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　 理学   　专业代码　 082503       　 授予学位   理学学士 

（从 2020 级本科生开始执行）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和可持续发展理念，适应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需求，掌握环境基础理
论和专业知识，具备创新创业意识、自主学习能力、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及具有国际视野，能在科研机构、高等学校、

企事业单位及行政部门等从事科研、教学、环境保护和环境管理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特别是海洋污染防控与生态修
复领域的高级专业人才。
   本专业培养的学生毕业5年左右达到以下目标：（1）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科学与人文修养及
沟通交流能力；（2）具有扎实的环境科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备运用现代技术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3）熟
悉海洋环境问题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掌握认识与解决海洋环境问题的基本方法；（4）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素养
、创新精神和职业操守。

二、毕业生能力要求

    通过在校学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毕业时具备以下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感，能够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2.掌握扎实的数学、自然科学知识和环境科学专业知识，能够应用所学的知识分析和研究问题，熟悉和掌握专业相
关软件、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独立或以骨干角色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并获得有效结论，具有良好的创新意
识，能够在工作中针对新型环境问题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 ；
   3.能够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背景知识进行科学合理分析 ，评价复杂环境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
、文化以及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理解相关各方应承担的责任；
   4.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找准角色、脚踏实地发挥个人在团队中的作用，具备一

定的国际视野和良好的沟通能力，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交流；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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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支撑学科

一级学科：环境科学与工程（0830）

二级学科：环境科学（083001）

四、毕业学分要求

课程体系
学分要求

必修 选修 合计

公共基础及
通识教育层面

公共基础必修

思想政治类 16

74.5

军事、体育类 8

大学外语类 10

大学数学类 18

大学计算机类 4

大学物理类 7.5

大学化学类 11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9 9

专业教育层面

学科基础课程 15.5 10

80.5专业知识课程 16 10

工作技能课程 26 3

总计 132 32 164

五、专业核心课程

1.环境微生物学（32课时/2学分） 7.环境海洋学（48课时/3学分）

2.环境与人文（32课时/2学分） 8.环境地学（40课时/2.5学分）

3.基础生态学（32课时/2学分） 9.海洋生物学（48课时/3学分）

4.环境化学（48课时/3学分） 10.环境监测（64课时/4学分）

5.环境流体力学（48课时/3学分） 11.环境工程学（32课时/2学分）

6.环境评价（32课时/2学分） 12.环境管理学（48课时/3学分）

六、专业特色课程

1.环境海洋学(48课时/3学分) 9.海洋生物学实验(16课时/0.5学分)

2.海洋环境调查实习(32课时/1学分) 10.海洋生物学(48课时/3学分)

3.海水分析(32课时/2学分) 11.海水分析实验(16课时/0.5学分)

4.生物海洋学(32课时/2学分) 12.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导论(16课时/1学分)

5.海洋环境观测与数据分析(32课时/1学分) 13.环境地学实习(2周/2学分)

6.物理海洋学(48课时/3学分) 14.近海环境预测技术理论(32课时/2学分)

7.近海环境预测技术实验(16课时/0.5学分) 15.空气污染气象学(16课时/1学分)

8.仪器分析(48课时/3学分)



七、实践环节

（一）必修实践环节

1.大学体育I-IV(128课时/4学分)
11.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实践部
分，32课时/1学分)

2.军事训练(2周/2学分) 12.环境化学实验(32课时/1学分）

3.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48课时/1.5学分) 13.环境评价课程设计(32课时/1学分)

4.Python程序设计(实践部分，32课时/1学分) 14.海洋环境调查实习(1周/1学分)

5.大学物理实验1(48课时/1.5学分) 15.数据处理应用(32课时/1学分)

6.大学英语I-IV(160课时/5学分) 16.环境地学实习(2周/2学分)

7.有机化学实验(48课时/1.5学分) 16.环境化学实验(32课时/1学分)

8.环境监测实验(48课时/1.5学分) 18.创新创业教育(128课时/4学分)

9.环境微生物实验(32课时/1学分) 19.仪器分析实验(32课时/1学分)

10.环境类专业认识实习(1.5周/1.5学分) 20.毕业论文(12周/8学分)

（二）选修实践环节

1.近海环境预测技术实验（16课时/0.5学分） 6.数值计算方法与实践（16课时/0.5学分）

2.海水分析实验（16课时/0.5学分） 7.海洋生物学实验（16课时/0.5学分）

3.流体力学实验（32课时/1学分） 8.生物化学实验（16课时/0.5学分）

4.环境生物学实验（16课时/0.5学分） 9.物理化学实验（48课时/1.5学分）

5.海洋环境观测与数据分析（32课时/1学分）

八、课程设置及修读计划

（一）公共基础及通识教育层面

1.公共基础必修课程

最低要求 74.5 学分

其中：必修 74.5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先修课程
推荐
学期

讲授 实践

必修

008101101023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 3 48 一(秋)

