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强基计划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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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41 号）等文件要求，促进强基计划招生和培养

的有效衔接，特制定培养方案。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含基础数学研究与应用、智能科学两套培养

方案，分别依托数学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培养。基础数学研究与应用培养方案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专业简介 

山东大学于 1930 年建立数学系；1977 年后设立基础数学、应用数学等专业；1994 年根据教

育部“重基础宽口径”的精神合并成“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1991 年首批“国家理科基础科学

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2007 年首批国家一级重点学科；2009 年入选“国家拔尖人才培养

1.0”；国家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2017 年入选双一流重点建设学科；教育部第四轮评估 A+

学科；在 ESI 排名持续进入全球前 1%；2019 年入选“国家拔尖人才培养 2.0”。数学与应用数

学专业 2019 年入选“国家一流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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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教育部正式启动“强基计划”，山东大

学数学强基计划实验班是国家和学校首批强基计划人才培养点之一。本专业进行一体化培养，本

科阶段教学重点为基础理论与方法，旨在为学生打下良好的数学基础，并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通过“学科基础+专业提高+研究创新”课程体系，培养具有高度责任感和服务意识、富

有创新创业精神、具备国际视野的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和应用人才，为国家重大战略领域输送后备

人才。 

（二）资源平台 

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非线性期望前沿科学中心，山东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山东基础研究特

区，金融风险度量山东省重点实验室。 

二、分阶段培养目标及培养要求 

按照“3+1+X”模式进行本硕博衔接贯通培养。其中，本科阶段需在 3 年内完成本科课程的

基本学习，第四年完成本科毕业论文的同时，修读一定学分的衔接课程，该学分计入研究生学习

阶段学分，并由未来研究生方向设置学院开设或随同该学院研究生一起学习。   

（一）本科阶段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社会意识，富有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善于双

语沟通；具备良好的数学基础；熟练掌握数学基本理论、知识、方法和技能；具有较强的抽象思



 

维、逻辑推理、空间想象和计算能力以及较强的数学应用意识，具备较强的进一步深造的潜质；

具有灵活运用数学思想方法进行创新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善于发现、提出问题，具有初步的

数学研究能力，按照“3+1+X”的本硕博衔接模式，进一步培养成为具备实践探索能力的高素质

创新人才和行业优秀人才，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具有强烈的专业兴趣、科研志向，立

志于智能科技、新材料等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以及国家人才紧缺的相关科学领域，为国家重大战

略领域输送后备人才。 

根据山东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培养目标，学生应达到以下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 1：理论知识：具备数学、自然科学专业知识，并能够运用这些知识表述、推演和分

析基础数学及应用数学中的问题。 

1.1 掌握基础数学和应用数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具有坚实的数学基础，掌握数学科

学的基本思想。 

1.2 具备从事数学与应用数学相关工作所需的数学基础理论知识，并能够应用数学的基本概

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解决数学领域所涉及的实际问题。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具有较强的数学思维、想象力，具有灵活运用数学思想方法进行创新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1 具有较强的抽象思维、逻辑推理、空间想象和计算能力以及较强的数学应用意识，具有灵

活运用数学思想方法进行创新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2 有意识涉猎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能够运用数学理论和方法对这些学科的具体问题进行

数学建模、理论分析及求解，以获得合理解决方案和有效结论；具有创新能力和创业大赛经历，

参与创新实践计划培训。 

毕业要求 3：研究：能够基于所学知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数学与应用数学领域的具体问题进

行研究，包括理论分析、建模、数据分析等，并得到合理有效结论。 

3.1 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并采用数学方法对数学与应用数学领域的理论、实际问题给出切实可

行的研究方案和目标。 

3.2 能够根据理论、应用目标，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选择可行的研究路线，能够对理论研究、

现实建模中出现的问题和现象进行分析、解释和处理，并最终优化和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毕业要求 4：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选择和使用恰当的资源、现代数学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对

数学、应用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理论预测与模拟分析。 

4.1 能够使用数学相关的图书、期刊、专利等数据库及文献检索工具，了解国内外发展现状及

技术前沿。 



 

