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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介绍国内外知名理工科大学研究生数学公共课程的设置与教学情况，分析了我校研究生 

数学公共课程体系建设的现状，论述了研究生数学公共课程体系的建设意义。从课程体系的设计与优化、教学 

内容改革、教学力量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模式改革等方面提出了学校研究生数学公共课程体系建设的思考建 

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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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the eonstruetion of the Non—ma-ior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ystem for Post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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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esent paper first makes an introduction of the non·—major mathematics curriculum——design and 

teaching situation for postgraduate in the famou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ies at home an d abroad．Then，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urrent status of non—major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ystem for postgraduates in NUDT，the author 

expounds systematically the significance of non—major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ystem for postgraduates．Finally，proposed 

are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on—major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ystem for postgraduates in our university， 

involving the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for curriculum system，reform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teaching team，teaching 

materials，and reformation of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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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大特点是，在几乎所有的 

领域，数学和计算机技术被广泛应用。近代数学的思 

想、方法、观点和结论正在深入地渗透进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的众多的理论分支，主要原因是各门学科越 

来越走向定量化 ，越来越需要用数学来表达其定量和 

定性的规律，并且运用数学的方法和成就来加速自身 

的发展。 “高技术本质上是一种数学技术”的观 

念已13益为人们所共识。 因此，就研究生数学教育 

而言，必须要求他们接触近代数学，了解和熟悉近代 

数学的思想、观点和方法，使他们具有较高的抽象能 

力和建模能力，从而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纵观国内 

外以工为主的知名大学，研究生数学公共课程设置和 

教学都具有鲜明特色。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为全 

校研究生开设了分析、代数、几何、概率、统计、组 

合、拓扑、计算、方程等方面的课程近 100门，这些 

课程主要针对数学系的研究生培养，但全校所有研究 

生都可以选修其中的课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近 

100门课程中，有 14门课程被特别标注为 “H except 

18”，这里H代表高水平，18代表数学系，也就是说 

这14门课程针对非数学类研究生来说是高水平数学 

课程，麻省理工学院的非数学类博士生通常都会选择 

1到2门此类课程，再加上他们的专业课一般都会在 

开课时介绍一些必要的数学基础，这样就可以满足他 

们的科研需求。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为全校研究生开设 

实分析和复分析、抽象代数、拓扑与几何、椭圆曲 

线、统计学、计算理论、组合分析、代数几何、算术 

几何、常微分方程与偏微分方程等30余门数学课程， 

其中指明分析、代数与拓扑是三门核心课程。上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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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大学在给出关于学校研究生数学公共课学习的规定 

时，特别指出 “数学课程在研究生的教学体系中，课 

程数量多，涉及专业面广，学时比例高，是一门非常 

重要的基础课，数学素养在研究生创新素质中尤为基 

本和突出。所以，特对该课程学习做如下规定：全校 

各学科硕士研究生都必须选修公共数学课 (数学系和 

文科研究生除外)”，并为全校非数学类研究生开设 

几何代数系列课程5门、分析数学系列课程 5门、计 

算数学系列课程6门、随机数学系列课程5门，另有 

综合系列课程3门，学校要求非数学类研究生根据自 

身的科研需求选择其中的一些数学课程进行学习。华 

中科技大学则为工科研究生开设矩阵论、应用泛函分 

析、数值分析、随机过程、高等数理统计等课程。由 

此可见研究生数学公共课程建设是国内外知名大学非 

常重视的一件事情。我校肩负着为全军培养高素质新 

型军事人才的重大任务，是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 

建设的重点大学，为加强课程体系建设，提升课程教 

学质量，学校决定启动研究生一流课程体系建设项 

目，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以国际一流课程体系建设为 

导向，以优化课程体系、改革教学内容为核心，结合 

教学团队建设和教学岗位制实施，大力加强研究生课 

程建设。为配合学校开展的研究生一流课程体系建 

设，我们分析了我校研究生数学公共课程体系建设的 

现状，从课程体系的设计与优化、教学内容改革、教 

学力量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模式改革等方面给出了 

学校研究生数学公共课程体系建设的一些思考。 

一

、 我校研究生数学公共课程体系建设的现状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数学公共课程建设始于上个 

