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专业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90203 

专业名称：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一、培养目标 

1.基本培养目标 

培养的学生身心健康、知识结构合理，有健全的人格、高尚的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有一定的批判思维与创新能力、科学研究能力、沟通交流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组织管理能

力，具有国际视野和团队合作精神。 

2.专业培养目标 

积极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战略人才需求，培养新时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懂理论技术、解行业趋势、具国际视野、备创新能力、拥三农情怀，掌握水土保持与荒

漠化防治专业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在水保、农林业、环保、国土资源、城乡

建设等科教部门与企事业单位，从事关于水土流失与荒漠化防治、生态环境恢复、林业生态

工程和水保工程建设等方面的科学研究、规划设计、方案编制、施工监理监测、预防管理和

教育培训及科研工作的高素质创新创业领军人才。毕业后五年能够成为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

治行业科研、技术和管理骨干人才。 

二、毕业要求 

1.知识结构要求 

（1）毕业生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A1.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基本知识（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历史观、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 

A2.社会科学学科研究方法的基本知识（让学生掌握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了解基本研

究方法，具有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A3.数理与逻辑分析以及物理学的基础知识（让学生掌握数理与逻辑分析、大学物理的

基本知识） 

A4.现代信息技术的基本知识（让学生掌握现代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和信息处理技术等

的基本知识） 

A5.生态环境、生命科学、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让学生掌握自然环境与社会发

展、经济管理与社会科学、科技发展与文明传承、文明对话与国际视野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2）本科生应掌握的专业知识 

A6.植物学、土壤学、生态学、水文与水资源学、土壤侵蚀原理等学科基础知识 

A7.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制图与 CAD 等应用技术和工具类课程知识 

A8.工程力学、岩土力学、水力学、水土保持工程学等水土工程类理论与技术知识 

A9.水土保持林学、园林、水土保持经济植物栽培学等林草植物类课程 

A10.荒漠化防治工程学、水土保持规划与设计、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等综合治理类规

划类专业知识 



A11.掌握文献检索的基本方法，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水土保持项目管理学等监督与管

理类专业知识 

2.能力结构要求 

（1）毕业生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B1.清晰思考和用语言文字准确表达的能力 

B2.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B3.批判性思考、创造性工作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 

B4.组织、管理与领导能力，与人合作共事的能力 

B5.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基本鉴赏能力 

（2）毕业生应具备的专业能力 

B6.掌握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科的基本理论 

B7.掌握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和水土流失与荒漠化的监测、预防及监理、

监督、评价等基本技能 

B8.掌握水土资源合理开发与管理基本理论与主要技术 

B9.熟悉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生态环境保护、水土保持项目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法

规 

B10.了解国内外水土保持与荒漠化监测、防治的前沿动态及发展趋势、熟悉有关国际公

约 

3.素质结构要求 

（1）毕业生的基本素质 

C1.志存高远、意志坚强（以传承文明、探求真理、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为己任，矢志

不渝） 

C2.刻苦务实、精勤进取（脚踏实地，不慕虚名；勤奋努力，追求卓越） 

C3.身心和谐、视野开阔（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具有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心态和

宽阔的国际化视野） 

C4.思维敏捷、乐于创新（勤于思考，善于钻研，对于推陈出新怀有浓厚的兴趣，富有

探索精神并渴望解决问题） 

（2）毕业生的专业素质 

C5.具备科学思维、综合分析问题和创新能力，掌握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科的基本

理论 

C6.具备从事区域或流域水土保持规划与设计、开发建设项目水保方案编制、国土整治

规划、水土保持项目施工与监理等技能 

C7.具备从事水保理论和技术培训、科学调查研究、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申请审查和管理

的能力 

4．毕业要求 

通过 4 年学习，本专业学生受到科学思维与综合分析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的训练，掌握水

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科的基本理论、具有水土保持规划与设计、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编制、水土保持工程施工与监理等技能；能够运用生态平衡理论和工程技术，进行水土资



源保持、合理开发与管理。具体的毕业要求包括： 

4.1 [品德修养]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健全的人格，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国家意识，法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诚实守信、崇尚劳动，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2 [三农情怀]充分理解农业文明和乡村文化用蕴含的优秀思想，具有懂农业、爱农村，

爱农民的“三农”情怀和“爱农知农为农”素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

明与可持续发展理念。 

4.3 [人文素养]掌握一定的改治、经济、哲学、艺术等人文社科知识，继承和发扬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4.4 [理学素养] 具备扎实的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工程治理的基础理论知识与科学思

辨能力，能用数学、工程学、力学、材料学、生物学、实验科学等自然科学的理论和知识，

对水土流失与荒漠化治理工程、措施、技术、设计等领域的工程性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 

4.5 [专业綜合]了解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行业发展状况和趋势，能够运用所学专业理

论和方法，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现代工程技术、现代经营管理技术等对自然保护与环境生

态及相关领域的复杂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或形成解决方案。 

4.6 [审辨思维]具有审辨思维能力，能从多视角发现、辨析、质疑、评价本专业及相关

领域的现象和问题，提出独立性的见解或应对措施。 

4.7 [创新创业]具有创新创业意识，能够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在水土流失

与荒漠化治理创新创业活动中付诸实践。 

4.8 [交流协作]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能够通过口头和书面表达，现代化媒体技术

等表达方式与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具有团队协作精神，并作为主要成员或领导者

在团队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 

4.9 [全球视野]具有全球视野，关注生态环境安全、国土安全、水生态安全、可持续发

展等重大国际发展问题，能够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具备跨文化背景

的交流与合作能力。 

4.10 [学习发展]具有自我管理和自主学习能力，能够通过不断学习，适应社会需要，实

现个人可持续发展。 

三、培养方式 

按照综合性大类培养，学生前 2 年按大类进行基础理论学习和专业基础理论学习。在第

5 学期依据学生特点和兴趣，选择复合型或创新型方向专业选修课程，然后按专业方向进行

培养。到了大四学生已经学完主要的专业课程，对专业有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认识。第 8

学期复合型方向学生可以进行与产业和推广部门从事与专业有关的管理、规划、决策和推广

等单位进行实践学习；创新性方向学生可以进行科研机构或参加科研项目，完成一定的科研

内容，最后实现人才的分方向培养人才。 

四、主干学科与相关学科 

主干学科：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相关学科：地学、生物学、环境科学、林学、生态学、农业水土工程学 



五、专业核心课程 

土壤侵蚀原理、水力学、土壤学、水文与水资源学、岩土力学、水土保持工程学、水土

保持林学、荒漠化防治工程学。 

六、学制与学位 

标准学制：4 年，学习年限：3–6 年。 

授予学位：农学学士学位 

七、毕业学分要求 

毕业额定学分：163 学分（课内）+8 学分（课外） 

课内：必修课 87.0 学分，选修课 46.0 学分，综合实践教学环节 30 学分。 

课外：素质拓展 8 学分。 

取得额定学分，方可准予毕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