4.2 熟悉数学领域相关软件、数据处理软件等资源和信息技术工具的适用范围及使用方法，

并作出适当而合理的选择，应用于复杂数学问题的设计与模拟仿真。 

毕业要求 5：数学与社会：能够基于数学与应用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数学理论与

建模实践活动的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知晓专业人员应承担的

责任。 

5.1 熟悉国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具备从事数学与应用数学领域相关工作所

需的相关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的知识基础。 

5.2 能够正确识别、合理分析和客观评价数学理论与建模实践活动中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

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充分理解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等的影响过程中

应承担的责任。 

毕业要求 6：职业规范：具有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文化艺术修养、高度社会责任感、健

康的身体 和心理素质；能够在工程实践中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能够贯彻执行化

工行业相关标准。 

6.1 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

文化艺术修养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6.2 具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理素质，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严谨的思维和崇尚科学的精神，理解

数学研究的职业性质和社会责任，能够在实践中遵守数学研究的职业道德和规范，具有法律与环

保意识。 

毕业要求 7：个人与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

色。 

7.1 具有良好的沟通和交流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具有团

队协作精神、较强的适应能力和一定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的交流、竞争与合作能力。 

7.2 理解团队中个体、团队成员或负责人对于整个团队的意义，能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

做好有效沟通，合作共事。 

（二）研究生阶段培养目标 

硕士阶段培养目标具体要求如下：  

1.掌握当代社会主义优秀理论成果，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高尚，有志于投身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  

2.具有比较扎实的统计学理论基础，对统计学的某个研究方向上有系统的学习与研究；能够

熟练掌握国内外统计学新理论新方法，并能够利用统计学方法解决实际应用问题。  



 

3.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运用该门外国语比较熟练的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4.具有健康的体格和心理素质。  

学术型博士研究生（含硕博连读、直博）培养目标：  

旨在培养我国统计学领域从事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高级专门人才。具体要求如下：  

1.掌握当代社会主义优秀理论成果，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高尚，有志于投身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  

2.具有扎实的统计学理论基础，熟悉本学科国内外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在统计学某

个研究方向上有系统深入的专门研究，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在

有关的研究方向能够作出有重要理论或实际意义的创造性研究成果。  

3.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能运用该门外国语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一定的

写作能力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第二外国语为选修，要求有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的能力。第一外

国语非英语的博士生，第二外国语必须选修，且语种必须为英语。  

4.具有健康的体格和心理素质。  

  



 

（三）本研衔接办法 

强基计划实行本研衔接培养。转段的学生可继续在基础数学、计算数学、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应用数学、运筹学与控制论、统计学、数据科学、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安全等学科领域深造。 

（四）学生培养管理机制  

实施“3+1+X”学制，进行本硕博衔接贯通培养，单独编班，单设培养方案。其中，“3”是

指 3 年的本科培养阶段，包括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实践环节等；“1”是指 1 年的本研衔接阶段

，针对本学科领域及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设计对应的衔接课程模块，学生可在导师（组）指导下修

读其中一个模块；“X”是指研究生培养阶段，学生在选定的相关学科领域攻读博士学位，实行弹

性学制，基本学制 4-6 年，符合博士学位授予要求的将授予博士学位。 

1.学籍管理 

强基计划学生在学籍管理系统中标注为“强基计划学生”，并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

规定》《山东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等进行管理。强基计划学生退出和选拔补入，在学籍管

理系统中及时修改和标注。 

强基计划学生进入研究生培养阶段，严格按照培养方案和衔接办法，单独组织学籍转段。学

籍转段学生按照当年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程序，直接转入培养方案确定的相关专业继续硕士或博

士阶段的学习，并按有关规定办理研究生学籍注册。 

2.阶段考核和动态调整 

强基计划学生入校后，每学年进行动态调整，考核通过者继续在强基班学习，未通过者退出

强基计划，转入相应专业的普通班学习，并选拔增补相同数量的优秀学生进入强基计划，增补工

作原则上在第二学年结束前完成，具体调整方案见《数学强基计划实验班学生流动工作实施办法》。 

在第三学年末，由强基学生所在学院与转段目录对应的研究生培养单位联合进行转段考核，

考核通过者获得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硕士生或直博生)，进入第四学年提前修读研究生课程阶段(

本研衔接);未通过者退出强基计划，转入相应专业的普通班学习。 

在第四学年末，根据本科毕业资格审核情况，对符合本科毕业要求并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

