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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专业（自然方向）教学计划 
 

一、 专业简介 

1. 专业历史沿革和特色 

北京大学是国内最早开展环境科学教学和研究的单位之一，环境科学专业

（自然方向）前身可以追溯到 1972 年。四十多年来，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专业（自

然方向）形成了自身特色，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环境保护科学研究和行政管理人才，

许多毕业生活跃在国际环境科学界；研究成果为解决国家和地方重大环境问题和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决策支持。环境科学专业（自然方向）现有环境化学、

大气环境、区域复合污染与全球变化、环境与健康、环境生物学、大气污染控制

原理与技术、水处理理论与技术等研究方向；具有环境科学本科学位点，环境科

学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大气环境硕士点以及生态学硕士点。环境科

学专业（自然方向）将瞄准国际环境科学的发展前沿和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实际需

求，重点发展环境化学、环境污染治理理论与技术、环境与健康、全球环境与气

候变化等领域研究，以培养环境与发展所需的复合型高层次人才为重点，以多学

科整合和多方位开放联合的“政学研产”一体化为发展模式，通过不断创新和励精

图治，努力使环境科学系成为世界一流的环境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成为我

国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决策的思想库，成为推动我国环境科学技术实用化的基地。 

2. 师资队伍结构 

环境科学专业（自然方向）现有教职员工 40 人，其中教研系列 31 人，工程

实验系列 9 人。大多数教师具有博士学位，教授 15 人，新体制长聘副教授 3 人，

研究员 6 人，副教授 5 人。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2 人，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 2

人，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4 人。多名教师任职于国际和国内学术组

织或担任学术期刊编委，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环境科学专业（自然方向）

教师承担大量研究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国家科技

部 973 项目和 863 项目、国家环保部重大公益项目和水专项项目等。教师还积极

参与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和决策制定以及国际公约决策支持。 

二、 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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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致力于精心培育学生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综合集成多学科知识揭示

环境问题本质并提出解决对策的能力，具有北大特色的未来环境科学与工程领域

的复合型领军人才。 

三、 培养要求 

通过四年的学习，学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1）掌握数学、物

理、化学、工程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环境科学的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能；（2）熟悉国家环境保护、污染治理、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可持

续发展等有关政策和法规；（3）了解环境科学与工程的理论前沿、应用背景和最

新发展动态，以及环境保护产业的发展状况；（4）掌握资料查询、文献检索以及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实验设计以及归纳、整

理、分析实验结果，撰写论文，参与学术交流的能力；（5）系统集成多学科知识

的能力；（6）具有国际视野的，对多元世界的理解与欣赏能力；（7）较强社会责

任感与人文关怀精神；（8）品行端正、德才兼备。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本专业学生在学期间，须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 144 学分，方能毕业。达到

学位要求者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39-45 学

分 

1-1 公共必修课：27-33 学分 

1-2 通识教育课：12 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7 学分 

 

2-1 专业基础课：25 学分 

2-2 专业核心课：29 学分 

2-3 毕业论文（设计）：3 学分； 

2-4 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 无 

3、选修课程：42 学分 

（相应增加大学英语补足学

分 6-0 学分） 

3-1 专业选修课：22 学分 

3-2 自主选修课：20 学分（20 学分基础上相应增加大学英

语补足学分 6-0 学分） 

五、 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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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共基础课程：39-45 学分 

1-1 公共必修课：27-33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

学时 

选课学期 

0383506x 大学英语 
2-8 

  按大学英语教研

室要求选课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2  大一任一学期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大一任一学期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2 

2  大一任一学期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2 

2  大一秋季学期必

须选 

61130030 思想政治实践（上） 
1 

  大四前的任一秋

季学期（按团委要

求） 
61130040 思想政治实践（下） 

1 

  
大四前的任一春

季学期选课，至

暑期结束（按团

委要求） 
04831410 计算概论（B） 3 3 0 秋，一上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秋，一上 

