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培养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立足合肥，面向安徽，辐射长三角，培养崇德立行，具有高尚爱国情怀和奉献精神；擅于教学，

具备较高的数学学科专业素养和较强数学教学能力；长于育人，具备较强的班级指导与综合育人能

力；乐于发展，具备较强的沟通协作、教学反思、教学研究和现代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具备较强的

创新意识、终身学习意识以及一定的国际化视野，能够在各类中等教育部门成为从事数学教学的骨

干教师,或继续攻读研究生的创新型人才。

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在毕业后 5 年左右，预期达到以下 4个分目标：

1.崇德立行。具备高度的奉献精神和职业素养，具有健康的身心素质和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

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成为中学生全面协调发展的领路人。

2.擅于教学。能通过扎实的数学学科基本理论及思想方法，培养学生严谨的逻辑思维和创新思

维，能熟练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理论与技能进行数学教学，具备对数学教育教学活动进行

深刻反思的能力。

3.长于育人。掌握科学的班级管理工作规律和方法，具有较高的综合活动设计能力，能妥善处

理中学生身心健康发展问题，善于利用数学知识和校园文化引导学生主动创新，能够建立和谐合作、

高效活泼的班级集体。

4.乐于发展。能持续关注国内外数学教学新理论和新方法并主动投身中等教育数学教学改革，

具有较强数学教育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能成长为适应基础教育改革发展需要的中学和教育机构中

的骨干教师。

二、毕业要求

1. 师德规范：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认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熟悉

并遵守中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依法执教意识，立志成为新时代的“四有”好老师。

2.教育情怀：热爱教育事业，具有从事教育事业的意愿，认同教师工作的意义和专业性，充分

认识学科专业与教师职业的关系，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具备较高的教师职业素养，

具备健康的身心和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具有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能够引领中学生的品

德、知识与能力全面协调发展。

3.学科素养：了解数学的历史概况以及当代数学的新进展和广泛运用；清晰认识中学数学与高

等数学的内涵关系，具有扎实的数学基础和较强的数学语言表达能力，接受系统的数学思维训练，

掌握数学科学的思想方法，具备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以及适应中学数学教育的学科

综合素养。

4.教学能力：掌握教育学、心理学和数学教育的基本理论,具备扎实的教育教学基本技能，熟悉

中学数学课程标准，具备良好的教学设计、实施能力，具有必要的教学评价能力，能够运用数学知



识和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初步的数学教学研究工作。

5.班级指导：具有德育为先的教育意识，了解中学德育原理与方法，掌握班级组织和建设的基

本规律，具备良好的班级管理工作能力，能够组织和指导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等教育活动。

6.综合育人：掌握中学生认知发展的理论、特点和规律，理解综合育人的内涵；能够适应科学

和社会的发展，有机结合数学学科进行育人活动；能够通过组织开展主题教育和社团活动，培养学

生的组织协调和自主创新等能力。

7.学会反思：具有终身学习与创新发展意识，具备自主学习能力，能够积极了解国内外基础教

育改革发展动态，能够适应时代和教育发展需求，制定科学有效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够自我反思与

评价，学会运用批判性思维分析和解决中学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

8. 沟通合作：理解学习共同体的特点和价值，理解团队协作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具

备良好的沟通合作的能力，主动参与或组织小组互助与合作，获得积极的体验。

三、学制与学分

四年八学期制,共 176 学分。

四、毕业与学位授予

学生在规定时间内修完规定的学分，颁发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学本科毕业证书；符合数学与

应用数学（师范）专业学士学位授予条件，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五、主干学科与学位课程（模块）

主干学科：支撑本专业的一级学科：数学。

相关学科包括统计学和教育学。

学位课程：

学位课程（模块）类别 总学分 学位课程（模块） 学分

公共学位课程（模块）
9.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3.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0

专业基础类学位课程（模块） 34.0

高等代数I 5.0

高等代数II 6.0
数学分析I 5.0
数学分析II 6.0
常微分方程 3.5
解析几何 3.5

中学教育学基础 3.0
教育心理基础 2.0

专业类学位课程（模块） 14.5 概率论 3.5





学科素养：了解数学的历

史概况以及当代数学的

新进展和广泛运用；清晰

认识中学数学与高等数

学的内涵关系，具有扎实

的数学基础和较强的数

学语言表达能力，接受系

统的数学思维训练，掌握

数学科学的思想方法，具

备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意识以及适应

中学数学教育的学科综

合素养。

3.1 掌握分析、代数、几何模块基本

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具备良

好的逻辑推理、数学运算、数学抽象

和直观想象能力。

数学分析、高等代数、解析几

何、常微分方程、复变函数、

实变函数、研究方法、泛函分

析、数学物理方程、微分几何、

数学学科基础综合、初等数学

研究、毕业设计(论文)。

3.2 掌握随机数学基础理论知识和

基本方法，初步具备应用统计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统计建模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概率论、梳理统计、数学建模、

