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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2023 版） 

一级学科：   地理学     （代码：   0705   ） 

本专业具有 硕士 学位授予权和  博士  学位授予权 

一、培养目标（对照《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中对硕士学位

和博士学位培养目标的要求，结合自身情况制定） 

1.硕士生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为教育理念，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培养能够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热爱国家，诚实本分，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时代使命感和民族

自豪感的地理学人才。具备地理学基本理论和思维能力，胜任野外工作和实验

室分析；掌握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统计和数值分析等技能；熟悉从

数据采集到定量分析和学术论文写作的科学研究过程，具有规范地撰写研究报

告和发表学术论文的能力；能够熟练地使用一门专业外语进行学术论文写作；

胜任与地理学有关的教学和其他工作，就业面宽广，或具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的基础。 

2.博士生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将博士研究生培养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

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熟悉地理学前沿与

动态，在地理学的一个或几个研究领域中具有较深的造诣，能够提出和解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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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科学问题；在基础研究中，具有原创性研究的思维能力和独立完成科研

工作的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和国际会议上

宣读论文；能够协助导师指导本科生实习和研究生的研究工作；胜任高等院校

地理学教学以及与地理学有关的较高级管理岗位的工作。 

二、学科方向与主要研究内容 

（一）自然地理学（硕士、博士） 

序号 学科方向 主要研究内容 

1 气候变化及环境响应 
全球与区域气候变化诊断、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

响应、陆地生态系统碳源汇评估、气候灾害 

2 风沙地貌与土壤风蚀 土壤风蚀、荒漠化防治、干旱区地貌 

3 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 
侵蚀过程与机理，水蚀预报模型，水土流失监测和

评价技术，土壤侵蚀环境响应 

4 
综合自然地理与景观

生态 

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生态系统服务、人地系统耦

合机理与模型模拟、全球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5 环境演变与影响评价 
地貌与第四纪环境、环境演变及其影响和响应，环

境考古 

6 水力学与水文水资源 
坡面与河流水动力过程，陆面水文过程统计、模拟

与预测，水文水资源环境响应。 

（二）人文地理学（硕士、博士） 

序号 学科方向 主要研究内容 

1 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 
经济活动区位，经济活动空间组织，区域产业结构优化

与经济发展 

2 城市地理与城乡规划 

城市空间结构、城市功能布局（产业布局、园区布局、

交通布局、历史文化区保护等）、城乡融合、城乡基础设

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规划 

3 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 

地缘研究的视角、地缘环境的理念与相关理论集成、地

缘环境分析框架、地缘要素解析、主要地缘体地缘环境

评价、地缘体的动力学演化及相互作用 

4 资源环境与健康地理 
资源环境经济学，环境与健康，健康服务的空间组织，

空间、地方和行为的健康效应 

（三）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硕士、博士） 

序号 学科方向 主要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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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遥感机理 
电磁波与地物相互作用机理，遥感尺度效应，定量遥感

