学过程中的结合运用，使理论具体化，观

点问题化，过程互动化，结论自助化。本课程考核为

平时成绩+期末闭卷考试。主要教学场所为多媒体课

室。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和

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新版本统编教材。任课教师应具有

扎实理论基础。 

思 政

实践 

1.素质目标：坚定学生的社会主义信念，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

信心；促进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感情，拥护党的领导；帮助学生认识社会、关心

社会，激发学习兴趣，学会做人、学会协作，立志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知识目标：让学生通过亲身实践，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改革

开放的伟大成就，进一步加深大学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内

容的理解，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 

3.能力目标：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发现实际问题、分析实际问

题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认识能力、思辨能力和实践能力，让他们在

实践中学会做人、学会做事、懂得合作。 

学生以实践小组的方式参与教学，

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

结合专业特点开展研究性学习成果

展示、读书报告会、行走的课堂或

其他实践活动，并提交实践作品。 

本课程的教学以学生实践为主，根据《大学生思政实

践手册》的具体要求开展，并进行优秀作品展示汇报。

任课教师应做好学生的实践指导。 

军训 1.素质目标：增强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强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 按照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 课程以实践实操为主，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队条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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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增强组织纪律性，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2.知识目标：学习军事理论，加强国防教育，掌握军事技能；了解学院规章制

度和专业学习要求。 

3.能力目标：掌握军事基础知识和基本军事技能，培养分析判断和应急处置能

力，提高安全防护能力。 

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

纲》（教体艺〔2019〕1 号）实施，

具体内容有：①军事理论：主要讲

述中国国防知识、军训理论知识、

兵器知识和军事高技术等内容。②

军事技能训练：包括解放军条令、

条例教育与训练、轻武器设备知识

与训练、综合训练等内容，其中以

队列条令中的立正稍息、整齐报数

（基本队形）、停止间转换、跨立

与立正、蹲下与起立、坐下与起立、

敬礼、敬礼与礼毕、三大步伐，分

列式为主；并结合学院实际适时组

织和开展有关评比活动和健康有益

的文化活动，培养学生的集体荣誉

感。③入学教育：在军事训练中穿

插进行专业教育、网络安全、学籍

管理、安全教育、法制讲座、国防

教育等内容。 

为依据，严格要求，严格训练，培养学生良好的军事

素质。课程成绩从纪律、行为规范、竞赛活动等方面

进行考核和评定；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

纲》（教体艺〔2019〕1 号）要求选定教材；任课教

师应具备扎实的军事理论基础，掌握熟练的军事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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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军 事

理论 

1.素质目标：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提高学生综合国防素质。 

2.知识目标：学习军事思想与理论，了解军事科技与发展，增强国防与国家安

全意识。 

3.能力目标：了解掌握军事理论知识，增强国防观念、国家安全意识和忧患危

机意识。 

根据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

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

纲》（教体艺〔2019〕1 号）要求，

以中国国防、国家安全、军事思想、

现代战争和信息化装备为主要内

容。 

 

课程坚持课堂教学和教师面授在军事理论课教学中

的主渠道作用，重视信息技术和慕课、微课、视频公

开课等在线课程在教学中的应用和管理，注重教学的

时代性、针对性和有效性。课堂授课以多媒体教室为

主；课程考核以过程考核和期末考核相结合；根据《普

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教体艺〔2019〕1 号）

要求选定教材；任课教师应具备扎实的军事理论基

础。 

大 学

体育 

1.素质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高抗挫折能力和情绪调节能力，培养坚强的意

志品质；在运动中体验运动的乐趣和成功的感觉，树立群体意识和集体荣誉感，培

养其良好的体育道德和团结协作、遵纪守法以及自控自律的优良品质；养成良好的

行为习惯，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2.知识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体育与健康的基本知识和运动技能，形成终

身锻炼的意识和习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不同需求，选择个人喜爱的方法参与

体育活动，挖掘运动潜能，提高运动欣赏能力，形成积极的余暇生活方式；掌握与

职业相关的职业性疾病的预防与康复知识，通过体育锻炼，提升与职业相关的关键

身体素质和素养，为顺利从业与胜任工作岗位打下良好的基础。 

3.能力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全面提高学生的体能和对

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生理）；掌握测试和评价自身体质

健康状况及编制可行的个人锻炼计划的方法，培养终身锻炼身体的意识和习惯（监

主要介绍体育理论、开展体育技能

训练。一年级开展田径、篮球、排

球、武术等基础教育；二年级开展

体育选项课程教学。 

课程采用示范讲解、情境教学、教学比赛递加法、分

解法、游戏法等教学方法，帮助学生逐步掌握运动技

术，并且结合专项素质训练巩固练习；利用网络教学

平台、多媒体、视频等信息化教学方法与手段，增加

课堂信息量，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任课教师应具有系

统的体育教学的专业知识，较强的课堂组织能力以及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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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测方法）；学习体育与健康的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熟练掌握 2 项以上

健身运动的方法，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锻炼方法）；发展学生个性，改善心理状

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养成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具有一定的体育文化欣赏能

力（心理）。 

心 理

健 康

教育 

1.素质目标：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自信精神、合作意识和开放的视野，全面

提高整体心理素养，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良好、健康的心理素质基础。 

2.知识目标：普及心理健康保健知识，了解心理健康的有关理论和基本概念，掌握

心理发展的规律、心理问题产生的原理。 

3.能力目标：提高学生自我认知能力、人际沟通能力、自我调节能力。 

 

主要介绍大学生常见的心理困惑与

异常心理，以及关于自我认识、情

绪控制、压力管理、人际关系、爱

的能力培养等相关心理学知识和技

巧。 

课程以课堂活动体验为主，教师讲授、自主学习、课

后实践拓展为辅，通过讨论、多媒体音频和视频等教

学方式和手段，提高教学效果。课程考核为平时成绩

+期末考试；主要教学场所为多媒体教室；选用湖南

省教育厅统编教材和职业院校国家规划教材；任课教

师应具有扎实理论基础。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一

） 

1.素质目标：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培养学生的生涯发展自主意识，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就业观念；把个人发展和国家需要、社会发展相结合，确立职业的概念和

意识，愿意为个人的生涯发展和社会发展主动付出积极的努力。 

2.知识目标：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让学生基本了解职业发展的阶段特点,较为清晰

地认识自己的特性、职业的特性以及社会环境和职业分类。 

3.能力目标：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学生应当掌握自我探索技能、信息搜索与管理技

能、生涯决策技能等，还应该通过课程提高各种通用能力，比如自我管理能力和人

际交往能力等。 

主要包括高职与生涯发展、职业世

界、职业自我探索、生涯理论与决

策、高职成长计划等。 

本课程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职业测评和生涯手册为

辅，通过情景任务、多媒体音频和视频等教学方式和

手段，提高教学的实效性。课程考核为项目作业+笔

试。主要教学场所为多媒体教室。选用国家规划教材

和校本特色教材。任课教师应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职

业生涯指导经验。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二

1.素质目标：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培养学生的生涯发展自主意识，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就业观念；把个人发展和国家需要、社会发展相结合。 

2.知识目标：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让学生了解就业形势与政策法规，掌握基本的劳

动力市场信息；了解求职全过程以及求职安全和就业权益维护的相关知识。 

3.能力目标：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学生应当掌握简历写作和投递技巧，求职面试礼

仪和应答技巧，还应该通过课程提高各种通用能力，比如沟通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主要包括就业形势和政策指导、信

息指导、求职准备指导、求职技巧

指导和职场适应指导。 

本课程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专家辅导、模拟求职为

辅，通过情景任务、多媒体音频和视频等教学方式和

手段，提高教学的实效性。课程考核为项目作业+笔

试。主要教学场所为多媒体教室。选用国家规划教材

和校本特色教材。任课教师应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求

职辅导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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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 等。 

创 业

基础 

1.素质目标：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培育学生善于思考、敏于发现、敢为人先的创新

意识；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激励学生不怕困难、勇于探索、挑战自我、坚持

不懈的意志品质；强化创业精神，使学生能用创业的思维和行为准则开展工作。 

2.知识目标：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让学生了解创业的本质、社会意义及创业者的特

质与培养；认识企业和商业创意，了解企业和企业类型以及商业画布。 

3.能力目标：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学生应当掌握资源整合、团队建设等创业技能，

并能将企业管理、财会、法律等相关课程基础专业知识灵活运用在创业活动各环节。 

主要介绍创业与创业精神、创业与

生涯发展、创业者与创业思维、创

业资源、创业风险、创业团队以及

创业机会等。 

本课程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专家指导、模拟创业为

辅，通过情景任务、多媒体音频和视频等教学方式和

手段，提高教学的实效性。课程考核为项目作业+笔

试。主要教学场所为多媒体教室。选用国家规划教材

和校本特色教材。任课教师应具有扎实理论基础。 

劳 动

教育 

1.素质目标：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热爱劳动人

民的思想情感，逐步树立工匠精神。 

2.知识目标：全面掌握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观，理解劳动的价值、意义和

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帮助学生主动认识并理解劳动世界。 

3.能力目标：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培养学生尊重劳动、尊重人民的意识

和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勤奋学习的能力。 

本课程教学主要开展“劳动精神、

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等专题教育。 

主要通过多媒体音频、视频等教学方式和手段，提高

教学的实效性，主要教学场所为多媒体课室，选用高

职院校劳动教育最新版本统编教材。 

劳 动

实践 

1.素质目标：培养吃苦耐劳精神，增强团队协作意识和集体荣誉感，树立劳动最光

荣的价值导向。 

2.知识目标：熟练掌握各相关劳动岗位的工作职责和安全规程。 

3.能力目标：熟练掌握各类劳动设备和劳动工具的使用方法，培养劳动过程中的组

织、协调、沟通能力。 

开展家庭劳动，为父母分担家务；

开展学生宿舍、教学场所和公共区

域的卫生打扫；组织学生到学校食

堂、周边社区、实训基地等场所开

展志愿服务劳动。 

 

二级学院组织召开主题班会，培养学生劳动观念，教

育学生在寒暑假开展家庭劳动；学工处以分散劳动的

方式分配劳动任务，主要劳动场所为学生宿舍、教学

场地和公共区域；校团委组织开展“劳动周”活动，

根据各专业特色，定期组织学生到学校食堂、周边社

区、实训基地等场所开展志愿劳动服务。 

马 克

思 主

义 辩

证 唯

1.素质目标：帮助学生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端正认识，健全人格，

提高自身素质；使学生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自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奉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2.知识目标：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马

