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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强基计划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 

 

根据《教育部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

作的意见》（教学〔2020〕1 号）等文件要求，加强强基计划招生

和培养的有效衔接，特制定培养方案如下。 

一、基本情况 

1．专业简介 

重庆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的前身是源于 1929 年的理学院。理

学院是重庆大学最早设立的三个学院之一，首任院长为数学家何

鲁先生。1931 年设置数学专业，50 年代因院系调整整体迁入四川

大学，1977 年恢复招收数学本科生。2000 年三校合并组建新的重

庆大学，成立数理学院，2010 年成立数学与统计学院。数学与应

用数学专业 2013 年获重庆市级优势特色专业，2015 年成为重庆市

级“三特”专业，2018 年成为重庆市首批一流专业，2019 年成为

国家首批一流专业建设点，2020 年获准强基计划招生培养改革试

点。 

重庆大学拥有数学一级学科博士点，2014 年获数学博士后流

动站。数学学科 2015 年进入 QS 世界大学排名 400 强，2017 年软

科世界排名 101-150，国内排名第 7；2018 和 2019 软科中国最好

学科排名中，数学学科名列第 29 位；数学学科进入 ESI 学科排名

前 1%，第四轮学科评估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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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强基计划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采用“3+1+2”（本-硕

衔接）和“3+1+4”（本-博衔接）模式进行培养。其中，“3”是

前三年主要以数学学科课程为主，兼顾物理力学基础；“1”是第

四年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进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相关领

域方向，完成本硕博衔接课程学习，“2”和“4”分别指进入硕士

或博士研究生阶段，开展领域方向的科学研究工作。数学与应用数

学专业主要面向数学专业领域及数学相关学科领域进行交叉培养，

相关学科基本情况如下： 

先进制造领域主要依托机械工程与仪器科学与技术两个重点

学科，在机械传动、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微纳制造等方向研究实

力雄厚。第四轮学科评估为 A-。 

智能科技领域主要依托电气工程和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等

学科，在智能控制、智能决策等方向研究实力雄厚。电气工程是工

程国家一级重点学科，第四轮学科评估为 A-。 

芯片软件领域主要依托软件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在数

据分析与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网络空间安全理论与

技术等方向研究实力雄厚。软件工程是重庆市重点学科，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为 ESI 学科排名前 1%学科，第四轮学科评估均为 B+。 

国家安全领域（地下空间防护方向）依托土木工程学科和岩

土工程国家重点学科。围绕影响国家安全的地下空间防护领域重

大科学问题，结合土木工程学科特色与优势，通过学科交叉，服务

国家地下应急工程、人防工程、防灾减灾工程等建设与国防事业，

第四轮学科评估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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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师资队伍 

数学与统计学院现有教师 113 人，教授 31 人，副教授 32 人。

含国家级专家 2 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2 人，国家突出贡献专家 1

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1 人，全国教学（专业）指导委

员会委员 4 人，重庆市“百人计划”学者 5 人，重庆市“322 重点

人才工程”2 人，重庆市学科学术技术带头人 8 人，重庆市科学学

术技术后备人才 2 人，重庆市优秀教师 1 人，重庆市中青年骨干

教师 3 人。 

其它交叉领域方向高层次师资情况如下： 

先进制造领域现有国家级专家 13 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

科学家 5 人和教育部创新团队。 

智能科技领域现有包括 1 位院士在内的国家级人才 10 人，国

家级突出贡献专家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23 人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教育部和科技部的创新团队。 

芯片软件领域现有包括 1 位特聘院士在内的国家级人才 5 人，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16 名，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

科学家 2 人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111”创新引智团队。 

国家安全方向（地下空间防护）现有包括 3 位院士在内的国

家级人才 15 人，国家级青年人才 8 人。 

3．教学及科研条件资源平台 

重庆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现拥有重庆市数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重庆市非线性分析及应用高校重点实验室、重庆市数学科学研究所、

