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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学专业培养方案 

西南大学茶学专业源于抗战期间复旦大学在北碚的茶叶专修科，1951年在时任农业部副部长的

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关怀下成立，是西南大学的特色专业，在全国设置茶学专业的大专院校中

属办学历史最长、学历教育层次最全的学科之一，现已成为具博士、硕士、学士授予权的多层次、

多方向的重点高等学科，为重庆市一流建设专业。 

本专业以应用生物学、农业科学、食品科学、经营管理等为支撑，形成了茶树高效生产、茶叶

加工与品质调控、茶产品开发与综合利用、茶健康与功效、茶业经济贸易与茶文化等覆盖茶全产业

链的学科体系。专业立足重庆，服务西南，辐射全国，面向世界，以培养三农情怀深厚、专业技能

扎实、综合素养全面的新型农林人才为目标。西南地区作为茶学学科的起源地和世界茶树的起源中

心，资源优势明显，学科发展注重行业综合创新与产业区域特色发展，已成为了西南地区茶叶科研、

开发、示范和推广中心。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坚持“立德树人”为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基于“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

专业理念，以培养德智体美劳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总目标，培养具有爱国进取、

创新思辨精神、社会责任感、人文底蕴、扎实专业知识、宽广国际视野、深厚三农情怀，具备茶学、

食品科学和农业生物科学等方面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的“知茶、爱茶、践茶” 新型农

林人才，以强农兴农为己任，服务于乡村振兴发展，学生在毕业 5 年左右预期能在农业、工业、商

贸、管理等领域或部门胜任茶业相关生产、经营管理、科研教学等工作，并能实现以下目标。 

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明礼诚信，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理解并坚守茶业行业的职业道德规范，并能综合考虑相关环境、法律与可持续发展等因素的影响，

在茶叶生产实践中能坚持公众利益优先。 

目标 2：掌握茶树栽培育种、茶叶生物化学、茶叶加工技术与品质形成、茶综合利用与产品开

发、茶叶营养与功能、茶叶审评与检验等的基本理论；具有较扎实的茶叶生产、茶叶加工与产品开

发、茶健康与功效、茶业经济贸易与茶文化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并具有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能够从事茶学领域科学研究、产品设计、开发和生产。 

目标 3：能够适应现代茶产业技术发展，融会贯通茶学、农业科学和食品科学专业知识，熟悉

茶叶生产与管理有关的标准和法规，具备茶叶生产、茶叶品质控制、产品开发、市场营销和企业管

理等综合能力，以及茶艺和茶叶审评等技能，成为农艺师、茶艺师和评茶师以及茶业相关企业中层

管理者等。 

目标 4：理解茶叶科学、茶产业、茶文化与当代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了解茶产业发

展动态，认识茶产业发展问题，根据所学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具备市场统筹规划、产品设计与策

划、企业经营与管理和茶文化传播的能力。 

目标 5：具有全球化视野，具有国际交流的能力；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他学习渠道更新知识，

能积极主动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和环境，拥有自主的、终生的学习习惯和能力，实现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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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提升。 

二、毕业要求 

茶学专业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使学生能够成为茶叶科学、茶产业和茶文化领域的创新复

合型人才。通过本专业的学习，毕业生将达到如下要求： 

1. 职业修养：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公民道德水平和社会责任感，能够在茶学领域的实践中

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1.1 掌握茶艺、茶文化和中华茶礼仪等知识，能够继承和发扬中华茶文化，具有一定的社会责

任感。 

1.2 能够正确处理哲学、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提高综合素养，具备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严谨的科

学精神。 

1.3 通过思政、人文、社科和体育等课程的学习，具备良好的身心素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遵守茶行业的职业道德和规范，理解并履行茶叶生产与质量安全的职业责任。 

2．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茶学领域的复杂科学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平台、技术、

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科学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2.1 能够针对茶学的复杂问题，选择与使用恰当的仪器分析技术、加工技术、设备、资源和信

息等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科学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2.2了解茶叶智能化和智慧化相关技术研究领域发展趋势。 

2.3 能够应用适当的现代信息技术和工具开展茶产业数据信息收集、整理和统计分析并指导生

产实践。 

3．三农情怀：能充分理解农业文明和乡村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具有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的“三农”情怀，具有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理念。 

3.1 能够通过社会实践、调查，走进农村，走近农民，走向农业，具备服务三农和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3.2 能够以“强农兴农”为己任，了解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需求，愿意扎根农

村，服务三农。 

3.3 树立正确的农业发展观，具备解决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问题的能力，具备生态文明与可持

