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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本科院校数学类专业的课程设置 ①

石循忠，林依勤
（湖南科技学院 数学与计算科学系，湖南 永州４２５１１９）

摘　要：地方本科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这一观点已成为共识。数学类专业属于基础专业，只有通过层次性课程才
能达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数学基础课程是数学类专业的核心课程，其改革思路是追求现代式结构，达到连续数

学、离散数学、随机数学、模糊数学的综合平衡。以课程的模块化组合为载体，按照“基础课—专业课—方向课—选修

课”的走向，可以实现数学类专业课程整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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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院校数学类专业一般包括数学与应用数学、信
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三个专业。多年来，地方本科院校

沿袭研究性大学的课程体系，尽管在容量和难度上有所

降低，但总体框架没有变化，这与地方本科院校的定位是

不相符的。另外，三个专业的课程要么完全相同（如数学

基础课），要么各自为政（如相关专业课），缺乏整合，没有

特色。如何科学界定地方本科院校数学类专业的基础课

程以及整体设计三个专业的课程体系，是值得研究的

课题。

１　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定位———应用型人才
地方本科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已形成共识。所谓

应用型人才是指能将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于社会实践的

一种专门人才类型，是熟练掌握社会生产或社会活动一

线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主要解决一线生产关键技术

问题的专业人才［１］。本科阶段掌握比较全面扎实的基础

理论，是学生日后有用、甚至终生收益的，而且是不可逆

的。因此，笔者认为，本科层次的应用型人才，不仅要使

毕业生近期能用（０～３年），还要保证中期（３～５年）有
用、长期（５～８年及以上）够用。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师范类）的毕业生一般担任中

学数学教师，３～５年基本养成教学技能，５年以后真正能提
升教学水平、体现数学教学潜力的成分，恰恰是其数学专

业基础，即自己对数学本质的把握。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的学生，毕业后多数进入ＩＴ行业，从事软件开发相关工作，
前面１～３年左右主要靠程序设计的基本技能，但真正要提
高编程能力，还需算法的提炼和编译，这是数学与计算机

基础课程才能保证的。地方本科院校学生在某一岗位

（群）工作一段时间，掌握了相关技能后，若要尝试开发与

创新，就需要专业基础课程了，这是专科层次技能型人才

一般不能达到的；与研究型人才相比，地方本科人才有更

多的一线经验与技能体验，更能提出开发与创新的课题。

在研究型与技能型之间，这是应用型人才的科学定位。

２　基础性专业的课程结构———层次性课程
数学类三个专业均属基础性专业，与应用性比较强

的专业相比，在培养应用型人才方面相对困难。但如果

设计层次性课程，也是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其培养模

式是一个平台向另一个平台的推进，一个层次向另一个

层次的提升，随着平台的逐步推进，层次的逐步提升，学

生的就业适对性逐步增强。层次性课程的开设顺序是：

基础课→专业课→方向课，但在课程设置时，则是反过来
考虑的，即方向课←专业课←基础课。根据学生就业的
岗位（群）需要，开设方向课；按照方向课的整合要求，设

置专业课；依据专业课的逻辑关系，安排基础课。这三个

层次的课程基本上对应于应用型人才的三个应用阶段，

即方向课———近期应用，专业课———中期应用，基础

课———长期应用。

数学类三个专业都有自己的层次性课程体系，它们

的方向课可能相去甚远，但这些课程体系之间是紧密联

系的，它们两两之间的专业课有一定的交叉，如数学与应

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之间有计算数学类课程，数

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专业之间有随机数学类课程，统计

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之间有统计软件类课程。值得

一提的是，三个专业的数学基础课程几乎完全相同，这正

是把三个专业统称为数学类专业的理由。当然，除了数

学基础课程外，它们还有各自的基础课，如数学与应用数

学专业（师范类）有教育学、心理学类基础课程，信息与计

算科学专业有计算机类基础课程，统计学专业（经济统计

方向）有经济学类基础课程。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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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类三个专业的课程体系关系如下图１表示。

图１　数学类三个专业的课程体系关系

３　数学基础课程的改革思考———现代式结构
经典的数学本科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基本为基础数