—— 体育系列课程 4 ——  全年 

说明： 

1、大学英语根据分级结果选修 2-8 学分，不足 8 学分的由“3-2 自主选修课”

补足 8 学分，毕业总学分仍为 144； 

2、思政课具体要求按照《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2020 

年 8 月修订）》。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环境科学专业（自然方向）教学计划 

4 
 

1-2 通识教育课：12 学分  

按照学校统一要求选择。 

学生修读通识课程的总学分要求为 12 学分，至少修读一门通识核心课，且

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至少修读 2 学分。 
I. 人类文明及其传统系列：至少 2 学分 

II.现代社会及其问题系列：至少 2 学分 

III.艺术与人文系列：至少 2 学分 

IV.数学、自然与技术系列：至少 2 学分 

本院开设的通识课程不得计入毕业所需学分。 

 

2. 专业必修课程：57 学分 

2-1 专业基础课：25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130201 高等数学（B）上 5 6 0 秋，一上 
01034310 普通化学（A） 4 4 0 秋，一上 

00130202 高等数学（B）下 5 6 0 春，一下 

00431121 普通物理 4 4 0 春，一下 

00131460 线性代数（B） 4 4 0 秋，二上 

00132380 概率统计（B） 3 3 0 春，二下 

 

2-2 专业核心课：29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12730030 环境问题 3 3 0 秋，一上 

12733240 环境实验室安全 1 2 8 秋，一上 

12730011 环境科学与工程专题 1 2 0 春，一下 

12732010 环境科学 4 4 0 秋，二上 

12732150 环境工程学一 2 2 0 春，二下 

12732080 环境工程学二 2 2 0 春，二下 

12732040 环境监测 3 3 0 秋，二上 

12732070 环境监测实验 3 6 90 春，二下 

12732020 环境管理学 4 4 0 春，二下 

12732160 环境研究方法 3 3 0 秋，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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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32170 环境决策案例分析 3 3 0 春，三下 

说明：环境监测、环境实验室安全为环境监测实验先修课，环境监测实验为

环境综合实习二先修课，必须修完先修课程才能修读对应的后续课程。 

2-3 毕业论文：3 学分 

本专业学生最后一学年必须在本专业导师指导下完成毕业学位论文/毕业设

计，并顺利通过答辩才能获得学士学位。 

3. 选修课程：42 学分 

3-1 专业选修课：22 学分 

模块一 基础扩展类（不少于 1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12733060 气象学基础 2 2 0 秋，二上 

12733010 环境化学 3 3 0 秋，三上 

12733020 环境化学实验 3 6 90 秋，三上 

12733230 环境微生物学 2 2 0 秋，三上 

12733090 环境微生物实验 3 6 90 秋，三上 

12735170 环境遥感基础 2 2 0 春，三下 

模块二 基础加强类（不少于 8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034322 普通化学实验 2 4 60 秋，一上 

01035180 定量分析化学 2 3 0 春，一下 

01035190 定量分析化学实验 2 4 60 春，一下 

01030810 有机化学（B） 4 4 0 秋，二上 

01030840 物理化学（B） 4 4 0 秋，二上 

01034390 仪器分析 2 2 0 秋，二上 

01034400 仪器分析实验 2 4 60 秋，二上 

模块三 应用实践类（不少于 4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831420 数据结构与算法（B） 3 3 32 春，一下 

12739040 环境综合实习一 1 2 周 32 大一暑期 

12739060 环境综合实习二 1 2 周 32 大二暑期 

12734050 环境工程实验（一） 1.5 3 45 春，三下 

12734060 环境工程实验（二） 1.5 3 45 秋，四上 

 本科生科研训练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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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如所选课程已满足专业选修学分要求，多选课程可计入自主选修学分。 

 

3-2 自主选修课：20 学分 

第一部分 本专业开设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12732180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入门 1 1 0 秋，一上 