建模 

2 遥感定量反演 
时空多变要素的定量反演理论、技术与方法；多源遥感

数据综合反演平台；多尺度地表数据产品 

3 遥感信息分析与应用 
遥感信息提取、处理和分析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应用

3S技术解决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问题 

4 地理信息分析 地理过程模拟；地理信息分析理论、方法和技术 

（四）自然资源（硕士、博士） 

序号 学科方向 主要研究内容 

1 水土资源与生态恢复 

土壤微形态、水土过程耦合机理、水土资源优化配置、

生物地球化学、生态退化机理与恢复技术、陆地生态系

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2 
资源生态与自然资源

保护 

自然资源形成与再生机制研究；森林和草地等资源对气

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影响的响应与适应、恢复重建与保

育；水土资源利用对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响应；生态

系统服务与生态安全；城市生态研究；景观生态规划等 

3 土地资源与区域发展 

土地经济与区域发展；土地生态与区域发展（土地利用

与生态安全、土地系统变化与环境风险、土地退化过程

与控制）；土地管理与区域发展 

4 中药资源 

道地中药材质量评价和形成机制研究、濒危珍稀药用植

物种质资源保护及其评价研究；植物资源综合利用及其

中药材仓储病虫害生态防治研究 

（五）自然灾害学（硕士、博士） 

序号 学科方向 主要研究内容 

1 灾害科学 

气象水文灾害、地震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态与环境

灾害等自然灾害的成因机理与过程；区域灾害系统的结

构与功能；区域灾害系统复杂性；区域灾害评价 

2 应急技术 
灾害监测技术、灾害应急技术、灾害评估技术、灾害模

型与模拟技术等 

3 风险管理 
风险文化与沟通（含传播）；灾害与风险教育；灾害风险

评估；灾害风险转移与保险；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等 

（六）全球环境变化（硕士、博士） 

序号 学科方向 主要研究内容 

1 
全球气候变化与地球

系统模拟 

气候动力学、气候理论与预测和全球变化、陆气相互作

用、地球系统模式 

2 
人类活动与全球变化

相互影响机制 

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贡献、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及影

响的响应与适应 

3 
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碳

循环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陆地碳循环过程、碳循环模型与模

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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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球变化数据产品与

定量遥感 
全球变化相关数据的遥感模型、同化方法及遥感产品 

三、学习年限 

1.硕士生 

硕士生学制 3年。按规定修满学分、成绩优秀、具有较好的科研成果的硕

士研究生可以申请提前半年毕业，答辩通过的可以在 2年半完成学业。 

2.博士生 

博士生学制 4年，本科直博生学制 5年。按规定修满学分、成绩优秀、具

有高质量科研成果的博士研究生可以申请提前一年毕业。延期博士生学习年限

不超过 6年，延期本科直博生不超过 8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1.硕士生（学分要求：不少于 35 分） 

表 1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课程结构和学分要求表 

课程模块 课程性质 课程类别 学分 

公共课 公共必修课 

思想政治

理论课 

(≥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 
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0-1 

自然辩证法概论 0-1 

外语 4 

综合素养

课(≥4) 

学术伦理与学术道德 1 

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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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方法课 2 

专业课 

自由选修课 

必修环节 

学位基础课[1] 6 

学位专业课[2] 12 

自由选修课 专业拓展课[3] 2 

培养环节 必修环节 

实践活动 2 

中期考核 1 

自设环节（导师研讨会[4]） 1 

 合计  35 

备注： 

[1] 学位基础课中应至少修读 1门研究方法类的基础课； 

[2] 学位专业课中“论文写作”课必修； 

[3] 专业拓展课应在导师指导下，修读其他一级学科（非地理学）培养方案中的学位基础

课或学位专业课； 

[4] 须提供导师研讨会（导师或导师研究团队历次组会）的详细记录册。 

2.博士生（学分要求：不少于 22 分）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课程结构和学分要求表 

课程模块 课程性质 课程类别 学分 

公共课 

公共必修

课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外语[1]  2 

综合素

养课 

(≥3)  

学术伦理与学术道德[2] 1 

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3] 1 

实验室安全 1 

 公共方法课 0-2 

专业课 
专业必修

课 

学位基础课[4] 4 

学位专业课[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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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环节 必修环节 

社会实践和国际化经历 1 

中期考核 1 

科研活动 3 

自设环节（导师研讨会[7]） 2 

  合计   22 

备注： 

[1] 满足我校研究生免修外语条件或者通过博士生入校英语综合考试的，可免修； 

[2] 若在硕士培养阶段已经修读学术伦理与学术道德课程，则不重复修读，相应学分补修

综合素养类其它课程； 

[3] 若在本科或硕士培养阶段已经修读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相应学分补修综合素养