00810110102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32 32 一(春)

0081011010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48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
二(秋)

00810110102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5 64 32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

二(春)

00810120系列 形势与政策（系列课程） 2 64
本科四
年获得

008201101025 军事训练 2 64 一(夏)

008201101027 军事科学概论 2 32 一(秋)

008201103019 体育Ⅰ（系列课程） 1 4 28

四年开
课不断
线，修
满4学
分即可

008201103021 体育Ⅱ（系列课程） 1 4 28

008201103023 体育Ⅲ（系列课程） 1 4 28

008201103025 体育Ⅳ（系列课程） 1 4 28

008301101033 大学英语 Ⅰ 2 32

四年开
课不断
线，修
满10学
分即可

008301101035 大学英语 Ⅱ 2 32

008301101037 大学英语 Ⅲ 2 32

008301101039 大学英语 Ⅳ 2 32

008301101135 大学英语拓展类课程 2 32 大学英语 Ⅲ

008401101055 高等数学Ⅱ1 6 96 一(秋)

008401101057 高等数学Ⅱ2 5 80 高等数学Ⅱ1 一(春)

008401101063 概率统计 4 64 高等数学Ⅱ2 二(秋)

008401101059 线性代数 3 48 高等数学Ⅱ2 二(春)

008501101119 Python程序设计 4 48 32 一(春)



必修

008601101113 大学物理Ⅲ1 3 48 高等数学Ⅱ1 一(春)

008601101117 大学物理Ⅲ2 3 48 大学物理Ⅲ1 二(秋)

008601102095 大学物理实验1 1.5 48 高等数学Ⅱ1 一(春)

008701101147 无机及分析化学 4 64 一(秋)

008701102149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1.5 48 无机及分析化学 一(秋)

008701101151 有机化学 4 64 无机及分析化学 二(秋)

008701102153 有机化学实验 1.5 48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二(秋)

    注：“推荐学期”，一、二、三、四指大学本科学年数（以四年学制计），下同

2.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最低要求 9 学分

   通识教育课按照科学与技术、文学与艺术、哲学与人生、社会与文化、历史与文明五个模块进行设置。本科四年应修读至
少两个知识模块共计不少于9学分的课程，且不能修读与所在专业专业课程内容相近的通识课程 。

（二）专业教育层面

1. 学科基础课程

最低要求25.5学分

其中：必修 15.5学分，选修10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先修课程
推荐

学期
讲授 实践

必修

074502101201 *环境与人文 2 32 一(秋)

074502101301 *基础生态学 2 32 一(春)

074502101204 *环境海洋学 3 48 一(春)

074502101303 *环境地学 2.5 40 一(春)

084102101313 环境学科导航讲座 1 16 二(夏)

074502301229 *环境工程学 2 32 二(秋)

074502101211 *环境流体力学 3 48 高等数学Ⅱ2 二(秋)

选修

008401101031 复变函数● 3 48 二(秋)

074502201311 普通生物学 2 32 二(春)

008701101137 物理化学▲ 4 64 二(春)

074504201251 海水分析▲ 2 32 无机及分析化学 二(春)

074502201335 生物化学▲ 2 32 二(春)

074503201347 分子生物学▲ 2 32 有机化学 二(春)

074512201223 数值计算方法● 3 48 高等数学Ⅱ2 二(春)

008401101033 数学物理方法● 3 48 二(春)

074502201315 FORTRAN程序设计● 2 32 三(秋)

074502201313 环境法与环境经济学概论 2 32 环境与人文 三(春)

注：课程名称前带“*”为核心课，课程后带“▲”为环境生物与化学方向，“●”为环境动力学方向，下同。

2. 专业知识课程

最低要求 26学分

其中：必修 16 学分，选修 10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先修课程
推荐
学期

讲授 实践



必修

074503101235 *环境微生物学 2 32 一(秋)

074502101321 仪器分析 3 48 无机及分析化学 二(春)

074503101221 *海洋生物学 3 48 环境海洋学,基础生态学 三(秋)

074503101243 *环境化学 3 48 无机及分析化学 三(春)

074503101239 *环境评价 2 32 无机及分析化学 三(春)

074503101231 *环境管理学 3 48 四(秋)

选修

074503201301 数据处理原理 1 16 概率统计 三(夏)

074503202335 数据处理应用 1 32 数据处理 三(夏)

074503201251 环境系统分析 2 32 高等数学Ⅱ2 三(秋)

074503201223 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导论 1 16 三(秋)

074503201221 环境生物学▲ 2 32 普通生物学,基础生态学 三(秋)

074503201335 物理海洋学● 3 48 三(秋)

074503201255 生物海洋学▲ 2 32 环境海洋学,基础生态学 三(春)

074504201319 生态毒理学▲ 2 32 普通生物学,生物化学 三(春)

