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农学 专业代码：090201

一、专业简介和办学定位

专业简介

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面向农业、资源、环境三大领域，围绕生态文明建设、

资源高效利用、环境污染防治与修复、乡村振兴与新农科等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

重点开展农业资源管理利用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研究，并发展出了气候变化与智

慧农业特色方向。本系成立于 2004年，学科传承于 1960年南京气象学院成立之

时的农业气象学系。本专业是中国气象局重点专业，依托江苏省农业气象重点实

验室、生态气象环境研究中心、中国气象局一级农业气象试验站等教研平台，开

展本学科理论和应用领域的高水平人才培养。现已形成一支由 22名博士（教授/

博导 7人，副教授/硕导 13人）组成的中青年高水平国际化师资队伍，主要毕业

于“985”、“211”、“双一流”农业和环境类知名院校且全部具有海外经历，在 2018

软科中国最好“农业资源与环境”学科排名跻身全国前 10名。本专业自招生以来，

每一届本科毕业生都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丰富的实践操作经历和理想的升

学、就业去向。近四年承担 50多项国家级、省级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近 40项省

级、校级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办学定位

培养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厚基础、强实践、重技能”的应用

型和复合型并具有气象特色的新农科、环境保护类人才。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是瞄准农业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国际发展

前沿，将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本科生培养成体魄健康、心理素质过硬和生活习惯

良好，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扎实、科学素养突出，在新农科、农业气象、环境污

染治理和农业资源环境信息管理方向的特色优势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培养目标 1：具备适应社会发展和需求的综合素质。本专业培养的人才应具

有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健康的体魄健康、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生活习惯，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团队意识以及良好的人文



修养、现代意识和国际化视野，了解国情社情民情，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养目标 2：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本专业培养的人才应掌握农

业资源与生态环境领域的基本知识和核心技能，具有创新和实践能力并具有一定

化学、生物学、地学专长的复合型的农业基础科学和资源环境生态基本知识。

培养目标 3：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探索精神、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本专

业培养的人才同时应具有突出的学术潜能和宽阔的国际视野，对科学研究表现出

浓厚的兴趣，了解资源环境领域相关的国际前沿动态和国家重大科技需求，表现

出敏锐的洞察探索能力和创新精神。

培养目标 4：具备在农业气象、环境污染治理和农业资源环境信息管理方向

的特色优势，能满足农业、土管、环保、农资、气象等部门或单位从事农业资源

管理及利用、农业环境保护、环境监测、农业气象、资源遥感与信息技术等的教

学、科研、管理等工作。

三、毕业要求

(一)毕业要求

要求 1. 专业基础知识：具有扎实的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环

境科学等自然科学基础知识，掌握土壤与农业化学分析、资源环境分析和环境监

测等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掌握农业资源与环境的基本理论。

要求 2. 问题分析：掌握计算机思维模式、计算机网络以及程序语言设计的

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能够综合应用土壤学和植物营养学的基本原理和

专业知识，发现并分析对农业资源、环境和生态信息领域中的具体问题。

要求 3. 专业技能：掌握与农业资源与环境相关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知识，

获得实验方法和科学思维的基本训练，能够应用科学思维方法和技术手段来设计

针对农业资源的管理与利用、农业环境保护、生态农业建设等相关领域复杂农业

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农业管理措施、工艺或对策，并能够在设

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要求 4. 科学研究：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能够基于科学原

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的农业环境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

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要求 5. 创新创业能力：具备较高的创新能力、合作意识和开放的视野，能



够在多元化社会进程中，通过加强自身专业技能和综合素养，具备一定的创业意

识及能力。

要求 6. 人文素养：具有兴趣广泛、心理健康、豁达自信，谈吐文明，全面

发展的丰厚人文素养；了解国家农业资源管理和环境生态保护的有关方针、政策

与法律、法规，能正确认识资源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要求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了解国家资源管理和环境生态保护的有关方针、

政策与法律、法规，能正确认识资源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对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影响。

要求 8. 职业规范：具有完备的职业道德，能够在农业资源管理和环境生态

保护过程中理解并遵守职业规范，履行责任。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能力。

要求 9. 人际交流：具有较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能够就复杂的农业和环

境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

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专业、跨文

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要求 10.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

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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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1．专业知识 √ √

要求 2．问题分析 √ √

要求 3．解决方案 √ √

要求 4．科学研究 √ √

要求 5．使用现代工具 √ √ √

要求 6．农业与社会 √ √ √ √

要求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 √ √

要求 8．职业规范 √ √ √ √



要求 9．人际交流 √ √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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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基础知识：掌握数学、

