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名称：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专业代码： 070101

主干学科： 数学 授予学位： 理学学士

修业年份： 4-6 年 学 制： 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教师教育政策为指导，以立

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立足江西，辐射周边，服务国家基础教育建设需

求。培养政治合格，身心健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能适应新时代

中学数学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高尚的

道德情操和教育情怀、扎实的数学专业功底和教育理论基础、过硬的

数学教学能力、较强的班级管理和团队合作能力，能在中学或职业学

校从事数学教育教学和班主任工作，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创

业意识和实践能力的优秀教师。

本专业对所培养的学生在毕业五年左右的目标预期如下：

培养目标 1：师德师风

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教育教学中坚守、践行和传播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遵守法律法规和专业伦理，良好从教意愿和教育情怀，

培养具有优秀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人民教师。

培养目标 2: 执教能力

具有较高的教育理论素养、必要的信息素养和较全面的数学专业

素养，具备从事中学数学教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突出的教师基本技

能，能胜任中学数学教学与教育管理等工作。



培养目标 3: 育人水平

具有“学生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掌握中学生的生理与

心理发展特点以及中学数学学习规律；了解教学管理的基本特点与决

策方法，具备班级组织与建设能力，具有组织主题教育和指导社团活

动等综合育人能力。

培养目标 4: 沟通合作

具有团队协作精神和沟通合作能力，能根据教学和管理需要，与

同事、同行、专家等有效开展交流合作。

培养目标 5: 专业发展

具有终身学习和专业发展意识，通过继续教育或其他终身学习途

径增加知识、提升能力、开拓教育视野，能够根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的动态和发展情况及自身实际，制定教师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成长为

较为优秀的教师。

二、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 1: 师德规范

1.1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强

烈的思想认同、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

1.2 以立德树人为己任，立志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

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1.3 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了解《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自觉依法依规执教。