重庆大学数学中心等科学研究平台和重庆市数学科普创新实践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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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拥有国家级一流线上课程 2 门，国家级线上线下一流混合式课程

2门，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1门，市一流课程或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5

门。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3项，省部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5项。 

近年来，着眼国家地区重大需求，以国际前沿和热点问题为核心，

以学科交叉为支撑，致力于前瞻性、战略性、前沿性数学研究，承担了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基金、面上基金等项目 50

余项，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省部级自然科学奖 5 项，形

成了特色鲜明的研究队伍。 

先进制造领域依托“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微纳器件

与新材料技术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仪器仪表传感器与测

量系统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等国家级科研基地。近三年本

学科领域方向先后牵头承担国家重点计划项目 5 项，国家自然基

金杰出基金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4 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大仪器专项 1 项，国防军工重大项目 2 项。 

智能科技领域依托“输配电装备及系统安全与新技术”国家重

点实验室、国家电工电子基础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重庆市控制与智

能系统新技术工程实验室、重庆市交通物联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等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平台。近三年本学科领域方向先后牵头承

担国家重点计划项目 3 项，国家自然基金杰出基金 2 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仪器专项 3 项，

国防军工重大项目 4 项。 

芯片软件领域依托信息物理社会可信服务计算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软件理论与技术重庆市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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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近三年本学科领域方向先后牵头承担国家重点计划项目 5项

（含 4 项课题），国家自然基金杰出基金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仪器专项 1 项，国防军

工重大项目 2 项。 

国家安全领域（地下空间防护）依托库区环境地质灾害防治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绿色建筑与人居环境营造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山地城镇

建设防灾与减灾协同创新中心、钢结构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创新中

心、工程结构抗震防灾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岩土工程重庆市重点实

验室等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平台。近三年本学科领域方向先后牵

头承担国家重点计划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3 项

（2 项重点项目，1 项重大项目课题）。 

二、培养目标及培养要求 

1．培养目标 

培养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数学科学精英及先进制造、

智能科技、芯片与软件、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的领军人才。 

（1）本科阶段培养目标 

强基计划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培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

国家使命意识的学生。通过数理基础课程的严格训练、数学或工程

专业课程的深入与提高以及系统的科研训练，使学生具备扎实的

数学基础、从事交叉学习和研究的能力、强烈的创新意识和服务社

会的综合素质，具备在数学学科或与数学相关的国家重大战略领

域（先进制造、智能科技、芯片软件、国家安全）学科继续深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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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质，具有开拓精神和良好理科素养的研究型后备人才。 

（2）硕士研究生阶段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宽广的国际视野，具备在数学或

与数学紧密相关的国家重大战略领域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

的专业知识，能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领域关键技术问题的复合型、交

叉型工程技术精英。 

（3）博士研究生阶段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浓厚家国情怀和宽广国际视野，具备在数学与数学

紧密相关的国家重大战略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人的

专业知识，善于从国家重大战略领域的重大问题中提炼出数学问

题，并具有创造性解决关键科学和技术难题的能力，具有引领未来

领域科学技术发展的复合型、交叉型领军人才。 

2．阶段性考核和动态进出办法 

学院根据学校规定定期对学生进行综合考核，实行动态进出

机制。具体动态调整办法另行公布。 

3．本硕博衔接的办法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本-硕-博衔接方案为：“3+1+X”，分为

大学前三学年、第四学年衔接和研究生（硕博）三阶段。本科阶段

夯实数学科学基础，注重人格塑造、价值引领，树立学生服务于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的远大志向，引导学生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硕士、

博士阶段的专业方向，形成数学跨越工程领域的知识迁移能力。研

究生阶段注重培养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意识，能够创新性解决国

家战略领域的关键理论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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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 

