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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简介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是以地球表层系统运行机制及其变化、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变化的相

互作用、自然资源数字化管理、环境评测与保护为内容的基础性与应用性相结合的专业。 

本专业前身为 2008 年开始招生的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在我院地理科学专业长期办

学的基础上，本专业依托地理科学省级特色专业和省级教学团队的建设，具备良好的办学条件和基

础。专业拥有自然地理综合实验室、地图实验室、摄影测量与遥感实训室、地质灾害研究所等野外

实习基地和校园实践场地，相关软、硬件设施齐全，教学实验与实践平台优良。本专业教师队伍学

历层次高、结构合理，博士教师占比高。专业教学与科研团队在地质环境和水体富营养化效应研

究、植被遥感动态监测、土壤污染植物修复等方面取得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且注重学生在学科竞

赛、社会实践、科学研究、考研升学等方面全面发展，实践性强与考研升学率高为本专业特色。 

 

专业基本信息： 

专业名称：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非师范类） 

主干学科：地理学 

专业代码：070502 

专业类别：文理兼招类 

专业层次：四年制本科专业 

 

二、培养目标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立足滇中，服务云南，面向全国，培养适应滇中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拥有社会责任感、团队精神、创新思维能力和扎实专业知识技能的

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在专业知识技能方面，立足于不同区域地理环境特征及其变化、自然资源数

字化管理、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能在科研机构、教育单位、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从事自

然地理过程和环境变化研究，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工作。 



目标内涵： 

目标 1：家国情怀深厚，职业道德高尚 

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具有服务家乡，奉献

祖国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坚持人

地协调发展理念，努力做爱好绿色与和平的践行者。 

目标 2：基础知识扎实，技术应用娴熟 

具备扎实的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具备娴熟的专业技能，能

够针对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领域问题，熟练使用地理信息技术进行空间信息的采集与处理，运用数

理统计方法和大数据分析技术进行自然资源数据分析与挖掘。 

目标 3：资源管理科学，环境保护有效 

具有自然地理学的宏观视野和综合思维，具备可持续发展战略眼光，能够综合运用与本专业相

关的多学科知识解决自然资源管理方面的问题，基于自然资源的调查监测、确权登记、估算和统

计，实现自然资源的优化配置、可持续开发与利用；熟悉云南典型自然资源与自然灾害，利用信息

技术在宏观层面进行资源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灾害防治。 

目标 4：反思创新积极，协同发展良好 

具有终身学习和专业发展意识，自主学习能力较强，善于反思，勇于创新，熟练使用计算机及

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的学习和探索，不断适应行业发展需求；具有较强的团

队协作精神和沟通合作能力，积极参与自然资源管理和资源环境保护相关的讨论交流、合作学习，

协同发展良好。 

注：以上各指标是本专业学生毕业五年左右，在社会和专业领域应达到的发展预期。 

 

三、毕业要求 

通过本科阶段的学习，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的毕业生应达到以下要求： 

1.【家国情怀】热爱祖国，理解、认同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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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家乡的自然地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

建设，热爱家乡，学以致用，具有建设家乡、服务家乡的社会责任感。 

2.【职业道德】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诚信为人，品行端正，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和积

极的人生观，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坚持人地协调发展理念，努力做爱好绿色与和平的践行

者。 



3.【学科素养】系统扎实地掌握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理解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的知识体系，紧跟自然地理学的理论与发展前沿、应用前景和最新发展动

态，了解与本专业相关的多学科知识。 

4.【专业技能】明晰信息采集与数据分析技术在自然资源管理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熟练使用地

理信息技术在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领域进行空间信息的数字化采集与处理，会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和

大数据分析技术进行自然资源数据分析与挖掘。 

5.【资源管理】了解我国自然资源管理的目标任务，具有自然地理学的宏观视野和综合思维，

能够综合运用地理学、环境科学、生态学多学科知识解决自然资源管理方面的问题；基于自然资源

的调查监测、确权登记、估算和统计，实现自然资源的优化配置、可持续开发与利用。 

6.【环境保护】关注国家有关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具有自然资源和

环境保护意识，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了解我国自然资源退化和生态环境问题，熟悉云南典型自然

资源与自然灾害，利用信息技术在宏观层面进行资源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灾害防治。 

7.【学会反思】具有终身学习和专业发展意识，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不断跟进专业前沿和适

