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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气象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理学 专业代码：070602

一、专业简介和办学定位

（一）专业简介

应用气象学是研究气象条件对国民经济各行业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的

科学。是将气象学的原理、方法和成果应用于农业、工业、水利、交通、能源、军事、

健康、生态环境、公共事业等各个方面，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大气科学分支。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应用气象学专业始建于 1960年，拥有完整的本硕博人才培养体

系，负责制定本专业国家教学质量标准，全国同类专业排名第一、是国家特色专业、中

国气象局重点专业、江苏省一流本科、特色和品牌专业，是“大气科学”国家双一流学

科，是中国气象学会农业气象与生态学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单位。专业拥有省部级教研平

台 4个，省部级教学科研团队 6个，国家“杰青”等各类人才 22人，出版中英文教材

10余部，学术成果在 Nature等顶级期刊发表，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等奖项 40余项。

已培养我国 60%以上的应用气象人才，为世界气象组织培训 1000余人，覆盖 156个国

家和地区。人才培养模式受到广泛好评，被 Nature杂志专题报道。

（二）办学定位

立足气象行业，面向国家需求，立德树人，培养基础理论扎实、知识体系完整、业

务素质过硬的应用气象学专业高级专门人才，引领国内同类专业建设和行业发展，建设

国内一流、国际领先的应用气象学专业。

二、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坚实的数学、物理、计算机、外语基础，掌握应用气象

学基本知识、理论和技能，了解与应用气象学密切相关的交叉学科、高新技术以及新兴

的应用气象业务，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能在气象、农业、生态、环保、航空、海洋、水

文、能源、国防、防灾减灾等相关领域从事应用气象业务、科研、教学和管理等工作高

级专门人才。

本专业学生毕业 5年后在社会和专业领域应具备：

培养目标 1：热爱祖国、品德高尚、理想坚定，具备健全人格、良好的人文科学素

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备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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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2：能够综合运用数理、计算机、应用气象学专业基础知识，发现、分析、

解决应用气象学领域的一般科学问题，在学习、工作、实践中展现创新意识；

培养目标 3：能够在具备实施气象预测/预报基本气象业务的基础上、开展农业、生

态、环保、航空、水文、能源和防灾减灾等相关领域的气象应用业务、科研和管理工作，

胜任相应岗位职责；

培养目标 4：能与国内外同行、专业客户、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能够融入团队

的工作并发挥骨干作用；

培养目标 5：具有终身学习的能力，具备开阔的国际视野，能及时跟踪应用气象学

专业领域的科学、技术发展动态，服务应用气象学领域的创新发展，具备职业竞争能力。

三、毕业要求

（一）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应用气象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大气科学及其相关学

科领域的科学思维和实验实践的基本训练，具备应用气象业务研究和开发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思想政治：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掌握国家气象有关政策法规。

（2）人文素质：具有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感，身心健康。

（3）基础知识体系：具有扎实的数学、物理、英语和计算机等方面的基础理论和基

本技能。

（4）专业知识体系：系统地掌握应用气象学专业及预测预报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5）专业实践能力：掌握应用气象学有关的试验观测技能、数据分析和数学建模方

法；同时具备运用预测预报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解决天气/气候预测中的业务问题的

能力。

（6）视野拓展：了解本学科及相关学科国内外理论研究前沿、应用前景和发展趋势。

（7）知识检索能力：掌握资料查询、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技术手段获取相关信息的

方法。

（8）实践与交流：具有撰写论文、准备报告和学术交流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视

野和跨文化环境下的交流和合作的初步能力。

（9）业务知识储备：熟悉我国应用气象业务和气象现代化建设的现状和需求。

（10）终身学习：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

具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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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矩阵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1. 思想政治 √

2. 人文素质 √

3. 基础知识体系 √ √ √

4. 专业知识体系 √ √

5. 数据观测分析能力 √ √

6. 视野拓展 √ √

7. 知识检索能力 √ √

8. 实践与交流 √ √ √

9. 业务知识储备 √ √

10. 终身学习 √

（三）毕业要求及毕业要求指标点分解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思想政治：具有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热

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

和道德修养，掌握国家气象

有关政策法规。

指标点1.1：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指标点1.2：热带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良好的政治