世纪90年代初，1994年数学系为全校工科研究生开 

设了 “矩阵分析”和 “应用泛函分析”等少量的数 

学公共课。1996年以后，学校研究生院加强了数学 

公共课程的建设，先后在硕士生层面上开设 “应用数 

学基础”课程，作为技术类工科研究生的公共数学学 

位课，在博士生层面上开设 “代数学基础”和 “泛 

函分析及其应用”两门课程，作为非数学类博士研究 

生的公共数学学位课。除了这些学位课以外 ，还有数 

值分析、最优化方法、随机过程、小波分析等公共数 

学选修课。随着工程科学对于数学需求 的越来越强 

烈，随着现代数学自身的不断发展，数学公共课程的 

开设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目前数学系为非数学类研究 

生开设了应用数学基础、高等工程数学、文科应用数 

学基础、随机过程、应用数理统计、优化理论及应 

用、高等数值分析、矩阵分析与计算、数学建模、代 

数学基础、泛函分析及其应用、小波分析及其应用、 

时间序列分析、统计决策理论与 Bayes分析、现代数 

学专题及应用讲座、微分方程等 16门研究生数学公 

共课程。这些课程从分析、代数、统计、方程、计算 

等多方面提供非数学类研究生所需要的数学知识，以 

增强他们的数学素养。同时从数学建模、组合优化、 

小波分析等方面加强数学知识的应用能力训练，以培 

养研究生创新能力。从目前研究生数学公共课程体系 

建设情况来看，数学公共课程的设置较为紧密结合我 

校信息学科群为主体的学科需求，教学内容涵盖代 

数、分析、统计、方程和计算等多方面的现代数学知 

识，各门课程的建设情况相对稳定，建设质量基本满 

足课程要求。但是，研究生数学公共课程体系建设仍 

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问题一是研究生数 

学公共课程建设体系结构不够明确。有些课程属于综 

合性课程，这一类课程往往将2到3个相关性较强的 

数学模块融入到一门课程；有些课程属于单一模块课 

程，这些课程主要讲授某一个方面的数学知识。综合 

性课程与单一模块课程之间的关系需要我们去研究清 

楚。问题二是 16门数学公共课之间教学内容存在交 

叉现象，有的交叉还比较严重。比如 “应用数学基 

础”的泛函分析部分内容与 “泛函分析及其应用” 

的课程内容重复，“高等工程数学”中矩阵分析部分 

与 “应用数学基础”和 “矩阵分析与计算”中相关 

内容出现交叉。问题三是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是否体 

现经典与现代的紧密结合，是否具有基础性、研究性 

和前沿性等特色，是否到达国内甚至国际一流课程标 

准，这些都需要我们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二、研究生数学公共课程体系建设的思考 

遵循 “厚基础、重实践、强能力 、实践贯穿全过 

程”的人才培养原则，按 “三步走”的方式推进研 

究生数学公共课程体系建设项目的实施。首先，项目 

组将充分调研国内外以工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关于非数 

学类研究生培养的数学课程的开设情况，以及我校非 

数学类专业研究生对数学知识的需求特点，理顺目前 

开设的 l6门研究生数学公共课程之间的关系，以及 

研究生数学公共课程与数学专业研究生开设的同名课 

程之间的关系，解决 16门研究生数学公共课程教学 

内容之间的交叉问题，以及工科研究生数学公共课程 

与数学专业研究生同名课程内容重复问题，提出研究 

生数学公共课程体系建设方案。其次，在体系建设方 

案的基础上，对所开设的研究生数学公共课程的教学 

内容进行改革，教学内容应充分体现经典与现代的紧 

密结合，应更加符合我校信息科学群为主体的数学需 

求，在此基础上对相关课程的教材进行修订、编写或 

者引进。最后，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明确的情况 

下，补充教学辅导资料，建设课程案例库和课程教学 

网站。 

在课程体系总体设计与优化方面，充分考虑国内 

外以工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关于非数学类专业研究生培 

养所开设的数学课程情况，并结合我校以信息学科为 

主的学科群对数学知识的需求。体系建设方案主要参 

考国内外大学针对非数学类研究生的数学公共课程开 

设的两种模式：一种是按分析、代数、几何、统计、 

计算、方程等不同系列设计研究生公共数学基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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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另一种是开设多门综合性的课程，这些课程分别 

