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管理专业四年制本科培养计划（教改班）

一、培养目标

1.通过培养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较为系统、扎实的行政管理专业基

础知识和现代行政管理创新理念；

2.使学生具备在民族地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相关管理工作以及科研工

作的技能；

3.通过教学实践和实习锻炼使学生具备一定的创新创业能力：

4.通过学习培养使学生具有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的坚定政治意识和能力，能够适

应民族地区实现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所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

二、培养规格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公共管理和行政事务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毕业时除应达到西

藏民族学院非教改班的培养规格外，还应具有分析和解决公共管理及内部行政管理问题的能力。

具体要求如下：

（一）综合素质能力

掌握本专业学习必备的大学英语、计算机、语言表达、人际沟通、社交礼仪、信息获取能

力，具备较高的德智体美综合素质。

（二）专业基础能力

掌握政治学、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现代行政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熟悉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及国家政府管理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法规；了解行政管理的基本过

程和相关程序；具备较好的专业基础应用能力及管理能力。

（三）专业核心能力

1.政策分析能力。能够对公共政策和组织决策的问题界定、方案选择、组织实施等做全流

程分析，评估和改进决策质量。

2.组织分析能力。能够对公共行政和组织行政事务进行管理分析，诊断组织问题，优化组

织结构和流程，提高组织人事和机关管理水平。

3.沟通表达和公文应用写作能力。具备较强的表达能力和高度的合作意识，能够在组织中

开展全方位沟通；熟悉行政公文的一般规范和要求，具有良好的文字撰写能力。

（四）专业拓展能力

1.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创新学习、终身学习的方法。

2.熟悉和掌握一定的社交礼仪规范，特别是行政礼仪规范并能合理运用。

3.具备强烈的进取心、良好的职业素质和职业规划能力。



4.掌握基础的社会调研方法，能够不断探索公共管理领域新情况、新问题，有一定的实际

工作能力和理论分析能力。

三、学制、学位、总学时（学分）

（一）学制：四年

（二）学位：管理学学士

（三）培养计划总学时与总学分：3229课时，199学分

（四）完成学业所需总学时与总学分：2957（理论课时2132，实践课时859），177学分

四、相近专业

公共事业管理

五、专业理论课程体系及教学模式

（一）主干课程

政治学原理、管理学原理、行政管理学、公共政策学、行政组织学、地方政府学、政府经

济学、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电子政务

（二）专业课程

1.政治学与行政学基础类：政治学、西方政治与行政思想史、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

政府与政治（含地方政府学）

2.行政管理基础类：行政管理学、公共政策学、电子政务、行政组织学、公共部门人力资

源管理

3.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类：社会保障学、非营利组织管理、社区管理、公共服务导论

4.专业能力实训类：秘书学、实用公文写作、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行政实务调研、公共关

系与行政礼仪

（三）民族特色课程

民族学概论、历代中央治藏史略、所有专业任选课程

（四）自学型课程（第二课堂）

学术讲座、课堂笔记、课程自学笔记、课外读书笔记

（五）研究讨论型课程

政治学前沿专题讨论、行政学前沿专题讨论、行政管理学经典著作选读

（六）教学模式

在遵循教育部公共管理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相关要求的前提

下，以“任务型教学理念为指导”，通过改革课程教学过程、评价模式、强化实践环节等途径，

着力解决当前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过程中重理论轻实践、重素养轻能力、人才培养与社会需要

脱节等系列性问题，主要措施体现在以下方面：



1.专业课程设置打破以往在理论课程中包含实践课时的课程设置结构，在专业课程设计时

将实践课时从理论课程中脱离出来，大量增加了教学实习型课程、专题调研型课程、实验类课

程、案例讨论型课程、课外实践课程的课时。总实践课时占总课时数的30%以上，着重培养学

生的专业实践能力。

2.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考核方式根据职业素养要求进行调整，构建“专业课程—职业能

力”交叉矩阵，将西藏行政管理人才素养指标分解到各课程，变课程教学考试过程为职业能力

测试和达标过程。

3.每门专业课程任课教师教学之前必需将课程任务分解，突出强化师生、生生互动作用，

力争将任务型教学理念贯穿在每一门课。

4.淡化考试和分数概念，构建多元化评价体系，建立闭卷笔试、开卷笔试、情境模拟测试、

社会调查与撰写调研报告、专题研讨、阶段性考试等多种形式的考核方式，将口头表达、书面

表达、沟通协调、统筹规划等能力训练融合到学生职业能力达标之中。

六、教学实践环节

专业教学实践主要包含以下环节，具体环节见下表：

（一）基础实践

1.学生接受通识教育实践和军事训练由学校统一安排。

2.结合课程教学，安排学生在假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并撰写书面实践报告。

3.学生毕业前应提交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二）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教学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在学习有关实践知识的同时，把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