素养和社会责任感，遵纪守法

2. 人文素质：具有良好的人

文社会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

感，身心健康

指标点2.1：具有良好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心理素质、人生态

度、道德修养等丰富的精神世界

指标点2.2：身心健康，对学习、工作的充满热情，对生命洋溢激

情

3. 基础知识体系：具有扎实

的数学、物理、英语和计算

机等方面的基础理论和基本

技能。

指标点3.1：能够解决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所涵盖的基本问题

指标点3.2：能够使用外语进行基本的交流，能够检索阅读外文资

料

指标点3.3：能够使用计算机编程语言解决工作和科研中的问题

4. 专业知识体系：系统地掌

握应用气象学专业及预测预

报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指标点4.1：能够将应用气象学知识应用于各相关行业部门的业务

和科研工作中

指标点4.2：能够解决大气科学中的基本动力诊断分析、天气/气

候形势分析、统计诊断分析问题

5．专业实践能力：掌握应
指标点5.1：能够熟知气象资料的一般存储形式，运用计算机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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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气象学有关的试验观测

技能、数据分析和数学建模

方法；同时具备运用预测预

报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解决天气/气候预测中的业

务问题的能力。

气象数据

指标点5.2：熟悉各种应用气象观测技术，能独立开展相关野外观

测工作

指标点5.3：能够运用3S技术及计算机编程技术处理种应用气象业

务相关数据，并应用于相关气象服务业务

指标点5.4：能够运用预测预报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解决天气

/气候预测中的业务问题

6．视野拓展：了解本学科

及相关学科国内外理论研

究前沿、应用前景和发展趋

势。

指标点6.1：能够了解应用气象学及相关学科国内外的最新研究进

展，以及应用气象学有关的前沿科学问题和社会关注热点问题

指标点6.2：关注应用气象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追踪本

学科在当今时代的应用前景

7．知识检索能力：掌握资

料查询、文献检索及运用现

代技术手段获取相关信息

的方法。

指标点7.1：能够利用信息手段查询和检索研究资料、学术论文等

指标点7.2：具备自主信息查询和学习能力

8．实践与交流：具有撰写

论文、准备报告和学术交流

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视

野和跨文化环境下的交流

和合作的初步能力。

指标点8.1：能够规范撰写学术论文

指标点8.2：能够使用绘图软件绘制学术论文所需的图片、分析图

表

指标点8.3：能够使用专业规范语言表达的能力以及设计学术报告

幻灯片、清晰表达学术思路

9．业务知识储备：熟悉我

国应用气象业务和气象现

代化建设的现状和需求。

指标点9.1：通过实践了解气象及相关行业应用部门的工作内容、

工作流程、服务对象的现状

指标点9.2：了解当今气象业务和服务部门在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

技术知识方面的迫切需求

10．终身学习：具有良好的

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自主

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具

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

能力。

指标点10.1：建立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

指标点10.2：能够不断更新专业知识储备，培养较强的自学能力

和更新知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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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与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矩阵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毕

业

要

求

1

毕

业

要

求

2

毕

业

要

求

3

毕

业

要

求

4

毕

业

要

求

5

毕

业

要

求

6

毕

业

要

求

7

毕

业

要

求

8

毕

业

要

求

9

毕

业

要

求

10

通修

课程

形势与政策 √ √

军事理论 √ √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 √

职业生涯规划 √ √ √

就业指导 √ √ √

创新创业基础 √ √ √

体育（1） √ √

体育（2） √ √

体育（3） √ √

体育（4） √ √

计算思维导论(混合) √ √ √ √ √ √

计算机程序设计（Python）Ⅰ √ √ √

心理健康教育 √ √ √

大气科学概论 √ √ √

通用英语（1） √ √ √ √

通用英语（2） √ √ √ √

学术英语 √ √ √ √

高等数学Ⅰ（1） √ √ √

高等数学Ⅰ（2） √ √ √

线性代数 √ √ √

概率统计 √ √ √

大学物理Ⅱ（1） √ √ √

大学物理Ⅱ（2） √ √ √

大学物理实验Ⅱ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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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

课程

核心 √ √

拓展 √ √ √

学科

基础

课程

大气探测学Ⅱ √ √ √ √ √ √

大气物理学Ⅱ √ √ √ √ √ √ √

流体力学Ⅱ √ √ √ √ √ √ √

天气学原理（混合） √ √ √ √ √ √ √

植物生理学 √ √ √ √ √ √

农业气象学（混合） √ √ √ √ √ √ √ √

边界层气象学 √ √ √ √ √ √ √ √

遥感原理及应用（混合） √ √ √ √ √ √ √ √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Ⅲ（混合） √ √ √ √ √ √ √ √