12733150 空气污染基础 2 2 0 秋，二上 

12733180 大气气溶胶测量技术与实验 3 3 6 春，二下 

12733170 
化学品环境风险评估与风险

管理 
2 2 

0 
春，三下 

12733160 室内空气污染 2 2 0 春，三下 

12733200  环境测量数据分析与可视化 2 2 0 春，三下 

12733220 生态毒理学 2 2 0 秋，三上 

12733110 大气化学基础 2 2 0 春，三下 

12733130 环境自由基化学 2 2 0 春，三下 

12730020 变化中的地球（英文课程） 2 2 0 春，三下 

12730070 
中国能源与环境挑战（英文

课程） 
2 2 

4 
春，三下 

第二部分 本学院开设课程 

（包括专业课程及每年新开专业课，不包括通选课、公选课） 

第三部分 各学部各院系的专业必修和专业选修课程 

六、 其他 

1. 港澳台学生和留学生学分与选课要求 

在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就读的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对英语类课程的要求与

本科生的要求一致，均为必修课程，须入学后参加英语分级考试。 

留学生、港澳台学生可免修全校公共必修课程中的政治类课程及军事理论课

程，需由与中国有关的课程替代（具体课程参照学校“与中国有关的课程”列表）。

其余课程与本科生要求一致。 

2. 其他课程方面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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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容相近或相同的课程不可重复修读：如城市与环境学院环境化学与

我院环境化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环境科学概论与我院环境科学不可重复修读； 

（2）主修专业选修课如与所修双学位课程相同，应修读其他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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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专业（管理方向）教学计划 
 

一、 专业简介 

1. 专业历史沿革和特色 

北京大学环境管理方向最早追溯于 1982 年，是在中国第一代环境科学工作

者的努力下创立起来的，是中国第一个从事环境规划与管理方向教学和科研的单

位。环境管理系的前身——环境科学中心环境规划与管理教研室，是中国最早开

展环境规划与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也是最早招收环境规划与管理方向硕士与

博士研究生的单位。 

学科定位于通过研究环境问题与人类社会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以环境科学

研究以及环境-社会作用机制的分析为基础，基于复杂问题的综合分析模型与规

划模型以及政策和制度研究，揭示环境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为协调人与环境

之间的关系提供理论和实证方面的支持，并为寻求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依据

和决策支持。具有服务环境善治、推动环境公共管理、服务于环境发展综合决策

的特点。 

基于该定位，环境管理专业目前已经建立并将逐步完善的综合学科体系包

括：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学、环境与资源经济学、能源与气候变化经济学、环境

规划与评价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环境政策与法学、国际环境协议与全球环

境治理学、环境人文学等。 

2. 师资队伍结构 

环境科学专业（管理方向）拥有教师 9 名，其中教授 4 名，副教授 2 名，研

究员 3 名。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科学视野、思辨能力、实践能力和系统分析能力的环

境管理领域高水平复合型领军人才，使学生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创新能力，具

有高度社会责任感以及能够综合集成多学科知识揭示环境问题本质并提出解决

对策的能力。毕业生的发展方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领域：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从

事环境管理的相关研究工作；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机构，从事环境政策研究和决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环境科学专业（管理方向）教学计划 

9 
 

策咨询；政府管理人员，企业的环境管理和高层管理人员；前往国内外著名大学

攻读博士学位或从事博士后研究。 

三、 培养要求 

通过四年的学习，学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1）掌握数学、物

理、化学、工程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环境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能；（2）熟悉国家环境保护、污染治理、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可持

续发展等有关政策和法规；（3）了解环境管理的理论前沿、应用背景和最新发展

动态，以及环境保护产业的发展状况；（4）掌握资料查询、文献检索以及运用现

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实验设计以及归纳、整理、分

析实验结果，撰写论文，参与学术交流的能力；（5）系统集成多学科知识的能力；

（6）具有国际视野的，对多元世界的理解与欣赏能力；（7）较强社会责任感与

人文关怀精神；（8）品行端正、德才兼备。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本专业学生在学期间，须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 144 学分，方能毕业。达到学

