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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类强基计划 2024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概况

西北工业大学本科人才培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文化引领、情怀润泽、知能融通、素养达成

“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理念，以培养具有家国情怀，追求卓越、引领未来的领军人才为

目标，瞄准“总师”型人才应具备的“强烈使命担当、牢固整机观念、宽广学术视野、扎

实知识结构、卓越创新意识、良好沟通能力、深厚人文素质”等 7 种素养，着力培养学生

“专业知识结构强、系统整机观念强、解决问题实践强、为国铸剑使命强”的“四强”优

势，培养担当民族大任的“总师”型人才。

数学类强基计划人才培养贯彻落实国家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 419 计划要求，面向学

校“总师”型人才培养要求、国防战略和基础学科人才培养需求，夯实数学基础，强化专

业特色，突出课程的高阶性和挑战性、系统性和创新性，施行本研贯通培养，形成基础学

科拔尖人才培养实施路径。

西北工业大学数学类强基计划涵盖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两个本科专业，

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将以国防重大战略领域对数学学科需求为导向，密切结合

我校国防相关领域优势，聚焦基础数学、智能科技、先进制造和航空宇航等国家安全相关

的关键领域，实施数学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均为国

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培养方案包括培养目标、思政育人、毕业要求、学制与学位授

予、学分学时、课程体系设置、课程体系对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矩阵、指导性

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注重数理基础和学生的交叉研究能力培养，打造“高阶性、创新性、

有挑战度”荣誉课程，开设无学分讨论课，构建特色课程（学科交叉、学术深造、个性发

展）。学分设置为 160+X。其中 160 学分设置通识课程和学科专业课，X 部分则主要设置

个性发展和素质拓展类课程，包括数学前沿课和跨学科选修课。

二、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面向学校“总师”型人才培养要求、国防战略和基础学科人才培养需求，

坚持“强化基础、重视应用、特色培养”，聚焦“低调务实、兼收并蓄、厚积薄发、为国



铸剑”的总师型人才特质，培养具有以“扎实数学基础、浓厚专业兴趣、深厚科研素养”

为内涵，以“时代担当、志向坚定、追求卓越、国际视野、引领未来”为外延的数学或国

防交叉应用领域创新型拔尖领军人才。

前三年为强基学习阶段，通过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教育课程的修读，使学生具有宽广

扎实的数学基础、较强的抽象思维和批判精神，为数学和国防交叉应用领域领军人才培养

奠定坚实基础。第四年为本博或本硕衔接阶段，通过特色课程（学术深造类、学科交叉类

等）的课程学习以及科研实践，使学生具备初步的研究能力。硕士、博士生阶段：选择数

学或国防科技领域进行深造，具备成为“总师”型人才或国际领军人才的潜力。

内涵 1：具备高尚的思想品格、优良的人文和科学素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内涵 2：具备从事数学国际前沿领域研究，或在高端芯片与软件、智能科技、新材料、

先进制造和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具备成为“总师”型人才或本领域

国际领军人才的潜力；

内涵 3：具备良好的国际视野、沟通协作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

内涵 4：掌握大学数学核心思想和技巧，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具备终身学习和持续

发展的能力。

三、思政育人

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着力培养学

生的家国情怀，使学生具备强烈使命担当的“总师”型人才素养，充分发挥专业中的思政

育人功能，明确思政育人目标，强化价值引领，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

现全员、全程、全方位的育人新格局。

数学类强基计划面向课堂教学主渠道，培养科学精神和核心素养，加强主流意识形态

教育。从科学发展的历史和内涵视角，传承优秀文化传统和科学价值理念，弘扬西迁精神

和西工大现象，塑造家国情怀。展现数学知识背后的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定位和价值关怀，

突出数学学科在国家重大需求和国民经济主战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文化自信感和专业认同感。激励学生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将

远大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中。践行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的深度渗透和融合，实

现课程学习与思政教育协同共振、同向同行。主要涵盖以下几点：

1、坚持立德树人、以德为先的教育理念，高度重视德育工作，加强思想政治理论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A%AF%E7%89%87/3224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D%AF%E4%BB%B6/1205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6%9D%90%E6%96%99/48983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8%E8%BF%9B%E5%88%B6%E9%80%A0/2372707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5%AE%89%E5%85%A8/1333?fromModule=lemma_inlink


课程在培养方案中的主导地位，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教育学生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

树立远大志向，使学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

2、创新数学学科育人功能支撑体系，以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

进课堂进头脑为主线，提高教师队伍思想政治素质和育人能力，充分挖掘数学中的思政内

涵，实现思政元素在专业课中的有机融合和渗透，不断坚定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3、展现数学知识背后的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定位和价值关怀，突出数学学科在国家重

大需求和国民经济主战场中的地位和作用，践行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的深度渗

透和融合，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感和专业认同感。激励学生自觉把个人的理

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将远大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中。

4、依托新生研讨课、翱翔名家讲堂、灵犀学术殿堂、启真学堂、启真沙龙、学科竞

赛和科研训练等，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核心素养，加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使学生养成

敢于质疑、严谨求实、乐于实践善于合作、勇于创新等良好科学品质。

5、从科学发展的历史和内涵视角，传承优秀文化传统和科学价值理念，讲好中国故

事西工大故事、西工大数学人故事，塑造学生家国情怀，加强学生科技报国信念，使学生

成长为民族复兴、祖国建设的中坚力量。

四、毕业要求（学生核心能力）

要求 1（家国情怀）：具有为国富民强、民族振兴而奋斗的理想和强烈使命担当，为

国家建设服务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要求 2（专业知识）：掌握深厚宽广的数学基础知识，对严格的数学证明有深刻的理

解，具有逻辑思维的习惯和问题求解的分析技巧与丰富经验，能够写出条理清晰、逻辑合

理的数学论证；

要求 3（科学素养）：能体会和欣赏数学的抽象性和一般性的魅力，具有较强的批判

精神和创新能力，了解数学学科发展的特点，掌握大学数学的核心思想和技巧，具备良好

的科学素养；

要求 4（科研能力）：具有对具体问题进行抽象思维、提出恰当数学问题并进行适当



的定性或者定量分析的能力，具备从事数理和交叉领域研究的初步能力；

要求 5（实践能力）：具有基本的工程技术应用能力，具备将数学知识应用于工程实

践创新的初步能力，具备开展文献调研、论文写作、学术报告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要求 6（自学能力）：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具备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

能力；

要求 7（国际视野）：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备良好的国际交流与协作能力；

要求 8（人文素养）：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沟通交流和团队协作能力；

要求 9（思想品格）：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思想品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

要求 10（身体素质）：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达到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