续发展的理念。 

4．知识整合：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形成科学的自然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能够运用数学、物

理、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对农林领域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判断。 

4.1 在系统掌握数学、化学、生物学等相关课程知识的基础上，能够将相关知识用于茶学领域

的试验设计、生产管理和产品研发。 

4.2 系统掌握生物化学、遗传学和农学相关课程知识，并能将其应用于茶树新品种创制、茶叶

生产管理与产品质量控制等领域。 

4.3 掌握茶叶生化、茶叶生产加工及品质控制、茶叶审评与检验、茶叶深加工及产品研发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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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理论，从而具备解决茶叶生产复杂问题的能力。 

5．专业综合：了解农林和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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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营管理技术等对农林和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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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能够融会贯通茶园规划设计、茶叶高效生产、茶叶加工与控制、茶叶经济贸易等基础理论

知识，并运用文献分析和茶学研究方法，针对茶叶生产和茶叶经济领域的复杂科学问题设计解决方

案。 

5.2 能够基于茶叶加工技术、茶叶营养与健康、茶资源的综合利用等原理，结合现代茶叶加工

新技术和产业发展需求，设计新工艺，开发茶叶相关新产品。 

5.3 能够在解决农林和食品相关领域的复杂问题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产业发展与社会、健康、

文化、安全、法律等的关系。 

6．审辩思维：具有审辩思维能力，能够从多视角发现、辨析、质疑、评价本专业及相关领域的

现象和问题，提出创新性的见解或应对措施。 

6.1 能够基于茶学的基础理论与技术，通过文献研究和相关方法，并运用茶学试验设计和茶叶

生产技术等发现和辨析茶学领域的复杂科学问题。 

6.2 能够基于茶学的基础理论与技术，结合茶叶生产实训和科研创新训练等，提出茶园管理、

茶叶加工等相关的复杂生产问题。 

6.3 能够基于文献、相关研究方法和生产实训研究，进行茶叶科学与茶产业领域的复杂科学问

题的试验设计、数据分析与现象解释，提出创新性的见解或应对措施。 

7．沟通交流：能够就茶产业领域的复杂科学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具备

跨文化背景的交流与合作能力。 

7.1 能够通过口头和书面表达、现代化媒体技术等表达方式，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

沟通。 

7.2 通过学习专业英语，具备基本的国际交流能力，能够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多样性和

差异性。 

7.3 通过阅读国内外科技文献，国际交流，关注国内外茶产业、茶文化与科技发展动态。 

8．团队协作：具有团队协作精神，能够与团队成员和谐相处，协作共事，并作为主要成员或领

导者在团队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 

8.1 能够与茶学学科相关的其他学科成员进行有效的交流、沟通。 

8.2 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8.3 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并能合理制订工作计划，根据团队成员的知识和能力分配任务。 

9．学习发展：具有终身学习和创新创业意思和自我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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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具备收集、分析和归纳国内外茶叶科学领域相关技术信息的能力，能持续不断补充自己的

专业知识，认识到终身学习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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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能够跟踪茶产业及相关领域的最新技术发展趋势，并通过自主学习相关领域最新技术成果，

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 

9.3 能够制定并实施职业发展规划，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10．全球视野：具有全球视野，关注粮食安全、食品安全、营养与人类健康、生态环境安全、

可持续发展、农产品贸易等重大问题。 

10.1 掌握至少一门外国语，具有较强的听、说、读、写能力，能较熟练地阅读茶学相关专业的

外文资料。 

10.2 了解经济与贸易的国际环境，掌握全球茶产业的发展动态。 

10.3 了解国际动态，关注全球环境、农业、食品安全、茶产业等重大问题，具有辨别国际舆论

的能力。 

三、学期与学制 

学期：每学年分为秋季、春季和夏季三个学期，夏季学期为选择性学期 

学制：标准学制 4 年，学习期限为 3-6 年 

四、毕业与授位 

学生在培养方案规定的学习年限内，达到《西南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西校〔2021〕

385 号）规定的毕业条件，准予毕业；符合《西南大学全日制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

则（修订）》（西校〔2021〕33号）规定的学位授予基本要求，授予学士学位。 

毕业学分：主修学位 155学分；来华留学生主修学位 120学分。  

授予学位：农学学士学位。 

具体学分要求包括： 

通识教育课程：48 学分 

通识必修课：40 学分 

通识选修课：8 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31 学分 学科必修课：31 学分 

专业发展课程：56 学分 

专业必修课：28 学分 

专业选修课：28 学分 

综合实践课程：20 学分 实践必修课：20 学分 

选修学分：36 学分 选修比例：23.2 %  

实验和实践学分：51 学分 实验和实践比例：3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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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实验（习）及其教学要求 