位要求者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39-45 学

分 

1-1 公共必修课：27-33 学分 

1-2 通识教育课：12 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7 学分 

 

2-1 专业基础课：25 学分 

2-2 专业核心课：29 学分 

2-3 毕业论文（设计）：3 学分； 

2-4 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 无 

3、选修课程：42 学分 

（相应增加大学英语补足学

分 6-0 学分） 

3-1 专业选修课：22 学分 

3-2 自主选修课：20 学分（20 学分基础上相应增加大学英

语补足学分 6-0 学分） 

五、 课程设置 

2. 公共基础课程：39-45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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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共必修课：27-33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

学时 

选课学期 

0383506x 大学英语 
2-8 

  按大学英语教研

室要求选课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2  大一任一学期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大一任一学期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2 

2  大一任一学期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2 

2  大一秋季学期必

须选 

61130030 思想政治实践（上） 
1 

  大四前的任一秋

季学期（按团委要

求） 
61130040 思想政治实践（下） 

1 

  
大四前的任一春

季学期选课，至

暑期结束（按团

委要求） 
04831410 计算概论（B） 3 3 0 秋，一上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秋，一上 

—— 体育系列课程 4 ——  全年 

说明： 

1、大学英语根据分级结果选修 2-8 学分，不足 8 学分的由“3-2 自主选修课”

补足 8 学分，毕业总学分仍为 144； 

2、思政课具体要求按照《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2020 

年 8 月修订）》。 

 

1-2 通识教育课：1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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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学校统一要求选择。 

学生修读通识课程的总学分要求为 12 学分，至少修读一门通识核心课，且

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至少修读 2 学分。 
I. 人类文明及其传统系列：至少 2 学分 

II.现代社会及其问题系列：至少 2 学分 

III.艺术与人文系列：至少 2 学分 

IV.数学、自然与技术系列：至少 2 学分 

本院开设的通识课程不得计入毕业所需学分。 

 

2. 专业必修课程：57 学分 

2-1 专业基础课：25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130201 高等数学（B）上 5 6 0 秋，一上 
01034310 普通化学（A） 4 4 0 秋，一上 

00130202 高等数学（B）下 5 6 0 春，一下 

00431121 普通物理 4 4 0 春，一下 

00131460 线性代数（B） 4 4 0 秋，二上 

00132380 概率统计（B） 3 3 0 春，二下 

 

2-2 专业核心课：29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12730030 环境问题 3 3 0 秋，一上 

12733240 环境实验室安全 1 2 8 秋，一上 

12730011 环境科学与工程专题 1 2 0 春，一下 

12732010 环境科学 4 4 0 秋，二上 

12732150 环境工程学一 2 2 0 春，二下 

12732080 环境工程学二 2 2 0 春，二下 

12732040 环境监测 3 3 0 秋，二上 

12732070 环境监测实验 3 6 90 春，二下 

12732020 环境管理学 4 4 0 春，二下 

12732160 环境研究方法 3 3 0 秋，三上 

12732170 环境决策案例分析 3 3 0 春，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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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环境监测、环境实验室安全为环境监测实验先修课，环境监测实验为

环境综合实习二先修课，必须修完先修课程才能修读对应的后续课程。 

2-3 毕业论文：3 学分 

本专业学生最后一学年必须在本专业导师指导下完成毕业学位论文/毕业设

计，并顺利通过答辩才能获得学士学位。 

 

3. 选修课程：42 学分 

3-1 专业选修课：22 学分 

 

模块一 专业知识类课程（不少于 14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12739040 环境综合实习一 1 2 周 32 大一暑期 

