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数学拔尖计划项目介绍及校内遴选

【院系介绍】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是我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数学研究基地、拔尖与

强基人才培养基地和国家公费师范生培养基地。在教育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数

学学科更上一层楼，再次获得优异成绩。近年来，在国际权威的 ESI 全球学科排

名中，位于全球数学学科排名前 0.5%。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1996 年被列为国

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数学专业点，2007 年入选首批国家级特色

专业，2019 年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0 年获批招收数学类

强基班，并入选教育部拔尖计划 2.0。学院拥有数学学科一级博士点、数学教育

博士点、数学博士后流动站、数学与工程应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市核心数

学与实践重点实验室、上海市首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上海市“立德

树人”数学教育教学研究基地，中俄院士工作站，以及若干个数学专门研究中心，

是中国数学会数学教育分会秘书处所在地。

数学学科拥有悠久的历史，在建校初期拥有4名国家二级教授。目前，学院

拥有一支以多位著名数学家、数学教育家为领军人物，以中青年骨干数学家为主

体的科研和教学队伍，包括国际数学家大会（ICM）45分钟报告者1人，国家级

高层次人才计划入选者8人，国家级青年人才计划入选者7人。学科研究方向齐

全，科研实力雄厚，近五年来获得了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二等奖、上海市科技

进步特等奖、科学探索奖、萧树铁应用数学奖等重要奖项，并且一人入选“新基

石“研究员计划；承担了“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科技部重大专项课题、上海市“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以及华为、上