数值计算方法、研究方法、市

场调查与分析、应用多元统计

分析、Python 程序设计、毕业

设计(论文)、程序设计与算法

语言。

3.3 了解数学学科与计算机、物理等

学科的联系，具备一定的融合跨学科

知识进行数学建模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普通物理、数理统计、常微分

方程、运筹与优化、数学建模；

数值计算方法、研究方法；数

学物理方程、Python 程序设

计、算法与数据结构、创新创

业实践、毕业设计(论文)、程

序设计与算法语言、教育技术

学原理及应用。

3.4 熟悉数学史与数学文化，了解数

学学科的发展趋势，以及在其他学科

领域问题中的应用现状，了解数学学

科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学习科学的相

关知识。

专业导论、普通物理、数学分

析、高等代数、解析几何、概

率论、常微分方程、复变函数、

实变函数、运筹与优化、数学

建模、数值计算方法、学科前

沿、研究方法、应用多元统计

分析、泛函分析、微分几何、

Python 程序设计、数学学科基

础综合、数学史与数学文化、

数学方法论、创新创业实践、

毕业设计(论文)、程序设计与

算法语言、中学数学教学设计。

教学能力：掌握教育学、

心理学和数学教育的基

本理论,具备扎实的教育

教学基本技能，熟悉中学

数学课程标准，具备良好

的教学设计、实施能力，

具有必要的教学评价能

力，能够运用数学知识和

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初步

的数学教学研究工作。

4.1 熟悉中学教育心理学基本理论，

能针对中学生身心发展和学科认知

特点，运用数学学科知识和现代教育

技术进行教学设计、有效实施、综合

评价并持续改进。

数学分析、研究方法、初等数

学研究、教育实习、中学数学

教学设计、中学数学课程标准

与教材分析、教育心理基础、

中学教育学基础、教育技术学

原理及应用。

4.2 掌握教师语言、书写及现代教育

技术等中学教师职业基本技能。

教育见习 I、教育实习、教育研

习、中学数学教学设计、教师

书写基础、教师语言基础、教

育技术学原理及应用。

4.3 掌握中学数学课程标准的内涵和要

点，熟悉中学数学教学内容，掌握中学

数学教学研究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具

备一定的中学数学教材分析和教学研究

能力。

概率论、数理统计、研究方法、

市场调查与分析、

初等数学研究、毕业设计

(论文)、教育见习 II、教育实

习、中学数学教学设计、中学

数学课程标准与教材分析、中

学教育学基础。





七、课程（模块）目标

课程（模块） 课程（模块）目标
负责部门或

负责人
备注

思想政治理

论素养

思想道德与法治

目标1：大学生能够认识新时代的特点，理解和把

握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观

的主要概念、基本理论等相关内容。积极引导大学

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观。

目标2：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

分析和解决思想、道德和法治领域的现实问题，使

大学生能够做到学思结合，学以致用。

目标3：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

养，促进大学生自身综合能力的提升，增强大学生

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

马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目标1：主要通过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

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

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

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

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怎样选择了改革开

放。

目标2：通过对有关历史进程的事件和人物的分析，

帮助大学生提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分析和

评价历史问题、辨别历史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

力，旗帜鲜明反对唯心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

目标3：通过借鉴历史，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素养，

激发爱国主义情感与历史责任感，增强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培养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而奋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目标1：使学生完整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

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世界

观和方法论，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掌握马克

思主义人学理论和社会经济学说，知晓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为什么好。

目标2：使学生具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主动拒绝披着人

权、民主、信仰等外衣的错误文化思潮。厚植学生

家国情怀，能自觉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统一，

能实现转识为智，运用所学创新、创业。帮助学生

能够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更好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目标3：使学生能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

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认识到社会主义代

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能够树立马克思主义信

仰，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解，培养为国

家富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本课程以“铸魂育人、立德树人”为宗旨，帮助学

生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信念，坚定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信心，坚定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增强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

责任感。

目标1：通过学习能陈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的科学内涵和历史进程；能陈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形成

条件和过程以及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能正确分析

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以及党的

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历史地位和意义；能提高运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分析评价中国共

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

历史变革、历史经验、历史成就；能培养并提升世

界视野、国情意识和问题意识以及理论思考习惯和

理论思维能力。

目标2：能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

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能强化爱国、爱党、

爱社会主义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倾向；能坚定“只有

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

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念；能增强以实际行动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

贡献的责任感使命感。

目标 3：培养在小组学习中承担相应角色或组织小

组学习的能力；培养以口头和书面的方式进行有效

沟通和交流；培养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深

化和践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目标1：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了解当代中

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

涵和实践要求，明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

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能够正确认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的历史背景、

形成过程、战略部署、重大举措及其重大意义。能

够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目标2：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正确认识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中

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

心，坚定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

奋斗的决心和信念。能够系统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

就，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能够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总任务，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

心、决心，增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目标3：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观察世界、分析国情的思维方法，提

高政治理论及科学文化素养，能够运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我

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现实问题，具

有初步的分析、判断和解决的能力。能够在实践教

学中积极融入团队，并根据小组分工完成相应的实

践任务，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自觉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立志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

代新人。

形势与政策

目标1：了解国内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动态；了解

和掌握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

革措施；了解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状况、发展

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原则立场。引导和帮助学

生掌握认识形势与政策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

识。

目标2：通过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党和国家

大政方针的解读，让学生感知世情国情民意，帮助

学生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的国内形势与国际环境，

增强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

自觉性，明确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形

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目标 3：通过教学，培养学生观察社会形势问题敏

锐的洞察力，培养学生处理、应对复杂社会问题的

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基本掌握该课

程的基础理论知识、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并能够

运用这些知识和方法去分析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

题，把理论渗透到实践中，指导自己的行为。

“四史”之一

目标1：本课程教学旨在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

讲解，帮助学生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

脉，从而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目标2：具有熟练掌握本课程的基本知识点，形成

自己的初步见解，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和重要人物，引导学生学习英雄、铭记英雄，自觉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提高学生运用

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

历史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

目标 3：通过课程的学习，达到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增强学生的使命感和责

任心，帮助学生提升境界、涵养气概、激励担当。

国家安全教育

目标 1 知识目标：深刻理解和掌握总体国家安全观

的基本内涵和重大意义，充分认识新时代我国国家

安全面临的复杂形势，维护国家安全面临的机遇与

挑战，增强国家安全意识，丰富国家安全知识。





目标 3：技能层面

能够掌握自我探索技能、信息搜索与管理技能、生

涯决策技能等，能够提高各种通用技能，比如沟通

技能、问题解决技能、自我管理技能和人际交往技

能等。

创业基础

通过“创业基础”课程教学，应该在教授创业知识、

锻炼创业能力和培养创业精神等方面达到以下目

标。 使学生掌握开展创业活动所需要的基本知识。

认知创业的基本内涵和创业活动的特殊性，辨证地

认识和分析创业者、创业机会、创业资源、创业计

划和创业项目。使学生具备必要的创业能力。掌握

创业资源整合与创业计划撰写的方法,熟悉新企业

的开办流程与管理，提高创办和管理企业的综合素

质和能力。使学生树立科学的创业观。主动适应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需求，正确理解创