五、学制与学位授予

学制：本科四年学制。

授予学位：理学学士学位。

六、学分学时

总学分：160+X 学分

其中：

课程类别 学分

通识课程 ≥76.5 学分

学科专业课程 ≥83.5 学分

合计学分 160 学分

个性发展课程
建议 20-30 学分

素质拓展课程

七、课程体系设置

（通识课程、学科专业课程总学分≤160；个性发展课程、素质拓展课程建议修读 20-30
学分左右）

（一）通识通修课程 76.5学分

1.通识课程



（1）审美与艺术类 4学分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程性质 备注

U30G11001 大学美育 2 32 必修

U30G11002 艺术导论 2 32

限选

艺术史论类
UQMG11008 科学与艺术 1 16

U30G11007 戏剧鉴赏 2 32

戏剧戏曲类

U30G11008 戏曲鉴赏 2 32

U30G11022 京剧艺术呈现 2 32

U30G11034 戏剧与时代精神 2 32

U30G11035 电影艺术与戏剧创作 1 16

U30G21004 戏剧表演与实践 2 32

U30G11011 中国文艺之美 1 16 文学类

U30G11005 影视鉴赏 2 32

影视类U30G11018 影像中国—纪录片与跨文化传播 2 32

U30G21002 自媒体创作与艺术实践 2 32

U30G11021 壁画艺术工作坊 2 32

美术类

U30G11023 唐代壁画艺术 2 32

U30G21003 艺术的启示 1 16

U30G21005 线的艺术 2 32

U30G11004 美术鉴赏 2 32

U30G11036 古诗词艺术歌曲赏析 2 32

音乐类U30G11037 电影中的古典音乐鉴赏 2 32

U30G11038 音乐人文诠释 2 32

U30G11009 舞蹈鉴赏 2 32 舞蹈类

U30G11025 图形艺术与创意思维 2 32 艺术设计类

说明：审美与艺术类课程包含必修课程《大学美育》和限定性艺术课组，共计 4学分，所有学生必

修《大学美育》课程，2学分；并在八类限定性艺术选修课组中修读完成至少 2学分课程。其中大学美

育、艺术导论、戏曲鉴赏、壁画艺术工作坊、美术鉴赏、舞蹈鉴赏等课程均统一使用马工程教材进行授

课。

（2）文明与科技类、创新创业类、管理与领导力类、全球视野类、生态与可持续发

展类、写作与沟通类等 6学分，具体课程详见当学期开课列表。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程性质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程性质

文明与科技类

6 96 限选

创新创业类课组

管理与领导力类课组

全球视野类课组

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类课组

写作与沟通类课组

2. 公共基础课程

（1）思想政治理论类 18学分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程性质

U44G11035 思想道德与法治 2.5 40

必修

U44G1103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5 40

U44G1103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5 40

U44G1103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5 40

U44G1102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U44G11013 形势与政策（1） 0.5 8

U44G11014 形势与政策（2） 0.5 8

U44G11015 形势与政策（3） 0.5 8

U44G11016 形势与政策（4） 0.5 8

U44G21001 思政实践课 2 32

U44G11003 中共党史 1 16
限选

（至少修读

1学分）

U44G11005 改革开放史 1 16

U44G11011 社会主义发展史 1 16

U44G11012 新中国史 1 16

说明：思想道德与法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形势与政策等课程均统一使用国家思政统

编教材进行授课。社会主义发展史、新中国史等课程统一使用马工程教材进行授课。

（2）军事类 4 学分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程性质

U34G11005 军事理论 2 36 必修

U34P41002 军事技能训练 2 120 必修



（3）体育与健康类 6学分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程性质

U34G11004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32 必修

体育

（具体项目课程详见体育部当学期开设课程） 4 144 限选

毕业时必须达到学校体育合格 421X标准，即修满 4个体育必修学分；掌握 2项运动技能(其中一项

为游泳)；达到 1项《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合格要求；学生本科期间可根据个人兴趣修读体育