通过推荐免试形式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没有达到要求的学生退出强基计划。 

在第五学年末，由学生所在研究生培养单位进行转段考核，考核通过者根据学生意愿继续攻

读博士学位，自愿放弃或未通过考核的学生按照硕士研究生培养，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3.转专业及退出机制 

强基计划录取的考生，入学后原则上不允许转专业。退出强基计划的学生，不再具有申请推



 

荐免试研究生资格。 

三、课程设置 

  



 

本科阶段各类课程学分比例 

学分类型/课程类型 应修小计 理论教学 

实验教学 实践教学 

课内实验课程 
独立设置 

实验课程 
课内实践教学 

独立设置 

实践教学 

通识教育

必修课程 

学分数 34 27   3 4 

学分比例 25.75% 20.45%   2.27% 3.03% 

学科平台

基础课程 

学分数 36 33  1 2  

学分比例 27.28% 25%  0.76% 1.52%  

专业必修

课程 

学分数 50 40  1 1 8 

学分比例 37.88% 30.3%  0.76% 0.76% 6.06% 

专业选修

课程 

学分数 30      

学分比例 0%      

通识教育

核心课程 

学分数 8 8     

学分比例 6.06% 6.06%     

通识教育

选修课程 

学分数 4 4     

学分比例 3.03% 3.03%     

合计 

学分数 162 112  2 6 12 

学分比例 100% 84.84%  1.52% 4.55% 9.09% 

  



 

四、数学与应用数学（强基计划）专业课程设置及学时分配表 

（一）专业培养计划--通识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课程号/组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数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考核 

方式 
开设 

学期 
备 注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实践 

学时 
实践 

周数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sd0281074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8    考试 6  

sd0281087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 
3 56 40  16  考试 6 0.5 实践学分 

sd0281088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56 40  16  考试 4 0.5 实践学分 

sd028108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56 40  16  考试 2 0.5 实践学分 

sd0281085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56 40  16  考试 2 0.5 实践学分 

sd03011670 计算思维 3 64 32  32  考试 1 1 实践学分 

00070 大学英语课程组 8 256 128    考试 1-4 
课外 112 学

时 

sd02910630 体育（1） 1 32   32  考查 1  

sd02910640 体育（2） 1 32   32  其它 2  

sd02910650 体育（3） 1 32   32  其它 3  

sd02910660 体育（4） 1 32   32  考试 4  

sd06910010 军事理论 2 32 32    考试 2  

sd090101C0 形势与政策（1） 0 8 8    考试 1  

sd090101D0 形势与政策（2） 0.5 8 8    考试 2  

sd090101E0 形势与政策（3） 0 8 8    考试 3  

sd090101F0 形势与政策（4） 0.5 8 8    考试 4  

sd09010200 形势与政策（5） 0 8 8    考试 5  

sd09010210 形势与政策（6） 0.5 8 8    考试 6  

sd090101A0 形势与政策（7） 0 8 8    考试 7  

sd090101B0 形势与政策（8） 0.5 8 8    考试 8  

应修小计 34 816 464  224     

应修说明  

通识

教育

核心

课程 

00100 科技素养 2 32 32    考查 1-8 任选 2 学分 

00110 人文素养 2 32 32    考查 1-8 任选 2 学分 

00120 艺术审美 2 32 32    考查 1-8 任选 2 学分 

00130 生命健康 2 32 32    考查 1-8 任选 2 学分 

应修小计 8 128 128       

应修说明 每模块至少修读 2 学分，共至少修读 8 学分。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00090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组 2 32 32    考查 1-8 任选 2 学分 

 通选类国际化课程 2 32 32       

应修小计 4 64 64       

应修说明  

通识教育课程合计 46 1008 656  224     

  



 

（二）专业培养计划--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课程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数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考核 