业与职业生涯发展的关系，自觉遵循创业规律，积

极投身创业实践。

双创处

素质教育

劳动教育

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正确理解劳动是人类发展和

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认识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

价值、创造财富、创造美好生活的道理，尊重劳动，

尊重普通劳动者，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

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思想观念

人大学院

体育

目标 1：使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各种体育活动并基本

形成自觉锻炼的习惯，基本形成终身体育的意识，

能够编制可行的个人锻炼计划，具有一定的体育文

化欣赏能力；

目标 2：熟练掌握 2项以上健身运动的基本方法和

技能，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

掌握常见运动创伤的处置方法；

目标 3：能测试和评价体质健康状况，掌握有效提

高身体素质、全面发展体能的知识与方法，合理选

择人体需要的健康营养食品，养成良好的行为习

惯，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具有健康的体魄；

目标 4：能根据自己的能力设置体育锻炼目标，自

觉通过体育活动改善心理状态、克服心理障碍，养

成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运用适宜的方法调节自己

的情绪，在运动中体验运动的乐趣和成功的感觉；

目标 5：能在日常学习、工作中表现出良好的体育

道德和合作精神，能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体艺部



美育

目标 1：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审

美观念，培养高雅的审美品位，提高人文素养，全

面提升综合素质。

目标 2：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树立并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理解并热爱中国文化与艺术。

目标 3：了解、吸纳中外优秀艺术成果，理解艺术

作品背景的文化根源，理解并尊重多元文化；

目标 4：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

的开发并重，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学会将审

美的、人文的要素考虑引入专业学生与工作中，促

进以德启智、以美启智，德智体美全面开发的终身

自主学习能力。

大学生心理健康

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心理品质，学会自尊、自重、

自爱，学会面对和处理自我和他人及自我和社会的

各种矛盾，促进学生在身体、心理、社会和道德方

面全面和谐发展；获得心理健康相关知识的同时引

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培养学生的职

业认同感，探寻发展的意义。

教育学院

大学英语

大学英语 I

1. 知识目标:

能够基本满足日常生活、学习和未来工作中与

自身密切相关的信息交流的需要；能够基本正确地

运用英语语音、词汇、语法及篇章结构等语音知识，

在高中英语学业质量水平二应掌握的词汇基础上

增加约 2000 个单词，其中 400 个单词为与专业学

习或未来工作相关的词汇。

2. 能力目标

2.1．听

能听懂语速正常、有关一般性话题的音视频材

料和题材熟悉的讲座；能听懂用英语讲授的相应级

别的英语课程；能听懂与工作岗位相关的常用指

令、产品介绍或操作说明等。能运用基本的听力技

巧。

2.2.说

能就日常话题或熟悉的社会热点问题发表意见

或与他人交流；能就日常生活、学习事宜进行简单

的交流或协商。语言表达结构比较清楚，语音、语

调、语法等基本符合交际规范，有一定的层次和条

理。能运用基本的会话技巧。

2.3.读

能基本读懂题材熟悉、语言难度中等的英文报

刊文章和其他英文材料，理解主旨大意，分析语言

特点，领会文化内涵；能根据阅读目的的不同和阅

读材料的难易，适当调整阅读速度和方法。能运用

基本的阅读技巧。

2.4.写

能用英语就感兴趣的话题撰写短文，语句通顺，

基实中心



语意连贯；能撰写常见的应用文，格式正确，语言

表达基本规范。能运用基本的写作技巧。

2.5.译

能借助词典等工具对题材熟悉、结构清晰、语

言难度较低的文章进行英汉互译、译文基本准确，

无重大理解和语言表达错误。能运用基本的翻译技

巧。

3. 素养目标：

能够借助网络资源、工具书或他人的帮助，对

不同场合中一般性话题的语音材料进行处理和加

工，理解主旨思想，明晰事实、观点与细节，领悟

他人的意图和态度，进而进行综合与合乎逻辑的判

断，表达基本达意；能够运用基本的学习策略；在

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时，能够观察到

彼此之间的文化和价值观差异，并能够根据交际需

要运用基本的交际策略。

大学英语 II

1. 知识目标:

能够在日常生活、学习和未来工作中



能摘译与所学专业或未来工作岗位相关，语言

难度一般的英文文献资料；能翻译常见的应用性文

本，如求职信、推荐信、正式邀请函等，译文准确

完整；能翻译题材熟悉、语言难度一般的文本，译

文准确达意。能较好地运用翻译技巧。

3. 素养目标：

能够就较熟悉的主题或话题进行较为自如的口

头和书面交流，有效传递信息，比较和评析不同的

意见，发表见解，表达连贯、得体、顺畅，符合相

关文体规范和语体要求；能够较好地运用学习策

略；在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时，能够

较好地应对与对方在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

并能够根据交际需要较好地应用交际策略。

分析基础

数学分析 I
目标1：具备良好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

分析论证能力，以及运用数学分析基本理论和方

法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

目标2：具备极限和连续性扎实的分析、论证与应

用能力；具备微积分学良好的运算﹑论证与应用

的能力，以及级数收敛性的分析、计算与论证能

力；

目标3：具有良好的理论素养和钻研精神，具备辩

证看待事物的科学思维习惯。

姚玉武

数学分析 II

数学分析 III

代数基础

高等代数 I

目标 1：具备进一步学习代数所必需的整数、多项

式及方程组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熟悉和掌握公

理化及演绎归纳的思想方法，提高逻辑推理、抽象

思维能力；具备初步的代数应用能力；

目标 2：进一步提高抽象思维能力、符号运算能力、

抽象空间想象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初步掌握公理

化的数学方法，能够运用学到的知识解决有关实际

问题的代数应用能力。通过理论教学，对抽象代数

的思想和方法有较深刻的认识；

目标 3：坚持立德树人，通过模块的学习，注重知

识传授与价值塑造有机结合，使学生在领悟数学之

美的同时，切实感受到新时代赋予数学人的机遇与

挑战，树立为民族复兴、国家强盛而学好数学的职

责与使命。

王敏秋

高等代数 II

近世代数

几何基础
解析几何

目标1：熟悉和掌握解析几何的思想与方法；

目标2：提高逻辑思维、空间想象、画图及熟练运

用代数方法分析解决几何问题的能力；

目标3：掌握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树立多学科交

叉融合的理念。

张微

微分几何



微分方程

常微分方程

目标1：在掌握和熟悉常微分方程的基本知识和基

础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

分析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目标2：培养学生用微分方程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掌握一定的专业英语知识，具备一定的

独立查阅研读外文文献的能力；

目标 3：坚持立德树人，以专业案例为抓手，寓教

于乐，让学生树立不怕困难、勤奋刻苦的精神、树

立科技创新、科技强国的理念和崇德乐教的职业素

养。

胡秀林

数学物理方

程

目标1：了解一些典型方程描述的物理现象，掌

握三类典型方程定解问题的解法，重点介绍一些

典型的求解方法，如分离变量法、积分变换法、

格林函数法等；

目标2：培养学生建立定解问题的解析求解与定

性分析的思维方法，为数学与物理学的交叉领域

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目标3：通过探讨物理现象的数学模型来诠释和

预见物理现象，激发学生对大气、海洋等交叉领

域研究的探索精神。

朱晓鸣

实分析与复分

析

复变函数

目标1：了解单复变函数的基础理论知识及思想方

法，能运用它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为进一步学习

相关知识打下良好的基础。掌握单复变函数的基

本概念；理解复变函数的积分理论；了解级数的

基本理论；能运用留数理论进行计算；理解保形

映射的基本概念与性质；

目标2：理解实变函数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

方法，培养学生运用集合思想、测度理论思考和

分析问题的能力；

目标 3：在知识传授中深度融合价值观引导，促使

学生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合

理性，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科学精神和自信心。

朱婷婷

实变函数 霍妮娜

泛函分析

目标 1：掌握泛函分析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

本方法，从赋范线性空间、算子与泛函的角度思考

与分析问题的能力；

目标 2：运用 Banach空间上算子与泛函的性质、

Hilbert空间的相关定理进行推理与论证的能力；具

备初步的科研能力；

目标 3：通过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使学生具

备初步的科学研究与探索精神。

姚玉武

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

概率论
目标 1：掌握概率论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初

步掌握处理随机事件的基本思想和方法，结合教学
牛勇



内容渗透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培养具有运用概率统

计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目标 2：具有初步掌握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基本

方法的能力，掌握运用数理统计知识认识问题、解

决问题的方法，树立统计的思想，注重理论联系实

际，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

目标 3：融合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使学生初步具备

独立思考能力与探索精神。

数理统计 王丽丽

普通物理

目标1：掌握经典的力学、振动与波、热学的核 心

知识，了解狭义相对论的时空观。通过实验操作，

培训学生 的实验技能，加深对物理规律的理解和

掌握；

目标2：发展出应用基本的物理规律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养成科学的思维方法

和实证精神；

目标3：使学生掌握经典的电磁学、光学的核心知

识，使学生能认识到 量子物理对现代物理等学科

的重要性。通过实验操作，培训学 生的实验技能，

加深对物理规律的理解和掌握。通过学习，学 生

将发展出应用基本的物理规律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养成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实

证精神。

方保龙

数学思想与

文化

数学史与数学

文化

熟悉数学的发展历史，具备在数学教育中渗透科学

素养与人文知识的能力。 谢倩倩

数学方法论

通过对数学思想、数学方法的研究，培养师范生综

合应用数学知识、数学方法论解决实际教学问题的

能力。具有利用高观点看待初等数学问题的能力，

具有初步解决数学竞赛中的常见问题的能力。

王磊

数学建模

目标1：掌握 Matlab 基础语言编程能力，具备优

化问题、规划问题、微分问题、决策问题等常见类

型问题的数学建模能力；

目标2：能够利用现代数学计算方法，辅以现代计

算工具实现模型的求解、分析、检验的数学应用能

力；

目标3：以生物、生态模型为抓手，以我国应对新

冠疫情为案例，培养学生爱护环境的修养、爱国敬

业情操和科研探索精神。

倪敬能

计算方法

目标1：培养以严格准确的数学语言描述实际问题

的能力；

目标2：具备理论分析以及熟练运用计算机进行符

号运算推理以及高精度数值计算的能力；

目标3：提高科学计算和数据处理的文化素养，培

养科学的创新和实证精神。

孙梅兰



数学学科基础综合

目标1：具备极限方法的综合运用能力，微分法与

积分法的综合运用能力，级数理论的综合运用能

力；

目标2：具备运用系统的代数理论和抽象严格的代

数方法，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初步

具备进一步了解高等代数的一些新结果与新方法

的能力；

目标3：理解数学中的哲学思想，具备初步的数学

学科的研究与探索精神。

姚玉武

运筹与优化

目标1：具备将线性规划、运输、整数规划、动态

规划、图及网络优化等实践问题与相应的数学理

论知识实现对接并能够编制算法的能力；

目标2：具有借助现代科学计算手段实现计算的综

合能力；

目标3：传授运筹学理论知识和经济管理方法的同

时，潜移默化地教育学生。

管梅

毕业设计

（论文）

目标1：总结专业理论学习成果，培养学生初步科

研能力，系统地综合地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目标2：加强学生的专业实践和科学方法训练，提

