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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专业四年制本科培养计划（区内）

一、培养目标

1.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较为系统、扎实的行政管理专业基

础知识和在民族地区从事相关管理工作的技能；

2.具有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的坚定政治意识和能力；

3.能够适应民族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所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人

才。

二、培养规格

(一)德育方面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分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

观，遵纪守法，热爱劳动，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

想，具有为祖国富强、民族昌盛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具

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诚信敬业。

（二）智育方面

1、掌握管理学、行政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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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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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强的表达交流能力、文字

处理能力和一定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3、专业核心能力

能够对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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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对行政组织事务进行管理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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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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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体育方面

具有一般体育和健康生活知识，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基本技能，养成良好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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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锻炼和卫生习惯，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和军事训练合格标准，具备健全的

心理、人格和健康的体魄。

三、学制、学位、总学时（学分）

学 制：四年

学位：管理学学士

总学时：2584 学时（162 学分）

四、相近专业

公共事业管理

五、主干学科与主干课程：

（一）主干学科：政治学、公共管理学

（二）主干课程：政治学、管理学原理、行政管理学、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公共政策学、行政组织学、地方政府学、政府经济学、公共关系与行政礼仪、社会

保障学。

六、实践教学环节

1.学生参加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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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要求写出书面报告。

3.学生毕业前应提交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实践教学具体环节见下表：

实践教学安排表

名称
学期分配 实践教学形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集中 分散

通识教育实践 √ √ √ √ √

军事技能训练 √ √

暑期实践 √ √ √ √

毕业论文 √ √

七、教学时间分配表（附表一）

八、各类课程设置比例（附表二）

九、专业培养计划进程表（附表三）

十、主要课程简介

政治学原理：该课程是政治学及其相关专业的入门性和基础性课程，主要阐述

政治现象的起源、发展与演变的过程，涉及到政治的涵义、国家的本质和基本职能、

内容和形式、国家机构体制的组织原则及构成、政党制度、政治民主等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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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领会政治的本源与演变；掌握政治学的基本框架与主要

流派；把握政治学的各主题领域；了解现代政治运作的基本制度与过程；学习用政

治的眼光分析问题。

管理学原理：该课程是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它研究对象是社会上的一般管

理活动和管理过程，主要研究内容是管理过程的普遍规律、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够系统地掌握管理学的知识体系，能综合运用管理

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决管理中的实际问题，提高在管理工作中的管理能

力和管理绩效。

法学概论：该课程是公共事业管理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之一，是一门系统讲

授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概要论述法学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的课程。作为一门

综合性的法学课程，内容包括法学基础理论，宪法、民商法、刑法、行政法、诉讼

法等主要部门法律及国际法的基础知识，其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重要的基础性的

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并具有一定的法律思维能力，为学生学习其他与法律相

关的专业课程奠定基础。

行政管理学：该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主干课程。是一门主要研究国家行政组

织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规律的科学。内容涉及行政职能、行政环境、行政

组织、行政领导、行政决策与执行、人事行政、行政监督、行政改革与效率等方面，

是一门综合性、应用性很强的交叉学科。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能使学生了解和掌

握行政管理的基本理论，具有分析解决行政管理一般问题的能力。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该课程是公共管理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必修课

程。主要研究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招聘、录用、培训、绩效提升、薪酬管理等问题

的方法和技能。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内

容和发展状况，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水平和实际技能，使学生掌握实用的人力

资源管理方法和技巧。

公共政策学：该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主干课。在兼顾理论体系完整性的基础

上，该课程有目的地从系统科学的角度，介绍公共政策的基本知识和发展前景，以

拓宽学生的知识面。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公共政策制定的前提、过程和

方法，培养学生分析、制定公共政策的基本能力。

行政组织学：该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主干课。是研究国家行政事务组织结构

与功能的一门学科。本课程的目的在于帮助学习行政管理和其他专业的学生了解并

理解关于行政组织及其管理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掌握行政组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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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行的方法技能，从而在工作中提升组织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地方政府学：该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通过本课程的教学，

