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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培养方案等也应随之发

生一些变化，尤其是课程设置及内容也在不断地改革，也就需要进一步优化本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培

养方案计划改革。本文将从七个方面阐述需要构建的创新型智能化、绿色化，并和实践创新活动有机融

合的厚基础、宽专业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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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arrival of the era of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curriculum of mathematics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major specialty 
should undergo great changes, and the curriculum content is also constantly reformed. It is ne-
cessary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the specialty and carry out the reform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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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plan. From seven aspect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urriculum systems that need to be 
built, which is innovative, intelligent, green, and organically integrated with practical innovatio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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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我国大力在推进“双一流”高校的建设进程，以期适应目前经济社会的大数据时代发展、国家

的能源战略以及学生的全面发展的需求，启动了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的“双万计划”[1] [2]。为了落实立德

树人的目标，结合各类课程的各种教育的元素，需要建设适应新时期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一流本科课程，

就是要让多种因素课程、教师、学生、管理、效果等形成统一体，互相作用互相增强，从而形成适合新

形式下的有本国特色以及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课程体系，并构建更高的水平人才培养体系。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在实际应用中如国防建设、科研实验、金融经济等，均需利用专业知识进行科

学计算及其软件程序算法的设计与实施。数学的专业知识已为解决实际应用问题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手段

和方法，已成为科技革命的重要推动者。 
我校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已成立 20 年，经过历年建设和改革目前已成为国家一流本科专业。但在当

前大数据时代以及国家对高校一流专业的建设背景下，并结合石油工业和社会经济的当今发展需求，本

专业的培养方案在通识教育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以及实践类课程的设置等还不够与时俱进，不

够完善，还需要按照新时代的需求进行改革研究与探索。而且本专业依托我校在石油、石化方面的学科

和专业优势，要培养学生既具有扎实的数学理论基础，又要在工程应用方面等学有所长，从而具备较强

的适应能力、发展潜力、逻辑思维能力及创新能力。所以根据新形式下的变化和发展的需要，提高本专

业建设质量以及学生的专业技能，那么对我校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培养计划方案改革就势在必行[3] [4] 
[5]。 

2.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的培养方案改革措施 

随着科技进步与发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我校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的课程也应随之发

生较大的变化，课程内容也要不断地改革创新，这就需要进一步优化培养计划方案课程体系。综合改革

应发挥本专业的人才优势，课程的设置应有助于本专业数学知识的探索与研究、有助于数学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有助于学生数学素养、实践能力的提升。因此，我校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将从以下七个方面构

建和实践创新活动有机融合的厚基础、宽专业的创新型、智能化和绿色化课程体系。 
1) 推进大类培养、辅修双学位培养、本硕博一体化贯通培养 
建立完善的课程体系，培养具有更高创新创业能力和跨界整合能力的创新型人才，形成具有特色的

本硕博一体化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本专业已经建立了多门本硕博混合课程，如《数学物理方法》、

《时间序列分析》及《偏微分方程数值解法》等课程，随后还有多门课程计划改革如《多元统计分析》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05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马宁，许韬 
 

 

DOI: 10.12677/ae.2023.131058 365 教育进展 
 

及《近世代数》等课程改革，以适应当前新型培养模式。 
2) 完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培养思想政治过硬、专业基础扎实、学术思维活跃、国际视野开阔、发展潜力巨大的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未来领军人才。除必修课之外，选修从哲学思维与文化传承、文艺创作与审美

体验、国际语言与文化、社会素养与创新能力、工程素养与计算思维及身心健康与发展等六大类中做学

分要求。强化数理化基础、大数据、人工智能、国际交流合作、优秀传统文化、沟通写作、工程素质等

类型课程。 
3) 建设智能化绿色化的专业核心课程体系 
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于算法优化以及逻辑思维方面的需求不断增长，数学与应用数学将

为其带来更好的算法，而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将全面带动数学与应用数学的快速发展。 
强调以学生为主体，强调注重学生的个体化差异，除了专业基础必修课程以及学校规定的通识类课