类其它课程； 

[4] 至少修读 2门博士层次的学位基础课程； 

[5] 至少修读 2门博士层次的学位专业课程（含前沿讲座）； 

[6] 科研活动学分由两部分组成（共 3学分），参加学校层面开设的学术前沿讲座课程，

获得 1学分，完成本培养方案中的培养单位要求的科研活动，获得 2学分；  

[7] 须提供导师研讨会（导师或导师研究团队历次组会）的详细记录册。 

3. 本科直博生、硕博连读博士生 

本科直博生和硕博连读博士生原则上应修读全部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课程，

以及统筹设计的硕博必修环节。在硕士阶段，应修读全部的硕士阶段课程（不低

于 35 学分），硕士阶段已提前完成的博士生课程及培养环节，博士阶段可进行

相应的学分认定；硕士阶段政治、外语成绩优良者，博士阶段可申请免修相应课

程；硕士阶段已修读综合素养课程学术伦理与学术道德、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者，

博士阶段的综合素养课程学分可相应减免；硕士阶段已具备国际化经历者，必修

环节中的社会实践和国际化经历学分可直接认定。本科直博生、硕博连读博士生

的毕业总学分不得低于 5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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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港澳台研究生和国际研究生 

港澳台研究生总学分要求与普通研究生相同，免修公共政治课。 

外国留学研究生免修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外语课，必修“中国概况”（2学分）

和汉语论文写作（2 学分），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毕业学分要求同中国籍学生。 

五、培养方式与培养环节 

1. 硕士生实践活动要求 

硕士生入学时应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建立职业愿景，充分利用实践活动，扩

展职业发展道路。实践活动形式多样，可以从事与地理学相关的社会调查、科研

实践、兼职实习、教学实践等工作，工作量累计应不少于 60 日。其中，教学实

践应参加教学第一线工作，时长不低于 16 学时，可以面向低年级研究生、本科

生、专科生或中小学学生。教学内容应包括一定时数的课堂讲授，可以协助教师

上实验课，支持课堂讨论、主题班会，指导学生教育实习等。实践活动应在第三

学期结束前完成。实践活动结束后，研究生按学校要求填写实践活动考核表，由

导师或实习单位指导教师评定成绩后，由所在培养单位审核给定学分。 

2.硕士生导师研讨会 

硕士研究生须参加导师或导师团队组织的研究小组例会（导师研讨会），

并按导师的要求在组会中定期汇报课程学习、文献阅读、研究进展等，导师评

定成绩后由所在培养单位审核给定学分。学分认定时，学生须提供详细的组会

记录册（含组会的时间、地点、内容概要、导师签字等）。 

3. 硕士生中期考核要求 

硕士生中期考核是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是对硕士生的思想品德、

课程学习和科研能力的综合考查。硕士中期考核原则上应于第三学期完成（12月

前），特殊情况不应晚于第四学期（6月前）。中期考核由各学科专业统一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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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由导师及导师团队单独组织。中期考核活动应公开、正式地举行。考核小组由

3名（含）以上具有硕导资格的教师组成。中期考核通过者方能进入撰写论文阶

段。开题报告和中期考核后更换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研究主题发生明显变化）者，

需重新开题。 

中期考核的重点在于考查硕士生的科研能力及对本研究前沿领域文献信息

的掌握程度，开题报告需对本领域前沿科学问题有较为准确的把握，需通过文献

的综述系统性阐述本领域的前沿进展及存在的问题。考核由导师介绍专业学习状

况、研究生做开题报告，考核小组成员和硕士生以提问答辩、讨论分析等方式进

行。考核的结果将作为硕博连读候选人选拔的重要依据。 

硕士生应遵守学术道德规范，无学术不端行为。在地理学研究中，数据、地

图和研究方法是表征地理研究成果的几个重要方面，硕士生应对他人的这些成果

能够进行正确辨识，并在自己的研究论文或报告中加以明确和规范的标示。 

4. 博士生社会实践和国际化经历要求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博士研究生原则上应至少出境（含港澳台地区）交流

1次。交流形式可以是公派出国联合培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短期出国访

学、国外高校参观访问、境外培训等。提交博士学位申请前，应提交经导师审

阅签字的、不少于 5000字的国际交流总结报告，由培养单位审核并给定相应的

必修环节学分。 

因疫情防控等客观因素导致无法出境参加活动者，可至少参加一次网上举

办的国际会议，或至少参加一次在国内主办的国际会议，并且在提交博士学位

申请前需提交一篇本人作为第一作者正式发表（含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

上的英文论文。 

5. 博士生科研活动 

博士生应参加学校层面为博士生开设的学术前沿讲座课程，参与次数不得少

于 8次（含 8次），并获得相应的学分（1 学分）。此外，博士生应该按照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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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要求，完成如下科研活动，并获得相应的学分（2学分）：（1）学位论文