应发展；在实践过程中面临自然资源开发与管理社会现象和问题时，能认识不断探索和学习的必要

性并进行有效反思，实现自我改进和提升。 

8.【沟通合作】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能针对自然资源管理与资源环境保护中的具体任务

与内容，选择相应的合作方法，进行团队协作；具备良好的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与沟通技巧，能够

就专业问题与同行进行有效沟通交流，通过开展交流合作，拓宽视野格局。 

表 1  专业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1.家国情怀 H  L  

2.职业道德 H  M  

3.学科素养  H  M 

4.专业技能 L H  M 

5.资源管理  M H  

6.环境保护 L M H  

7.学会反思  M  H 

8.沟通合作  L M H 

 

毕业要求指标点分解说明：对所制定的毕业要求进行详细分解，力求做到可教、可学、可评、

可达成的指标点，具体分解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分解情况明细表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内涵 指标点 指标点内涵 

1.【家国

情怀】 

热爱祖国，理解、认同并践行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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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家乡的自然地理、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热爱家乡，

学以致用，具有建设家乡、服务家乡的

社会责任感。 

1.1 热爱祖国 

热爱祖国，理解、认同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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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服务家乡 

了解家乡的自然地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

态文明建设，热爱家乡，学以致用，具有建

设家乡、服务家乡的社会责任感。 

2.【职业

道德】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诚信为

人，品行端正，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和积

极的人生观，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情

操，坚持人地协调发展理念，努力做爱

好绿色与和平的践行者。 

2.1 道德品质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诚信为人，品行端正，

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观。 

2.2 职业情怀 

遵守行业规范，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

坚持人地协调发展理念，努力做爱好绿色与

和平的践行者。 

3.【学科

素养】 

系统扎实地掌握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的

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理解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的知识体系，