类素质拓展课程，获得 X体育素质学分。

（4）安全教育类 1学分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程性质

USCG11001 国家安全概论 1.5 24

限选

U65G11002 急救知识与技能 0.5 8

UOCG11006 解码国家安全 1.5 24

UOCG11007 人文与医学 1.5 24

UOCG11008 健康导航与科学用药 1.5 24

UOCG11032 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 1.5 24

UOCG11033 生命安全与救援 1.5 24

UOCG11034 食品安全与日常饮食 1 16

UOCG11035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安全与防护 1 16

UOCG11036 大国兵器 1.5 24

UOCG11037 现场生命急救知识与技能 0.5 8

UOCG11038 走近核科学技术 0.5 8

UOCG11039 辐射与防护 1 16

UOCG11075 兵棋 1 16

UOCG11076 海上作战与三十六计 1 16

UOCG11077 全球卫生导论 0.5 8

UOCG11080 实验室安全与防护 1 16

（具体课程详见当学期开课列表）

学院每学年开设不少于 1次国家安全专题教育，每次不少于 2学时，并做好记录备案工作。

（5）语言类 8学分（英语专业除外）

大学外语系列课程属于通识通修课程模块语言类课程，面向全校非英语专业所有本科生，共计 8



学分。大学外语课程分为通用基础、拓展提高模块。

全体本科生（除英语专业学生以外）入校即进行分级考试，按照考试成绩确定四个级别：考试分数

在全校排名前 10%为 A+级；11%-60%为 A级；61%-90%为 B级；91%-100%为 C级。不同级别学生须

根据以下选课方案修读相应课程。

各级别大学英语课程修读方案：

A+：大学英语（高阶）（2学分）+拓展提高类（6学分）

A：大学英语 III（2学分）+核心能力类（2学分）+拓展提高类（4学分）

B：大学英语 II、III（4学分）+核心能力类（2学分）+拓展提高类（2学分）

C:大学英语（基础）I、II、III（6学分）+核心能力类（2学分）或拓展提高类（2学分）

模块 课程类型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备注

通用

基础

综合英语类

U16G12092 大学英语（基础）I 2 32

C级必修U16G12101 大学英语（基础）II 2 32

U16G12102 大学英语（基础）III 2 32

U16G12039 大学英语（II） 2 32 B级必修

U16G12040 大学英语（III） 2 32 A/B级必修

U16G12087 大学英语（高阶） 2 32 A+级必修

核心能力类

U16G12088 大学英语核心能力（听力） 1 16
A、B级限选 2学分，

C级限选此模块 2学分

或拓展提高类 2学分

U16G12089 大学英语核心能力（口语） 1 16

U16G12090 大学英语核心能力（阅读） 1 16

U16G12091 大学英语核心能力（写作） 1 16

拓展

提高

高阶技能类

U16G12047 实用英语写作 2 32

A+级限选 6学分，

A级限选 4学分，

B级限选 2学分，

C级限选此模块 2学分

或核心能力类 2学分

U16G12048 英汉互译 2 32

U16G12046 科技英语翻译 2 32

U16G12082 大学英语阅读进阶 2 32

U16G12049 英语演讲与辩论 2 32

U16G12105
高级英语阅读

（策略与能力）
1 16

U16G12106
高级英语口语

（策略与能力）
1 16

U16G12108
高级英语听力

（策略与能力）
1 16

学术英语类
U16G12045 学术英语读写 2 32

U16G12044 学术英语口语 2 32

文化文学类 U16G12052 跨文化交际 2 32



模块 课程类型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备注

U16G12053 英语国家概况 2 32

U16G12093 英语畅谈中国文化 2 32

U16G12094 英语短篇小说鉴赏 2 32

专门用途类 U16G12096 航空航天英语 2 32

非通用语类

U16G17001 初级俄语 2 32

U16G17002 初级俄语（2） 2 32

U16G16001 大学日语（I） 2 32

U16G16002 大学日语（II） 2 32

U16G16003 大学日语 III 2 32

U16G14001 大学德语（1） 2 32

U16G14002 大学德语（2） 2 32

（具体课程详见当学期开课列表）

（6）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25.5 学分

（7）新生研讨类 1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时 学期 说明

U11G23058 大学物理实验 I（上） 必修 1.5 26 2

25.5 学分

U11G23059 大学物理实验 I（下） 必修 1.5 24 4

UMSM11001 数学分析 H（上） 必修 6 96 1

UMSM11002 数学分析 H（中） 必修 6 96 2

UMSM11003 数学分析 H（下） 必修 4 64 4

UMSM11011 数学分析 H（上）讨论课 必修 0 32 1

UMSM11012 数学分析 H（中）讨论课 必修 0 32 2

UMSM11013 数学分析 H（下）讨论课 必修 0 16 4

U11G23045 大学物理 II（上） 必修 3.5 56 2

U11G22046 大学物理 II（下） 必修 3 52 4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期 课程性质

U11G11001 走进数学 1 16 1 必修



（8）信息素养类 3 学分

（二）学科专业课程 ≥83.5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时 学期 说明

学科基础课程

UMSM11046 高等代数 H（上） 必修 4 64 1

44.5

学分

UMSM11051 空间解析几何 H 必修 2.5 40 1

UMSM11052 空间解析几何 H讨论课 必修 0 8 1

UMSM11047 高等代数 H（上）讨论课 必修 0 32 1

UMSM11048 高等代数 H（下） 必修 4 64 2

UMSM11049 高等代数 H（下）讨论课 必修 0 32 2

UMSM11080 数值分析 H 必修 4 64 5

UMSM11083 数值分析 H 讨论课 必修 0 16 5

UMSM11063 常微分方程 H 必修 3.5 56 4

UMSM11024 常微分方程 H 讨论课 必修 0 16 4

UMSM11084 实变函数 H 必修 4 64 5

UMSM11082 实变函数 H 讨论课 必修 0 16 5

UMSM11086 概率论 H 必修 4 64 5

UMSM11087 概率论 H 讨论课 必修 0 16 5

UMSM11041 抽象代数 H 必修 3 48 4

UMSM11076 抽象代数 H 讨论课 必修 0 16 4

UMSM11073 复变函数论 H 必修 4 64 5

UMSM11074 复变函数论 H 讨论课 必修 0 16 5

UMSM11079 偏微分方程 H 必修 4 64 7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性质
学分 学时 学期 备注

U10G13015 程序设计基础（C++） 限选 3 48 2

≥2学分

理论课程和实验需配套选

择，建议选修 C++和 Python

U10G23016 程序设计基础（C++）实

验
限选 1 32 2

U10G13023 程序设计基础（Python） 限选 3 48 2

U10G23024 程序设计基础（Python）
实验

限选 1 32 2

新开课
人工智能：模型及方法

导论
限选 1 16 8

≥1学分

数学类（学生可在本模

块或全校人工智能类课

程中选择）

新开课
人工智能与科学计算导

论
限选 1 16 8

新开课
人工智能与控制科学导

论
限选 1 16 8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时 学期 说明

UMSM11095 偏微分方程 H 讨论课 必修 0 16 7

UMSM11070 泛函分析 H 必修 4 64 7

UMSM11072 泛函分析 H 讨论课 必修 0 16 7

UMSM11098 数理统计 H 必修 3.5 56 7

UMSM11099 数理统计 H 讨论课 必修 0 16 7

专业方向课程

UMSM11077 抽象代数 H 选讲 必修 1 16 4

≥ 12

学分，

数 学

与 应

用 数

学

U11M11122 拓扑学 限选 3 48 8

U11M11123 微分几何 限选 3 48 8

UMSM11085 运筹学 限选 3 48 7

U11M11127 组合数学 限选 3 48 8

U11M11126 数学建模 限选 3 48 8

U11M11128 初等数论 限选 3 48 7

UMSM11033 信息论基础 限选 3 48 7
≥ 12

学分，

信 息

与 计

算 科

学

U11M11126 数学建模 限选 3 48 8

U11M11132 偏微分方程数值解 限选 3 48 8

U11M11138 最优化方法 限选 3 48 8

U11M11134 数值代数 限选 3 48 7

UMSM11075 数字信号处理 限选 3 48 8

专业方向课程多余学分可以认定为专业选修课学分

分析

类

M11M11073 实分析 任选 3 48 11 ≥5学

分（专

业 选

修 课

中，数

学 与

应 用

数 学

专 业

建 议

在 分

析类、

代 数

与 几

M11M11074 现代偏微分方程导论 任选 3 48 10

M11M11024 广义函数与 Sobolev 空间 任选 3.0 48 11

代数

与几

何类

M11M11072 解析数论 任选 3 48 10

M11M11047 微分流形 任选 3.5 56 10

M11M11098 黎曼几何 任选 3 48 11

UMSM11067 有限群表示论 任选 2 32 8

运筹

与控

制类

UMSM11035 博弈论 任选 2 32 10

U11M11129 图与网络 任选 2 32 8

UMSM11024 数理逻辑 任选 3 48 8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时 学期 说明

专业

选修

课程

何类、

运 筹

与 控

制类、

交 叉

类 中

选择，

信 息

与 计

算 科

学 专

业 建

议 在

信 息

类、计

算 类

和 交

叉 类

中 选

择。课

程 归

属 类

别 详

见

“七、

课 程

体 系

设置”

的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目

录。交

叉 类

课 程

来 自

全 校

各 大

类 核

信息

类

UMSM11089 计算机图形学与可视化 任选 2 32 8

UMSM11036 数据结构与算法 任选 2.5 40 10

UMSM11097 高维图像数据处理 任选 2 32 10

计算

类

UMSM11069 工程数学的新型快速算法 任选 2 32 8

UMSM11096 不确定性量化 任选 2 32 8

U11M11139 有限元软件及应用 任选 2 32 10

UMSM11025 深度学习理论与实践 任选 2 32 10

U11M11142 现代计算流体力学 任选 1 16 10

U11M11141 大规模科学计算 任选 1 16 10

U10M11033 软件工程 任选 2 32 8

U10M11145 离散数学 任选 4 64 8

U10M11013 算法设计与分析 任选 2 32 10

U10M11055 云计算技术及应用 任选 2 32 10

交叉

类

U01M11192 航空概论 任选 1 16 11

U02M11159 航天概论 任选 1 16 11

U03M11074 声纳原理 任选 2.5 40 11

U03M11352 水下声信道 任选 2 32 11

U05G11009 飞天巡洋与智能制造 任选 0.5 8 10

U06M11063 机械振动 任选 2.5 40 11

U06M11146 飞行器原理 任选 2 32 10

U07M11013 流体力学基础 任选 2.5 40 11

U07M11014 工程热力学 I 任选 2 32 11

U06M11004 理论力学 II 任选 4 64 10

U09M11173 模式识别 任选 2 32 11

U09M11303 电力电子技术 任选 3 48 11

U10M11196 泛在智能系统 任选 2 32 11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时 学期 说明