开题前，每学期须在研究小组例会中作不少于 1次学术进展报告；在学位论文开

题前，参加本研究领域的学术活动不少于 20 次（不含学校组织的学术前沿讲座）；

第四学期结束前，博士生应提交经导师审阅签字的、不少于 5000 字的科研活动

总结报告。（2）博士生在论文答辩前必须在以下几个级别的学术交流上作至少

一次学术交流：①所在二级学科专业（或以上）级别的学术报告；②院级、学部

级、校级层面的学术交流；③国家及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的学术交流（含墙报）；

④国内的学术会议报告（含墙报）；⑤国际的学术报告（含墙报）。 

6.博士生导师研讨会 

博士研究生须参加导师或导师团队组织的研究小组例会，并按导师的要求在

组会中定期汇报文献综述、研究进展，交流经验等，导师评定成绩后由所在培养

单位审核给定学分。学分认定时，学生须提供详细的组会记录册（含组会的时间、

地点、内容概要、导师签字等）。 

7. 博士生中期考核要求 

博士生中期考核原则上应于第四学期结束前完成（本科直博生不得晚于第

六学期结束前）。考核内容主要为学科综合研究能力和博士学位论文的开题报

告。考核小组由 3-5人组成，组长由具有博士生指导资格的教师担任，组员由

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博士生导师、教授或具有博士学位的副教授组成；跨学科

的论文选题应聘请相关学科的专家参加。鼓励聘请校外本专业或相近专业专家

参加考核小组。本科直博生在入学的第四学期末或第五学期初参加博士资格考

核，考核通过后方可参加博士生中期考核。 

考核由博士生介绍专业学习状况、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考核小组成员和博

士生以提问答辩、讨论分析等方式进行。考核小组对博士生的学科专业知识、

科研能力、论文选题的可行性进行评议，提出是否通过的建议。 

开题报告：博士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进行广泛调查研究、查阅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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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充分了解学科发展现状和前沿动态的基础上，尽早确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

撰写论文开题报告。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须与就读的学科领域相符，应选择学科

前沿领域或对科技发展、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选题。应加强

选题的查重查新工作，确保学位论文选题的前沿性和创新性，避免论文研究工作

的重复性。 

文献综述：根据研究需要，综述需要阅读大量的国内外文献，至少阅读 60

篇以上英文文献，其中最近 3-5年内的文献占一半以上，高质量的文献至少占 30%

以上。综述部分原则上应不少于 5000字，综述的参考文献在 100-200 篇之间。 

学术道德规范：博士生应遵守学术道德规范，遵守国家有关的保密法律和规

章。在地理学研究中，数据、地图和研究方法是表征地理研究成果的几个重要方

面，博士生应对他人的这些成果能够进行正确的参考和应用，并在自己的研究论

文或报告中加以明确和规范的标示。 

六、学位论文与论文答辩 

1. 硕士生学位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应满足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和

《北京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基本要求。在导师或导师团队的指导下

由硕士生本人独立完成，论文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逻辑清晰，包含申请人对

所研究领域的新见解，能够表明申请人已具备从事科学研究或专门技术工作的

能力。硕士学位论文需符合学术规范要求，符合《北京师范大学学位论文编写

规则》，并通过“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的查重检测。 

硕士生论文答辩前，申请人应满足地理学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在科研成果方

面的基本要求，至少具备与学位论文相关的以下成果 1项：（1）以第一作者

（或导师第一作者，本人第二作者）在国内外学术刊物或学术会议论文集上发

表北京师范大学作为第一单位的论文 1篇；（2）独立或与导师合作完成发明专

利、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3）作为主要参与人协助导师完成项目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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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咨询报告等的撰写，提供不少于 5000 字的报告；（4）协助导师完成科