高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意识；

目标3：培养学生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求真务实

的工作作风。

人大学院

教育教学

基础理论

中学教育

学基础

具备运用教育、教学理论分析、解释教育、教学现

象的意识与能力，具备教育教学的实际能力；树立

正确的符合时代发展的教育、教学理念，增强教育、

教学改革的意识与能力。

王美美

教育心理

基础

具有运用心理学知识分析问题，并能结合实际进行

研究的能力，为数学的教育教学奠定必要的心理学

知识的能力。

孙以中

教育教学

基本技能

教师书写基础
熟练运用普通话进行授课方法；掌握硬笔字（钢笔

字、粉笔字）的书写方法；
宋执芸

教师语言基础

教育技术学

原理及应用

熟知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教育技术开发和应

用，能将现代教育技术，如几何画板、Geogebra、

智慧教学软件等现代化的教学软件渗透、运用到教

学中。

王琳



创新创业实践

通过参加学术报告了解一个领域的发展和动态，

参加会议促进交流，参加竞赛提高综合能力，拓

展专业视野，与专业课程的学习相得益彰。重点

是通过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解决实际

问题能力。

人大学院

Python程序设计

目标1： 系统获取常见的数据分析处理编程语言，

掌握基本python编程技能；

目标2： 具有抽象分析问题和设计算法、Python编

程实现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常见的Python程序设计

能力、排错能力以及Python软件包查找、使用能力；

目标3： 使学生树立主动参与、积极进取、探究程

式编码的学习态度和思想意识，达到学有思、行有

为的目标。

邵桂伟

中学学科教育

与活动指导

中学数学

教学设计

目标1：掌握数学教学设计的原理与策略，解决数

学教学设计的通用操作技术、几种常见的数学课

堂教学组织与设计等问题，从而提高数学教学组

织与设计能力；掌握基本的数学多媒体教学技能；

目标2：帮助学生掌握全面分析中学数学教材的一

般方法，掌握分析教材的基本策略，能够分模块

对中学数学教材的内容和结构进行研究，确定单

元教学目标、课时教学目标以及相应的教学重难

点，找到突出重点，突破难点的关键，提高学生

对教材的分析、研究和处理能力，达到灵活运用

中学数学教材的目的；

目标3：初步具有指导学习、管理班级和组织活动

的能力；

目标4：初步具有一定的国际化视野和中学学科教

学研究能力。

康素玲中学数学课程标

准与教材分析

教育前沿与教学

研究讲座

中学生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了解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知识，学会处理

中学生特别是青春期常见的心理和行为问题，掌

握培养中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正确价值观的方法。
储昭辉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与专

业发展

目标1：具有较强的教师气质，树立长期从教、终

身从教信念；

目标2：开展丰富多彩师范生素质培养和竞赛活

动，重视塑造未来教师人格魅力。

王美美

市场调查与分析

目标1：通过市场调查与分析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应

掌握市场调研方案的拟定、调查问卷的设计、各

种调研方法的运用、调查资料的整理、分析与描

述技术以及市场调研报告的撰写方法；

目标2：具有较扎实的市场调研能力，同时具有较

好的团队协作、与人沟通能力。

王丽丽



教育实践

教育见习I

教育见习：位于教育实践的开端，校内外结合。是

将教学理论知识和实践结合的纽带。通过教育见

习，学生能够直观感受真正的教学生活，近距离的

接触一线的教师与课堂。在教育见习的中，学生作

为学习者、观摩者，去认识教学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并且能够有所体会，尝试将高校学习的教学理论知

识与实际教学联结起来，形成自我的教学认知和教

学体会，产生初步的教学思路。

教育实习：位于教育实践的中段，校外为主。通过

教育实习,使本专业的学生能综合地运用所学的基

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于教书育人活动中，

并在这一实践中检验、巩固所学理论知识； 通过

教育实习, 使本专业的学生能初步掌握中学教育

教学工作的规律，锻炼他们独立从事教育、教学工

作的能力，培养他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事业心和责任

感；通过教育实习,使学生初步了解当今教育教学

的发展状况，熟悉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为

今后在教学工作中提高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促进

教育教学改革奠定基础。

教育研习：位于教育实践的末端，是一个反思总结

的过程。秉承“及时反思、持续改进”的理念，对

教育见习、教育研习以及教师教育理论学习过程进

行充分反思，进一步提升教师教育理论素养，为正

式走向教师岗位积蓄内力。

人大学院
校校

共建

教育见习II

教育实习

教育研习

应用多元统计分析

目标1：初步学会使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并结合R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的能力；