紧跟自然地理学的理论与发展前沿、应

用前景和最新发展动态，了解与本专业

相关的多学科知识。 

3.1 学科基础 

系统扎实地掌握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的基本

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学会梳理知识

框架和逻辑结构，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 

3.2 学科拓展 

认识人类活动与地球表层环境间的相互关

系，熟悉自然地理学的理论与发展前沿、应

用前景和最新发展动态。 

4.【专业

技能】 

明晰信息采集与数据分析技术在自然资

源管理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熟练使用地

理信息技术在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领域

进行空间信息的数字化采集与处理，会

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和大数据分析技术进

行自然资源数据分析与挖掘。 

4.1信息采集 

熟练使用遥感技术、遥测技术与地理信息系

统技术，在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领域进行空

间信息的数字化采集与处理。 

4.2数据分析 

明晰数据分析和统计技术在自然资源管理中

的意义及其重要性，会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和

大数据分析技术进行自然资源数据分析与挖

掘。 

5.【资源

管理】 

了解我国自然资源管理的目标任务，具

有自然地理学的宏观视野和综合思维，

能够综合运用地理学、环境科学、生态

学多学科知识解决自然资源管理方面的

问题；基于自然资源的调查监测、确权

登记、估算和统计，实现自然资源的优

化配置、可持续开发与利用。 

5.1 资源管理

思维 

具有自然地理学的宏观视野和综合思维，能

够综合运用地理学、环境科学、生态学多学

科知识解决自然资源管理方面的问题。 

5.2 自然资源

管理 

具备一定的自然资源管理能力，基于自然资

源的调查监测、确权登记、估算和统计，实

现自然资源的优化配置、可持续开发与利

用。 

6.【环境

保护】 

关注国家有关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方面

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具有自然资源和

环境保护意识，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

了解我国自然资源退化和生态环境问

题，熟悉云南典型自然资源与自然灾

6.1 资源环境

保护意识 

关注国家有关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方面的方

针、政策和法规，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具

有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意识。 

6.2 资源环境

保护与防治 

了解我国自然资源退化和生态环境问题，熟

悉云南典型自然资源与自然灾害，利用信息



害，利用信息技术在宏观层面进行资源

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灾害防

治。 

技术在宏观层面进行资源环境保护、生态文

明建设和自然灾害防治。 

7.【学会

反思】 

具有终身学习和专业发展意识，具有较

强的自学能力，不断跟进专业前沿和适

应发展；在实践过程中面临自然资源开

发与管理社会现象和问题时，能认识不

断探索和学习的必要性并进行有效反

思，实现自我改进和提升。 

7.1 终身学习 

拥有自主学习、终身学习和专业发展意识，

具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创新和探索精神，熟

练使用计算机及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资料挖

掘、文献检索，具备适应行业发展的能力。 

7.2 自我反思 

在实践过程中面临自然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实

际问题时，通过有效反思，找到解决问题的

方法。 

8.【沟通

合作】 

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能针对自然

资源管理与资源环境保护中的具体任务

与内容，选择相应的合作方法，进行团

队协作；具备良好的口头和文字表达能

力与沟通技巧，能够就专业问题与同行

进行有效沟通交流，通过开展交流合

作，拓宽视野格局。 

8.1 团队协作 

在自然资源管理与资源环境保护中，具有较

强的团队协作精神，能针对具体的任务与内

容，选择相应的合作方法，进行团队协作。 

8.2 有效沟通 

拥有较好的沟通技巧，具备良好的口头和文

字表达能力，能够就专业问题与同行进行有

效沟通交流。 

 

四、授予学位及毕业学分要求 

1.学制：本科专业标准学制 4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为 3–8 年。 

2.学位：对达到本培养方案要求，获得毕业资格且符合《玉溪师范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

则》规定的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学位授予要求：学生在弹性学习年限内，达到毕业要求，平均学习绩点（GPA）不低于 1.5，

符合相关规定的可授予学士学位。根据学生平均绩点，学业优异毕业生可授予最高荣誉学士学位、

荣誉学士学位。学生修读辅修专业、双学士学位或联合学士培养项目，达到毕业学分要求，且符合

学位授予标准，可授予辅修学士学位、双学士学位或联合学士学位，在原有学位证书上注明，不单

独颁发证书。 

3.最低毕业学分要求：本专业最低毕业学分为 160 学分，具体要求参见第五部分。 

  



表 3  学位等级及成绩、绩点关系 

学位等级 平均成绩 平均学习绩点 

最高荣誉学士学位 90-100 4.0 

荣誉学士学位 85-89 3.5-3.9 

学士学位 65-84 1.5-3.4 

 

表 4  辅修、双学位毕业及授学位要求 

学位类别 学分 平均学习绩点 

辅修学士学位 50 分以上 1.5 

双学士学位 70 分以上 1.5 

 

五、课程结构及最低要求学分分布 

表 5  课程结构及最低学分要求分布表 

课程类别 
修读方

式 
门次数 

最低要

求学分 

占最低

毕业学

分百分

比(%) 

学分 

学时 

占总学

时 
学时 

合计 
百分比

(%) 
合计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 23 43 26.88 

54 
774 27.39 

972 
选修 — 11 6.88 198 7.01 

专业教

育课程 

专业核心课

程 
必修 9 29 18.13 

94 

522 19.14 

1638 

专业必修课

程 
必修 16 36 22.50 774 28.38 

专业选修课

程 
选修 — 19 11.88 342 12.54 

综合实践 必修 3 10 6.25 — — 

发展目

标课程 
应用型课程 

必修 — — — 
12 

— — 
216 

选修 — 12 7.50 216 7.92 

合计 — — — 160 100 160 2826 100 2826 

说明： 

1、学时总数=必修课学时数+选修课学时数=理论教学学时数+实验教学学时数 

2、总学分数=必修课学分数+选修课学分数=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学分数+理论教学学分数+实验教学学分数+课外科

技活动学分数 

  



六、核心课程 

1.专业核心课程 

本专业核心课程包括：地质与地貌学、气象与气候学、水文与水资源学、土壤地理学、全球变

化、生态学、环境科学概论、资源科学概论，共 9 门课程。 

（1）地质与地貌学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自然科学的六大基础学科之一，主要介绍地球层圈构造及各层圈的重要物理性质和化

学组成；观察和认识常见的矿物和岩石；阐述各种内、外动力地质作用的特征、作用原理及相互关

系；介绍岩石圈运动的一般规律及其演变历史，生物界的演化概况及地质学的发展和展望。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明确说出地质学的研究对象、内容、任务和研究方法，简要叙述现代地质学

的主要成就，掌握现代地质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学生能够学会地质思维能力和时空概

念，并具有主动钻研地质科学的精神，为他们学习后续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 

（2）气象与气候学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自然科学的六大基础学科之一，主要介绍气象学、天气学、气候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

概念及各部分内容在实践中的应用实例。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大气热学、大气水分、大气运动、天气