1．本科阶段完成 144 学分，学生以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毕业，

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本科阶段学分要求及学分分布 

课程类别 
必修

课程 

选修

课程 
备注 

公共基础课程 

14 0 思政类 

4 4 军体类 

4 2 外语类 

 6 计算机类 

通识教育课程 0 11  

数理基础课程及核心课程 56 9  

方向选修模块  12 
根据兴趣，在导师指导下，选修数学

或领域基础课 

实践环节 22 0 包括个性化的创新能力培养环节 

最低毕业学分 144 

备注  

 

2．研究生阶段按照相关学科毕业要求，授予相应学科的硕士

或博士学位。 

四、本科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名称 
总学

分 

总

学

时 

线

上

学

时 

排

课

学

时 

学时分配 

推荐

学期 
备注 理

论 

实

验 

实

践 

课

外 

要求： 

1．体育自选项目要求 4 学分。 

2．英语类采用分级培养，最低学分要求为 6 学分。 

3．推免研究生需完成培养方案 6 学期要求的课程且完成英语和体育课程的最低学分。 

公共基础课程 

1、思想政治理论课必修 14 学分 

MT1010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2 32  32 32    2  

MT1020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8 4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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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名称 
总学

分 

总

学

时 

线

上

学

时 

排

课

学

时 

学时分配 

推荐

学期 
备注 理

论 

实

验 

实

践 

课

外 

MT1040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4 64  64 64    4  

MT1030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 
3 48  48 48    3  

MT00000 形势与政策 2 64  64 64    1-8  

 小计 14 192  192 192      

2、外语必修 4学分，选修 2学分 

EUS10032 
高级学业素养英语

3-1 
2 32  32 32    1 

三级起点 

EUS10033 
高级学业素养英语

3-2 
2 32  32 32    2 

小计 4 64  64 64      

3、军体类 8学分 

MET11001 军事技能 2    2 周    1  

MET11002 军事理论 2    2 周    1  

 体育自选项目 4 128  128   128  1-4  

小计 8 64  64 32  32    

4、计算机类 6学分 

CST11011 
程序设计技术（基

于 C） 
3 56  40 40 32   1 

任选 1 门 

CST11012 
程序设计技术（基

于 Python） 
3 40  32 32 16   1 

CST21002 大数据基础及应用 3 48  32 32 32   2  

小计 9          

5、通识课程 11学分，其中必修 3学分，全校选修 8学分 

 
通识与素质教育课

程 
8 128         

HMATH19011 新生研讨课 1 16  16 16    1  

 专题研修课 2 32  32 32    
S1~ 

S3 

含暑假短学

期外教课程 

小计 11          

数理基础及核心课程 

1、必修 56学分（课外学时包含课程安排的讨论环节和学习教师指定的学习材料） 

HMATH10111 数学分析(1) 4 72  64 64   16 1  

HMATH10122 数学分析(2) 4.5 88  72 72   32 2  

HMATH20131 数学分析(3) 4.5 88  72 72   32 3  

HMATH10211 高等代数(1) 4 72  64 64   16 1  

HMATH10222 高等代数(2) 4 72  64 64   16 2  



第 9页/共 13页 

 课程名称 
总学

分 

总

学

时 

线

上

学

时 

排

课

学

时 

学时分配 

推荐

学期 
备注 理

论 

实

验 

实

践 

课

外 

HPHY10019 普通物理（I-1） 4 72  64 64   16 2  

HPHY10029 普通物理（I-2） 4 72  64 64   16 3  

HMATH20301 拓扑学 3 54  48 48   12 3  

HMATH20101 常微分方程 3 54  48 48   12 3  

HMATH30101 实变函数 3 54  48 48   12 4  

HMATH20106 复变函数 3 54  48 48   12 4  

HMATH20241 近世代数 3 54  48 48   12 4  

HMATH20112 偏微分方程 3 54  48 48   12 4  