074503201225 恢复生态学▲ 2 32 基础生态学,普通生物学 三(春)

074503201303 近海环境预测技术理论● 2 32 数值计算方法,物理海洋学 三(春)

074503201253 空气污染气象学● 1 16 高等数学，大学普通物理，流体力学 四(夏)

3. 工作技能课程

最低要求 29 学分

其中：必修 26 学分，选修 3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先修课程
推荐

学期
讲授 实践

必修

074504102249 环境微生物学实验 1 32 环境微生物学 一(秋)

084104103303 *环境类专业认识实习 1.5 1.5周 二(夏)

074504103303 *环境地学实习 2 2周 环境地学 二(夏)

074504202323 仪器分析实验 1 32 仪器分析 三(夏)

074504101283 *环境监测 4 64 环境与人文 三(秋)

074504102285 环境监测实验 1.5 48 环境监测 三(秋)

084104103275 *海洋环境调查实习 1 1周 环境海洋学 三(春)

074503102308 环境化学实验 1 32 环境化学 四(夏)

074503103239 环境评价课程设计 1 32 环境评价 四(夏)

074504104399 毕业设计/论文 8 12周 四(春)

008904103999 创新创业教育 4 128
本科四
年获得

选修

074512202303 流体力学实验
● 1 32 流体力学 二(秋)

008701102039 物理化学实验
▲ 1.5 48 物理化学 二(春)

074502202337 生物化学实验
▲ 0.5 16 生物化学 二(春)

074512203225 数值计算方法实践
● 0.5 16 数值计算方法 二(春)

074504202325 海洋生物学实验
▲ 0.5 16 海洋生物学 三(秋)

115114303382 环境生物学实验
▲ 0.5 16 环境生物学 三(秋)

074504202253 海水分析实验
▲ 0.5 16 海水分析 三(春)



选修

074504203297 海洋环境观测与数据分析● 1 32 三(春)

074504202301 近海环境预测技术实验● 0.5 16 数值计算方法,物理海洋学 三(春)

九、有关说明



    1.环境科学专业分方向培养，设环境生物与化学、环境动力学2个方向，学生必选其一内所有课程。
    2.学生选修环境工程专业的“专业知识课程”与“工作技能课程”的课程可以申请计入相应层面的选修课，最多每
个层面不超过2学分。

    3.专业核心课程，作为必修课开设，不能用其他课程替代。
    4.创新创业教育学分中，至少2个学分为通过实践活动、论文、专利等获得的非课程学分，其申请和认定按照《中
国海洋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认定办法 》（海大教字〔2013〕132号）执行；其他学分可通过修读学校开设的创
新创业教育系列课程或参加经学校认可的创新创业类培训获得 （含《大学生职业发展教育》系统课程）。
    5.专业教育层面课程在大纲中要体现思政元素，不设课时限制；劳动教育课程32课时，主要依托于环境地学实习
（16课时）和海洋调查实习（16课时）。

十、本培养方案由所在专业负责解释

附：本专业辅修要求

一、培养目标及能力要求

    本专业辅修培养目标：具有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和可持续发展理念，适应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需求，掌握
环境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备创新创业意识、自主学习能力、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能在科研机构、高等学校、企事
业单位及行政部门等从事科研、教学、环境保护和环境管理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本专业培养的学生毕业5年左右达到以下目标：（1）具有扎实的环境科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备运用现代技术手段
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2）熟悉海洋环境问题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掌握认识与解决海洋环境问题的基本方法；
（3）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素养、创新精神和职业操守。
    本专业毕业生能力要求：
   1. 掌握扎实的数学、自然科学知识和环境科学专业知识，能够应用所学的知识分析和研究问题，熟悉和掌握专业相

关软件、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独立或以骨干角色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并获得有效结论，具有良好的创新意
识，能够在工作中针对新型环境问题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 ；
   2. 能够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背景知识进行科学合理分析 ，评价复杂环境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
、文化以及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理解相关各方应承担的责任；
   3. 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找准角色、脚踏实地发挥个人在团队中的作用，具备一

定的国际视野和良好的沟通能力，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交流。

二、课程修读要求（总计 27 学分）

必修课程（27学分）：

1.环境微生物学（32课时/2学分） 6.环境工程学（32课时/2学分）

2.环境监测（64课时/4学分） 7.环境地学（40课时/2.5学分）

3.环境海洋学（48课时/3学分） 8.环境管理学（48课时/3学分）

4.环境化学（48课时/3学分） 9.基础生态学（32课时/2学分）

5.环境评价（32课时/2学分） 10.海洋生物学（48课时/3学分）

三、原则上，主修专业课程涵盖辅修专业要求课程 1/2及以上（或具有替代关系）的学生，不得辅修本专业

。

撰写人：郑浩、田伟君 教学院长：赵阳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