12739060 环境综合实习二 1 2 周 32 大二暑期 

12733050 环境与发展 2 2 0 秋，三上 

12733030 或

02930940 

（自选其一） 

环境法 2 或 3 2 或 3 0 秋，三上 

12733140 企业环境管理 2 2  春，三下 

12733120 水环境学基础 2 2  春，三下 

12739100 大气污染：问题与挑战 
2 

2 8 
暑期（美

国） 

12739110 
环境决策中的多学科视

角方法 

2 
2 8 

暑期（墨尔

本） 

02534270 经济地理学 2 2 0 秋，二上 

02534000 生态经济学 3 3 0 秋，三上 

02533370 环境资源经济学 3 3 0 秋，三上 

02534830 人口健康经济学 3 3 0 秋，三上 

02535420 能源经济学 3 3 0 秋，三上 

02533850 农业经济学 3 3 0 春，三下 

 本科生科研训练 2 ——   

模块二 方法类课程（不少于 8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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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31420 数据结构与算法（B） 3 3 32 春，一下 

12733210 
社会研究设计原理与方

法 
2 2 0 秋，三上 

12735140 环境系统分析 2 2 0 秋，三上 

12732060 环境规划学 2 2 0 春，三下 

01536040 应用数理统计方法 3 3 0 秋，二上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4 4 0 秋，二上 

02533160 经济学原理（1） 3 3 0 秋，二上 

02533170 经济学原理（2） 3 3 0 春，二下 

03131500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4 4 0 
春，二下/

秋，三上 

02535410 应用计量经济学 3 3 0 春，二下 

01230070 遥感概论 3 3 0 春，二下 

01235240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 3 3 0 春，二下 

02930010 法理学 4 4 0 春，二下 

03231620 公共政策分析 3 3 0 秋，三上 

说明：如所选课程已满足专业选修学分要求，多选课程可计入自主选修学分。 

 

3-2 自主选修课：20 学分 

第一部分 本学院开设课程 

（包括专业课程及每年新开专业课，不包括通选课、公选课） 
第二部分 各学部各院系的专业必修和专业选修课程（以下为建议选修）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02530150 发展经济学 3 3 0 秋，三上 
02534500 公共经济学 3 3 0 秋，三上 
02534750 公共选择理论 3 3 0 秋，二上 
03230020 政治学原理 3 3 0 春，二下 
03232530 公共经济学 3 3 0 春，二下 
03232500 政府与法治 3 3 0 秋，三上 

0293007a 
行政法与行政诉

讼法 
4 4 

0 
春，二下 

03100130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上） 
2 2 

0 
春，一下 

03130020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下） 
2 2 

0 
秋，二上 

03130640 经济社会学 2 2 0 春，三下 
01536011 普通生态学 1 2 2 0 春，二下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环境科学专业（管理方向）教学计划 

14 
 

01536012 普通生态学 2 2 2 0 春，二下 
01536013 普通生态学 3 2 2 0 秋，三上 
01534200 水文学与水资源 3 3 0 秋，二上 

六、 其他 

1. 港澳台学生和留学生学分与选课要求 

在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就读的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对英语类课程的要求与

本科生的要求一致，均为必修课程，须入学后参加英语分级考试。 

留学生、港澳台学生可免修全校公共必修课程中的政治类课程及军事理论课

程，需由与中国有关的课程替代（具体课程参照学校“与中国有关的课程”列表）。

其余课程与本科生要求一致。 

2. 其他课程方面规定 

（1）内容相近或相同的课程不可重复修读：如城市与环境学院环境化学与

我院环境化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环境科学概论与我院环境科学不可重复修读； 

（2）主修专业选修课如与所修双学位课程相同，应修读其他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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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专业教学计划 
 

一、 专业简介 

1. 专业历史沿革和特色 

环境工程专业成立于 1995 年（北京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设有环境工程本

科生专业、硕士点、环境工程博士点。 环境工程专业以理工结合为特色，着眼

国际前沿，结合国家重大科技需求，以解决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和固体

废弃物污染等环境问题为目标，研究和开发污染防治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

制定和设计科学合理的工程方案等。在城镇污水深度处理、特种工业废水处理、

市政垃圾渗滤液处理、新型水体生物脱氮除磷、饮用水处理与安全保障、特殊环

境条件下的高效微生物开发、土壤与地下水污染控制与修复工程、固体废弃物处

理处置与资源化、流域水环境改善与河流生态修复、工程环境模拟与信息系统、

大气污染防治工程等领域开展研究工作，突破了许多瓶颈技术，获得授权专利百

余项，部分专利成果已在重要的示范工程中得到应用，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

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2. 师资队伍结构 

环境工程专业现有正式教职员工 18 名，其中教研系列 16 名，工程实验系列

2 名；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 1 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3 名、教育部讲座教