HMATH30102 泛函分析 3 54  48 48   12 5  

HSTAT30401 概率论 3 54  48 48   12 5  

HMATH30301 微分几何 3 64  48 48   32 6  

 小计 56 1032  896 896   272   

2、数理基础及核心课程选修≧9 学分，*为必选 

*AEME21312 理论力学(I) 4 68  68 60 8   4  

HMATH30601 数值分析 3 54  48 40 16  12 5  

HMATH30511 运筹学 3 54  48 48   12 5  

HSTAT30402 数理统计 3 54  48 48   12 6  

*HMATH30501 数学模型 3 54  48 48   12 6  

HMATH30602 科学计算 3 54  48 48   12 6  

小计 18          

方向选修模块 

要求：学生第四年需选择 5 个模块之一修读，学分要求≧12 学分。*为必选 

1、数学模块课程 

HMATH40111 Fourier 分析 3 54  48 48   12 7 

至少选一门 
HMATH40302 现代微分几何 3 54  48 48   12 7 

HMATH40211 数论 3 54  48 48   12 7 

MATH40321 代数拓扑 3 54  48 48   12 8 

PHYS30118 量子力学 4 64  64 64    7 

至少选一门 HSTAT30401 随机过程 3 54  48 48   12 8 

HMATH40212 离散数学 3 54  48 48   12 8 

小计 19          

2、先进制造模块课程 

ME40901 机械工程基础 4 64  64     7  

EST40300 电子技术基础 4 64  64 64    7  

ME40911 先进制造技术 4 64  64 64    8  

ME40912 
齿轮啮合原理与创

新设计 
4 64  64 64    8  

ME40931 机器人学 4 64  64 6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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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名称 
总学

分 

总

学

时 

线

上

学

时 

排

课

学

时 

学时分配 

推荐

学期 
备注 理

论 

实

验 

实

践 

课

外 

MCI41031 现代检测技术 4 64  64 64    8  

OE40301 
光电传感器件及系

统 
4 64  64 64    8  

小计 28          

3、智能科技模块课程 

EP20001 工程热力学 4 72  64 64   16 7  

EP21003 工程流体力学 4 72  64 64   16 7  

EE11030 电路原理 4.5 72  80 64 16   7  

EE21070 电磁场原理 4 64  68 60 8   7  

EE21160 模拟电子技术 4 64  72 56 16   8  

EE21170 数字电子技术 4 64  72 54 20   8  

EP30102 传热传质学 4 72  64 64   16 8  

EP31100 燃烧学 4 72  64 64   16 8  

小计 32.5          

4、芯片软件模块课程 

SE21102 软件工程 3 48  56 40 16  16 7  

SE21603 机器学习 3 48  56 40 16  16 7  

CST31116 计算机组成原理 3 48  56 40 16  16 7  

CST31104 操作系统 3 48  56 40 16  16 7  

CST31226 多核与并行计算 3 48  48 48 0  16 8  

SE31036 算法分析与设计 3 48  48 48 0  16 8  

小计 18          

5、国家安全方向（地下空间防护）模块课程 

CEM21035 材料力学（I） 4.5 76  76 68 8   7  

CEM20102 结构力学（I-1） 4 64  64 64    7  

CE30105 
混凝土结构基本原

理（I） 
4 64  64 64    8  

CE40136 地下建筑结构 2.5 40  40 40    8  

CE30110 
钢结构基本原理

（I） 
2.5 40  40 40    8  

GE41011 岩土工程勘察 2 32  32 32    7  

S16081401005 岩土工程数值分析 2 32  32 32    8  

USE30102 地下工程测试技术 1.5 24  24 24    7  

S16217 弹塑性力学(I) 2.5 40  40 40    7  

小计 16          

集中实践环节 

必修 22 学分 

MT1310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实践 
1 2周  

2

周 
  

2

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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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名称 
总学