心 课

程。）
U04M11108 材料热力学 任选 3.5 56 11

U10M11144 计算机系统基础 任选 2 32 10

U09M11001 自动控制原理 I 任选 5.5 88 10

U08M11010 通信原理 I 任选 4 64 11

U10G11057 人工智能程序设计 任选 2 32 10

U06M11144 连续介质力学 任选 2 32 10

U04L11178 材料科学最前沿 任选 1 16 11

实践实训

UMSM11044 数学论文写作指导 必修 1 16 4

≥ 12

学 分

（ 数

学 与

应 用

数学）

UMSM11021 常用数学软件 必修 1 16 2

U11P21033 统计实验 1 必修 2 32 7

U11P21021 科学计算实践 1 必修 2 32 5

U11P41026 认识实习 必修 2 32 5

U11P41029 生产实习 必修 2 32 6

UMSM61001 科研训练与学科竞赛 必修 2 32 8

UMSM11044 数学论文写作指导 必修 1 16 4

≥ 12

学 分

（ 信

息 与

计 算

科学）

UMSM11021 常用数学软件 必修 1 16 2

U11P21021 科学计算实践 1 必修 2 32 5

U11P21023 科学计算实践 2 必修 1 16 7

U11P21025 科学计算实践 3 必修 1 16 8

U11P41026 认识实习 必修 2 32 5

U11P41029 生产实习 必修 2 32 6

UMSM61001 科研训练与学科竞赛 必修 2 32 7

U11P21097 图像处理实验 任选 1 16 10

U10P31020 软件工程实验 任选 0.5 8 8

U10P51015 算法设计与分析实验 任选 0.5 8 10

课程 “认识实习 ”(U11P41026)、 “生产实习 ”(U11P41029)和 “科研训练与学科竞

赛”(UMSM61001)为劳动教育主要依托课程，其中认识实习 32学时，生产实习 32学
时，科研训练与学科竞赛 32 学时。

毕业设计/论文

（专业：数学与

应用数学和信

息与计算科学）

U11P71031 毕业设计/论文 必修 10 160 10-11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时 学期 说明

学术深造课程

M11M11096 分析学 任选 3.5 56 10

M11M11097 代数学 任选 2.5 40 10

M11M11115 测度论基础 任选 2.5 40 10

M11M11028 复分析 任选 3 48 10

M11M11100 微分流形 任选 3.5 56 10

M11M11102 现代偏微分方程导论 任选 3.5 56 10

M11M11029 图论及其应用 任选 3 48 10

M11M11084 高等数值分析 任选 3 48 10

M11M11046 偏微分方程的有限差分法 任选 3 48 10

M11M11076
有限元方法的数学理论及应

用
任选 2 32 11

M11M11007 高等数理统计 任选 3 48 11

M11M11040 高等随机过程论 任选 3 48 11

注：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修读个性发展课程，不局限在本列表所列课程，但

建议学科拓展类课程和学术深造类课程优先从本列表中选取；本科阶段建议选修 10-20 学分，

其中暑期国际学堂不少于 2 学分。

注：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参加思想教育活动、公益活动、创新创业活动、文体活动、劳动

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等素质拓展课程。除学校开设课程外，学生开展的校内外、境内外学习实

践活动依据相关规定予以学分认定。学生获得认定的学分，将在成绩单予以记录，并纳入绩点

计算范畴。建议选修 10 学分。

（三）个性发展课程 建议修读 10-20学分

1.综合素养类课程

2.学科拓展类课程

3.学术深造类课程及其他认定课程

（四）素质拓展课程 建议修读 10学分

1.思想教育活动

2.公益活动

3.创新创业活动

4.文体活动

5.劳动实践

6.社会实践活动



备注：学生赴国防院所实践调研、海外实践研学可纳入实践实训环节，将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实践实训

环节学分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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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体系对培养目标、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矩阵

（一）通识通修课程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内

涵

1

内

涵

2

内

涵

3

内

涵

4

要

求

1

要

求

2

要

求

3

要

求

4

要

求

5

要

求

6

要

求

7

要

求

8

要

求

9

要

求

10

审美与艺术类
大学美育 √ √ √

限定性选修艺术课组 √ √ √
文明与科技类 文明与科技类课程组 √ √ √ √
创新创业类 创新创业类课程组 √ √ √ √

管理与领导力类 管理与领导力类课程组 √ √ √ √
全球视野类 全球视野类课程组 √ √ √ √

生态与可持续发

展类

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类课程

组
√ √ √ √

写作与沟通类 写作与沟通类课程组 √ √ √

思想政治理论类

思想道德与法治 √ √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 √

√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 √ √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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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 √ √

形势与政策（1） √ √ √ √ √

形势与政策（2） √ √ √ √ √

形势与政策（3） √ √ √ √ √

形势与政策（4） √ √ √ √ √

思政实践课 √ √ √ √ √

中共党史 √ √ √
改革开放史 √ √ √

社会主义发展史 √ √ √
新中国史 √ √ √

军事类
军事理论 √ √ √ √ √

军事技能训练 √ √ √ √ √

体育与健康类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 √ √

体育专项课程组 √ √ √
安全教育类 安全教育类课程组

语言类

大学英语（基础）I √ √ √

大学英语（基础）II √ √ √

大学英语（基础）III √ √ √
大学英语（II） √ √ √
大学英语（III） √ √ √

大学英语（高阶） √ √ √
大学英语核心能力（听力） √ √ √
大学英语核心能力（口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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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核心能力（阅读） √ √ √
大学英语核心能力（写作） √ √ √

实用英语写作 √ √ √

英汉互译 √ √ √

科技英语翻译 √ √ √

大学英语阅读进阶 √ √ √

新闻英语 √ √ √

英语口译 √ √ √

英语演讲与辩论 √ √ √

英语实践技能 √ √ √
高级英语阅读

（策略与能力）
√ √ √

高级英语口语

（策略与能力）
√ √ √

高级英语听力

（策略与能力）
√ √ √

高级英语写作

（策略与能力）
√ √ √

学术英语读写 √ √ √

学术英语口语 √ √ √

跨文化交际 √ √ √

英语国家概况 √ √ √

英语畅谈中国文化 √ √ √

英语短篇小说鉴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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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英语 √ √ √