本课程紧紧围绕世界的多样性与物

质统一性这一主题，从世界观与哲

学基本问题、物质及其存在形态、

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世界的物

课程通过系统讲授、课堂讨论、案例分析等教学方法，

将抽象理论形象化，静态知识生动化。课程考核为笔

试；主要教学场所为多媒体教室；任课教师应具有扎

实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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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物论 克思主义，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养成科学的思维方式。 

3.能力目标：增强学生正确分析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学生的哲学思辨能力和服务

社会的能力，提高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质统一性等方面来阐述马克思主义

唯物论的基本原理。 

红 色

*** 

1.素质目标：坚定学生的社会主义信念，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

促进学生热爱湖南、热爱家乡，积极投身家乡建设，立志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知识目标：全面掌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湖南共产党人

所进行的艰苦革命斗争；熟知湖南红色革命历史上著名的革命人物和革命故事；理

解湖湘红色精神的渊源、发展和实质；思考当代大学生所肩负的新时代使命和责任。 

3.能力目标：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使他们能够正

确认识历史、认识社会；培养学生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勤奋学习的能力；提高语言

表达能力、逻辑分析能力和观察力等非专业能力。 

本课程以湖南党史为主线，通过岁

月如歌、璀璨星光、红色精神等教

学模块，介绍湖南共产党人领导的

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著名红色人

物、典型红色故事等，把弘扬红色

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

来。 

本课程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实践教学、自主学习为

辅，通过讨论研究、多媒体音频和视频等教学方式和

手段，提高教学的时效性。课程考核为分小组实践成

果汇报展示；主要教学场所为多媒体教室和思政实践

教学中心；任课教师应具有扎实思政教学功底和党史

理论基础。 

中 国

优 秀

传 统

文化 

1.素质目标：培养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信

心，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学生吸取中国

传统文化精髓，学会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高文化素养与文化品位，

丰富其精神世界。 

2.知识目标：熟知并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领会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文学、

艺术、科技、教育、民俗等文化精髓和成果；理解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要素

和思维模式。 

3.能力目标：能诵读传统文化中的名篇佳句；能够感悟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能掌

握学习传统文化的方法，养成学习传统文化的良好习惯；能从文化的视野分析，解

读当代社会的种种文化现象。 

主要包括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

文学、中国古代艺术、中国古代科

技、中国古代教育、中国古代民俗

等知识。 

本课程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实践教学、自主学习为

辅，通过讨论研究、实践体验、任务教学、多媒体音

频和视频等教学方式和手段，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拓展学生的视野。课程考核以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

结合；主要教学场所为多媒体教室；任课教师应具有

扎实传统文化理论基础。 

***

文化 

1.素质目标：培养***新人气质，树立厚德崇商思想，丰富人文素养，为今后从业

奠定一定的文化内涵和塑造意志品格。 

主要包括***源流、***精神、***风

物、***精英等内容。 

本课程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实践教学、线上教学为

辅，注重教学的时效性和提升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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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2.知识目标：掌握湖湘文化和***文化内涵；了解湖湘文化浸润与***文化发展；熟

悉湖南商业历史遗迹；探究***精神的构筑与表现；感知***成就与创业经验。 

3.能力目标：能够理解并运用***精神分析、思考商业行为；能够吸取***精英成功

经验和失败教训；培养商科学子的思辨能力和表达能力。 

程考核以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实现评价内容

多元化、评价方式多元化；主要教学场所为多媒体教

室；选用自编教材《***文化教程》开展教学；任课

教师应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良好的师德师风。 

大 学

语文 

1.素质目标：倡导学生的独立精神与合作意识，培育和滋养其健全的人格与社会关

怀意识以及社会责任感；关注人的尊严与使命、人的权利与责任、人类共同发展的

需要、追求人类和自然的和谐与共同发展。 

2.知识目标：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文学常识并掌握不同文体的阅读欣赏具理论、方

法。了解中国文学史的基本线索，熟悉若干重点作家及其作品。 

3.能力目标：能够用带规律性的知识和方法阅读、欣赏、评价（品味语言、领悟形

象、体验情感）一般古今中外文学作品；能够写一般的赏析文章，提高阅读、表达

能力；通过引导学生感受、领悟语言文字的巨大魅力，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讲授内容包括：神话，人类童年的

产物；语言，人类交流的平台；文

字，人类文化的基石；文学，人类

情感的载体；礼仪，人类交际的准

则；表演，人类娱乐的舞台；典籍，

人类精神的宝藏；中文，多元文化

的奇葩。以上内容涵盖了中文世界

的基本文化内涵，篇章与篇章之间

也有一定的逻辑性，按照人类文明

发展的线索进行编排，让学生从世

界性的视野来看待中文世界。 

本课程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实践教学、自主学习为

辅，通过讨论研究、案例分析、多媒体音频和视频等

教学方式和手段，提高教学的时效性和趣味性。课程

考核为学习成果汇报+笔试；主要教学场所为多媒体

教室；选用高等职业教育规划最新版本教材；任课教

师应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人文素养。 

应 用

文 写

作 

1.素质目标：通过各类文体内容的学习和训练，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和社

会适应力；培养学生严谨周到的工作作风。 

2.知识目标：了解应用文的涵义及学习的必要性；理解应用文常用文种的主题、材

料、结构、语言知识；掌握应用文主题的确立和材料的选择以及写作特点。 

3.能力目标：能够根据各类活动确立其写作主题，写作常见公文，培养学生的文字

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能够使用应用文的专门用语；能够阅读、辨

析一般行政类文书和事务类文书。 

主要讲授通知、请示、函等党政机

关行政公文及计划、总结、竞聘词、

启事等事务文书，以及毕业设计的

写作格式规范。 

本课程采用任务教学法，激发学生思维；采用多方评

价机制，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采用学生主体、教

师主导的教学方式，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等。

课程考核包括平时过程考核、期末理论考核两部分；

主要教学场所为多媒体教室；选用高等职业教育规划

最新版本教材；任课教师应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应

用文写作能力。 

大 学

英语 

1.素质目标：以素质教育为本，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爱岗敬业精神，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养成良好的英语学习习惯，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增强自主

包括英语语言基础知识，必要的词

汇量和语法规则，英语听、说、读、

课程采取线上、线下混合式的分层教学模式；采用讲

授法、情境教学法、角色扮演法和任务型教学法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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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学习和终身学习意识，提升综合文化素养。 

2.知识目标：掌握职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英语语言基础知识，熟练掌握职业岗位

场景中涉及的词汇、惯用表达和高频句式；了解各种英语应用文体的结构，掌握快

速阅读技巧；基本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以及常见英语应用文的写作格式和技巧。 

3.能力目标：具备在日常生活和商务情景中应用英语的能力，能用英语在涉外交际

的日常活动和业务活动中进行简单的口头和书面交流；能借助词典阅读和翻译一般

难度的英语业务资料；能套写常见的英语应用文；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写、译的技能训练，一定的外语习

得策略和跨文化交际知识等。 

学方法，利用信息化手段组织教学。课程考核以形成

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主要教学场所为多媒体

教室；选用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教师应具备扎实

的英语语言基本功，能熟练运用各种信息化手段，具

有全球视野。 

经 济

数学 

1.素质目标：培养积极严谨的学习习惯，指导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有效的学习方法。

同时结合经济数学课程的特点，引导学生形成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培养学生考虑

问题细心、全面、逻辑性强、精益求精的数学基本素质。 

2.知识目标：了解微积分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运算和典型应用；使学生掌

握常用的经济函数的建立、函数极限的定义，理解函数连续的定义；掌握相关知识

的解题方法；能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专业中的问题。 

3.能力目标：通过各个教学环节逐步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运算能力、逻辑推理能力、

抽象概括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能力、运用数学工具

的能力和自学能力。 

主要讲授函数、极限、导数、微分、

不定积分、定积分及其应用。 

结合学生实际，遵循“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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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的数学建模思想,并将这种思想贯穿于整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全过程

的能力；使学生具有一定的自学能力和将数学思想扩展到其它领域的能力。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计 

1.素质目标：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帮助学生养成积极的学习态度以及克服困难的勇

气，培养学生形成较为严谨的逻辑思维习惯，用辩证的思想来看待生活中出现的问

题。 

2.知识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概率、样本空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等概率论的基本知识，掌握统计学中的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的

思想与方法，学会收集、分析与处理数据的方法。 

3.能力目标：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较为熟练掌握和运用数据处理、

数据分析和数据推断的各种方法。能以“概率的思想”去分析生活中的问题，会用

“统计的方法”合理收集整理数据，为管理者提供有效的决策依据，能解决一些专

业中出现的实际问题。 

主要讲授随机事件、概率、随机变

量及其分布函数、统计量及其分布、

参数估计、假设检验以及方差分析

与回归分析。 

本课程以任务驱动为主线，着重突出概率统计思想方

法的教学，淡化运算技巧，并结合高职专业学生自身

特点，增设与理论教学配套试验课，使学生掌握常用

软件。课程考核包括平时过程考核、期末理论考核两

部分；主要教学场所为多媒体教室；选用高等职业教

育规划最新版本教材；任课教师应具有扎实的数学理

论基础。 

计 算

机 应

用 

1.素质目标：培养不断进取、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培养团队合作意识、创新意识，

养成缜密严谨的思考习惯；提升综合职业素质。 

2.知识目标：了解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功能，掌握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基本操作方法；

掌握使用文字编辑软件（Word）排版各类文档的方法；掌握使用电子表格处理软件

（Excel）处理数据的方法；掌握使用演示文稿制作软件（PowerPiont）设计演示

文稿的方法。 

3.能力目标：培养熟练使用 Office 办公软件的能力，培养灵活运用各个软件的功

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动手动脑、举一反三、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和总结的

能力。 

主要讲授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安装

以及操作系统的管理与维护知识，

以及文字编辑软件（Word）、电子

表格处理软件（Excel）、演示文稿

制作软件（PowerPoint）的使用方

法。 

课程采取案例式教学，讲练结合，以教师讲授为主，

学生实践操作为辅；课程考核包括平时过程考核、期

末理论考核两部分；所有教学活动都在计算机机房进

行；任课教师应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对计算机

应用软件的操作非常熟练。 

信 息

技 术

素养 

1.