分 

总

学

时 

线

上

学

时 

排

课

学

时 

学时分配 

推荐

学期 
备注 理

论 

实

验 

实

践 

课

外 

MT1340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实践 

1 2周  
2

周 
  

2

周 
 4  

HPHY12019 物理综合实验 1.5 24    48   2  

HMATH12021 数学实验 1.5 24    48   3  

HMATH13060 创新能力培养 1 2        2 学年末考核 

HMATH23060 创新能力培养 2 2        4 学年末考核 

HMATH33060 创新能力培养 3 2        6 学年末考核 

HMATH43060 创新能力培养 4 2        8 毕业前考核 

HMATH43010 Independent Study 1        7  

HMATH45999 毕业论文或设计 8        8  

小计 24          

注：在执行过程中，模块和课程可能随重庆大学教育教学改革而优化调整。 

五、培养措施 

1．使命为先、对标一流的课程体系 

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强基础、少而精、重交叉”的课

程设置原则，借鉴国内外一流大学课程体系，重新梳理现代数学和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领域对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

建立起强基计划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课程体系。（见课程设置部

分） 

2．因材施教、小班教学、能力为重的教学方式 

大面积建立荣誉课程，激发学生成就感和学习动力，开展研究

性教学。每门课程配备有热情、高水平的一流师资，大量课程实施

小班教学。教学过程中注重引导学生树立家国天下的远大志向，强

调 5C（Creativity、Criticalthinking、Communication、Collaboration、

Continuous learning ability）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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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班主任制，“1+X”导师制 

各班配备一名教师班主任。班主任负责引导全班学生志存高

远，树立全班学生报效祖国的崇高理想，营造班级良好的学习和学

术氛围。为每位学生配备一名学业导师，每位导师限带 1-2 名学

生，负责学生学业指引，言传身教，释疑解惑，引导学生志存高远。

三年级下期，为每位学生配备 1 名院外（包含校外、境外）的对应

领域导师，负责学生兴趣深度挖掘、言传身教和团队环境熏陶，接

触科学研究前沿。对有需求的学生再配备个性化成长指引导师，帮

助学生个性化成长。 

4．四年不间断的科研训练 

分阶段、分层次，全方位开展不间断本科生科研训练。科学研

究方法训练为主线，以大学生科研训练项目、国家级重大重点科研

项目为载体，以学科竞赛、重点实验室为平台，将知识学习、能力

培养和素质养成有机结合，形成螺旋式上升的科研训练体系。 

一年级开设科研专题课（含新生研讨课），培养新生科研兴趣

的，激发学生好奇心和潜在的科研意识；二年级参与大学生科研训

练计划，注重知识的熟悉、技能训练和组织能力的综合培养、学术

论文写作；三年级学生申请教师科研团队进行科研训练；四年级学

生进入国家级重大重点科研项目开展研究工作。 

5．多途径的国际化举措 

聘请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科学家给予指导、来校授课，参与前

沿讲座、论文指导等教学活动，甚至作为部分学生导师之一深度指

导学生。定期举办出国留学专题讲座，开展出国留学经验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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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出国留学氛围。 

学生在本科四年学习期间，至少有一次境外学习交流的机会，

包括联合培养、交换生项目、实验室研究、夏令营、学术会议等。

开拓学生国际视野，增强学术自信，培养创新精神。 

6．书院制沉浸式学习氛围 

学院已经建成融合思政工作、师生交流、通识教育、学习生活、

自我管理“五位一体”的现代书院，旨在以自主发展为导向的自我

管理空间，实现思想引领、文化浸润、知识驱动、能力牵引和自我

教育。 

7．激励机制 

（1）设置专项工作经费。面向强基计划学生培养工作设立专

项工作经费，夯实培养过程，鼓励引导学生刻苦学习，奋发向上。 

（2）政策倾斜。在小班教学、师资保障、国际化能力培养与

条件保障诸多方面向强基计划学生倾斜。 

（3）转段读研。强基生完成规定的本科阶段有关课程，达到

转段要求后，按有关规定直接转段进入研究生培养阶段，实行本硕

博衔接培养。 

 

强基计划招生及培养工作按照教育部相关政策执行，若遇教

育部政策调整，则按新政策执行。本培养方案可能随重庆大学本科

教育改革有所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