系统、气候形成、气候带和气候型、气候变化及人类影响等。通过系统的学习，学生能够叙述大气

中的物理现象、物理过程和大气运动的基本原理；天气演变和气候的形成、分布、变化的基本原

理；了解人类对天气的影响和改造的基本原理。 

（3）水文与水资源学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是研究地球上水的性质、分布、循环、运动变化规律及其与地理环境、人类活动间

的关系，用系统、综合观点和定量方法，探讨水圈存在运移的时空规律及其与地球其它圈层的相应

效应，在此基础上还研究水资源利用的方法、原理、计算模式及人类活动引起的水污染等水环境问

题。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一般知识，掌握各种水体运动、变化

和相互转化的基本理论及分析计算方法，了解水文要素野外勘查的一般原理及技术方法，加深对自

然地理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了解，加强对自然地理基础理论的学习；此外，水文学还

要为后续课程 及中学地理教学提供必要的基础知识。 

（4）土壤地理学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研究土壤的发生、发展、分异和分布规律以及土壤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主要介绍土壤剖析（土壤形态、土壤组成和土壤性质）、土壤的发生过程以及土壤发生与地理环境

的关系；土壤分类（发生学、诊断学和中国发生学土壤分类）；土壤类型；土壤分布；土壤资源的



合理利用与保护。在系统介绍土壤地理学基础知识的同时，注重反映现代土壤地理学的最新成果，

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从事科学研究的素质。根据土壤地理学本身实践性很强的特点，本

课程同时还配合了土壤室内分析，土壤样品采集、数据处理，野外实习等方面的实习内容。通过对

土壤组成和性质、土壤发生、土壤分类方法及各土类的介绍，使学生掌握该领域的专业基础知识，

包括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与理论，为学生学习和综合分析其他专业课奠定基础。提高学生认识土

壤、分析土壤的能力，使学生能够初步利用土壤地理学知识去解决实际生产中的土壤问题，进一步

利用、控制和改造土壤，改善生态环境条件，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5）植物地理学课程简介 

植物地理学是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本科课程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是在学生掌握一

定的地理学知识的基础上开设，是学生达到培养目标的专业主干课程之一。植物地理学主要研究植

物类群、植物类群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及其主要植物类群在地球上的分布规律的科学。主要内容包

括：植物类群及其分类知识；植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植物区系；植物种群和群落；植物群落的类

型及其在地球上的分布规律等内容。植物地理学是学习自然地理，经济地理、资源开发与保护、环

境保护相关等课程应具备的基础知识。 

（6）全球变化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学生的专业必修课，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全球碳

氮循环、温室气体与全球变化的关系，了解国际社会对遏止全球变化的努力，重点理解人类活动对

全球变化的影响，以及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对全球变化若干问题的综合评估，并通过专题及学术

报告的形式介绍全球变化研究最新进展，从而增强学生关注地球、关注环境和从整个地球系统认识

环境变化的意识，使学生了解在全球尺度上的由于自然和人为原因造成的环境变化问题的实质以及

人类如何应对全球环境变化问题。 

（7）生态学课程简介 

本课程从个体生态、种群生态、群落生态、生态系统生态、景观生态和全球生态等水平介绍生

态学的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基本研究方法，生态学的发展历史及现代生态学的进展，生态学在

工、农业生产、资源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应用。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生态学的基本概念，

生态学的形成过程及发展趋势，生态学的研究内容，理论，研究方法及实际应用。了解生物多样性

保护热点问题和研究进展，了解受损生态系统变化规律，掌握生态系统的演替规律以及修复对策，

掌握生态系统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理论。 

（8）环境科学概论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人类生态系统的基本原理为基础，着重阐述环境问题的发生、发展；探讨人类活动对



多环境要素的影响。特别是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要素的影响；以及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规

律。介绍了固体废物的处理与处置、全球环境问题、环境质量评价、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清洁生产等

基本理论。因为是概论性的，故本课程涉及的内容主要介绍环境学中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研究

方法。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正确理解和掌握有关环境问题、环境污染、可持续发展战略及

清洁生产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为后续专业学习奠定必要的理论和技能基础。 

（9）资源科学概论课程简介 

本课程系统总结与介绍了资源科学发展概述、资源与资源系统、资源调查与评价、资源的开发

与配置、资源承载力与资源安全、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效应、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