初级俄语 √ √ √

初级俄语（2） √ √ √

大学日语（I） √ √ √

大学日语（II） √ √ √

大学德语（1） √ √ √

大学德语（2） √ √ √

数学与自然科学

类

大学物理实验 I（上） √ √ √ √ √
大学物理实验 I（下） √ √ √ √ √
数学分析 H（上） √ √ √ √ √ √ √
数学分析 H（中） √ √ √ √ √ √ √
数学分析 H（下） √ √ √ √ √ √ √

数学分析 H（上）讨论课 √ √ √ √ √ √ √
数学分析 H（中）讨论课 √ √ √ √ √ √ √
数学分析 H（中）讨论课 √ √ √ √ √ √ √

大学物理 II（上） √ √ √ √ √ √ √
大学物理 II（下） √ √ √ √ √ √ √

新生研讨类 走进数学 √ √ √ √

信息素养类

程序设计基础（C++） √ √ √ √ √
程序设计基础（C++）实验 √ √ √ √ √ √
程序设计基础（Python） √ √ √ √ √
程序设计基础（Python）

实验
√ √ √ √ √

计算机基础 √ √ √ √ √ √
计算机基础实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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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科专业课程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内

涵
1

内

涵
2

内

涵
3

内

涵
4

要

求
1

要

求
2

要

求
3

要

求
4

要

求
5

要

求
6

要

求
7

要

求
8

要

求
9

要

求
10

学科基础

课程

高等代数 H（上） √ √ √ √ √ √ √

空间解析几何 H √ √ √ √ √ √ √

空间解析几何 H讨论课 √ √ √ √ √ √ √

高等代数 H（上）讨论课 √ √ √ √ √ √ √

高等代数 H（下） √ √ √ √ √ √ √

高等代数 H（下）讨论课 √ √ √ √ √ √ √ √ √

数值分析 H √ √ √ √ √ √ √ √

数值分析 H讨论课 √ √ √ √ √ √ √ √

常微分方程 H √ √ √ √ √ √ √ √

常微分方程 H讨论课 √ √ √ √ √ √ √ √

实变函数 H √ √ √ √ √ √ √

实变函数 H讨论课 √ √ √ √ √ √ √

概率论 H √ √ √ √ √ √ √

概率论 H讨论课 √ √ √ √ √ √ √

抽象代数 H √ √ √ √ √ √ √

抽象代数 H讨论课 √ √ √ √ √ √ √

复变函数论 H √ √ √ √ √ √ √

复变函数论 H讨论课 √ √ √ √ √ √ √

偏微分方程 H √ √ √ √ √ √ √ √

偏微分方程 H讨论课 √ √ √ √ √ √ √ √

大学计算机 √ √ √ √ √
大学计算机实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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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内

涵
1

内

涵
2

内

涵
3

内

涵
4

要

求
1

要

求
2

要

求
3

要

求
4

要

求
5

要

求
6

要

求
7

要

求
8

要

求
9

要

求
10

泛函分析 H √ √ √ √ √ √ √ √ √

泛函分析 H讨论课 √ √ √ √ √ √ √ √ √

数理统计 H √ √ √ √ √ √ √ √

数理统计 H讨论课 √ √ √ √ √ √ √ √

专业方向

课程

抽象代数 H选讲 √ √ √ √ √ √ √

拓扑学 √ √ √ √ √ √ √

微分几何 √ √ √ √ √ √ √ √

运筹学 √ √ √ √ √ √ √ √

组合数学 √ √ √ √ √ √ √

数学建模 √ √ √ √ √ √ √ √ √

信息论基础 √ √ √ √ √ √ √ √

偏微分方程数值解 √ √ √ √ √ √ √ √

最优化方法 √ √ √ √ √ √ √ √

数值代数 √ √ √ √ √ √ √

数字信号处理 √ √ √ √ √ √ √ √

专业选修

课程
组合数学等（详见教学计划） √ √ √ √ √ √

实践实训

数学论文写作指导 √ √ √ √ √ √

常用数学软件 √ √ √ √ √ √

统计实验 1 √ √ √ √ √ √

科学计算实践 1 √ √ √ √ √ √

科学计算实践 2 √ √ √ √ √ √

科学计算实践 3 √ √ √ √ √ √

认识实习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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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内

涵
1

内

涵
2

内

涵
3

内

涵
4

要

求
1

要

求
2

要

求
3

要

求
4

要

求
5

要

求
6

要

求
7

要

求
8

要

求
9

要

求
10

生产实习 √ √ √ √ √ √

科研训练与学科竞赛 √ √ √ √ √ √

图像处理实验 √ √ √ √ √ √

软件工程实验 √ √ √ √ √ √

算法设计与分析实验 √ √ √ √ √ √

毕业设计

/论文
毕业设计（论文）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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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学计划

数学类强基计划 2024 级本科教学计划

第一学年秋季学期（建议修读 27.5 学分-30 学分）

课程

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

时
说明

通识

通修

课程

审美与艺术类 U30G11001 大学美育 必修 2 32

文明与科技类
文明与科技类

课程组

限选 2 32

毕业前至少修读 6 学分，具体课

程详见当学期开课列表

创新创业类 创新创业类课程组

管理与领导力类
管理与领导力类

课程组

全球视野类 全球视野类课程组

生态与可持续

发展类

生态与可持续发展

类课程组

写作与沟通类
写作与沟通类

课程组

思想政治理论类 U44G1103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2.5 40

军事类
U34G11005 军事理论 必修 2 36

U34P41002 军事技能训练 必修 2 120

体育与健康类

U34G11004
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
必修 2 32

体育专项课 必修 1 36

1.本课程包括课内 36 学时、课

外 20 学时，课程名称详见体育

部开课清单；

2.课内 36 学时，包括 32 学时体

育专项课、4学时体育理论课；

3.课外 20 学时，包括 16 学时身

体素质课、4学时体质测试；

4.16 学时身体素质课，每周一

次 1 学时，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下

午 16:00-16:45、16:55-17:40、

19:00-19:45、19:55-20:40 任

一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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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

时
说明

5.学生APP长跑每周最多完成5

次，每次跑距 3.2 公里（男）/2.4

公里（女），共计 32 次。

安全教育类 安全教育类课程组 限选 1 16 具体课程详见当学期开课列表

语言类

U16G12087 大学英语（高阶） 必修 2 32

A+级必修拓展提高模块

任意课程
任选 2 32

U16G12040 大学英语（III） 必修 2 32 A 级必修

U16G12039 大学英语（II） 必修 2 32 B 级必修

U16G12088
大学英语核心能力

（听力）
限选 1 16

A/B 级限选

可以和大学英语 II/III 同时选

修或单独选修

U16G12089
大学英语核心能力

（口语）
限选 1 16

U16G12090
大学英语核心能力

（阅读）
限选 1 16

U16G12091
大学英语核心能力

（写作）
限选 1 16

U16G12092 大学英语（基础）I 必修 2 32 C 级必修

数学与自然

科学类

UMSM11001 数学分析 H（上） 必修 6 96

UMSM11011
数学分析 H（上）讨

论课
必修 0 32

新生研讨类 U11G11001 走进数学 必修 1 16

学科

专业

课程 学科基础课

UMSM11046 高等代数 H（上） 必修 4 64

UMSM11047 高等代数 H（上）讨

论课
必修 0 32

UMSM11051 空间解析几何 H 必修 2.5 40

UMSO11001
空间解析几何 H讨论

课
必修 0 8

个性

发展

课程

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修读综合素养类课程、学科拓展类课程、学术深造类课程

素质

拓展

课程

鼓励学生主动参加思想教育活动、公益活动、创新创业活动、文体活动、劳动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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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年春季学期（建议修读 26.5 学分-30 学分）
课程

