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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应用数学特色专业之特色探讨

梁小林，张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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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数学与应用数学特色专业的衡量标准和人才培养目标，并对该特色专业的建设途径进行了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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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esents measurement criteria and personnel training goal for characteristic speciality of mathematics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explores the speciality's construction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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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高校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与品牌，十一五

期间，教育部、财政部决定分 5批在高校立项 3 000个
左右的特色专业建设点。截至 2009年 6月，我校共建
设了 6个国家级特色专业，21个省级特色专业和 23个
校级特色专业，其中我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作为第

2批校级特色专业获得资助。笔者认为，建设特色专
业必须确立自己的特色，并不断深化、完善和升华，特

色专业应该在同类专业中起示范与带动作用，同一特

色专业根据不同学校类型、不同地区特色应有所不

同。本文将对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如何办出特色进行

探讨。

1 特色专业内涵分析

1 . 1 关于特色专业特色的衡量标准

特色专业是学校生存、发展和提升的基石，特色

专业在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出的人才方面应具有独特

性，具备“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精”的

条件[1]。特色专业必须符合“特色明晰、思路清晰、师

资优化、设备精良、改革突出、质量优秀”的要求，其

衡量标准主要包括 4点：1）特色专业应该在师资队伍、
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专业建设方面具有杰出性和开

拓性；2）具有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准确的职业定位，
在同一地区同类院校中特色突出，优势明显，并起示

范带动作用；3）应具有稀缺性、不可模仿与替代性的
特征，是高校的核心与特质资源，是高校品牌创建的

重要要素；4）社会声誉好，能为地区经济发展需求输
出高质量的优秀人才，受到社会广泛欢迎。特色专业

建设主要就是围绕上述 4 点展开。
1 . 2 关于特色专业建设的人才培养要求

21世纪高校间的竞争，较大程度上是人才质量的
竞争，本科教学质量工程的建设目标之一是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取得突破，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开拓精神显著

增强[2-3]。笔者认为，特色专业建设培养的人才应具有

如下基本素质：1）具有清楚的思维、表达、写作和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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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思考问题的能力；2）具有观察不同学科、文化、理
念相关之处的能力；3）具有形成概念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及敢于创新与独立工作的能力；4）具有判断怎样彻
底理解某种问题的能力；5）具有某一领域知识的深度
及一生求学不止的能力。

2 特色专业建设的主要途径

基于对特色专业建设内涵的理解，近年来对数学

与应用数学专业的特色建设进行了探索。

2 . 1 以科研带动教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俗话说得好，强将手下无弱兵，没有好的师资队

伍，不可能培养高素质的学生，“建设一流师资队伍”

是打造特色专业的根本保证[4 ]。为培养优秀师资，我

校坚持内部培养与外部引进相结合、专任教师和少量

外聘教师相结合的策略，教师队伍的学缘、年龄、职

称结构得到明显改善。此外，通过科研建设具有稳定

研究方向的学术团队，以团队力量带动专业发展，进

而培养出经验丰富的高水平师资队伍，这些教师能充

分把握学科前沿，积淀了丰厚的学术成果，因而他们

能将学科建设成果转化为本科课堂教学内容，达到拓

展学生视野，加深学生对知识体系理解的良好效果。

2 . 2 结合数学专业特点，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学生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

力，学习计算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为了培养学生

开展学术研究与探索的学习习惯，加强科研创新意

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促进理论知识和创

新教学的有机结合，我院组建了 1个实验中心，包括

2个实验室和 1个研究生工作站。另外，我院每年组织
1次校内数学建模竞赛，全校竞赛的优胜者组队参加
全省和全国的数学建模竞赛。通过这些措施，学生的

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升[5]。

2 . 3 以就业为保证，重新设置课程体系

要让学生对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感兴趣，吸引优

秀学生进入本专业，就业好是硬道理，但由于受数学

与应用数学专业本身特点限制及当前金融危机的影

响，使得该专业学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为了提高本

专业就业率，我院采取了如下措施：1）充分利用我校
拥有的交通与电力行业优势，鼓励那些学习成绩好业

余时间较充裕又想在专业口径上有所突破的同学辅修

第二专业。2）人才分流，通过修改课程设置，增加 3
类选修课模块。一类数学基础课选修模块，让一部分

数学基本功扎实、数学素养好的学生选修，然后出国

深造或考研；另一类是相关专业课程选修模块，让那

些对应用数学感兴趣的学生选修以帮助他们跨专业考

研；第三类就业指导选修模块，让一些大企业、大公

司的知名专家来校指导课程设计、毕业论文或开设就

业辅导课，本专业每年约 10名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接受
校外专家指导。通过这些尝试，我校数学与应用数学

专业学生的就业率得到很大改善。

3 结语

专业建设尤其是特色专业建设是高校人才培养的

前提基础和保障条件，也是反映高校综合水平和竞争

力的一项主要指标，本文对我校数学与应用数学特色

专业的特色问题进行了探讨，为推进本专业教学质量

的提高、优化专业体系和学科结构、保持专业强大的

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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