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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辅修/双专业与主修专业互斥一览表 
 

院系名称 
本院系内专业是否 

可以辅修/双专业？ 

本院系专业与外院系 

哪些专业为双专业/ 

辅修互斥专业？ 

本院系哪个交叉专业 

（或项目）不能修读哪个 

双专业/辅修专业？ 

数学科学 

学院 

数学学院内各专业不能互为

辅修/双专业。 

工学院“理论与应用力学”

专业和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与本辅修/双专业互斥。 

数学学院“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专业”学生不能

修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

业辅修/双专业。  

工学院 

工学院除力学系“理论与应用

力学”与“工程力学（工程结

构分析方向）”两专业不能互

为辅修/双专业之外，其他各专

业之间可以互为辅修/双专业。          

原因：工学院各专业之间差距

较大，核心课相似度较低。 

无 无 

物理学院 
物理学院内各专业不能互为

辅修/双专业。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应用

物理学”专业，地球与空

间科学学院“物理学（地

球物理方向）”“物理学

（空间科学与技术方向）”

“地球物理学”专业和“空

间科学与技术”专业与物

理学院各专业不能互为辅

修/双专业。 

物理学院“物理学应用物

理学二（计算机交叉）”

学生不能修读信科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

业辅修/双专业；“物理学

应用物理学三（集成电路

交叉）”学生不能修读信

科学院“集成电路设计与

集成系统”专业、“微电

子科学与工程”辅修/双专

业；“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四

（力学与航空航天交叉）”

学生不能修读工学院“理论

与应用力学专业（航空航天

工程方向）”“航空航天工

程”辅修/双专业；“物理

学应用物理学五（地球与行

星科学交叉）”学生不能修

读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所

有辅修/双专业。 

化学与分

子工程学

院 

化学学院内各专业不能互为

辅修/双专业。 

化学学院“化学生物学”

专业和生命科学学院“生

物科学”与“生物技术”

“生物信息”专业不能互

为辅修/双专业。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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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院系名称 
本院系内专业是否 

可以辅修/双专业？ 

本院系专业与外院系 

哪些专业为双专业/ 

辅修互斥专业？ 

本院系哪个交叉专业 

（或项目）不能修读哪个 

双专业/辅修专业？ 

生命科学

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内各专业不能

互为辅修/双专业。 

生命科学学院各专业与化

学学院的“化学生物学”、

元培学院的“整合科学”、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的

“生物科学（天体生物学

方向）”、心理与认知科

学学院的“生物科学（心

理学方向）”、工学院的“生

物科学（生物医学工程方

向）”、城市与环境学院的

“环境科学”“自然地理与

资源环境”“生态学”等专

业不能互为辅修/双专业。 

生命科学学院“生物信息

学”专业的个性化培养方

案学生不能修读其他院系

开设的辅修专业或双专

业。 

信息科学

技术学院 

①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电子大

类内不同专业（“电子信息科

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集成

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之间

不能互为辅修/双专业，计算机

大类内不同专业（“智能科学

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之间不能互为

辅修/双专业。②“应用物理学”

专业学生不能修读“电子信息

科学与技术”专业、“微电子

科学与工程”专业和“集成电

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辅修/ 

双专业。③“信息与计算科学”

专业学生不能修读“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和“智能科学与技

术”专业辅修/双专业。 

①元培学院和数学学院“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学生不能修读“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

专业辅修/双专业。②元培

学院“人工智能”专业不能

修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和“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辅修/双专业。③其他院系

“大数据”相关专业学生不

能修读“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智能科学与技术”专

业辅修/双专业。④信息科

学技术学院“信息与计算

科学”专业学生不能修读

数学科学学院辅修 /双专

业。⑤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应用物理学”专业学生

不能修读物理学院辅修 /

双专业。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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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院系名称 
本院系内专业是否 

可以辅修/双专业？ 

本院系专业与外院系 

哪些专业为双专业/ 

辅修互斥专业？ 

本院系哪个交叉专业 

（或项目）不能修读哪个 

双专业/辅修专业？ 

地球与空

间科学学

院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内专业

[地质学、地球化学、行星科

学、化学（地球化学方向）、

生物科学（天体生物学方向）]

不能互为辅修/双专业。  

 

 

“物理学（地球物理方

向）”、“物理学（空间

科学与技术方向）”、“地

球物理学”专业和“空间

科学与技术”专业与物理

学院的“物理学”、“天

文学”和“大气科学”专

业不能互为辅修/双专业。

生物科学（天体生物学方

向）专业与生命科学学院

各辅修/双专业互斥。遥感

科学与技术专业与城市与

环境学院地理信息科学专

业辅修/双专业互斥。 

无 

城市与环

境学院 

城市与环境学院“生态学”与

院内“环境科学”“自然地理

与资源环境”不能互为辅修/

双专业；城市与环境学院“自

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与院内其

他四专业不能互为辅修/双专

业。城市与环境学院“环境科

学”与院内“自然地理与资源

环境”不能互为辅修/双专业。

城市与环境学院“人文地理与

城乡规划”与院内“自然地理

与资源环境”“城乡规划”专

业不能互为辅修/双专业。 

①城市与环境学院“环境

科学”专业与环境科学与

工程学院的“环境科学”

专业、“环境工程”专业

不能互为双专业/辅修。 

②城市与环境学院“人文

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与

政府管理学院“城市管理”

专业不能互为双专业/辅修

专业。③城市与环境学院

“生态学”与生科学院各

专业不能互为双专业/辅修

专业。 

无 

心理与认

知科学学

院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内各专

业［生物科学（心理学方向）、

心理学、应用心理学］不能互

为辅修/双专业。 

生物科学（心理学方向）

专业与生命科学学院的双

专业/辅修互斥。 

“教育心理学”教育项目

的同学不能申请心理学双

专业/辅修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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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院系名称 
本院系内专业是否 

可以辅修/双专业？ 

本院系专业与外院系 

哪些专业为双专业/ 

辅修互斥专业？ 

本院系哪个交叉专业 

（或项目）不能修读哪个 

双专业/辅修专业？ 

环境科学

与工程学

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内各专

业不能互为辅修/双专业。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环境

科学专业”“环境工程专业”

和城市与环境学院“环境科

学专业”不能互为辅修/双

专业。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专业（自然方

向）”“环境工程专业”“化

学（环境化学方向）专业”

不能修读化学学院“化学专

业”辅修/双专业。环境科

学与工程学院“环境科学

（大数据方向）”不能修读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的“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智能

科学与技术专业”辅修/双

专业。 

无 

新闻与传

播学院 
暂无辅修/双专业。 无 无 

中国语言

文学系 

中国语言文学系内各专业（汉

语言文学、汉语言、古典文献

学、应用语言学）不能互为辅

修/双专业。 

无 无 

历史学系 

历史学系内各专业（历史学、

世界史、外国语言与外国历

史）不能互为辅修/双专业。 

历史学系各专业与其他院

系的“外国语言与外国历

史”专业、考古文博学院

各专业，不能互为辅修/双

专业。 

进入“古典语文学”项目

的非历史学系学生，不能

申请历史学系的辅修/双专

业。 

考古文博

学院 

考古文博学院内各专业[考古

学、文物与博物馆学、文物保

护技术、考古学（文物建筑）、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考古学

方向）]不能互为辅修/双专业。 

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

专业、“文物与博物馆学”

专业，与历史学系“历史

学”专业不能互为辅修/双

专业。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考

古学方向）”与“外国语言

与外国历史（世界史方

向）”、历史系“世界史”

专业不能互为辅修 /双专

业；与外国语学院所有语

种专业不能互为辅修 /双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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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院系名称 
本院系内专业是否 

可以辅修/双专业？ 

本院系专业与外院系 

哪些专业为双专业/ 

辅修互斥专业？ 

本院系哪个交叉专业 

（或项目）不能修读哪个 

双专业/辅修专业？ 

哲学系 

哲学系内各专业[哲学、哲学

（科逻方向）、宗教学]不能

互为辅修/双专业。 

无 

古典语文学项目、思想与

社会项目、科史哲项目学

生不能修读任何专业的辅

修/双专业。 

国际关系

学院 

国际关系学院内各专业不能

互为辅修/双专业。 

国际关系学院各专业与政

府管理学院各辅修/双专业

互斥。 

无 

经济学院 
经济学院内所有专业不能互

为辅修。 

经济学院所有专业与国家

发展研究院和光华管理学

院的各辅修/双专业互斥。 

无 

光华管理

学院 

光华管理学院内各专业不能

互为辅修/双专业。 

光华管理学院各专业与经

济学院和国家发展研究院

的各辅修/双专业互斥。 

无 

法学院 无 无 无 

信息管理

系 

信息管理系内各专业不能互

为辅修/双专业。 
无 无 

社会学系 
社会学系内各专业不能互为

辅修/双专业。 
无 

进入“思想与社会”项目

的学生，不能修读任何专

业的辅修/双专业。 

政府管理

学院 

政府管理学院内各专业（含方

向）不能互为辅修/双专业。 

政府管理学院各专业与国

际关系学院各辅修/双专业

互斥。 

无 

外国语学

院 

外国语学院除“外国语言与外

国历史”专业外，各语种专业

均可辅修。因不同语种间专业

跨度大。 

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与

外国历史”专业与历史系

“历史学”专业，考古文

博学院“考古学”“文物

与博物馆学”“文物保护

技术”“考古学（文物建

筑）”专业为辅修/双专业

互斥专业。 

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与

外国历史”专业不能修读

同方向语言辅修专业。如：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

（日语方向）”不能修读

日语辅修专业。 

国家发展

研究院 
无 

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

专业与经济学院、光华管

理学院的各辅修/双专业互

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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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院系名称 
本院系内专业是否 

可以辅修/双专业？ 

本院系专业与外院系 

哪些专业为双专业/ 

辅修互斥专业？ 

本院系哪个交叉专业 

（或项目）不能修读哪个 

双专业/辅修专业？ 

艺术学院 
艺术学院内各专业（含方向）

不能互为辅修/双专业。 
无 无 

马克思主

义学院 
无 无 无 

元培学院 

元培学院内专业（“政治学、

经济学与哲学”“数据科学与

大数据技术”“古生物学”“外

国语言与外国历史”“整合科

学”）不能互为辅修/双专业。 

①“政治学、经济学与哲

学”专业与以下各专业互

斥：“哲学”专业辅修/双

专业；经济学院各辅修/双

专业、国发院“经济学”

专业辅修 /双专业及光华

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创

新创业管理方向）”专业

辅修 /双专业；政府管理

学院各专业辅修 / 双专

业；②“数据科学与大数

据技术”专业与信息科学

技术学院的“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专业辅修/双专业

和数学学院“数学与应用

数学”专业辅修/双专业互

斥；③“古生物学”专业

和地空学院“地质学”专

业辅修/双专业互斥；④“外

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与外国语学院相关语种专

业的辅修及历史学系各专

业辅修/双专业互斥；⑤“整

合科学”专业与数学学院、

物理学院、化学学院、生

科学院各专业辅修/双专业

互斥；⑥人工智能专业与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数学

学院辅修/双专业互斥。 

“人工智能”与信息科学

技术学院“智能科学与技

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三个专业，以及数学

学院和元培学院“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不能互

为辅修/双专业。 



 

 

 

 

 

理  学  部 

数学科学学院 ·················································································· （1） 

物理学院 ························································································ （5）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 （10） 

生命科学学院 ················································································ （14）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 （21） 

城市与环境学院 ············································································· （28）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 （45） 

信息与工程科学部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 （49） 

工学院 ························································································· （7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 （95） 

人 文 学 部 

中国语言文学系 ············································································ （104） 

历史学系 ····················································································· （108） 

考古文博学院 ··············································································· （117） 

哲学系  宗教学系 ········································································· （123） 

外国语学院 ·················································································· （134） 

艺术学院 ····················································································· （150） 

社会科学学部 

国际关系学院 ··············································································· （154） 

法学院 ························································································ （161） 

信息管理系 ··················································································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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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系 ····················································································· （167） 

政府管理学院 ··············································································· （171） 

经济与管理学部 

经济学院 ····················································································· （175） 

光华管理学院 ··············································································· （184） 

国家发展研究院 ············································································ （188） 

跨 学 科 类 

元培学院 ····················································································· （197） 

医  学  部 

药学院 ························································································ （202）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双专业   

 

9 4

29 42 30

12 15 2001

2022 2023  

2002 2007 2012 2017

A+ 2021～202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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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0 3  

1. 专业必修课：4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0132301 数学分析Ⅰ 5 6 秋季 

00132321 高等代数Ⅰ 5 6 秋季 

00132341 几何学 5 6 秋季 

00132302 数学分析Ⅱ 5 6 春季 

00132323 高等代数Ⅱ 4 5 春季 

00132304 数学分析Ⅲ 4 5 秋季 

00135450 抽象代数 3 3 秋季 

00132320 复变函数 3 3 春季 

00132340 常微分方程 3 3 春季 

00131300 概率论 3 3 春季 

2. 专业选修课：3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0132370 实变函数 3 3 秋季 

00130200 数学模型 3 3 春季 

00132310 微分几何 3 3 秋季 

00132330 偏微分方程 3 3 秋季 

00130161 拓扑学 3 3 秋季 

00130190 微分流形 3 3 春季 

00136880 数论基础 3 3 春季 

00136890 基础代数几何 3 3 春季 

00135460 数理统计 3 3 秋季 

00133090 应用随机过程 3 3 秋季 

00132350 泛函分析 3 3 秋季 

说明： 

1. 若学生在主修专业已经修读某门专业核心课程或内容相近课程，且欲作为主修专业

毕业学分，则双专业不可重复修读，需用专业选修课程列表中的课程补足学分。若学生在

主修专业未修读专业核心课程，则应按照要求修完本双专业教学计划的课程和学分。 

2. 学生主修专业学业结束时，无论毕业或结业离校，双专业学习同时终止。未完成双

专业教学计划要求但达到辅修教学计划要求，可申请在毕业证书上同时标注已完成的辅修

专业。 

 

 



数学科学学院 3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辅修 

 

9 4

29 42 30

12 15 2001

2022 2023  

2002 2007 2012 2017

A+ 2021～2022

 

 

 

3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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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业必修课：35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0132301 数学分析Ⅰ 5 6 秋季 

00132321 高等代数Ⅰ 5 6 秋季 

00132302 数学分析Ⅱ 5 6 春季 

00132323 高等代数Ⅱ 4 5 春季 

00132304 数学分析Ⅲ 4 5 秋季 

00135450 抽象代数 3 3 秋季 

00132320 复变函数 3 3 春季 

00132340 常微分方程 3 3 春季 

00131300 概率论 3 3 春季 

说明： 

1. 学生应按照要求修完本辅修教学计划的课程和学分。若学生在主修专业已经修读某

门专业核心课程或内容相近课程，且欲作为主修专业毕业学分，则不可重复修读，应选修

以下列表中的课程替代。  

2. 学生主修专业学业结束时，无论毕业或结业离校，辅修专业学习同时终止。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0132341 几何学 6 5 秋季 

00130200 数学模型 3 3 春季 

00132370 实变函数 3 3 秋季 

00132310 微分几何 3 3 秋季 

00132330 偏微分方程 3 3 秋季 

00130161 拓扑学 3 3 秋季 

00130190 微分流形 3 3 春季 

00136880 数论基础 3 3 春季 

00135460 数理统计 3 3 秋季 

 



 

 

物 理 学 院 

物理学专业、天文学专业、大气科学专业双专业 

 

 

 

 

1. 知识结构要求 

 

2. 能力结构要求 

 

3. 素质结构要求  

 

GP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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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专业 

42 35 7  

1. 专业必修课：35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 
普通物理（力学、热学、电磁学、

光学、原子物理[或近代物理]） 
8 — 大一、大二 

00437180 

00437190 

普通物理实验（1） 

普通物理实验（2） 
3 

4 

4 

68 

68 
大二 

00432110 

00432108 

00432109 

数学物理方法 

数学物理方法（上） 

数学物理方法（下） 

4 

4 

3 

3 

 大二 

00432001 

新开课 

理论物理基础Ⅰ 

理论物理基础Ⅱ 
8 

4 

4 
 大二 

— 

四大力学（理论力学、平衡态统

计物理、电动力学、量子力学）、

固体物理 

9 —  大三 

00433327 

00433328 

近代物理实验Ⅰ 

近代物理实验Ⅱ 
3 

6 

6 
 大三、大四上 

2. 专业选修课：7 学分 

1 2-1 2-2 3-1  

2  

◎ 天文学专业 

42 35 7  

1. 专业必修课：35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 
普通物理（力学、热学、电磁

学、光学、原子物理） 
8 —  大一、大二 

00437180 

00437190 

普通物理实验（1） 

普通物理实验（2） 
3 

4 

4 

68 

68 
大二 

00432110 

00432108 

00432109 

数学物理方法 

数学物理方法（上） 

数学物理方法（下） 

4 

4 

3 

3 

 大二 



物 理 学 院 7 

 

 

（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432001 

新开课 

理论物理基础Ⅰ 

理论物理基础Ⅱ 
8 

4 

4 
 大二 

00431561 基础天文 3 3 6 大一—大二 

00430194 天体物理导论 3 3  大一—大二 

00431568 实测天体物理Ⅰ（光学与红外） 3 3 15 大三上 

00432245 理论天体物理 3 3  大三—大四 

2. 专业选修课：7 学分 

1 2-1 2-2 3-1  

2  

◎ 大气科学专业 

42 36 6  

1. 专业必修课：36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 

普通物理（力学、热学、电磁

学、光学、原子物理[或近代

物理]） 

8 —  大一、大二 

00437180 

00437190 

普通物理实验（1） 

普通物理实验（2） 
3 

4 

4 

68 

68 
大二 

00432110 

00432108 

00432109 

数学物理方法 

数学物理方法（上） 

数学物理方法（下） 

4 

4 

3 

3 

 大二 

00432001 

新开课 

理论物理基础Ⅰ 

理论物理基础Ⅱ 
8 

4 

4 
 大二 

00432274 大气探测原理 3 3 4 大三上 

00432247 大气物理学基础 3 3  大三上 

00432251 天气学 3 3  大三下 

00432252 大气动力学基础 4 4  大三下 

2. 专业选修课：6 学分 

1 2-1 2-2 3-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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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专业、天文学专业、大气科学专业辅修 

 

 

 

 

GPA 2.5

 

 

32  

1. 专业必修课：23 学分 

◎ 物理学专业：  

◎ 天文学专业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431561 基础天文 3 3 6 大一-大二 

00430194 天体物理导论 3 3  大一-大二 

00431568 实测天体物理Ⅰ（光学与红外） 3 3 15 大三上 

00432245 理论天体物理 3 3  大三-大四 



物 理 学 院 9 

 

 

 

◎ 大气科学专业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432274 大气探测原理 3 3 4 大三上 

00432247 大气物理学基础 3 3  大三上 

00432251 天气学 3 3  大三下 

00432252 大气动力学基础 4 4  大三下 

 

2. 专业选修课：9 学分 

2-1 2-2 3-1

 

2-1 2-2 3-1

 

2-1 2-2 3-1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化学专业双专业 

1910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11 

 

 

40 33 7  

1. 专业必修课：33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031100 今日化学 1 1 0 一上 

01030200 化学实验室安全技术 1 2 2 一上 

01034310 普通化学 4 4 0 一上 

01034322 普通化学实验 2 4 68 一上 

01034371 有机化学（一） 3 3 0 一下 

01035003 有机化学实验 3 6 102 一下 

01035180 定量分析化学 2 2 0 一下 

01035190 定量分析化学实验 2 4 68 一下 

01034373 有机化学（二） 2 2 0 二上 

01030120 结构化学 4 5 23 二下 

01035200 物理化学（一） 3 3 0 二下 

01035210 物理化学（二） 3 3 0 三上 

01035021 物理化学实验 3 7 102 三上 

2. 专业选修课：7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032530 高分子物理 2 2 0  

01032860 无机化学实验 2 4 68  

01034390 仪器分析 2 2 0  

01034391 仪器分析原理与实验 4 48 68  

01034400 仪器分析实验 2 4 68  

01034450 化工基础 2 2 0  

01034460 高分子化学 2 2 0  

01034490 材料化学 3 3 0  

01034500 生命化学基础 3 3 0  

01034600 立体化学 2 2 0  

01034630 环境化学 2 2 0  

01034670 放射化学 2 2 0  

01035140 无机化学 4 4 68  

01035240 化学中的数学 4 4 16  

01035250 化工制图 2 2 0  

01035260 化学中的数学 2 2 0  

01035311 改变世界的药物分子 2 2 0  

01035320 化学生物学 2 2 0  

01035340 化学生物学实验 2 4 68  

01035341 化学生物学整合实验 1 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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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035370 机器学习及其在化学中的应用 2 2 0  

01035440 理论与计算化学导论 1 2 8  

01034980 生物物理化学 2 2 0  

01035460 化学反应动力学及机理 3 3 0  

08402105 细胞分子生物学中的物理化学 3 3 0  

01034530 中级有机化学 2 2 0  

01034610 中级分析化学 2 2 0  

01035150 中级无机化学 2 2 0  

01034551 中级物理化学 3 3 0  

化学专业辅修 

1910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13 

 

 

 