融人相关性较强的2到3个数学模块。第一种模式的 

特点是研究生数学公共课程之间不会出现交叉现象， 

各系列数学知识特色比较明显。第二种模式的特点是 

非数学类研究生在一门数学课程可以学到多个方面的 

数学知识。根据我校研究生院对非数学类研究生的学 

分要求，以及不同学科对数学知识的需求特点，研究 

生数学公共课程体系建设将结合上面两种模式的特 

点，开设综合性基础课和应用性基础课，综合性基础 

课主要面向不同类别研究生的数学基本要求，应用性 

基础课主要面向对数学有特殊需求的非数学类研究生。 

在教学内容改革方面，目前所开设的研究生数学 

公共课程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不少课程之间出现教学 

内容的重复，比如 “应用数学基础”的泛函分析部 

分内容与 “泛函分析及其应用”的课程内容出现重 

复，矩阵分析部分与 “矩阵分析与计算”的课程内 

容出现重复； “高等工程数学”的概率统计部分与 

“应用数理统计”的课程内容出现重复，矩阵分析部 

分与 “应用数学基础”和 “矩阵分析与计算”中相 

关内容出现交叉。而 “高等数值分析”和 “小波分 

析及其应用”的教学内容与数学系研究生的同名课程 

的教学内容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重复。在课程体系建 

设过程中，将充分理顺这些课程之间的关系，对于重 

复内容比较多的课程将采取调整、合并、取消等方 

式，来优化研究生公共数学课程体系，对教学内容进 

行深层次的改革。 

在教学力量建设方面，目前我校研究生数学公共 

课程师资力量较为雄厚，有国家教学名师1人，全军 

优秀教师3人，军队院校育才奖 “金奖”获得者4 

人。但是，各门课程的师资分布不均匀，有的课程师 

资队伍力量过多、有的课程师资队伍不够强大。另 

外，数学公共课程教学还缺少 “大师”级的人物。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将充分关注教师队伍的均衡发 

展，在保证每一门课程师资充足的情况下，聘请国家 

教学名师或者院士来学校讲授研究生数学公共课，为 

培养大师级的研究生数学公共课老师奠定良好的基 

础。 

在教材建设方面，目前我校多数研究生数学公共 

课程都有自编教材，这些教材大都在高等教育出版社 

和科学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有的还是国家教育部的 

规划教材，教材质量比较高。但有些研究生公共课程 

建设时间不长，教材还没有建设到位。在课程体系建 

设过程中，将根据课程体系总体安排，引进、修订或 

者编写一些高水平教材。一方面从国际上引进一些高 

水平原版教材作为教学用书或者教学参考书，另一方 

面，争取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出版或者修 

订重点课程建设的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在教学模式改革方面，突出案例式教学和网络课 

程教学的作用。教学模式是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方 

面，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教师是信息的传授者，学生是信息的接 

受者。在确定了教学内容后，如何实现教学 目标 ，教 

学模式非常重要．在教学实践中，要坚持以学为主， 

以启发诱导为核心，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引导学员 

积极主动开展思维活动，紧紧围绕学的需要组织教学。 

上面我们给出了研究生数学公共课程体系建设中 

的总体思考，具体到相关课程的建设，我们的建设思 

路是，将按照国内一流课程建设标准，从加强数学基 

础理论和提升数学应用能力两个方面展开对非数学类 

研究生的数学训练。重点建设应用数学基础、高等工 

程数学、工程应用数学基础、泛函分析及其应用、高 

等数值分析、微分方程和数学建模等7门课程，其中 

应用数学基础、高等工程数学和工程应用数学基础等 

3门课程属于综合性基础课程，泛函分析及其应用、 

高等数值分析、微分方程和数学建模等4门课程属于 

应用性基础课程。综合性基础课程系列主要针对不同 

类别的研究生开展数学基础训练，使他们在有限的学 

时内尽可能多地掌握必要的现代数学知识。应用性基 

础课程系列主要为对数学有进一步需求的研究生提供 

更深层次的数学训练，为他们科研创新打下坚实的数 

学基础。各重点建设课程在研究生一流课程体系建设 

中的地位作用如下： 

应用数学基础属于综合性基础课程系列 ，面向工 

科学位类研究生，主要讲授泛函分析的思想与方法， 

并利用泛函分析的理论讨论矩阵代数和矩阵分析的相 

关内容，使得工科研究生在已有的微积分和线性代数 

的知识层面上 ，进一步拓宽和加深分析和代数两方面 

的数学基础。 

高等工程数学属于性基础课程系列，面向工科学 

位类研究生，主要讲授矩阵论和概率统计等方面的数 

学知识，是大学本科阶段 “线性代数”与 “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的延续和深化。该课程可以进一步拓宽和 

加深研究生代数和统计两方面的数学基础。 

工程应用数学基础属于综合性基础课系列，面向 

专业学位类研究生 (工程硕士和博士)，主要介绍 

“矩阵分析”、“数值计算”、“统计分析”以及 “运筹 

优化”四大模块的数学知识。旨在提高抽象思维和逻 

辑推理的能力的同时，培养他们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泛函分析及其应用属于应用性基础系列，面向工 