基础性实验：茶叶生物化学实验、茶叶审评与检验实验、植物学Ⅱ实验及实习、植物生理学实

验、茶树栽培学实验、茶树育种学实验、茶树病虫害防治实验、茶叶加工学实验、茶艺、茶叶鉴赏、

现代茶食品加工实验、茶叶微生物产品学实验、农业综合基础实验、普通遗传学实验、生物技术原

理与进展实验。 

综合性实验：专业认知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社会实践、毕业论文设计。 

创新性实验：科研创新实训、毕业论文设计。 

实验（习）教学要求： 

1. 茶学实验和实践教学与茶叶科学研究与社会生产紧密相关，教学内容应反映茶叶科学与生产

领域的新技术、新成果，并且及时更新。 

2. 注重实践环节与理论知识的融会贯通，鼓励创新性实践，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3. 融合最新实验技术，以全国实验实习统编教材或自编教材作为参考，制定合理的实践计划和

实施方案。 

4. 要求学生掌握农学基本研究方法，以及茶学领域的相关仪器设备的使用和实验规范、分析检

测方法和技能、茶叶审评与艺术等，并运用所学知识设计或者解决有关茶学领域的问题。 

六、课程计划 

课

程

类

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

时 

理

论

学

时 

实

验 

学

时 

实

践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大类

培养

阶段

课程 

来华

留学

生课

程 

辅

修

课

程 

辅

修

学

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程 

32111043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52 40  12 1     考试 

思想政治

类 

  

  

  

3211098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52 40  12 2     考试 

3211104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 
3 52 40  12 3     考试 

3211104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3 52 40  12 3     考试 

3211101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3 52 40  12 4     考试 

24110001 形势与政策 2 64 64   1-8     考查 

91110001 军事理论 2 32 32   1     考查 

军事类 
91110002 军事技能 2 

2-3

周 
  

2-3

周 
1     考查 

 
体育 A 0.5 32 4  28 1  √   考试 

体育类 

体育 B 0.5 32 4  28 2  √   考试 

 
体育 C 1 32 4  28 3  √   考试 

体育 D 1 32 4  28 4  √   考试 

07113478 体育 E 0.5 8 2  6 5/6  √   考查 

07113479 体育 F 0.5 8 2  6 7/8  √   考查 

 
大学英语ⅡA/ⅡC/ⅠA 2.5 40 40   1     考试 外语类（课

堂教学 32大学英语ⅡB/ⅡD/ⅠB 2.5 40 40   2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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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

时 

理

论

学

时 

实

验 

学

时 

实

践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大类

培养

阶段

课程 

来华

留学

生课

程 

辅

修

课

程 

辅

修

学

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大学英语ⅡC//ⅠA/ⅠC 2.5 40 40   3     考试 学时+网络

自主学习

8 学时） 
大学英语/ⅡD/ⅠB/ⅠD 2.5 40 40   4     考试 

21110020 

 
大学计算机基础Ⅱ 3 56 32  24 2  √   考试 

计算机类，

除工科、艺

术以外的

各非师范

专业 

90110031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

就业指导 A 
0.5 8 8   2     考查 

就业指导 

90110032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

就业指导 B 
0.5 8 8   5     考试 

24110007 大学生创业基础 1 16 16   2     考试 创业基础 

来华留学生课程模块 

 汉语 1 3 48 48   1  √   考试 替换思想

政治类课

程、军事课

程、军事技

能、公共外

语、职业规

划与就业

指导等课

程 

 汉语 2 3 48 48   2  √   考试 

 中国概况 1 2 32 32   1  √   考查 

 中国概况 2 2 32 32   2  √   考查 

港澳台学生课程模块 

 中国国情概况 6 96 56  40 1/2     考试 替代思想

政治类课

程 
 中国近代史纲要 5 80 48  32 1/2     考试 

 中国传统文化 6 96 64  32 1/2     考试 

替代军事

类课程  

中国传统体育运动

类课程（含武术、

太极拳、健身气功、

中华射艺等） 

4 64 64   1-2     考试 

小计 40 748 540  208   17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程 

思想政治类 2 

 

 

所有学生必须选有思想政治类课程，必选心理健康类课程 2 学

分，必选公共艺术类课程 2 学分。人文社科类专业必须选有自

然科学类课程，自然科学类专业必须选有人文社科类课程 

 

心理健康类 2  

公共艺术类 2  

人文社科类 2 

本专业学

生须选修

人文社科

类 

要求选修学分 8   

 