研项目的总结报告，撰写不少于 5000字的项目成果总结；（5）协助导师完成

专著、教材的编著，撰写内容不少于 1万字。 

2. 博士生学位论文 

博士生学位论文应满足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和

《北京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基本要求，在导师或导师团队的指导下

独立完成，能够体现申请人在论文选题领域具有坚实宽厚的基础理论与系统深

入的专门知识，对所研究的课题具有创造性贡献。博士学位论文应反映出博士

生具有独立从事本学科专业创造性研究工作和实际应用工作的能力。 

在博士学位论文匿名送审之前，博士生需进行预答辩。预答辩小组至少由 3

名本领域具有博士生指导资格的教师组成，组长应具有正高级职称。预答辩通

过者，方可正式进入学位论文的送审与评阅环节。博士学位论文需符合学术规

范要求，符合《北京师范大学学位论文编写规则》，并通过“学术不端文献检

测系统”的查重检测。 

博士生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应满足申请博士学位论文的条件，在地理学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的本领域国内外高水平学术刊物上正式出版（或在线发

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学位申请人应为学术论文的第一作者（不含

共同第一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应为学术论文的第一署名单位。 

七、课程一览表（专业方法课请在课程名称后用*标注） 

课程类

别 
层次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课程建设 

学位基

础课 
硕士 

学科前沿科学问

题概论 

Introduction to academic front of 

geography 
3 48 秋季 学科 

学位基

础课 
硕士 

学科前沿分析方

法* 

Analytical methods of academic 

front 
3 48 春季 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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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基

础课 
硕士 自然地理学原理 Principles of physical geography 3 48 秋季 自然地理学 

学位基

础课 
硕士 高等人文地理学 Advanced Human Geography 3 48 秋季 人文地理学 

学位基

础课 
硕士 

地理信息科学前

沿技术* 
Frontiers of GIScience 3 48 秋季 

地图学与地

理信息系统 

学位基

础课 
硕士 自然资源学原理 Pinciples of Natural Resources 3 48 秋季 自然资源 

学位基

础课 
硕士 

灾害风险科学与

技术*(注：含灾

害风险模型、模

拟和测量与评

价） 

Disaster Risk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 48 秋季 自然灾害学 

学位基

础课 
硕士 

全球变化科学与

技术*（注：含地

球系统模拟、全

球变化研究方法

与技术） 

Global Chang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 48 春季 

全球环境变

化 

学位基

础课 
博士 

地理学科前沿进

展 
 Progress of geographic science 2 32 秋季 学科 

学位基

础课 
博士 

地理学科前沿分

析方法 

Analytical methods of geographic 

front 
2 32 秋季 学科 

学位基

础课 
博士 地理模型与模拟 

Models and simulations for 

geographic sciences 
2 32 春季 学科 

学位基

础课 
博士 

地理学研究设计

（注：偏重项目

设计、论文构思

与写作） 

Design for geographic researches 2 32 春季 学科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论文写作 Academic writing 2 32 

秋季

春季 
学科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气候变化及生态

环境影响评价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2 32 秋季 自然地理学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土壤侵蚀模型及

应用 

Soil erosion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2 32 秋季 自然地理学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土壤侵蚀研究方

法 
Soil erosion research methods 2 32 春季 自然地理学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自然地理区域分

析 

Regional analysis of physical 

geography 
2 32 春季 自然地理学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土壤风蚀与荒漠

化防治 

Soil wind erosion and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2 32 秋季 自然地理学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风沙过程观测与

模拟 

Observations and simulation of 

aeolian processes  
2 32 春季 自然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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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专

业课 
硕士 

景观生态学与综

合自然地理学 

Landscape Ecology and Integrated 

Physical Geography 
2 32 秋季 自然地理学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人地系统耦合与

可持续发展 

Human-Earth System Coupl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 32 春季 自然地理学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水文过程与模拟 

Hydrology processes and 

modeling 
2 32 秋季 自然地理学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环境演变原理与

方法 

Theory and methods in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2 32 春季 自然地理学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人文地理学思想

和方法论 

Human Geography Thoughts and 

Methodology  
2 32 秋季 人文地理学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人文地理学研究

方法 

Research Methods in Human 

Geography  
2 32 春季 人文地理学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高等经济地理学 Advanced Eonomic Geography 2 32 春季 人文地理学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文化地理学及其

