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培养方案

一、专业培养目标

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使学生掌握数学科学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具备运用所学

知识进行数学建模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及具有编写应用程序的能力，得到数学模型、计

算机和数学软件及科学研究的初步训练，成为能在科技、教育和经济部门从事研究、教

学工作或在生产经营及管理部门从事实际应用、开发研究和管理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专业毕业要求

1 要具有扎实的数学基础和现代科学素养

具有扎实的分析、代数、几何、微分方程和拓扑等纯粹数学(pure mathematics)专业基础

知识，掌握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基础知识，掌握信息处理相关的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知识以及算

法知识，了解现代其它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

1.1纯粹数学知识

纯粹数学以代数结构、序结构和拓扑结构定义数学基础。包括分析、代数、几何、微分

方程和拓扑等课程的学习和参加数学竞赛。

1.1.1分析学基础

包括数学分析、复变函数、实变函数和泛函分析等课程。掌握分析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方

法，学会处理不同数域上函数性质的方法。

1.1.2代数学基础

包括高等代数和近世代数课程。掌握代数结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学会处理抽象内容的

手段。

1.1.3几何学基础

包括解析几何和微分几何课程。掌握解析几何知识，学习曲线论和曲面论，研究空间或

流形的整体性质。

1.1.4微分方程基础

包括常微分方程和偏微分方程。熟悉处理各类微分方程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1.1.5拓扑学基础



主要通过点集拓扑的学习，掌握拓扑结构的基本定义和空间的拓扑性质。

1.2概率论和统计学基础知识

具备处理随机现象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运用概率统计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

1.2.1 概率论基础

包括概率论、随机过程等课程。了解各种概型以及运用各种方法处理随机现象。

1.2.2统计学基础

包括数理统计课程。了解现代统计学的前沿知识特别是金融统计和生物统计。

1.3信息处理基础知识

1.3.1 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知识

包括数据结构与算法、数据库原理与设计，高级语言程序设计等课程，具备计算机编

程技术的较高水平的应用能力。

1.3.1算法基础

运筹学、数值分析课程让学生具备传统算法的选择、设计、分析和优化基础。通过数据

分析及挖掘、应用模糊数学、计算智能等课程，让学生掌握最新算法的选择和设计基础。

1.4其它科学知识

1.4.1现代物理学知识

主要是与数学密切相关的现代物理学知识。包括大学物理 I、II课程及课外物理竞赛。

1.4.2其它现代科学知识

包括交通运输概论、经济学原理、生命科学导论、哲学概论、知识经济与创新等课程。

2 要具有应用数学基础知识的能力

具备较强的数学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论证能力，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初步具备

在计算和信息处理的某个方向上从事科学研究和设计开发有关软件的能力，具备运用所学知

识进行数学建模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1基础知识的拔高并与研究生课程接轨

2.1.1基础知识的归纳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

包括大学生数学竞赛、数学专题讲座、创新讲座等，参加各种前沿学术报告。

2.1.2与研究生课程接轨

包括现代分析、抽象代数等与研究生基础课相接轨课程的学习，参加各种前沿学术报告。

2.2信息处理能力

具备大数据所承载信息的智能分析，提取和挖掘能力，特别是模糊信息的智能分析和处



理能力，其中包括常用有关软件的熟练使用，也包括自我设计相关软件的能力，让学生通过

计算机软件技术，能够自信应对海量数据下从信息分析，提取和挖掘到应用层次的评判、推

理和决策的整个过程，形成应用数学信息处理方向的专业特色。

2.3数学建模

具备对实际系统相关主要因素的量化分析和建模能力，以及相应的优化分析能力，强化

针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和处理过程，以求让学生在可观、可闻、可触的实际体验中，感受收获

带来的快乐，进一步让快乐的需求成为提高建模分析能力的动力，进一步强化专业特色。

2.4专业实践

通过实习强化学生的编程能力，达到熟练使用计算机这一强大计算工具，强化动手能力，

彻底改变某些对数学类学生动脑不动手的传统固有观念。适应信息时代对高层次应用数学人

才的能力需求。其中三个暑期短学期实习和毕业论文的要求如下：

2.4.1编程实践

完成一个具有各种常用计算机输入输出功能以及与用户有交互界面功能的软件，达到知

晓开发一般软件所需的各种环节。

2.4.2数据库与程序设计实践

完成一个实用数据库设计，达到开发一般数据库的目标。

2.4.3软件工程实践

编制一个综合软件，要求熟练使用各种数学计算软件，及相互接口操作，初步知晓大型

软件的开发管理与设计环节。

2.4.4毕业论文与毕业设计

具备一定的数学基本知识综合运用能力；或对实习问题的建模和分析能力，或具备较高

的科学素养和一定的创新能力。

3 具有有效的沟通与交流能力

3.1沟通和交流

3.1.1人际交往能力

通过大学生心理学、思想道德与修养、交流与沟通技巧、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 SRTP等，