 

槐 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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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方法、技巧，学会进行信息评价，能够对所获取的信息进行管理、处理，并掌握信

息应用的各种技术。 

3.能力目标：培养通过各种搜索引擎进行信息的检索与获取的能力，对信息的真实

性、时效性进行合理评价的能力；培养遇到问题多动脑动手、多思考，寻求多种方

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索技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

与应用、通信与网络技术、信息系

统安全等。 

行；任课教师应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对计算机

应用软件的操作非常熟练。 

安 全

教育 

1.素质目标：通过安全教育，使学生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观念，形成正确的安

全观，提升安全防范意识，牢固树立整体国家安全观，増强国家安全意识，将安全

问题与个人发展和社会、国家需要紧密结合，为国家安全作出应有的贡献，并付出

积极的努力。 

2.知识目标：通过安全教育，使学生了解安全基本知识，熟悉校纪校规，掌握人身

安全、财产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安全法律法规知识。 

3.能力目标：通过安全教育，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安全防范、自我保护技能，具备防

灾避险、突发应急事件处理能力和较强的安全管理能力。 

讲授大学生校园生活安全、消防安

全、网络安全与计算机违法犯罪预

防、人身与财产安全、交通与旅行

安全、施救、自救与安全服务、社

交与求职安全、卫生健康安全、国

家与社会安全等相关知识。 

课程采取灵活的教学方法，综合运用课堂授课、讲座、

消防演习等方法，利用实景、实物或网络资源组织教

学。课程考核以过程考核为主；优先采用国规教材；

教师应具有安全或安保方面的知识和工作经验。 

大 学

美育 

1.素质目标：使学生比较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美育的意义、

任务和途径，从而初步树立正确、进步的审美观，培养高尚、健康的审美理想和审

美情趣，发展对美的事物的感受力、鉴赏力、创造力，提高在审美欣赏活动和审美

创造活动中陶冶情操、完善人格、进行自我教育的自觉性。 

2.知识目标：掌握美学基本理论，理解美的本质、美的表现形态、美的范畴、以及

中西部分美学基本理论等。 

3.能力目标：具备一定的理解美、追求美、鉴赏美、创造美和传递美的能力；能够

以审美的心胸从事现实事业，使自己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在当今社会文化语境中，

能够自觉经营情感发达、境界高远、富有意义的美丽人生。 

包括音乐艺术、影视艺术、舞蹈艺

术、美术艺术、校园文化艺术、文

学艺术等。 

课程采取灵活的教学方法，除课堂教学外，开展丰富

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课程考核以过程考核为主；优

先采用国规教材；教师应具有较高的审美修养，具备

基本的美学知识和过硬的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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ɻ ɻ ָ Ж ⅎ ɻғָҿ ɻ꜡ָ

ҿӕ Ầָ ɻ ɻ ɻ

ҿӃ ɼ ↔ ɻ ҟ

ɼᴑ Ί ғ ɼ 

Ѓ4Є ἥ Ѓ40 Ї2.5 ⅎЄ 

Е ῠ ∕ Ⱶ ằ Ї

ᵲ ЖΊ ᵲ Ж 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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ᾣ ɼ 

Ӏ Ὺ Е ԋ ἥ

ЇΊ ἥ ᴌ Photoshop ᵲ Ⱶɼ

ἥ װ ɻ ἥ ɻ

Ίɻ ᶕ ἥ Ї ῇ

ҿӀ Ὺ ɼ 

Е ҏ Ґ Ї

ғ ᶡ┼ᵲ ЇӀ ῠ ꜠

ᵲ ⱵЇᶕ ⌐ ἥ PhotoshopЇ

ḷ ɻ ἥ ┼ᵲЇ ⌐ ἥ ᴌ

Photoshop ҿא ӥɻ ɻ ᵲ ꜙɼ ↔

ɻ ҟ ɼᴑ Ί

ғ ɼ 

Ѓ5Є Ѓ48 Ї3 ⅎЄ 

ЕΊ ҟ ЖΊ ɻ֢

װ ָ ῗ ⱵЖ Ḫ ɻ ҟ ɻ ᴑ

ɼ 

Е Ӏ

Ὺ Ж Ҙҟ Ж

Ҙҟ ᴰ Ҳ Ίᵩ Ї

Ầ₴ ⅎ Ж ԋ

ῗῪ ɼ 

Ⱶ Е ,ҿ ғ

Ҙҟ ꜙЖ

, ᶱ ₴Ầשׂ Ж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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ɻ װ ⅎ ⅎ

” ᴰ Ίᵩ ɼ 

Ὺ Е ҩ

ⅎЇ ᶱװ ɻ ҿ ɻ ֥ ɻ

ɻ ɻ ҿӀ Ὺ Ї

װ∑ ῇ ɻ ῇ” ɻ

ɻ ɻ ҟ ɻ

ғ ҿӀ Ὺ ɼ 

Е Ņ ņ ∑Ї

װ ҟҿ Ї ‟Ї ɻ

ⅎ ⅎ ғ ᴰ Ї

ғ Ї ₴ ⱵЇ

ָ ɻ ɻ ᴑ ∕ Ⱶ ῠɼ

↔ ɻ ҟ ɼᴑ Ί

ғ ɼ 

Ѓ6Є ҿ Ѓ48 Ї3 ⅎЄ 

Еῠ ɻ Ḫɻ ײַ Жῠ

ԓ꜠ Ї ԓ Ї ῠ ӥӥ ЖΊ

ԓ ғ ΐԐ Ї ᵲЖ

Ί ֥ ɻ ɻ ᴗҟ ɼ 

Еԋ ҿ Ж

ҿ Ж ӵ

ɼ 

Ⱶ Е ⅎ Ї ӵ ҿ Ж

┼ ҅֙ Ж ᴗҟ 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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Ίᵩ ɼ 

Ӏ Ὺ Е Ὴ ԋ ҿ

ɻ Ὺ Ӏ ЇӀ ҿ

Ї ғ꜠ Ї ” Ї

ҿ Ὺ ב ɼ 

Е װ ҿɻ ҿ ҿӀ

ɼ ӥЇ ῠ ꜠

Ҳ ꜠ Їᶕ Ί Ԑה

ᵲ ҟ ɼ ғ ᵲ

Їה ҏ ꜗ ᶡЇ

ɼӀ ɻ ᶡⅎ ɻ ɻ

ɻ ɻᴑꜙ ꜠ Ї Ḫ

Ї ῠ Ԑה Ⱶɼ Ί

ᵲ ᵣ Ⱶɻⅎ ” Ⱶװ ∕

ҟ ɼ ↔ ɻ ҟ

ɼᴑ Ί ғ

ɼ 

Ѓ7Є Ѓ48 Ї3 ⅎЄ 

Е ῠ ӥ Ⱶɻ ᵲ Ⱶɻ∕

ⱵЖ ῠ Ҫ ɻ ҟ ҟ ɼ 

Е ɻ װ ғᴶ

ῗ Ж ғ Ж

ғ Ж Ж

ᴍ Ж ↔ӫ  

ғῪ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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Ⱶ Е ᴗҟ Ж ꜗɻ

Ж ᴗҟ ↔ӫ  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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Ⱶ Е ῠ Ҙҟ Їⅎ

ῗ ɻ ⅎ ⱵЖ ῠ ⅎ

ⱵЖ ῠ ῎ װ ῎

ⱵЖ ῠ Ί Ї

ⱵЖ ῠ Ί ֥ Ḧ Ї

ⱵЖ ῠ √ Ί Ḧ꜠ײַ Ї

꜠ײַ” ⱵЖ ῠ ԋ ᴈ ғ

Ж ” ⱵЇ ῠ Ί

ɻ Ⱶɼ 

Ӏ Ὺ Е Ὺ Ӏ ɻ

┼ ɻ῎ ┼ ɻ ┼ ɻַײ꜠

ᴰḦ ┼ ɻ ” ┼ ɼ 

Е װ ҿӀЇ

ҏ Ґ Ї ɻ ᶡⅎ

ɻ ᵩ Ї

ɼ ҿ Ѓ Є+ ɼӀ

ҿ ᵩ ɼ

↔ ɼᴑ Ί

ꜗ ҅ ɼ 

Ѓ9Є ꜙ Ѓ40 Ї2.5 ⅎЄ 

ЕΊ ЖΊ ᵲ

ЖΊ ײַ ɼ 

Е ɻ Ї ῗ ɻ

Ж ҟ ɻ ᴗҟ ɻ ῗ

ᵣ Ж ᶱ Ї ɻיỴ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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ɻ ᵲ ɻ ꜙЖ ꜘ ɻ

ɻ ɻḪ Ὺ Ж ɻ‡

ɻ ҟᴗҟ ‟ɻ ᵣ

‟ɼ 

Ⱶ Е , ҿẦ

ꜙẦ‼ Жԋ ᵲ װ ῗ

ᶕ Ὺ Ї ꜠ ᵲЖ ῠ ҟɻ

ᴗҟ Їשׂ Ầ₴‼ ⅎ ғ≡ ɼ 

Ӏ Ὺ Еⅎҿ ɻ ꜗ ɻҘ Ҏ

ү ɼ 

Е ᴑꜙ ꜠ Ї ῝

ᶡ ⅎ Ї Їᶕ

Ї ֙ Ҳ ғ ЖΊ

Ї ” Ҳ

Ⱶɼ ↔ ɻ ҟ ɼᴑ

Ί ғ ɼ 

3.Ҙҟ  

Ѓ1Є ꜙғ Ѓ48 Ї3 ⅎЄ 

ЕΊ ҟḪ ЇΊ ᵲ

ЖΊ ײַ Ї ɻ ɻ ɻ

꜡ ” Ї ӕ Ї ᵲ Ⱶɼ 

Е ꜙ ꜙғ Ї

Ӏ ꜙ ∑Ж ᵲ װ

ᾴ֢ ꜗ ᵲЖ ╦ Ҳ

Ї Ӏ Ж 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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ῗ ῗ Ї Ї