港集团、唐山港、中交信科等企业委托项目。2021年7月承办第十四届国际数学

教育大会，是该会首次在中国举办。

学院人才培养成绩卓著，涌现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数学家，包括中国科学

院院士席南华、美国工程院院士程正迪、国际著名的“中国邮递员问题”开创者

管梅谷、新中国首批自主培养的博士王建磐等。学院还培养了一大批教育家、企

业家等，成为数学多样化复合人才培养的成功典范。毕业生就业面广，去向包括

高校或科研单位、基础教育，以及金融证券、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行业。学

院还为优秀学生创造赴境内外知名高校交流学习的机会。

学院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本-硕-博培养体系，建构由通识教育、学位基础、专

业核心、荣誉课程、专业选修组成的培养方案，以培养一流的数学研究、数学应

用和数学教育专业的创新型、复合型高级研究人才和实践人才为目标。学院本科

课程与研究生课程打通，课程设置与现代数学相适应；为学生提供多种形式的研

讨与科研训练平台，培养创新能力；为学生创造参加国内外交流、各类科研创新

活动的机会，拓宽国际视野和科研能力。在课堂学习之外，学院在11年间推出

了21部原创数学话剧，通过该形式致力于数学文化的研究和推广，激发学生学

习数学的兴趣，感悟数学背后的人文精神。

【项目介绍】

从 2019 年起，数学科学学院设立本科生拔尖班（以下简称“拔尖班”），

借鉴法国、以色列、俄罗斯、美国等国家精英人才培养的经验，遵循数学拔尖创

新人才成长规律，利用成熟和先进的数学教育理论，改革和完善数学课程体系和



教学内容，为国家基础数学的发展培养学术思想活跃、富有创新意识且敢于挑战

科学重大问题的青年英才。

小班化教学与导师制。拔尖班实施小班化教学，配备一流的高水平师资，由

资深教授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负责课程的总体设置，确保拔尖班教学的高水准和高

质量。学院为每届拔尖班挑选一位优秀青年教师担任青年科学家班主任，负责管

理班级，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督促学生的学业，关注学生心理健康，通知并鼓

励学生参加各类学术活动、拔尖班线上书院活动，为学生参加各种学科竞赛、申

报科研和双创项目提供指导和帮助，监督学生在参加国内外短期交流时的学习情

况等。

同时学院按照 3:1 的比例为学生配备学术导师，学术导师团队由资深教授和

中青年骨干教师组成，通过自我报名和学院遴选的方式产生候选学术导师名单。

学生和导师实施双向选择，允许学生更换导师，选择双导师和跨专业选择导师。

学术导师每周至少设立 office hour 与学生见面交谈，对学生在学术和科研上进

行全方位指导，如指导学生选课，帮助学生制定生涯规划，开设讨论班，指导科

研训练等。

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创新。为拔尖班制定独立的培养方案，注重学科交叉和

科教融合，增加核心课程研讨课，提升课程学习的挑战度。选派一流师资担任核

心课程的主讲教师，实行团队教学模式，强化过程性评价，激发学生的课堂参与

度和创造性思维训练。

个性化培养与科研训练。在高年级阶段，鼓励学院教师开放研究课题和研究

生讨论班，学生可根据自己爱好参加任何讨论班。鼓励拔尖班学生个性化发展，

学生可与学术导师商量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报由专家咨询委员会审核。对于



专业必修和专业进阶课程，如果符合条件，学生可向学院提出申请免修、免考申

请，学院组织专家委员会对学生进行考核，通过考核的学生允许其免修、免考。

本硕贯通。实现研究生核心课程与本科生课程的无缝贯通，拔尖班学生从第

三个学年开始，可以选修研究生核心课程，提前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同时将

尝试本科直博措施，即拔尖班学生如果有意愿攻读本学院的研究生学位，可以申

请免试直博。学院在学校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单独制定拔尖班的保研细则，对于获

得保研资格的优秀学生，学院会向国内外顶尖院校和科研院所推荐。

学术交流。学院不定期组织拔尖班学生到国内兄弟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短期

的访问交流活动。高年级学生也可申请前往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最长一学期

的学术访问。学校与多所国外高校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拔尖班学生可在大四申

请合作院校或自行联系国外高校出国短期交流。高年级学生可申请参加国内外学

术会议，学院酌情给予资助。对于参加国内寒、暑假学术活动的学术，学院也会

视参与情况给予一定的资助。

【动态进出机制】

拔尖班实行开放式动态进出机制和自由选择机制，对学生的课程成绩、科

研素质、意志品质等综合表现进行全面评价，部分不适合继续在拔尖班学习的学

生，转出至普通班。同时，普通班优秀学生可以提出申请，通过考核后补充到拔

尖班。学生如不适应拔尖班的学习也可以主动申请退出。

退出办法。

（1） 主动退出。学生若自愿退出拔尖班，可在每学期结束之后两周之内

提出书面申请，学院组织专家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可转入普通班。



（2） 被动退出。大一至大三年级每个学期末根据学生的专业课期末考

试成绩确定退出名单。

（3） 特殊情形。若学生达到退出标准，但在学科竞赛或学术研究中表现出

色，经学院讨论通过的，可破格留在拔尖班。

遴选办法。

（1） 首次遴选：新生进校后第一周内，采用笔试和面试方式，面向全校选

拔优秀学生进入拔尖班。

（2）拔尖班调整：在第一至第四学期每学期结束后，原则上当前学期每门

专业必修课程修读普通班课程要求绩点大于 3.5（含），修读拔尖班专业课程则

要求总评及格，且其他课程成绩均合格的普通班学生，可以提出申请进入拔尖班，

学院组织专家进行考核，择优录取。对于在学科竞赛中成绩优异或已在科研方面

表现出很高潜质的学生，经学院审核通过的，可破格进入拔尖班。

【2024 年选拔安排】

为保证培养质量，2024 级数学专业拔尖班学生名额原则上不超过 25 名，

按照“全校选拔、自主申请、专家考核、动态进出”的原则遴选优秀学生。

面向对象：对数学充满兴趣的全校本科生

申请条件：2024 级本科生（非数学专业学生申请要求此前未转过专业）

选拔流程：学生自主报名，学院组织考核，择优录取

考核方式：笔试和面试。学院组织笔试（科目：数学），笔试综合成绩=笔试成

绩+加分，加分情况仅限于曾参加数学学科中学生英才计划并顺利结

业的学生，符合条件的学生加 10 分。按照笔试综合成绩由高到低的



顺序确定参加面试的学生，然后组织专家进行面试，最终确定入选的

学生。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9 月 4 日 8:00 之前

报名方式：点击问卷星链接进行报名，https://www.wjx.top/vm/t7K0oUH.aspx#

并加入微信群（入群后请将备注改为姓名+学号）

笔试时间：9 月 4 日下午 15:00-17:00，闵行校区第四教学楼 110 室

面试时间：9 月 5 日下午 12:30 开始（地点在微信群中通知）

宣讲会安排：

华东师范大学 2024 年卓越学院拔尖计划招生宣讲会

会议时间：9 月 3 日，13：30-14：00

线下地点：闵行校区第四教学楼 106 报告厅

腾讯会议：778596987，密码：344792

会议直播：https://meeting.tencent.com/l/pxuPDAt0uCYQ

https://www.wjx.top/vm/t7K0oUH.aspx
https://meeting.tencent.com/l/pxuPDAt0uCYQ


数学拔尖基地招生宣讲分会场

会议时间：9 月 3 日，14：00-14：45

线下地点：闵行校区第四教学楼 221 教室

腾讯会议：975365512，密码：393526

会议直播：https://meeting.tencent.com/l/VnotL80gjj7e

联络人：汪老师（电话：54342818，邮件：jlwang@math.ecnu.edu.cn）

https://meeting.tencent.com/l/VnotL80gjj7e
mailto:jlwang@math.ecn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