 

14210029 高等数学Ⅲ 4.5 72 72     1  √   考试   

16210010 普通化学 4 72 48 24   1  √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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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

时 

理

论

学

时 

实

验 

学

时 

实

践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大类

培养

阶段

课程 

来华

留学

生课

程 

辅

修

课

程 

辅

修

学

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16212489 有机化学 I 4 72 48 24  1  √   考试  

25210036 植物学Ⅱ 2 32 32   1  √   考试  

25210046 植物学实验Ⅱ 1.5 36  36  1  √   考查  

25212794 现代农业导论 1 20 8  12 1     考查 （园艺上） 

25211950 植物学实习 1 1 周  1 周  2  √   考查  

26210010 基础生物化学 3 48 48   2  √   考试  

26210021 基础生物化学实验 1.5 36  36  2  √   考查  

24213203 农业生态学 1.5 24 24   2     考试  

24322887 普通遗传学 2.5 44 32 12  3     考试  

26210030 植物生理学 3 48 48   3     考试  

26212607 植物生理学实验 1.5 36  36  3     考查  

小计 31 540 360  168  12    21.5      

专

业

发

展

必

修

课

程 

24312802 
茶文化学 2 32 32 

  
2 

 
√ 

  考试 
专业核心

课程 

24312807 茶叶生物化学实验 1 24  24   3  √   考查  

24312806 
茶叶生物化学 2.5 40 40 

  
3 

 
√ 

  考试 
专业核心

课程 

24312800 
 

茶树遗传育种 

 

3 

 

52 

 

40 

 

12 
 

 

4  
√ 

  考试 
专业核心

课程 

24312801 
 

茶树栽培学 

 

2.5 

 

44 

 

32 
12  

 

4 
 

√ 
  考试 

专业核心

课程 

24313117 
 

茶树病虫害防治 

 

1.5 

 

28 

 

16 

 

12 
 

 

4  
√ 

  考试 
专业核心

课程 

24312804 
茶叶审评与检验 2 32 32 

  
5 

 
√ 

  考试 
专业核心

课程 

24322967 市场营销学 2 32 32   5  √   考查  

24313082 茶叶加工学 A 2 32 32   5  √   考试  

24313083 

茶叶加工学 B 2 36 24 12 

 

6 

 

√ 

  考试 

专业核心

课程，含劳

动教育 8

学时 

24312805 
茶叶审评与检验实

验 
1.5 36  36  6  

√ 
  考查  

24312805 
 

茶叶机械 

 

2.5 

 

44 

 

32 

 

12 
 6  

√ 
  考试 

专业核心

课程 

24313204 
 

茶的综合利用 

 

2 

 

36 

 

24 

 

12 
 

 

6 
 √   考试 

专业核心

课程 

24312985 
茶学专业英语（英

语课程） 

1.5 24 
24   

6 
 

√ 
  

考查 
 

小计 28 492 360 132    28     

 1. 新农科课程组（总计 6 学分，农科类专业学生必须选修 6 学分） 

  大国三农 2 32 32     √   考试  

  中华农耕文明 2 32 32     √   考试  

  智慧农业 2 32 32     √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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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

时 

理

论

学

时 

实

验 

学

时 

实

践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大类

培养

阶段

课程 

来华

留学

生课

程 

辅

修

课

程 

辅

修

学

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2. 专业发展共选课课程模块（总计 11 学分，至少选修 11 学分） 