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

时
说明

通识

通修

课程

审美与艺术类

U30G11001 大学美育 必修 2 32

限定性选修艺术课组 限选 2 32

在八类限定性艺术选修课组中

修读完成至少 2学分课程。具体

课程详见当学期开课列表，毕业

前修完

文明与科技类 文明与科技类课程组

限选 2 32

毕业前至少修读 6 学分，具体课

程详见当学期开课列表

创新创业类 创新创业类课程组

管理与领导力类
管理与领导力类

课程组

全球视野类 全球视野类课程组

生态与可持续发

展类

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类

课程组

写作与沟通类 写作与沟通类课程组

思想政治理论类
U44G11035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修 2.5 40

U44G11013 形势与政策(1) 必修 0.5 8

体育与健康类

U34G11004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必修 2 32

体育专项课 必修 1 36

1.本课程包括课内 36 学时、课

外 4 学时，课程名称详见体育部

开课清单；

2.课内 36 学时，包括 32 学时体

育专项课、4 学时体育理论课；

3.课外 4 学时，为 4学时体质测

试；

4.学生 APP 长跑每周最多完成 5

次，每次跑距 3.2 公里（男）/2.4

公里（女），共计 32 次。

安全教育类 安全教育类课程组 限选 1 16 具体课程详见当学期开课列表

语言类

U16G12087 大学英语（高阶） 必修 2 32

A+级必修拓展提高模块

任意课程
任选 2 32

U16G12040 大学英语（III） 必修 2 32

A 级必修拓展提高模块

任意课程
任选 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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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

时
说明

U16G12040 大学英语（III） 必修 2 32 B 级必修

U16G12088
大学英语核心能力

（听力）
限选 1 16

A/B 级限选

可以和拓展提高模块课程或大

学英语 III 同时选修或单独选

修

U16G12089
大学英语核心能力

（口语）
限选 1 16

U16G12090
大学英语核心能力

（阅读）
限选 1 16

U16G12091
大学英语核心能力

（写作）
限选 1 16

U16G12101 大学英语（基础）II 必修 2 32 C 级必修

数学与自然

科学类

U11G23045 大学物理 II（上） 必修 3.5 56

U11G23058 大学物理实验 I（上） 必修 1.5 26

UMSM11002 数学分析 H（中） 必修 6 96 面向经济、生物学等学生

UMSM11012
数学分析 H（中）讨论

课
必修 0 32 全英文课程，面向国际班学生

信息素养类

U10G13015 程序设计基础（C++） 限选 3 48

≥2 学分

理论课程和实验需配套选择，建

议选修 C++和 Python

U10G23016
程序设计基础（C++）

实验
限选 1 32

U10G13023
程序设计基础

（Python）
限选 3 48

U10G23024
程序设计基础

（Python）实验
限选 1 32

学科

专业

课程

学科基础课
UMSM11005 高等代数 H（下） 必修 4 64

UMSM11015
高等代数 H（下）讨论

课
必修 0 32

实践实训 UMSM1121 常用数学软件 必修 1 16

个性

发展

课程

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修读综合素养类课程、学科拓展类课程、学术深造类课程

素质

拓展

课程

鼓励学生主动参加思想教育活动、公益活动、创新创业活动、文体活动、劳动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等

第一学年夏季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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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年秋季学期（建议修读 24 学分-30 学分）

课程

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

时
说明

通识

通修

课程

审美与艺术类

U30G11001 大学美育 必修 2 32

限定性选修艺术课组 限选 2 32

在八类限定性艺术选修课组中

修读完成至少 2学分课程。具体

课程详见当学期开课列表，毕业

前修完

文明与科技类 文明与科技类课程组

限选 2 32

毕业前至少修读 6 学分，具体课

程详见当学期开课列表

创新创业类 创新创业类课程组

管理与领导力类
管理与领导力类

课程组

全球视野类 全球视野类课程组

生态与可持续发

展类

生态与可持续发展

课程组

写作与沟通类 写作与沟通类课程组

思想政治理论类

U44G1103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必修 2.5 40

U44G21001 思政实践课 必修 2 32

U44G11003 中共党史 限选 1 16

至少修读 1学分
U44G11005 改革开放史 限选 1 16

U44G11011 社会主义发展史 限选 1 16

U44G11012 新中国史 限选 1 16

体育与健康类 体育专项课 必修 1 36

1.本课程包括课内 36 学时，课

程名称详见体育部开课清单；

2.课内 36 学时，包括 32 学时体

课程

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分 学时 说明

学 科

专 业

课程

实践实训 U11P41026 认识实习 必修 2 32 数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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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

时
说明

育专项课、4 学时体育理论课；

3.学生APP长跑每周最多完成5

次，每次跑距 3.2 公里（男）/2.4

公里（女），共计 32 次。

安全教育类 安全教育类课程组 限选 1 16 具体课程详见当学期开课列表

语言类

拓展提高模块任意

课程
任选 2 32 A+/A/B 级选修

U16G12088
大学英语核心能力

（听力）
限选 1 16

A/B 级限选

可以和拓展提高模块课程同时

选修或单独选修

U16G12089
大学英语核心能力

（口语）
限选 1 16

U16G12090
大学英语核心能力

（阅读）
限选 1 16

U16G12091
大学英语核心能力

（写作）
限选 1 16

U16G12102 大学英语（基础）III 必修 2 32 C 级必修

数学与自然

科学类

U11G23059 大学物理实验 I（下） 必修 1.5 24

U11G22046 大学物理 II（下） 必修 3 52

UMSM11003 数学分析 H（下） 必修 4 64

UMSM11013
数学分析 H（下）讨论

课
必修 0 16

学 科

专 业

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UMSM11007 抽象代数 H 必修 3 48

UMSM11076 抽象代数 H 讨论课 必修 0 16

U11M11016 常微分方程 H 必修 3.5 56

UMSM1123 常微分方程 H 讨论课 必修 0 16

专业方向课程 UMSM11077 抽象代数 H 选讲 必修 1 16 专业 1（数学与应用数学）

实践实训 UMSM11044 数学论文写作指导 必修 1 16

个性

发展

课程

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修读综合素养类课程、学科拓展类课程、学术深造类课程

素质

拓展

课程

鼓励学生主动参加思想教育活动、公益活动、创新创业活动、文体活动、劳动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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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年春季学期（建议修读 25.5 学分-30 学分）

