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山西、面向全国，培养政治思想信念坚定、师德高尚、富有教育情怀，具备扎实

的数学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专业基础知识，具有较强的数学思维能力、辩证意识、突出的教育

教学能力，具有创新能力、自我学习和不断发展能力，适应国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要求，能够在

中学及其它教育文化机构从事数学教育等相关工作的骨干数学教师。

本专业对所培养学生在毕业后 5 年左右的预期目标是：

目标 1： 师德高尚，献身教育

教育实践中政治思想坚定，职业道德高尚，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热爱中学数学教育事业，深刻

理解数学教育对国家战略的意义，具有坚定的从教信念和深厚的教育情怀。

目标 2：学养深厚，精于教学

掌握扎实的数学学科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具有较强的数学思辨能力，并以中学

数学教学实际要求为基点，结合个人专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对学科知识体系和能力结构有较深入

的理解、优化和深化；掌握中学数学教育规律，能综合运用数学学科知识、教育教学原理及现代

教育技术开展教学活动，有效实现数学教育目标，具有数学相关课程开发的能力和承担数学教改

课题的能力，显示出成为青年骨干教师的能力与水平。

目标 3：以生为本，善于育人

坚持德育为先和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善于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能完全胜任班主任工

作，并能示范性地开展班级指导工作，做学生成长的引路人；能结合学生不同年龄段身心发展的

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育人工作，坚持立体育人、全程育人，引导学生健康成长，形成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目标 4：精研善思，协同发展

具有强烈的专业发展意识、明晰的专业发展规划，并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及时把握国

内外数学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前沿动态，跟踪学习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与方法，具有较好的中

学数学教育科研能力， 教学改革实践与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创新意义；具有良好的

组织管理和沟通协调能力，能作为组织者或骨干有效开展教育教学方面的团队合作。

二、毕业要求

通过专业学习，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2.1 师德规范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立德树人为己任，能遵守中学教师职业道

德规范和学术规范。

（1） 坚持立德树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守教育法规法律，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规范。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立德树人为己任。

（2） 坚定理想信念：有教书育人的使命感，以“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为标准，立志成为品

格高尚的骨干中学数学教师。

2.2. 教育情怀

胸怀教育事业，情系学生成长。有积极的从教意愿，认同教师工作的价值和意义；了解中学

生身心发展规律，能较大的责任心和事业心投入教学工作和学生成长的指导工作。



（1） 认同育人价值：有良好的从教意愿，认同教师工作的意义和价值。认真学习，积极

建构从教必需的专业知识和综合素养。

（2） 认知育人规律：有较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正确的教育观；了解中学生成长规律并能以

较大的责任心和事业心投入日常的教学与学生成长的指导工作。

2.3 学科素养

了解人类文明进步与文化发展的通识知识；深入了解近现代数学的各个分支、发展概况及其

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系统掌握数学科学和数学教育学的基本思想、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1） 扎实的专业基础：掌握扎实的分析、代数、几何等数学科学的专业基础和数学教育

学的基本理论；能以较高的观点深入理解中学数学的知识体系和课程标准，为成为中学数学

骨干教师奠定坚实的专业基础。

（2） 良好的学科素养：具备较好的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观想象、数学运算和

数据分析等数学学科素养；能基于中学数学知识体系开展教学，夯实中学生的数学素养和基

础。

2.4 教学能力

能依据数学课程的特点以及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进行教学；具有综合运用数学教育理论进行

教材处理、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和学习评价的能力。

（1） 擅长专业教学：熟悉中学数学的知识体系、课程标准以及重难点，能够综合运用数

学专业知识进行教材处理、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和学习评价。

（2） 熟悉技术手段：能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手段辅助教研工作。

2.5 班级指导

树立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熟悉教育法规；了解中学生的成长特点和中学德育原理与基本方

法。

（1） 掌握班级管理策略：掌握班级组织与建设的工作规律与基本方法；

（2） 有效开展班级活动：掌握学生发展指导、综合素质评价、与家长沟通合作等班级常

规工作的要点；能通过主题班会等形式和载体，有效开展班级活动。

2.6 综合育人

理解学科育人价值，掌握综合育人的路径和方法。能根据学情特点，结合专业知识、德育课

程、校园文化、社团活动、主题教育等，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

（1） 掌握育人方法：熟悉教育的基本规律，理解育人价值；能充分利用课堂内外、校园

内外的各种实践活动，从不同角度进行育人；

（2） 开展育人活动：在数学教学实践中能根据学情特点，将知识学习、能力发展和品德

养成相结合，自觉将全程育人和立体育人综合融入至教学活动中去；积极参与组织主题教育、社团

活动、校园文化等活动，对学生进行系统、有效的正面教育和引导。

2.7 学会反思

具备总结的习惯、反思的意识和批判性的思维，具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和终身学习的习惯与能