 24323132 实验室安全教育 1 20 8 12  2  √   考查 安全教育 

 24323120 茶学专业导论 1 16 16   1  √   考查  

 24323048 茶艺 2 40 16 24  2  √   考查  

 24323205 
茶学试验设计与统

计分析 

2 32 32  
 

4 
 

√ 
  

考试 
 

 24323206 仪器分析 2 36 24 12  4     考查  

 24323207 
生物技术原理与进

展 
2 36 24 12  5     考查  

 24322845 茶学研究进展 1 16 16   6  √   考查  

 3. 茶叶生产与管理课程模块（总计 10.5 学分，至少选修 9 学分）（3 和 4 两个模块可任选一个） 

 24323208 
农业综合基础（土

壤肥料气象学） 
2 36 24 12  4  

√ 
  考查  

 24323107 茶用香花栽培 2 36 24 12  5  √   考查  

 24322879 
绿色食品及有机茶

生产 
1.5 24 24   6  

√ 
  考查  

 24323209 茶叶标准与法规 1 16 16   5  √   考查  

 24323052 代用茶加工学 2 32 32   6  √   考查  

 24323210 茶叶企业管理 1 16 16   6  √   考查  

 24323211 茶叶包装与设计 1 16 16   5  √   考查  

 4. 茶产品开发与利用课程模块（总计 11 学分，至少选修 9 学分）（3 和 4 两个模块可任选一个） 

 24323212 现代茶食品加工 1.5 28 16 12  3  √   考查  

 24323119 茶叶微生物产品学 2 36 24 12  6  √   考查  

 24322934 
天然产物提取与分

离技术 
1.5 28 16 12  5  

√ 
  考查  

 24323213 
茶叶营养与功能

（双语） 
2 36 24 12  4  

√ 
  

考试 
 

 24322890 软饮料工艺学 2 36 24 12  5  √   考查  

 24322864 功能食品学 2 32 32   5  √   考查  

 5. 专业发展任选课 

 24323086 
科技文献阅读与论

文写作 
2 32 32   2  √   考查  

 24322970 中国古代文学 2 32 32   2  √   考查  

 24322942 音乐欣赏 2 32 32   3  √   考查  

 24322850 茶叶鉴赏 1.5 32 8 24  2  √   考查  

 24322866 国际贸易实务 2 32 32   5  √   考查  

 24322881 民俗与经济地理 1.5 24 24   7  √   考查  

 24322880 美术鉴赏 1.5 24 24   7  √   考查  

 24323047 中华茶礼仪 1.5 24 24   2  √   考查  

 24323043 食品微生物学 2 32 32   5     考查  

 24323044 食品微生物实验 1 24  24  5     考查  

 24322867   果酒酿造与鉴赏 2   36   24   12  6  √   考查  

 24323074 食品质量安全案例 2 32 32   7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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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

时 

理

论

学

时 

实

验 

学

时 

实

践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大类

培养

阶段

课程 

来华

留学

生课

程 

辅

修

课

程 

辅

修

学

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分析   

专

业

发

展

选

修

课

程 

国际课程模块（总计 2 学分，除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以及参加出国（境）交流学习项目的本科生外，均需修满 2 学分） 

学生通过学校暑期国际课程周、国际课程‘云校园’等途径选修优质国际课程并获得学分 

 小计 61.5 1020 816 204    54     

 要求选修学分 28       25.5     

综

合

实

践

课

程 

24613096 毕业实习 8       ≥8 周  6-8  √   考查   

24612791 
毕业论文（设计、

作品） 
4 12 周      ≥8 周  6-8  

√ 
  考查   

24613161 
劳动教育与社会实

践 
1 24      24    

√ 
  考查   

24613121 
专业认知实习和劳

动实践 

1 1 周 
    

1 周 1 
 

√ 
  考查   

24613214 科研创新实训 2 48   24 7  √   考查  

24613095 生产实习 4 4 周   4 周 6  √   考查  

小计 20       20     

跨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可以替换

通识教育

选修或专

业发展选

修学分（除

选修课中

的必选类

别以外） 

创

新

创

业

版

块 

  科研学分                     
可替代专

选课学分 

  技能学分                  
可替代通

选课学分 
 实践学分            

 创业学分            

小计 
 

≤10 
                 

注: 1.除学校有特别规定的课程外，原则上理论课 16 学时计 1 学分，实验（习）课 24 学时计 1 学分（既有理论又有

实验（习）的课程，实验（习）课程部分按此标准折算），实习（实训）环节 1 周计 1 学分，不超过 8 学分。 

2.大学外语和大学体育课程考试成绩按照《关于实施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通识必修课程大学外语、大学体育教学

改革的通知（试行）》（西大教务〔2021〕17 号）文件进行标准化处理。 

七、说明  

1.本次培养方案的执行对象：从 2022级本科学生开始执行； 

2.本次修订培养方案的负责人和参加人员  

代表类别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负责人 陈应娟 西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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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人 

夏杨毅 

西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 

副院长/副教授 

曾亮 副院长/教授 

童华荣 教授 

丁阳平 副教授 

罗理勇 副教授 

袁连玉 副教授 

岳川 副教授 

谢煜慧 讲师 

孟庆 讲师 

孙康 讲师 

吴致君 讲师 

高校代表 
李大祥 安徽农业大学茶与食品科技学院 院长/教授 

黎星辉 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教授 

研究机构代表 
李鑫 中国茶叶研究所 主任/副研究员 

徐泽 重庆市茶叶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 

用人单位代表 

司辉清 重庆西农茶叶有限公司 副教授/总经理 

胡刚 重庆茶业集团 总经理 

曹卫 北京小罐茶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吕学兰 川红集团 经理 

陈佳 宏胜饮料集团有限公司 经理 

毕业生代表 

王鲽 井杨子茶书院 2005级毕业生 

杨敬勇 成都云雾河谷茶业有限公司 2005级毕业生 

蒋洁琳 大益茶业集团勐海茶厂 2006级毕业生 

郑国 福茗堂茶业有限公司 2000级毕业生 

路安霞 宜宾学院 2013级毕业生 

代洪苇 西南大学在读研究生 2016级毕业生 

高年级学生代表 

齐仲宝 西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茶学系 2019级学生 

赵国波 西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茶学系 2018级学生 

张欣 西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茶学系 2020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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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茶学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分解 