基本理论；在分析中国资源总体态势与可持续利用战略的基础上，重点剖析了土地资源、水资源、

矿产资源、生物资源、海洋资源与旅游资源现状特点，并对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可持续利用的策

略进行了探讨。 

2.学位课程 

表 6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学位课程一览表 

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1 TS21300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5 45 

2 TS2130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5 45 

3 B2020224 地质与地貌学 4 72 

4 B2020382 气象与气候学 3 54 

5 B2020318 水文与水资源学 3 54 

6 B2020211 土壤地理学 3 54 

7 B2020301 植物地理学 3 54 

8 B2020320 全球变化 3 54 

9 B2020384 生态学 3 54 

10 B2020340 环境科学概论 3 54 

  



七、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表 7  主要实践性环节一览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其中实践性学分 学时 

TS2130006 思想政治教育课实践 2 2 64 

TS2100001 大学计算机基础 3 1.5 27 

TS2070001 大学体育Ⅰ 1 1 36 

TS2070002 大学体育Ⅱ 1 1 36 

TS2070003 大学体育Ⅲ 1 1 36 

TS2070004 大学体育Ⅳ 1 1 36 

TS2040002 大学英语Ⅰ（听说） 2 2 36 

TS2040004 大学英语Ⅱ（听说） 2 2 36 

TS1090003 军事技能训练 2 2  

TS1090006 劳动教育 1 0.75 24 

B2020223 地质与地貌学实验 1 1 36 

B2020383 气象与气候学实验 1 1 36 

B2020208 测量基础实验 1 1 36 

B2020319 水文与水资源学实验 1 1 36 

B2020002 遥感原理与应用 4 2 36 

B2020247 地理信息系统实验 1 1 36 

B2020385 土壤地理学实验 1 1 36 

B2020386 植物地理学实验 1 1 36 

B2020212 专业见习 2 2  

B2020093 专业实习 4 4  

B2020043 毕业论文 4 4  

B2020388 矿物岩石学 3 1 18 

B2020389 C 语言程序设计 3 2 36 

B2020091 计算机辅助设计 3 2 36 

B2020392 自然地理学方法 2 1 18 

B2020315 统计分析 3 1.5 27 

B2020079 计量地理学 3 1 18 

B2020040 科技论文写作与文献检索 2 1 18 

B2020395 大数据技术概论 3 1 18 

B2020188 地图设计与编绘 3 2 36 

B2020396 GIS 空间分析 3 2 36 

B2020175 数字测图 3 2 36 

B2020398 Python 爬虫技术 3 2 36 

B2020399 石漠化防治 3 1 18 



说明：所有含实践部分的课程均在此列出。 

 

B2020400 水土保持学 3 1 18 

合计 77 53.75 988 



八、课程教学计划总表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周学时 
开课

学期 
备注 

考核

方式 

毕业要求支撑度分析 

合

计 

讲

授 

实

践 

1.

家

国

情

怀 

2.

职

业

道

德 

3.

学

科

素

养 

4.

专

业

技

能 

5.

资

源

管

理 

6.

环

境

保

护 

7.

学

会

反

思 

8.

沟

通

合

作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TS21300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2.5 45 45  2.5+0 1-4  考试  H   M M   

TS2130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5 45 45  2.5+0 1-4  考试 H L       

TS21300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5 45 45  2.5+0 1-4  考试 H M       

TS2130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5 45 45  2.5+0 1-4  考试 H        