” Жԋ ꜙᴗҟ

Ⱶ ɼ 

Ⱶ Е ᶕ ╦ ῗ

╦ ᵲЖ ᶕ ῗ

ᵲЖ ᶕ ” Ї

ᶕ ” Ї ᶕ ” Ж

ᴗҟ ᴍẅ Ї ᴗҟ

ⅎ ғῗ ɼ 

Ӏ Ὺ Е װ Ѓ / ∑ɻ

/ ᵲɻ ꜠Єɻ Ѓ

ᵣ ɻ֥ ɻ ∑Є Ѓ

╦/ ЄҿӀ Ὺ ɼ 

Е װ ӥŀŀ ӥҿӀ

ғ Ї ῠ ⅎ ɻ ” ⱵЇ

ҟ ῠЖ Ҳ ҟ Ї

ḪЇ ῠ ꜙғ Ҳ

ҟ ῠɼ ↔ ɻ ҟ

ɼᴑ Ί ғ ɼ 

Ѓ2Є Ѓ48 Ї3 ⅎЄ 

Е ῠ Ⱶ ᵲ Ж ῠ

ԓ ɻ ẦԐ ᵲ Ж ῠ ⧵ԓדּ ɻ ҟ

ӕҟ ᵲᵲ Ж ῠ Ί ҟ

ᵲ ᴑ Ж ῠ Ӏ ӥ Ⱶ ⱵЖ ῠ

ᵲᵲ ɻҪ 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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ᵲ ⱵЇ Ḫ Ї ῠ ᵲ ɼ 

Еԋ ꜙ Ж ꜙ

ᾣ ғ┼ᵲЖ ꜙ

ғ┼ᵲЖ ꜙ ɻ ɻḌ

꜠ ғ┼ᵲɼ 

Ⱶ Е ῠ ɻ Ḫ Ї‼ ɻꜘ

ⱵЖ ῠ ┼ᵲ ⱵЖ ῠ

ⱵЖ ῠ ⱵЇ ῠ

ⱵЖ ῠ ғ ᴰ֢ ⱵЖ ῠ

ᴑ ɻ Ⱶɼ 

Ӏ Ὺ Е ה ₴ Ї

Ҳ ῗ ЇӀ

ɻ ┼ᵲɻ ┼ᵲɻ

┼ᵲɼ 

Е ҏ Ґ Ї

ғ ᶡ┼ᵲ Їᶕ ᴰ Ї

ӥ Ҳҵ ∕ ꜠ ┼ᵲ Ⱶɼ

↔ ɻ ҟ ɼᴑ

Ί ғ ɼ 

Ѓ3Є ғ  ᵲЃ40 Ї2.5 ⅎЄ 

ЕΊ ӥ ⱵЖΊ

ғ ⌡ Ⱶɻ ∕ Ⱶɻ

ᵲ ⱵЖΊ ҟ ɼ Еԋ

ꜙ   Ї ɻ Жԋ

Ї Жԋ 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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ɻ ɻῪ  ᵲ ғ ᵲ Ї

ԋ Ḫ  ᵲ Ї Ḫ ғ 

ᵲ ɼ 

Ⱶ Е ꜙ    ᵲ

ɻ Ж ɻ ָ Ԏ ⅎ

֥ Ж  ᵲ  ᵲ Ї

 Ғ ɼ 

Ӏ Ὺ Е ꜙ ҅ ᵣЇה ᵣ

ῇ Ї Ὴ ԋ ꜙ Ґ ↔

ғ ᵲ ЇӀ Ὺ ꜙ

  ɻ ɻ Ὺ ↔ғ

 ᵲɻ ↔ғ ᵲװ Ὺ ↔ғ 

ᵲ ɼ 

Е ҲӀ ҿ

ӀЇ ҿ Ї ᶡⅎ ɻ ɻ

ᵩ Ї ɻ Ї

ᵩ Ї ӤṨ꜡ ᵩ Ḫ ᴶ ЇῊ

ᵣ ῠ ғ  ᵲ Ⱶɼ ↔

ɻ ҟ ɼᴑ Ί

ғ ɼ 

Ѓ4Є ғ┼ᵲЃ56 Ї3.5 ⅎЄ 

ЕΊ ⅎ ɻ ” ⱵЖΊ

ӥɻ ⱵЖΊ ɻ ɻ

ⱵЖΊ ⅎ Ḫ ⱵЖΊ ҅

∕ ⱵЖΊ Ⱶ ⱵЖΊ ӥɻ



32 

 

ⅎ ” ⱵЖΊ ҟ ∕

ҟ ЖΊ ᵲ ЇΊ Ⱶɼ 

Е HTML5 Ї HTML5

Ї HTML5∆ Ї HTML5 ἥɻ

Ї HTML5 Ж CSS

ᵲ Ї CSS Ж

Dreamweaver Ї Dreamweaver

Ж ⌐ JavaScript ɼ 

Ⱶ Е ┼ᵲ ῗ Ж

Dreamweaver CS6 ᶕ Ї ᵫ ῇ

ᾣ ɻ⌐ Ί Жԋ

Ї ↔ɻ Жԋ

┼ᵲ ᴌ ἥ ᴌ ɼ  

Ӏ Ὺ Е Ӏ Ὺ ɻ

Dreamweaver CS6 ᴌ ᶕ ɻHTML ғᶕ ɻ

CSS ɻ ɻ ꜠ғ ᵣЇװ CSSғ DIV

ғ ɼ 

Е ԋ ҏ Ґ Ї

ғ ᶡҿ 1:1Ї ғ

ᾣ ᴍᵩ Ї ӥ

ɼ үᴑꜙ Ғ Ї

‟ɼ үᴑꜙ ҅ү Ї ῠ

ᵲ ⱵЇӃ҅ ҎЇ ꜘ ┼ᵲ Ї

ɻ ғ∕ ῠЇ ҿ

ɻ ɼ ↔ ɻ 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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ɼᴑ Ί ғ

ɼ 

Ѓ5Є ᴮ Ѓ48  3 ⅎЄ 

ЕΊ ҟ ЖΊ ɻ֢

װ ָ ῗ ⱵЖ Ḫ ɻ ҟ ɻ ᴑ

ɼ 

Е SEO ᴮ Ж

SEO ᴮ ᵲ Ж ῗ ɻ

Ж URL URLᴮ Ὺ Ж

ש ᴮ ɻ ᴮ Ж

Ҳ Ж ҲῪ ɻ

┼ɼ 

Ⱶ ЕΊ ῗ ɻῗ ɻῗ ᵆ

ⱵЖΊ ᴮ ɻ ᶕ ɻ

ⱵЖΊ ᴮ ⱵЖΊ

ᴮ Ὺ ɻ ꜘ Ⱶɼ 

Ӏ Ὺ Е ҲЇ ῠ

ᴮ ҟ ῠɼᶕ ᴮ

Їῗ ɻURLᴮ ɻש ᴮ ɻ

ɻ ӥЇ ᴮ ɼ 

Е Ӏ + ᶡⅎ

Їװᴗҟ ᴮ ᶡҿ Ї

ᴮ ῗ ɼẦ└ ᶡЇ

Ї ᴮ ῗ ɼ

↔ ɻ ҟ ɼᴑ 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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ғ ɼ 

Ѓ6Є Ѓ48 Ї3 ⅎЄ 

ЕΊ ꜙ ЖΊ ҟ

ЖΊ ײַ ɼ 

Е ɻשׂ ɻ

ᵲ Ж ᴮ ɻ

ɻḪ Ӏ Ὺ ɼ 

Ⱶ Е Ж

Ї ⅎ ῗ Ї┼ᵲ ᴮ Ж

┼ Ї ↔Ї

↔ ᴮ Ж Ḫ

↔Ї Ḫ Ї ᴮ ɼ 

Ӏ Ὺ Е װ Ѓ ∑ɻ ᴮ Єɻ

Ѓ ɻ ɻ Є

Ѓ ᶕ ЄҿӀ Ὺ ɼ 

Е װ ӥŀŀ ӥŀŀ Ӏ

ҿӀ ғ Ї ῠ Ҙҟ ɻ∕

ɻ ҟ ῠЖ Ҳ ҟ

Ї ḪЇ ῠ Ҳ

ҟ ῠɼ ↔ ɻ ҟ

ɼᴑ Ί ғ ɼ 

Ѓ7Є ꜙ ⅎ ғ Ѓ40 Ї2.5 ⅎЄ 

Е ꜙᴗҟ Ҳ ῗ

Ж ꜙ Ҳ ᴍ

ẅ Ж Ḫ ῗ 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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ҿЖ ҟ Ї ⅎ

Ғ ᵲẐЖΊ Ḧ Ї ῎ Ї ҟ

ЖΊ Ὴ Їװ ≡ ⱵЖ

Ί Ⱶɼ 

Еԋ ꜙ Ὺ Жԋ

ꜙ ӎЖ ꜙᴗҟ

Жԋ ғ Ж ꜙ

ᵩ Ж ꜙ Ж

ꜙ Ί ᶕ ꜗ Жԋ ⅎ

Ὺ Ж ⅎ ᴍẅЖԋ ⅎ

Ж Ԏ Жԋ ⅎ

ᴌ Ὺ Ж ⅎ ɻ ⅎ ɻ

ⅎ ɻᶱ ⅎ ῗ ғ Ж ֥

ⅎ Ὺ Жԋ ֥ ֥ ֢ ⅎ

Ж ֥ ֥ ֢ ⅎ Ж

֥ Ⱶ ֥ ⌐ Ⱶⅎ Ж

ꜙ Ὶ ӎЖ ҅ Жԋ

┼ᵲ Жԋ Ӏ

ɼ 

Ⱶ Е ꜙ ҟꜙ Ж

ꜙ ᵲ Ж ┼ ⅎ

Ж Ί Ж  

ғ Ж

ҟ Ҳ ⅎ Ж ⅎ Ж ⅎ

װשׂ ɻᴍ ɻ ẘ 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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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Ԏ Ж ⅎ Ж