方式 
开设 

学期 
备 注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实践 

学时 
实践 

周数 

专业

教育

课程 

学科

平台

基础

课程 

sd00921230 数学分析(1) 5 80 80    考试 1  

sd00920490 高等代数(1) 4 64 64    考试 1  

sd00923200 解析几何 3 64 32  32  考试 1  

sd00921240 数学分析(2) 6 96 96    考试 2  

sd009231C0 高等代数(2) 6 112 80  32  考试 2  

sd01020160 大学物理(1) 3 48 48    考试 2  

sd00921250 数学分析(3) 5 80 80    考试 3  

sd01020190 大学物理(2) 3 48 48    考试 3  

sd01020030 大学物理实验 I 1 32  32   考查 3  

应修小计 36 624 528 32 64     

专业

基础

课程 

sd00932610 新生研讨课 2 32 32    考查 2  

sd00932770 计算导论与程序设计基础 4 64 64    考试 2  

sd00920380 复变函数 4 64 64    考试 3  

sd00930180 抽象代数 4 64 64    考试 3  

sd00921150 实变函数 4 64 64    考试 4  

sd00920150 常微分方程 4 64 64    考试 4  

sd00920420 概率论 4 64 64    考试 4  

sd00931350 数学实验 1 32  32   考试 4  

应修小计 27 448 416 32      

应修说明  

专业

核心

课程 

sd00931601 拓扑学(双语) 4 64 64    考试 4  

sd00932740 数学模型 3 64 32  32  考试 4 综合实践 

sd00930320 泛函分析 4 64 64    考试 5  

sd00931060 偏微分方程 4 64 64    考试 5  

sd00933240 毕业论文 8 256   256  考核 8  

应修小计 23 512 224  288     

应修说明  

专业

限选

课程 

模块一：数学与应用数学 

sd00931650 微分几何 4 64 64    考试 5  

sd00931990 运筹学 4 64 64    考试 5  

sd00921520 随机过程基础 4 64 64    考试 5  

sd00921200 数理统计 3 48 48    考试 5  

sd00931211 数论基础(双语) 4 64 64    考试 6  

sd00932790 微分流形 4 64 64    考试 6  

sd00932840 抽象代数 II 3 48 48    考试 6  

sd00932440 数值分析（双语） 4 64 64    考试 6  

sd00931910 应用回归分析 3 48 48    考试 6  

sd00932760 机器学习 3 48 48    考试 6  



 

sd00932710 Python 语言 2 48 16  32  考试 6  

sd009330E0 现代偏微分方程 3 48 48    考试 6 本研衔接 

sd00932890 代数几何 3 48 48    考试 6 本研衔接 

sd009330F0 Fourier 分析 3 48 48    考试 6 本研衔接 

sd00931330 数学内容方法和意义 2 32 32    考查 7  

sd00932880 现代分析基础 3 48 48    考试 7  

sd00932800 代数拓扑 3 48 48    考试 7  

sd00932650 数据科学导论 3 48 48    考试 7  

sd00932960 调和分析 3 48 48    考试 7  

sd00932950 动力系统 3 48 48    考试 7  

sd00932810 李群和李代数 3 48 48    考试 7  

sd00932820 自守形式 3 48 48    考试 7  

sd00932900 现代微分几何 3 48 48    考试 7  

sd009331E0 高等泛函分析 3 48 48    考试 7 本研衔接 

sd00933220 解析数论基础 3 48 48    考试 7 本研衔接 

sd00932830 交换代数 3 48 48    考试 7 本研衔接 

sd00932780 现代数论基础 3 48 48    考试 8  

sd00931730 现代数学选讲 2 32 32    考查 8  

sd009331D0 高等近世代数 3 48 48    考试 8 本研衔接 

sd00933210 代数数论 3 48 48    考试 8 本研衔接 

模块应修小计 30 480        

模块应修说明  

模块二：信息与计算科学 

sd00930010 C++程序语言 4 80 48  32  考试 5  

sd00931460 数值计算方法 4 64 64    考试 5  

sd00931990 运筹学 4 64 64    考试 5  

sd00932430 控制理论基础 4 64 64    考试 5  

sd00932550 组合数学 2 32 32    考试 5  

sd00921200 数理统计 3 48 48    考试 5  

sd00932670 信号与系统 3.5 64 48 16 16  考试 5 本研衔接 

sd00931830 线性系统理论 4 64 64    考试 6  

sd00932460 经济控制论 3 48 48    考试 6  

sd00932480 排队论与博弈论 4 64 64    考试 6  

sd00930920 经济计量学 4 64 64    考试 6  

sd00933230 视觉与数据计算 2 48 16  32  考试 6  

sd00932490 科学计算引论 4.5 64 64  16  考试 6  

sd00932110 最优控制 3 48 48    考试 6  

sd00931160 数据结构 4 64 64    考试 6  

sd00932760 机器学习 3 48 48    考试 6  

sd00932710 Python 语言 2 48 16  32  考试 6  

sd00932730 量子计算与量子信息 3 48 32  16  考试 6 本研衔接 

sd00932680 图论及其应用 3 48 48    考试 6 本研衔接 

sd009331F0 极值集合论 2 32 32    考试 6 本研衔接 



 