33  

必修课程：33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031100 今日化学 1 1 0 一上 

01030200 化学实验室安全技术 1 2 2 一上 

01034310 普通化学 4 4 0 一上 

01034322 普通化学实验 2 4 68 一上 

01034371 有机化学（一） 3 3 0 一下 

01035003 有机化学实验 3 6 102 一下 

01035180 定量分析化学 2 2 0 一下 

01035190 定量分析化学实验 2 4 68 一下 

01034373 有机化学（二） 2 2 0 二上 

01030120 结构化学 4 5 23 二下 

01035200 物理化学（一） 3 3 0 二下 

01035210 物理化学（二） 3 3 0 三上 

01035021 物理化学实验 3 7 102 三上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专业双专业 

1925

 

 

 

C

 

 

 

40 30 10  

 



生命科学学院 15 

 

 

1.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131080 动物生物学 3 3 0 秋季 

01131050 动物生物学实验 1.5 3 51 秋季 

01131040 植物生物学 3 3 0 春季 

01131060 植物生物学实验 1.5 3 51 春季 

01139600 微生物学 2 2 0 春季 

01130071 微生物学实验 1 2 34 春季 

01139510 生理学 2 2 0 大二 

01130380 生理学实验* 1 2 34 生理同期 

01139633 生物化学 3 3 0 二下或二上 

01139632 生物化学实验* 2 4 68 生化同期 

01130201 遗传学（B） 2 2 0 生化之后 

01130210 遗传学实验* 1 2 34 遗传同期 

01138541 分子生物学 2 2 0 生化之后 

01132677 分子生物学实验* 1 2 34 分子同期 

01130151 细胞生物学 2 2 0 生化之后 

01130160 细胞生物学实验* 1 2 34 细胞同期 

01139375 生物信息学 2 2 0 遗传分子后 

01139376 生物信息学实验* 1 2 34 生信同期 

01131161 生物学概念与途径 2 2 0 春季 

*至少 3 学分 

2. 专业选修课：10 学分 

40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1130930 普通生态学 2 2 0 春季 

01130760 生物统计学 3 3 0 季秋 

01139580 发育生物学 3 3 0 春季 

01131170 发育生物学实验 1 2 34 春季 

01139330 现代生物技术导论 2 2 0 春季 

01139470 生物信息学方法 2 2 2 秋季 

01139732 生物数学建模 3 3 0 春季 

01139781 系统生物学选讲 4 4 0 春季 

01130780 生物进化论 2 2 0 春/秋 

01130130/ 

01139920 
免疫学 2 2 0 秋季 

01130110 蛋白质化学 2 2 0 春季 

01133042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概论 2 2 0 秋季 

00432168 合成生物学导论 2 2 0 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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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0136180 
生物信息中的数学模型与

方法 
3 3 0 秋季 

01132663 基因组生物学技术 3 3 0 春季 

01133037 基因组学数据分析 2 2 0 秋季 

 （生物类）科研实践 3  96 大二大三 

生物信息学专业双专业 

1925

 

 

 

B

B  

 

 



生命科学学院 17 

 

 

40 30 10  

1.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139381 普通生物学 3 3 0 秋季 

01130311 普通生物学实验 2 4 68 秋季 

01139510 生理学 2 2 0 大二 

01130380 生理学实验* 1 2 34 生理同期 

01139633 生物化学 3 3 0 秋季 

01139632 生物化学实验* 2 4 68 生化同期 

01130201 遗传学（B） 2 2 0 生化之后 

01130210 遗传学实验* 1 2 34 遗传同期 

01132022 遗传学讨论课 2 2 0 遗传同期 

01138541 分子生物学 2 2 0 生化之后 

01132677 分子生物学实验 1 2 34 分子同期 

01130151 细胞生物学 2 2 0 生化之后 

01130160 细胞生物学实验* 1 2 34 细胞同期 

01139375 生物信息学 2 2 0 遗传分子后 

01139376 生物信息学实验 1 2 34 生信同期 

01133037 基因组学数据分析 2 2 0 秋季 

01139732 生物数学建模 3 3 0 春季 

*至少选 3 学分 

2. 专业选修课：10 学分 

40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139377 Linux 生物信息技术基础 2 3 0 春季 

01131161 生物学概念与途径 2 2 0 春季 

01139600 微生物学 2 2 0 春季 

01139580 发育生物学 3 3 0 春季 

01130780 生物进化论 2 2 0 秋季 

01130130/ 

01139920 
免疫学 2 2 0 春季/秋季 

01133042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概论 2 2 0 秋季 

01139781 系统生物学选讲 3 3 0 春季 

00136180 生物信息中的数学模型与方法 3 3 0 秋季 

01132663 基因组生物学技术 3 3 0 春季 

01139470 生物信息学方法 2 2 0 秋季 

01139373 生物信息科研实习 3  96 大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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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计算生物学实习 3  96 大二三四 

 （生物类）科研实践 3  96 大二大三 

生物科学专业辅修 

1925

 

  

 

C

 

 

30  

 

 

 



生命科学学院 19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131080 动物生物学 3 3 0 秋季 

01131050 动物生物学实验 1.5 3 48 秋季 

01131040 植物生物学 3 3 0 春季 

01131060 植物生物学实验 1.5 3 48 春季 

01139600 微生物学 2 2 0 春季 

01130071 微生物学实验 1 2 32 春季 

01139510 生理学 2 2 0 大二 

01130380 生理学实验* 1 2 32 生理同期 

01139633 生物化学 3 3 0 二下或二上 

01139632 生物化学实验* 2 4 64 生化同期 

01130201 遗传学（B） 2 2 0 生化之后 

01130210 遗传学实验* 1 2 32 遗传同期 

01138541 分子生物学 2 2 0 生化之后 

01132677 分子生物学实验* 1 2 32 分子同期 

01130151 细胞生物学 2 2 0 生化之后 

01130160 细胞生物学实验* 1 2 32 细胞同期 

01139375 生物信息学 2 2 0 遗传分子后 

01139376 生物信息学实验* 1 2 32 生信同期 

01131161 生物学概念与途径 2 2 0 春季 

 （生物类）科研实践* 3  96 大二大三 

*至少 3 学分 

生物信息学专业辅修 

1925

 

 



20 北京大学本科辅修/双专业培养方案（2024） 

 

 

B

B  

 

30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139381 普通生物学 3 3 0 秋季 

01130311 普通生物学实验* 2 4 64 秋季 

01139510 生理学 2 2 0 大二 

01130380 生理学实验* 1 2 32 生理同期 

01139633 生物化学 3 3 0 秋季 

01139632 生物化学实验* 2 4 64 生化同期 

01130201 遗传学（B） 2 2 0 生化之后 

01130210 遗传学实验* 1 2 32 遗传同期 

01132022 遗传学讨论课 2 2 0 遗传同期 

01138541 分子生物学 2 2 0 生化之后 

01132677 分子生物学实验 1 2 32 分子同期 

01130151 细胞生物学 2 2 0 生化之后 

01130160 细胞生物学实验* 1 2 32 细胞同期 

01139375 生物信息学 2 2 0 遗传分子后 

01139376 生物信息学实验 1 2 32 生信同期 

01133037 基因组学数据分析 2 2 0 秋季 

01139732 生物数学建模 3 3 0 春季 

 （生物类）科研实践* 3  96 大二大三 

* 至少选 5 学分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地质学专业双专业 

2001

 

1909

 

 

 

 

 

 



22 北京大学本科辅修/双专业培养方案（2024） 

 

40 30 10  

1.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231941 行星地球科学 3 3 17 秋季 

01231882 地球系统演化 3 3 17 春季 

01231944 行星表面过程 2 2 12 春季 

01231947 行星物质科学（一） 3 3 17 秋季 

01231948 行星物质科学（二） 3 3 17 春季 

01231943 地球与行星构造 3 3 17 春季 

01231030 古生物学 3 3 17 秋季 

01231660 地球化学 4 4 17 春季 

01231640 普通地质实习 A★ 2 2 12 天 暑期 

01231912 五台山地区综合地质实习★ 2 2 12 天 暑期 

01231913 沉积地层古生物综合实习★ 2 2 12 天 暑期 

2. 专业选修课：1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231370 古海洋学与全球变化 2 2 6 秋季 

01231530 地层学原理与应用 2 2 6 秋季 

01231580 环境矿物学 2 2  秋季 

01231710 层序地层学基础 2 2 8 春季 

01231820 地球生物学概论 2 2  春季 

01231840 矿床学 4 4 20 春季 

01231860 海洋环境和动力学 2 2  春季 

01231970 海洋科学导论 2 2 4 秋季 

01231470 地貌学与第四纪环境 2 2 4 秋季 

01231690 地球系统与环境 2 2 10 春季 

01231840 矿床学 4 4 20 春季 

01231140 海洋地质学 2 2  秋季 

01231170 遥感地质学 2 2  春季 

01231300 宝石学 2 2 17 春季 

01231470 地貌学与第四纪环境 2 2 4 秋季 

01231500 古生态学与古环境分析 2 2 6 秋季 

01231510 古生物学前沿 2 2  春季 

01231520 古植物学及孢粉学 2 2 9 秋季 

01231540 沉积学概论 2 2  秋季 

01231560 岩浆作用理论概述 2 2 6 秋季 

01231570 矿物材料学 2 2  秋季 

01231610 高温高压物质科学 2 2 4 秋季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23 

 

 

（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231980 地史学概论 2 2 10 春季 

01232000 变质作用导论 2 2 8 春季 

注：★课程有先修课程要求，选课前请咨询授课老师。 

地质学专业辅修 

2001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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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231941 行星地球科学 3 3 17 秋季 

01231882 地球系统演化 3 3 17 春季 

01231944 行星表面过程 2 2 12 春季 

01231947 行星物质科学（一） 3 3 17 秋季 

01231948 行星物质科学（二） 3 3 17 春季 

01231943 地球与行星构造 3 3 17 春季 

01231030 古生物学 3 3 17 秋季 

01231660 地球化学 4 4 17 春季 

01231640 普通地质实习 A★ 2 2 12 天 暑期 

01231912 五台山地区综合地质实习★ 2 2 12 天 暑期 

01231913 沉积地层古生物综合实习★ 2 2 12 天 暑期 

注：★课程有先修课程要求，选课前请咨询授课老师。 

遥感科学与技术专业双专业 

20 70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25 

 

 

 

 

 

40 30 10  

1.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230203 地球科学概论（空间信息科学基础） 2 2 4 秋季 

01235450 地理学基础 3 3 6 秋季 

01230070 遥感概论 3 3 21 春季 

01235230 地图学 3 3 13 秋季 

01235310 测量学概论 2 2 10 秋季 

01235240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 3 3  春季 

01235260 3S 野外综合实习 1  20 天 暑期 

01235430 卫星导航定位基础 3 3 18 秋季 

01235120 遥感数字图象处理原理 3 3 20 秋季 

01235070 GIS 设计和应用 3 3  春季 

01235410 定量遥感基础 2 2 10 春季 

01235160 地理信息系统工程 2 2 12 秋季 

2. 专业选修课：1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230470 北斗系统与时空智能 2 2 16 暑期 

01235010 软件工程原理 2 2 12 秋季 

01235030 计算数学 3 3  秋季 

01235040 计算机图形学基础 2 2 8 秋季 

01235060 数字地形模型 2 2  秋季 

01235080 地学数学模型 2 2  春季 

01235090 网络基础与 WebGIS 2 2  春季 

01235100 数据库概论 3 3  春季 

01235140 数字地球导论 2 2 4 秋季 

01235210 智能交通系统概论 2 2 14 春季 

01235250 GIS 实验 2 2 34 秋季 



26 北京大学本科辅修/双专业培养方案（2024） 

 

（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235270 程序设计语言 3 3 17 春季 

01235290 环境与生态科学 2 2 8 秋季 

01235300 城市与区域科学 2 2 8 春季 

01235330 遥感应用 2 2 12 秋季 

01235340 遥感图像处理实验 2 2 20 春季 

01235370 物联网技术导论 2 2 14 春季 

01235420 激光雷达遥感导论 2 2 6 春季 

01235440 雷达遥感原理与应用 2 2 8 春季 

01235470 定量遥感反演的数理基础 3 3 9 秋季 

01235480 水资源时空模拟与分析 2 2 10 秋季 

01235490 雷达成像导论 2 2  秋季 

01235500 大气遥感概论 2 2  春季 

遥感科学与技术专业辅修 

20 70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27 

 

 

 

30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230203 地球科学概论（空间信息科学基础） 2 2 4 秋季 

01235450 地理学基础 3 3 6 秋季 

01230070 遥感概论 3 3 21 春季 

01235230 地图学 3 3 13 秋季 

01235310 测量学概论 2 2 10 秋季 

01235240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 3 3  春季 

01235260 3S 野外综合实习 1  20 天 暑期 

01235430 卫星导航定位基础 3 3 18 秋季 

01235120 遥感数字图象处理原理 3 3 20 秋季 

01235070 GIS 设计和应用 3 3  春季 

01235410 定量遥感基础 2 2 10 春季 

01235160 地理信息系统工程 2 2 12 秋季 



 

 

城市与环境学院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双专业 

1952

 

 

20 17

3 5 2

3  

 

 

C B B

 

 



城市与环境学院 29 

 

 

 

40 27 13  

1. 专业必修课：27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12633080 地球系统科学导论 2 2 8 秋季 

01531180 地貌学 3 3 0 秋季 

新开课 地理信息系统导论 3 3  秋季 

新开课 气象气候学 2 2  春季 

12633120 遥感原理与应用 3 3 12 秋季 

新开课 水文学与水资源 2 2  秋季 

新开课 GIS 地学分析 3 3  秋季 

12633110 地表过程模拟和监测 3 3 11 春季 

新开课 植物与土壤地理 3 3  春季 

01534060 综合自然地理学 3 3 6 春季 

2. 专业选修课：13 学分 

13 2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534030 自然资源学原理 3 3 12 秋季 

12633160 古气候与古环境 3 3 30 春季 

12633020 普通地质学 3 3 13 秋季 

12631250 实验室安全 1 1 4 秋季 

01537530 普通地质实习 1 1 7 天 暑期 

01539340 地貌实习 2 2 14 天 暑期 

01531290 生物地理学 2 2 2 秋季 

12631130 大气物理学导论 2 2 7 秋季 

12632050 气候变化科学概论 2 2  春季 

新开课 土壤与环境分析 2 2  春季 

01535130 野外生态学 2 2 10 天 暑期 

12633130 陆面过程模型和植被遥感实习 2 2 20 暑期 

01531130 中国自然地理 3 3 8 秋季 

12633170 气候变化原理与监测预估 2 2 4 秋季 

12633180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2 2  秋季 

12634170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理论与应用 2 2  秋季 



30 北京大学本科辅修/双专业培养方案（2024） 

 

（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534230 自然保护学 2 2 2 春季 

12633040 世界自然地理 2 2 4 春季 

新开课 遥感图像处理实践 2 2  春季 

新开课 GIS 软件应用 3 3  春季 

新开课 地理大数据分析 3 3  春季 

新开课 人工智能技术 2 2  秋季 

新开课 简化地球系统模型 1 17  暑期 

01534070 土地评价与管理 2 2 4 秋季 

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辅修 

1952

 

 

20 17

3 5 2

3  

 

 



城市与环境学院 31 

 

 

C B B

 

 

30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12633080 地球系统科学导论 2 2 8 秋季 

01536040 应用数理统计方法 3 3 12 秋季 

01531180 地貌学 3 3 0 秋季 

新开课 地理信息系统导论 3 3  秋季 

新开课 气象气候学 2 2  春季 

12633120 遥感原理与应用 3 3 12 秋季 

新开课 水文学与水资源 2 2  秋季 

新开课 GIS 地学分析 3 3  秋季 

12633110 地表过程模拟和监测 3 3 11 春季 

新开课 植物与土壤地理 3 3  春季 

01534030 自然资源学原理 3 3 12 秋季 

01534060 综合自然地理学 3 3 6 春季 

12633160 古气候与古环境 3 3 30 春季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双专业 

1955

1972

1975

1988

2013  

60



32 北京大学本科辅修/双专业培养方案（2024） 

 

1988 2002 

2017

A+ 2019

24 10 6

7 1 1 1

2 3 1  

 

 

 

C B C

 

 

 

40 22 18  

 



城市与环境学院 33 

 

 

1. 专业必修课：22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12633080 地球系统科学导论 2 2 8 秋季 

12634110 人文地理学导论 2 2 6 秋季 

12634140 经济地理学 2 2 6 春季 

新开课 城市规划原理 2 2  春季 

新开课 城市地理学 2 2  秋季 

12635310 国土空间规划 2 2  秋季 

01531690 计量地理 2 2 10 秋季 

12634120 城市与区域经济学 2 2  春季 

新开课 产业地理学 2 2  秋季 

新开课 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 2 2 6 春季 

12639040 历史地理学导论 2 2 4 秋季 

2. 专业选修课：18 学分 

18 2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531180 地貌学 3 3  春季 

12635360 人口地理与规划应用 2 2  秋季 

01536040 应用数理统计方法 3 3 12 秋季 

01339320 中国历史地理 2 2  春季 

01531710 文化地理学 2 2  春季 

新开课 景观规划 2 2  春季 

12635230 城市生态与环境规划 2 4 34 春季 

12634160 社区参与式研究 2 2 16 春季 

新开课 地理信息系统导论 3 3  秋季 

新开课 GIS 软件应用 3 3  秋季 

12635400 地理信息系统的规划应用 2 2 15 春季 

01534030 自然资源学原理 3 3 12 秋季 

12634080 人文地理专业综合实习 1  1 周 暑期 

03233360 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 3 3  秋季 

新开课 城市道路与交通规划 2 2  秋季 

新开课 城市基础设施规划 2 2  秋季 

新开课 房地产开发与估价 2 2  秋季 

01533230 城市社会地理学 2 2 16 秋季 

12634130 行为地理学 2 2 6 春季 

12634100 地理空间分析 2 2 6 秋季 

12635240 风景名胜区规划 2 2 6 春季 

12635080 城市形态学导论 2 2 6 春季 

12634090 人文地理综合社会实践实习 1  1 周 暑期 



34 北京大学本科辅修/双专业培养方案（2024） 

 

（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535100 旅游地理学 2 2 16 春季 

新开课 文旅与游憩规划 2 2  春季 

12634150 气候变化经济学 2 2 10 春季 

01339180 世界文化地理 2 2 2 秋季 

新开课 GIS 地学分析 3 3  秋季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辅修 

1955

1972

1975 1988

2013  

60

1988 2002 

2017

A+ 2019

24 10 6

7 1 1 1

2 3 1  

 



城市与环境学院 35 

 

 

 

 

C B C

 

 

30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12635310 国土空间规划 2 2  春季 

12633080 地球系统科学导论 2 2 8 秋季 

12634110 人文地理学导论 2 2 6 秋季 

新开课 城市规划原理 2 2  春季 

01531180 地貌学 3 3  春季 

12634140 经济地理学 2 2 6 春季 

01531690 计量地理 2 2 10 秋季 

新开课 城市地理学 2 2  秋季 

12634120 城市与区域经济学 2 2  春季 

12634130 行为地理学 2 2 6 春季 

12639040 历史地理学导论 2 2 4 秋季 

新开课 产业地理学 2 2  秋季 

新开课 GIS 软件应用 3 3  秋季 

12635360 人口地理与规划应用 2 2  秋季 

生态学专业双专业 

200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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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2019

2020

2021

2.0  

 

39 4

1 1 5

11 11 1

101

 

 

 



城市与环境学院 37 

 

 

C B

 

 

 

40 26 14  

3. 专业必修课：26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131080 动物生物学 3 3  秋季 

01131050 动物生物学实验 1.5 3 51 秋季 

01536011 普通生态学 1 2 2 6 秋季 

01536012 普通生态学 2 2 2 4 秋季 

01130060 微生物学 2 2  春季 

01130071 微生物学实验 1 2 34 春季 

12632160 生态学实验与方法 3 6 80 秋季 

01536013 普通生态学 3 2 2 2 春季 

011309521 演化生物学 2 2  秋季 

+ 4.5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131040 植物生物学 3 3  春季 

01131060 植物生物学实验 1.5 3 51 春季 

01535121 植物学（上） 2 2 12 秋季 

12632130 植物学（下） 2.5 3 17 春季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132380 概率统计（B） 3 3  秋季 

01130760 生物统计学 3 3  春季 

01536040 应用数理统计方法 3 3 12 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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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选修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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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536830 生态学与环境变化 2 2 2 春季 

01531290 生物地理学 2 2 2 秋季 

01534200 水文学与水资源 3 3  秋季 

开新课 植物与土壤地理 2 2 2 春季 

12632050 气候变化科学概论 2 2  春季 

01535130 野外生态学 2  10 天 暑假 

01133120 分子生态学 2 2  秋季 

12632070 理论生态学 2 2  秋季 

12632120 R 语言应用 2 2 17 秋季 

12632220 植物生理学与实验 2.5 3 24 秋季 

01531230 遥感基础与图象解译原理 3 3 30 秋季 

12632190 景观生态学 2 2 8 秋季 

01133025 植物多样性及其演化 2 2  春季 

01133080 行为生态学 2 2  春季 

12632090 生物多样性科学 2 2 3 春季 

01534230 自然保护学 2 2 2 春季 

12632170 保护和恢复生态学 2 2 2 秋季 

01133034 鸟类生态与保护 2 2  春季 

生态学专业辅修 

2002 6

2003

2019

2020

202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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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