ⅎ Ї ⅎ ɻ ⅎ ɻ

ҿⅎ Ж ⅎ Ї ⅎ ɻ

ῗ ⅎ ɻ ꜠ ⅎ ɻῪ ⅎ Ж

ⅎ Ї ֢ ⅎ ɻ ꜙ ⅎ Ж

ᶱ ⅎ Ї ⅎ ɻ ⅎ ɻ

Ỵי ⅎ Ж ֥ ⅎ ֥ ֢

ⅎ Ж ֥ Ⱶⅎ ֥ ⌐ Ⱶⅎ

Ж ᶕ Ί ֥ ⅎ Ж

┼ᵲ ⌡ғⅎ Ж ⅎ

Ї ⅎ  ɼ 

Ӏ Ὺ Е ꜙ ⅎ ӎɻᵲ ɻ҅ ɻ῝

ⅎ ᴑꜙ ⅎ Ὺ ɻ ⅎ Ж ⅎ

ΊЖ ⅎ ɻ֥ ⅎ ɻ Ѓ

Ї Ї Єⅎ Ὺ ɻ ғ Ж ꜙ

ⅎ  ɼ 

Е ᵲ Ї

ғ Ї ῠ ⅎ

ⱵЇ ⅎ ЇΊ   ꜙ ⅎ

Ⱶɼ ↔ ɻ ҟ

ɼᴑ Ί ғ ɼ 

Ѓ8Є ꜙ ғ Ѓ56 Ї2 ⅎЄ 

ῠ Е ɻ Ⱶ ᵲ Ж

ӕ ᵲ Ї ⱵЖ

Ⱶ ⱵЖ ᵣ Ї 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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ɻ ɻ ᴑ ɼ 

Е ꜙᴗҟ ᵲ Ж

ꜙ ꜠ Ж SEO SEM Ж 

Ж ꜙ ⅎ

ɼ 

Е ꜙᴗҟ ᵲ

ꜙ ꜠ Ж SEO

Ж SEM Ж

Ж ⅎ

Ґ҅ ᵲᵲ₴ ≡ Ж ⅎ

ᵩ Ԏ

ɼ 

Ӏ Ὺ Е װ ꜙ ᴌҿ Їװ

ᴕ ꜙᴗҟ ᵲ ҿӀ Ї

Ὺ ⅎ ɻ ┼ ɻ ↔ɻ ɻ ꜙ

ɼ 

Е Ї Ίᵩ Ὺ

ғ Ї ⅎ ү Ї ҅ ꜙᴗ

ҟЇ ⅎ⌡ Ғ Ї үᴰ Ї

ү ┼ Ґ҅ ЇῊ

ⅎ ғ Ⱶɼ ↔ ɻ ҟ

ɼᴑ Ί ғ

ɼ 

Ѓ9Є ἥ ἥ Ѓ28 Ї1 ⅎЄ 

ῠ Е ɻ Ⱶ ᵲ 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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Ⱶ Е ᵲ ᴌ ⱵЖ ῠ

ꜙ / ⱵЖ ” ꜙ

Ҳ₴ Ⱶɼ 

Ӏ Ὺ Е װ Ѓ ╦ ‼Єɻ

Ѓ ‼ɻ ‼ ɻ

‼ Є Ѓ ‼

ᵲ ЄҿӀ Ὺ ɼ 

Е װ ҿӀ ғ

Ї ῠ Ҙҟ Ⱶɻ Ⱶ Ї ” ꜙ

Ҳ₴ Ї ҟ ῠЖ

Ҳ ҟ Ї

ḪЇ ῠ ᵲ Ҳ ҟ ῠɼ

↔ ɻ ҟ ɼᴑ Ί

ғ ɼ 

Ѓ11Є Ѓ28 Ї1 ⅎЄ 

Е ῠ Ⱶ ᵲ Ж ῠ

⧵ԓדּ ɻ ҟӕҟ ᵲᵲ Ж ῠ Ί ҟ

ᵲ ᴑ Ж ῠ Ӏ ӥ Ⱶ

Ⱶɼ 

Еԋ ɻ ᾣ ɻ

ɻ Ҳ ᵩ ɻ Жԋ ᵩ

ɻ ᵣɻ ɻ ∆Ж ᾣ

ғ┼ᵲЇ ɻ ɻ ɻᴮ ║ Ж

ғ┼ᵲ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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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ᵲɼ 

Ⱶ Е ῠ ɻ Ḫ Ї‼ ɻꜘ

ⱵЖ ῠ ┼ᵲ ⱵЖ ῠ

ⱵЖ ῠ ⱵЖ ῠ

ⱵЖ ῠ ғ ᴰ֢ ⱵЖ ῠ

ᴑ ɻ Ⱶɼ 

Ӏ Ὺ Е ḷЇ

ɻ ┼ᵲɻ ┼ᵲɻ ꜠Ḍ ┼ᵲװ

┼ᵲɼ 

Е װ 2-3 Ї

ⅎ ᵲ Ὺ ɼ ↔ ɻ ҟ

ɼᴑ Ί ғ

ɼ 

Ѓ12Є ғ┼ᵲ Ѓ28 Ї1 ⅎЄ 

Е ῠ ҟ ҟ Ж

Їᶕ ɻ ᵲ ᵲᵲ

└ Ї ɻײַ ɻ Ḫꜙ ɻ

ᵲ └Ὴ ɼ 

Е ┼ᵲ ῗ Ї Dreamweaver 

CS6 ᶕ Ї ᵫ ῇ ᾣ

ɻ⌐ Ί Жԋ Ж

↔ɻ Їԋ ┼ᵲ ᴌ

ἥ ᴌ ɼ 

Ⱶ ЕΊ ⅎ ɻ ” ⱵЖΊ

ӥɻ ⱵЖΊ ɻ 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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ⱵЖΊ ⅎ Ḫ ⱵЇΊ ҅

∕ Ⱶɼ 

Ӏ Ὺ Е Ӏ ↔ғ ᵣɻ

ғ ɻ ғ ɻ ғ┼ᵲɻ

HTML ғ ғ ᴗҟ ῝

ᵲᴑꜙɼ 

Е ҏғ Ґ Ї

ɻ ᵩ ɻ ɻ ᶡⅎ ɻ

Їװ ҿӀᵩЇ ҿӀ Ї

ָ Ї ɻ ᵣғ ↔ ҅ ∆ᴗҟ῝

ᵲᴑꜙЇ Ņ ɻ ɻ ɻẦɻ ņҿ҅ᵩЇ

ɻ ғ∕ ῠЇ ҿ

ɻ ɼ ↔ ɻ ҟ

ɼᴑ Ί ғ

ɼ 

Ѓ13Є Ѓ1+X Є

Ѓ1 Ї28 Є 

ЕΊ ꜙ Ї װ ҿҲ Ї

ᵩ ЖΊ ҟ Ї Ḫ῎ Ї

Ї ɼΊ ײַ ɼ 

Е ∑Ї

₴ᴍ ∑ЇḪ ₴ᴍ ∑ɼ 

Ⱶ Е ∑Ї

Ї┼ᵲῗ ᴮ Ж ᴍ

∑Ї┼ 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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Ж ᵣ Ї┼ Ḫ

Ї ᵣ ָ

ɼ 

Ӏ Ὺ Е 1+X ҏ

Ὺ SEOᴮ ɻ Ὺ SEM ɻḪ ҎүӀ

ɼ 

Е ҏғ Ґ Ї

ɻ ᵩ Їװ ҿӀᵩЇ

ҿӀ Ї 1+X ҏ ҅ ∆ᴗ

ҟ῝ ᵲᴑꜙЇ Ņ ɻ ɻ ɻẦɻ ņҿ҅ᵩЇ

ⱵЇ 1+X ɼ

↔ ɻ ҟ ɼᴑ

Ί ғ ɼ 

Ѓ14Є ꜙ ⅎ ғ Ѓ1+X ꜙ

ⅎ ЄЃ1 Ї28 Є 

Е ῠ ҟ ҟ Ж

Їᶕ ɻ ᵲ ᵲᵲ

└ Ї ɻײַ ɻ Ḫꜙ ɻ

ᵲ └Ὴ ɼ 

Е ⅎ Ж ɻ

Ί ɻ̓̀ ⅎ / Ί

ᶕ Жԋ ꜙ ⅎ Ї

ῗ ɻ ɻ֥ ⅎ Ж

ᶕ Excel ɻ ҅ ⅎ

ᵲЇ Ж 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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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ɼ 

Ⱶ ЕΊ ɻⅎ ɻ ” ⱵЖ

Ί ӥɻ ⱵЖΊ ɻ

ɻ ⱵЖΊ ⅎ ⱵɼΊ

҅ ∕ Ⱶɼ 

Ӏ Ὺ Е 1+X ⅎ ҏ

ⅎ ɻ ⅎ ɻ ⅎ ɻ

ꜙ ⅎ ῗ ɼ 

Е ҏғ Ґ Ї

ɻ ᵩ Їװ ҿӀᵩЇ

ҿӀ Ї 1+X ҏ ꜙ ⅎ ҅

∆ᴗҟ῝ ᵲᴑꜙЇ Ņ ɻ ɻ ɻẦɻ ņҿ҅ᵩЇ

ꜙ ⅎ ⱵЇ 1+X

ɼ ↔ ɻ ҟ ɼ

ᴑ Ί ғ ɼ 

Ѓ15Є ꜙ Ѓ2 Ї56 Є 

ῠ Е ɻ Ⱶ ᵲ Ж

ӕ ᵲ Ї ⱵЖ

Ⱶ ⱵЖ ꜙ Ї

ῗ ⱵЖ ᵣ Ї Ж ɻ

ɻ ᴑ Ж ɻ ɻ

ⱵЖ ᵲ 6SЃ ɻ ɻ ɻ ɻ

ῠɻ ῊЄ Ї ᵲ ɻ ᵲ ɼ 

Е ‼ ꜙ ╦

ꜙ Ж photoshop ᵲ ῗ 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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ῗ Ж Ӏ ɻӀ ɻ

┼ᵲ Ж Ӏ ᾭ

מ Ж Ӏ ⅎ Ж

ᴮ ῗ ɼ 

Е ╦ ꜙ

ⱵЖ ⌐ photoshop┼ᵲ ɻ ғ Ж

┼ᵲӀ ɻӀ ɻ Ж

┼ᵲᴗҟ Ж ᾭ

⌐ ɻ ɻ מ Ж

⌐ ⅎ Ж ⌐

SEO ᴗҟ ɼ 

Ӏ Ὺ Е ʃxxx ꜙҘҟ ‼

ʄ ӥЇ Ҳ ү

ᵲɼ 

Е ҏғ Ґ Ї

ɻ ᵩ Їװ ҿӀᵩЇ

ҿӀ Ї Ӏ ɻ

҅ ∆ᴗҟ ᵣ ᵲᴑꜙЇ Ņ ɻ ɻ ɻẦɻ ņҿ

҅ᵩЇ ה ҩү ꜙҘҟ

ᵩ ӥ ӥ ↔ ɻ ҟ

ɼᴑ Ί ғ

ɼ 

Ѓ16Є ҟ Ѓ1 Ї28 Є 

Е ῠ ҟ ҟ Ж

Їᶕ ɻ ᵲ ᵲᵲ



45 

 