毕业要求 2: 教育情怀



2.1 具有从教意愿，认同教师的专业性、独特性与职业价值，具

有积极的情感和正确的价值观。

2.2 具有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具有健全的人格和积极向上的精

神，尊重学生人格，富有爱心、责任心，工作细心、耐心，做学生锤

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毕业要求 3: 学科素养

3.1 具有一定的人文和科学素养，了解数学学科发展的历史、现

状和趋势，掌握数学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

3.2 熟悉数学研究的基本规律，具备较强的逻辑推理能力、自我

知识更新能力与实践创新能力。

3.3 了解数学与其他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联系，具备运用

数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毕业要求 4: 教学能力

4.1 掌握教育学、心理学基本理论以及数学教学理论，熟悉中学

数学课程标准和教材，理解教材的编写逻辑和体系结构，了解基础教

育改革实际。

4.2 具有运用学科教学知识和信息技术进行教学设计、实施和评

价，具备教学基本技能、初步教学能力和一定的教学研究能力。

毕业要求 5: 班级指导

5.1 牢固树立德育为先理念，了解中学德育原理与方法，以及中

学生思想品德发展的规律和个性特征，能有意识、有针对性地开展德

育工作。



5.2 基本掌握班集体建设、班级教育活动组织及危机处理的方法；

基本掌握学生发展指导、综合素质评价的方法。

5.3 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基本掌握心理辅导方法，能够参与心理

健康教育等活动，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以及积极的人生观。

毕业要求 6: 综合育人

6.1 具有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理解学科育人价值，了解中学

生身心发展和养成教育规律，能够有机结合学科教学进行育人活动。

6.2 了解学校文化和教育活动的育人内涵和方法，参与组织主题

教育和社团活动，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和可

持续发展。

毕业要求 7: 学会反思

7.1 具有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意识，了解国内外基础教育改革发

展动态、能够适应时代和教育发展需求，进行学习和职业生涯规划。

7.2 初步掌握反思方法和技能、具有一定创新意识，能运用批判

性思维对问题进行探究与分析，具有创造性的解决中学数学教育教学

问题的意识与能力。

毕业要求 8: 沟通合作

8.1 理解学习共同体的特点和价值，具有团队协作精神，掌握基

本沟通合作技能与方法，初步具备在教学实践、社会实践中与同事、

同行、专家等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

8.2 掌握团队协作的基本策略，了解中学教育的团队协作类型和

方法，具有小组互助、合作学习的能力。



三、毕业学分要求

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培养要求，取得规定的总学分和第二课

堂活动积分。

总学分
必修 151

选修 19

第二课堂活动积分 8

四、专业核心课程和主要实践教学环节

1.专业核心课程

数学分析、高等代数、空间解析几何、概率论、数理统计、常微

分方程、复变函数、数学建模、运筹学、数学学科教学论、教育学、

教育心理学。

2.主要实践教学环节

教学技能训练、科研技能训练、教育见习、教育研习、教育实习、

毕业设计（论文）。



五、课程设置及教学安排

表 1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本科专业各模块学时学分分配

平台 模块 周数

总学时

学分

占总学时

（学分）比

例（%）
总计 理论

实验

实习

通识教育

平台

通用知识 必修

-- 1092 671 421 59
35.6%

（34.7%）通用能力 必修

专业教育

平台

专业基础

知识

必修

-- 1360 1204 156 85 44.3%（50%）

选修

专业核心

能力

必修

选修

教师教育

平台

教师教育

理论

必修

-- 304 104 200 14 9.9%（8.2%）

选修

教师教育

能力

必修

选修

合计总学时（学分） 312 2756 1979 777 158
89.8%

（92.9%）

实践教育

平台

专业综合

实践

科研技能训练 1W 24 1 0.8%(0.6%)

毕业论文（设

计）
12W 288 6 9.4%(3.5%)

教育见习 2W / 0.5 /(0.3%)

教育研习 4W / 1 /(0.6%)

教育实习 14W / 3.5 /(2.1%)

第二课堂 创新创业等 160 8 /

职业技能

实践

职业资格考证

实训

教师资格考证



实训

小计 33W 312 12 10.2%(7.1%)

理论教学总学分和占比 1979 119 64.5%(70%)

实践教学总学分和占比 1089 51 35.5%(30%)