1 1 5

11 11 1

101

 

 

 

C B

 

 

30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131080 动物生物学 3 3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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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131050 动物生物学实验 1.5 3 51 秋季 

01536011 普通生态学 1 2 2 6 秋季 

01536012 普通生态学 2 2 2 4 秋季 

01130060 微生物学 2 2  春季 

01130071 微生物学实验 1 2 34 春季 

12632160 生态学实验与方法 3 6 80 秋季 

01536013 普通生态学 3 2 2 2 春季 

01130952 演化生物学 2 2  秋季 

12632050 气候变化科学概论 2 2  春季 

12632190 景观生态学 2 2 8 秋季 

+ 4.5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131040 植物生物学 3 3  春季 

01131060 植物生物学实验 1.5 3 51 春季 

01535121 植物学（上） 2 2 12 秋季 

12632130 植物学（下） 2.5 3 17 春季 

3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132380 概率统计（B） 3 3  秋季 

01130760 生物统计学 3 3  春季 

01536040 应用数理统计方法 3 3 12 春季 

说明：主修专业中已经修过以上课程的学生可申请免修，免修学分用本专业双专业选

修课程学分补足。 

环境科学专业双专业 

1973

1978 1989

1993 2007

201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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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6 3

3 1 3

8 6

2

 

 

 

C B

 

 

 

40 17 23  

1. 专业必修课：17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12631070 环境科学概论 2 2 7 秋季 

新开课 环境生物学 2 2  秋季 

01536020 环境经济学 2 2 7 春季 

12631060 大气环境导论 2 2 2 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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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12631200 能源与环境 2 2 4 春季 

12631080 环境化学 3 3 9 秋季 

12631110 环境工程学 2 2 2 秋季 

12631310 环境科学野外综合实习 2  10 天 暑期 

2. 专业选修课：23 学分 

1 10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12631250 实验室安全 1 2 4 秋季 

01536210 水环境化学 3 3 17 秋季 

12631150 环境科学研究方法 2 2  秋季 

01536850 环境地学 3 3 18 春季 

12631130 大气物理学导论 2 2 7 春季 

12632050 气候变化科学概论 2 2  春季 

新开课 环境污染物分析 2 2  春季 

新开课 环境污染物分析实验 1 2  春季 

新开课 土壤与环境分析 2 2  春季 

12631160 环境健康风险评价 3 3 3 秋季 

12631020 环境毒理学 3 3 17 秋季 

12631290 暴露组学 2 2 14 秋季 

新开课 环境科学前沿专题 2 2  秋季 

12631010 污染环境修复 3 3  春季 

12631210 污染物水土环境过程 2 2  春季 

2 6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新开课 测量学与地图学 3  3   春季 

新开课 地理信息系统导论 3 3  秋季 

新开课 GIS 软件应用 3 3  秋季 

00130310 线性代数（C） 3 3  秋季 

01531690 计量地理 2 2 10 秋季 

12633120 遥感原理与应用 3 3 12 秋季 

01536040 应用数理统计方法 3 3 12 秋季 

新开课 GIS 地学分析 3 3  秋季 

00132380 概率统计（B） 3 3  春季 

12631180 环境污染数值模拟 2 2 14 春季 

12633100 地理数据应用概论 2 2 8 春季 

12633110 地表过程模拟和监测 3 3 11 春季 

12633130 陆面过程模型和植被遥感实习 2 2 20 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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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531230 遥感基础与图像解译原理 3 3 30 秋季 

12632120 R 语言应用 2 2 17 秋季 

12632200 生态遥感基础 2 2 10 秋季 

12634100 地理空间分析 2 2 6 秋季 

12634170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理论与应用 2 2  秋季 

新开课 地理大数据分析 3  3   春季 

新开课 人工智能技术 2 2  秋季 

新开课 遥感图像处理实践 2 2  春季 

新开课 GIS 软件应用 3 3  春季 

新开课 简化地球系统模型 1 2  暑期 

环境科学专业辅修 

1973

1978 1989

1993 2007

2011 2019

 

 

22 16 3

3 1 3

8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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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

 

 

30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12631070 环境科学概论 2 2 7 秋季 

新开课 环境生物学 2 2  秋季 

01536020 环境经济学 2 2 7 春季 

12631060 大气环境导论 2 2 2 春季 

12631200 能源与环境 2 2 4 春季 

12631080 环境化学 3 3 9 秋季 

12631110 环境工程学 2 2 2 秋季 

01531230 遥感基础与图像解译原理 3 3 30 秋季 

01536040 应用数理统计方法 3 3 12 秋季 

12631180 环境污染数值模拟 2 2 14 春季 

新开课 环境污染物分析 2 2  春季 

12631010 污染环境修复 3 3  春季 

12631210 污染物水土环境过程 2 2  春季 

说明：主修专业中已经修过以上课程的学生可申请免修，免修学分用本专业双学位选

修课程学分补足。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心理学专业双专业 

1978

 

 

 

 

 

41 33 8  

1. 专业必修课：33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630900 普通心理学 4 4  一上 

01630047 社会心理学 3 3  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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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630051 心理统计（1） 2 2 17 一上 

01630708 心理统计（2） 2 2 17 一下 

01630034 实验心理学 4 4 2 一下 

01603333 实验心理学实验 3 4 51 一下 

01603011 心理测量 2 2  二上 

01630060 发展心理学 3 3 18 二上 

01630600 组织管理心理学 2 2 4 二上 

01630101 生理心理学 2 2 6 二下 

01630090 变态心理学 3 3 21 二下 

新开课 认知心理学 3 3  二下 

2. 专业选修课：8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630330 心理学史 2 2  春季 

01630735 生理学 2 2  春季 

01630020 CNS 解剖 2 2  春秋 

01630140 认知神经科学 2 2  春秋 

01630570 感觉与知觉 2 2  春季 

01630080 人格心理学 2 2  春季 

01630350 教育心理学 2 2  秋季 

01630170 消费心理学 2 2 4 春季 

01630540 职业心理学 2 2  春季 

01630046 社会冲突与管理 2 2 2 秋季 

01630243 心理咨询与治疗引论 2 2 4 秋季 

01610200 神经心理学 2 2 6 秋季 

01630022 实验儿童心理学 2 2 4 春季 

01630033 异常儿童心理学 2 2 0 秋季 

01630042 社会性与个性发展 2 2 0 秋季 

01630078 性格分析与电影 2 2 2 春季 

01630630 老年心理学 2 2 4 秋季 

01630711 情绪心理学 2 2 0 春季 

01630716 医学心理学 2 2 2 春季 

01630745 系统神经科学基础与前沿 2 2 0 秋季 

说明：课程列表如有调整以选课系统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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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专业辅修 

1978

 

 

 

 

30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630900 普通心理学 4 4  一上 

01630047 社会心理学 3 3  一上 

01630051 心理统计（1） 2 2 17 一上 

01630708 心理统计（2） 2 2 17 一下 

01630034 实验心理学 4 4 2 一下 

01603011 心理测量 2 2  二上 

01630060 发展心理学 3 3 18 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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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630600 组织管理心理学 2 2 4 二上 

01630101 生理心理学 2 2 6 二下 

01630090 变态心理学 3 3 21 二下 

新开课 认知心理学 3 3  二下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双专业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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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B A  

 

 

42 31 11  

1. 专业必修课：31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831750 程序设计实习 3 4 32 一下 

04835230 人工智能基础 3 3 16 一下 

04835310 离散数学基础 3 3 0 二上 

04833040 计算机系统导论 5 4 0 二上 

04832363 计算机系统导论讨论班 0 2 32 二上 

04830281 算法设计与分析 3 3 16 二下 

04835430 信息学中的概率统计 3 3 0 二下/三上 

04834260 操作系统 4 5 32 三上/下 

04830140 计算机组织与体系结构 3 3 0 三上/下 

04834200 编译原理 4 5 32 三上/下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替代课程 

04833400 离散数学与结构（Ⅰ） 3 4 0 离散数学基础 

04834040 人工智能引论 3 3 0 人工智能基础 

04835240 软件设计实践 3 4 32 程序设计实习 

2. 专业选修课：11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830080 代数结构与组合数学 3 3 0 二下 

04830070 集合论与图论 3 3 0 三上 

04830090 数理逻辑 3 3 0 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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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830260 理论计算机科学基础 3 3 0 三上 

04833900 密码学基础 3 3 0 三上 

04834220 软件工程 4 5 32 二下/三上 

04830220 数据库概论 3 3 16 三下 

04834230 软件测试导论 3 3 16 二下 

04830410 信息安全引论 2 2 8 四上 

04833020 软件分析技术 3 3 16 三上 

04834210 计算机网络 4 5 32 三上/下 

04830145 计算机组织与体系结构实习 2 2 32 三上/下 

04830100 数字逻辑设计 3 3 16 二下/三上 

04832240 并行与分布式计算导论 3 3 16 三下 

04832520 并行程序设计原理 2 2 8 二下 

04831730 机器学习概论 3 3 8 三上 

04834920 计算机视觉导论 3 3 16 三下 

04835400 自然语言处理 3 3 16 三上 

04830230 计算机图形学 3 3 16 二下 

04830320 数字图像处理 3 3 16 三下 

04834760 智能机器人系统导论 3 3 16 三上 

04834520 强化学习 3 3 16 三上 

04834770 数值分析 3 3 8 二下 

04834100 信息科学中的数学 2 2 0 二上 

04834630 Python 程序设计与数据科学导论 3 3 16 二下 

04830030 科技交流与写作 2 2 8 二下 

04830340 JAVA 程序设计 2 2 16 二下 

04834940 量子计算 3 3 16 三上 

04834980 量子信息 3 3 8 三下 

04831210 信息论 2 2 0 三下 

04830290 面向对象技术引论 2 2 8 三下 

04830760 数字信号处理（含上机） 3 4 12 三下 

04830270 程序设计语言概论 2 2 8 四上 

04830510 语言统计分析 2 2 0 四上 

04831890 现代信息检索导论 2 2 8 四上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替代课程 

04833440 计算理论导论 3 3 0 理论计算机科学基础 

04833420 机器学习 3 3 0 机器学习概论 

00130280 计算方法 B 3 3 8 数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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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辅修 

21

 

 

 

 

 

B B

B A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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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必修课：31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831750 程序设计实习 3 4 32 一下 

04835230 人工智能基础 3 3 16 一下 

04835310 离散数学基础 3 3 0 二上 

04833040 计算机系统导论 5 4 0 二上 

04832363 计算机系统导论讨论班 0 2 32 二上 

04830281 算法设计与分析 3 3 16 二下 

04835430 信息学中的概率统计 3 3 0 三上 

04834260 操作系统 4 5 32 三上/下 

04830140 计算机组织与体系结构 3 3 0 三上/下 

04834200 编译原理 4 5 34 三上/下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替代课程 

04833400 离散数学与结构（Ⅰ） 3 4 0 离散数学基础 

04834040 人工智能引论 3 3 0 人工智能基础 

04835240 软件设计实践 3 4 32 程序设计实习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双专业 

21

 

 

1958

1 4

6 8 IEEE/OSA/IOP Fellow 6 2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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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

 

 

 

42 30 12  

1.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4833800 电子系统基础训练 1 2 30 一下 

04833820 电子线路分析与设计 5 4  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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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4833821 电子线路分析与设计研讨班 0 2 8 二上 

04830670 信号与系统 3 3 2 二上 

04832640 数学物理方法 3 4  二上 

04832740 概率论与随机过程 3 3 6 二下 

04834610 数字电路与系统设计 4 3 3 二下 

04834611 数字电路与系统设计（小班课） 0 2 30 二下 

04833790 电子学基础实验 2 4 48 二下 

00432141 电动力学（B） 3 3  三上 

00432149 量子力学（B） 3 3  三上 

04830800 光电子学 3 3 3 三下 

可替代课程列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学时 替代课程 

04834620 
数字电路与系统设计（实验

班） 
4 3 16 数字电路与系统设计 

04834290 信号与系统（实验班） 3 4 30 信号与系统 

2. 专业选修课：12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431142 热学 2 2 3 二上 

04832440 光学 3 3 6 二上 

04830750 光电子技术实验 2 3 36 三下 

00432199 理论力学 B 3 3 5 二下 

04830910 固体物理 3 3 4 三下 

04830870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B 3 3 6 三上 

04832400 高级光电子技术实验 3 4 64 四上 

04830970 通信电路 3 3 10 二下 

04830810 可编程逻辑电路（Ⅰ） 2 8 38 二小学期 

04830720 通信原理 3 3 6 三上 

04833830 微处理器与接口技术（含实验） 3 4 16 三上 

04830730 微波技术与电路 3 3 6 三下 

04830790 嵌入式系统 2 4 44 四上 

04833530 智能硬件应用实验 2 4 44 二上 

04834310 量子计算导论 3 3 4 三下 

04834340 纳米与光电集成电路 3 3 4 四上 

04833810 智能电子系统设计与实践 3 4 54 三下 

04834330 电子信息前沿与顶点实践（上） 3 4 40 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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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学时 替代课程 

04834280 通信原理（实验班） 3 3 6 通信原理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辅修 

21

 

 

1958

1 4 6

8 IEEE/OSA/IOP Fellow 6 2 48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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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4833800 电子系统基础训练 1 2 30 一下 

04833820 电子线路分析与设计 5 4  二上 

04833821 电子线路分析与设计研讨班 0 2 8 二上 

04830670 信号与系统 3 3 2 二上 

04832640 数学物理方法 3 4  二上 

04832740 概率论与随机过程 3 3 6 二下 

04834610 数字电路与系统设计 4 3 3 二下 

04834611 数字电路与系统设计（小班课） 0 2 30 二下 

04833790 电子学基础实验 2 4 48 二下 

00432141 电动力学（B） 3 3  三上 

00432149 量子力学 （B） 3 3  三上 

04830800 光电子学 3 3 3 三下 

注：如在主修专业修过同名或相似课程，在辅修中不要重复修读，从下面课程列表中

修读其他课程替代。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830720 通信原理 3 3 6 三上 

04833830 微处理器与接口技术（含实验） 3 4 16 三上 

04833530 智能硬件应用实验 2 4 44 二上 

04833810 智能电子系统设计与实践 3 4 54 三下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学时 替代课程 

04834290 信号与系统（实验班） 3 4 30 信号与系统 

04834620 
数字电路与系统设计（实验

班） 
4 3 16 数字电路与系统设计 

04834280 通信原理（实验班） 3 3 6 通信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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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4834660 电路、信号与系统 3 3 0 二上 

04834690 半导体物理 3 3 3 二上 

04834691 半导体物理研讨班 0 1 16 二上 

04834670 集成电路器件 4 3 0 二下 

04834671 集成电路器件讨论班 0 2 0 二下 

04834790 数字逻辑电路 3 4 24 二下 

04834680 微纳机电系统 3 4 16 二下 

04835332 集成电路制造技术 3 3 0 三上 

04835331 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实践课 0 2 32 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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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4834700 集成电路原理与设计 5 4 0 三上 

04834701 集成电路原理与设计实践课 0 2 32 三上 

04834810 微处理器设计与智能芯片 3 4 16 三下 

04834950 新型信息器件与未来计算 3 3 0 三下 

2. 专业选修课：12 学分 

课号 课程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4830010 信息科学技术概论 1 1 0 一上 

04831770 微电子与电路基础 2 3 16 一下 

04830450 电子系统基础训练 1 2 28 一下 

04834970 固体电子学 3 3  三上 

04832200 纳电子器件导论 2 2 6 三上 

04832730 现代集成电路中的器件与应用 3 3 0 三下 

04803006 纳米离子学 3 3 0 四上 

04831811 微纳尺度流体科学及应用 3 3 8 四上 

04834540 先进集成电路工艺与制造 3 3 0 三下 

04834890 先进电子材料 3 3 4 三上 

04835140 功率半导体器件原理与应用 3 3 0 三下 

04834270 柔性电子学 3 3 3 四上 

04834800 电子线路分析 3 4 16 二下 

04832010 基于 HDL 的数字系统设计 3 3 18 三上 

04834840 模拟集成电路与系统 4 5 32 三上 

04834841 模拟集成电路与系统实践课 0 2 32 三上 

04832500 无线通信集成电路基础 2 2 2 三下 

04835340 高等模拟集成电路 3 3 16 四上 

04831190 射频集成电路 3 3 16 四上 

04834960 计算系统建模、分析与优化 3 4 18 二下 

04834590 芯片设计自动化与智能优化 3 3 0 三上 

04834850 高层次芯片设计 3 3 0 三上 

04831070 集成电路 CAD 3 3 0 三下 

04831080 微电子器件测试实验 2 4 64 三上 

04833310 集成电路逻辑综合实验 2 20 32 三小 

04833720 基于 IP 的 SOC 设计实验 2 20 32 三小 

04833730 集成电路的物理设计实验 2 20 32 三小 

04833740 数字集成电路验证方法学 2 20 32 三小 

04834440 智能计算系统 2 20 32 三小 

04831180 PSoC 应用开发基础实验 2 4 18 四上 

04831060 集成电路设计实习 2 4 64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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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4834660 电路、信号与系统 3 3 0 二上 

04834690 半导体物理 3 3 3 二上 

04834691 半导体物理研讨班 0 1  16 二上 

04834670 集成电路器件 4 3 0 二下 

04834671 集成电路器件讨论班 0 2 0 二下 

04834790 数字逻辑电路 3 4 24 二下 

04834680 微纳机电系统 3 4 16 二下 

04835332 集成电路制造技术 3 3 0 三上 

04835331 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实践课 0 2 32 三上 

04834700 集成电路原理与设计 5 4 0 三上 

04834701 集成电路原理与设计实践课 0 2 32 三上 

04834810 微处理器设计与智能芯片 3 4 16 三下 

04834950 新型信息器件与未来计算 3 3 0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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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4834660 电路、信号与系统 3 3 0  二上 

04833870 集成电路器件导论 4 4 0  二上 

04834790 数字逻辑电路 3 4 24  二下 

04834800 电子线路分析 3 4 16  二下 

04834960 计算系统建模、分析与优化 3 4 16  二下 

04834830 数字集成电路与系统 4 3 0  三上 

04834831 数字集成电路与系统设计实验 0 2 32  三上 

04834840 模拟集成电路与系统 4 3 6  三上 

04834841 模拟集成电路与系统实践课 0 2 30  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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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4835332 集成电路制造技术 3 3 0 三上 

04835331 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实践课 0 2 32 三上 

04834810 微处理器设计与智能芯片 3 4 16 三下 

可替代课程列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替代课程 

04834670 集成电路器件（含研讨班） 3 4 0 集成电路器件导论 

2 专业选修课：12 学分 

课号 课程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4830010 信息科学技术概论 1 2  一上 

04831770 微电子与电路基础 2 3 16 一下 

04830450 电子系统基础训练 1 2 28 一下 

04834970 固体电子学 3 3  三上 

04834680 微纳机电系统 3 4 16 二下 

04834890 先进电子材料 3 3  三上 

04834950 新型信息器件与未来计算 3 3  三下 

04832200 纳电子器件导论 2 2 6 三上 

04832730 现代集成电路中的器件与应用 3 3 0 三下 

04803006 纳米离子学 3 3 0 四上 

04831811 微纳尺度流体科学及应用 3 3 8 四上 

04834540 先进集成电路工艺与制造 3 3 0 三下 

04835140 功率半导体器件原理与应用 3 3 0 三下 

04834270 柔性电子学 3 3 3 四上 

04832010 基于 HDL 的数字系统设计 3 3 18 三上 

04832500 无线通信集成电路基础 2 2 2 三下 

04831190 射频集成电路 3 3 16 四上 

04835340 高等模拟集成电路 3 3 16 四上 

04834590 芯片设计自动化与智能优化 3 3 0 三上 

04834850 高层次芯片设计 3 3 0 三上 

04831070  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 3 3 0 三下 

04831080 微电子器件测试实验 2 4 64 三上 

04833310 集成电路逻辑综合实验 2 20 32 三小 

04833720 基于 IP 的 SOC 设计实验 2 20 32 三小 

04833730 集成电路的物理设计实验 2 20 32 三小 

04833740 数字集成电路验证方法学 2 20 32 三小 

04834440 智能计算系统 2 20 32 三小 

04831180 PSoC 应用开发基础实验 2 4 18 四上 

04831060 集成电路设计实习 2 4 64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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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4834660 电路、信号与系统 3 3 0  二上 

04833870 集成电路器件导论 4 4 0  二上 

04834790 数字逻辑电路 3 4 24  二下 

04834800 电子线路分析 3 4 16  二下 

04834960 计算系统建模、分析与优化 3 4 16  二下 

04834830 数字集成电路与系统 4 3 0  三上 

04834831 数字集成电路与系统设计实验 0 2 32  三上 

04834840 模拟集成电路与系统 4 3 6  三上 

04834841 模拟集成电路与系统实践课 0 2 30  三上 

04835332 集成电路制造技术 3 3 0  三上 

04835331 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实践课 0 2 32  三上 

04834810 微处理器设计与智能芯片 3 4 16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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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业必修课：3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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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4834040 人工智能引论  3 3 0 一下 

