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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研究生数学课程教学与改革的若干探索

冯良贵，杨文强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针对数学教育在高层次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对工科研究生数学系列课程建设和改革进行了探

索，提出了以基础平台为主体、应用平台和实践平台为两翼的研究生数学课程体系结构，结合研究生数学建模

竞赛等课外学术活动，为推进研究生数学素质教育，探索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开拓了新思路。

关键词：数学课程体系；基础平台；应用平台；实践平台；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833(2010)01-0072-03

Some Explorations on Teaching and Reform of Graduate Mathematics Curriculum

Feng Lianggui，Yang Wenq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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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view of the important role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the high-level talents training，explores the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of mathematics series curriculum for graduate students in engineering. Puts forward a kind of graduate
students'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ystem, with the basic platform as the subject and the application platform and practical
platform as the wings，and combining extracurricular academic activities such as graduate mathematical modeling contest etc.,
promotes the mathematical quality education of graduates and explores innovative talents train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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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研究生数学课程教学创新，努力造就大批

创新型人才，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对研究生数学课程教

学改革作出了一些有益探索。本着进一步理顺课程体

系结构，完善教学管理与评价体系，坚持“厚基础、强

能力、宽适应、高素质、重创新”的教学理念，对国

防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数学课程进行了整合，形成了

以基础平台为主体、应用平台和实践平台为两翼、课

内课外互动的研究生数学创新教育体系，以加强理工

科学生的数学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培养。

1 构建研究生数学课程平台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

点，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核心所在。国防科学技术大

学研究生原开设了《高等工程数学》、《应用数学基础》、

《文科应用数学基础》、《高等数理统计》、《数值分析》、

《随机过程》、《最优化方法》、《小波分析及其应用》、《统

计决策理论与Bayes分析》等数学课程。虽然开设的数
学课程不少，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研究生教育教

学对数学课程的要求越来越高，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理

学院在理顺数学课程之间的关系，合理安排研究生的

数学课程教学的基础上，对研究生课程体系和教学内

容进行了较深入研究和分析。

实践性课程在研究生能力培养过程中有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实践性教学环节不仅能检验学生的数学理

论知识、动手能力与研究水平，还可提高学生分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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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生从事研究奠定基础。在

国家教委面向 21 世纪工科数学教学内容体系改革精神
指导下，遵循学生对数学知识需求和学习能力提高的

要求，增加了新课程《数学建模》，以加强学生应用数

学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推行“课内与课外结合、教

学与科研结合”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依托数理实验

中心，结合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等活动，坚持“知识、

能力、素质”的教学体系，改变原有的数学课程缺乏

实践教学的局面。

创新教育体系的基础平台是由相互依托的课程平

台和实践教学平台构成的。根据研究生创新教育对数

学素养的要求，优化数学课程结构，构建了与之相适

应的数学课程平台。新的课程平台是按宽口径专业目

录构建的，由 3大平台构成：基础平台、应用平台和
实践平台。

以《高等工程数学》、《应用数学基础》、《文科应

用数学基础》等课程为基础平台；以《高等数理统计》、

《数值分析》、《随机过程》、《最优化方法》、《小波分析

及其应用》、《统计决策理论与 Bayes分析》、《时间序
列分析》为应用平台；以数学建模课程为基础，研究

生数学建模竞赛活动为切入点，建立了研究生数学实

践平台。

根据教学过程中的实际情况， 3个平台以一定的进
度并行教学，学生根据自身的能力和需求，从不同平

台中选择相关的数学课程。将原课程体系中相互孤

立、部分内容重复的基础数学课程和应用数学课程整

合成新的平台课群，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数学实践

平台。这改变了传统的“数学而数学”体系，代之以

基础加应用，辅于数学实践的综合体系。基础平台以

教师讲授为主，系统讲解数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使

学生建立较完善的数学理论基础；应用平台采用教师

讲授和学生文献阅读相结合的方式，使学生了解数学

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应用情况；实践平台以教师讲座和

学生实践相结合，通过参加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活

动，重点提升学生应用数学的创新能力。

2 强化数学课程教学过程改革

教学过程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研究生数学教学理

念、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方面，具体体现为一个加

强、一个改进、一个联系。

2 . 1 一个加强：教学改革的重点在于加强对研究

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21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
的大力提高，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较之以前有了明显的

