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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数学科学学院的发展概况似乎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数学科学学院的网

站上，“新闻概览”、“教学科研”、“学生世界”、“组织生活”应有尽有，甚至连

80 多年的“史海钩沉”也罗列其中。而走进数学科学学院保继光院长的办公室，

茶几上摆放的《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史》赫然醒目。这本由李仲来教授主编的书

可是国内第一部数学系史，专为迎接我校百年校庆而作。就在这些充分的数据资

料基础上，我们开始了对保继光院长轻松愉快的采访。 

 

综合排名彰显实力 

在采访开始之际，保继光院长拿出了一份来自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的《北京

师范大学各学科排名》，我校数学科学学院在全国 361 所高校数学院系中综合实

力排名第九。对此保院长感慨地说到：“数学是基础学科，几乎所有的综合性大

学都有数学系或者数学学院，因此我们的竞争对手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另外

在统计排名的时候很多指标只算总产出，不算人均产出，这对那些由几个单位合

并成数学院系的高校极其有利。” 

因此，数学科学学院的这个排名是极其有分量的，在它背后是一系列辉煌战

绩——师资方面，数学科学学院现有教师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2人，国家级有突

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5人（不含退休专家 2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3人，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人、讲座教授 1人，教育部跨世纪人才 2人，新世纪

优秀人才 2人，优秀青年教师 1人；科研方面，数学科学学院近五年来承担国家

“973”重大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共 75 项，经费总额 1000

多万元，出版或再版专著、教材 70 部，发表学术论文 654 篇（其中 SCI 论文 247

篇），11 项成果获得国家、教育部、北京市奖励；教学方面，1999 年以来数学科

学学院主持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等国家及省部级教学改革项目

21 项，获得国家及省部级教学方面的奖励 26 项，国家级和市级精品课程各 1门；



人才培养方面，20 多年来，数学科学学院已授予博士学位研究生 150 人，硕士

学位研究生 666 人，据不完全统计，在毕业生中有 2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4 人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4 人获国家自然科学奖，5 人入选教育部跨世纪或新

世纪人才培养计划，6 人入选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9 人次获霍英东青

年教师奖和青年教师基金…… 

从以上这些数据中，数学科学学院的雄厚实力可见一斑。而在学科建设方面，

经过数学科学学院历代师生的努力，同样也结出了累累硕果。 

 

学科建设硕果累累 

数学科学学院在 1998 年获数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是国家基础科学人才

培养基金基地，设有北师大第一个博士后流动站。现有基础数学、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应用数学 3个博士点和 8个硕士点。数学科学学院的数学学科是国家 211

工程和 985 工程重点建设的学科。 

更值得一提的是，数学科学学院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科是国家级重点学

科，概率论方向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它作为全国创新研究群体基金资

助的第一个数学学科群体，经历了三代人的努力，已有 40 多年的传统和积累，

并被国际上的两个主要数学评论杂志誉为“马氏过程的中国学派”或“北京学派”。

这个创新研究群体虽然只有 7 个成员，但他们以独立单位名义获得了 11 项学术

奖励，其中含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1项、香港

求是基金会杰出青年学者奖1项和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奖研究类一等奖2

项。在 2002 年北京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陈木法教授被邀请作了 45 分钟的大会报

告，这是当时很多院士都享受不到的“待遇”。 

另外，数学科学学院基础数学方向在近年内实力也不断增强，增加了 2个国

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个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和 1个新世纪优秀人才，同时还

有 1篇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这些响当当的名衔表明了基础数学的学

科力量得到了提高。 

数学科学学院的这些成绩使得大批优秀学子慕名前来，数学科学学院的录取

分数之高也在全校名列前茅。那么，这些学生在数学科学学院里都学到了什么

呢？我们再听保院长细细道来。 



 