TS213000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54 54  3+0 3-4 

该门课程与“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在

相同学院开设。 

考试 H H    M   

TS2130005 形势与政策 2 48 48   1-8  考查 H     L   

TS2130006 思想政治教育课实践 2 64  64  1-8  考查 M H       

TS10900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     2  考查  H     M  

TS2100001 大学计算机基础 3 54 27 27 2+2 1-2  考试    H M M   

TS2030001 大学语文 3 54 54  3+0 1-2  考试 M       H 

TS2070001 大学体育Ⅰ 1 36  36 0+2 1  考试     H H  M 

TS2070002 大学体育Ⅱ 1 36  36 0+2 2  考试     H H  M 

TS2070003 大学体育Ⅲ 1 36  36 0+2 3  考试     H H  M 

TS2070004 大学体育Ⅳ 1 36  36 0+2 4  考试     H H  M 

TS2040001 大学英语Ⅰ（读写） 2 36 36  2+0 1  考试       M H 

TS2040002 大学英语Ⅰ（听说） 2 36  36 0+2 1  考试       M H 

TS2040003 大学英语Ⅱ（读写） 2 36 36  2+0 2  考试       M H 



TS2040004 大学英语Ⅱ（听说） 2 36  36 0+2 2  考试       M H 

TS1090002 军事理论 2     1  考查 H M      M 

TS1090003 军事技能训练 2     1  考查 H M      M 

TS1090004 就业指导 1     5-7  考查  H     H  

TS1090005 创新创业 1     4-6  考查   M    M H 

TS1090006 劳动教育 1 32 8 24       M     H 

小计 43 774 443 331 合计 23 门课程 

选

修 

人文科学类课程 ≥1 课程开设包括四史教育课程、网络课程、校本课程、国家安全教育课程。 

社会科学类课程 ≥1 课程开设包括网络课程、校本外语提高课程，此部分学分可替代专业选修课学分。 

自然科学类课程 ≥1 课程开设包括网络课程、校本课程。 

艺术类专项课程（艺术鉴赏与审美人

生） 
≥2 

艺术（音乐、舞蹈、美术、书法等）专项课程修读一学年 2 学分。1-6 学期修读完成，每学期 1 学分，不少于 

32 学时，连续修读两学期。 

小计 11 
“人文经典与人生修养”“社会发展与公民教育”“科学精神与科学技术”三个模块最低修读学分为 1 学分，“艺术鉴赏与

审美人生”模块最低修读 2 个学分，但通识教育选修课总学分不低于 11 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合计 54 ——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数 

学时数 

周

学

时 

开课

学期 
备注 

考核

方式 

毕业要求支撑度分析 

合计 
讲

授 

实

践 

1.

家

国

情

怀 

2.

职

业

道

德 

3.

学

科

素

养 

4.

专

业

技

能 

5.

资

源

管

理 

6.

环

境

保

护 

7.

学

会

反

思 

8.

沟

通

合

作 

学

科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B2020224 地质与地貌学 4 72 72  4 1  考试   H   L L  

B2020381 资源科学概论 4 72 72  4 2  考试 L  M  H    

B2020382 气象与气候学 3 54 54  3 2  考试   H   M L  

B2020318 水文与水资源学 3 54 54  3 3  考试   H   M L  

B2020320 全球变化 3 54 54  3 3  考试   H   M M  



B2020211 土壤地理学 3 54 54  3 4  考试 M  H    L  

B2020301 植物地理学 3 54 54  3 4  考试 M  H    L  

B2020340 环境科学概论 3 54 54  3 4  考试   M  H H   

B2020384 生态学 3 54 54  3 5  考试   H  M M   

专业核心课程小计 29 522 522  合计 9 门课程 

专

业

必

修

课

程 

B2020012 高等数学 B 4 72 72  4 1  考试   H M   L  

B2020298 地球科学概论 4 72 72  4 1  考试   H  M  L  

B2020223 地质与地貌学实验 1 36  36 2 1  考查   H     M 

B2020009 线性代数 B 2 36 36  2 2  考试   H M   L  

B202031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B 2 36 36  2 2  考试   H M   L  

B2020383 气象与气候学实验 1 36  36 2 2  考查   H     M 

B2020208 测量与地图学 4 72 72  4 3  考试   M H     

B2020291 测量基础实验 1 36  36 2 3 
户外实验，避开

雨季 
考查   M H     

B2020319 水文与水资源学实验 1 36  36 2 3  考查   H     M 

B2020002 遥感原理与应用 4 72 36 36 4 3  考试 L  M H     

B2020282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 3 54 54  3 4  考试 L  M H     

B2020247 地理信息系统实验 1 36  36 2 4  考查    H    L 

B2020385 土壤地理学实验 1 36  36 2 4  考查   H     M 



B2020386 植物地理学实验 1 36  36 2 4  考查   H     M 

B2020261 综合自然地理学 3 54 54  3 5  考试   H  M  L  

B2020387 区域分析与规划 3 54 54  3 6  考试   H  M   L 

专业必修课程小计 36 774 486 288 合计 16 门课程 

综

合

实

践

必

修 

B2020212 专业见习 2 2 周    6  考查   M M   H M 

B2020093 专业实习 4 8 周    7  考查   M M   H M 

B2020043 毕业论文 4 8 周    8  考查   M H   M  

综合实践小计 10    合计 3 门课程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B2020220 专业导论 1 18 18  1 1  考查   H    L  