└ Ї ɻײַ ɻ Ḫꜙ ɻ

ᵲ └Ὴ ɼ 

Е   ҟ Ж ҟ

Ҳ ɻ Ї   ҟ

Ж   ҟ ⅎ ɻ

Їԋ   ҟ Ҳ Ԑ ɼ 

Ⱶ Е ῠ ῇ ɻ ᵲ Ї

ᴰ Ҳ ⱵЖ

ῠ Ⱶ ⅎ ” ⱵЖ

Ҙҟ ⱵЖ ɻ

ᴌ Ѓ Є ⱵЖ ɻ

ⱵЖ ⅎ ɻ ⱵЖ

ɻⅎ ⱵЖ ש ɻ ⱵЖ  

ӫ ⱵЖ ᵲғ ᵲ Ⱶɼ 

Ӏ Ὺ Е ҟ Е 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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ҟ ɼ 

Еԋ ╦ ҟᴗҟ ‟Жԋ

╦ ҟᴗҟ ᵣ ┼ Жԋ Жԋ

ҟ ↔ ӎЖԋ ғ ᴰ

ɼ 

Ⱶ Е ᵣ ⱵЖ ҟ

ᴰ ⱵЖ ┼ ҟ ↔Ї

ғ ᴰҒ ɼ 

Ӏ Ὺ Е ᵫ ҟ ɻ ғ ɻ

ҟ ɻ ҟ ɻ Ḧ ɻ ɻ Ӏ∕

ҟ ɼ 

Е ᶡ ɻ ɻ

ԝ꜠ɻ ᵩ ɼԓ ֒ ғҐ ҟ

ᴑꜙ ЇҒ ғ ⅎɼ 

Ѓ18Є ҟ ӥЃ24 Ї672 Є 

Е ӥ ∆Ӏӎɻ ҡ

Ї Άɻ ɻ ָ Їῗ ԐЇΊ

ᴰ ᴑ ɻ ӎ ҿ ᴰӀӎ Ж

ᾩ꜠ײַ Ї ꜘ ῎ ꜠Ї ғ ᴰ

Ж ꜘ ᵩ ꜠ЇΊ ằ ᵩ ɼ 

ЕῊ ɻ ῇԋ Ҙҟ ЇῊ ῇ

ԋ ӥᴗҟ ῗ ┼ ЖῊ ԋ ᵣ ᵲῪ

ᵲ Ж ᵲ ɻ ᵲ ɻ ᵲ ↔ɻ ӥ

  ɼ 

Ⱶ Е ӥᴗҟ ꜙҘҟ ῗҟ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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ᵲ Їᶕ Ҙҟ Ὴ Ж ꜡

҅ ɻ ᾥ └ Ҙҟ Ж

Ї ɻ

ⱵЖ ғ ҟ ῗ ‼ ᵲ

↔ ɼ ɻⅎ

” ⱵЇḌ ғ Ї

ῠלᴂ ɻ ᵲᵲ Їҿא ⌐

ҏ ᵲ ᵣ Ґ҅ Ж Ї

ᵲ ⱵЇ ᵲ Ж

ɻ ⱵЖ ɻ ɻ ɻ

ɻ ɻ ᵲ ҅ ЖΊ

Ї ɻ ɻ ɻ ɻ ɻ

ῗ ᵣ ῗ ɼ 

Ӏ Ὺ Е ῇᴗԐҟ ᵣ ῗ ᵣ ӥЇ ᴗҟ

Ґᵩ Ίᵩ ᵲ Ї ῗ ᵣ Ί

ᵩ ᵲᴑꜙЇ ӥ   ҟ ӥ

ɼ 

Е ῇᴗҟ ҟ ӥЇ ғ

Ї Ҙҟ ” ᵲҲ └ Ίᵩ

Ї ᵣ ᵲᴑꜙɼ ӥ ᵣ

Ї ҏ֢ ӥ ɻ ӥ

‟ ЖӀ ҿ

ӥ Ж Ὺ Ί Ҙҟꜗ ҵ

ᵲ ɼ 

4.Ҙҟ ЃҘҟ ḷ 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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ɼᴑ Ί ғ

ɼ 

Ѓ2Є ꜠ ꜙЃ32 Ї2 ⅎЄ 

ЕΊ ҟ ЇΊ ɻ֢

װ ָ ῗ ⱵЇ Ḫ ɻ ҟ ɻ ᴑ

ɼ 

Е ῗ Ж Ң Ж ꜠

ꜙ O2O ῗ Ж ԑ ɼ ɻ

Ὺ ɻ ꜠ ↔Ж ⅎ ɻ ɻ

ῗ ꜙ Ж Ḫ ҟᴍẅɼ 

Ⱶ ЕΊ ῳ ᶕ ⱵЖΊ

ῳ ꜙ ᶕ ⱵЖΊ ɻמ ɻ

║ᶕ ⱵЖΊ ∕ Ḫ ⱵЖΊ

ḷ ᶕ ⱵЖΊ ⱵЖΊ

꜠ ֢ Ⱶɼ 

Ӏ Ὺ Е ꜠ Ҳ ɻ Ԑ Ж

꜠ ꜙҐ Ң ᶕ Ж ꜠ ꜙ

ɻשׂ ⌐ Ж ꜠ H5 ᴮׂשɻ

ɻ ꜠ԑ Ж Ḫ῎ᴭ ᶕ

ɻ Ж ᶕ ɼ 

Е ꜠ ɻ Ί ᶕ ɼ

ғ ɻ ῠ Ņ ҲẦЇẦҲ

ņ ɻ Ӏ ∕ Ⱶɼ ↔ ɻ

ҟ ɼᴑ Ί

ғ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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Ѓ3Є Ѓ40 Ї2.5 ⅎЄ 

Е ῠ ײַ Ї ᴰ ӥɻ

ᴰ ғ Ж ғ Ж ῠ

ЇŅ Ҳ ņЖ ҟЇ ЖΊ

҅ ᴰ֢ Ⱶɻ ằ ЖΊ

ָ ⱵЖΊ ҅ ᴗҟ

ҟהҟָ Ḧ ɼ 

Е Жԋ ᴯᴗ

ҟ Ї῎ ῗῪ Ж Ж

ӵ Ж ש Жԋ

ҏɻ ɻ ҏḦ Ж

Ж Ԑᴈ Ὺ ɼ 

Ⱶ Е Ԑ Ї

Ԑ ꜠ ∑Ж Ї ᴑ

ᴑ Ж Ὺ Ὴ Ԑ Ї

” Ԏ Ж ᶡⅎ Ж

Ί Ї Ԑָ ⌐ ɼ 

Ӏ Ὺ Е Ӏ ғ ₴ ῗ

ɻש ɻӵ ɻ֥ ᴑ ɻ ҏ ɻ ҏ

Ḧ ɻ ɻ Ԑ ɻ ҟ֥ ɻ Ԑᴈ

ғ Ԑ ┼ ɻ ῎

ᶡɼ ӥЇᶕ ҅үῊ ɻ

ԋ ɼ 

Е Ӏ + ᶡ ɼ

ᵩ Е ҟ Ї 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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ɻꜘ ɻ ₴ ҟ ņɼ Ї

ҿ Ї ҿ Ї װ ᶡҿ ɻװ

ҿ Їװ ҿ ɼ Ҳ

Ї Ὺ ‼ ҏ Ї

ᶡ ɼ ↔ ɻ

ҟ ɼᴑ Ί

ғ ɼ 

Ѓ4Є ┼ᵲғ Ѓ40 Ї2.5 ⅎЄ 

Е Ḫ ,

ɻ ᴑ Ж ɻ ɻ

, ӥ Ҳ₆ ꜙ ɻ

Ҫ ᵲᵲ Ж ӥӥ , Ҫ

ҟ ‼ɻ ‼, ҟ ɼ 

Е ◑ Ї Ж

Жԋ ɻ ἥғ ꜘ Ж

ғ Ж ꜘῇ Ж ᴌ

₴Ж ᴌ ᵲ ᶡ ɼ 

Ⱶ Е ◑ ҅ ⱵЖ

ғ Ж ғ

ғ ЖΊ ҅ Ⱶ

ᵲ Ї ᵲɼ 

Ӏ Ὺ Е Ὺ ɻ◑ ɻ┼

ᵲ Їב ᴌ ɼ

ӥЇ Ғ └ ɻ ᴌЇ

◑ Їꜘҏ 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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Ї ꜘ Ї ┼ᵲɼ 

Е ҏғ Ґ Ї

ɻ ᵩ ɻ ɻ ᶡⅎ ɻ

Ї ┼ᵲ ɻ ᵲɻῗ

Ї ┼ᵲ ғ Ї ҿ҅

ɻ ҟ ┼ᵲָ ɼ ↔ ɻ

ҟ ɼᴑ Ί

ғ ɼ 

Ѓ5Є ꜙЃ40 Ї2.5 ⅎЄ 

ЕΊ ҟ ЖΊ ɻ֢

װ ָ ῗ ⱵЖ Ḫ ɻ ҟ ɻ ᴑ

ЖΊ ӥ

ⱵЖΊ ┼ ᵲ ↔ Ⱶ ” ҟꜙ ⱵЖ

Ί ᶕ Ḫ Ⱶɼ 

Е ῗ Ж ῗ

Ї ɻ ɻ Ж

ῗ Ж Ḧ ῗ Ж ᴍ

ῗ Ж מ ῗ Ж Ԏ

ῗ Ж ֢

ῗ Ж ₴ ῗ ɼ 

Ⱶ Е ɻ

ᶡ ₴ ҟꜙ ⱵЖ ɻ

ⅎ ЇΊ Ὺ ֢ ⱵЖ

ɻ ᵣɻ ᴍ ᴍ Ж

ɻ ᴍ ‼ ᴍ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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ᴗҟ Ї Ԛ ɻ