科学位类研究生，主要介绍无穷维空间中的泛函和算 

子理论，有效提升工科研究生的数学分析素养，培养 

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高等数值分析属于应用性基础系列，面向工科学 

位类研究生，主要介绍科学计算的一些基本算法和理 

论分析，旨在使研究生掌握各种常用的数值算法的构 

造原理和过程分析，提高算法设计和理论分析能力。 

微分方程属于应用性基础系列，面向工科学位类 

研究生，主要介绍常微分方程的定性理论和稳定性理 

论、偏微分方程的基本理论以及微分方程的应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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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这些内容对于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高等物 

理、自动控制、雷达、遥感等方面的研究生从事科学 

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数学建模属于应用性基础系列，面向工科类研究 

生，主要介绍数学建模中常用的、而在本科 “数学建 

模”课程中没有介绍的一些数学方法，是本科 “数 

学建模”课程的深化与加强。该课程以学生掌握这些 

数学方法的思想实质、应用范围及简单计算为目标， 

着重介绍方法的思想及建模思路，以提高研究生的数 

学建模能力和创新研究能力。 

三、结束语 

通过研究生数学公共课程一流课程体系的建设， 

理顺目前数学与系统科学系为非数学类专业开设的 

l6门数学公共课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课程与数 

学类研究生的数学课程之间的关系。按照基础理论训 

练和应用能力提升两个方面规划和建设好研究生数学 

公共课程，其中基础理论部分按照分析、代数、几 

何、统计、计算和方程等数学模块的有机结合实施教 

学，应用部分结合我校信息学科群特点，按照不同类 

型的学员实施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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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对微博使用的相关要求；另一方面对上网手机的 

使用要从严控制、实行实名制管理，禁止学员使用 

3G手机上网和发布微博；并且要搞好经常性思想教 

育、节假日和外出前的教育，定期搞好学员思想摸底 

和思想分析，及时掌握学员的思想动态，堵塞管理漏 

洞。 

四是注重技术培训，防止失泄密事件发生。一方 

面要加强网络知识培训。军校要加大网络知识的普及 

力度，多培训技术骨干，提高学员熟练使用互联网的 

技能，引导他们熟悉掌握各种失泄密隐患和敌特分子 

网上窃密的各种手段途径，从技术层面防息于未然； 

有条件的军校还应建立健全主动防范措施，完善信息 

发布审核制度，通过更加完善和强大的技术手段将微 

博发生失泄密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另一方面要加强安 

全保密教育。尤其是上网和聊天的保密教育，切实纠 

正少数学员不良上网习惯和侥幸心理，提高他们上网 

自控能力。 

五是倡导高尚军校文化，提升学员免疫力。随着 

社会的发展进步，军校学员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不 

断提高，但由于军人职业的特殊性，军校工作生活于 

相对封闭的营院内，许多已婚研究生、博士生甚至还 

处于两地分居状态。如果业余生活单调乏味，难免会 

有人沉湎于网络微博的世界里。相反的，如果组织广 

大学员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既可以缓解工 

作压力，又可锻炼身体，充实学员的精神世界。 一 

些需要团结协作的文体活动能增进学员间的交流互 

动，增强大家的团队精神，形成你追我赶、争先创优 

的良好局面，特色文化活动还可达到爱国主义教育的 

效果。通过丰富的文化体育活动形成高尚的军校文化 

氛围，对学员起到耳濡目染的作用，个人的免疫力自 

然得到提高。 

六是打造精品军网微博，推动管理上台阶。正如 

当前一些商业运营者利用名人微博、品牌微博制造轰 

动效应，以此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一样，军校也可以 

在这方面主动作为，努力打造具有军校特色的品牌、 

精品微博， 给广大学员提供一个展示才能、展现健 

康个性的舞台。这样既可以丰富学员的业余文化生 

活，又可以起到引领示范的作用 ，引导他们积极参与 

到学员队、学院、学校建设的方方面面，让军网微博 

真正受到学员的喜爱和关注，引起思想和感情上的共 

鸣。沈阳军区、成都军区、广州军区等单位陆续推出 
一 系列的精品微博，促进机关以兵为镜转变作风，让 

官兵随时对机关服务指导基层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 

得到基层官兵的热烈响应。值得注意的事，参与微博 

互动的领导和老师必须强化责任意识 ，认真合理对待 

学员的诉求，才能很好地去利用微博这个平台，进一 

步增强军网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为军校管理开辟一个 

崭新的窗口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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