sd00931330 数学内容方法和意义 2 32 32    考查 7  

sd00932470 数值模拟基础 4 64 48  32  考试 7  

sd00932650 数据科学导论 3 48 48    考试 7  

sd00930950 经济预测与决策 3 48 48    考试 7  

sd00932750 运筹与经济行为 2 32 32    考试 7  

sd03432890 矩阵半张量积及其应用 3 48     考查 7  

sd00932450 网络控制 4 64     考试 7 本研衔接 

sd00932690 组合最优化 3 48 48    考试 7 本研衔接 

sd00933180 有限差分法和有限体积法 3 48 48    考试 7 本研衔接 

sd00930880 计算实习 3 48 32  16  考查 8  

sd034334E0 时滞系统导论 3 48 48    考查 8  

sd009330C0 数值代数 3 48 48    考试 8 本研衔接 

模块应修小计 30 480        

模块应修说明  

模块三：统计学 

sd00921520 随机过程基础 4 64 64    考试 5  

sd00930910 金融数学 4 64 64    考试 5  

sd00930970 利息理论 4 64 64    考试 5  

sd00930010 C++程序语言 4 80 48  32  考试 5  

sd00932720 人工智能 2 32 32    考试 5  

sd00930090 保险精算 4 64 64    考试 6  

sd00931910 应用回归分析 3 48 48    考试 6  

sd00931140 时间序列分析 4 64 64    考试 6  

sd00930310 多元统计分析 3 48 48    考试 6  

sd00931560 统计计算 3 48 48    考试 6  

sd00932710 Python 语言 2 48 16  32  考试 6  

sd00932850 数据分析与挖掘 4 80 48  32  考试 6  

sd00932110 最优控制 3 48 48    考试 6  

sd00932760 机器学习 3 48 48    考试 6  

sd00932650 数据科学导论 3 48 48    考试 7  

sd00931570 统计软件 4 80 48  32  考试 7  

sd00931330 数学内容方法和意义 2 32 32    考查 7  

sd00930950 经济预测与决策 3 48 48    考试 7  

sd00930330 非参数统计 3 48 48    考试 7  

sd00932700 大数据实践 2 48 16  32  考试 7  

sd00931730 现代数学选讲 2 32 32    考查 8  

模块应修小计 30 480        

模块应修说明  

模块四、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sd00930010 C++程序语言 4 80 48  32  考试 5  

sd00932860 操作系统 3 48 48    考试 5  

sd00932970 计算机网络 2 32 32    考试 5  

sd00932720 人工智能 2 32 32    考试 5  



 

sd009331B0 算法数论 3 54 54    考试 5 本研衔接 

sd00932870 离散数学 4 64 64    考试 6  

sd00931160 数据结构 4 64 64    考试 6  

sd00932710 Python 语言 2 48 16  32  考试 6  

sd00932850 数据分析与挖掘 4 80 48  32  考试 6  

sd00933230 视觉与数据计算 2 48 16  32  考试 6  

sd00930310 多元统计分析 3 48 48    考试 6  

sd00931560 统计计算 3 48 48    考试 6  

sd00932730 量子计算与量子信息 3 48 32  16  考试 6 本研衔接 

sd009331A0 编码理论基础 3 54 54    考试 6 本研衔接 

sd00932660 最优化方法 4 64 64    考试 7  

sd00931190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4 64 64    考试 7  

sd00932700 大数据实践 2 48 16  32  考试 7  

模块应修小计 30 480        

模块应修说明  

应修小计 30         

应修说明 
从第 5 学期开始，按专业模块培养；每位同学选定一个模块，并从该模块中修

满 30 学分。 
专业

任选

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合计 116 1584 1168 64 352     

 