毕业要求 指标点 

1. 职业修养：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

养、公民道德水平和社会责任感，能

够在茶学领域的实践中理解并遵守职

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1.1 掌握茶艺、茶文化和中华茶礼仪等知识，能够继承和发扬中华茶

文化，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 

1.2 能够正确处理哲学、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提高综合素养，具备深

厚的人文底蕴和严谨的科学精神。 

1.3 通过思政、人文、社科和体育等课程的学习，具备良好的身心素

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遵守茶行业的职业道

德和规范，理解并履行茶叶生产与质量安全的职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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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茶学领域

的复杂科学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

恰当的平台、技术、资源、现代工程

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科

学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

局限性。  

2.1 能够针对茶学的复杂问题，选择与使用恰当的仪器分析技术、加

工技术、设备、资源和信息等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科学问题的预测

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2.2 了解茶叶智能化和智慧化相关技术研究领域发展趋势。 

2.3 能够应用适当的现代信息技术和工具开展茶产业数据信息收集、

整理和统计分析并指导生产实践。 

3．三农情怀：能充分理解农业文明和

乡村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具有懂农

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情怀，

具有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理念。 

3.1 能够通过社会实践、调查，走进农村，走近农民，走向农业，具

备服务三农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3.2 能够以“强农兴农”为己任，了解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农村现代

化发展需求，愿意扎根农村，服务三农。 

3.3 树立正确的农业发展观，具备解决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问题的能

力，具备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4．知识整合：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形成科学的自然科学世界观和方法

论，能够运用数学、物理、化学、生

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知识和实

验技能对农林领域有关问题进行分析

判断。 

4.1 在系统掌握数学、化学、生物学等相关课程知识的基础上，能够将

相关知识用于茶学领域的试验设计、生产管理和产品研发。 

4.2 系统掌握生物化学、遗传学和农学相关课程知识，并能将其应用

于茶树新品种创制、茶叶生产管理与产品质量控制等领域。 

4.3 掌握茶叶生化、茶叶生产加工及品质控制、茶叶审评与检验、茶

叶深加工及产品研发等基础理论，从而具备解决茶叶生产复杂问题的

能力。 

5．专业综合：了解农林和食品行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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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经营管理技术等对农林和食品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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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能够融会贯通茶园规划设计、茶叶高效生产、茶叶加工与控制、

茶叶经济贸易等基础理论知识，并运用文献分析和茶学研究方法，针

对茶叶生产和茶叶经济领域的复杂科学问题设计解决方案。 

5.2 能够基于茶叶加工技术、茶叶营养与健康、茶资源的综合利用等

原理，结合现代茶叶加工新技术和产业发展需求，设计新工艺，开发

茶叶相关新产品。 

5.3 能够在解决农林和食品相关领域的复杂问题中体现创新意识，考

虑产业发展与社会、健康、文化、安全、法律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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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6．审辩思维：具有审辩思维能力，能

够从多视角发现、辨析、质疑、评价

本专业及相关领域的现象和问题，提

出创新性的见解或应对措施。 

6.1 能够基于茶学的基础理论与技术，通过文献研究和相关方法，并运

用茶学试验设计和茶叶生产技术等发现和辨析茶学领域的复杂科学问

题。 

6.2 能够基于茶学的基础理论与技术，结合茶叶生产实训和科研创新

训练等，提出茶园管理、茶叶加工等相关的复杂生产问题。 

6.3 能够基于文献、相关研究方法和生产实训研究，进行茶叶科学与

茶产业领域的复杂科学问题的试验设计、数据分析与现象解释，提出

创新性的见解或应对措施。 

7．沟通交流：能够就茶产业领域的复

杂科学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

进行有效沟通，具备跨文化背景的交

流与合作能力。 

7.1 能够通过口头和书面表达、现代化媒体技术等表达方式，与业界同

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 

7.2 通过学习专业英语，具备基本的国际交流能力，能够理解和尊重世

界不同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7.3 通过阅读国内外科技文献，国际交流，关注国内外茶产业、茶文