物理、化学、生物、环境科

学及专业理论知识，并将其

用于在农业资源与环境中的

应用能力。

指标点1.1：掌握农业资源与环境需要的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

学知识，能将复杂的农业问题用科学语言加以描述，并能找出适

合的解决办法。

指标点1.2：掌握农业资源与环境需要的环境科学的知识，并能运

用于解决农业问题。

指标点1.3：掌握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的专业理论知识，并能正确

运用农业相关专业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2．问题分析：具备发掘并解

决复杂农业问题的能力。

指标点2.1：掌握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

，分析并解决复杂农业问题。

指标点2.2：掌握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基础知识，并能分析复杂农

业问题的重点与影响因子。

指标点2.3：具备农业资源与环境的科学原理与实际技能，能识别

与表达土壤、植物、环境、信息化问题，并用于研究复杂农业资

源与环境问题，分析其发生的原因，评估及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

。

指标点2.4：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

关信息的基本方法，能够将其应用于解决复杂农业问题，以获得

有效结论。

3．专业技能：能够应用科学

思维方法和技术手段来设计

针对农业资源的管理与利

用、农业环境保护、生态农

业建设等相关领域复杂农业

问题的方案。

指标点3.1：掌握农业资源与环境、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的基本理论

和专业知识。

指标点3.2：能够应用土壤学和植物营养学的基本原理和专业知识

，发现并分析生产生活中的具体农业问题，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解

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指标点3.3：了解国家资源管理和环境生态保护的有关方针、政策

与法律、法规，并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

等因素对复杂农业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影响。

指标点3.4：具备从事农业资源的管理与利用、农业环境保护、生

态农业建设等相关领域的教学研究、技术推广和管理工作的能力

。

4．科学研究：具备科学资料指标点4.1：掌握科学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



检索、实验设计与操作及数

据分析能力。

指标点4.2：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的农业环境

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

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创新创业能力：具备与时

俱进的、适合社会发展的创

新创业能力。

指标点5.1：具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和基本知识，了解资源与

环境的科学前沿及发展趋势。

指标点5.2：具备较高的创新能力、合作意识和开放的视野，能够

在多元化社会进程中，通过加强自身专业技能和综合素养，具备

一定的创业意识及能力。

6．人文素养：全面发展、人

文素养高并具备正确认识农

业资源与环境学科对社会影

响的能力。

指标点6.1：具有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健康的体魄健康、良好的心

理素质和生活习惯，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团队意识以及良好的人文

修养、现代意识和国际化视野。

指标点6.2：具备基本的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和法律意识，

了解与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相关的职业和行业的规划、设计、管

理、控制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经济、安全和文化等因素

。

指标点6.3：能够运用国家资源管理和环境生态保护的有关方针、

政策与法律、法规解决复杂农业资源与环境问题对社会、健康、

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了解

国家资源管理和环境生态保

护的有关方针、政策与法律、

法规，能正确认识资源合理

利用与环境保护对社会和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指标点7.1：认识农业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主要议题与未来动向

。

指标点7.2：熟悉农业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方针、政策

和法律、法规。

指标点7.3：掌握农业资源调查、生态园区建设与规划、化学分析

、植物营养诊断、环境评价等研究方法，具有综合运用专业知识

及技术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

8．职业规范：具有完备的职

业道德，能够在生产实践过

程中理解并遵守职业规范，

履行责任，并具有良好的团

队合作意识和能力。

指标点8.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尊重他人，关爱他人，

主张正义、诚信守则、具有人文知识、思辨能力、处事能力和科

学精神。

指标点8.2：了解国情社情民情，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理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及个人责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指标点8.3：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能力。

指标点8.4：具有完备的职业道德，能够在生产实践过程中理解并

遵守职业规范，履行责任。

9．人际交流：具有较好的语

言文字表达、沟通协调能力。

指标点9.1：具有较好的文字表达能力，能够就农业资源与环境中

问题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

指标点9.2：具有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能够就农业资源与环境中

问题与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汇报交流。

指标点9.3：掌握一门外语，具有较强的听、说、读、写能力，能

较熟练地阅读专业外文文献及书刊，具有跨文化交流、竞争与合

作能力。

10．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

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

指标点10.1：具备了解和跟踪本专业学科发展趋势的能力。

指标点10.2：能正确认识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重要性，具有追踪



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新知识的意识。

指标点10.3：具备终身学习和适应社会和农业资源与环境科学发展

的能力。

（四）课程与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矩阵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要

求

1

要

求

2

要

求

3

要

求

4

要

求

5

要

求

6

要

求

7

要

求

8

要

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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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通识