气候资源学 √ √ √ √ √ √ √ √

专业

主干

课程

天气学分析基础 √ √ √ √

数值天气预报Ⅱ √ √ √ √ √ √

应用气象方法 √ √ √ √ √ √ √ √

应用气象统计 √ √ √ √ √ √ √ √

普通生态学Ⅱ √ √ √ √ √ √ √

环境土壤学 √ √ √ √ √ √ √

微气象学（混合） √ √ √ √ √ √ √ √

气象服务学 √ √ √ √ √ √ √ √

农业气象情报预报（混合） √ √ √ √ √ √ √ √

气象灾害与评估（混合） √ √ √ √ √ √ √ √

城市气象学（全英文） √ √ √ √ √ √ √ √

专业

选修

课程

动力气象学Ⅱ √ √ √ √ √ √

雷达气象学Ⅱ √ √ √ √ √ √ √ √

卫星气象学Ⅱ √ √ √ √ √ √ √ √

典型天气过程分析Ⅱ √ √ √ √ √ √ √ √

科技写作（全英文） √ √ √ √ √ √ √

作物栽培学 √ √ √ √ √ √ √ √

应用气象与水文 √ √ √ √ √ √ √ √

农业模型学基础 √ √ √ √ √ √ √ √

全球气候变化 √ √ √ √ √ √ √ √

航空气象学 √ √ √ √ √ √ √ √

污染气象学 √ √ √ √ √ √ √ √

系统工程学 √ √ √ √ √ √ √ √

大气化学导论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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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 气象应用与开发（混合） √ √ √ √ √ √ √ √ √

产业工程气象学 √ √ √ √ √ √ √ √ √

气象经济学 √ √ √ √ √ √ √ √

环境影响评价 √ √ √ √ √ √ √

应急管理 √ √ √ √ √ √

能源气象学 √ √ √ √ √ √ √

综合

实践

教学

环节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践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

√ √

军训 √ √

暑期社会实践 √ √ √ √ √ √ √ √ √

毕业实习 √ √ √ √ √ √ √ √ √

毕业设计（论文） √ √ √ √ √ √ √ √ √

创新创业训练 √ √ √ √ √ √ √ √ √

劳动 √ √

农业气象综合实习 √ √ √ √ √ √ √ √ √

天气预报综合实习Ⅱ √ √ √ √ √ √ √ √ √

微气象学实习 √ √ √ √ √ √ √

临近和短时天气预报实习 √ √ √ √ √ √ √

四、课程体系关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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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业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核心课程：大气探测学、大气物理学、流体力学、天气学原理和方法、天气学分析

基础、植物生理学、气候资源学、农业气象学、应用气象统计、遥感原理及应用、地理

信息系统原理。

特色课程：微气象学、边界层气象学、农业模型基础、农业气象情报预报、城市气

象学、应用气象与水文、航空气象学、气象服务学、污染气象学、能源气象学、应用气

象方法、GIS气象应用与开发、产业工程气象学、应急管理。

六、综合实践教学环节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军训、劳动、大气探测实习、

农业气象综合实习、天气预报综合实习、气象应用与创业、微气象学实习、临近和短时

天气预报实习、暑期社会实践、创新创业训练、毕业实习、毕业论文。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本专业必须修满 160学分或以上才能毕业，其中各类型课程的学分及学时要求下限

见下表。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学时 占总学时比(％)

通修课程 必修 62 38.75 1178 43.40

通识课程 选修 9 5.63 144 5.31

学科基础课程 必修 23 14.38 368 13.56

专业主干课程 必修 22 13.75 352 12.97

专业选修课程 选修 20 12.50 320 11.79

综合实践

教学环节

必修 23 14.38 336 12.38

选修 1 0.63 16 0.59

合计 160 100 2714 100

八、就业与职业发展

学生继续深造方向：应用气象学、大气科学、大气物理学、农业科学、环境科学、

生态学等专业。

学生就业方向：毕业生主要是从事气象预报与应用气象方面的工作，也可到政府机

关、军队、民航、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从事与气象相关的科研、教学、管理工作，也

可以继续深造攻读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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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学制与学位

标准学制：四年

修业年限：三至六年

学位：理学学士学位

十、专业教学计划运行表（附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