目标2：掌握运用多元统计知识认识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结合数学、统计及计

算机综合解决社会、经济等领域统计问题的能力；

目标3：通过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和能力体系的有

机融合，注重培养学生的统计素养及综合实践能

力。

郑朝阳

程序设计与算法语言

目标1：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使学生获得C语言

基础、条件、循环、函数、结构体、指针、文件

等方面的知识；使学生能够熟练地阅读和运用结

构化程序设计方法设计、编写、调试和运行C语言

程序；

目标2：培养学生程序设计、开发与测试能力，应

用计算思维方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

团队合作精神，为学习后续课程和进一步获得程

序设计相关知识等奠定坚实的基础；

目标3：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工匠精神、创新精

神、团队协作精神等,提升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

邵桂伟



观,最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算法与数据结构

目标1：能够根据软件设计文档，应用程序设计理

论与方法，选择适当的编程语言，遵循编码规范，

完成软件组件或模块的编码；

目标2：能够根据软件需求，设计测试用例并执行，

记录、分析测试结果，优化软件算法与代码，提高

软件质量与性能；

目标3：通过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和能力体系的有

机融合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工程素养以及人文素

养。

钱泽强

学科素养

学科前沿
通过讲座，了解现代数学发展的基本动态，拓展

学生的国际化视野。
闫晓辉

研究方法 提升学生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能力。 李宁

八、课程体系结构图



九、模块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型 学分 占比
实践总

学分

实践学

分占比

必修

学分

必修学

分占比

选修

学分

选修学

分占比

人文社会与科学素养课程 45 25.6% 8.5 4.8% 39 22.2% 5.0 2.8%

素质教育实践

（素质教育集中实践、

创新创业实践和劳动实践）

5 2.8% 6 3.4% 6 3.4% 0 0%

学科专业课程

(含毕业论文)
90.5 51.4% 18 10.3% 78.5 44.6% 12 6.8%

教师教育课程 17.5 9.9% 5.5 3.1% 12 6.8% 5.5 3.2%

教育实践课程(18 周) 18 10.3% 18 10.3% 18 10.3% 0 0%

合计 176 100% 56 31.9% 153.5 87.3% 22.5 12.8%

十、教学进程表

请见附件：2024 级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专业教学进程表。

十一、持续改进

2024级培养方案在开展师范专业认证的背景下由 22级（2023级培养方案与 2022级同）的培养

方案修订而来，22级的培养方案正式执行近两年，其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等较为完善，

所以本次修订仅做局部调整。

通过查阅并认真研究国内同行高水平大学的培养方案，并广泛征求院内外行业专家、用人单位

负责人、院内专任教师代表、学院教学委员会成员以及在校生学生代表的意见，相较于 2022级培养

方案，2024级培养方案在培养目标上增加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表述，

毕业后 5 年左右预期达到的分目标更完善，例如，把“1.崇德立行：具备高尚爱国情怀和奉献精神，

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素养、健康的身心素质。热爱教育事业，为人师

表，立德树人，有高度的责任心，成为中学生全面协调发展的领路人”，修订为“1.崇德立行。具

备高度的奉献精神和职业素养，具有健康的身心素质和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

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成为中学生全面协调发展的领路人”，等等。

在课程体系结构基本不变的原则下，进一步理清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在 2022级课程体

系基础上制定了 2024级课程体系，并对部分课程的顺序和学分进行了调整，使得课程先后顺序更趋

合理，内容衔接更加符合知识体系。同时，为顺应时代发展要求，部分课程进行了更替（如把程序

设计与算法语言替换为 Python程序设计等），使得培养方案更加符合人才培养要求。

经过专家论证，一致认为 2024版课程体系结构清晰、课程设置较为完善，对毕业要求有很好的

支撑作用。



十、教学进程表

集中实

践教学

环节

素质教育集中实践

学分 代码 名称 英文名称
课程总

学分

理论学

分

实验学

分

实践学

分

学习负荷

（workload） 课内 理论 实验 实践 自主 1 2 3 4 5 6 7 8 模块

属性

考

核
归属

学位

课程

专业核心

课程

2.0 1051100002 军事技能 Military Skill 2.0 0.0 0.0 2.0 +2 2 公必 查 武装部 否 否

小计 2.0 0.0 0.0 2.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工程实践与毕业设计 (论文)

学分 代码 名称 英文名称
课程总

学分

理论学

分

实验学

分

实践学

分
周数 1 2 3 4 5 6 7 8 模块

属性

考

核
归属 学位

专业核心

课程

35 

3021315801 教育见习I Education Probation I 4.0 0.0 0.0 4.0 +4 4 必修 查 人大学院 否 否

3021315802 教育见习II Education Probation II 2.0 0.0 0.0 2.0 +2 2 必修 查 人大学院 否 否

3021315806 教育实习 Educational Practice 8.0 0.0 0.0 8.0 +10 10 必修 查 人大学院 否 是

3021315807 教育研习 Education Institute 4.0 0.0 0.0 4.0 +2 2 必修 查 人大学院 否 否

3021315805 创新创业实践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3.0 0.0 0.0 3.0 +3 3 专必 查 人大学院 否 否

3021318907 毕业设计

 (论文)
Dissertation

(Design)
14.0 0.0 0.0 14.0 +14 14 专必 查 人大学院 否 否

小计 35.0 0.0 0.0 35.0 0 0 0 0 0 0 0 0 0 4 2 10 2 17 

人文社科与科学素养通识教育

模块名

称

模块  
学分

子模块代码 子模块名称 英文名称
课程总

学分

理论学

分

实验学

分

实践学

分

学习负荷

（workload）
课内 理论 实验 实践 自主 1 2 3 4 5 6 7 8 模块

属性

考

核
归属 学位

专业核心

课程

2.0 1051100001 军事理论
Military theory 

Education
2.0 2.0 0.0 0 36 36 36 0 0 0 2 公必 查 武装部 否 否

思想政

治理论

素养模

块

18 

3131100001 思想道德与法

治

Morality Cultivation and 
Basics of Law 3 2.5 0 0.5 80 48 40 0 8 32 3 公必 查 马院 否 否

3131100002 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2.5 0 0.5 80 48 40 0 8 32 3 公必 查 马院 否 否

3131100004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Socialism

3 2.5 0 0.5 80 48 40 0 8 32 3 公必 试 马院 是 否

3131100003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2.5 0 0.5 80 48 40 0 8 32 3 公必 试 马院 是 否

3131100007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2.5 0 0.5 80 48 40 0 8 32 3 公必 试 马院 是 否

3131100005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2 0 0 112 64 64 0 0 48 2 公必 查 马院 否 否

3131100006 “四史”之一
One of the Four  

Histories 0.5 0.5 0 0 14 8 8 0 0 6 0.5 公选 查 马院 否 否

3131100009 国家安全教育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1 1 0 0 28 16 16 0 0 12 1 公必 查 马院 否 否