授 1 名、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2 名、中组部拔尖人才 1 名、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 3 名、环保部青年拔尖人才 1 名、北京市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 名、

北京市科技新星获得者 3 名、北京市优秀人才 1 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

体 1 个。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坚实宽广的环境工程学科基础理论，

综合集成多学科知识，掌握环境工程设计的基本方法和技能，了解国内外环境工

程的进展与动向，具备揭示、提出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具有北大特色的未来环

境工程领域的复合型领军人才。 

三、 培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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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3506x 大学英语 
2-8 

  按大学英语教研

室要求选课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2  大一任一学期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大一任一学期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2 

2  大一任一学期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2 

2  大一秋季学期必

须选 

61130030 思想政治实践（上） 
1 

  大四前的任一秋

季学期（按团委要

求） 
61130040 思想政治实践（下） 

1 

  大四前的任一春

季学期选课，至

暑期结束（按团

委要求） 
04831410 计算概论（B） 3 3 0 秋，一上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秋，一上 

—— 体育系列课程 4 ——  全年 

说明： 

1、大学英语根据分级结果选修 2-8 学分，不足 8 学分的由“3-2 自主选修课”

补足 8 学分，毕业总学分仍为 144； 

2、思政课具体要求按照《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2020 

年 8 月修订）》。 

 

1-2 通识教育课：12 学分  

按照学校统一要求选择。 

学生修读通识课程的总学分要求为 12 学分，至少修读一门通识核心课，且

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至少修读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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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人类文明及其传统系列：至少 2 学分 

II.现代社会及其问题系列：至少 2 学分 

III.艺术与人文系列：至少 2 学分 

IV.数学、自然与技术系列：至少 2 学分 

本院开设的通识课程不得计入毕业所需学分。 

 

2. 专业必修课程：58 学分 

2-1 专业基础课：25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130201 高等数学（B）上 5 6 0 秋，一上 
01034310 普通化学（A） 4 4 0 秋，一上 

00130202 高等数学（B）下 5 6 0 春，一下 

00431121 普通物理 4 4 0 春，一下 

00131460 线性代数（B） 4 4 0 秋，二上 

00132380 概率统计（B） 3 3 0 春，二下 

 

2-2 专业核心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12730030 环境问题 3 3 0 秋，一上 

12733240 环境实验室安全 1 2 8 秋，一上 

12730011 环境科学与工程专题 1 2 0 春，一下 

12732010 环境科学 4 4 0 秋，二上 

12732150 环境工程学一 2 2 0 春，二下 

12732080 环境工程学二 2 2 0 春，二下 

12732040 环境监测 3 3 0 秋，二上 

12732070 环境监测实验 3 6 90 春，二下 

12732020 环境管理学 4 4 0 春，二下 

12734010 工程制图 3 3 12 秋，三上 

12734020 水处理工程（上） 2 2 0 秋，三上 

12734030 水处理工程（下） 2 2 0 春，三下 

说明：环境监测、环境实验室安全为环境监测实验先修课，环境监测实验为

环境综合实习二先修课，必须修完先修课程才能修读对应的后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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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自主选修课：20 学分 

 
第一部分 本专业开设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12735030 土壤与地下水 2 2 0 秋，二上 