04835060 人工智能中的数学  4 4 2 二上 

04835000  可视计算与交互概论 3 3 4 二上 

04835030 计算机视觉  4 4 4 二上 

04830281 算法设计与分析 3 4 0 二下 

04835120 自然语言处理基础 3 3 4 二下 

04831730 机器学习概论 3 3 8 三上 

04835010 多模态学习 3 3 4 三上 

04835080 多智能体基础 3 3 4 三下 

04835070 认知推理 3 3 4 三下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替代课程 

04833420  机器学习  3 3 2 机器学习概论 

04835230 人工智能基础 3 3 16 人工智能引论 

2. 专业选修课：1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831750 程序设计实习  3 4 32 一下 

04835050 人工智能中的编程  3 3 4 二上 

00130280 计算方法 B 3 3 0 二上 

04831320 脑与认知科学 2 2 0 二上 

04833040 计算机系统导论  5 4 0 二上 

04832363 计算机系统导论讨论班 0 2 32 二上 

04835310 离散数学基础 3 3 0 二上 

04835200 几何计算前沿 2 2 32 二下 

04835210 图形学物理仿真 2 2 32 二下 

04835220 角色动画与运动仿真 2 2 32 二下 

04831210 信息论 2 2 0 二下 

04835540 计算成像基础 2 2 0 三上 

04830070 集合论与图论  3 3 0 三上 

04835020 可视化与可视分析 3 3 0 三上 

04834990 智能机器人概论 2 2 8 三上 

04835390 生成模型基础 3 3 48 三上 

04835380 基于深度学习的自然语言理解 2 2 32 三上 

04835370 人工智能芯片设计导论 3 3 48 三上 

04835470 图神经网络 2 2 0 三上 

04831290 模式识别导论 3 3 0 三上 

04831300 图像处理 3 3 0 三上 

04830670 信号与系统 3 3 6 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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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830090 数理逻辑 3 3 0 三上 

04830220 数据库概论 3 3 0 三上 

04833410 凸分析与优化方法 3 3 0 三下 

04835180 可信机器学习 2 2 32 三下 

04831400 生物信息处理 2 2 0 三下 

04831200 随机过程引论 2 2 0 三下 

04834360 认知科学 2 2 0 三下 

04835480 大规模语言模型与自然语言生成 2 2 0 三下 

04835190 智能交互技术前沿 2 2 0 三下 

04831260 机器感知实验 2 4 32 三下 

04831370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2 2 0 三下 

04834210 计算机网络 4 5 32 三上/下 

04834260 操作系统 4 5 32 三上/下 

04830140 计算机组织与体系结构 3 3 0 三上/下 

04834200 编译原理 4 5 32 三上/下 

04834240 人工智能、机器人与伦理 2 2 0 四上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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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专业必修课：32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834040 人工智能引论  3 3 0 一下 

04835060 人工智能中的数学  4 4 2 二上 

04835000  可视计算与交互概论 3 3 4 二上 

04835030 计算机视觉  4 4 4 二上 

04830281 算法设计与分析 3 4 0 二下 

04835120 自然语言处理基础 3 3 4 二下 

04831730 机器学习概论 3 3 8 三上 

04835010 多模态学习 3 3 4 三上 

04835080 多智能体基础 3 3 4 三下 

04835070 认知推理 3 3 4 三下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替代课程 

04833420  机器学习  3 3 2 机器学习概论 

04835230 人工智能基础 3 3 16 人工智能引论 



 

 

工  学  院 

理论与应用力学专业双专业 

1952

 

 

 

 

 

 

40 30 10  

1.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331880  高等代数  3  3    大一/下  

00331910  理论力学  3  4    大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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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330070  材料力学  3  4 8  大二/下  

00331800  高等动力学  3  3   大二/下  

00332241  数学物理方法（上）  3  3   大二/下  

00332242 数学物理方法（下）  3 3  大三/上 

00331540  弹性力学  3  4   大三/上  

00331901  概率论  3  3   大三/上  

00332281  流体力学（上）  3  3   大三/上  

00332282  流体力学（下）  3  3   大三/下  

2. 专业选修课：≥1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330630 工程制图 3 3  大一/上 

00330050 计算方法 3 5  大二/上 

00331901 概率论 3 3  大三/上 

00334450 数理统计 3 3  大三/下 

00332460 连续介质力学基础 3 3  大二/下 

08611640 塑性力学 4 4  秋季 

00330280 振动理论 3 3  秋季 

00330140 计算流体力学 3 3  春季 

08611830 湍流 3 3  秋季 

00330180 有限元法 3 3  春季 

08612130 高等数理方程 4 4  秋季 

00334030 工学创新实践 3 3 34 春季 

注：因该专业需要一定的物理化学基础知识，可根据情况从热学、电磁学、光学、近

代物理、基础物理实验、普通物理（Ⅰ）（Ⅱ）、普通化学（B）、普通化学实验（B）等基

础课中选择补充。  

理论与应用力学专业辅修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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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331880  高等代数  3  3    大一/下  

00331910  理论力学  3  4    大二/上  

00330070  材料力学  3  4 8  大二/下  

00331800  高等动力学  3  3   大二/下  

00332241  数学物理方法（上）  3  3   大二/下  

00332242 数学物理方法（下）  3 3  大三/上 

00331540  弹性力学  3  4   大三/上  

00331901  概率论  3  3   大三/上  

00332281  流体力学（上）  3  3   大三/上  

00332282  流体力学（下）  3  3   大三/下  

工程力学（工程结构分析方向）专业双专业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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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业必修课：27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331910 理论力学 3 4  大二/上 

00330700 常微分方程 3 4  大二/上 

00330050 计算方法 3 5 34 大二/上或下 

00330760 工程数学 3 4  大二/下 

00330071 材料力学 B 3 4  大二/下 

00332300 工程流体力学 3 3  大三/上 

00331590 结构力学及其矩阵方法 3 3  大三/上 

00334441 计算固体力学（Ⅰ） 3 3  大三/下 

00330140 计算流体力学 3 3  大三/下 

2. 专业选修课：≥13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330630 工程制图 3 3  大一/上 

00331900 概率与数理统计 3 3  大二/上 

00331800 高等动力学 3 3  大二/下 

00332460 连续介质力学基础 3 3  大二/下 

00334210 计算几何 2 2  大三/上 

00334550 最优化方法 3 3 6 大三/上 

00331311 工程 CAD（Ⅰ） 3 5 34 大三/下 

00332330 固体力学实验 3 5 68 大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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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334500 并行程序设计 3 3  大三/下 

00330280 振动理论 3 3  大四/上 

00334440 计算固体力学（Ⅱ） 3 3  大四/上 

00332340 流体力学实验 3 4 20 大四/上 

注：因该专业需要一定的物理化学基础知识，可根据情况从热学、电磁学、光学、近

代物理、基础物理实验、普通物理（Ⅰ）（Ⅱ）、普通化学（B）、普通化学实验（B）等基

础课中选择补充。   

工程力学（工程结构分析方向）专业辅修 

1996  

 

 

 

 

30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331910 理论力学 3 4  大二/上 



工  学  院 79 

 

 

（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330700 常微分方程 3 4  大二/上 

00330050 计算方法 3 5 34 大二/上或下 

00330760 工程数学 3 4  大二/下 

00330071 材料力学 B 3 4  大二/下 

00332300 工程流体力学 3 3  大三/上 

00331590 结构力学及其矩阵方法 3 3  大三/上 

00334441 计算固体力学（Ⅰ） 3 3  大三/下 

00330140 计算流体力学 3 3  大三/下 

00334500 并行程序设计 3 3  大三/下 

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专业双专业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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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7 13  

1. 专业必修课：27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0331970  新能源技术  3  3   大二/上  

00333610  实验室安全与防护  1  1  17 大二/上  

新开课  能源与环境工程导论  2  2   大二/上  

00331960  工程热力学  3  3    大二/下  

00332190  物理化学  3  3    大二/下  

00332300  工程流体力学  3  3    大二/下  

00331900  概率与数理统计  3  3    大三/上  

00332020  传热传质学  3  3    大三/上  

00334200  能源与环境工程实验  3  3  36  大四/上  

00334580  化工原理  3  3    大四/上  

2. 专业选修课：13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0332150 渗流物理 3 3  大三/下 

01032690 有机化学（B） 3 3  大三/下 

00334570 能源系统分析与优化 3 3  秋季 

00332430 燃烧学基础 3 3  春季 

08615440 地下资源工程原理 3 3  春季 

00333900  热力学与统计力学导论  3  3   秋季 

00334560  数字低碳经济与技术  3  3    

新开课 热质传输数值模拟 3 3  大三/下 

00334081 本科生实践大课堂Ⅰ 3 3 48 大三/上 

00334082 本科生实践大课堂Ⅱ 3 3 48 大三/下 

00333050 金工实习 3 3 48 二下暑期 

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专业辅修 



工  学  院 81 

 

 

 

 

 

B

 

 

30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0331970  新能源技术  3  3   大二/上  

00333610  实验室安全与防护  1  1   大二/上  

新开课  能源与环境工程导论  2  2   大二/上  

00331960  工程热力学  3  3    大二/下  

00332190  物理化学  3  3    大二/下  

00332300  工程流体力学  3  3    大二/下  

00333050 金工实习 3 3 48 二下暑期 

00331900  概率与数理统计  3  3    大三/上  

00332020  传热传质学  3  3    大三/上  

00334200  能源与环境工程实验  3  3  36  大四/上  

00334580  化工原理  3  3    大四/上  

注*：强基计划力学的学生要用渗流物理或热质传输数值模拟来代替表中的工程流体力

学课程。金工实习可用工程实训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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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工程专业双专业 

2010 5

 

 

 

 

 

40 29 11  

1. 专业必修课：29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0331910  理论力学  3  4   大二/上  

00332510  电路与电子学  3  3  4  大二/上  

00330071  材料力学 B  3  4    大二/下  

00334050  材料力学实验  1  2 34  大二/下  

00331800  高等动力学  3  3   大二/下  



工  学  院 83 

 

 

（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0331960  工程热力学  3  3   大二/下  

00332300  工程流体力学  3  3   大三/上  

00332680  飞行器结构力学  3  3 9  大三/上  

00333790  飞行器设计与动力  3  3   大三/上  

00334060  空气动力学基础  4  4   大三/下  

 

2. 专业选修课：11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0331900 概率与数理统计 3 3  大三/上 

00330050 计算方法 3 5  大三/下 

00330630 工程制图 3 3  一上或二上 

00332470 航空航天概论 2 2  大三/下 

00330220 自动控制原理 3 3 6 春季 

00332690 机械设计基础 3 3  秋季 

00332950 航空航天工业实习 3 3 48 大三暑期 

00334030 工学创新实践 3 3 34 春季 

注：1. 因该专业需要一定的物理化学基础知识，可根据情况从热学、电磁学、光学、

基础物理实验、普通物理（Ⅰ）（Ⅱ）、普通化学（B）等基础课中选择补充。 

2. 如果选修其他课程，其内容包含了大部分概率与数理统计、计算方法、热学、电磁

学、光学、普通化学等课程的，经过认定后相关课程的学分可以互认。 

航空航天工程专业辅修 

20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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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专业必修课：31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331910  理论力学 * 3  4   大二/上  

00332510  电路与电子学  3  3  4  大二/上  

00330071  材料力学 B * 3  4   大二/下  

00334050  材料力学实验  1  2  34  大二/下  

00331800  高等动力学  3  3    大二/下  

00331960  工程热力学  3  3    大二/下  

00332300  工程流体力学 * 3  3    大三/上  

00332680  飞行器结构力学  3  3  9  大三/上  

00333790  飞行器设计与动力  3  3    大三/上  

00334060  空气动力学基础  4  4    大三/下  

00332470  航空航天概论  2 2  大二/三上 

注： 

1. 如果选修了其他课程，其内容包含了大部分电路电子学、工程热力学、工程流体力

学内容的，相关的课程的学分可以互认。 

2*. 强基计划力学的学生要用工程制图（3 学分，课号 00330630）、计算方法（3 学分，

课号 00330050）和航空航天工业实习（3 学分，课号 00332950）来代替表中的理论力学、

材料力学 B、工程流体力学三门课程。 

 



工  学  院 85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双专业 

biomedical engineering BME

 

 

 

 

 

40 25 15  

1．专业必修课：25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0332510  电路与电子学  3  3  4  大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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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0332600  分子细胞生物学  3  3    大二/上  

00334100  生物医学工程原理  3  3    大二/上  

00333920  生物医学工程设计Ⅰ  3  3  64  大二/下  

89130043  生理学  3  3    大二/下  

00331900  概率与数理统计  3  3    大三/上  

00333580  生物医学信号处理  3  3  10  大三/上  

00334020  生物医学工程设计Ⅱ  3  3  31  大三/上  

89130035  人体解剖学  1  1  17  大三/上  

2. 专业选修课：≥ 15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0330630 工程制图 3 3  大一上 

新开课  工程数学 B  4 4   大二下/三下 

00330050 计算方法 3 5  大三下 

01034920  普通化学实验（B） 2 4  2 大三上 

00333280 计算生物学导论 3 3  三上/四上 

00333860 生物医学图像处理 3 3 16 大三下 

清华大学 生物医学电子学 4 4 16 大三下 

00333800 生物医学工程综合实验 1 2 4 48 二下/三下 

00333270 生物材料分析方法 3 3  大三上 

00334530 生物医学传感器 3 3 16 大三下 

00114250  机器学习  3  3    

注： 

a. 因本专业需具备一定的物理化学基础知识，除了以上列出课程外，选择本专业双学

位须自行补充普通物理Ⅰ（4 学分）、普通物理Ⅱ（4 学分）、普通化学（B）（4 学分）和有

机化学（B）（3 学分）； 

b. 工程制图，工程数学 B，计算方法，计算生物学导论四门中至少修两门； 

c. 概率与数理统计可以用数学学院的概率统计 B（3 学分）代替； 

d. 不在列表中的其他课程是否可以代替专业选修课，需经本专业认定。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辅修 

biomedical engineering B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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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5 6  

1．专业必修课：25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0332510  电路与电子学  3  3  4  大二/上  

00332600  分子细胞生物学  3  3    大二/上  

00334100  生物医学工程原理  3  3    大二/上  

00333920  生物医学工程设计Ｉ  3  3  64  大二/下  

89130043  生理学  3  3    大二/下  

00331900  概率与数理统计  3  3    大三/上  

00333580  生物医学信号处理  3  3  10  大三/上  

00334020  生物医学工程设计Ⅱ 3  3  31  大三/上  

89130035  人体解剖学  1  1  17  大三/上  

2. 专业选修课≥ 6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0330630 工程制图 3 3  大一上 

00332960  发育与再生生物学  3 3   大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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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0333280 计算生物学导论 3 3  大三上/四上 

00333860 生物医学图像处理 3 3 16 大三下 

00333270 生物材料分析方法 3 3  大三上 

注： 

a. 因本专业需具备一定的物理化学基础知识，除了以上列出课程外，选择本专业双学

位须自行补充普通物理Ⅰ（4 学分）、普通物理Ⅱ（4 学分）、普通化学（B）（4 学分）和有

机化学（B）（3 学分）； 

b. 概率与数理统计可以用数学学院的概率统计 B（3 学分）代替； 

c. 不在列表中的其他课程是否可以代替专业选修课，需经本专业认定。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双专业 

ESI 1‰

 

 

 

B



工  学  院 89 

 

 

 

 

 

40 23 17  

1．专业必修课：23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23200150/ 

60200160 
彤程材料科学论坛 1 1  春季/秋季 

00333610 实验室安全与防护 1 1  大二/上 

23200020 材料科学基础（上） 4 4  大二/上 

23200026 材料学中的量子与统计 3 3  大二/上 

00332190 物理化学 3 3  大二/下 

23200002 材料科学基础（下） 4 4  大二/下 

23200010 材料物理 3 3  大二/下 

新开课 材料化学 2 2  大三/上 

新开课 现代材料分析与原理 2 2  大三/下 

注：彤程材料科学论坛分为Ⅰ（秋季开课，课号 23200150）、Ⅱ（春季开课，课号

23200160），任选其一即可。 

2. 专业选修课：≥17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23200024 有机化学 B 3 3  大二/上 

01034920 普通化学实验（B） 2 2  大二/上 

00431200 基础物理实验 2 2  大二/下 

23200007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英语 2 2  大二/下 

23200019 材料科学与工程实验 2 2  大三/上 

23200022 纳米材料科学与技术 2 2  大三/上 

23200025 半导体物理与器件 2 2  大三/上 

新开课 交叉科学实验 2 2  大三/下 

23200004 理工科文献检索和科技写作 2 2  大三/下 

23200008 有机材料和器件 2 2  大三/下 

23200012 前沿材料设计与应用 2 2  大三/下 

23200028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2 2  大三/下 

23200029 金属材料科学与工程 2 2  大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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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23200030 无机非金属材料科学与工程 2 2  大三/下 

新开课 材料工程基础 2 2  大三/下 

23200023 材料表面工程 2 2  三上/四上 

23200031 认知实习 1 34  暑期 

新开课 工程实训 2 34  暑期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辅修 

ESI 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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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3 7  

1. 专业必修课：23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23200150/ 

60200160 
彤程材料科学论坛 1 1  春季/秋季 

00333610 实验室安全与防护 1 1  大二/上 

23200020 材料科学基础（上） 4 4  大二/上 

23200026 材料学中的量子与统计 3 3  大二/上 

00332190 物理化学 3 3  大二/下 

23200002 材料科学基础（下） 4 4  大二/下 

23200010 材料物理 3 3  大二/下 

新开课 材料化学 2 2  大三/上 

新开课 现代材料分析与原理 2 2  大三/下 

注：彤程材料科学论坛分为Ⅰ（秋季开课，课号 23200150）、Ⅱ（春季开课，课号

23200160），任选其一即可。 

2. 专业选修课：≥7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23200022 纳米材料科学与技术 2 2  大三/上 

23200008 有机材料和器件 2 2  大三/下 

23200012 前沿材料设计与应用 2 2  大三/下 

23200028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2 2  大三/下 

23200029 金属材料科学与工程 2 2  大三/下 

23200030 
无机非金属材料科学与工

程 
2 2  大三/下 

机器人工程专业双专业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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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8 12  

1. 专业必修课：28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0331910  理论力学  3  4   大二/上  

00332690  机械设计基础  3  4   大二/上  

00334220  模拟电子技术  4  4 4  大二/上  

00334260  机器人学概论  3  3 10  大二/上  

00331800  高等动力学  3  3    大二/下  

00334230  数字电子技术  3  3   大二/下  

00334591  机器人学实验（一）  3  4  68  大二/下  

00330220  自动控制原理  3  3  6  大三/上  

00334592  机器人学实验（二）  3  4 68  大三/下  

2. 专业选修课：≥12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0331880 高等代数 3 3  大一/下 

00330760 工程数学 3 4  大二/下 

00331510 数学分析（三） 2 3  大二/上 

00330071 材料力学 B 3 4 8 大三/下 

00334293 机器人学实验（三） 3 3  大四/上 

00334330 信号与系统 3 3 6 大二/下 

00334270 电机驱动与运动控制 3 3  大三/下 

00334430 机器人感知与控制 3 3  大四上 



工  学  院 93 

 

 

（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0334270 机器人动力学与控制 3 3  秋季 

00334360 群体智能 3 3  春季 

00334420 工程优化设计 3 3  大四上 

00330630 工程制图 3 3  大一/上 

00334280 仿生机器人 3 3  秋季 

00334410  先进制造技术基础  3 3  大三/下 

00334030 工学创新实践 3 3 34 春季 

00333980 医学成像基础 3 3 18 秋季 

新开 嵌入式系统原理 3 3  秋季 

新开 工业机器人 3 3  秋季 

新开 自主移动机器人导论 3 3  春季 

新开 机电一体化系统 3 3  春季 

新开 网络化系统 3 3  春季 

注：学生可通过跨院系选课补充相关基础知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4830080 代数结构与组合数学 3 3  大二/下 

00431142 热学 2 2  大二/上 

00431143 电磁学 3 3  大二/上 

00431144 光学 2 2  大二/下 

00431165 近代物理 3 3  大二/下 

00431200 基础物理实验 2 4  大二/下 

04830310 人机交互 2 2 10 大四/上 

04830070 集合论与图论 3 3 6 大二/上 

00100950 人工智能 3 3  大三/上 

04830810 可编程逻辑电路设计 2 2 38 大二暑 

00130830 数字信号处理 3 3 11 秋季 

04834240 人工智能、机器人与伦理学 3 3  秋季 

00114250 机器学习 3 3 6 - 

04830140 计算机组织与体系结构 3 3  大三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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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工程专业辅修 

2019

 

 

 

 

31  

专业必修课：31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0331910  理论力学  3  4   大二/上  

00332690  机械设计基础  3  4   大二/上  

00334220  模拟电子技术  4  4 4  大二/上  

00334260  机器人学概论  3  3 10  大二/上  

00334330 信号与系统 3 3  6 大二/下 

00331800  高等动力学  3  3   大二/下  

00334230  数字电子技术  3  3    大二/下  

00334591  机器人学实验（一）  3  4  68  大二/下  

00330220  自动控制原理  3  3  6  大三/上  

00334592  机器人学实验（二）  3  4 68  大三/下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专业双专业 

1972 1982

 

 

1

2

3

4

5  

GPA 2.0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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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5 15  

1. 专业必修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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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 