大学英

语
7.0 

3151100101 大学英语 Ⅰ College English
Ⅰ 3 3 0 0 84 48 48 0 0 36 3 公必 试

基实

中心
否 否



大学英

语
7.0 

3151100102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Ⅱ 4 4 0 0 112 64 64 0 0 48 4 公必 试

基实

中心
否 否

创新创

业教育
3.0 

1061100001 大学生职业生

涯规划

College Students Career 
Planning

0.5 0.5 0 0 0 16 16 0 0 0 0.5 公必 查 学生处 否 否

1061100002 就业指导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0.5 0.5 0 0 0 16 16 0 0 0 0.5 公必 查 学生处 否 否

6181100001 创业基础 Entrepreneurial Base 2 2 0 0 56 32 32 0 0 24 2 公必 查 双创处 否 否

素质教

育模块
10 

3021190001 劳动教育(理
论) 

Labour Education
（Theory）

1 1 0 0 28 16 16 0 0 12  1 公必 查 人大学院 否 否

3021190002 劳动教育(实
践)

Labour 
Education(Practice) 1 0 0 1 28 16 0 0 16 12 1 公必 查 人大学院 否 否

3111100001 大学生心理健

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Undergraduate
2 2 0 0 56 32 32 0 0 24 2 公必 查 教育学院 否 否

3141100001 体育I Physical Education I 1 0 0 1 0 36 0 0 36 0 1 公必 试 体艺部 否 否

3141100002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 II 1 0 0 1 0 36 0 0 36 0 1 公必 试 体艺部 否 否

3141100003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 III 1 0 0 1 0 36 0 0 36 0 1 公必 试 体艺部 否 否

3141100004 体育IV Physical Education IV 1 0 0 1 0 36 0 0 36 0 1 公必 试 体艺部 否 否

3141100101 美育 I Art education1 1 0 0 1 28 24 0 0 24 4 1 公必 试 教育学院 否 否

3141100102 美育 II Art education2 1 0 0 1 28 24 0 0 24 4 1 公必 试 教育学院 否 否

公共选修课 4.5 4.5 0.0 0.0 126 72 72 0 0 54 4.5 公选 查 否 否
小计 45.0 35.5 0.0 9.5 1136.0 868.0 620.0 0.0 248.0 444.0 11.5 9.5 8.0 5.0 2.0 0.5 4.0 4.5 

专业基础类

模块名

称

模块  
学分

子模块代码 子模块名称 英文名称
课程总

学分

理论学

分

实验学

分

实践学

分

学习负荷

（workload）
课内 理论 实验 实践 自主 1 2 3 4 5 6 7 8 模块

属性

考

核
归属 学位

专业核心

课程
专业导

论
0.5 3021315001 专业导论

Professional 
Introduction

0.5 0.5 0.0 0.0 14 8 8 0 0 6 0.5 专必 查 人大学院 否 否

分析基

础
17.0 

3022315101 数学分析I Mathematical Analysis I 5.0 5.0 0.0 0.0 140 80 80 0 0 60 5 专必 试 人大学院 是 是

3021315102 数学分析II Mathematical Analysis 
II

6.0 6.0 0.0 0.0 168 96 96 0 0 72 6 专必 试 人大学院 是 是

3021315103 数学分析III Mathematical Analysis 
III

6.0 6.0 0.0 0.0 168 96 96 0 0 72 6 专必 试 人大学院 否 否

代数基

础
11.0 

3021315201 高等代数I Algebra I 5.0 5.0 0.0 0.0 140 80 80 0 0 60 5 专必 试 人大学院 是 是

3021315202 高等代数II Algebra II 6.0 6.0 0.0 0.0 168 96 96 0 0 72 6 专必 试 人大学院 是 是

几何基

础
3.5 3021315301 解析几何 Analytic Geometry 3.5 3 0.5 0.0 105 60 48 12 0 45 3.5 专必 试 人大学院 是 是

小计 32.0 31.5 0.5 0.0 903 516 504 12 0 387 14 12 6 0 0 0 0 0

专业类

模块名

称

模块  
学分

子模块代码 子模块名称 英文名称
课程总

学分

理论学

分

实验学

分

实践学

分

学习负荷

（workload）
课内 理论 实验 实践 自主 1 2 3 4 5 6 7 8 模块

属性

考

核
归属 学位

专业核心

课程
微分方

程
3.5 3021315104 常微分方程

Ordinary
Differential

3.5 3.5 0.0 0.0 98 56 56 0 0 42 3.5 专必 试 人大学院 是 是

概率论

与数理

统计

3.5 3021315401 概率论 Probability Theory 3.5 3.5 0.0 0.0 98 56 56 0 0 42 3.5 专必 试 人大学院 是 是

3.5 3021315402 数理统计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3.0 3.0 0.0 0.0 84 48 48 0 0 36 3 专必 试 人大学院 否 否



近世代

数
3.0 3021415203 近世代数 Modern algebra 3.0 3.0 0.0 0.0 84 48 48 0 0 36 3 专必 试 人大学院 否 否

建模与

优化
6.0 

3021315504 运筹与优化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3.0 2.5 0.5 0.0 91 52 40 12 0 39 3 专必 试 人大学院 是 是

3021315503 数学建模
Mathematical

Modeling
3.0 2.0 1.0 0.0 98 56 32 24 0 42 3 专必 试 人大学院 是 是

实分析

与复分

析

6.0 
3021315105 复变函数

Complex Variable 
Functions

3.0 3.0 0.0 0.0 84 48 48 0 0 36 3 专必 试 人大学院 是 是

3021315106 实变函数 Real Variable Functions 3.0 3.0 0.0 0.0 84 48 48 0 0 36 3 专必 试 人大学院 否 否

计算方

法
3021315502 计算方法 Computation Methods 3.0 2.5 0.5 0.0 91 52 40 12 0 39 3 专必 试 人大学院 否 否