12735070 环境矿物学导论 2 2 0 秋，二上 

12735210 环境工程仿真与控制 2 2 0 秋，三上 

12735140 环境系统分析 2 2 0 秋，三上 

12735050 环境纳米技术导论 2 2 0 秋，三上 

12735120 工业微生物学 2 2 4 春，三下 

12735040 固相环境生物技术 2 2 0 春，三下 

12735170 环境遥感基础 2 2 0 春，三下 

12735180 环境信息系统 2 2 0 秋，四上 

12735220 环境工程概预算 2 2 0 秋，四上 

12735100 污染生态工程 2 2 4 秋，四上 

第二部分 本学院开设课程 

（包括专业课程及每年新开专业课，不包括通选课、公选课） 

第三部分 各学部各院系的专业必修和专业选修课程 

 

六、 其他 

1. 港澳台学生和留学生学分与选课要求 

在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就读的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对英语类课程的要求与

本科生的要求一致，均为必修课程，须入学后参加英语分级考试。 

留学生、港澳台学生可免修全校公共必修课程中的政治类课程及军事理论课

程，需由与中国有关的课程替代（具体课程参照学校“与中国有关的课程”列表）。

其余课程与本科生要求一致。 

2. 其他课程方面规定 

（1）内容相近或相同的课程不可重复修读：如城市与环境学院环境化学与

我院环境化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环境科学概论与我院环境科学不可重复修读； 

（2）主修专业选修课如与所修双学位课程相同，应修读其他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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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有关的课程 
 

先修课要求供参考！本表课程为部分文科院系的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程和专业选

修课，请院系根据本院系学科特点，从下列表中选择适用于本院系专业的课程列入培养

方案，并向港澳台学生和留学生公布。 

请港澳台学生和留学生注意阅读本院系专业公布的培养方案。 

序

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课 程 类

别 
学分 先修课要求 适用范围 备注 

1 02080440 古文选读 专 业 必

修 
3  仅适用于留学生  

2 02431093 专业汉语（一）* 专 业 必

修 
1（周

3 学

时） 

 仅适用于留学生  

3 02431094 专业汉语（二）* 专 业 必

修 
1（周

3 学

时） 

 仅适用于留学生  

4 02432421 专业文献选读（一）
* 

专 业 必

修 
1（周

3 学

时） 

 仅适用于留学生 与“中文报刊选

读（一）”互斥 

5 02432422 专业文献选读（二）
* 

专 业 必

修 
1（周

3 学

时） 

 仅适用于留学生 与“中文报刊选

读（二）”互斥 

6 02432423 专业文献选读（三）
* 

专 业 必

修 
1（周

3 学

时） 

 仅适用于留学生 与“中文报刊选

读（三）”互斥 

7 02432424 专业文献选读（四）
* 

专 业 必

修 
1（周

3 学

时） 

 仅适用于留学生 与“中文报刊选

读（四）”互斥 

8 02432201 中文报刊选读（一）
* 

专 业 必

修 
1（周

3 学

时） 

 仅适用于留学生 与“专业文献选

读（一）”互斥 

9 02432202 中文报刊选读（二）

* 
专 业 必

修 
1（周

3 学

时） 

 仅适用于留学生 与“专业文献选

读（二）”互斥 

10 02432203 中文报刊选读（三）
* 

专 业 必

修 
1（周

3 学

时） 

 仅适用于留学生 与“专业文献选

读（三）”互斥 

11 02432204 中文报刊选读（四）
* 

专 业 必

修 
1（周

3 学

时） 

 仅适用于留学生 与“专业文献选

读（四）”互斥 

12 01833920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专 业 必

修 
2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13 01831300 中国古籍资源与整

理 
专 业 必

修 
2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14 01831330 中国图书出版史 专 业 必

修 
2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15 01834290 中国新闻史 专 业 必

修 
2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 

22 
 

16 02039240 古代典籍概要 专 业 必

修 
3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17 02031090 《孟子》选读 专 业 必

修 
2 古代汉语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18 02030021 古代汉语 (上) 专 业 必

修 
4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19 02030022 古代汉语 (下) 专 业 必