化与科技发展动态。 

8．团队协作：具有团队协作精神，能

够与团队成员和谐相处，协作共事，

并作为主要成员或领导者在团队活动

中发挥积极作用。 

8.1 能够与茶学学科相关的其他学科成员进行有效的交流、沟通。 

8.2 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

角色。 

8.3 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并能合理制订工作计划，根据团队成员的

知识和能力分配任务。 

9．学习发展：具有终身学习和创新创

业意思和自我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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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具备收集、分析和归纳国内外茶叶科学领域相关技术信息的能力，

能持续不断补充自己的专业知识，认识到终身学习的重要性。 

9.2 能够跟踪茶产业及相关领域的最新技术发展趋势，并通过自主学

习相关领域最新技术成果，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 

9.3 能够制定并实施职业发展规划，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10．全球视野：具有全球视野，关注

粮食安全、食品安全、营养与人类健

康、生态环境安全、可持续发展、农

产品贸易等重大问题。 

10.1 掌握至少一门外国语，具有较强的听、说、读、写能力，能较熟

练地阅读茶学相关专业的外文资料。 

10.2 了解经济与贸易的国际环境，掌握全球茶产业的发展动态。 

10.3 了解国际动态，关注全球环境、农业、食品安全、茶产业等重大

问题，具有辨别国际舆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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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茶学专业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支撑的矩阵表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1. 职业修养 √   √  

2. 使用现代工具  √ √   

3. 三农情怀 √ √ √   

4. 知识整合  √ √ √  

5. 专业综合  √ √ √  

6. 审辩思维   √ √ √ 

7. 沟通交流   √ √ √ 

8. 团队协作 √ √  √  

9. 学习发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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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全球视野  √ √ √ √ 

 

 

 

 

 

 

 

 

 

 

 

 

 

 

 

 

 

 

 

 

附表 3 

茶学专业课程对毕业要求支撑的矩阵表 

课

程

类

别 

课程名称 

毕 业

要 求

1 

毕 业

要 求

2 

毕 业

要 求

3 

毕 业

要 求

4 

毕 业

要 求

5 

毕 业

要 求

6 

毕 业

要 求

7 

毕 业

要 求

8 

毕 业

要 求

9 

毕业

要求

10 

通

识

必

修

课

程 

思想道德与法

治 
H  M        

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 
M    L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 
H  L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H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
H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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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思想概论 

形势与政策   H  M  L   L 

军事理论 M       L   

军事技能 M       L   

体育 A L       M   

体育 B L       M   

体育 C L       M   

体育 D L       M   

体育 E L       M   

体育 F L       M   

大学英语ⅡA/

ⅡC/ⅠA 
      M   H 

大学英语ⅡB/

ⅡD/ⅠB 
      M   H 

大学英语ⅡC//

ⅠA/ⅠC 
      M   H 

大学英语/ⅡD/

ⅠB/ⅠD 
      M   H 

大学计算机基

础Ⅱ 
 H     L    

大学生职业发

展与就业指导

A 

  M      L  

大学生职业发

展与就业指导

B 

  M      L  

大学生创业基

础 
   H M    M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高等数学Ⅲ    H       

普通化学    H       

有机化学 I    H       

植物学Ⅱ   H L       

植物学实验Ⅱ   H L       

植物学实习   H L       

基础生物化学    H  L     

基础生物化学

实验 
   H  L     

现代农业导论   H M       

普通遗传学    H  M     

农业生态学   L  M      

植物生理学   M   L     

植物生理学实

验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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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必

修

课

程 

茶叶审评与检

验实验 
 M    L     

茶叶生物化学

实验 
 M   H      

茶叶机械  H   M      

茶叶生物化学   M H M  L    

茶文化学 H  L        

茶树遗传育种    M H      

茶树栽培学    M H L     

茶树病虫害防

治 
   H  M     

茶叶加工学 A    H L M     

茶叶加工学 B    M H L     

茶叶审评与检

验 
   H H      

茶的综合利用     M   L   

茶学专业英语

（英语课程） 
      H   M 

市场营销学     H  M L   

专

业

发

展

共

选

课

程 

实验室安全教

育课程 
M  L        

茶学专业导论         H  

茶艺 H      M    

茶学试验设计

与统计分析 
 H  M  L     

仪器分析  M         

生物技术原理

与进展 
   H       

茶学研究进展  M       H L 

综

合

实

践

课

程 

毕业实习 M    H   M L  

毕业论文（设

计、作品） 
 M   H H   L  

劳动教育与社

会实践 
  M  M   L   

专业认知实习

与劳动实践 
  M    M L   

科研创新实训  H     M L    

生产实习   M  H  M  H   

合计 18 9 19 21 18 14 12 14 7 7 

注：1.每门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强度用相应的系数或者 H\L\M 表示，具体表述形式各