课程

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

时
说明

通识

通修

课程

审美与艺术类

U30G11001 大学美育 必修 2 32

限定性选修艺术课组 限选 2 32

在八类限定性艺术选修课组中

修读完成至少 2 学分课程。具体

课程详见当学期开课列表，毕业

前修完

文明与科技类 文明与科技类课程组

限选 2 32

毕业前至少修读 6 学分，具体课

程详见当学期开课列表

创新创业类 创新创业类课程组

管理与领导力类
管理与领导力类

课程组

全球视野类 全球视野类课程组

生态与可持续发

展类

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类

课程组

写作与沟通类 写作与沟通类课程组

思想政治理论类

U44G1102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必修 3 48

U44G11014 形势与政策(2) 必修 0.5 8

U44G11003 中共党史 限选 1 16

至少修读 1 学分
U44G11005 改革开放史 限选 1 16

U44G11011 社会主义发展史 限选 1 16

U44G11012 新中国史 限选 1 16

体育与健康类 体育专项课 必修 1 36

1.本课程包括课内 36 学时、课

外 4 学时，课程名称详见体育部

开课清单；

2.课内 36 学时，包括 32 学时体

育专项课、4 学时体育理论课；

3.课外 4 学时体质测试；

4.学生 APP 长跑每周最多完成 5

次，每次跑距 3.2 公里（男）/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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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

时
说明

公里（女），共计 32 次。

安全教育类 安全教育类课程组 限选 1 16 具体课程详见当学期开课列表

语言类

拓展提高模块

任意课程
任选 2 32 A+/A/B/C 选修

U16G12088
大学英语核心能力

（听力）
限选 1 16

A/B/C 级限选

可以和拓展提高模块课程同时

选修或单独选修

U16G12089
大学英语核心能力

（口语）
限选 1 16

U16G12090
大学英语核心能力

（阅读）
限选 1 16

U16G12091
大学英语核心能力

（写作）
限选 1 16

学科

专业

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UMSM11084 实变函数 H 必修 4 64 64

UMSM11082 实变函数 H 讨论课 必修 0 16

UMSM11086 概率论 H 必修 4 64

UMSM11087 概率论 H 讨论课 必修 0 16

UMSM11080 数值分析 H 必修 4 64

UMSM11083 数值分析 H 讨论课 必修 0 16

UMSM11073 复变函数论 H 必修 4 64

UMSM11074 复变函数论 H 讨论课 必修 0 16

实践实训 U11P21021 科学计算实践 1 必修 2 32

个性

发展

课程

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修读综合素养类课程、学科拓展类课程、学术深造类课程

素质

拓展

课程

鼓励学生主动参加思想教育活动、公益活动、创新创业活动、文体活动、劳动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等

第二学年夏季学期

课程

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分 学时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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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学年秋季学期（建议修读 22.5 学分-30 学分）

课程

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

时
说明

通识

通修

课程

文明与科技类 文明与科技类课程组
毕业前至少修读 6学分，具体课

程详见当学期开课列表

创新创业类 创新创业类课程组

管理与领导力类
管理与领导力类

课程组

全球视野类 全球视野类课程组

生态与可持续

发展类

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类

课程组

写作与沟通类 写作与沟通类课程组

思想政治理论类

U44G11015 形势与政策(3) 必修
0.

5
8

U44G11003 中共党史 限选 1 16

至少修读 1 学分
U44G11005 改革开放史 限选 1 16

U44G11011 社会主义发展史 限选 1 16

U44G11012 新中国史 限选 1 16

体育与健康类 体育 任选 获得 X 体育素质学分

学科

专业

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UMSM11079 偏微分方程 H 必修 4 64

专业 1（数学与应用数学）

UMSM11070 泛函分析 H 必修 4 64

UMSM11098
数理统计 H 必修

3.

5
56

UMSM11095 偏微分方程 H 讨论课 必修 0 16

UMSM11072 泛函分析 H 讨论课 必修 0 16

UMSM11099 数理统计 H 讨论课 必修 0 16

专业方向课程

UMSM11085 运筹学 限选 3 48

U11M11128 初等数论 任选 2 32

U11M11123 微分几何 限选 3 48

学 科

专 业

课程

实践实训 U11P41029 生产实习 必修 2 32 数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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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

时
说明

实践实训
U11P21033 统计实验 1 必修 2 32

UMSM61001 科研训练与学科竞赛 必修 2 32

学科基础课程

UMSM11062 偏微分方程 H 必修 4 64

专业 2(信息与计算科学）

UMSM11054 泛函分析 H 必修 4 64

UMSM11098
数理统计 H 必修

3.

5
56

UMSM11095 偏微分方程 H 讨论课 必修 0 16

UMSM11072 泛函分析 H 讨论课 必修 0 16

UMSM11099 数理统计 H 讨论课 必修 0 16

专业方向课程
U11M11134 数值代数 限选 3 48

UMSM11033 信息论基础 限选 3 48

实践实训
U11P21023 科学计算实践 2 必修 1 16

U11P61026 科研训练与学科竞赛 必修 2 32

个性

发展

课程

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修读综合素养类课程、学科拓展类课程、学术深造类课程

素质

拓展

课程

鼓励学生主动参加思想教育活动、公益活动、创新创业活动、文体活动、劳动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等

第三学年春季学期（建议修读 17 学分-30 学分）

课程

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

时
说明

通识

通修

课程

文明与科技类 文明与科技类课程组

限选 2 32

毕业前至少修读 6 学分，具体课

程详见当学期开课列表

创新创业类 创新创业类课程组

管理与领导力类
管理与领导力类

课程组

全球视野类 全球视野类课程组

生态与可持续

发展类

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类

课程组

写作与沟通类 写作与沟通类课程组

思想政治理论类 U44G1103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必修 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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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

时
说明

5

U44G11003 中共党史 限选 1 16

至少修读 1 学分
U44G11005 改革开放史 限选 1 16

U44G11011 社会主义发展史 限选 1 16

U44G11012 新中国史 限选 1 16

体育与健康类 体育 任选
1.获得 X 体育素质学分；

2.课外 4 学时体质测试。

信息素养类

新开课
人工智能：模型及方

法导论
限选 1 16

≥1 学分

数学类（学生可在本模块或全校

人工智能类课程中选择）

新开课
人工智能与科学计算

导论
限选 1 16

新开课
人工智能与控制科学

导论
限选 1 16

学科

专业

课程

专业方向课程

U11M11127 组合数学 限选 3 48

专业 1（数学与应用数学）

U11M11126 数学建模 限选 3 48

U11M11122 拓扑学 限选 3 48

专业选修课程

U11M11129 图与网络 任选 2 32

UMSM11024 数理逻辑 任选 3 48

U11M11138 最优化方法 任选 3 48

UMSM11067 有限群表示论 任选 2 32

实践实训 新开课
详细课程见数学实验

课组清单
任选

专业方向课程

U11M11132 偏微分方程数值解 限选 3 48

专业 2（信息与计算科学）

UMSM11075 数字信号处理 限选 3 48

U11M11126 数学建模 限选 3 48

U11M11138 最优化方法 限选 3 48

专业选修课程

UMSM11089
计算机图形学与可视

化
任选 2 32

UMSM11069
工程数学的新型快速

算法
任选 2 32

UMSM11096 不确定性量化 任选 2 32

U10M11033 软件工程 任选 2 32

U10M11145 离散数学 任选 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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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

时
说明

实践实训

U11P21025 科学计算实践 3 必修 1 16

U10P31020 软件工程实验 任选
0.