合计 —— 3068 170



六、教学进程表

表 2 教学进程表

课

程

平

台

课程

模块

课程

性质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数 学时分配 考

核

方

式

开课

单位
备注

总学时 理论 实践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1 2 3 4 5 6 7 8

通

识

教

育

通用

知识

必

修

05A1P220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3.0 48 39 9 3 C 马院

05A1P2100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0 48 40 8 3 C 马院

05A1P2100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0 48 48 0 3 C 马院

05A1P2200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0 48 40 8 3 C 马院

05A1P2200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3.0 48 40 8 3 C 马院

09A1P21001 心理健康教育 2.0 32 16 16 2 C 学工

08A1P22001 军事理论 2.0 36 36 0 2 C 人武

05A1P21001
形势与政策（含红色文化

教育）
2.0 32 0 32 √ √ √ √ √ √ C 马院

05A1P21002 国家安全教育 1.0 16 16 0 1 C 马院

05A1P21007 四史 2.0 32 32 0 2 C 马院

通用

能力

必

修

08A1P21002 军事技能训练 2.0 112 0 2W 2W C 人武

01A1P21001 大学英语Ⅰ 4.0 64 48 16 4 S 教育
根据高考语

种二选一
01A1P21002 大学英语Ⅱ 4.0 64 48 16 4 S 教育

01A1P21003 大学英语Ⅲ 2.0 32 16 16 2 S 教育



01A1P21004 大学英语Ⅳ 2.0 32 16 16 2 S 教育

01A1P22001 大学日语Ⅰ 4.0 64 48 16 4 S 教育

01A1P22002 大学日语Ⅱ 4.0 64 48 16 4 S 教育

01A1P22003 大学日语Ⅲ 2.0 32 16 16 2 S 教育

01A1P22004 大学日语Ⅳ 2.0 32 16 16 2 S 教育

02A1P21001 大学体育Ⅰ 1.0 32 6 26 2 C 艺体

02A1P21002 大学体育Ⅱ 1.0 32 6 26 2 C 艺体

02A1P21003 大学体育Ⅲ 1.0 32 6 26 2 C 艺体

02A1P21004 大学体育Ⅳ 1.0 32 6 26 2 C 艺体

07A1P22002 新时代劳动教育 2.0 32 8 24 2 C 教务

02A1P21005 大学生美育 2.0 32 16 16 2 C 教务

10A1P21002 大学生就业指导 1.0 16 12 4 2 C 招就

07A1P21001 创新创业教育 2.0 32 16 16 4 C 教务

小计 49.0 932 511 421 9 10 11 10 0 0 0 0

选修

人文社科类公共选修课 4.0 64 64 0 √ √ √ √ √ √ √ √ C 教务

经济管理类公共选修课 4.0 64 64 0 √ √ √ √ √ √ √ √ C 教务

艺术体育类公共选修课 2.0 32 32 0 √ √ √ √ √ √ √ √ C 教务

小计 10.0 160 160 0 0 0 0 0 0 0 0 0

小计 59.0 1092 671 421 9 10 11 10 0 0 6 0

专

业

教

育

专业

基础

知识
必修

01A1N21201 数学分析 I 5 80 80 0 5 S 教育

01A1N21202 数学分析 II 4 64 64 0 4 S 教育

01A1N21203 数学分析 III 4 64 64 0 4 S 教育

01A1N21204 数学分析 IV 4 64 64 0 4 S 教育

01A1N21205 高等代数 I 5 80 80 0 5 S 教育

01A1N21206 高等代数 II 5 80 80 0 5 S 教育



01A1N21207 空间解析几何 3 48 48 0 3 S 教育

专业

核心

能力

必修

01A1N21208 常微分方程 3 64 64 0 4 S 教育

01A1N21209 概率论 3 48 48 0 3 S 教育

01A1N21210 数理统计 3 48 48 0 3 S 教育

01A1N21211 复变函数 4 64 64 0 4 S 教育

01A1N21212 数学建模 3 48 48 0 3 S 教育

01A1N21213 运筹学 3 48 48 0 3 S 教育

01A1N21214 C 语言程序设计 3 48 32 16 3 S 电信

01A1N21215 数学学科教学论 3 48 48 0 3 S 教育

01A1N21216 初等数学研究 3 48 48 0 3 C 教育

01A1N21217 中学数学解题研究 3 48 48 0 3 C 教育

01A1N21218 竞赛数学 3 48 48 0 3 C 教育

01A1N21219 数学史与数学教育 2 32 32 0 2 C 教育

11A1P21001 文献检索 1 16 8 8 2 C 图书馆

10A1P21001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1.0 16 12 4 1 C 招就

