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科专业（辅修/双学位）培养方案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辅修双学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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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Geography & Urban-rural Planning̃  

҅ɻ ῠ  

本专业培养具备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接受严格科学思维的训练和良好的专业技能训练，立足于宏观、中观区域规划和土地管理。

从事城乡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研究、教学、开发或应用的高素质复合型专业人才。 

ԑɻ ҟ  

1．掌握人文地理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了解人文地理学的理论与前沿发展、应

用前景。 

2．熟悉相近专业如环境科学和管理科学的一般原理和方法，了解可持续发展战略等有关国家

政策和法规，了解相关专业的理论前沿、应用前景和最新发展。 

3．掌握城乡规划、建筑设计等方面的研究和应用技术，具有分析、归纳、整理有关数据、撰

写论文及动手设计的能力。 

4．具有较熟练的遥感和 GIS 技术的操作能力。 

5．掌握资料调查与收集、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得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 

6．掌握高等教学基本知识与应用技能，掌握一门外语和计算机应用技能，达到规定的等级。 

7．接受良好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的基本训练，具有创新意识、协同攻关能力及科学研究的

初步能力。 

8．具备丰富的人文科学素养，具备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身心，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与决策能

力、组织管理能力、口头与文字表达能力，具有较好的组织管理能力、较强的沟通能力、环境适

应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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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规划类、管理类。 

2̈Һ  

自然地理学、管理学原理、经济学原理、人文地理学、区域分析与规划、规划制图基础、城

乡规划原理、城市总体规划、城乡土地利用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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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 



本科专业（辅修/双学位）培养方案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辅修双学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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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学分（学生按照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修习规定课程并完成学位论文的撰写，若修读学分达

到 50学分，可主动申请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辅修专业学士学位。经学校审核，可获得南京农业大

学管理学辅修学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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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学士（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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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2101M 
自然地理学 

Physical Geography 
3 54  Ś      

ScPM2001M 
管理学原理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3 54  Ś      

ScPM2003M 
经济学原理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4 72   Ś     

GEOG2102M 
人文地理学 

Human Geography 
2 36   Ś     

GEOG3105M 

区域分析与规划 

Regional Analysis and 

Planning 

3 54  Ś      

ScPM3404M 
测量学 

Surveying 
3 36 18  Ś     

GEOG3102M 
规划制图基础 

Planning Drawing 
2 36  Ś      

GEOG3103M 
环境科学基础 

Environmental Science 
3 36 18  Ś     

GEOG3101M 

地理信息系统基础 

Basics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2 36   Ś     

GEOG3104M 
计算机辅助设计 

Computer Aided Design 
3 18 36  Ś     

GEOG3107M 

城乡规划原理 

Theory of Urban 

Planning 

3 54    Ś    

GEOG4106M 

修建性详细规划 

Constructive Detailed 

Planning 

3 38 16    Ś   

GEOG4105M 
控制性详细规划 

Regulatory Plan 
2 20 16    Ś   

GEOG4101M 
城市总体规划 

Overall Urban Planning 
2 28 8   Ś    

GEOG4117M 

城乡土地利用规划 

Urban-rural land use 

planning 

2 36  Ś      

GEOG4107M 

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 

Undergraduate Internship and 

Thesis Writing 

10        Ś 

   50 608 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