应用 

Cultural Geography and Its 

Applications 
2 32 秋季 人文地理学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地缘环境理论 Geo-setting Theory 2 32 春季 人文地理学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国土空间规划理

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patial 

Planning 
2 32 秋季 人文地理学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城市与区域发展

理论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ory 
2 32 春季 人文地理学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企业地理学 Corporate Geography 2 32 秋季 人文地理学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行为地理学 Behavior Geography 2 32 秋季 人文地理学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地理空间建模 

Spatial Modeling of Geographical 

Systems 
2 32 秋季 

地图学与地

理信息系统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地理大数据分析

方法 

Analysis methods for 

Geographical Big Data 
2 32 春季 

地图学与地

理信息系统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遥感反演理论与

方法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version 

method for Remote Sensing 
2 32 秋季 

地图学与地

理信息系统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计算机地图制图

学 
Computer-Aided Cartography 2 32 秋季 

地图学与地

理信息系统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地理信息可视分

析与应用 

Geospatial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and applications  
2 32 春季 

地图学与地

理信息系统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地理信息空间分

析方法 

Spatial Analysis for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2 32 春季 

地图学与地

理信息系统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微波遥感与应用 

Microwave Remote Sensing and 

Applications 
2 32 秋季 

地图学与地

理信息系统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遥感图像处理与

实践 

Remote Sensing Image processing 

methods and practice 
2 32 秋季 

地图学与地

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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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专

业课 
硕士 

全球陆表遥感产

品处理与分析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of 

Remote Sensing Products 
2 32 春季 

地图学与地

理信息系统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地表水热平衡遥

感 

Remote Sensing for Land Surface 

Water and Heat Balance 
2 32 春季 

地图学与地

理信息系统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生态水文学 Ecohydrology 2 32 秋季 自然资源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水文土壤学与水

土资源利用 

Hydropedology and Utilization of 

Water and Soil Resources 
2 32 秋季 自然资源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自然资源监测评

估与管理 

Monitoring,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2 32 春季 自然资源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自然资源经济学 Economics of Natural Resources 2 32 春季 自然资源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土地资源与国土

空间开发 

Land Resources and National 

Territorial Space Development 
2 32 春季 自然资源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土地系统分析与

建模 

Land System Analysis and 

Modelling 
2 32 春季 自然资源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植被地理与林草

资源研究 

Advanced Vegetation Geography 

and Forest/Grassl and Research 
2 32 秋季 自然资源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生物资源观测与

模拟 

Monitoring and Modelling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2 32 秋季 自然资源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生物资源评价与

保护 

Assessment and Conservation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2 32 秋季 自然资源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中药资源学 

Chinese Medicine Resources 

Science 
2 32 秋季 自然资源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地震与地质灾害 

Earthquake and Geological 

Disasters 
2 32 秋季 自然灾害学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气象与水文灾害 Hydro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2 32 秋季 自然灾害学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海洋灾害 Marine Disasters 2 32 春季 自然灾害学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生态与环境灾难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isasters 
2 32 春季 自然灾害学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城市与区域灾害

系统 

Urban and Regional Disaster 

Systems 
2 32 秋季 自然灾害学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灾害调查、测量

与评估 

Disaster Survey,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2 32 春季 自然灾害学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灾害风险模型与

模拟 

Disaster Risk Models and 

Modeling 
2 32 春季 自然灾害学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灾害经济与保险 Disaster Economics and Insurance 2 32 秋季 自然灾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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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专

业课 
硕士 灾害应急与管理 

Disaster Emergency Response and 

Management 
2 32 春季 自然灾害学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灾害教育与减灾

文化（含传播） 

Disaster Education an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Culture 

(incluiding Propagation) 

2 32 春季 自然灾害学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陆面过程及其对

地球环境的影响 

Land Surface Processes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Earth's 

Environment 

2 32 春季 
全球环境变

化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全球变化交叉原

理与方法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Intersectional Research on Global 

Change 

2 32 春季 
全球环境变

化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地球系统模式与

模拟 

Earth System Model and 

Simulation 
2 32 秋季 

全球环境变

化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全球环境变化观

测方法与综合分

析 

Observation Methods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 32 春季 
全球环境变