培养学生人际交往能力。

3.1.2团队合作能力

通过数学建模以及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 SRTP等培养团队合作能力和领导能力。

3.1.3外语交流



通过大学英语、英语视听说和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等培养学生的外语能力，特别强

调用外语与人沟通的能力，要求熟练掌握英语，能熟练阅读专业英语资料。

3.2科研论文的阅读和写作

3.2.1文献的查找检索

包括信息检索课程，学习收集需要的文献资料。

3.2.2 熟练阅读专业英语资料

通过文献阅读对现有知识进行补充，并培养学生的专业外语能力。

3.2.3实用写作

通过毕业论文写作、数学建模报告，使学生了解数学科研论文的写作方式，训练实用写

作能力，要求熟悉论文的写作格式与规范，具有良好的论文写作能力。

4 要有良好的素质

4.1思想道德素质

4.1.1 政治素质

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课程培养正确的政治

素质，拥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信仰。

4.1.2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和法制意识

包含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树立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具

有社会主义的道德品质和文明的行为习惯，具有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富有责任心和社会责

任感。做合法的社会公民，具有很强的法制意识和观念。以法律为准绳，按法律办事。

4.2文化素质

4.2.1文化素养

包含中国近代史纲要等课程，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具有一定的人文科学

（文、史、哲等）知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外历史和文化有一定的了解。

4.2.2文学艺术修养

包含大学语文等课程，参加校园艺术节等活动，具有一定的音乐、美术、艺术的鉴赏力

和高雅的品味。

4.3专业科学素质

4.3.1数学思维方法和数学研究方法

通过基础课程的学习，培养较强的数学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论证能力，掌握基本

的数学研究方法。



4.3.2科学素养

通过参加学术交流活动，了解数学学科的重要发现和主要进展，了解数学发展的前沿问

题和热点问题；具备一定的多学科交叉的学习能力和思维方法。

4.4身心素质

4.4.1身体素质

包含军事训练和体育课程，完成解放军条令条例教育与训练、轻武器射击、战术、军事

地形学及综合训练，锻炼健康的身体,良好的体魄。

4.4.2心理素质

包含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具有健康的心理素质，正确的自我认识，良好的人际关系，