转化为实践的能力，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同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学习动机、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本专业教学环节安排详见下表，其中在教

学实习环节主要是想通过相关课程完成学生在以下方面的训练：

应用写作能力训练；表达与沟通能力训练；策划与组织能力训练；社会调研分析能力训练；

信息技术应用技能训练。

（三）职业见习

安排学生到设在实践教学基地从事为期不少于两个月的职业见习，在行政实务调研环节由

带队老师指导；毕业实习按学校统一要求进行。

（四）课外实践

通过申报和完成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或由学生社团、志愿者组织等活动提升学生创新

管理能力；通过第二课堂学生自愿听取学术报告、完成课外读书笔记等提升学习与分析能力。



行政管理专业本科教改实验班教学实践安排表

顺序 类别 名称 学分
学期分配 实践教学形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集中 分散

1 基础

实践

通识教育实践 11 √ √ √ √ √

军事技能训练 2 √ √

暑期实践 2 √ √ √ √

毕业论文 8 √ √

2 专业

实践

教学实习（组织理论课

程实践考察与组织分析

或专题调研）

3 √ √ √ √

公文实训 2 √ √

电子政务实务 2 √ √

专题及案例讨论 7 √ √ √

社会调研实训 14 √ √

3 职业

见习

行政实务调研 14 √ √

毕业实习 2 √ √

4 课外

实践

第二课堂 2 √

创新训练计划 2 √

小计 71

七、教学时间分配表（附表一）

八、各类课程设置比例（附表二）

其中：课外实践、军事训练、暑期实践、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环节未计入实践课时比例。

九、专业培养计划进程表（附表三）

十、主要课程简介



附表一：教学时间分配表

一 二 三 四

总 计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第七

学期

第八

学期

上 课 15 17 17 17 17 17 17 117
考 试 2 2 2 2 2 2 2 14

入学教育 1 1
军事训练 2 2

机动与生产劳动 1 2 2 1 2 1 2 11
假 期 4 6 4 7 4 7 4 36

毕业实习 10 10
毕业论文（设计） 7 7

毕业教育 1 1
合 计 25 27 25 27 25 27 25 18 199

附表二：各类课程设置比例

课程类型 课程门数 毕业总学分数 百分比 毕业总学时数 百分比

必修课

通识教育课 13 65 33.33% 1065 36.02%
学科基础课 7 22 11.28% 366 12.38%
专业必修课 11 23 11.79% 405 13.70%

选修课

专业限选课 9 44 22.56% 751 25.40%
专业任选课 4-5 7 3.59% 118 3.99%

区内专业任选课程 3 6 3.08% 102 3.45%
公共选修课程 5 10 5.13% 150 5.07%

课外创新实践 6 2.05%
军训技能训练 2 1.03%
暑期实践 2 1.03%
毕业实习 2 1.03%
毕业论文 8 4.10%

总计 52-53 199 100.00% 2957 100.00%
实践学分/学时总计 71 36.41% 859 29.05%

学 年
周

数

项 目



附表三：专业培养计划进程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授课总学时
学

分

考 核 学 期
备注

总
学
时

理
论

实
践

实
验

考 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试 查 15 17 17 17 17 17 17 0
A 通识教育课

A11100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4 34 2 √ 2

A1110002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

律基础
51 51 3 √ 3

A1110003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51 51 3 √ 3

A1110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102 81 21 6 √ 3 3

A1110005 马克思主义四观

教育
34 34 2 √ 2

A1110006 形势与政策 36 36 2 √ *6 *6 *6 *6 *6 *6
A0910007 计算机应用基础 60 30 30 4 √ 4 过级

A0910008 OFFICE 高级应用 68 34 34 4 √ 4
A0110009 英 语 264 264 16 √ 4 4 4 4 过级

A0710010 体 育 132 20 112 8 √ 2 2 2 2
A0310011 藏语 68 68 4 √ 4 部队生

A0310012 大学语文 60 60 4 √ 4

A1010013 高等数学 128 128 8 √ 4 4

A1010014 应用统计学 51 51 3 √ 3

小计 1139 942 197 69 20 23 14 6 0 4

完成藏语（A0310011） 外的 13门课程，共 1065课时，其中理论课时 870，实践课时 197。计 65学分。

B 学科基础课

B0611001 政治学原理 51 51 3 √ 3

B0611002 管理学原理 60 60 4 √ 4

B0611003 民族学概论 51 51 3 √ 3

B0611004 行政法与行政

诉讼法
51 51 3 √ 3

B0611005 行政管理学 51 51 3 √ 3

B0611006 西方政治与行政

思想史
51 51 3 √ 3

B0611007 历代中央治藏史略 51 51 3 √ 3
小计 366 366 22 4 3 9 3 3 0 0

完成 7门课程，共 366课时。计 22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授课总学时
学

分

考 核 学 期 备注

总
学
时

理
论

实
践

实
验

考 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试 查 15 17 17 17 17 17 17 0