化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冰冻圈科学 Cryospheric Science 2 32 秋季 

全球环境变

化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全球气候变化 Global Climate Change 2 32 春季 

全球环境变

化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全球生物地球化

学循环 
Global Biogeochemical Cycles 2 32 秋季 

全球环境变

化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全球变化生态学 Global Change Ecology 2 32 秋季 

全球环境变

化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全球变化经济学   Economics of Global Change 2 32 秋季 

全球环境变

化 

学位专

业课 
硕士 

全球环境变化与

人类健康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Human Health 
2 32 春季 

全球环境变

化 

学位专

业课 
博士 

地理学学术前沿

讲座 

Academic reports for geographic 

front 
2 32 春季 学科 

学位专

业课 
博士 土壤侵蚀原理 Principles of soil erosion 2 32 秋季 自然地理学 

学位专

业课 
博士 

环境演变与自然

灾害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and 

natural disasters 
2 32 秋季 自然地理学 

学位专

业课 
博士 风沙物理学 Physics of blown sand 2 32 秋季 自然地理学 

学位专

业课 
博士 陆气过程与模拟 

Land-atmosphere processes and 

simulations 
2 32 秋季 自然地理学 

学位专

业课 
博士 

高等人文地理学

(博) 
Advanced Human Geography 2 32 秋季 人文地理学 

学位专

业课 
博士 

人文地理学研究

方法(博) 

Research Methods in Human 

Geography  
2 32 春季 人文地理学 

学位专

业课 
博士 

人文地理学前沿

问题 
Frontiers in Human Geography 2 32 春季 人文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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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专

业课 
博士 

人文地理学思想

和方法论(博) 

Human Geography Thoughts and 

Methodology  
2 32 秋季 人文地理学 

学位专

业课 
博士 

高级地理信息科

学 
Advanced GIScience 2 32 秋季 

地图学与地

理信息系统 

学位专

业课 
博士 

高级遥感科学与

技术 
Advanced Remote Sensing 2 32 秋季 

地图学与地

理信息系统 

学位专

业课 
博士 

时空统计分析与

应用 

Spatio-temporal Statistics and 

Applications 
2 32 春季 

地图学与地

理信息系统 

学位专

业课 
博士 

GIS 与遥感专题

应用 

Applications of GIS and Remote 

Sensing 
2 32 春季 

地图学与地

理信息系统 

学位专

业课 
博士 

生物资源学原理

与方法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2 32 秋季 自然资源 

学位专

业课 
博士 

土地资源利用与

管理：原理与方

法 

L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Theories and 

Methods 

2 32 秋季 自然资源 

学位专

业课 
博士 

地球关键带与自

然资源可持续利

用 

Earth's Critical Zon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Sustainability 
2 32 秋季 自然资源 

学位专

业课 
博士 

区域可持续发展

评价与规划 

Assessment and Planning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 32 春季 自然资源 

学位专

业课 
博士 

灾害风险科学与

技术前沿 

Frontiers in Disaster Risk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32 秋季 自然灾害学 

学位专

业课 
博士 

灾害大数据与人

工智能 

Disasters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egence 
2 32 秋季 自然灾害学 

学位专

业课 
博士 

灾害风险模型与

模拟前沿 

Frontiers in Disaster Risk Models 

and Modeling 
2 32 春季 自然灾害学 

学位专

业课 
博士 

防灾减灾工程与

防护工程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Engineering and 

Protection Engineering 

2 32 春季 自然灾害学 

学位专

业课 
博士 气候动力学  Climate Dynamics 2 32 春季 

全球环境变

化 

学位专

业课 
博士 生态气候学 Ecoclimatology 2 32 秋季 

全球环境变

化 

学位专

业课 
博士 

地球系统模式的

高性能计算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of 

Earth System Model 
2 32 秋季 

全球环境变

化 

学位专

业课 
博士 

全球环境变化与

公共健康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Public Health 
2 32 春季 

全球环境变

化 

附件 1：全部课程教学大纲 

附件 2：经典前沿阅读书目（含学术刊物和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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