B2020082 灾害地理学 3 54 54  3 2  考查   M   H   

B2020388 矿物岩石学 3 54 36 18 3 2  考查   M    L  

B2020389 C 语言程序设计 3 54 18 36 3 2  考查   M H     

B2020091 计算机辅助设计 3 54 18 36 3 2  考查   M M     

B2020056 人文地理学 3 54 54  3 3  考查   M  L    

B2020053 经济地理学 3 54 54  3 5  考查   M    L  

B2020315 统计分析 3 54 27 27 3 5  考查    M H    

B2020079 计量地理学 3 54 36 18 3 5  考查   M    L  

B2020236 环境地球化学 3 54 54  3 5  考查   M    L  



B2020390 国土空间规划概论 3 54 54  3 5  考查 L    M    

B2020391 自然地理学前沿 2 36 36  2 6  考查   M    M  

B2020392 自然地理学方法 2 36 18 18 2 6  考查   M    M  

B2020393 生物多样性导论 2 36 36  2 6  考查 L     M   

B2020394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2 36 36  2 6  考查   M   H   

B2020040 
科技论文写作与文献检

索 
2 36 18 18 2 6  考查   M    H  

专业选修课程小计 19 342   学科专业教育选修课至少修读 19 学分，合计 342 学时。 

专业教育课程合计 94 1638   ——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数 

学时数 

周

学

时 

开课

学期 
备注 

考核

方式 

毕业要求支撑度分析 

合计 
讲

授 

实

践 

1.

家

国

情

怀 

2.

职

业

道

德 

3.

学

科

素

养 

4.

专

业

技

能 

5.

资

源

管

理 

6.

环

境

保

护 

7.

学

会

反

思 

8.

沟

通

合

作 

发

展

目

标

课

程 

选

修 

B2020395 大数据技术概论 3 54 36 18 3 4  考查    M H    

B2020184 可持续发展概论 3 54 54  3 4  考查  L    H   

B2020188 地图设计与编绘 3 54 18 36 3 5  考查    M M    

B2020396 GIS 空间分析 3 54 18 36 3 5  考查     M M   

B2020175 数字测图 3 54 18 36 3 5  考查    M  L   

B2020397 水文地质学基础 3 54 54  3 5  考查   M   M   



B2020398 Python 爬虫技术 3 54 18 36 3 5  考查    M L    

B2020399 石漠化防治 3 54 36 18 3 5  考查   M   H   

B2020400 水土保持学 3 54 36 18 3 5  考查   M   H   

B2020366 专业技能竞赛 2           H    M 

B2020367 职业资格证书 2          M    H  

B2020368 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2           M    M 

B2020369 科学研究成果 2          M H     

发展目标课程小计 12 216   发展目标课程选修课至少修读 12 学分，合计 216 学时。 

总计 160 2727   —— 

 



九、学生学习进程指导性安排 

第一学年秋季学期指导性修读计划（第一学期）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课程性质 学分 

思想道德与法治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 2.5 

大学计算机基础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 3 

大学语文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 3 

大学体育Ⅰ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 1 

大学英语Ⅰ（读写）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 2 

大学英语Ⅰ（听说）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 2 

军事理论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 2 

劳动教育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 1 

高等数学 B 专业教育课程 必修 4 

地球科学概论 专业教育课程 必修 4 

地质与地貌学 专业教育课程 必修 4 

地质与地貌学实验 专业教育课程 必修 1 

专业导论 专业教育课程 选修 1 

修读建议 本学期必修课程 12 门，学分 29.5 分；选修 1 门，学分 1 分。本学

期一共应获得 30.5 学分。 

第一学年春季学期指导性修读计划（第二学期）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课程性质 学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 2.5 

思想政治教育课实践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 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 1 

大学体育Ⅱ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 1 

大学英语Ⅱ（读写）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 2 

大学英语Ⅱ（听说）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 2 

线性代数 B 专业教育课程 必修 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B 专业教育课程 必修 2 

资源科学概论 专业教育课程 必修 4 

气象与气候学 专业教育课程 必修 3 

气象与气候学实验 专业教育课程 必修 1 

灾害地理学 专业教育课程 选修 3 

矿物岩石学 专业教育课程 选修 3 

C 语言程序设计 专业教育课程 选修 3 

计算机辅助设计 专业教育课程 选修 3 

修读建议 本学期必修课程 11 门，学分 22.5 分；建议选修专业教育课程 2 门

6 分。本学期一共应获得 28.5 学分。 

第一学年夏季学期指导性修读计划（第一个暑假）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课程性质 学分 