专业自行决定。支撑强度的含义是：该门课程覆盖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多寡，每门课程对各项毕业要

求的支撑强度应有具体依据，每项毕业要求能够完全被相关的课程支撑。 

2.矩阵应覆盖所有必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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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茶学专业课程对毕业要求指标点支撑的矩阵表 

课

程

类

别 

课程名称 

毕 业

要 求

1 

毕 业

要 求

2 

毕 业

要 求

3 

毕 业

要 求

4 

毕 业

要 求

5 

毕 业

要 求

6 

毕 业

要 求

7 

毕 业

要 求

8 

毕 业

要 求

9 

毕 业

要 求

10 

1

.

1 

1

.

2 

1

.

3 

2

.

1 

2

.

2 

2

.

3 

3

.

1 

3

.

2 

3

.

3 

4

.

1 

4

.

2 

4

.

3 

5

.

1 

5

.

2 

5

.

3 

6

.

1 

6

.

2 

6

.

3 

7

.

1 

7

.

2 

7

.

3 

8

.

1 

8

.

2 

8

.

3 

9

.

1 

9

.

2 

9

.

3 

1

0

.

1 

1

0

.

2 

1

0

.

3 

通

识

必

修

课

程 

思想道德与

法治 
 √ √      √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      √       √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 √      √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    √                        

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

想概论 

  √     √       √                

形势与政策         √      √      √         √ 

军事理论   √                   √         

军事技能   √                     √       

体育 A   √                    √        

体育 B   √                    √        

体育 C   √                    √        

体育 D   √                    √        

体育 E   √                    √        

体育 F   √                    √        

大学英语Ⅱ

A/ⅡC/ⅠA 
                  √ √        √   

大学英语Ⅱ

B/ⅡD/ⅠB 
                  √ √        √   

大学英语Ⅱ

C//ⅠA/ⅠC 
                  √ √        √   

大学英语 /

ⅡD/ⅠB/Ⅰ

D 

                  √ √        √   

大学计算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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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Ⅱ 

大学生职业

发展与就业

指导 A 

      √                    √    

大学生职业

发展与就业

指导 B 

       √                   √    

大学生创业

基础 
           √  √             √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高等数学Ⅲ          √                     

普通化学          √                     

有机化学 I          √                     

植物学Ⅱ         √  √                    

植物学实验

Ⅱ 
        √  √                    

植物学实习         √  √                    

基础生物化

学 
          √     √               

基础生物化

学实验 
          √     √               

现代农业导

论 
      √  √  √                    

普通遗传学           √     √               

农业生态学         √      √                

植物生理学           √     √               

植物生理学

实验 
          √     √               

专

业

必

修

课

程 

茶叶审评与

检验实验 
   √              √             

茶叶生物化

学实验 
   √         √                  

茶叶机械    √ √        √                  

茶叶生物化

学 
       √   √ √ √ √     √            

茶文化学 √ √ √      √                      

茶树遗传育

种 
          √   √                 

茶树栽培学          √   √   √               

茶树病虫害

防治 
          √      √              

茶叶加工学

A 
           √  √    √             

茶叶加工学            √  √    √             



 

20 

B 

茶叶审评与

检验 
           √ √ √                 

茶的综合利

用 
             √          √       

茶学专业英

语（英语课

程） 

                  √ √        √ √  

市场营销学               √    √     √       

专

业

发

展

模

块

课

程 

实验室安全

教育课程 
  √      √                      

茶学专业导

论 
                          √    

茶艺 √                    √          

茶学试验设

计与统计分

析 

     √    √      √  √             

仪器分析    √                           

生物技术原

理与进展 
         √ √                    

茶学研究进

展 
     √                   √ √   √ √ 

综

合

实

践

课

程 

毕业实习   √            √        √    √    

毕 业 论 文

（设计、作

品） 

   √         √   √  √       √ √     

劳动教育与

社会实践 
        √      √        √        

专业认知实

习 
      √            √   √         

科研创新实

训 
   √            √   √            

生产实习        √    √     √       √       

合计 2 4 
1

5 
6 2 3 3 4 

1

1 
6 

1

3 
6 6 7 7 9 2 6 9 5 2 2 8 4 2 2 5 5 2 2 

注：每门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用“√”表示， 每项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都应有相应的 
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