力。

（1） 有反思的意识和能力：通过对课程的学习和思考，不断提高对基本概念、基本性质

和基本定理的理解与掌握，不断提高对数学各分支及其联系的理解和认识，具有通过反思达到自

我进步的能力。

（2） 有发展的意识和国际化视野：了解国内外数学研究的大致方向与前沿动态，积极参

与国际数学教育相关的交流；能借鉴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和经验进行数学教学。

2.8 沟通合作

善于合作，具有良好的表达和沟通能力，具有集体协作精神，积极主动参加团队活动，



理解学习共同体的特点与价值。

（1） 良好的沟通能力：善于合作，具有良好的表达和沟通能力，具有集体协作精神，

积极主动参加团队活动，理解学习共同体的特点与价值。

（2） 积极的合作精神：在教育教学的实践中，能与学生及其家长、领导、同事等进行有

效沟通和合作；积极参加开放课堂、同课异构等教研交流活动。

三、“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毕业要求-课程体系”对应矩阵

（一）“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对应矩阵（以“●”在相应部位标识）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目标 1：师德高

尚，献身教育

目标 2：学养深

厚，精于教学

目标 3：以生为

本，善于育人

目标 4：精研善

思，协同发展

师德规范 ●

教育情怀 ● ●

学科素养 ● ●

教学能力 ● ●

班级指导 ● ●

综合育人 ● ●

学会反思 ●

沟通合作 ● ●

（二）“毕业要求-课程体系”对应矩阵

（以关联度标识，课程与某个毕业要求的关联度可根据该课程对相应毕业要求的支撑强 度

来定性估计，H:表示关联度高；M 表示关联度中；L 表示关联度低）

课

程

类

别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师

德

规

范

教

育

情

怀

学

科

素

养

教

学

能

力

班

级

指

导

综

合

育

人

学

会

反

思

沟

通

合

作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M M H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 M H

中国近代史纲要 M H H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H M H M

形势与政策 M H M

计算机基础与应用 M H M

大学外语 H M M H



体育与健康 M H L

创业基础 M M H

国防与安全教育 M H M

大学语文 L L H

通识教育选修课 M M H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空间解析几何 L H H M

数学分析 L H H M

高等代数 L H H M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H M

普通物理 H M

数学软件与数学建模 H H M

运筹学 H M M

泛函分析 H M M

概率论 H M M

数值分析 H M M

复变函数 H M M

近世代数 H M M

常微分方程 H M M

实变函数 H M M

数理统计 H M M

拓扑学 H M M

抽象代数 H M M

微分几何 H M M

数学物理方程 H M M

群论选讲 H M M

回归分析 H M M

数学史与数学文化 L H H M M

中学数学解题学 L H H M

初等数论 L H H M

初等代数研究 L H H M

初等几何研究 L H H M

现代数学教学技术 L H

高观下的中学数学 L H H H

中小学数学名师论坛 L M H H M

中学数学竞赛 L M H

毕业论文 H M H L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中学教育基础 H H L H M

中学生心理辅导 M H M H

儿童发展与学习 H H M L

教师专业发展与职业道德 H H L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L H L

中学数学课程标准与教材

研究
H H L



中学数学教学设计 H H M M

中学数学综合实践活动 H L M

教育见习 L M M L H

教育实习 H H M H H

四、学制与修业年限

标准学制 4 年，修业年限 4-6 年。

五、学分要求和授予学位

学分要求：158

授予学位：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例规定者，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六、课程结构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学分数 小计 占总学分% 小计%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教育必修课 39
47

24.68
29.74

通识教育选修课 8 5.06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必修课 58

92

36.71

58.23
专业选修课 24 15.19

教师教育选修课 6 3.80

毕业论文 4 2.53

教师教育课程 19 19 12.03 12.03

合 计 158 100%

七、教学计划表



(一)通识教育课程（816 学时，47 学分)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程

考

核

方

式

周学时及开课学期安排
上

课

周

数

总

学

分

数

总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数

总学时分配

是否辅修或

双学位课程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理

论

实

践

讲

授

实

验

实

践

其

它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第七

学期

第八

学期
辅修 双学位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19000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考试 3 14 2.5 2.5 40 40

190000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考试 3 14 2.5 2.5 40 40

19000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考试 3 14 2.5 2.5 40 40

1900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考试 5 14.5 4.5 4.5 72 72

1900005 形势与政策 考查 每学期 14 学时，共 5 学期 7×5 2 2 70 70

1900006 思政课实践教学 考查 1-6 学期完成 2 2

8000007 体育与健康 考查 2 2 2 2
13×1

16×3
4 1 3 122 16 106

1400008 大学外语
考试/

考查
1-4 学期，共 3/4 学期

12×1

16×

2/3

11 11 176 176

5100009 计算机基础与应用 考试 4 16 3 2 1 64 32 32

1100010 大学语文 考查 2 16 2 2 32 32

9300011 国防与安全教育 考查 国防教育 2 周，安全教育每学期 4 学时，共 8 学期 1 1

9300012 创业基础 考查 2 2 2 32 32

通识教育选修课 考查 1—5 学期，共 4 门 16×4 8 8 32×4 3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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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教育课程（1392 学时，92 学分）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程