健全的人格，良好的环境适应能力；培养优良的气质与性格，坚强的意志，坚韧不拔的毅力。

三、学制与学位

学制：四年

学位：理学学士

四、主干学科与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数学

专业核心课程： 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几何学、常微分方程、近世代数、概率论、

拓扑学基础、复变函数、数理统计、实变函数、数值分析、抽象代数、随机过程、泛函

分析、偏微分方程、近代分析、程序设计与算法语言、运筹学基础、数学建模等课程。

五、毕业学分基本要求

课程体系

学分要求

必修 限选 小计 合计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通识与公共

基础课程

思想政治类 10 4 14

41 学分

军事类 1 2 3

通识教育类 8+2（a） 10

外语类 6（b） 4 10

体育类 4 4



学科大类与

专业基础课

程

计算机类 4 4

80 学分
数学类

物理类 6 6

学科基础课 55 3 58

专业基础课 12 12

专业(专业方

向)课程

专业 (专业方

向)课程

23
26

34 学分
专业实验、实践

（单独设课）

6
6

课外创新实践 2 2

毕业设计（论

文）
10 10 8 学分

必修环节

新生入学教育 1

2学分形势与政策 1

第二课堂 0

总学分 165

注释：a.新生研讨课属通识教育模块，设置在第一学年，学院提供多门课程组成限选组供选择，学生第一

学年完成 2学分。

b.外语类课程为 3+3学分，4+4学时

六、课程设置细化表

课程类型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

程

性

质

总

学

分

课

内

实

践

教

学

学

分

开课学期
开课

学院

通识与公共基础课程

模块

共 X学分，必修 X学

分，限选 X学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必

修
3 1 政治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

修
2 2 政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

必

修
3 1 3 政治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I

必

修
3 1 5 政治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II

必

修
3 1 6 政治

英语 I 必

修
3 1 外语

英语 II 必

修
3 2 外语

通用学术英语

限

选

两

门

共

4

学

分

2 3 外语

高级英语 B 2

3、4

注：未通过四

级必须选英语

Ⅲ，还需从其

他限选课中选

择 1门

外语

职场英语 2 外语

交际与文化视听说 2 外语

思辨与学术视听说 2 外语

实用英语写作
2 外语

英美文学经典选读 2 外语

英语Ⅲ*（限未通

过英语四级学生）
2 外语

军事理论
必

修
2 1 1

武装

部

军事技能训练
必

修
1 1 短 1

武装

部

体育 I
必

修
1 1

体育

部

体育 II
必

修
1 2

体育

部

体育 III
必

修
1 3

体育

部

体育 IV
必

修
1 4

体育

部

新

生

研

讨

数学素养训练
必

修
1 1 1 数学



课

通识类限选课具体课程设置和要求

按照“西南交通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方案”执行

学科大类与专业基础课

程模块

共 80 学分，必修 80 学

分

数学分析 I 必

修

3 第1学期 数学

数学分析 II 必

修

3 第1学期 数学

数学分析 III 必

修

3 第2学期 数学

数学分析 IV 必

修

3 第2学期 数学

数学分析 V 必

修

4 第3学期 数学

高等代数 I 必

修

5 第1学期 数学

高等代数 II 必

修

5 第2学期 数学

解析几何 必

修

4 第1学期 数学

程序设计与

算法语言

必

修
4 4

第 1 学

期
数学

大学物理 CI
必

修
3

第 2 学

期
物理

大学物理 CII
必

修
3

第 3 学

期
物理



近世代数 必

修
4

第 3 学

期
数学

常微分方程 必

修
4

第 3 学

期
数学

概率论 A 必

修
4

第 3 学

期
数学

数理统计 必

修
4 1

第 4 学

期
数学

复变函数 A 必

修
4

第 4 学

期
数学

拓扑学基础 必

修
4

第 4 学

期
数学

数学建模 A 必

修
4 2

第 4 学

期
数学

随机过程 A 必

修
4

第 5 学

期
数学

实变函数 必

修
4

第 5 学

期
数学

泛函分析 必

修
4

第 6 学

期
数学

专业（专业方

向）课程模块

共 32 学分，

必 修 26 学

分，限选 6学

分

基础数

学方向

课程

数据结构与

算法
必

修
3

第 2 学

期
数学

数值分析 A 必

修
4

第 5 学

期
数学

抽象代数 必

修
4

第 5 学

期
数学



微分几何 必

修
4

第 6 学

期
数学

偏微分方程 必

修
4

第 6 学

期
数学

运筹学基础 必

修
3

第 6 学

期
数学

现代分析 必

修
4

第 7 学

期
数学

信息处

理方向

课程

数据结构与

算法
必

修
3

第 2 学

期
数学

数据库原理

与设计
必

修
3 1

第 4 学

期
数学

数据分析与

挖掘
必

修
4 1

第 5 学

期
数学

数值分析 A 必

修
4

第 5 学

期
数学

应用模糊数

学
必

修
3

第 6 学

期
数学

高级语言程

序设计
必

修
3

第 6 学

期
数学

运筹学基础 必

修
3

第 6 学

期
数学

计算智能 必

修
3

第 7 学

期
数学



专业实

验、实践

（暑期

实习等）

数学软件实

践
限

选

2

学

分

2 2
短 1 学

期
数学

编程实践 2 2
短 1 学

期
数学

数学建模实

践
限

选

2

学

分

2 2
短 2 学

期
数学

数据库与程

序设计实践
2 2

短 2 学

期
数学

专业科研实

践
限

选

2

学

分

2 2
短 3 学

期
数学

软件工程实

践
2 2

短 3 学

期
数学

毕业设计（论文）

共 10学分

必

修

8 第8学期 数学

【注】课外创新实践与学术讲座 2学分由学生按照《西南交通大学创新实践学分认定与管理办法》规定修

习并取得；

必修环节课程设置

课程名称 课程性

质
学分

说明

新生入学教育 必修

0

新生入学教育由根据学生处

《西南交通大学新生入学教育

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形势与政策 必修 0

第二课堂 必修
2

第二课堂由团委《第二课堂管

理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