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学科、文化和学生工作融入人才培养 

全面提升数学本科教学质量 

保继光 2012-06-17 

 

尊敬的刘书记、钟校长、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周末好！我发言的题目是“将学科、文化和学生工作融入人才培养，全

面提升数学本科教学质量”。 

“孩子的事是天大的事”在每个家庭中都是一个公理——一个不需要证明的

结论。父母含辛茹苦并如释重负地将学生托付给了北师大数学学院。我们深知，

这只是同学们专业学习的第一步，必须充分重视本科生教学工作，努力将学生培

养成“从事数学研究和教学的高层次人才，优秀的数学骨干教师和教育管理人才，

以及交叉学科的应用性人才”，才能毫不惭愧地将他们交给国家和社会。 

“走进师大数学，走进数学大师”是学院对新生的一贯希望，鼓励学生多与老

师沟通和交流。入学伊始，通过给他们每人发放宣传册，院史，媒体数学，使新



生看到了北师大数学学院的过去与现在，看到了数学学科的将来，增加了新生对

北师大和数学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激发了对数学学习的兴趣。爱因斯坦说过：兴

趣是最好的老师。 

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带入我们这一代走进数学春天，却同时给社会留下了挥之

不去的负面影响。提到数学，人们就联想到“纯理论”和“书呆子”，敬而远之。虽

然人们对数学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提高，学院的报考第一志愿率也接近 100%，

但社会对数学重要性的认同绝大多数是从众的。再加上提到师范人们就联想到

“管饭”和“老师”，学院处在师范和数学的交点上，这使得专业思想教育工作不能

只停留在入学阶段，而是贯穿整个学习阶段。近年来，学院邀请了严加安院士讲

《数学如诗》，林群院士讲《数学怎么学，怎么教》，王梓坤院士讲《科学发现纵

横谈》，陈木法院士讲《迈好科研第一步》，使学生消除了数学的神秘感；学院举

办数学文化节、数学建模竞赛、本科生讨论班，使学生建立了数学科研的信心，

培养了创新精神。 

北京师范大学前副校长，原数学系主任傅种孙先生曾经说过的“国家之设师

范大学，非仅制造师资而已。亦曰集有志学术与教育者于一堂，使远瞻学术之流

波，近察社会之实况，研究众说，各出心裁；上议国家制度供司铎之采择，下论

教育方针，备执教之参考”。经过认真的分析与讨论，学院认识到，必须改变数

学研究人员和高校师资单一的数学人才培养模式，必须面向和服务于国家基础教

育、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的主战场，培养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数学人才。 

借 2004 年数学科学学院成立，2007 年国家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和 2010 年

国家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实验计划为契机，学院根据学科自身发展和国家

教育战略的双重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了培养方案、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形

成了励耘班、师范生、数学专业、统计专业的数学人才培养的新格局。学校综合

性、有特色、研究型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战略目标充分体现在数学本科人才培

养的全过程中。除此之外，与修订后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紧密结合，学院从

2005 年开始，组织 70 多名教师对 26 部教材进行修订，31 部教材重新编写，出

版了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数学教育专业、非数学专业、数学硕士研究生 4 个系

列的 57 部主要课程教材。 



实践表明，毕业生以其过硬的素质、坚实的基础和出色的能力赢得用人单位

的极高评价。2006 年以来，本科生平均毕业率 98.03%，读研率（含出国）58.75%，

就业率 98.31%。2009 年《创新模式，提高质量，建设一流的数学人才培养基地》

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2011 年温家宝总理在首届免费师范生的毕业典礼讲话

中，高度评价了我院三位毕业生傅种孙、霍懋征和苟晓龙。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师资的水平决定着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的质量。目前

学院有专职教师 79 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2 人，国家千人计划 2 人，教育部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4 人和讲座教授 1 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1 人，北京市

教学名师 3 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10 人，德国洪堡基金获得者 11 人。他们承担

着 735 名本科生，405 名研究生和 2300 多名外院系学生的教学工作，共计 5724

课时的专业课和 3420 课时的公共课。尽管学院师资数量不足，但老师们仍然勤

奋工作在教学第一线。他们秉承“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既有很好的学术

品味和科学水准，又有极高的热情和良好的敬业精神。这对于人才培养质量的保

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刘书记多次称学院是“放心学院”和“免检学院”。

2009 年，王昆扬教授领导的分析类课程教学团队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 

近年来，院务委员会和教学委员会陆续出台了教学改革项目配套资助，教材

立项，本科生导师制，新教师教学研究项目资助等规定，做出了关于加强基础课

的师资力量配备、学风建设和教学管理等方面的决定，对本科课程、教学工作量、

超教学工作量津贴的发放以及出国教师资格审查几个方面提出了要求。事实上，

近百年的优良传统和深厚文化远比上述管理措施重要的多！ 

学院取得的这些成果离不开国家、社会、学校的支持，我们深知，教育强国

的希望在高校，高等教育的希望在本科生，本科生教育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在数学

教学。正像法兰西科学院的数学院士拿破仑说的：“一个国家只有数学蓬勃的发

展，才能展现它国立的强大。数学的发展和至善与国家繁荣昌盛密切相关”。 

社会对高校的不科学评价体系导致了学校教学工作处于重要而不被重视的

尴尬地位，教师的科研压力、升职压力越来越大，教学的积极性和精力投入明显

不足。学院排课压力不断增加，随时会出现“某些课无人上”的危险。我们深知：

学院学生对数学前沿选课的需求，以及外院学生和研究生对公共数学的需求从广



度到深度都远远没有达到。我们建议：在现有体制框架内，逐步促进严格教学管

理与维护安全稳定的平衡发展，大力加强科技创新工作与人才培养工作的有机统

一，将重视教学切实放在实处，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发放课时费。衷心希望这是

这次教学工作大会的一个实效。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