修 
4 古 代 汉 语 

(下)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20 02033830 经典讲读 专 业 必

修 
2 古代汉语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21 02033360 中国当代文学 专 业 必

修 
4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25 02031540 中国古代文化 专 业 必

修 
2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与“中国古代文

化基础”互斥 
26 02030031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一) 
专 业 必

修 
3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27 02030032 中国古代文学史 
(二) 

专 业 必

修 
3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28 02030033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三) 

专 业 必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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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02232210 考古学通论 专 业 必

修 
4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与中国考古学 6
门系列课程互斥 

41 02240011 中国建筑史（上） 专 业 必

修 
3 中国文物建

筑导论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42 02240012 中国建筑史（下） 专 业 必

修 
3 中国文物建

筑导论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43 02232111 中国考古学（上一） 专 业 必

修 
3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中国考古学 6 门
系列课程与考古

学通论互斥 44 02232102 中国考古学（上二） 专 业 必

修 
2 考古学导论 

中国考古学

（上一）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45 02232105 中国考古学（下一） 专 业 必

修 
2 中国考古学

（中）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46 02232106 中国考古学（下二） 专 业 必

修 
2 中国考古学

（下一），中

国 古 代 史

（下）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47 02232103 中国考古学（中一） 专 业 必

修 
2 考 古 学 导

论、 中国考

古学（上）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48 02232104 中国考古学（中二） 专 业 必

修 
2 中国考古学

（中一）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49 02231280 文物鉴赏 专 业 必

修 
2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50 02231240 文物研究与鉴定 专 业 必

修 
2 中国古代史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51 02230430 中国古代陶瓷 限 选 课

程 

 
中 国 考 古

学、中国古

代史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52 02230370 中国古代青铜器 限 选 课

程 

 
中 国 考 古

学、中国古

代史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53 02330092 中国哲学（上） 专 业 必

修 
3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54 02330096 中国哲学（下） 专 业 必

修 
3 中 国 哲 学

（上）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55 02330094 中国哲学（上） 专 业 必

修 
2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56 02330095 中国哲学（下） 专 业 必

修 
2 中 国 哲 学

（上）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57 02332250 中国宗教史 专 业 必

修 
2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58 02333220 魏晋玄学 限 选 课

程 
2 中 国 哲 学

（上）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59 02333320 近现代中国哲学 专 业 选

修 
2 无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60 02333231 宋明理学 
  

中 国 哲 学
（上）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61 02333285 儒学与中国社会 专 业 选

修 
2 无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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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02332991 中国礼学史 专 业 选

修 
2 无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63 02332160 道教史 专 业 选

修 
2 无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64 02332024 中国伊斯兰教史 专 业 选

修 
2 无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66 02430140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

外关系 
专 业 必

修 
3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67 02430150 中国政治概论 专 业 必

修 
3 政 治 学 原

理、中国近

现代史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68 02430211 中国对外关系史 专 业 必

修 
3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69 02533340 中国经济思想史 专 业 必

修 
3 无。有经济

学原理基础

会更好。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70 02535240 中国经济史 专 业 必

修 
3 经 济 学 原

理、政治经

济学、计量

经济学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71 02534490  中国商业管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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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04330052 中国美术通史（上） 

专 业 必
修 
2-1 

2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86 
04330053 中国美术通史（下） 

专 业 必
修 

2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87 
新开课 中国电影史 

专 业 选
修 
3-1 

2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88 
新开课 中国电影专题 

专 业 选
修 
3-1 

2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89 06234900 中国经济专题 专 业 必

修 
2 经 济 学 原

理、中级微
观 经 济 学
（ 新 添 加
的）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习题课为讨论

班，面向本院学

生，外院系学生

不需要选。 

按照历史系的意见，“与中国有关课程”列表中新增列入如下四门

课程： 以下四门课程仅适用于留学生。 

02180011《中国古代史 B(上)》、02180012《中国古代史 B(下)》、

02180101《中国历史文选 B（上）》、02180102《中国历史文选 B（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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