03A1P21001 计算机基础 2.0 32 16 16 2 C 电信

选修

01A2N21201 数值分析 3 48 48 0 3 C 教育

应用方向

（二选一）

01A2N21202 离散数学 2 32 32 0 2 C 教育

01A2N21203 Matlab 语言程序设计 3 48 24 24 3 C 教育

01A2N21204 图论 3 48 32 16 3 C 教育

01A2N21205 大数据分析与实验 3 48 24 24 3 C 电信

01A2N21206 数学分析选讲 3 48 48 0 3 C 教育

学术方向

（二选一）

01A2N21207 高等代数选讲 3 48 48 0 3 C 教育

01A2N21208 实变函数 3 48 48 0 3 C 教育

01A2N21209 泛函分析 3 48 48 0 3 C 教育



01A2N21210 高等几何 2 32 32 0 2 C 教育

小计 85 1360 1268 92 15 12 13 12 14 19 0 0

教师

教育

理论

必修

01A1X21001 教育学 2 32 32 0 2 S 教育

01A1X21002 教育心理学 2 32 32 0 2 S 教育

01A1X21201 学校德育与班级管理 1 16 16 0 2 C 教育

教师

教育

能力

必修

01A1X21202 教学技能训练 2 32 8 24 2 C 教育

01A1X21203 现代教育技术 1 32 0 32 2 C 教育

01A1X21004 教师书写艺术 1 32 0 32 2 C 教育

01A1X21006 普通话与教师口语 1 32 0 32 2 C 教育

选修

01A2X21201 课程设计与开发 2 32 16 16 2 C 教育

至少修满 4

个学分

01A2X21202 几何画板 1 32 0 32 2 C 教育

01A2X21203 课堂案例分析 2 32 16 16 2 C 教育

01A2X21204 职业教育学 2 32 32 0 2 C 教育

01A2X21205 教师专业发展 1 16 16 0 2 C 教育

01A2X21206 数学教育研究前沿问题 1 16 16 0 2 C 教育

小计 14 304 104 200 2 0 2 4 8 2 0 0

实

践

教

育

专业综合实

践

01A1X21204 科研技能训练 1 1W 0 1W C 教育 6学期

01A1X21205 毕业论文（设计） 6 12W 0 12W C 教育 8学期

教师岗位实

践

01A1X21206 教育见习 0.5 2W 0 2W √ √ √ √ C 教育

01A1X21207 教育研习 1 4W 0 4W C 教育 7学期

01A1X21208 教育实习 3.5 14W 0 14W C 教育 7学期

第二课堂 创新创业 至少修满 8



学分。按照第

二课堂学分

管理办法认

定。

社会实践

学科竞赛

课外阅读

……

职业技能实

践

职业资格证考核实训

……



七、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矩阵

表 3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矩阵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毕业要求 1 师德规范
√

毕业要求2 教育情怀
√

毕业要求 3 学科素养
√ √

毕业要求4 教学能力
√ √

毕业要求 5 班级指导
√

毕业要求6 综合育人
√

毕业要求 7 学会反思
√

毕业要求8 沟通合作
√

注：用“√”标记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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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矩阵

表 4 毕业要求达成矩阵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是否

核心

课程

毕业要求

1 2 3 4 5 6 7 8

通识教育

课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H M M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M M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H M M M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H M M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H M M

心理健康教育 H M L

军事理论 H M L

形势与政策（含红

色文化教育）
H M M

国家安全教育 M M L

四史 M M L

军事技能训练 H M L

大学英语 M L M H

大学日语 M L M H

大学体育 M M H H

新时代劳动教育 M M H M

大学生美育 H M L

大学生就业指导 L H L

创新创业教育 M M M

专业教育

课程

数学分析 √ H M H

高等代数 √ H M H

空间解析几何 √ H M H

常微分方程 √ H M H

概率论 √ H M L M

数理统计 √ H M L M

复变函数 √ H M L M

数学建模 √ H M

运筹学 √ H L M

C 语言程序设计 M L M H

数学学科教学论 √ H M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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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等数学研究 M M M M

中学数学解题研究 M M M M

竞赛数学 M M M M

数学史与数学教育 M L

文献检索 M L

数值分析 M L M

离散数学 M L M

计算机基础 M L M H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

划
L H L

Matlab 语言程序设

计
M L M H

图论 M L M

大数据分析与实验 M L M H

数学分析选讲 H M M

高等代数选讲 H M M

实变函数 H M M

泛函分析 H M M

高等几何 H M M

教师教育

课程

教育学 √ M H M M

教育心理学 √ M H M M

学校德育与班级管

理
H H M M M

教学技能训练 M H L M

现代教育技术 H L

教师书写艺术 M H M

普通话与教师口语 M H M M

课程设计与开发 M M M M L

几何画板 M M M L

课堂案例分析 M L

职业教育学 M M M L

教师专业发展 M M M M

数学教育研究前沿

问题
M L L

实践教育

课程

科研技能训练 H H M M

毕业论文（设计） M H H

教育见习 H M H M M M

教育研习 H M H M M M

教育实习 L H M H M M M

备注：表中用 L、M、H 表示毕业要求与课程之间的弱、中、强关联，课程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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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的请用√表明。

九、考核与评价

积极推行课程考核方式改革，建立以能力为本位的考核体系。整

个考核评价体系实现三个结合：即理论考核与技能考核相结合；知识

考核与能力考核相结合；结果考核与过程考核相结合。采用笔试、口

试、操作相结合；开卷、闭卷相结合；第一课堂考核与第二课堂评价

相结合；校内老师评价与企业、社会评价相结合；学生之间他评、自

评互评相结合。

制定人：徐冲坤 审核人：娄全福 审批人：娄全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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