12733240 环境实验室安全 1 2 8 一上 

新开课 环境系统基础 2 2 0 一下 

12732010 环境科学 4 4 0 二上 

12732040 环境监测 3 3 0 二上 

12732150 环境工程学一 2 2 0 二下 

12732080 环境工程学二 2 2 0 二下 

12732070 环境监测实验 3 6 90 二下 

新开课 环境管理学 3 3 0 二下 

新开课 环境研究方法 2 2 0 三上 

说明：环境监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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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课：15 学分 

15 1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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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下 

12733150 空气污染基础 2 2 0 三上 

12735030 土壤与地下水 2 2 0 二上 

12733180 大气气溶胶测量技术与实验 3 3 6 二下 

12733010 环境化学 3 3 0 三上 

12733020 环境化学实验 3 6 90 三上 

12733230 环境微生物学 2 2 0 三上 

12733090 环境微生物实验 3 6 90 三上 

12735050 环境纳米技术导论 2 2 0 三上 

E1273325 大气化学（英文课程） 2 2 0 三上 

12733160 室内空气污染 2 2 0 三上 

12733170 化学品环境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 2 2 0 三下 

12735170 环境遥感基础 2 2 0 三下 

12730020 变化中的地球（英文课程） 2 2 0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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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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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12734060 环境工程实验（二） 1.5 3 45 四上 

12733250 时间序列分析与环境应用 2 2 0 三上 

12733270 环境统计方法与应用 2 2 0 三下 

12733200 环境测量数据分析与可视化 2 2 0 三下 

12732190 水环境模型与数据分析 2 2 0 三上 

12732200 大气环境模型与数据分析 2 2 0 三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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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开课 环境经济学 2 2 0 三上 

12733050 环境与发展 2 2 0 三上 

12735140 环境系统分析 2 2 0 三上 

12733030 

/02930940 
环境法（二选一） 2 或 3 2 或 3 0 三上 

12735170 环境遥感基础 2 2 0 三下 

12733140 企业环境管理 2 2 0 三下 

12732060 环境规划学 2 2 0 三下 

E1273326 环境政策与管理*（英文课程） 2 2 0 三下  

12733210 社会研究设计原理与方法 2 2 0 三上 

12733250 时间序列分析与环境应用 2 2 0 三上 

新开课 成本效益分析：方法与应用* 2 2 0 三上/四上 

12732190 水环境模型与数据分析 2 2 0 三上 

12733200 环境测量数据分析与可视化 2 2 0 三下 

12733270 环境统计方法与应用 2 2 0 三下 

12732200 大气环境模型与数据分析 2 2 0 三下 

说明：环境经济学、成本效益分析：方法与应用、环境政策与管理需先修经济学原理

或微观经济学或同等课程。 

环境科学专业辅修 

1972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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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GPA 2.0

B B B

 

 

30 25 5  

1. 专业必修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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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 

12733240 环境实验室安全 1 2 8 一上 

新开课 环境系统基础 2 2 0 一下 

12732010 环境科学 4 4 0 二上 

12732040 环境监测 3 3 0 二上 

12732150 环境工程学一 2 2 0 二下 

12732080 环境工程学二 2 2 0 二下 

12732070 环境监测实验 3 6 90 二下 

新开课 环境管理学 3 3 0 二下 

新开课 环境研究方法 2 2 0 三上 

说明：环境监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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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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业选修课：5 学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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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下 

12733150 空气污染基础 2 2 0 三上 

12735030 土壤与地下水 2 2 0 二上 

12733180 大气气溶胶测量技术与实验 3 3 6 二下 

12733010 环境化学 3 3 0 三上 

12733020 环境化学实验 3 6 90 三上 

12733230 环境微生物学 2 2 0 三上 

12733090 环境微生物实验 3 6 90 三上 

12735050 环境纳米技术导论 2 2 0 三上 

E1273325 大气化学（英文课程） 2 2 0 三上 

12733160 室内空气污染 2 2 0 三上 

12733170 化学品环境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 2 2 0 三下 

12735170 环境遥感基础 2 2 0 三下 

12730020 变化中的地球（英文课程） 2 2 0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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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下 

12734060 环境工程实验（二） 1.5 3 45 四上 

12733250 时间序列分析与环境应用 2 2 0 三上 

12733270 环境统计方法与应用 2 2 0 三下 

12733200 环境测量数据分析与可视化 2 2 0 三下 

12732190 水环境模型与数据分析 2 2 0 三上 

12732200 大气环境模型与数据分析 2 2 0 三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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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开课 环境经济学 2 2 0 三上 

12733050 环境与发展 2 2 0 三上 

12735140 环境系统分析 2 2 0 三上 

12733030/ 

02930940 
环境法（二选一） 2 或 3 2 或 3 0 三上 

12735170 环境遥感基础 2 2 0 三下 

12733140 企业环境管理 2 2 0 三下 

12732060 环境规划学 2 2 0 三下 

E1273326 环境政策与管理*（英文课程） 2 2 0 三下  

12733210 社会研究设计原理与方法 2 2 0 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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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12733250 时间序列分析与环境应用 2 2 0 三上 

新开课 成本效益分析：方法与应用* 2 2 0 三上/四上 

12732190 水环境模型与数据分析 2 2 0 三上 

12733200 环境测量数据分析与可视化 2 2 0 三下 

12733270 环境统计方法与应用 2 2 0 三下 

12732200 大气环境模型与数据分析 2 2 0 三下 

说明：环境经济学、成本效益分析：方法与应用、环境政策与管理需先修经济学原理

或微观经济学或同等课程。 

环境工程专业双专业 

1995

 

 

1

2

3

4

5  

GPA 2.0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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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6 14  

1. 专业必修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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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 

12733240 环境实验室安全 1 2 8 一上 

12732010 环境科学 4 4 0 二上 

12732150 环境工程学一 2 2 0 二下 

12732040 环境监测 3 3 0 二上 

12732070 环境监测实验 3 6 90 二下 

新开课 环境管理学 3 3 0 二下 

12734010 工程制图 3 3 12 三上 

12734020 水处理工程（上） 2 2 0 三上 

12734030 水处理工程（下） 2 2 0 三下 

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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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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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开课 环境系统基础 2 2 0 一下 

12732180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入门 1 1 0 一上 

12733150 空气污染基础 2 2 0 三上 

12735010 化工原理 2 2 0 二上 

12734050 环境工程实验（一） 1.5 3 45 三下 

12733230 环境微生物学 2 2  三上 

12733090 环境微生物实验 3 6 90 三上 

12734080 固体废物处置与资源化基础 3 3 0 三上 

12733010 环境化学 3 3 0 三上 

12732190 水环境模型与数据分析 2 2 0 三上 

12735130 环境质量评价 2 2 0 三下 

12735090 物理性污染控制 2 2 0 三下 

12734060 环境工程实验（二） 1.5 3 45 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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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12734070 环境工程设计基础 3 3 12 四上 

12735230 环境科学与工程前沿 2 3 0 四下 

环境工程专业辅修 

1995

 

 

1

2

3

4

5  

GPA 2.0

B B

 

 

30 2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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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业必修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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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 

12733240 环境实验室安全 1 2 8 一上 

12732010 环境科学 4 4 0 二上 

12732150 环境工程学一 2 2 0 二下 

12732040 环境监测 3 3 0 二上 

12732070 环境监测实验 3 6 90 二下 

新开课 环境管理学 3 3 0 二下 

12734010 工程制图 3 3 12 三上 

12734020 水处理工程（上） 2 2 0 三上 

12734030 水处理工程（下） 2 2 0 三下 

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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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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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开课 环境系统基础 2 2 0 一下 

12732180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入门 1 1 0 一上 

12733150 空气污染基础 2 2 0 三上 

12735010 化工原理 2 2 0 二上 

12734050 环境工程实验（一） 1.5 3 45 三下 

12733230 环境微生物学 2 2  三上 

12733090 环境微生物实验 3 6 90 三上 

12734080 固体废物处置与资源化基础 3 3 0 三上 

12733010 环境化学 3 3 0 三上 

12732190 水环境模型与数据分析 2 2 0 三上 

12735130 环境质量评价 2 2 0 三下 

12735090 物理性污染控制 2 2 0 三下 

12734060 环境工程实验（二） 1.5 3 45 四上 

12734070 环境工程设计基础 3 3 12 四上 

12735230 环境科学与工程前沿 2 3 0 四下 



 

 

中国语言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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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31 12  

1. 专业必修课：31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0021 古代汉语（上） 4 4 0 秋季 

02030022 古代汉语（下） 4 4 0 春季 

02030040 中国现代文学史 4 4 0 春季 

02030031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3 3 0 春季 

02030032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3 3 0 秋季 

02030011 现代汉语（上） 3 3 0 秋季 

02030012 现代汉语（下） 3 3 0 春季 

02031540 中国古代文化 2 2 0 秋季 

02033090 中文工具书 2 2 0 秋季 

02030070 语言学概论 3 3 0 秋季 

2. 专业选修课：12 学分（在以下课程中选修）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0033 中国古代文学史（三） 3 3 0 春季 

02030034 中国古代文学史（四） 3 3 0 秋季 

02033360 中国当代文学 4 4 0 秋季 

02039200 文学原理 2 2 0 春季 

02032020 民间文学概论 2 2 0 春季 

02030790 比较文学原理 2 2 0 春季 

02033270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3 3 0 秋季 

02032780 西方文学理论史 2 2 0 秋季 

02033030 西方文学史 3 3 0 春季 

02035311 专书选读（一） 2 2 0 春季 

02035312 专书选读（二） 2 2 0 春季 

02039240 古代典籍概要 4 4 0 秋季 

02030251 古典文献学史（上） 2 2 0 春季 

02030252 古典文献学史（下） 2 2 0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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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专业辅修 

1910 1919

1937

1946

1952 1959

2002 5

8 11 24

6

 

 

 

 

31  

专业必修课：31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0021 古代汉语（上） 4 4 0 秋季 

02030022 古代汉语（下） 4 4 0 春季 

02030040 中国现代文学史 4 4 0 春季 

02030031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3 3 0 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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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0032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3 3 0 秋季 

02030011 现代汉语（上） 3 3 0 秋季 

02030012 现代汉语（下） 3 3 0 春季 

02031540 中国古代文化 2 2 0 秋季 

02033090 中文工具书 2 2 0 秋季 

02030070 语言学概论 3 3 0 秋季 

 



 

 

历 史 学 系 

历史学（中国史）专业双专业 

 

1998

 

 

38

3

4 2

5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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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业必修课：28 学分 

1.1 专业核心课练习课组：2 学分 

备注： “专业选修课”  

课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总学时 实习实践 开课学期 

02132460 中国古代史练习 专业必修 2 32   

02132471 中国近代史练习 专业必修 2 32   

02132472 中国现代史练习 专业必修 2 34   

02132480 世界古代史练习 专业必修 2 32   

02132491 欧美近现代史练习 专业必修 2 32   

02132492 亚非拉近现代史练习 专业必修 2 34   

02132481 全球史练习 专业必修 2 32   

1.2 其他专业核心课组：26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总学时 实习实践 开课学期 

02130011 中国古代史 （上） 专业必修 4 68   

02130012 中国古代史 （下） 专业必修 4 64   

02130020 中国近代史 专业必修 4 68   

02130101 中国历史文选（上） 专业必修 4 68   

02130102 中国历史文选（下） 专业必修 4 68   

新开课号 史学概论 专业必修 2 32   

02132030 中国现代史 专业必修 4 64   

02132081 世界史通论 专业必修 4 68   

2. 专业选修课：13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总学时 实习实践 开课学期 

02130120 中国史学史 任选 3 51   

02130130 外国史学史 任选 3 51   

02130601 美国史 任选 2 36   

02132091 外国历史文选（上） 任选 3 51   

02132092 外国历史文选（下） 任选 3 48   

02132100 历史论文写作 任选 2 34   

02133020 史学新生导学 任选 2 34   

02133610 古代东方文明 任选 2 32   

02133620 古希腊罗马史 任选 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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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总学时 实习实践 开课学期 

02133630 中世纪欧洲史 任选 2 34   

02133641 欧洲史 任选 3 51   

02133651 拉丁美洲史 任选 2 32   

02133661 亚洲史 任选 3 48   

02139190 非洲史 任选 2 32   

备注： 

（1）双专业的课程中，若有与学生主修专业中内容相近或相同的课程，学生应选修其

他课程以取得学分，重复修读内容相近或相同的课程成绩无效。 

（2）本培养方案如有未尽事宜，或教育部及学校教务部另有新规，将根据需要进行修

订，届时再临时通知。 

历史学（中国史）专业辅修 

1998

 

 

38

3

4 2

5 / 5  

 

 

 



历 史 学 系 111 

 

 

 

 

 

 

30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4  

课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总学时 实习实践 开课学期 

02132460 中国古代史练习 专业必修 2 32   

02132471 中国近代史练习 专业必修 2 32   

02132472 中国现代史练习 专业必修 2 34   

02132480 世界古代史练习 专业必修 2 32   

02132491 欧美近现代史练习 专业必修 2 32   

02132492 亚非拉近现代史练习 专业必修 2 34   

02132481 全球史练习 专业必修 2 32   

26  

课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总学时 实习实践 开课学期 

02130011 中国古代史 （上） 专业必修 4 68   

02130012 中国古代史 （下） 专业必修 4 64   

02130020 中国近代史 专业必修 4 68   

02130101 中国历史文选（上） 专业必修 4 68   

02130102 中国历史文选（下） 专业必修 4 68   

新开课号 史学概论 专业必修 2 32   

02132030 中国现代史 专业必修 4 64   

02132081 世界史通论 专业必修 4 68   

备注：本教学计划如有未尽事宜，或教育部及学校教务部另有新规，将根据需要进行

修订，届时再临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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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专业双专业 

1903 1963

1998

2012  

28

3 1 1

1 1

3  

 

 

 

 

 

 

 

 



历 史 学 系 113 

 

 

41 28 13  

1. 专业必修课：28 学分 

1.1 专业核心课练习课组：2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总学时 实习实践 开课学期 

02132460 中国古代史练习 专业必修 2 32   

02132471 中国近代史练习 专业必修 2 32   

02132472 中国现代史练习 专业必修 2 34   

02132480 世界古代史练习 专业必修 2 32   

02132491 欧美近现代史练习 专业必修 2 32   

02132492 亚非拉近现代史练习 专业必修 2 34   

02132481 全球史练习 专业必修 2 32   

1.2 其他专业核心课组：16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总学时 实习实践 开课学期 

新开课 史学概论 专业必修 2 32   

02132081 世界史通论 专业必修 4 68   

02132091 外国历史文选（上） 专业必修 3 51   

02132092 外国历史文选（下） 专业必修 3 48   

02133681 外文历史史料选读（上） 专业必修 2 32   

02133682 外文历史史料选读（下） 专业必修 2 32   

1.3 世界古代史组：4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总学时 实习实践 开课学期 

02133610 古代东方文明 专业必修 2 32   

02133620 古希腊罗马史 专业必修 2 34   

02133630 中世纪欧洲史 专业必修 2 34   

1.4 大洲史组：6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总学时 实习实践 开课学期 

02130601 美国史 专业必修 2 36   

02133641 欧洲史 专业必修 3 51   

02133651 拉丁美洲史 专业必修 2 32   

02133661 亚洲史 专业必修 3 48   

02139190 非洲史 专业必修 2 32   

2. 专业选修课：13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总学时 实习实践 开课学期 

02130011 中国古代史 （上） 任选 4 68   

02130012 中国古代史 （下） 任选 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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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总学时 实习实践 开课学期 

02130020 中国近代史 任选 4 68   

02130101 中国历史文选（上） 任选 4 68   

02130102 中国历史文选（下） 任选 4 68   

02130120 中国史学史 任选 3 51   

02130130 外国史学史 任选 3 51   

02132030 中国现代史 任选 4 64   

02132100 历史论文写作 任选 2 34   

02133020 史学新生导学 任选 2 34   

02133691 外文历史名著选读（上） 任选 2 32   

02133692 外文历史名著选读（下） 任选 2 32   

备注：（1）上述双专业的课程中，若有与学生主修专业中内容相近或相同的课程，学

生应选修其他课程以取得学分，重复修读内容相近或相同的课程成绩无效。 （2）本教学

计划如有未尽事宜，或教育部及学校教务部另有新规，将根据需要进行修订，届时再临时

通知。 

世界史专业辅修 

1903 1963

1998

2012  

28

3 1 1

1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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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1.1 专业核心课练习课组：4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总学时 实习实践 开课学期 

02132460 中国古代史练习 专业必修 2 32   

02132471 中国近代史练习 专业必修 2 32   

02132472 中国现代史练习 专业必修 2 34   

02132480 世界古代史练习 专业必修 2 32   

02132491 欧美近现代史练习 专业必修 2 32   

02132492 亚非拉近现代史练习 专业必修 2 34   

02132481 全球史练习 专业必修 2 32   

1.2 其他专业核心课组：16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总学时 实习实践 开课学期 

新开课 史学概论 专业必修 2 32   

02132081 世界史通论 专业必修 4 68   

02132091 外国历史文选（上） 专业必修 3 51   

02132092 外国历史文选（下） 专业必修 3 48   

02133681 外文历史史料选读（上） 专业必修 2 32   

02133682 外文历史史料选读（下） 专业必修 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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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世界古代史组：4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总学时 实习实践 开课学期 

02133610 古代东方文明 专业必修 2 32   

02133620 古希腊罗马史 专业必修 2 34   

02133630 中世纪欧洲史 专业必修 2 34   

1.4 大洲史组：6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总学时 实习实践 开课学期 

02130601 美国史 专业必修 2 36   

02133641 欧洲史 专业必修 3 51   

02133651 拉丁美洲史 专业必修 2 32   

02133661 亚洲史 专业必修 3 48   

02139190 非洲史 专业必修 2 32   

备注：本培养方案如有未尽事宜，或教育部及学校教务部另有新规，将根据需要进行

修订，届时再临时通知。



 

 

考古文博学院 

文物保护技术专业双专业 

  

  

  

 

 

42 15 27  

1. 专业必修课：15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30830 无机质文物保护及实验* 4 6 64 春季 

02230820 有机质文物保护及实验* 4 6 64 秋季 

02231190 文物保护专业实习* 3  240 秋季 

02234010 文物显微形态学分析 2 2 0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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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30990 文物保护材料学 2 2 0 秋季 

02240410 文物分析技术 2 2 4 春季 

02230840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 2 3 0 春季 

02230471 科技考古 2 2 0 春季 

注：有*课程为必选。文物保护专业实习在大三学年完成，大三春季学期结束提交报告。

大四秋季学期选课。 

2. 专业选修课：27 学分 

42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34020 文物显微形态学分析实验 2 4 64 秋季 

02231040 博物馆学概论 2 2 0 春季 

02232220 文化遗产学概论 2 2 0 春季 

02231080 考古学导论 2 2 0 秋季 

02231021 中国文物建筑导论 2 2 0 秋季 

02232210 考古学通论 4 4 0 春季 

02230261 动物考古 3 3 16 春季 

02230251 人体骨骼学 3 3 16 春季 

02230281 植物考古 3 3 16 秋季 

02230430 中国古代陶瓷 2 2 0 春季 

02230370 中国古代青铜器 2 2 0 秋季 

02230411 中国石窟寺 2 2 0 春季 

02230642 中国早期玉器研究 2 2 0 春季 

02231178 理解中国文物 2 2 0 春季 

02230730 文物法规与行政管理 1 2 0 春季 

02230030 考古名家专题 2 2 0 不定 

02232291 水下考古概论 2 2 0 秋季 

02232271 古 DNA 与人类历史 2 2 0 春季 

02231188 馆藏文物修复与保护 2 2 0 不定 

02230970 考古学和科技史 2 2 0 春季 

02230473 考古化学 2 2 0 春季 

02230570 冶金考古 2 2 8 秋季 

02200822 陶瓷工艺学基础 2 2 0 春季 

02230310 定量考古学 2 2 0 秋季 

02132081 世界史通论 4 4 0 秋季 

04330052 中国美术通史（上） 2 2 0 秋季 

04330053 中国美术通史（下） 2 2 0 春季 

02230312 考古残留物分析 2 2 16 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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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32272 分子考古学实践 2 2 2 秋季 

02230311 考古数据分析 3 4 32 春季 

说明：所修文物保护技术专业必修课程若多于 15 学分，所多修学分计入文保选修课学   

文物保护技术专业辅修 

  

  

  

 

30 15 15  

1. 专业必修课：15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30830 无机质文物保护及实验* 4 6 64 春季 

02230820 有机质文物保护及实验* 4 6 64 秋季 

02231190 文物保护专业实习* 3  240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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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34010 文物显微形态学分析 2 2 0 秋季 

02230990 文物保护材料学 2 2 0 秋季 

02240410 文物分析技术 2 2 4 春季 

02230840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 2 3 0 春季 

02230471 科技考古 2 2 0 春季 

注：有*课程为必选。文物保护专业实习在大三学年完成，大三春季学期结束提交报告。

大四秋季学期选课。 

2. 专业选修课：15 学分 

30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34020 文物显微形态学分析实验 2 4 64 秋季 