普通物

理
3011100051 大学物理（数

学类）
General Physics 3.5 3.0 0.5 0.0 105 60 48 12 0 45 3.5 专必 试 人大学院 否 否

学科素

养
1.0 

3021315002 学科前沿 Frontiers of Science 0.5 0.5 0.0 0.0 14 8 8 0 0 6 0.5 专必 试 人大学院 否 否

3021315003 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0.5 0.5 0.0 0.0 14 8 8 0 0 6 0.5 专必 试 人大学院 否 否

教育知

识与能

力

5.0 
3021315701 中学教育学基

础

Fundamentals of 
Secondary Education

3.0 3.0 0.0 0.0 84 48 48 0 0 36 3 专必 试 人大学院 是 是

3021315702 教育心理基础
Psychological Basis of 

Education
2.0 2.0 0.0 0.0 56 32 32 0 0 24 2 专必 试 人大学院 是 是

习近平

总书记

关于教

育的重

要论述

0.5 3021315703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的重

要论述研究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ussion on Education 
0.5 0.5 0.0 0.0 14 8 8 0 0 6 0.5 专必 试 人大学院 否 否

中小学

教师职

业道德

规范与

专业发

展

1.0 3021315704
中小学教师职

业道德规范与

专业发展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1.0 1.0 0.0 0.0 28 16 16 0 0 12 1 专必 查 人大学院 否 否

教育教

学基本

技能

2.0 
3021315705 教师书写基础

Teacher Writing 
Fundamentals

1.0 0.0 0.0 1 42 24 0 0 24 18 1 专必 查 人大学院 否 否

3021315706 教师语言基础
Teacher Language 

Foundation 1.0 0.0 0.0 1 42 24 0 0 24 18 1 专必 查 人大学院 否 否

中学学

科教育

与活动

指导

5.0 

3021315708 中学数学教学

设计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Design
2.0 1.0 0.0 1 56 32 16 0 16 24 2 专必 查 人大学院 是 是

3021315707
中学数学课程

标准与教材分

析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tandard and Textbook 

Analysis

1.5 0.5 0.0 1 42 24 8 0 16 18 1.5 专必 查 人大学院 否 否

小计 44.5 38.0 2.5 4.0 1309 748 608 60 80 561 1 1 14 10 11.5 6 1 0

专业限

定选修
17.5

3021415108 数学学科基础

综合

Basic integration of 
mathematics 3.0 3.0 0.0 0.0 84 48 48 0 0 36 3 专选 查 人大学院 否 否

3021415107 泛函分析 functional analysis 2.0 2.0 0.0 0.0 56 32 32 0 0 24 2 专选 试 人大学院 否 否

3021415403 市场调查与分

析

Market research and 
analysis

2.0 2.0 0.0 0.0 56 32 32 0 0 24 2 专选 查 人大学院 否 否

3021415711 数学史与数学

文化

History and culture of 
mathematics

1.5 1.5 0.0 0.0 42 24 24 0 0 18 1.5 专选 查 人大学院 否 否

3021415505 Python程序设

计
Python programming  3.0 2.0 1.0 0.0 98 56 32 24 0 42 3 专选 试 人大学院 否 否

3021415714 数学方法论
Mathematical 
methodology

2.0 2.0 0.0 0.0 56 32 32 0 0 24 2 专选 查 人大学院 否 否



专业限

定选修
17.5

3021415709 中学生心理健

康与道德教育

Mental Health and 
Moral Education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1.0 1.0 0.0 0.0 28 16 16 0 0 12 1 专选 查 人大学院 否 否

3021415805
班级管理及综

合实践活动设

计

Class management and 
comprehensive practice 

activity design
0.5 0.0 0.0 0.5 21 12 0 0 12 9 0.5 专选 查 人大学院 否 否

3021415715 教育技术学原

理及应用

Principle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5 1.5 1.0 0.0 84 48 24 24 0 36 2.5 专选 查 人大学院 否 否

小计 17.5 15.0 2.0 0.5 525.0 300.0 240.0 48.0 12.0 225.0 0.0 5.5 0.0 2.0 1.0 2.0 7.0 0.0 

3021315501 程序设计与算
法语言 

Program Design and 
Arithmetic

3.5 2.5 1.0 0.0 112 64 40 24 0 48 3.5 专必 试 人大学院 否 否

3021415302 微分几何 differential geometry 2.0 2.0 0.0 0.0 56 32 32 0 0 24 2 专选 试 人大学院 否 否

3021415109 数学物理方程
mathematical physical 

equations
3.0 3.0 0.0 0.0 84 48 48 0 0 36 3 专选 试 人大学院 否 否

3021415204 初等数学研究
Elementary mathematics 

studies
3.0 3.0 0.0 0.0 84 48 48 0 0 36 3 专选 试 人大学院 否 否

3021415713 教育前沿与教

学研究讲座

Educational frontier and 
teaching research 1.0 1.0 0.0 0 28 16 16 0 0 12 1 专选 查 人大学院 否 否

3021415404 应用多元统计

分析

Application of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3.0 2.0 1.0 0.0 98 56 32 24 0 42 3 专选 试 人大学院 否 否

小计 15.5 13.0 2.0 0.0 434.0 248.0 216.0 48.0 0.0 198.0 0.0 3.5 3.0 3.0 0.0 2.0 3.0 1.0 
合计 176.0 120.0 5.0 51.0 3873.0 2432.0 1972.0 120.0 340.0 1617.0 28.5 28.0 28.0 21.0 16.5 18.5 14.0 21.5 

说明：1、总学分175，其中必修学分为152.5，最少选修公共选修课5学分（含0.5学分的“四史”之一），最少专业选修课应修17.5学分。总学分学时的核算是按照专业限定选修的数据核算 。

2、创新创业实践（3学分）、美育（2学分）、公共选修课（除0.5学分的“四史”之一外的4.5学分），跨学期设置，未在教学进程表中确定开课学期。总学时240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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