本科教育积极创新 

如前所列，一大批名师学者是数学科学学院引以为傲的“院宝”，刚入学的

大一新生们自然不能错过了。为此，院里给他们安排了一场特别的开学典礼，请

各位名师出席，并作一一介绍。“我们的目的是让学生们‘走近大师’，让大家在

领略到这些大师风采的同时，也培养起他们对身在数学科学学院的自豪感。”而

在这背后，保院长更深的用意是希望这些大师们的学术造诣和精神气质能对这群

“初生牛犊”起到鼓励作用，并成为他们学习的动力和榜样。 

除了“名师风采”的熏陶之外，数学科学学院还别具匠心地设置了“本科生

导师制”。乍一听，还以为只是为提早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而设的，但经保院长

解释后，记者才知道这样的“导师”更重要的是和同学们探讨生活问题乃至人生

问题的。“譬如说某些同学对自己的未来很茫然，不知道学了数学以后有什么用，

这时他就可以去找导师聊一下。”至于导师们有没有时间的问题，保院长坚定的

说到：“我们院的老师，只要你去找他他就有空！”言下之意是，老师们哪怕忙里

偷闲，也要给学生们解答疑难。 

对于学生们的专业课学习，数学科学学院也有一项新尝试，就是在大二、大

三期间开设两个讨论小组，由学生轮流讲课，老师提供指导。这个讨论小组是针

对少数学有余力，同时又对某一专题感兴趣的同学，其主要目的是对课堂知识进

行加深和扩展，以此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这种把研究生上课方式推广到本科生

中的做法，受到不少同学的好评。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为讨论小组的同学提供

指导并不算入老师的工作量里头，这些讨论小组的老师们都是无偿为同学们服务

的，虽然很多时候这种“额外”的指导比一般的上课更费时间和精力。 

     

招贤纳士扩大师资 

尽管数学科学学院拥有一批名师专家，但同时却还面临着师资不足的问题。

目前，数学科学学院有教师 68 人，比起学生规模相似的其他院系，这个教师数

量显然是少了些。对此，保院长也坦然说道：“我们院的师资数量的确是有待扩

充，这个问题学校很关心，我们也一直在努力。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细问下来，才知道数学科学学院师资不足背后的原因。原来，数学科学学院



有相当一批老师是 60 年代初毕业以后留校工作的，现在基本上都已经退休。而

在前些年部分院系重组的时候，一批老师又被分到了其他院系。这直接导致了数

学科学学院的“师资流失”。 

因此数学科学学院正致力于招贤纳士扩大师资队伍。但这在操作中也存在一

定困难。因为数学科学学院目前的师资质量处于较高水平，它的师资力量排名在

全国高等院校中位居第三，这就对前来应聘的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我们招

聘的程序是，先由学科建设委员会根据书面材料进行挑选，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

入围；然后让他们给学术委员会做一个学术报告，经无记名投票再从中选出四分

之一的人接受教学委员会的挑选。”经过这样的精挑细选，数学科学学院大约每

年招进 6至 7名教师。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数学科学学院教师不足的问题得到了学校的高度重视。

去年年底国家理科基地评估小组来我校检查工作时，钟秉林校长就在专家总结会

上作了承诺：“只要是数学科学学院相中的人才，学校都会尽可能地提供支持，

缓解其师资紧张的状况。”相信有了学校的支持和学院的努力，师资不足的问题

将得到逐步解决。 

 

踏踏实实打好基础 

在采访之际，我校首届数学建模竞赛正将拉开序幕。对此保院长认为，数学

建模竞赛的开展，能促使学生把数学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当中，对提高学生

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一定的帮助。但同时，保院长也指出了“数学的应用”和“应

用数学”的根本区别。 

“数学建模竞赛的目的是让学生知道数学怎么应用，但这跟应用数学有着根

本区别。大学的数学不是高级科普性质的，它有着高深的理论作基础。应用数学

首先要求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其次才是对应用问题感兴趣，而不是像有些同学理

解的‘抛开基本理论一味讲求应用’。” 

由此，保院长引申到了数学科学学院的学习风气问题。“数学科学学院的老

师最反对浮躁。我们希望同学们通过在数学科学学院几年的学习中，培养起求实

严谨的作风，踏踏实实地练好基本功。在做到这一点的基础之上，勇于开拓，不

断创新，成为符合社会需要的新型人才。” 



求实严谨，开拓创新，这不仅是保院长对学生们的衷心寄语，同时也是对数

学科学学院全体老师们的真实写照。希望我们所有师大学子也来秉承这一优良作

风，培养诚信质朴、积极进取的品格，展现师大学子的卓越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