02231040 博物馆学概论 2 2 0 春季 

02232220 文化遗产学概论 2 2 0 春季 

02231080 考古学导论 2 2 0 秋季 

02231021 中国文物建筑导论 2 2 0 秋季 

02232210 考古学通论 4 4 0 春季 

02230261 动物考古 3 3 16 春季 

02230251 人体骨骼学 3 3 16 春季 

02230281 植物考古 3 3 16 秋季 

02230430 中国古代陶瓷 2 2 0 春季 

02230370 中国古代青铜器 2 2 0 秋季 

02230411 中国石窟寺 2 2 0 春季 

02230642 中国早期玉器研究 2 2 0 春季 

02231178 理解中国文物 2 2 0 春季 

02230730 文物法规与行政管理 1 2 0 春季 

02230030 考古名家专题 2 2 0 不定 

02232291 水下考古概论 2 2 0 秋季 

02232271 古 DNA 与人类历史 2 2 0 春季 

02231188 馆藏文物修复与保护 2 2 0 不定 

02230970 考古学和科技史 2 2 0 春季 

02230473 考古化学 2 2 0 春季 

02230570 冶金考古 2 2 8 秋季 

02200822 陶瓷工艺学基础 2 2 0 春季 

02230310 定量考古学 2 2 0 秋季 

02132081 世界史通论 4 4 0 秋季 

04330052 中国美术通史（上） 2 2 0 秋季 

04330053 中国美术通史（下） 2 2 0 春季 

02230312 考古残留物分析 2 2 16 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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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32272 分子考古学实践 2 2 2 秋季 

02230311 考古数据分析 3 4 32 春季 

说明：所修文物保护技术专业必修课程若多于 15 学分，所多修学分计入文保选修课

学分。  

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辅修 

1988

  

  

  

  

30 28 2   

1. 专业必修课：28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31040 博物馆学概论 2 2 0 春季 

02232220 文化遗产学概论 2 2 0 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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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32111 中国考古学（上一） 3 3 16 春季 

02232102 中国考古学（上二） 2 2 0 春季 

02232103 中国考古学（中一） 2 2 0 秋季 

02232104 中国考古学（中二） 2 2 0 秋季 

02231060 博物馆陈列内容设计 2 2 0 秋季 

02231070 博物馆陈列形式设计 3 4 0 春季 

02232105 中国考古学（下一） 2 2 0 春季 

02232106 中国考古学（下二） 2 2 0 春季 

02231079 博物馆教育 2 2 0 春季 

02231270 博物馆实习 4 6 96 秋季 

2. 专业选修课：2 学分 

30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30730 文物法规与行政管理 1 2 0 春季 

02230120 田野考古学概论 2 2 0 春季 

02231021 中国文物建筑导论 2 2 0 秋季 

02231290 博物馆发展史 2 2 0 秋季 

02231188 馆藏文物修复与保护 2 2 0 不定 

02230430 中国古代陶瓷 2 2 0 春季 

02230370 中国古代青铜器 2 2 0 秋季 

02230642 中国早期玉器研究 2 2 0 春季 

02231178 理解中国文物 2 2 0 春季 

02232200 美术考古 2 2 0 秋季 

02232210 考古学通论 4 4 0 春季 

02231080 考古学导论 2 2 0 秋季 



 

 

哲学系  宗教学系 

哲学专业双专业 

1912 1914  

66

5 1 1

 

 

 

 

 

42 32 27

5 10  

1. 必修课程：32 学分 

1.1 专业必修课：27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003 哲学导论 3 3 16 一上下 

02330092 中国哲学（上） 3 3 16 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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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096 中国哲学（下） 3 3 16 一下 

02330051 西方哲学（上） 3 3 16 一下 

02330053 西方哲学（下） 3 3 16 二上 

02336401 逻辑与论证 3 3 0 一上 

02330142 伦理学导论 2 2 0 二下 

02330152 美学原理 2 2 0 二上 

02330160 宗教学导论 3 3 16 一下 

02330132 科学哲学导论 2 2 0 二下 

1.2 学位论文：5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毕业论文 5  0 三下 

2. 专业选修课：10 学分 

 

1 9 2  

2 2 3

1  

3 2 2  

类别 学分 

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块 4 

中国哲学模块 4 

外国哲学模块 4 

理论哲学模块 4 

逻辑学模块 4 

实践哲学模块 4 

美学类模块 4 

宗教学模块 4 

科学技术哲学模块 4 

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块：4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2 2 0  

02330450 经典著作研究专题 2 2 0  

02330350 西方马克思主义专题 2 2 0  

02311231 马克思历史哲学专题 2 2 0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2 2 0  

02330310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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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选读 2 2 0  

02330371 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 3 3 0  

02336192 德国古典法哲学专题 3 3 0  

 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 3 3 0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研究 2 2 0  

02330500 环境哲学 2 2 0  

中国哲学模块：4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5040 中国古代思想世界 2 2 0  

02330091 中国现代哲学史 2 2 0  

02333320 近现代中国哲学 2 2 0  

02333321 中国哲学专题 2 2 0  

02333281 现代中国哲学专题 2 2 0  

02333211 先秦哲学专题   0  

02333210 先秦哲学 2 2 0  

02333220 魏晋玄学 2 2 0  

02333231 宋明理学 2 2 0  

02333282 儒学哲学专题 2 2 0  

02332074 道家哲学专题 2 2 0  

02333290 易学哲学 2 2 0  

02335202 孔子与老子 2 2 0  

02335201 孟子哲学 2 2 0  

02335200 庄子哲学 2 2 16  

02335220 《四书》精读 2 2 16  

02333202 《庄子》精读 2 2 0  

02333233 《周易本义》精读 2 2 0  

02333285 儒学与中国社会 2 2 0  

02333331 现代中国的建立：制度、思潮与人物 2 2 0  

02332991 中国礼学史 2 2 0  

02333351 早期思想与古典语文 2 2 0  

02337001 古典语文学专题研讨 2 2 0  

02337002 古典语文学专题研讨（二） 2 2 0  

02337003 古典语文学专题研讨（三） 2 2 0  

02337004 古典语文学专题研讨（四） 2 2 0  

外国哲学模块：4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070 现代西方哲学* 2 2 0  

02332710 近代哲学研究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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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2910 启蒙运动研究 2 2 0  

02333090 德国古典哲学专题 2 2 0  

02333120 俄罗斯哲学专题 2 2 0  

02336141 亚里士多德与亚里士多德传统 3 3 0  

02313191 希腊化时期哲学 3 3 0  

02332971 西方古典思想（一） 3 3 0  

02332973 西方古典思想（二） 3 3 0  

02332771 西方早期近代哲学 3 3 0  

02332811 法国哲学研究 3 3 0  

02333096 德国古典哲学原著 2 2 0  

02336180 中世纪哲学原著 2 2 0  

02333373 古代西方政治思想 2 2 0  

02333070 近代欧洲哲学专题 2 2 0  

02333121 俄罗斯哲学原著选读 2 2 0  

02330342 中世纪形而上学专题 3 3 0  

02332910 启蒙哲学 2 2 0  

02313032 古希腊语经典哲学文本阅读 2 2 0  

02330643 古希腊语哲学经典阅读 2 2 0  

02313111 中世纪思想中的自由与责任 3 3 0  

02330320 当代认识论 3 3 0  

02335092 西方自由主义史 3 3 0  

02333431 民主理论 3 3 0  

02313880 种族批判哲学导论 3 3 0  

02315042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 3 3 0  

02333160 现象学专题 2 2 0  

02333161 现象学导论 3 3 0  

02333150 分析哲学专题 2 2 0  

02333180 东西方哲学比较 2 2 0  

02312341 比较哲学与多元化哲学 3 3 0  

02333141 当代分析哲学 3 3 0  

02335081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 2 2 0  

02332720 现代欧陆哲学原著选读 3 3 0  

02334010 西方哲学原著导读（形而上学原理） 2 2 0  

02333130 现代法国哲学 2 2 0  

02332970 柏拉图原著选读 2 2 0  

02332930 亚里士多德原著选读（《伦理学》研究） 2 2 0  

02332972 柏拉图的《理想国》 2 2 0  

02332961 黑格尔哲学引论 2 2 0  

02336190 康德实践哲学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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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6191 康德哲学研究 3 3 0  

02336150 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 2 2 0  

02332970 柏拉图原著选读 2 2 0  

02332930 亚里士多德原著选读（《伦理学》研究） 2 2 0  

02332940 海德格尔的《尼采》 2 2 0  

02332950 海德格尔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2 2 0  

02336201 康德《纯然理性范围内的宗教》 3 3 0  

02335091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研究 3 3 0  

02332980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 2 2 0  

02313810 笛卡尔哲学研究 3 3 0  

02332751 海德格尔哲学研究 2 2 0  

理论哲学模块：4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340 形而上学 2 2 0  

02335100 知识论 2 2 0  

02330610 心灵哲学 2 2 0  

02333391 语言哲学 2 2 0  

逻辑学模块：4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1070 数理逻辑 4 4 0  

02331210 集合论 3 3 0  

02331051 模态逻辑 3 3 0  

02331031 一阶逻辑 3 3 0  

02331100 逻辑哲学 3 3 0  

02331181 逻辑史 3 3 0  

02330035 哲学数学计算机中的逻辑 2 2 0  

实践哲学模块：4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3930 伦理学经典选读 2 2 0  

02333970 伦理学专题Ⅰ（自由问题研究） 2 2 0  

02333980 伦理学专题Ⅱ（生死问题研究） 2 2 0  

02333950 伦理学专题Ⅲ（人权与正义） 2 2 0  

02333960 伦理学专题Ⅳ（伦理学与文化） 2 2 0  

02333810 伦理学专题Ⅴ（企业伦理） 2 2 0  

02330670 中国伦理学史专题 2 2 0  

02330660 西方伦理学史专题 2 2 0  

02333911 基督教伦理学导论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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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4030 应用伦理学专题 2 2 0  

02334020 环境伦理学 2 2 0  

02333371 政治哲学 2 2 0  

02333373 西方政治思想（古代） 2 2 0  

02332211 西方政治思想（中世纪） 2 2 0  

02332213 西方政治思想（现代） 2 2 0  

02332976 《理想国》 3 3 16  

美学模块：4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840 中国美学史 2 2 0  

02330800 西方美学史 2 2 0  

02330842 中国美学专题 2 2 0  

02330812 西方美学专题 2 2 0  

02333411 艺术哲学 2 2 0  

宗教学模块：4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2180 宗教社会学 2 2 0  

02332541 宗教人类学 2 2 0  

02332250 中国宗教史 2 2 0  

02332210 基督教史 2 2 0  

02332020 伊斯兰教史 2 2 0  

02332013 印度佛教史 2 2 0  

02332336 中国佛教史 2 2 0  

02332160 道教史 2 2 0  

科学技术哲学模块：4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620 科学社会学导论 2 2 0  

02335110 科学与宗教 2 2 0  

02330501 美国环境思想 2 2 0  

02335350 博物学导论 2 2 0  

02335330 世界文明中的科学技术 2 2 0  

02319160 生物学哲学导论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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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专业辅修 

1912 1914  

66

5 1 1

 

 

 

 

30 27 3  

1. 专业必修课：27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003 哲学导论 3 3 16  

02330092 中国哲学（上） 3 3 16  

02330096 中国哲学（下） 3 3 16  

02330051 西方哲学（上） 3 3 16  

02330053 西方哲学（下） 3 3 16  

02336401 逻辑与论证 3 3 0  

02330142 伦理学导论 2 2 0  

02330152 美学原理 2 2 0  

02330160 宗教学导论 3 3 16  

02330132 科学哲学导论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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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业选修课：3 学分 

3 30  

逻辑学专业双专业 

1987 4

2006 2022

 

 

  

 

 

42 29 24

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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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必修课程：29 学分 

1 24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建议） 

02330003& 

02330004 

哲学导论& 

哲学导论讨论班 
3 3 16 一上 

02336401 逻辑与论证 3 3 0 一上 

02330030 逻辑导论 3 3 0 一下 

02330092& 

02330093 

中国哲学（上）& 

中国哲学（上）讨论班 
3 3 16 不限 

02330051& 

02330055 

西方哲学（上）& 

西方哲学（上）讨论班 
3 3 16 不限 

02330132 科学哲学导论 2 2 0 不限 

02331070 数理逻辑 4 4 0 一下 

02331051 模态逻辑 3 3 0 二上 

2 5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 毕业论文 5  0  

2. 专业选修课：13 学分 

2  

4 9  

哲学模块（4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02335100 知识论 2 2 0 

02330340 形而上学 2 2 0 

02330610 心灵哲学 2 2 0 

02333391 语言哲学 2 2 0 

02333141 当代分析哲学 3 3 0 

02333150 分析哲学专题 2 2 0 

02330096 中国哲学（下） 3 3 16 

02330053 西方哲学（下） 3 3 16 

02330142 伦理学导论 2 2 0 

02330152 美学原理 2 2 0 

02336180 中世纪哲学原著 2 2 0 

02330320 当代认识论 3 3 0 

02330620 科学社会学导论 2 2 0 

02335110 科学与宗教 2 2 0 

02335330 世界文明中的科学技术 2 2 0 

02319160 生物学哲学导论 2 2 0 

02332980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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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模块（9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02331031 一阶逻辑 3 3 0 

02315051 高级模态逻辑 4 4 0 

02315320 知识的逻辑 3 3 0 

02331121 形式语义学导论 4 4 0 

02331240 公理集合论 3 3 0 

02331221 模型论 3 3 0 

02315031 递归论基础 3 3 0 

02331160 直觉主义逻辑 2 2 0 

02331371 数学结构 3 3 0 

02331100 逻辑哲学 3 3 0 

02331181 逻辑史 3 3 0 

02331271 悖论研究 3 3 0 

02331073 数理逻辑专题 2 2 0 

02331191 哲学逻辑专题 2 2 0 

02331260 逻辑应用专题 2 2 0 

02331360 数学哲学专题 2 2 0 

02331320 逻辑史与逻辑哲学专题 2 2 0 

逻辑学专业辅修 

1987 4

2006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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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8 12  

1. 专业必修课：18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建议） 

02330003& 

02330004 

哲学导论& 

哲学导论讨论班 

3 3 16 一上 

02336401 逻辑与论证 3 3 0 一上 

02330030 逻辑导论 3 3 0 一下 

02330132 科学哲学导论 2 2 0 不限 

02331070 数理逻辑 4 4 0 一下 

02331051 模态逻辑 3 3 0 二上 

2. 专业选修课：12 学分 

6  

 



 

 

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双专业 

1862 1914

1952 1983

11  

4

 

21 7 1 2 6 5

1

 

 

 



外国语学院 135 

 

 

40 32

8  

 

 

≥40 32 ≥8  

1. 专业必修课：32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830017 英语精读（一） 4 4  秋季 

03830018 英语精读（二） 4 4  春季 

03830033 英语精读（三） 4 4  秋季 

03830034 英语精读（四） 4 4  春季 

新开课 英国文学史与选读（一） 4 4  春季 

新开课 英国文学史与选读（二） 4 4  秋季 

03830110 英译汉 2 2  春季 

03830120 汉译英 2 2  秋季 

03830131 美国文学史与选读（一） 2 2  春季 

03830132 美国文学史与选读（二） 2 2  秋季 

2. 专业选修课：≥8 学分 

8  

英语专业辅修 

1862 1914

1952 1983

1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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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7 1 2 6 5

1

 

 

 

30  

 

30  

1. 专业必修课：26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830017 英语精读（一） 4 4  秋季 

03830018 英语精读（二） 4 4  春季 

03830033 英语精读（三） 4 4  秋季 

03830034 英语精读（四） 4 4  春季 

03830110 英译汉 2 2  春季 

03830120 汉译英 2 2  秋季 

03830131 美国文学史与选读（一） 2 2  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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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830132 美国文学史与选读（二） 2 2  秋季 

新开课 英国文学史与选读（一） 4 4  春季 

新开课 英国文学史与选读（二） 4 4  秋季 

备注：①美国文学史（一）、美国文学史（二）至少选修一门；②英国文学史（一）、

英国文学史（二）至少选修一门；③多出来的专业必修学分可以算专业选修课程学分。 

2. 专业选修课程：4 学分 

 

俄语专业辅修 

1863 1920 1952

1999

19 7 2 7 1

2 1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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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730501 基础俄语（一） 6 12  秋季 

03730502 基础俄语（二） 6 12  春季 

03730503 基础俄语（三） 5 10  秋季 

03730504 基础俄语（四） 5 10  春季 

03730071 俄罗斯文学史（一） 2 2  秋季 

03730072 俄罗斯文学史（二） 2 2  春季 

03730881 俄罗斯国情（上） 2 2  秋季 

03730882 俄罗斯国情（下） 2 2  春季 

德语专业辅修 

14

4 2 1 4 3

20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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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632005 德语精读（一） 7 10 68 大一/上 

03632006 德语精读（二） 7 10 68 大一/下 

03632007 德语精读（三） 7 10 17 大二/上 

03632008 德语精读（四） 7 10 17 大二/下 

03632620 德语国家国情 2 2 2 大一/上 

法语专业辅修 

11 4 5

1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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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631001 法语精读（一） 6 12  一上 

03631002 法语精读（二）  6 12  一下 

03631003 法语精读（三）  6 12  二上 

03631004 法语精读（四）  6 10  二下 

03631021 法语视听说（一）  1 2  一上 

03631022 法语视听说（二）  1 2  一下 

03631023 法语视听说（三）  1 2  二上 

03631024 法语视听说（四）  1 2  二下 

03631230 法语国家及地区概况 2 2   

西班牙语专业辅修 

1960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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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633341 西班牙语精读（一） 6 10  秋季 

03633342 西班牙语精读（二） 6 10  春季 

03633013 西班牙语精读（三） 5 8  秋季 

03633014 西班牙语精读（四） 5 8  春季 

03633111 西班牙语视听说（一） 2 2  秋季 

03633112 西班牙语视听说（二） 2 2  春季 

03633210 西班牙历史和文化概论 2 2  秋季 

03633220 拉丁美洲历史和文化概论 2 2  春季 

阿拉伯语专业辅修 

1946

 

4

 

-

·

 

2019  

14 2 3

1 3 3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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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538015 基础阿拉伯语（一） 8 10  一上 

03538016 基础阿拉伯语（二） 6 8  一下 

03538017 基础阿拉伯语（三） 5 6  二上 

03538018 基础阿拉伯语（四） 5 6  二下 

03538210 当代阿拉伯世界 2 2  一上 

03538180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2 2  一下 

03538390 中东史 2 2  二上 

波斯语专业辅修 

1. 波斯语简介 



外国语学院 143 

 

 

 

2. 专业历史沿革和特色 

1957

60

300

1～4 - - -

 

3. 师资队伍结构 

5 1 2 1 1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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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必修课：34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537671 基础波斯语（一） 9 12  一上 

03537502 基础波斯语（二） 7 10  一下 

03537503 基础波斯语（三） 7 10  二上 

03537504 基础波斯语（四） 7 10  二下 

03537701 伊朗历史文明概论（上） 2 2  一上 

03537702 伊朗历史文明概论（下） 2 2  一下 

日语专业辅修 

1862 1902 1902

1946

1949

1981

1985

 

13 1 2 1

2 4 1 2 1～3

 

 

 

 



外国语学院 145 

 

 

 

 

30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532021 基础日语（一） 7 12  一上 

03532022 基础日语（二） 6 10  一下 

03532023 基础日语（三） 6 10  二上 

03532024 基础日语（四） 6 10  二下 

03532411 日语视听说（一） 1 2  二上 

03532090 日本文化概论 2 2  三上 

03532120 日本文学史 2 2  三下 

朝鲜语专业辅修 

1945

6 1 1

4

 

7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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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专业必修课：34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531405 基础韩国（朝鲜）语（一） 8 8  一上 

03531406 基础韩国（朝鲜）语（二） 8 8  一下 

03531407 基础韩国（朝鲜）语（三） 8 8  二上 

03531408 基础韩国（朝鲜）语（四） 8 8  二下 

03531837 朝鲜半岛社会与文化导论 2 2  一下 

菲律宾语专业辅修 

1985 1988



外国语学院 147 

 

 

3 1 1

 

 

 

 

30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535771 初级菲律宾语精读（一） 3 4  一上 

03535781 初级菲律宾语泛读（一） 3 4  一上 

03535772 初级菲律宾语精读（二） 3 4  一下 

03535782 初级菲律宾语泛读（二） 3 4  一下 

03535773 中级菲律宾语精读（一） 3 4  二上 

03535783 中级菲律宾语泛读（一） 3 4  二上 

03535774 中级菲律宾语精读（二） 3 4  二下 

03535784 中级菲律宾语泛读（二） 3 4  二下 

03535540 菲律宾概况 2 2  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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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535530 菲律宾历史 2 2  一下 

03535580 菲律宾文化 2 2  二上 

葡萄牙语专业辅修 

2007 “985”

 

 

 

 

32  

 

 



外国语学院 149 

 

 

专业必修课：32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635151 葡萄牙语（一） 6 8 34 一上 

03635152 葡萄牙语（二） 6 8 34 一下 

03635153 葡萄牙语（三） 6 8 34 二上 

03635154 葡萄牙语（四） 6 8 34 二下 

03635031 葡萄牙历史和文化（上） 2 2 4 一上 

03635032 葡萄牙历史和文化（下） 2 2 4 一下 

03635101 巴西历史和文化（上） 2 2 4 二上 

03635102 巴西历史和文化（下） 2 2 4 二下 



 