军事技能训练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 2 

修读建议 本学期一共应获得 2 学分。 



第二学年秋季学期指导性修读计划（第三学期）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课程性质 学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 2.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 3 

大学体育Ⅲ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 1 

水文与水资源学 专业教育课程 必修 3 

水文与水资源学实验 专业教育课程 必修 1 

全球变化 专业教育课程 必修 3 

测量与地图学 专业教育课程 必修 4 

测量基础实验 专业教育课程 必修 1 

遥感原理与应用 专业教育课程 必修 4 

人文地理学 专业教育课程 选修 3 

修读建议 本学期必修课程 9 门，学分 22.5 分；建议选修专业教育课程 1 门 3

分。本学期一共应获得 25.5 学分。 

第二学年春季学期指导性修读计划（第四学期）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课程性质 学分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 2.5 

大学体育Ⅳ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 1 

土壤地理学 专业教育课程 必修 3 

土壤地理学实验 专业教育课程 必修 1 

植物地理学 专业教育课程 必修 3 

植物地理学实验 专业教育课程 必修 1 

环境科学概论 专业教育课程 必修 3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 专业教育课程 必修 3 

地理信息系统实验 专业教育课程 必修 1 

大数据技术概论 发展目标课程 选修 3 

可持续发展概论 发展目标课程 选修 3 

修读建议 本学期必修课程 9 门，学分 18.5 分；建议选修发展目标课程 2 门 6

分。本学期一共应获得 24.5 学分。 

第三学年秋季学期指导性修读计划（第五学期）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课程性质 学分 

形势与政策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 2 

就业指导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 1 

生态学 专业教育课程 必修 3 

综合自然地理学 专业教育课程 必修 3 

经济地理学 专业教育课程 选修 3 

统计分析 专业教育课程 选修 3 

计量地理学 专业教育课程 选修 3 

环境地球化学 专业教育课程 选修 3 

国土空间规划概论 专业教育课程 选修 3 



地图设计与编绘 发展目标课程 选修 3 

GIS 空间分析 发展目标课程 选修 3 

数字测图 发展目标课程 选修 3 

水文地质学基础 发展目标课程 选修 3 

Python 爬虫技术 发展目标课程 选修 3 

石漠化防治 发展目标课程 选修 3 

水土保持学 发展目标课程 选修 3 

修读建议 本学期必修课程 4 门，学分 9 分；建议选修专业教育课程 1 门 3

分，选修发展目标课程 2 门 6 分。本学期一共应获得 18 学分。 

第三学年春季学期指导性修读计划（第六学期）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课程性质 学分 

创新创业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 1 

区域分析与规划 专业教育课程 必修 3 

专业见习 专业教育课程 必修 2 

自然地理学前沿 专业教育课程 选修 2 

自然地理学方法 专业教育课程 选修 2 

生物多样性导论 专业教育课程 选修 2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专业教育课程 选修 2 

科技论文写作与文献检索 专业教育课程 选修 2 

修读建议 本学期必修课程 3 门，学分 6 分；建议选修专业教育课程 3 门 6

分。本学期一共应获得 12 学分。 

第四学年秋季学期指导性修读计划（第七学期）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课程性质 学分 

专业实习 综合实践课程 必修 4 

修读建议 本学期必修课程 1 门，学分 4 分。本学期一共应获得 4 学分。 

第四学年春季学期指导性修读计划（第八学期）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课程性质 学分 

毕业论文 综合实践课程 必修 4 

修读建议 本学期必修课程 1 门，学分 4 分。本学期一共应获得 4 学分。 

十、相关说明 

大学学习期间完成学校认定的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立项并通过验收，依据学校教务处

及相关部门文件执行，获得相应学分。其它，学校相关部门认定的项目（含网络选修课

程）或资格证书，也可依其获得相应学分。创新性学分根据学校学工部和教务处相关文件

执行。 

本培养方案经过在校生调研和专业教师、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交流与审查后修订

完成。本培养方案自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 2021 级新生开始执行。原则上四年修订一

次；若遇特殊情形须提前修订，应按学校相关规定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