课程

核心 √ √ √ √ √ √ √

拓展 √ √ √ √ √ √ √

学科

基础

课程

普通生态学Ⅱ √ √ √ √ √ √ √

无机及分析化学 √ √ √ √ √ √ √

环境土壤学 √ √ √ √ √ √ √

有机化学Ⅱ √ √ √ √ √ √ √

植物学 √ √ √ √ √ √ √

地质学与地貌学 √ √ √ √ √ √ √ √

生物化学Ⅱ √ √ √ √ √ √ √ √

基础微生物学（全英文） √ √ √ √ √ √ √ √

植物生理学 √ √ √ √ √ √ √ √

专业

主干

课程

环境科学概论 √ √ √ √ √ √ √ √

地理信息系统（混合） √ √ √ √ √ √ √ √

农业气象学 √ √ √ √ √ √ √ √

土壤学 √ √ √ √ √ √ √ √

遥感原理与应用Ⅱ（混合） √ √ √ √ √ √ √ √

作物栽培学 √ √ √ √ √ √ √ √

植物营养学 √ √ √ √ √ √ √ √

土壤与农业化学分析（混合） √ √ √ √ √ √ √ √

施肥原理与技术 √ √ √ √ √ √ √ √

生物统计与田间试验 √ √ √ √ √ √ √ √

专业

选修

课程

大气物理学Ⅱ √ √ √ √ √ √ √ √

气象灾害学 √ √ √ √ √ √ √ √

环境化学Ⅰ √ √ √ √ √ √ √ √

智能农业 √ √ √ √ √ √ √ √

普通分子生物学 √ √ √ √ √ √ √ √

土壤地理学 √ √ √ √ √ √ √ √

遥感图像处理 √ √ √ √ √ √ √ √

植物营养研究法 √ √ √ √ √ √ √ √

农业模型学基础 √ √ √ √ √ √ √ √

设施农业 √ √ √ √ √ √ √ √

土地资源学 √ √ √ √ √ √ √ √



土壤资源调查与评价 √ √ √ √ √ √ √ √

农产品质量与安全 √ √ √ √ √ √ √ √

气候资源学 √ √ √ √ √ √ √ √

资源环境生物技术 √ √ √ √ √ √ √

土壤污染控制与修复 √ √ √ √ √ √ √ √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 √ √ √ √ √ √ √

专业英语 √ √ √ √ √

环境监测Ⅱ √ √ √ √ √ √

文献检索与科技写作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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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地理信息系统实习 √ √ √ √ √ √ √ √

植物生理学实验 √ √ √ √ √ √ √ √

土壤学实验 √ √ √ √ √ √ √ √

植物营养学实验 √ √ √ √ √ √ √ √

土壤与农业化学分析实验 √ √ √ √ √ √ √ √

劳动 √ √ √

创新创业训练 √ √ √ √ √ √ √ √ √ √

植物学实习 √ √ √ √ √ √ √ √

基础微生物学实验 √ √ √ √ √ √ √ √

作物栽培学实验 √ √ √ √ √ √ √ √

植物营养研究法实验 √ √ √ √ √ √ √ √

农业气象观测实习 √ √ √ √ √ √ √ √

土壤资源调查与制图 √ √ √ √ √ √ √ √

农业环境调查实习 √ √ √ √ √ √ √ √

四、课程体系关联图





五、专业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土壤学、植物营养学、环境科学概论、农业气象学、地

理信息系统、遥感原理与应用、环境化学、普通生态学、土壤与农业化学分析、

植物生理学、作物栽培学、施肥原理与技术、生物统计与田间试验、地质学与

地貌学、土壤污染控制与修复、生物化学、资源环境生物技术、环境监测、智

能农业等。

特色课程：农业气象学、土壤学、植物营养学、土壤污染控制与修复、智

能农业。

六、综合实践教学环节

为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具有初步的农业资源与环境

学科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设计了系统的实验实习课程：土壤与农业化学分析实

验、植物生理学实验、土壤学实验、植物营养学实验、作物栽培学实验、植物营

养研究法实验、基础微生物学实验、地质学与地貌学实习、地理信息系统实习、

植物学实习、环境调查实习、农业气象观测实习、军训、暑期社会实践、毕业实

习、毕业论文。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
学时

占总学时比例

(％)

公共基础课程
必修 62 37.58 1178 40.76

选修 9 5.45 144 4.98

学科基础课程 必修 19 11.52 304 11.07

专业主干课程 必修 21 12.73 384 13.29

专业任选课程 选修 20 12.12 320 11.07

集中性实践教学

环节

必修 29 17.58 464 16.06

选修 5 3.03 80 2.77

合计 165 2890



八、就业与职业发展

本专业传承较早的土壤与农业化学分析专业、结合当前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

修复的热点及 3S 的新农科信息技术手段，融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气象优势学

科，除了注重学生数理化及生物学基础培养外，加强学生在化学分析、环境污染

治理、环境信息管理及农业气象方面的基本理论及实践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

科学素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从而使学生能在农业、土管、环保、农资、气

象等部门或单位从事农业资源管理及利用、农业环境保护、环境监测、农业气象、

资源遥感与信息技术等的教学、科研、管理等。

九、学制与学位

标准学制：四年

修业年限：三至六年

学位：农学学士学位

十、专业教学计划运行表（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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