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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适应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具有人文与创新精神，具备扎实的农学、

园艺学、生物科学、食品科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基

础知识，掌握茶树栽培与育种、茶叶制作、茶叶审评与

检验、茶叶生物化学、茶叶深加工与综合利用、茶业经

营管理、茶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能够

在现代农业、工业、商贸等相关领域，从事技术与设计、

开发与推广、经营与管理、教学与科研等工作的新农科

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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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1： 具有社会责任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良好的人文底蕴、科学精神、职业素养和社
会责任感，了解国情社情民情；

毕业要求2： 具备扎实的数学和化学基础，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及茶学专业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验技
能；

毕业要求3： 掌握茶树优质高效栽培、良种繁育、病虫害防治、茶叶制造、茶叶品质化学、茶叶品质评
价的基本理论，了解茶学及交叉学科相关领域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

毕业要求4： 具有应对茶学疑难问题的信心和解决专业领域复杂问题的能力。能够发现、辨析、质疑、
评价茶业领域的现象与问题，表达个人见解；

毕业要求5： 具备创新思维和自主创业能力；

毕业要求6： 具有信息技术的处理和应用能力。能够恰当地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工具解决实际问题；

毕业要求7： 具有有效的沟通和交流能力。能够通过口头和书面表达形式与同行、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
通；

毕业要求8： 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和组织能力。能够与团队成员和谐相处，协调合作，协作共事，
并作为成员或领导者在团队活动中发挥积极组织管理作用；

毕业要求9： 具有国际视野和理解能力。在跨文化背景下具备一定的沟通交流能力，积极参与国际化人
才交流，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毕业要求10：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意识，具备自我管理、自主学习和创新创业能力以及能够通过
不断学习与适应社会及个人持续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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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学、茶学。

主干学科

茶树育种学、茶树栽培学、茶叶生物化学、制茶学、

茶叶审评与检验、茶树病虫害与防治学、普洱茶学（体现

专业特色）、茶文化学。

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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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实验：课带实验、课程独立实验；

主要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植物学教学实习、土壤肥料学通论实习、茶叶生产实习、第三学期教学实习、茶

学毕业论文实习与毕业论文（设计）等；

课外实践：茶叶加工技能竞赛、茶席设计与茶艺演示等（体现专业文理兼容的特色）。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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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制4年，学习年限3-7年。

学制与修业年限

在修业年限内修完本专业规定课程，第一课堂（通识教育平台和专业教育平台）和第二课堂修读学分

达到专业规定的学分要求。

第一课堂学分要求：总学分170学分，其中通识必修课42.5分（教务处统筹安排），通识选修课12学分

（每个模块至少修读1门课程，教务处统筹安排）；专业必修课83.5学分（含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综

合实践课模块、劳动实践课），专业选修课32学分（其中实践学分必选5.5学分，含茶文化、茶产业与经济、

产品创新与研发、专业延伸与拓展四个模块）。

第二课堂学分要求：15学分。第二课堂学分不计入总学分，学生毕业前必须修足相应模块学分，其中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成绩达到教育部规定分数。

毕业学分要求

茶学院



符合《云南农业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授予农学学士学位。

学位授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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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通识必修课：思想政治理论、国家安全、大学外语、大学体育、创新创业、心理健康、劳动教育。

通识选修课：公民教育、科学技术、艺术与美育、中国传统文化、管理与社会、耕读教育、创新创业、四

史教育。

专业必修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综合实践课（第8学期为实践教学）。

专业选修课：茶文化模块、茶产业与经济模块、茶产品创新与研发模块、专业延伸与拓展模块。

第二课堂必修环节：信息技术基本技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专业导论。

第二课堂选修环节：活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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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同学们奋力追逐眼里的光、心中的梦，成为理想中的自己！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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