C 专业必修课



C0611001 政府经济学 51 51 3 √ 3
C0611002 公共政策学 51 51 3 √ 3
C0611003 中国政府与政治 34 34 2 √ 2
C0611004 领导科学 34 34 2 √ 2
C0611005 行政组织学 34 34 2 √

3 二合一
C0611006 行政组织学课程实

践考察与组织分析
16 16 1 √

C0611007 电子政务 34 34 2 √ 2

C0611008 电子政务实验 34 34 2 √ 2

C0611009 公共部门人力

资源管理
51 51 3 √ 3

C0611010 公共危机管理 34 34 2 √
3 二合一

C0611011 公共危机案例分析 16 16 1 √

小计 405 389 16 34 23 0 0 0 9 9 5

完成 11门课程，共 405课时，其中理论课时 389，实践课时 16，实验课时 34。计 23学分。

D 专业选修课

D1 专业限选课

D10611001 职业生涯管理 34 34 2 √ 2

D10611002 公共关系与行政

礼仪
51 51 3 √ 3

D10611003 社区管理 34 34 2 √

3 二合一
D10611004 社区管理课程实践

考察与组织分析
16 16 1 √

D10611005 社会保障学 34 34 2 √ 2
D10611006 实用公文写作 68 34 34 4 √ 4
D10611007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34 34 2 √ 2

二合一
D10611008 社会调研实训 240 240 14 √ 14
D10611009 行政实务调研 240 240 14 14

小计 751 221 530 44 0 0 0 4 7 19 14
完成 9门课程，共 751课时，其中理论课时 221，实践课时 530。计 45学分。

D2 专业任选课

D20611001 行政学经典著作

选读
34 34 2 √

D20611002 公共服务导论 34 34 2 √

D20611003 行政案例分析 34 34 2 √

D20611004 秘书学 34 34 2 √

D10611005 非营利组织管理 34 34 2 √

二合一
D10611006

非营利组织管理课

程实践考察与组织

分析

16 16 1 √

D20611007 政治学前沿专题

讨论
16 16 1 √

D20611008 行政学前沿专题

讨论
18 18 1 √

小计 220 102 118 13 2 5
完成 4-5门课程，至少修够 118课时，其中理论课时 34或者 68，实践课时 84或 50。计 7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授课总学时 学

分

考 核 学 期 备

总学时理论实践实验 考 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注



试 查 15 17 17 17 17 17 17

D3 区内专业任选课

D30611001 西藏文化地理专题 34 34 2 √

D30611002 西藏地方政府

治理专题
34 34 2 √

D30611003 西藏民族区域

自治专题
34 34 2 √

D30611004 西藏社会转型与

发展专题
34 34 2 √

D30611005 西藏地方公共

政策专题
34 34 2 √

D30611006 西藏城镇社区

治理专题
34 34 2 √

D30611007 西藏社会稳定专题 34 34 2 √

D30611008 西藏政府绩效

管理专题
34 34 2 √

小计 272 272 16 2 4
完成 3 门课程，共计 102课时，其中理论课时 102，实践课时 0。计 6学分。

E 公共选修课

E0611001 社科文献检索 2
E0611002 形式逻辑 2
E0611003 大学生就业指导 2 必选

E0611004 大学生健康教育 2
E0611005 心理学 2
E0611006 法律实务 2
E0611007 经济学基础 2
E0611008 西藏旅游基础知识 2
E0611009 中国民族史专题 2
E0611010 当代藏学研究 2
E0611011 普通话与教师口语 2

E0611012 少数民族文化与

传播研究
2

E0611013 藏传佛教与艺术 2
小计 26

根据课时和学分，任意选修 8学分，必需选修 2 学分（大学生就业指导）。共 150课时（不计实践课时），计 10学分。

F 实践创新 6

课时与学分总计 3297 2438 859 34 199
完成学业所需课时与学分合计 2957 2132 825 34 177 24 26 23 22 19 28 23

备注：完成学业所需学分（177）=各学期学分总和（165）+形势政策学分（2）+公选课学分（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