 

艺 术 学 院 

艺术史论专业双专业 

2011  

 

 

 

 

42 30 10

2  

1.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4330202 艺术理论导论 2 2 秋季 1 

 



艺 术 学 院 151 

 

 

（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4330218 艺术史导论 2 2 春季 1 

04330201 艺术批评导论 2 2 秋季 2 

04332530 文化产业导论 2 2 春季 1 

04333021 美术概论 2 2 秋季 2 

04330101 电影概论 2 2 秋季 1 

04331570 戏剧艺术概论 2 2 春季 1 

04330052 中国美术通史（上） 2 2 春季 2 

04330053 中国美术通史（下） 2 2 秋季 3 

04332511 西方美术通史（上） 2 2 春季 2 

04330203 西方美术通史（下） 2 2 秋季 3 

04330204 当代艺术与文化资源 2 2 春季 3 

04330206 艺术博物馆学 2 2 秋季 3 

04330208 视觉文化导论 2 2 春季 2 

04330222 图像阅读专题 2 2 春季 3 

2. 专业选修课：10 学分（从以下课程列表中选课）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4330005 音乐概论 2 2 秋季 1 

04330209 舞蹈概论 2 2 秋季 2 

04330336  计算艺术概论  2 2 春季 1 

04330337  设计史论  2 2 秋季 2 

04330002  艺术心理学  2 2 春季 1 

04330038 中国艺术学原著导读 2 2 春季 2 

04330007 西方艺术学原著导读 2 2 秋季 3 

04330028 跨文化艺术传播学 2 2 春季 2 

04330089 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 2 2 春季 2 

04330037 创意管理学 2 2 秋季 3 

04330677 艺术法 2 2 春季 3 

04330205 文化经济学 2 2 春季 3 

04330213 文化市场与政策 2 2 秋季 3 

04330088 影视制作（电影剪辑基础） 2 2 秋季 3 

04330649 影视理论与批评 2 2 春季 2 

04330212 剧作法 2 2 春季 2 

04333019 电影音乐 2 2 秋季 3 

04332210 中国电影史 2 2 秋季 3 

04330217 世界电影史 2 2 春季 2 

04331791 视听语言（电影语言） 2 2 春季 2 

04332270 表演理论与实践 2 2 秋季 3 

04330211 影视导演 2 2 春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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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4330207 戏曲史与戏曲美学 2 2 春季 3 

04852240 视觉艺术与计算美学 2 2 春季 3 

04330338 
电子音乐的历史：实验主义、电子舞

曲、摇滚与先锋派 

2 2 
待定 

新开课 视觉设计与创意传播 3 3 春季 2 

新开课 产品设计与社会创新 3 3 秋季 3 

新开课 空间设计与环境更新 3 3 秋季 3 

新开课 电子游戏创意与制作 2 2 秋季 2 

3. 学年报告：2 学分 

5000 2

 

说明： 

（1）学生主修专业培养方案与辅修或双专业培养方案中必修课程内容相近或相同时，

学生应选修其他课程取得学分，重复修读内容相近或相同的课程成绩无效。若学生出现上述

情况，应及时与艺术学院教务办公室联系，改修其他本科专业课程，以达到要求的总学分。 

（2）毕业与学位授予：参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北

京大学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的《北京大学本科生修读双学位专业管理办法》及《北京大学

本科生修读双专业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未尽事宜，或教育部及学校另有新规定，将根

据需要进行修订，届时再临时通知。如有其他疑问，请咨询艺术学院教务办公室。 

（3）本简章最终解释权归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所有。 

艺术史论专业辅修 

2011  

 



艺 术 学 院 153 

 

 

 

 

30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4330202 艺术理论导论 2 2 秋季 1 

04330218 艺术史导论 2 2 春季 1 

04330201 艺术批评导论 2 2 秋季 2 

04332530 文化产业导论 2 2 春季 1 

04333021 美术概论 2 2 秋季 2 

04330101 电影概论 2 2 秋季 1 

04331570 戏剧艺术概论 2 2 春季 1 

04330052 中国美术通史（上） 2 2 春季 2 

04330053 中国美术通史（下） 2 2 秋季 3 

04332511 西方美术通史（上） 2 2 春季 2 

04330203 西方美术通史（下） 2 2 秋季 3 

04330204 当代艺术与文化资源 2 2 春季 3 

04330206 艺术博物馆学 2 2 秋季 3 

04330208 视觉文化导论 2 2 春季 2 

04330222 图像阅读专题 2 2 春季 3 

说明： 

（1）学生主修专业培养方案与辅修或双专业培养方案中必修课程内容相近或相同时，

学生应选修其他课程取得学分，重复修读内容相近或相同的课程成绩无效。若学生出现上

述情况，应及时与艺术学院教务办公室联系，改修其他本科专业课程，以达到要求的总学分。 

（2）毕业：参照《北京大学本科生修读辅修专业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未尽事宜，

或教育部及学校另有新规定，将根据需要进行修订，届时再临时通知。如有其他疑问，请

咨询艺术学院教务办公室。 

（3）本简章最终解释权归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所有。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专业双专业  外交学专业双专业 

1964

 

1996  

 

 

 

 

 

42 30 12  

 

 



国际关系学院 155 

 

 

1.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430091 国际关系史（上） 3 3 0 秋 

02430092 国际关系史（下） 3 3 0 春 

02430010 国际政治概论 3 3 0 秋 

02430211 中国对外关系史 3 3 0 春 

02430050 外交学 3 3 0 秋 

02431641 比较政治学 3 3 0 春 

02430931 国际组织与国际法 3 3 0 春 

02430140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 3 3 0 秋/春 

02430020 国际政治经济学 3 3 0 秋/春 

02430411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3 3 0 秋 

2. 专业选修课：12 学分 

A

B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431761 国际政治思想史 3 3 0 春 

02430891 国际战略分析 3 3 0 秋 

02433030 国际经济学 3 3 0 秋 

02432330 全球治理的政治经济分析 3 3 0 秋 

02433050 国际贸易政治学 3 3 0 春 

02433180 民族国家概论（A） 3 3 0 秋 

02430380 世界政治中的民族问题（A） 3 3 0 春 

02430421 西方政治思想史（A） 3 3 0 春 

02433240 对外政策分析（B） 3 3 0 春 

02431100 中美关系史（B） 3 3 0 春 

02430111 发展学 3 3 0 春 

02430500 世界宗教与国际社会（A） 3 3 0 春 

02431291 媒体与国际关系 3 3 0 秋 

02431600 中美经贸关系 3 3 0 春 

02431781 美国与东亚关系 3 3 0 春 

02430360 军备控制与裁军（B） 3 3 0 春 

02431120 中日关系史（B） 3 3 0 春 

02430280 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0 秋 

02431420 俄罗斯政治与外交※ 3 3 0 秋 

02430290 东北亚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0 秋 

02430220 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0 秋 

02431920 欧洲联盟概论※ 3 3 0 春 

02430250 英国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0 春 

02430240 东欧各国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0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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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430300 东南亚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0 春 

02430920 中亚各国政治与外交※ 3 3 0 秋 

02430331 非洲导论※ 3 3 0 春 

02430320 中东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0 秋 

备注： 

（1）原则上必修课保证每学年至少开一次。 

（2）所有课程的具体开课学期以当年实际开课为准。 

（3）建议先完成必修课学习。 

国际政治专业辅修  外交学专业辅修 

1964

 

1996  

 

 

 

30  

 



国际关系学院 157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430091 国际关系史（上） 3 3 0 秋 

02430092 国际关系史（下） 3 3 0 春 

02430010 国际政治概论 3 3 0 秋 

02430211 中国对外关系史 3 3 0 春 

02430050 外交学 3 3 0 秋 

02431641 比较政治学 3 3 0 春 

02430931 国际组织与国际法 3 3 0 春 

02430140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 3 3 0 秋/春 

02430020 国际政治经济学 3 3 0 秋/春 

02430411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3 3 0 秋 

备注：原则上必修课保证每学年至少开一次，具体开课学期以当年实际开课为准。 

国际政治（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方向）专业 

双专业培养方案 
 

2017

201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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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30 12  

1.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2430010 国际政治概论 3 3 秋 

02432340 国际公共政策导论（英文） 3 3 秋 

02430931 国际组织与国际法 3 3 春 

02432140 中国政治与公共政策（英文） 3 3 春 

02432161 社会科学定量方法 3 3 春 

02432300 谈判模拟与国际文书写作 3 3 秋 

02432310 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前沿名家讲座 3 3 秋 

02432320 中外文化比较 3 3 秋 

02430020 国际政治经济学 3 3 春/秋 

02430050 外交学 3 3 秋 

2. 专业选修课：12 学分（标注※的课程最多选两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2432380 国际发展政策（英文） 3 3 秋 

02431761 国际政治思想史 3 3 春 

02432410 国家安全与技术变迁 3 3 秋 

02430891 国际战略分析 3 3 秋 

02432330 全球治理的政治经济分析 3 3 秋 

02430380 世界政治中的民族问题 3 3 春 

02433240 对外政策分析 3 3 春 

02433180 民族国家概论 3 3 秋 

02430500 世界宗教与国际社会 3 3 春 

02432425 文化、口才与领导力 3 3 春 

02431291 媒体与国际关系 3 3 秋 

02431781 美国与东亚关系 3 3 春 

02430280 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秋 

02431420 俄罗斯政治与外交※ 3 3 秋 

02430290 东北亚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秋 

02430220 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秋 

02431920 欧洲联盟概论※ 3 3 春 

02430250 英国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春 

02430300 东南亚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春 



国际关系学院 159 

 

 

（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2430920 中亚各国政治与外交※ 3 3 秋 

02430331 非洲导论※ 3 3 春 

02430320 中东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秋 

02431400 拉丁美洲政治与外交※ 3 3 秋 

 

（1）原则上必修课保证每学年至少开一次。 

（2）所有课程的具体开课学期以当年实际开课为准。 

（3）建议优先完成必修课。 

国际政治（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方向）专业 

辅修培养方案 
 

一、专业简介 

2017

2018

 

二、培养目标 

2018

 

三、培养要求 

 

四、修业要求 

 

五、课程设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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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2430010 国际政治概论 3 3 秋 

02432340 国际公共政策导论（英文） 3 3 秋 

02430931 国际组织与国际法 3 3 春 

02432140 中国政治与公共政策（英文） 3 3 春 

02432161 社会科学定量方法 3 3 春 

02432300 谈判模拟与国际文书写作 3 3 秋 

02432310 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前沿名家讲座 3 3 秋 

02432320 中外文化比较 3 3 秋 

02430020 国际政治经济学 3 3 春/秋 

02430050 外交学 3 3 秋 

【备注】 

原则上必修课保证每学年至少开一次，具体开课学期以当年实际开课为准。 



 

 

法  学  院 

法学专业辅修 

 

 

 

 

 

30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选课学期 

02930060 宪法学 3 3 秋季 

0293008a 民法总论 3 3 秋季 

02930152 刑法总论 4 4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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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选课学期 

02930010 法理学 4 4 春季 

02930030 中国法制史 3 3 春季 

02930980 债权法 4 4 春季 

02930153 刑法分论 4 4 春季 

02930050 民事诉讼法 4 4 秋季 

02930970 物权法 2 2 秋季 

02930216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2 2 秋季 

02930920 刑事诉讼法 4 4 春季 

0293007a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4 4 春季 

02930480 国际公法 3 3 春季 

02930340 国际经济法 2 2 秋季 

02939995 国际私法 2 2 秋季 

02930890 经济法学 3 3 秋季 

02930470 商法总论 2 2 春季 

02930180 知识产权法 3 3 春季 

02930194 法律职业伦理 2 2 春季 



 

 

信息管理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双专业 

2017

 

 

1

 

2

 

3

 

4  

 

 

40 3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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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业必修课：32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033400 信息资源管理基础 2  4 大一/上 

03033740 信息行为导论 2  4 大一/上 

03033910 信息管理第一课 1  8 大一/上 

03032130 信息组织 4  10 大一/下 

03033020 数据库系统 3  32 大二/上 

00132380 概率统计（B） 3   大二/上 

03033750 信息架构设计与实践 2  10 大二/上 

03033730 信息服务学 2  6 大二/下 

03033770 信息存储与检索 3  32 大二/下 

03032110 信息政策与法规 2  2 大三/上 

03033650 信息计量学 2  8 大三/上 

03033030 信息分析与决策 3   大三/下 

03033450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3   大四/上 

2. 专业选修课：8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033180 信息资源建设 2 2 8 大二/上 

03033520 商务信息 2 2 4 大三/上 

03033631 信息表示与知识图谱 3 3 12 大三/下 

03033820 数字人文 2 2  大三/下 

03033990 目录学概论 2 2 14 大三/下 

03034000 数据出版 2 2  大四/上 

03033720 信息技术与应用 2 2 34 大一/上 

03033350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JAVA 3 3  大二/上 

03033441 机器学习 3 3 16 大二/下 

03033691 文本挖掘技术 3 3 8 大二/下 

03033110 信息安全 2 2 6 大三/上 

03033831 分布式计算 2 2  大三/下 

03033970 数据叙事：描述、分析与叙述 2 2 8 大三/下 

03034030 非关系型数据库技术与应用 2 2  大三/下 

03066970 深度学习模型与应用 2 2 12 大三/下 

03033560 信息素养概论 2 2  大二/上 

03033550 人机交互与用户体验 2 2 12 大二/下 

03033471 图书馆用户服务 2 2 8 大三/上 

03033590 交互式信息检索 2 2 4 大三/上 

03033680 社群信息学 2 2 6 大三/上 

03032170 媒体与社会 2 2 15 大一/上 

03030370 传播学原理 2 2 2 大一/下 

 



信息管理系 165 

 

 

（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032000 管理学原理 3 3 10 大二/上 

03033500 运筹学基础 3 3  大二/上 

03030720 信息经济学 2 2 4 大三/上 

03033950 信息伦理与隐私保护 2 2 2 大三/下 

03030740 管理信息系统 3 3 10 大三/下 

03033920 数据治理 2 2 8 大四/上 

03033460 调查与统计方法 3 3 48 大一/下 

03033890 数据科学导论 2 2 10 大一/下 

03033930 Python 数据分析 2 2 34 大一/下 

03033850 应用量化分析 2 2 12 大二/下 

03033800 质性数据分析 2 2 8 大三/上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辅修 

2017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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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专业必修课：32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033400 信息资源管理基础 2  4 大一/上 

03033740 信息行为导论 2  4 大一/上 

03033910 信息管理第一课 1  8 大一/上 

03032130 信息组织 4  10 大一/下 

03033020 数据库系统 3  32 大二/上 

00132380 概率统计（B） 3   大二/上 

03033750 信息架构设计与实践 2  10 大二/上 

03033730 信息服务学 2  6 大二/下 

03033770 信息存储与检索 3  32 大二/下 

03032110 信息政策与法规 2  2 大三/上 

03033650 信息计量学 2  8 大三/上 

03033030 信息分析与决策 3   大三/下 

03033450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3   大四/上 

 

 



 

 

社 会 学 系 

社会学专业双专业 

2003

 

2020 A+

2023 QS 24

40  

27 13

15 3 5 4 1

2 1 6 3

1

 

 

 

 

 

40 3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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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4 68  一上 

03131740 中国社会学史 2 34  一上 

03131190 社会工作概论 4 68  一下 

03130210 社会心理学 4 68  一下 

03100130 国外社会学学说（上） 2 34  一下 

03130020 国外社会学学说（下） 2 34  二上 

03131500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4 68  二上 

03130120 社会统计学 4 68  二上 

03131260 数据分析技术 2 34  二下 

03130050 中国社会思想史 2 34  二下 

说明： 

（1）同一门课程，在主修/双专业课程中只能计入一次；若必修课在主修专业中已选，

所缺学分在选修课中补齐。 

（2）若学生在其他院系选修同名课程，将不予承认。 

2. 专业选修课：1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130150 社会人类学 3 51  一上 

03132110 论证性论文写作 1 17  一下 

03130590 中国社会 2 34  二上 

03130700 历史社会学 2 34  二下 

03130560 组织社会学 2 34  三上 

03130640 经济社会学 2 34  三上 

03130660 发展社会学 2 34  三上 

03131520 马列经典著作选读 2 34  三上 

03131570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2 34  三上 

03130190 城市社会学 2 34  三下 

03130250 农村社会学 2 34  三下 

03130340 宗教社会学 2 34  三下 

03130460 社会保障 3 51  三下 

03130480 社会行政 3 51  三下 

03130840 劳动社会学 2 34  三下 

03130880 西方社会思想史 2 34  三下 

03131131 家庭社会学 4 68  三下 

03131360 民族与社会 2 34  三下 

03131530 人口社会学 2 34  三下 

 



社 会 学 系 169 

 

 

社会学专业辅修 

2020 A+

2023 QS 24

40  

27 13

15 3 5 4 1

2 1 6 3

1

 

 

 

 

30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4 68  一上 

03131740 中国社会学史 2 34  一上 

03131190 社会工作概论 4 68  一下 

03130210 社会心理学 4 68  一下 

03100130 国外社会学学说（上） 2 34  一下 

03130020 国外社会学学说（下） 2 34  二上 

03131500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4 68  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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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130120 社会统计学 4 68  二上 

03131260 数据分析技术 2 34  二下 

03130050 中国社会思想史 2 34  二下 



 

 

政府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专业双专业 

 

——

1902

1921 1931

1934

2020

 

 

21 9 1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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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30 10  

1. 专业必修课：30 学分 

 

1 /

 

2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230020 政治学原理 3 3 3 一上、一下 

03232580 行政学原理 3 3 0 一下 

03231620 公共政策分析 3 3 3 二上 

03230120 组织与管理 3 3 9 二下 

03231160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3 3 0 二下 

03232640 行政学研究方法 3 3 0 二下 

03231130 地方政府管理 3 3 3 二下 

03232530 公共经济学 3 3 0 三上 

03231120 比较公共管理 3 3 0 三上 

03233010 行政伦理学 3 3 0 三下 

注：“政治学原理”为平行课程，选课学期有两个，允许学生自由选择任一学期上课。 

2. 专业选修课：1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232300 应用统计学 3 3 10 一下 

03231140 公共财政与税收 3 3 0 二下 

03231470 货币与金融政策 3 3 0 二下 



政府管理学院 173 

 

 

 （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233170 行政学说史 3 3 0 二下 

03233460 非营利组织与社会创新 3 3 3 二下 

03233470 风险、危机与管理 3 3 3 二下 

03230450 行政领导学 3 3 0 三上 

03232920 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3 3 0 三上 

03233000 法治政府概论 3 3 21 三上 

03232530 公共经济学 3 3 9 三上 

03231610 管理运筹学 3 3 6 三上 

03232460 公共组织行为学 3 3 0 三上 

03232510 公共组织战略管理 3 3 0 三上 

03232370 经济法学 3 3 0 三下 

03231530 财政预算与行政财务管理 3 3 3 三下 

03232680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工业与经济

发展 
3 3 0 三下 

03233180 公务员制度 2 2 12 三下 

03233370 数字政府概论 3 3 9 三下 

03233380 公共政策评估 3 3 12 三下 

行政管理专业辅修 

 

——

1902

1921 1931

1934

2020

 

 

21 9 1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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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230020 政治学原理 3 3 3 一上、一下 

03232580 行政学原理 3 3 0 一下 

03231620 公共政策分析 3 3 3 二上 

03230120 组织与管理 3 3 9 二下 

03231160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3 3 0 二下 

03232640 行政学研究方法 3 3 0 二下 

03231130 地方政府管理 3 3 3 二下 

03232530 公共经济学 3 3 0 三上 

03231120 比较公共管理 3 3 0 三上 

03233010 行政伦理学 3 3 0 三下 

注：“政治学原理”为平行课程，选课学期有两个，允许学生自由选择任一学期上课。



 

 

经 济 学 院 

经济学专业辅修 

1912

1985 1998

2008

2019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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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5 15  

1. 专业必修课：15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02533160 经济学原理 （Ⅰ） 3 4 16 

02533170 经济学原理 （Ⅱ） 3 4 16 

02530060 微观经济学 3 4 16 

02530070 宏观经济学 3 4 16 

02530140 计量经济学 3 4 16 

2. 专业选修课：15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以实际课号为准 经济史学导论 3 3 0 
02533340 中国经济思想史 3 3 8 
02535240 中国经济史 3 3 0 
02533600 产业组织理论 3 3 0 
02532260 信息经济学 3 3 8 
02535370 《资本论》选读 3 3 0 
02535670 计算经济学 2 2 0 
02530150 发展经济学 3 3 0 

02535410 应用计量经济学 3 3 16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辅修 

1959

50

 



经 济 学 院 177 

 

 

WTO  

 

B

 

 

30 15 15  

1. 专业必修课：15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02533160 经济学原理 （Ⅰ） 3 4 16 

02533170 经济学原理 （Ⅱ） 3 4 16 

02530060 微观经济学 3 4 16 

02530070 宏观经济学 3 4 16 

02530140 计量经济学 3 4 16 

2. 专业选修课：15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02530090 国际贸易 3 3 8 
02530100 国际金融 3 3 8 
02530620 国际投资学 3 3 8 
02533490 世界经济史 2 2 5 
02532120 世界经济专题 3 3 8 
02535380 中国对外经济 2 2 10 
02530150 发展经济学 3 3 8 