学的“旧三高”（数学分析、高等代数、高等几何）加“新三

高”（泛函分析、抽象代数、拓扑学），再加应用数学大类课

程（概率统计、运筹学等）以及基础数学扩展课程（复变函

数、微分方程）。地方本科数学专业的数学基础课程对经

典的数学课程门数虽有删减，或课程内容降低要求、减小

难度，但基本框架还是与经典的数学课程比较接近。随

着数学应用的拓展，加上计算机科学发展对数学研究的

革命性影响，计算数学应运而生，数学建模如火如荼。尽

管数学类专业开设了数值分析、数学实验、数学建模等课

程，但在数学基础课程内容中，并不注重“计算”方法与

“应用”领域，导致地方本科学生“不懂数学证明、不做数

学计算、不会数学应用”的局面。如果说经典的数学课程

太旧、太深、太窄的话，地方本科数学基础课程应该追求

较新、较浅、较广的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

在人类社会和各个科学领域中，人们所遇到的各种

量大体上可以分成两大类：确定性的与不确定性的，确定

性一般分为连续性与离散性，而不确定性又可分为随机

性和模糊性，那么，现代数学总体上可以理解为连续、离

散、随机和模糊四大门类［２］。经典的数学课程内容中，连

续性数学分量很重，从数学分析到微分方程、复变函数、

微分几何等，课程门数多，学分课时多，数学分析作三、四

个学期开设，而几乎没有模糊数学的内容。地方本科数

学基础课程改革，应该以现代数学为基本平台，构建现代

式结构课程结构：连续数学类课程：数学分析、微分方程

等；离散数学类课程：高等代数、运筹学等；随机数学类课

程：概率论、数理统计等；模糊数学类课程：模糊识别、模

糊评价等。在数学基础课程的内容取舍方面，应适当减

少知识的内容，降低证明的难度，增加计算的成分，注重

应用的背景。

４　数学类专业课程整体设置———模块化组合
课程模块化是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手

段［１］。模块化课程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宏观

层面模块是构成某一专业课程体系基本层次，称之为“层

次模块”，中观层面模块是组成某一课程层次的基本课

程，称之为“课程模块”，微观层面模块则是形成某一课程

内容的基本单元，称之为“单元模块”，由单元模块组合成

课程模块，再由课程模块组合成层次模块。

模块化课程是针对传统的学科性课程注重学科理论

的系统性、连贯性和完整性而提出的课程设置新理念。地

方本科如何从传统的学科课程向新型的模块化课程转轨，

实现课程的模块化组合呢？首先完成课程内容的分解，就

是将系统的学科课程内容分解成若干单元模块。接着分

析每一单元模块的成分，明确哪些成分适合于哪个专业的

培养目标，以便在组合课程模块时选用。这样，名称相同

的课程模块，其课程内容会有较大出入。如数学分析课

程，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注重引导发现与逻辑证明，信息

与计算科学专业则强调算法提炼与计算方法；又如数理统

计课程，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重视统计思想与统计原理，

而统计学专业则更强调统计方法和应用背景；再如统计软

件课程，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注重软件的分析与开发，而

统计学专业更强调模型的建立与软件的使用。

表１　数学类专业课程整体设置框架表
层次 数学与应用数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统计学

公共课 不分专业

基础课
教育学基础课 计算机基础课 经济学基础课

数学基础课程

专业课 基础数学类专业课 数值计算类专业课 数理统计类专业课

方向课 数学教育方向课 软件开发方向课 经济统计方向课

选修课 跨其他两专业选修课 跨其他两专业选修课 跨其他两专业选修课

公选课 跨全校其他专业选修课

　　以上只是就数学类专业课程设置进行探讨。如果将
视野放宽到高校相关专业，课程设置的思路会更广阔。

如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类）专业和教育技术学专业在学

科教学技术类课程、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和计算机相关

专业在软件工程类课程、统计学学专业与经济管理专业

在金融统计类课程等方面可以整体性设置、模块化组合。

还有，数学是地方本科专业的基础，数学在各专业中

的科学价值、应用价值、文化价值不容低估，尤其数学课

程与各专业课程的整合，更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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