加深理解和运用政治学、行政学等基础课的理论和知识，掌握地方政府学的基本理

论、基本范畴、运作程序和基本知识，了解中国和部分西方国家地方政府的组织和

地方行政管理的概况、规律和方法，培养从事省、市、县或乡镇政府工作或其他相

关部门工作的能力，培养和提高学生服务于地方公共事务管理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

平。

政府经济学：该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的必修课程。公共经济学是研究社会公共

经济活动现象及其一般规律。本教程目的是使学生系统地掌握现代经济分析的理论

和方法，并熟练地应用于公共部门公共管理问题的分析。用适当的模型分析特定的

问题，进行政策分析。

公共关系与行政礼仪：该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主干课。通过本课程的教学，

使学生认识公共关系对现代社会的意义和作用，掌握公共关系的基本理论和原理，

熟悉各种社会组织和公众沟通的过程、手段、技巧。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使

学生树立现代公共关系意识，完善自身公共关系素质，提高实际公共关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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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年
周

数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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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各 类 课 程 设 置 比 例

课程类别

课

程

门

数

学时

数

占总学时

百分比

按必修和选修划分 按理论和实践划分

必修课

学时

数
百分比

理论课

学时

数
百分比

通识教育课 14 1150 44.50%

1822 70.51% 2159 83.55%学科基础课 5 264 10.22%

专业必修课 10 408 15.79%

专业选修课 15 612 23.68%

选修课 762 29.49% 实践课 425 16.45%

公共选修课 5 150 5.80%

总计 49 2584 100% 2584 100% 258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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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考

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5 17 17 17 17 1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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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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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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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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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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68 4 √ 4

小计 1156 959 197 70 20 23 15 6 0
4

B 学科基础课

B0613001 政治学原理 51 45 6 3 √ 3

B0613002 管理学原理 60 54 6 4 √ 4

B0613003 法学概论 51 45 6 3 √ 3

B0611004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

法
51 45 6 3 √ 3

B0613005 行政管理学 51 45 6 3 √ 3

小计 264 234 30 16 4 3 6 3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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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考

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5 17 17 17 17 17 17

C 专业必修课

C0611001 中国政府与政治 34 28 6 2 √ 2

C0611002 政府经济学 51 45 6 3 √ 3

C0611003 公共事业管理学 34 28 6 2 √ 3

C0613004 公共政策学 51 45 6 3 √ 3

C0611005 地方政府学 34 28 6 2 √ 2

C0611006 领导科学 34 28 6 2 √ 2

C0613007 行政组织学 51 45 6 3 √ 3

C0611008 电子政务 34 34 0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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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11009 电子政务实验 34 0 34 2 √ 2

C0611010 西方政治与行政思想史 51 45 6 3 √ 3

小计 408 326 82 24 0 0 2 9 10 4 0

D 专业选修课

D1 专业限选课

D10611001 公共关系与行政礼

仪
51 45 6 3 √ 3

D10611002 非政府组织管理 34 28 6 2 √ 2

D10611003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

管理
51 45 6 3 √ 3

D10611004 公共危机管理 34 28 6 2 √ 2

D10613005 公共管理案例分析 34 28 6 2 √ 2

D10611006 社会保障学 51 45 6 3 √ 3

D10611007 实用公文写作 68 34 34 4 √ 4

D10611008 社会管理学 51 45 6 3 √ 3

D10611009 宗教理论与政策 34 28 6 2 √ 2

D10611010 电子文件管理 34 28 6 2 √ 3

小计 442 354 88 26 0 0 0 2 11 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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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考

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5 17 17 17 17 17 17

D2 区内专业任选课

D20611021
西藏基层政权建设

专题
34 28 6 2 √ 2

D20611022
西藏村民自治

专题

D20611023
西藏社会转型与发

展专题
34 28 6 2 √ 2

D20611024
西藏民族区域

自治专题

D20611025
西藏城镇社区

治理专题
34 28 6 2 √ 2

D20611026
西藏社会稳定

专题

D20611027
西藏政府绩效管理

专题
34 28 6 2 √ 2

D20611028
西藏地方政府

治理专题

D20611029 西藏地方公共政策 34 28 6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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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D20611030
西藏文化地理

专题

小计 170 140 30 10 2 2 6

E 公共选修课 150 150 10

F 实践创新 6

区内总计 2584 2159 425 162 24 26 23 20 23 22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