  



 

（三）重点提升计划、创新创业计划、素质拓展计划（共 20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号/组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数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考核 

方式 
开设 

学期 
备 注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实践 

学时 
实践 

周数 

重点 

提升 

计划 

sd072201A0 “大思政”社会实践（1） 1 28 4  24  考查 2  

sd072201B0 “大思政”社会实践（2） 0.5 16   16  考查 4  

sd072201C0 “大思政”社会实践（3） 0.5 16   16  考查 6  

sd09310010 国家安全教育课程 2 40 24  16  
考试+

考查 
1  

sd02810590 四史教育系列专题 1 16 16    考试 2  

sd07810220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32 32    考试 1  

00080 劳动教育 2 40 24  16  
考试+

考查 
7  

sd07110120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 20 12  8  考查 2  

sd06910050 军事技能 2 168   168  考试 1  

应修小计 12 376 112  264     

应修说明  

创新 

创业 

计划 

稷下创新 稷下创新 2 32 32       

齐鲁创业 齐鲁创业 2 32 32       

应修小计 4 64 64       

应修说明 共 4 学分，可任选模块修满 4 学分 

拓展 

培养 

计划 

00200 学术创新 2 64   64  考查   

00210 文化艺术 2 64   64  考查   

00220 社会服务 2 64   64  考查   

00230 身心健康 2 64   64  考查   

应修小计 4 128   128     

应修说明 至少选 2 个模块，每模块最多计 2 学分 

重点提升计划、创新创业计划、拓展培养计划合计 20 568 176  392     

  



 

（四）大学英语课程设置及学时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号/组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数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考核 

方式 
开设 

学期 
备 注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实践 

学时 
实践 

周数 

大学 

英语 

课题 

组 

sd03119AB2 新文科综合英语（1） 2 64 32  16  考试 1 课外学时 16 

sd03119AE2 新文科综合英语（2） 2 64 32  16  考试 2 课外学时 16 

sd03119AC2 新理科综合英语（1） 2 64 32  16  考试 1 课外学时 16 

sd03119AD2 新理科综合英语（2） 2 64 32  16  考试 2 课外学时 16 

sd03119AA2 新医科综合英语（1） 2 64 32  16  考试 1 课外学时 16 

sd03119A92 新医科综合英语（2） 2 64 32  16  考试 1 课外学时 16 

sd03119A82 新工科综合英语（1） 2 64 32  16  考试 1 课外学时 16 

sd03119A72 新工科综合英语（2） 2 64 32  16  考试 2 课外学时 16 

sd03119B02 跨文化交际与全球胜任力 2 64 32  16  考试 3,4 课外学时 16 

sd03119AF2 医学英语文献阅读与翻译 2 64 32  16  考试 2  

sd03119BC2 科技英语文献阅读与翻译 2 64 32  16  考试 3,4 课外学时 16 

sd03119BB2 英语演讲与辩论 2 64 32  16  考试 3,4 课外学时 16 

sd03119BD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英文解读 2 64 32  16  考试 2,3,4 课外学时 16 

sd03119B92 大学基础英语(1) 2 64 32  16  考试 1 课外学时 16 

sd03119BA2 大学基础英语(2) 2 64 32  16  考试 2 课外学时 16 

sd03119B72 大学基础英语(3) 2 64 32  16  考试 3 课外学时 16 

sd03119B82 大学基础英语(4) 2 64 32  16  考试 4 课外学时 16 

sd03119B40 大学日语（1） 2 32 32    考试 1  

sd03119B20 大学日语（2） 2 32 32    考试 2  

sd03119B30 大学日语（3） 2 32 32    考试 3  

sd03119B10 大学日语（4） 2 32 32    考试 4  

sd03119BE2 通用学术英语（1） 2 64 32  16  考试 1 课外学时 16 

sd03119BF2 通用学术英语（2） 2 64 32  16  考试 2 课外学时 16 

sd03119B53 日语（小语种 1） 4 64 64    考查 1  

sd03119B63 日语（小语种 2） 4 64 64    考试 2  

应修小计 8 256 128  64     

应修说明 课外学时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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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培养方案适用于山东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2025 级强基计划学生。具体执行时可随学

校教育教学改革及人才培养需求变化作微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