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果完成单位  复旦大学

2022年10月



        培养数学领域的卓越研究者和高水平应用复

合型人才已成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

        本科教育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关键阶段，建设

面向学科前沿、符合创新人才培养目标的本科数

学课程体系，是数学高等教育的重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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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起止时间

2010年10月—2016年8月

6年

实践检验期

成果完成人

3 位国际数学家大会报告人
5 位国家级高层次人才计划

3 位国家级青年人才计划入选者

陈猛等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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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纲
O u t l i n e

问 题

01
方法

02
成 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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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
体现学科概貌及发展趋势

不足

5

课程内容
反映现代数学思想与进展

不足

教学模式
注重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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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教育理念
面向学科前沿、突出拔尖创新、聚焦能力培养、
融入课程思政、服务强国战略

构建“三层递进”课程体系
贯通专业基础牢、发展方向宽、潜能激发度大
的多元成才路径

营造“寓研于教、创新实践、开放交流、平台
支撑”协同育人环境

创立“4+2”荣誉课程教学模式打造优质、前沿的本科生品牌课程
集聚了名师大家躬身育人一线
一流师资领衔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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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大家躬身育人一线
一流师资领衔课程建设

• 李大潜院士主导《数学模
型》课程改革，撰写万字
导言，亲授第一课

• 思政融入专业课程，建成 
3 门课程思政标杆课

9



10

坚持与时俱进打造                        课程

勇担育人能级提升                        实践

根据前沿进展注入                        内容
新



创建了层级递进、立体多元的专业课程体系

三个层次

四大系列

二十进阶

贯通成才路径
巩固基础、多元进阶、潜能激发、衔接深造

“学、思、研、创”
要素贯穿培养全过程

系统性、延展性、创新性、多元化
兼顾核心数学前沿问题和数学广阔的应用前景
实践效果好、示范效应佳、推广应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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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了名师领衔、面向前沿的创新型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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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潜院士等名师大家率先垂范
大批学术带头人奋战一线，团队教师全情投身新课程建设全部环节

系统完善适合课程教学实践的课程讲义
新课程体系下已出版 11 本教材，完成 11 本讲义

形成具有复旦风格的创新性课堂
发挥A+学科优势，将复旦数学先进理念、一流师资、前沿研究、社会服务全面转化为育人优势



形成了“双高”复旦品牌，营造了协同育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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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课程教学模式
高开放度、高挑战度

“学习+研究+创新”的一体化设计

协同育人环境
搭建学科竞赛和创新实践活动育人平台

推动国际育人网络和重要学术支撑平台协同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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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完成人多次受邀在全
国性会议上展示建设成果
获北大、山大、浙大、中山、上交
大、南大、北师大、武大等数学学
院高度评价或借鉴

数学荣誉课程成为
教学体系改革实践典范
辐射全校 10 余个院系，获教育部
官网、中国教育报等报道

《数学模型》课程改革
独树一帜



专业必修课
限定必修课
专业进阶课

累计 479 门次
18244 人次选修

15门
荣誉课程

累计 64 门次
811 人次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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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绿洲
2020年独立在顶尖期刊Invent Math发表论文

2014届 / 普渡大学助理教授

钱列
得到斯坦福Taylor教授高度评价
2022年成果在Invent Math独立发表

2018届

基础研究领域 应用交叉领域
李颖洲

入选国家级青年人才计划

2012届 / 复旦青年研究员

凌舒扬 2012届 / 上纽大助理教授

……

金羽佳
直博首年即在人工智能顶会NeurIPS上获Oral 
presentation和Spotlight paper等荣誉

2018届

陆俊巍

在全球顶级高校取得突出成果

2012届 / 哈佛助理教授

曹    原 2012届 / 港大助理教授
……

陈云霄 2011届 / 伦敦政经学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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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2
五届毕业生

几乎全部进入国内外名校继续深造
包括麻省理工、普林斯顿、斯坦福、北京
大学、中科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

毕业生继续深造投身数学研究的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
未来从事数学及应用研究的后备力量持续达到较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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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分析（第三版）》
获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二等奖

《基础实分析》
《微分几何简明教程》等

得到多所高校使用和参考

 新编《数学分析(上册)》
《数学分析—要点·难点·拓展》
《数学分析技巧选讲》

针对拔尖学生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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