不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演变成了人才的竞

争。研究生教育是精英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之一，而

创新能力是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志。如何加强研

究生创新素养的培养已成为我国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共

同关注的根本课题[1-4]。

数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它高度专业性的语

言、追求完美和创新的思想、形形色色的工具和严密

的思维方式，不仅适应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且被有效

地用于阐述和回答各种科学问题。它的基本要素是逻

辑和直觉、分析与构造、一般性与个别性。数学的这
些基本特征决定了提高研究生的数学素养是研究生创

新素养提高的前提和基础。具体到研究生的数学教学

过程中，就是要提升他们从实际问题中提炼数学问题

的能力；通过现代数学的学习，使他们掌握必须的数

学基础知识，并能熟练地用准确、严格、简练的数学

语言表达自己的科学思想并进行交流；培养他们善于
对现实世界中的对象和过程进行合理的简化和量化，

从而建立数学模型的素养。

2 . 2 一个改进：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原有的研究生数学教学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

推理、轻应用的弊端，这明显制约了研究生创新能力

的培养。教学方法作为教学过程中的基本要素之一，
直接关系着教学工作的成败、教学工作效率的高低和

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它对完成教学任务，实现

教学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教学中，针对新的课程平台体系，在强化数学

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深化现代数学理念的培

养，增设数学建模课程教学，并结合研究生数学建模
竞赛等活动，以增强研究生应用数学方法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数学建模等实践课的具体作法是：讲授课程之

前，将要讨论的实际问题提前告知学生，使学生有一

定的准备时间。通过文献阅读、上网查询等手段，收

集相关的资料。课程教学过程中在讲解完主要教学内

容之后对该问题进行研讨，从中提炼出相关的数学模

型，然后分析数学模型中的数学问题，从而使得学生

掌握用数学思维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并达到强化教

学的效果。

对一些应用平台的课程，根据学生所学专业分成

不同的学习小组，每组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研读 1
篇含相关数学方法的专业科研论文，并分组讨论，提

交出分析总结报告。分析总结报告应先介绍专业背

景、所涉及的数学思想和方法、以及数学结果在实际

问题中的解释，最后给出可能进一步深化的方向。通

过这些分析报告的研讨，不仅使学生了解自身专业方

向的最新进展，还能使学生掌握现代数学方法在本专

业中的应用，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2 . 3 一个联系：加强与数学基础知识的联系

21世纪是数字信息的世纪，各学科都涉及到大量
信息的分类处理，以及定量化的描述。现代数学方法

的普遍引入已成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这就对现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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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社会发展的科技人员的数学素质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和要求[5]。

正如法国数学教育大纲指出的：“数学教学的目

的在于培养推理能力和发展学生的抽象思维”。培养

创新的思维能力是数学教育的根本目标。现代数学的

教育不但使被教育者接受新型的数学理论和数学方

法，更着力于使受教育者从中获得建模能力、逻辑推

理能力，并且通过现代数学理论的介绍，使他们受到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最后解决问题的完整训练。对

比创新能力的几个方面不难看出，对研究生而言，加

强他们的现代数学教育将直接有助于他们创新能力的

提高。简而言之，所谓创新即是要求人们创造性运用

现有知识解决问题，形成新产品、新技术、新观念、以

及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发现新知识。严格的数学训练

为提高人们的创新能力提供了一个最有效且必经的途

径。所以，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理学院的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注意加强与数学基础知识的联系。

数学教学实践证明，形象而直观的背景是学生正

确快速地掌握抽象数学概念和理论认识的基础之一，

这也符合一般工科学生的认识规律，且既容易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也有利于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掌握[ 6 ]。

而那种由抽象到抽象所谓高起点教学法，多数学生难

以适应，所以，应充分利用研究生在大学中已学过的

数学知识（如经典微积分、线性代数和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等），通过对其中一些内容的抽象和深化，引导研

究生进入现代数学的前沿领域，掌握现代数学的理论

和方法。

学生理解了现代数学理论和方法，并不能说学生

就能应用现代数学的理论和方法去解决本学科领域的

专业问题。将数学基础知识和本学科专业知识结合起

来，必须经过许多实际应用问题的实践之后，才能对

所学的数学理论和方法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掌握。所

以，强化学生实际应用数学的能力是非常必要的。以

《数学建模》课程为例，每次讲授之后，都给学生留下

相关的实际问题，让学生通过互联网查询所需的资

料，然后建立数学模型解决问题。

3 结语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创新素质教育成为高

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人才的培养从知识性教育转

向创新能力培养。以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等学科竞赛

为切入点，为研究生数学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了一个契

机。几年来的实践证明，数学素养的培养是研究生创

新能力和素质培养的重要途径，也是教育教学改革的

一个重要方向，这也为探索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开拓

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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