ẅ Ж ‼ ֢

ɻ Ж ֢ ᴌ

ɻ Ж

Ғ Ґ ₴

Ḧ ⌡ɻ‼ Ḧ ⸗ Ḧ ɼ 

Ӏ Ὺ Е Ὺ ɻ ₴

ɻ ɻ ɻ

ɻḦ ɻᴍ ɻ

ɻԎ ғ ” ɻ ₴ ɻ

₴ ɼ 

Е Ņ ӥ ņ

ɻ ɻ Ї

ῗ ₴ ᶡЇ ₴

ɻ ɻ ɻ ɻ ɻ ɻ ɻḦ

ɻᴍ ɻ ɻԎ ғ ”ɻ ғ

ῗ ɼ ↔ ɻ ҟ

ɼᴑ Ί ғ

ɼ 

Ѓ6Є Ѓ40 Ї2.5 ⅎЄ 

Е Ӏ Ὺ Ж

ӥ Ж ɻ

‼ ” Ж ԋ ⅎ ɻ ɻ

ɻ ɻ ῗ 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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ῠ ῗῪ ɼ 

Ⱶ Е ⅎԋ ,ҿẦ Ҙҟ

ꜙẦ‼ Ж

, י Ҳ ῠ ᵲ₴

≡ ῠ Ж ῠ ҿᴗҟ┼

ῠ Ⱶɼ 

Е ῠ Ί ∕ Ї∕ Ж ῠ

ⱵЖ ῠ ɻ ɻ ”

ⱵЖ ῠ ῝ ᵲᴑꜙ ⱵЖΊ

ҟ ЖΊ ɻ֢ װ ָ ῗ

ⱵЖ Ḫ ɻ ҟ ɻ ᴑ ɼ 

Ӏ Ὺ Е Ӏ Ὶ

Ї ɻ Ḧ ɼ

ᴰ ɻ ‼ɻ

ῠ ῗ Їԋ ⅎ

ɻ Ї Ғ ɻ ɻ

ꜗ ɻ ɻ ‼Ї

ῠ ɻ Ж ⅎ ᴗҟ Ҳ Ї

₴ ῗ ”⸗ ɼ 

Е ⅎ Ї ᴗ

ҟ ⅎ ᴮ Ї

ᴍЇ Ὶ √ ⅎ ɼ

↔ ɻ ҟ ɼᴑ Ί

ғ ɼ 

Ѓ7Є ꜙ OFFICE Ѓ40 Ї2.5 ⅎЄ 



55 

 

Е ӥ Ί Ї ҅

Ї┼ᵲ װ ғ Ж Ḫ

EXCEL ⅎ ғ ᵲЖ ӥ Ί

Їằ ⱵЖ ӥ Ί

ᵩ Ї ᴑ ҟ ɼ 

ЕWORD Ї ᴌ ┼ᵲЇ┼ᵲ

Ї┼ᵲ װ Ї

┼ᵲ ҟ Ѓ Є ɻ װ ЖEXCEL

Ї ῇ Ї EXCEL⃰

ꜙ Ї ┼ᵲ Ї⌐ ⃰

EXCEL ⅎ Ж Ї ┼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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Ⱶ ῠҿ ЇẦ└ ҅ ᵲ Ⱶ ɼ

↔ ɻ ҟ ɼᴑ

Ί ғ ɼ 

Ѓ8ЄHTML5֢ԝ ᵩ ғ┼ᵲЃ40 Ї2.5 ⅎЄ 

Е ᵲ Ї ҟ

ɻ ҏ Ԏ Ї ῠ ɼ 

Е HTML5 ֢ԝ ᵩԜ ᵲ

┼ᵲ Ж HTML5 ֢ԝ ᵩԜ ғ

ᵲ ᶕ Ж HTML5 ֢ԝ ᵩԜ ꜠ ┼ᵲЖ

HTML5֢ԝ ᵩԜ ᴌ ᵲ ɼ 

Ⱶ Е ᶕ ῗԜ HTML5 ֢ԝ

ᵩ ғ┼ᵲЖ HTML5 ֢ԝ ᵩ ғ┼

ᵲ Ж ꜠ ЇΊ ғ

ᵲ Ⱶɼ 

Ӏ Ὺ Е Ӏ Ὺ ῗ ꜠ ɻ ꜠ ɻ

꜠ ɻ ꜠ ɻ ꜠ ɻᾣᴌ꜠ ꜠

Ї ⌐ ҿ ꜘғῗ ┼ ᵩ ֢ԝ ҿЇ

ש ‟ҐЇ װ ∕ ҵ Ⱶ ֢ԝ꜠

ɻ ꜠ ɻH5 ɼ 

Е H5 ֢ԝ ᵣ ⱵЇװ

ῠ H5 ᴶ ┼ᵲɻ ҟ ɻ҅ └ ɻ

꜠ɻ ɻῊ ɻH5 ҟ ɻ Ḫ

┼ᵲ ⱵЇΊ ᵲ Ї ᵲɻ

Ӏ∕ ҟ ῠЇ H5 ᵣᴑ ɼ

↔ ɻ ҟ ɼ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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Ί ғ ɼ 

Ѓ9Є ꜙЃ40 Ї2.5 ⅎЄ 

Е ῠ ɻ ײַ ᵲᵲ Ж

ῠ ԓ ᵲ ᵲ ɼ 

Е ꜙ ɻ Ж

ꜙ Ҏ ᵲ ∑Ж ᵲ

ᵲ ɼ 

Ⱶ Е ῍ ҟꜙ ᵲ Ї

ῳ ᵲɻ ғ י ᵲɻ ᵲɻ

֥ Ḫ ᵲɻ ֥ ᴍɻ⅜ ᵲɻ

ᴮ ᵲɻ ɻ ɻ₴ ῗ

ᵲɻ ɻ ꜙ ᵲ ҟꜙ ᵲ Ⱶɼ 

Ӏ Ὺ Е Ӏ Ὺ ɻ

ɻ ɻ ɻ֥ ᴍғ ɻ

ɻ ⅎ ꜙɼ 

Е Ӏ + Ї

Ḫש Їװ ᵲ ҿӀ Їᴑꜙ ꜠Ї

Ї ɼ

↔ ɻ ҟ ɼᴑ Ί

ғ ɼ 

Ѓ10Є Ѓ40 Ї2.5 ⅎЄ 

Е ҟɻ Ї ҟῘ

Ж ᵲ ɻ ɻ ḪЇΊ ҟ Ж

ғ ֢ ЖΊ

ᵲ Жּדԓ ∕ ЇΊᵩ ӥ Ⱶ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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Еԋ Ὺ Ї

Ї ꜙҲ֥ ɻ

ᴍ ɻⅎ ɻḌ Ὺ Ӏ Ж

ᴰ Ὺ Ї ᴰ

ɻ Ὺ ɻ ∑ үῊ ԋ ɼ 

Ⱶ Е ԋ ү ᴗҟ

ⅎ Ж ⅎ Ї

ῗᴗҟ ⅎЖ ‼ ⅎ

ӵ꜠ ɻ ӵ ҿ ӵ Ї

Ж ‼ ⅎᶳ ⅎЇ

‼ ᵣЖ 4P

ᴗҟ Ж ᴰ

ɻ Ὺ ɻ ∑ ԓ ɼ 

Ӏ Ὺ Е װ ɻ

ⅎ ɻ ɻ

ᵣЇ ֥ ɻ ᴍɻⅎ ɻḌ ⅎ ɻᴰ

ҿӀ Ὺ ɼ 

Е װ ҿӀЇ ɻ

Ӏ ӥҿ Ї ᶡⅎ ɻ ᵩ Ї

ɼ ҿŅ ӥ ņ ɻ

ɻ ɼ ᶡ ᶡ

Ї ⅎ ᶡ

Ж ԝ꜠ Їꜘ Ж

ᴰ ӥЖ ӥ

ש ᵩ Їה ҿ ῠ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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ԎⱵ ָ Ґ ɼ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1. ꜠ ⅎ Ѓ 1Є 

2. ῠ Ѓ 2Є 

3.Ҙҟ Ѓ 3Є 

4.Ҙҟ Ⱶ Ѓ 4Є 

5. Ѓ 5Є 

6. Ѓ 6Є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 ᴣ  

ʃ ҟ ┼ ‼ʄ Ҙᴑ Ї

Ғ ԓ 25:1ɼ 

 

 

表 4 专业教学团队一览表 

ָ / ᶡ ָ  ᶡЃ%Є  

Ҙᴑ  17 100  

 

 1 5.88  

◖  6 35.29  

 6 35.29  

꜡  4 23.54  

 

 0 0  

 16 94.11  

 1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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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Ґ 5 29.41װ

36-45  11 64.71  

46-60  1 5.88  

60   ҏ 0 0װ

 16 94.11  

Ҙҟ ָ 2 11.76 Ὺ+ᴗҟ 

 

2.Ҙᴑ  

Ѓ1Є῎ΐ Ί ғᴑ Ὴ ┼

ҏװ Ї Ж Ḫ ɻ

ɻ ɻ ֿ Ӑ Ж Ⱶɼ 

Ѓ2ЄҘҟ Ҙᴑ Ί ꜙɻ ғ

ɻ ɻ ғ ῗҘҟ ҏװ

Ї Ж Ḫ ɻ ɻ

ɻ ֿ Ӑ ЖΊ Ҙҟ ῗ ꜗ

ⱵЖΊ Ḫ ⱵЇ

Ж 5 Ғ ԓ 6ү ᴗҟ ɼ 

Ѓ3Є ӥ Ί ғ Ҙҟ Ҙ ҏװ

Ї ᴗҟ҅ ᵣΊ 3 ҏװ ᵲ ɼ 

3. Ҙҟ ָ  

Ҙҟ ָ ∑ҏ Ί ◖ ҏװ Ї

Ὺ ҟɻҘҟ Ї ҟᴗҟЇԋ

ҟᴗҟ Ҙҟָ Ї ɻҘҟ

Ⱶ Ї ᵲ Ⱶ Ї ῪΊ

҅ Ҙҟ Ⱶ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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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ῡ  