考

核

方

式

周学时及开课学期安排
上

课

周

数

总

学

分

数

总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数

总学时分配

是否辅修或

双学位课程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理

论

实

践

讲

授

实

验

实

践

其

它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第七

学期

第八

学期 辅修 双学位

专
业

必
修

课
学

分

专
业

基
础

课

5101010 空间解析几何 考试 5 14 4 3.5 0.5 64 56 8 是 是

5101011 数学分析 T 考试 7 7 6
14×1

16×2
18 16.5 1.5 288 264 24 是 是

5101012 高等代数 T 考试 6 6
14×1

16×1
11 10 1 176 160 16 是 是

专
业

主
干

课

5101013 常微分方程 H 考试 4 16 4 3.5 0.5 64 56 8 是

5101014 复变函数 考试 4 16 4 3.5 0.5 64 56 8 是

5101015 近世代数 考试 4 16 4 3.5 0.5 64 56 8 是

5101016 概率论 H 考试 4 16 4 3.5 0.5 64 56 8 是

5101017 实变函数 H 考试 4 16 4 3.5 0.5 64 56 8

5101021 数值分析 考试 3 16 3 2.5 0.5 48 40 8

5101029 数理统计 H 考查 2 16 2 1.5 0.5 32 24 8

专
业

选
修

课

5101018 普通物理 考试 4 16 4 4 64 64

5101019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考试 5 16 4 3 1 80 48 32

5101020 数学软件与数学建模 考查 5 16 4 3 1 80 48 32

5101022 抽象代数 考试 3 16 3 3 48 48

5101023 微分几何 考试 3 16 3 3 48 48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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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程

考

核

方

式

周学时及开课学期安排
上

课

周

数

总

学

分

数

总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数

总学时分配

是否辅修或

双学位课程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理

论

实

践

讲

授

实

验

实

践

其

它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第七

学期

第八

学期 辅修 双学位

专
业

选
修

课
（

至
少

选
修

学
分

）

5101024 点集拓扑 考查 3 16 3 3 48 48

5101025 运筹学 考查 3 16 3 3 48 48

5101026 泛函分析 考查 3 16 3 3 48 48

5101027 数学物理方程 考查 3 16 3 3 48 48

5101028 群论选讲 考查 2 16 2 2 32 32

5101030 回归分析 考查 2 16 2 2 32 32

5101031 离散数学 考查 2 16 2 2 32 32

5101032 实分析 考查 2 16 2 2 32 32

5101033 数学史与数学文化 考查 2 16 2 2 32 32

5101034 数学前沿简介 考查 2 16 2 2 32 32

5101035 科技论文写作 考查 2 16 2 2 32 32

教
师

教
育

选
修

课

（
至

少
选

修
学

分
）

5101036 中学数学解题学 考查 2 16 2 2 32 32

5101037 初等数论 考查 2 16 2 2 32 32

5101038 初等代数研究 考查 2 16 2 2 32 32

5101039 初等几何研究 考查 2 16 2 2 32 32

5101040 现代数学教学技术 考查 3 16 2 1 1 48 16 32

5101041 中小学数学名师论坛 考查 1

5101042 中学数学竞赛 考查 2 8 1 1 16 16

5101043 高观下的中学数学 考查 2 16 2 2 32 32

毕业论文

（设计）
5101044 毕业论文 考查 √ 4 4



（三）教师教育课程（262 学时，19 学分）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
核
方
式

周学时及开课学期安排
上
课
周
数

总
学
分
数

总学分分配
总
学
时
数

总学时分配
是否辅修或
双学位课程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理

论

实

践

讲

授

实

验

实

践

其

它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第七
学期

第八
学期

辅修 双学位

公
共

必
修

课

1500013 儿童发展与学习 考试 3 11 2 2 32 32

1500014 中学生心理辅导 考试 3 5 1 1 16 16

1500015 中学教育基础 考试 3 11 2 2 32 32

1500016
教师专业发展与职

业道德
考查 3 5 1 1 16 16

1500017
现代教育技术

应用
考查 3 16 2 1 1 48 16 32

三笔字、普通话 考查
1-8 学期完成，学生自主在学校建设的三笔字、普通话

训练室完成学习。

学
科

必
修

课

5100018
中学数学课程标准

与教材研究
考查 3 16 2.5 2 0.5 48 32 16

5100019 中学数学教学设计 考试 3 16 2 1 1 48 16 32

5100020
中学数学综合

实践活动
考查 2 8 0.5 0.5 16 16

教育

实习

教育见习 考查 累计一周

18 6 6

教育实习 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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