程，在专业选修课方面设置多个课程和多个方向的选课模块，如分成专业基础选修课、金融数学方向、

数据处理与分析方向、应用类课程及研究类课程分类等，做到让学生按需按基础灵活的选择课程，更能

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能力。而且课程也在改革，包括教学内容和形式以及过程性考核的改

革。目前调整了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部分课程授课方式方法及教学内容，增开新课《人工智能》、

《大数据分析方法》及《Python》等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通过这些课程体系的改革建设促使学生能积

极参与各类国家级学科竞赛，并为后续课程和科研课题打下坚实的基础。 
4) 打造本专业品牌课、精品课和一流课等课程体系 
以国家一流专业为契机，通过教学团队、专业系列的课程群的建设，教学手段和评价机制的改革与

创新，学生的综合素质方面的培养，力求打造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各类精品示范课、各级品牌课和国家

级省部级的一流课程等课程体系，并引领数学教育改革的浪潮。提炼出数学专业的改革理念，积极开展

国际交流共建合作大学的多个项目，在此基础上总结并不断提升。 
在现有市级和校级教学名师的主导下积极开展各级精品示范课程和优质的教学资源库建设的基础上，

进一步优化数学专业的各类课程，形成完善的课程体系和优质教学资源库。吸收国内外先进的课程理念，

围绕整体培养，修订完善信息化、国际化视野下的人才培养方案。在名师主导下，围绕培养方案，构建

由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实践课程为模块的专业系列品牌课、精品课和一流课等课程群，

建设体现专业特色的高水平系列教材、优质教学资源库。 
5) 建设“学研用”结合的项目研究实践课程体系 
建设与理论课程有机融合的项目研究实践课程体系，包括基础和专业课程应用类、专业综合应用类，

如数学建模、专业课程设计、综合课程设计等，建立普及性项目、竞赛、成果孵化创新能力训练体系。 
加强创新性思维等方面的训练，推行本硕博课程高度衔接，加强学生创新实践的培养。目前有公共

实践类课程，专业实践类课程及第二课堂类课程。优化考核方式，通过增加过程考核和实践考核，并加

大两者的成绩在课程总成绩中的比重，利用多元化的课程考核来督促激励学生主动学习。通过多种考核

方式，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学业评价体系。学生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积极参加科技创新项目，以及

指导学生参加全国数学建模竞赛、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及全国大学数学竞赛等多种活动。历年我校

这类竞赛均获全国及北京市奖。既锻炼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又提升了学校的地位，扩大了影响力，

为培养新形式下的创新型综合应用性人才打下基础。 
6) 建设创新型实习实践教学体系 
建立企业现场案例课程、设计课程、实训实习、社会实践、毕业设计等创新型实践教学体系。通过

实践课程体系的建立，如数学实验与建模实践、软件应用实践、专业实习及毕业论文等，开展与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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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企业的专业建设合作，并与企业签订专业实践基地建设协议，加强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锻炼，

锻炼和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7) 开展劳育体系调研 
构建理论课程与日常劳动以及结合学科专业的生产性、创新性、服务性劳动相结合的劳动教育体。

重视学生的自我管理，以及劳动实践能力的培养。强化马克思注意劳动观教育，注重围绕创新创业，结

合专业开展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培育创造性劳动能力和诚实守信的合法劳动意识。有效促进学生认

识行业发展，树立学生职业和社会责任感。 

3. 结语 

新形式下对高校的各个专业面临新的挑战，尤其在如今人工智能时代，大数据势不可挡，随着计算

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为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提供基础的理论知识，还要在大数据分

析阶段提供算法的优化支持，这些数学与应用数学在大数据方面的应用都已说明大数据已经和应用数学

密不可分。那么我校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进一步落实一流专业建

设工作，优化本专业课程体系的培养计划方案，善于抓住机遇，建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一流本科课程，

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课程体系，构建更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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