5
8

详细课程见数学实验

课组清单
任选

个性

发展

课程

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修读综合素养类课程、学科拓展类课程、学术深造类课程

素质

拓展

课程

鼓励学生主动参加思想教育活动、公益活动、创新创业活动、文体活动、劳动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等

第四学年秋季学期
课程

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

时
说明

通识

通修

课程

思想政治理论类 U44G11016 形势与政策(4) 必修
0.

5
8 秋学期开课。大四秋季修读完成

体育与健康类 体育 任选 获得 X 体育素质学分

专业选修课程

UMSM11035 博弈论 任选 2 32

专业 1（数学与应用数学）

M11M11074 现代偏微分方程导论 任选 3 48

M11M11072 解析数论 任选 3 48

M11M11047 微分流形 任选
3.

5
56

U05G11009 飞天巡洋与智能制造 任选
0.

5
8

U06M11146 飞行器原理 任选 2 32

U06M11004 理论力学 II 任选 4 64

U10M11144 计算机系统基础 任选 2 32

U09M11001 自动控制原理 I 任选 5.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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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

时
说明

5

U10G11057 人工智能程序设计 任选 2 32

U06M11144 连续介质力学 任选 2 32

毕业设计/论文 U11P71031 毕业设计/论文 必修 10 160

专业选修课程

现代计算流体力学 任选 1 16

专业 2（信息与计算科学）

UMSM11036 数据结构与算法 任选
2.

5
40

UMSM11025 深度学习理论与实践 任选 2 32

U11M11139 有限元软件及应用 任选 2 32

U11M11141 大规模科学计算 任选 1 16

UMSM11097 高维图像数据处理 任选 2 32

U10M11013
算法设计与分析 任选 2 32

U10M11055 云计算技术及应用 任选 2 32

U05G11009 飞天巡洋与智能制造 任选
0.

5
8

U06M11146 飞行器原理 任选 2 32

U06M11004 理论力学 II 任选 4 64

U10M11144 计算机系统基础 任选 2 32

U09M11001 自动控制原理 I 任选
5.

5
88

U10G11057 人工智能程序设计 任选 2 32

U06M11144 连续介质力学 任选 2 32

实践环节

U11P21097 图像处理实验 任选 1 16

U10P51015 算法设计与分析实验 任选
0.

5
8

毕业设计/论文 U11P71031 毕业设计/论文 必修 10 160

个性

发展
学术深造类课程 M11M11096

分析学 任选 3.

5

56
专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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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

时
说明

课程

M11M11097

代数学 任选 2.

5

40

M11M11115

测度论基础 任选 2.

5

40

M11M11028 复分析 任选 3 48

M11M11100

微分流形 任选 3.

5

56

M11M11102 现代偏微分方程导论 任选 3.

5

56

M11M11029 图论及其应用 任选 3 48

M11M11084 高等数值分析 任选 3 48

M11M11046

偏微分方程的有限差

分法

任选 3 48

M11M11076

有限元方法的数学理

论及应用
任选 2 32

M11M11007 高等数理统计 任选 3 48

M11M11040 高等随机过程论 任选 3 48

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修读综合素养类课程、学科拓展类课程、学术深造类课程

素质

拓展

课程

鼓励学生主动参加思想教育活动、公益活动、创新创业活动、文体活动、劳动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等

第四学年春季学期
课程

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

时
说明

通识

课程
体育与健康类 体育 任选 获得 X 体育素质学分

学科

专业

课程

专业选修课程

M11M11073 实分析 任选 3 48

专业 1M11M11024
广义函数与 Sobolev

空间
任选 3 48

M11M11098 黎曼几何 任选 3 48

U01M11192 航空概论 任选 1 16

专业 1-2U02M11159 航天概论 任选 1 16

U03M11074 声纳原理 任选 2. 40

https://jwxt.nwpu.edu.cn/manager/for-teacher/teacher-lesson-course-table/info/46101?REDIRECT_URL=/for-teacher/teacher-lesson-course-table?courseNameZhLike=%E8%88%AA%E7%A9%BA%E6%A6%82%E8%AE%BA&bizTypeAssoc=2


39

课程

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

时
说明

5

U03M11352 水下声信道 任选 2 32

U06M11063 机械振动 任选
2.

5
40

U07M11013 流体力学基础 任选
2.

5
40

U07M11014 工程热力学 I 任选 2 32

U09M11173 模式识别 任选 2 32

U09M11303 电力电子技术 任选 3 48

U04M11108 材料热力学 任选
3.

5
56

U08M11010 通信原理 I 任选 4 64

U04L11178 材料科学最前沿 任选 1 16

学术深造类课程

M11M11050 算法与优化 任选 3 48

专业 1-2

M11M11053 最优化原理与方法 任选 3 48

M11M11076

有限元方法的数学理

论及应用
任选 2 48

M11M11038 高等概率论 任选 3 48

M11M11007 高等数理统计 任选 3 48

M11M11040 高等随机过程论 任选 3 48

毕业设计/论文 U11P71031 毕业设计/论文 必修 10 160

专业 1-2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开题前，

学生应修读通识通修课程及学

科专业课程所要求的全部必修

课程

个性

发展

课程

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修读综合素养类课程、学科拓展类课程、学术深造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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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

时
说明

素质

拓展

课程

鼓励学生主动参加思想教育活动、公益活动、创新创业活动、文体活动、劳动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等

十、核心课程先修关系表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常微分方程 H 数学分析 H、高等代数 H

复变函数论 H 数学分析 H

概率论 H 数学分析 H、高等代数 H

实变函数 H 数学分析 H

泛函分析 H 数学分析 H、高等代数 H、实变函数 H

抽象代数 H 高等代数 H

数理统计 H 数学分析 H、高等代数 H、概率论 H

数值分析 H 数学分析 H、高等代数 H

拓扑学 数学分析 H、高等代数 H

微分几何 数学分析 H、高等代数 H、常微分方程 H

偏微分方程 H 数学分析 H、常微分方程 H

运筹学 数学分析 H、高等代数 H

数学建模
数学分析 H、高等代数 H、概率论 H、数理统计 H、常微分方程 H、运筹

学

数据结构与算法 C程序设计

信息论基础 数学分析 H、高等代数 H、概率论 H

偏微分方程数值解 偏微分方程 H、数值分析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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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补充说明

数学类强基计划学生转入研究生阶段后应选择数学、力学、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凝聚态物理、控制科学与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兵器科学与技术、声学、网络空间

安全、机械工程、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

程、交通运输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无人系统科学与技术、生态学、

智能科学与工程等 20 个专业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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