02534060 货币银行学 3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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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专业辅修 

1990 1994

 

1

2

3

4

5

 

 

 

1 2

3

4

 

B



经 济 学 院 179 

 

 

 

 

30 15 15  

1. 专业必修课：15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02533160 经济学原理（Ⅰ） 3 4 16 

02533170 经济学原理（Ⅱ） 3 4 16 

02530060 微观经济学 3 4 16 

02530070 宏观经济学 3 4 16 

02530140 计量经济学 3 4 16 

2. 专业选修课：15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02534060 货币银行学 3 3 8 

02530100 国际金融 3 3 8 

02533570 公司金融 3 3 0 

02530340 投资学 3 3 0 

02532420 金融工程概论 3 3 14 

02532240 金融经济学导论 3 3 0 

02533320 固定收益证券 3 3 7 

02535320 应用时间序列分析 2 2 0 

04831420 数据结构与算法 （B） 3 3 16 

04833490 计算科学与编程入门 2 2 16 

04834630 Python 程序设计与数据挖掘导论 3 3 16 

04831730 机器学习概论 3 3 16 

保险学专业辅修 

1993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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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2019 2021

2017 GCIE

2024  

 

 

 

 

B

 

 



经 济 学 院 181 

 

 

30 15 15  

1. 专业必修课：15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02533160 经济学原理（Ⅰ） 3 4 16 

02533170 经济学原理（Ⅱ） 3 4 16 

02530060 微观经济学 3 4 16 

02530070 宏观经济学 3 4 16 

02530140 计量经济学 3 4 16 

2. 专业选修课：15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02534820 保险学原理 3 3 3 

02534200 风险管理学 3 3 5 

02533570 公司金融 3 3 0 

02534960 保险经济学导论 2 2 4 

02532090 保险精算 3 3 0 

02535390 金融会计 3 3 3 

02531080 社会保险 2 2 3 

02530400 保险法 2 2 6 

财政学专业辅修 

1912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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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30 15 15  

1. 专业必修课：15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02533160 经济学原理（Ⅰ） 3 4 16 

02533170 经济学原理（Ⅱ） 3 4 16 

02530060 微观经济学 3 4 16 

02530070 宏观经济学 3 4 16 

02530140 计量经济学 3 4 16 

2. 专业选修课：15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02534520 财政学 3 3 9 

02535720 福利经济学 3 3 10 

02530051 统计学 3 3 10 



经 济 学 院 183 

 

 

（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02531080 社会保险 2 2 5 

02534500 公共经济学 3 3 9 

02533530 预算经济学 2 2 10 

02533570 公司金融 3 3 10 



 

 

光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专业创新创业管理方向双专业 

EMBA/ExEd MBA

 

 

 

 

 

40 24 16  

1. 专业必修课：24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830290 管理学 3 3 0 二下/三下 

02831110 经济学 4 4 0 二上/三上 

02831170 经济学讨论班 0 1 34 二上/三上 

 



光华管理学院 185 

 

 

（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834390 战略管理（中文班） 2 2 0 二下/三下 

02831520 会计学 3 3 10 
二下/三下，与 

“会计学 B”二选一 

02839290 会计学 B 3 3 10 
二上/三上，与 

“会计学”二选一 

02832600 营销学原理 3 3 10 二下/三下 

02834750 创新管理 2 2 2 二上/三上 

02834730 创业管理 2 2 16 二下/三下 

02834800 综合商业计划书竞赛 2 2 17 二上/三上 

02834870 创业与创新实践 3 3 39 二下/三下 

2. 专业选修课：16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839610 公司金融 3 3 2 
三上/四上 

（先修课：会计学） 

02839611 公司金融讨论班 0 1 34 三上/四上 

02839670 数智化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 2 2 10 二上/三上/四上 

02839210 人工智能与商业创新 2 2 5 二上/三上/四上 

02837190 供应链管理 2 2 3 二下/三下/四下 

02830110 人力资源管理 3 3 0 二下/三下/四下 

E2832231 商战模拟（英文） 2 2 24 二上/三上/四上 

02839030 共演战略：从创业到企业转型 2 2 10 二上/三上/四上 

02839190 创业思维 2 2 4 二下/三下/四下 

02834860 可持续创业 2 2 17 二上/三上/四上 

02839500 消费者行为 2 2 4 二上/三上/四上 

02838500 组织与管理 4 4 2 二上/三上/四上 

02831101 组织与管理讨论班 0 1 34 二上/三上/四上 

02838450 新媒体营销与精准广告 2 2 10 二上/三上/四上 

02838070 从案例学习管理 3 3 0 
二下/三下/四下 

（两年开一次） 

02834370 企业伦理 2 2 0 二下/三下/四下 

注：可以选修光华管理学院开设的其他课程作为双学位选修学分，但需要申请并得到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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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专业创新创业管理方向辅修 

EMBA/ExEd MBA

 

 

 

 

30 18 12  

1. 专业必修课：18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830290 管理学 3 3 0 二下/三下 

02831110 经济学 4 4 0 二上/三上 

02831170 经济学讨论班 0 1 34 二上/三上 

02834390 战略管理（中文班） 2 2 0 二下/三下 

02834750 创新管理 2 2 2 二上/三上 

02834730 创业管理 2 2 16 二下/三下 

02834800 综合商业计划书竞赛 2 2 17 二上/三上 

02834870 创业与创新实践 3 3 39 二下/三下 

 

 



光华管理学院 187 

 

 

2. 专业选修课：12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831520 会计学 3 3 10 
二下/三下，与 

“会计学 B”二选一 

02839290 会计学 B 3 3 10 
二上/三上，与 

“会计学”二选一 

02832600 营销学原理 3 3 10 二下/三下 

02839610 公司金融 3 3 2 
三上/四上 

（先修课：会计学） 

02839611 公司金融讨论班 0 1 34 三上/四上 

02839670 数智化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 2 2 10 二上/三上/四上 

02839210 人工智能与商业创新 2 2 5 二上/三上/四上 

02837190 供应链管理 2 2 3 二下/三下/四下 

02830110 人力资源管理 3 3 0 二下/三下/四下 

E2832231 商战模拟（英文） 2 2 24 二上/三上/四上 

02839030 共演战略：从创业到企业转型 2 2 10 二上/三上/四上 

02839190 创业思维 2 2 4 二下/三下/四下 

02834860 可持续创业 2 2 17 二上/三上/四上 

02839500 消费者行为 2 2 4 二上/三上/四上 

02838500 组织与管理 4 4 2 二上/三上/四上 

02831101 组织与管理讨论班 0 1 34 二上/三上/四上 

02838450 新媒体营销与精准广告 2 2 10 二上/三上/四上 

02838070 从案例学习管理 3 3 0 
二下/三下/四下 

（两年开一次） 

02834370 企业伦理 2 2 0 二下/三下/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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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

学时 

选课 

学期 
备注 

00130201 高等数学 （B） （一） 5 5 0 秋季 
免修要求详见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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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

学时 

选课 

学期 
备注 

00130202 高等数学 （B） （二） 5 5 0 春季 
免修要求详见 

“其他” 

00130211 
高等数学 （B） （一）习

题课 
0 2 0 秋季   

00130212 
高等数学 （B） （二）习

题课 
0 2 0 春季   

注：未修读以上课程者，不符合双专业毕业要求。 

 

 

 

42 15 27  

1. 专业必修课：15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 

总学时 

选课 

学期 
备注 

06232000 经济学原理 4 4 0 秋季 
免修要求见 

“其他” 

06239129 经济学原理习题课 0 1 0 秋季  

06239084 中级宏观经济学 3 3 0 全年 
互斥 

06239146 中级宏观经济学（荣誉课） 3 3 0 秋季 

06239130 中级宏观经济学习题课 0 1 0 全年  

06239085 中级微观经济学 3 3 0 全年 
互斥 

06239147 中级微观经济学（荣誉课） 3 3 0 秋季 

06239131 中级微观经济学习题课 0 1 0 全年  

06239086 计量经济学 3 3 0 全年 
互斥 

06239148 计量经济学（荣誉课） 3 3 0 春季 

06239132 计量经济学习题课 0 1 0 全年  

06234900 中国经济专题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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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业选修课：27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实践总

学时 

选课

学期 
备注 

00131460 线性代数（B） 4 64   秋季 
免修要求详见 

“其他” 

00131470 线性代数（B）习题 0 17   秋季   

00136950 概率统计（B） 4 64   春季 
免修要求详见 

“其他”  

06235060 财务会计 3 51 0   基础类 

02839290 会计学 B 3 3     基础类 

06239075 新结构经济学导论 2 40 12   基础类 

06239090 城市经济学 3 63 24   基础类 

06239093 发展经济学 3 51 0   基础类 

06239098 国际贸易 3 61 20   基础类 

06239100 环境经济学 3 63 24   基础类 

06239115 公共财政学 3 67 16   基础类 

06239123 政治学概论 3 68 34   基础类 

06239151 经济和政治哲学（荣誉课） 3 68 34   基础类 

06239152 管理学基础 3 54 6   基础类 

06239162 经济学研究与写作（荣誉课） 3 68 34   基础类+理论类 

06239108 卫生经济学 3 67 16   基础类+应用类 

06239160 
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荣

誉课） 
3 51 0   基础类+应用类 

06239164 经济学学术与实践前沿 1 25 16   基础类+应用类 

06239073 管理学经典选读 3 85 68   理论类 

06239137 博弈论 3 51 0   理论类 

06239150 劳动经济学（荣誉课） 3 68 34   理论类 

06239159 产业组织理论（荣誉课） 3 51 0   理论类 

06239165 行为经济学 3 51 0   理论类 

06238090 经济增长导论 3 89 46   理论类+应用类 

06239000 博弈与社会 3 51 0   理论类+应用类 

06239097 国际金融 3 59 16   理论类+应用类 

06239101 货币银行学 3 51 0   理论类+应用类 

06239156 社会与经济网络导论 3 111 60   理论类+应用类 

06239158 经济哲学专题 3 51 0   理论类+应用类 

06239161 经济学高级研讨班（荣誉课） 3 119 68   理论类+应用类 

06239157 经济学高级研讨班（习题课） 0 17 17   理论类+应用类 

06230156 
国际金融组织与全球金融

治理 
3 60 18   应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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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实践总

学时 

选课

学期 
备注 

06236010 财务报表分析 3 57 12   应用类 

06239040 宏观经济与健康 3 59 16   应用类 

06239092 低碳经济与碳金融 3 64 26   应用类 

06239104 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分析 3 60 18   应用类 

06239106 投资学 3 51 0   应用类 

06239107 网络营销与信息经济战略 3 64 26   应用类 

06239113 中国宏观经济 3 51 0   应用类 

06239117 教育经济学 3 61 20   应用类 

06239118 金融经济学 3 51 0   应用类 

06239139 量化金融专题 2 34 0   应用类 

06239141 公共政策参与 3 171 120   应用类 

06239142 数字货币原理 3 51 0   应用类 

06239143 
数字时代的组织行为与领

导力 
3 65 28   应用类 

06239144 世界经济千年史 3 63 24   应用类 

06239149 金融计量（荣誉课） 3 63 24   应用类 

06239154 
社会经济调查理论方法与

实践 
5 231 30 天   应用类 

06239155 中国金融改革 3 61 20   应用类 

06239163 数字金融 3 60 18   应用类 

06239166 管理学实证方法 3 57 12   应用类 

1.  

1 备注“N 选一”或“互斥”课程组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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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案中的课程 与其互斥的课程 

备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06232000 经济学原理 4 02831110 经济学 4   

06232000 经济学原理 4 
02533160 经济学原理（Ⅰ） 3 

此两门课之和，

如果只修其中一

门，不得免修

06232000 02533170 经济学原理（Ⅱ） 3 

 

4

 

5  

6  

2. 说明 

1

 

2

 

经济学专业辅修 

 

“ ”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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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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5 5 0 秋季 

00130202 高等数学（B）（二） 5 5 0 春季 

00130211 高等数学（B）（一）习题课 0 2 0 秋季 

00130212 高等数学（B）（二）习题课 0 2 0 春季 

注：未修读以上课程者，不符合辅修毕业要求。 

辅修学生修读高等数学（A）（一）/数学分析（I）/数学分析（一）、高等数学（A）（二）/ 

数学分析（Ⅱ）/数学分析（二），则应当免修高等数学（B）（一）、高等数学（B）（二）

课程。 

 

30 15 15  

1. 专业必修课：15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6232000 经济学原理 4 4 0 秋季 
免修要求见 

“其他” 

06239129 经济学原理习题课 0 1 0 秋季  

06239084 中级宏观经济学 3 3 0 全年 
互斥 

06239146 中级宏观经济学（荣誉课） 3 3 0 秋季 

06239130 中级宏观经济学习题课 0 1 0 全年  

06239085 中级微观经济学 3 3 0 全年 
互斥 

06239147 中级微观经济学（荣誉课） 3 3 0 秋季 

06239131 中级微观经济学习题课 0 1 0 全年  

06239086 计量经济学 3 3 0 全年 
互斥 

06239148 计量经济学（荣誉课） 3 3 0 春季 

06239132 计量经济学习题课 0 1 0 全年  

06234900 中国经济专题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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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业选修课：15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实践总

学时 

选课

学期 
备注 

00131460 线性代数（B） 4 64   秋季 
免修要求详见 

“其他” 

00131470 线性代数（B）习题 0 17   秋季   

00136950 概率统计（B） 4 64   春季 
免修要求详见 

“其他”  

06235060 财务会计 3 51 0   基础类 

02839290 会计学 B 3 3     基础类 

06239075 新结构经济学导论 2 40 12   基础类 

06239090 城市经济学 3 63 24   基础类 

06239093 发展经济学 3 51 0   基础类 

06239098 国际贸易 3 61 20   基础类 

06239100 环境经济学 3 63 24   基础类 

06239115 公共财政学 3 67 16   基础类 

06239123 政治学概论 3 68 34   基础类 

06239151 经济和政治哲学（荣誉课） 3 68 34   基础类 

06239152 管理学基础 3 54 6   基础类 

06239162 经济学研究与写作（荣誉课） 3 68 34   基础类+理论类 

06239108 卫生经济学 3 67 16   基础类+应用类 

06239160 
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荣

誉课） 
3 51 0   基础类+应用类 

06239164 经济学学术与实践前沿 1 25 16   基础类+应用类 

06239073 管理学经典选读 3 85 68   理论类 

06239137 博弈论 3 51 0   理论类 

06239150 劳动经济学（荣誉课） 3 68 34   理论类 

06239159 产业组织理论（荣誉课） 3 51 0   理论类 

06239165 行为经济学 3 51 0   理论类 

06238090 经济增长导论 3 89 46   理论类+应用类 

06239000 博弈与社会 3 51 0   理论类+应用类 

06239097 国际金融 3 59 16   理论类+应用类 

06239101 货币银行学 3 51 0   理论类+应用类 

06239156 社会与经济网络导论 3 111 60   理论类+应用类 

06239158 经济哲学专题 3 51 0   理论类+应用类 

06239161 经济学高级研讨班（荣誉课） 3 119 68   理论类+应用类 

06239157 经济学高级研讨班（习题课） 0 17 17   理论类+应用类 

06230156 
国际金融组织与全球金融

治理 
3 60 18   应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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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实践总

学时 

选课

学期 
备注 

06236010 财务报表分析 3 57 12   应用类 

06239040 宏观经济与健康 3 59 16   应用类 

06239092 低碳经济与碳金融 3 64 26   应用类 

06239104 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分析 3 60 18   应用类 

06239106 投资学 3 51 0   应用类 

06239107 网络营销与信息经济战略 3 64 26   应用类 

06239113 中国宏观经济 3 51 0   应用类 

06239117 教育经济学 3 61 20   应用类 

06239118 金融经济学 3 51 0   应用类 

06239139 量化金融专题 2 34 0   应用类 

06239141 公共政策参与 3 171 120   应用类 

06239142 数字货币原理 3 51 0   应用类 

06239143 
数字时代的组织行为与领

导力 
3 65 28   应用类 

06239144 世界经济千年史 3 63 24   应用类 

06239149 金融计量（荣誉课） 3 63 24   应用类 

06239154 
社会经济调查理论方法与

实践 
5 231 30 天   应用类 

06239155 中国金融改革 3 61 20   应用类 

06239163 数字金融 3 60 18   应用类 

06239166 管理学实证方法 3 57 12   应用类 

1. 课程其他相关规定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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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案中的课程 与其互斥的课程 

备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06232000 经济学原理 4 02831110 经济学 4   

06232000 经济学原理 4 
02533160 经济学原理（Ⅰ） 3 

此两门课之和，

如果只修其中一

门，不得免修

06232000 02533170 经济学原理（Ⅱ） 3 

 

4

 

5  

6  

2. 说明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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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专业双专业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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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21 21  

1. 专业必修课：21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631100 人工智能初级研讨班 1 2  春季 

04835230 人工智能基础 3 3  春季 

22530003 AI 中的数学 3 3  春季 

04632034 多智能体系统 3 3  春季 

04632036 机器学习 3 3  秋季 

22530006 计算机视觉 I-早期与中期视觉 3 3  秋季 

04632033 基于深度学习的自然语言处理 3 3  秋季 

04632032 人工智能系统实践 I 2 2 32 春季 

2. 专业选修课：21 学分 

1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431113 近代物理导论（I） 4 4  秋季 

00431115 近现代物理导论 I 习题 0 2  秋季 

00431114 近代物理导论（Ⅱ） 4 4  春季 

00431115 近代物理导论（Ⅱ）习题课 0 2  春季 

00334260 机器人学概论 3 3  春季 

22530005 认知与推理 3 3  秋季 

2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22530004 人工智能与社会学 2 2  春季 

04632035 人工智能与音乐 2 2  春季 

04632037 人工智能与商学 3 3  秋季 

22530002 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 2 2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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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632030 人工智能系统实践Ⅱ 2 2 32 秋季 

04632031 人工智能系统实践Ⅲ 2 2 32 春季 

04632039 
基于深度学习的内容生成原理

与方法 
2 2  春季 

22530009 蒙特卡洛方法 3 3  春季 

22530007 人工智能与芯片设计 2 2  秋季 

22530008 
计算神经科学导论：从大脑模

拟到 NeuroAI 
3 3  秋季 

22530010 
计算神经科学和类脑智能领域

前沿进展（专题） 
2 2  春季 

拟开课 脑、认知与计算 3 3  秋季 

拟开课 知识表达与推理 3 3  秋季 

人工智能专业辅修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080717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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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0  

1. 专业必修课：21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631100 人工智能初级研讨班 1 2  春季 

04835230 人工智能基础 3 3  春季 

22530003 AI 中的数学 3 3  春季 

04632034 多智能体系统 3 3  春季 

04632036 机器学习 3 3  秋季 

22530006 计算机视觉 I-早期与中期视觉 3 3  秋季 

04632033 基于深度学习的自然语言处理 3 3  秋季 

04632032 人工智能系统实践 I 2 2 32 春季 

2. 专业选修课：9 学分 

1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431113 近代物理导论（I） 4 4  秋季 

00431115 近现代物理导论 I 习题 0 2  秋季 

00431114 近代物理导论（Ⅱ） 4 4  春季 

00431115 近代物理导论（Ⅱ）习题课 0 2  春季 

00334260 机器人学概论 3 3  春季 

22530005 认知与推理 3 3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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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22530004 人工智能与社会学 2 2  春季 

04632035 人工智能与音乐 2 2  春季 

04632037 人工智能与商学 3 3  秋季 

22530002 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 2 2  秋季 



 

 

药  学  院 

药学专业辅修 

1943 2001

2019 202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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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业必修课：23.5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替代课程（课号） 

89230077 药学事业导论 2 1.5 秋季  

89230139 药事管理学 2 1 春季  

89230029 天然药物化学 3 3 秋季  

89230101 药理学* 3 3 秋季 

普通生物学 B

（01139380） 

或药理学基础

（01139001） 

89230047 药物化学 3 3 春季  

89230041 药剂学 3 3 春季  

89230072 药剂学实验 4 2 春季  

89230150 药物分析 2 2.5 春季  

89230134 药物分析实验 4 1 春季  

89230131 生药学 4 1.5 秋季  

89230135 药物治疗学 2 2 春季  

2. 专业选修课：7 学分及以上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替代课程（课号） 

89130152 人体结构和功能* 3 3 秋季 生理学（01130370） 

89230102 有机化学实验* 4 2 秋季 

有机化学实验 B

（01032711） 

有机化学实验

（01035003） 

89230055 仪器分析* 4 2 秋季 
仪器分析

（01034390） 

89230036 
现代生物技术理论与应

用* 
2 1 秋季 

现代生物技术导论

01139330） 

89230129 药用植物学 2 1.5 春季  

89230021 生物药剂与药动 2 2 秋季  

89330018 药物毒理学 2 2 秋季  

89230038 新药药理 2 2 秋季  

89230019 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 4 2 秋季  

89230142 
生物分子与生物分析技

术  
2 2.5 春季  

注： 

对于*所示课程，学生主修专业培养方案与辅修培养方案中课程内容相近或相同时，学

生应选修替代课程或其他课程取得学分，重复修读内容相近或相同的课程成绩无效。对同

名课程，学生应按主修专业培养方案要求的课程选课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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