Ҙҟ Ҳ ҅ ᶡ ῡ Їῡ

ꜙ ҟ ҅ ᵣ ᵲָ ЇΊ Ҙҟ

ҵ ᵲ Ї Ҙҟ ӥ

ᴑꜙЖῡ װ ғ ӥ ᴑꜙҿ

Ӏɼ 

（二）教学设施 

1.Ҙҟ ᴌ 

҅ Ѓ Є ɻ ᵩ ɻ ɻ

Їԝ ῇ WiFi Ї Ί Ὴ ɼ

Ḧ Ї ɻ

ɻḦ ɼ 

2. Ὺ ӥ  

Ὺ ӥ Ί ЃSEOЄ ɻ

ЇӀ Ґ ɼ 

表 5 校内实习实训室信息表 

序

号 

实习实训室名称 

主要工具和设施设备 

名称 数量 工位 功能 

1 
网络推广（SEO） 

实训室 

硬件：计算机、互联网 

软件： 

百度搜索引擎实验室 

Google chrome浏览器最

新版 

60 台 60 
用于搜索引擎优化课程课

内实践 

2 
网店运营推广实训

室 

硬件：计算机、互联网 

软件： 

千牛、谷歌浏览器、淘宝

助理 

60 台 60 

用于《网店运营推广》课程

实践、集中实训与 1+X网店

推广考证培训与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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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实习实训室名称 

主要工具和设施设备 

名称 数量 工位 功能 

3 
电子商务企业运营

沙盘实训室 

硬件：计算机、互联网 

软件： 

ITMC电子商务实训与竞赛

系统 

火狐浏览器 

60 台 60 
用于《电商基础实训》集中

实训 

4 
商务数据分析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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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 学生数 

1 御家汇股份有限公司 
网店运营与

管理 

电子商务平台客服、网店

运营 
120 

2 
长沙市爱巴森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基  

网店运营与

管理 

电子商务平台客服、网店

运营 
200 

3 
阿里巴巴长沙外贸新本服中心

基地 

跨境电商 

运营 
阿里巴巴国际站运营 100 

4 
湖南竞网智贏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基地 
网络营销 

搜索引擎优化、关键词竞

价排名 
120 

5 快乐购有限责任公司基地 新媒体营销 
微信公众号运营、淘宝直

播、电视直播 
100 

6 
湖南柯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基

地 

电子商务客

户服务与 

管理 

网店客户售前咨询、售中

服务、售后维护 
50 

7 
湖南科凡达高新智能设备有限

公司基地 

电子商务平

台客服 

网店客户售前咨询、售中

服务、售后维护 
100 

8 
长沙强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基

地 

农产品电商

运营 

网店分销、客户服务与管

理 
50 

9 西藏两棵树商贸有限公司基地 社群营销 
移动分销、客户服务与管

理 
80 

10 
湖南新雷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基地 

新零售电商

运营 

文案策划与软文写作、社

区团购 
30 

11 湖南省茶叶集团基地 
农产品电商

运营 

网店分销、客户服务与管

理 
60 

12 
湖南 xxx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基

地 

农村电商 

运营 

网络营销、电子商务数据

分析 
60 

13 
湖南创领电子商务公共服务有

限公司基地 

农产品电商

运营 

网店分销、客户服务与管

理 
80 

14 
湖南鑫瑞惠民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基地 

农村电商 

运营 

网络营销、电子商务数据

分析 
30 

 

（三）专业教学资源 

1.  

Ғ Ҙҟ Ї ҅ ᾥ Ὺ ɼ

Ҙҟ ↔ ᴌװ Ҙҟ ‼ɻ

ᴌ ҏᴶ Ї

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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Ѓ1Є Ҙҟ ɻ ҟᴗҟҘ ָ ғ

ЇҪ ʃxxx ʍ2014ʎ25 ᴌŀ

ŀ ⸗ ʄЇ ᴮ ɼ 

Ѓ2Є ԓ ꜙҘҟɻ ҟ Ї

ҏᴮᾨ 5 Ὺᴮ ↔ ɻ ҟ

ᴗΐ Ї Ғ ῇ ɼ 

Ѓ3Є Ὺ ᵩ ᾨ ɻ ɻ Їᶕ

Ҙҟ Жᵩ ᴑꜙ ɻ ҟ

Ⱶ Ї ꜙҘҟ ᵣ ҟ

Ї∕ Ὺ Ї Ї Ḉ ҏ ӥɼ 

3. ӫ  

Ѓ1Є ӫ ָ ῠɻҘҟ ɻ

ᵲ Ї Ḉ ɻṨ ɼ 

Ѓ2ЄҘҟ ӫ Е ῗ ꜙ ғ

ɻ ꜙ ⅎ ɻ ꜙ ɻ ꜙ

ꜙғ ӫɻ ⅜ɻ ɻ ‼ɻ ɻ

ῳ ɼ 

 

（四）教学方法 

Ѓ1ЄḪ  

“ԝ + ҟ ”Ї⌐ ӥ

ῗ Ї Ḫש Ї

ӥ ɼ

Ї ╦ Ї Ҳװ ɻᴑꜙɻ ᶡҿ ᵩЇ ғ

ɻ ɻᵩ ɻ 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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ᴍɻ Ї ҏ ҐЇ Ὺ Ї

ғ ᴍ ɼ 

Ѓ2Є ᾣ  

“ ɻ ɻẦ ҅” ᵩ ∑Ї Ї

ɻⅎ ɻ ԝ꜠ɻҘҟ ɻ

Ж ᵲ ɻ ᶡ ɻᴑꜙ ꜠ ש

Жᾥⅎ⌐ ꜠ԝ Ḫ ɻ ᵩɻ ɻ

Ḫ Ї ԝ꜠Ї ⱵṪ

Ӏ ӥɻ Ӏ Ї └ΐ ӥɻΐ ɼ 

Ѓ3Є“ + ” 

ҘҟӀ + Ї

₴ Їᶕ ҟ ꜘ ɼ ҅

ҘҟӀ ‼

ɻ Ὺ ɻ Ѓ Ҳ ɻ

ӥҎ ЄҎү Ї Ὺ

Ὴ ῇ└ Ҳ Ї Ầ└Ņ ɻ ɻẦņ

҅Ї Ҙ Ὺ Ҳ Їה Ḧ

└₲ ЇҘҟ └  ҏɼװ50%

（五）学习评价 

1. ᴍ  

ғ Ї

ᴍЇ ₴Ҙҟ ғ ᵣ Ї ҟᴗ

ҟ ᴰ ῗ ғ ᾣ ᴍᵩ ɼ 

2. ᴍ  

Ѓ1Є ᴍ ʃxxx



66 

 

⸗ ʄЃxxx ʍ2019ʎ49 Є ῗ ɼ 

Ѓ2Є ҟ ᴍῪ ῡ ɻ ɻ

Їᵩ ᴍ ‼ɻ ᴍӀᵩɻ ᴍ ɻ ᴍ

ᾣ ɼ 

Ѓ3Єꜘ Ї ᴍ

‼ ɼ 

（六）质量管理 

1. Ҙҟ ғ ┼ЇằῊҘҟ

┼ Ї ɻ ᴍɻ ӥ

ɻ ҟ װ Ҙҟ ɻָ ῠ ɻ

‼ Ї ɻ ɻ ᴍ

Ї ָ ῠ ɼ 

2. ┼Їꜘ ғ Ї

ằῊ ɻ ɻ ɻ ┼ ЇҪ Ї

ꜗ Ї ῎ ꜠ɼ 

3. ᴶ ᴍ Ї ҟ ᵣɻ

ᵲᴗҟɻ ᴰɻ ғ ᴍЇ ᴍғ

ᴍ Ї ᴍғ ᴍ Ї ᴍ

ғ ᴍ ᴍ Ж ᾥⅎ⌐ ᴍⅎ

Ҙҟ Ї ָ ῠ ɼ 

4.ῗ ӥ ᴍ ᾣ Ї ɻ ᵲ

ҟɻ ɻ ɻ Ї

꜠ Ⱶɻ ᵲ Ⱶ Ҳⅎ ɻ ”

Ⱶ Ї ӥ ҏ ∕ ԍ ⌡ Їיִ

Ὴ ᴍ Ⱶ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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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ҟ ┼ ᴰ ᴍ ┼Ї

‟ɻ ҟ ɻ ҟ ҟ ‟ ⅎ Ї

ᴍָ ῠ ῠ ‟ɼ 

九、毕业要求 

1. ∑  

Ѓ1ЄΊ ᴰӀӎḪ қ ɻָ

ɻᴍẅ Ж ɻ ḪЖ Ӄ ҿӥ

ʃ ҟ ҿ ʄЖ 

Ѓ2Є ҟ ɻ

ЇΊ ҅ ָ ῠ Ж 

Ѓ3ЄΊ ҟ ҟ ῠЇ Ԑה Ҙ

ҟ Ҙҟ ҟ ᵣ ᵲЖ 

Ѓ4Є ằ Їָ ằῊɼ 

2.Ίᵩ  

Ѓ1Єḷ 145 ⅎɼῚҲЕ ῠ 46.5 ⅎЃ

ῠ 4 ⅎЄЇҘҟ 24.5 ⅎЇҘҟ

20.5 ⅎЇҘҟ 43 ⅎЇҘҟ Ⱶ

10.5 ⅎɼ 

Ѓ2Є ҟ ӥɻ ҟ Ж 

Ѓ3Є Ґװ ӫЕ 

1+X Ҳ ӫЃ Є 

1+X ꜙ ⅎ Ҳ ӫЃ Є 

ָⱵ ғ ᴰḦ ꜡ ꜙ ӫ 

Ӏ⸗ Ҙ ɻ ɻ Ὺ ɻ

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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Ὴ ᴌ ꜙ ɻ ꜙ

ӫ 

Ὴ A ӫ 

十、附录 

Е 

ʉ1ʊ ҟ ғ ָ . ҟ

ꜙҘҟ ‼. 2019 07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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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审核表 

专业名称 电子商务专业 

专业代码 630801 

专业建设委

员会 

培养目标定位准确，课程体系设置合理，符合现

代电商企业人才需求。 

签名：                

  2020 年 6 月 5 日 

人才培养方

案论证会 

人才培养方案符合现代电商企业需求。 

 

签名：               2020 年 7 月 5 日 

学术委员会 

 

 

 

签名：                    年   月   日 

校级党组织

会议审定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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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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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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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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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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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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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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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