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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基础学科的创新与突破已成为各国竞相角逐的焦点。为应对此趋势，教

育部相继推出了“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和“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本文针对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的

分析类数学课程，提出通过加强课程体系建设，探索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强化课程评价体系，优化课程

师资队伍，拓宽国际视野及建立有效的评价与反馈机制等新途径，构建更科学的基础课程理论体系，为

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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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s and breakthroughs in 
basic disciplines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competition among countries. In response to this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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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launched the “Program for Cultivating Outstanding Students” and 
“Program for Cultivating Outstanding Students 2.0”.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form of teaching in 
analytical mathematics courses tailored to this program, proposing new approaches such as strength-
ening course development, exploring teaching methodologies, enhancing process evaluation, opti-
mizing teaching staff, broadening international horizons, and establishing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The goal of the present work is to establish a more scientif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provides robust support for talent cultiv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 basic disci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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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创新是促进国家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基础学科是推动科技创新的强力引擎。在基础学科发

展中，人才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2009 年，教育部适时推出了“拔尖学生培养计划”，核心理念在于

孕育具有国际前瞻视野与卓越创新能力的基础学科人才。历经数载耕耘，该计划已初显成效，为我国基

础学科的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与新鲜血液。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要强化基础

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在数理化生等基础学科领域构建一批高水平基地，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投身基础科学

研究。为此，教育部再度发力，隆重推出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简称“拔尖计划 2.0”)。
此计划旨在为国家重大战略部署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满足国家发展的迫切需求，并为我国跻身世界科

学中心之列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石[1]-[3]。 
数学分析作为大学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为自然科学、社会科

学乃至工程学等众多学科领域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更是应用学科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源泉。

掌握数学分析中相关知识的基本理念与技巧，是深入探索其他学科知识、促进跨学科融合的关键所在。

因此，在大学教育中，数学学习不仅是知识体系的必要构成，更是塑造学生综合素质、引领其未来发展

的重要一环。然而，当前分析类数学课程的教学实践正面临多重挑战。传统教育模式往往侧重于知识的

单向灌输，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地位，以及对其创新潜能的激发与培养。同时，

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更新滞后于拔尖人才成长的需求，缺乏针对性与实效性，难以充分满足高层次人

才培养的标准。鉴于此，如何有效提升分析类数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如何精准培育符合国家需求的基础

学科拔尖人才，已成为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紧迫课题。 
针对此，林穗华[4]针对专业基础课程《数学分析》的教学内容，提出了以下四项教学策略：一是调

整教学内容，使之与高中数学内容实现无缝衔接；二是结合现实问题，增加实际案例，以增强学习的实

践性和应用性；三是改进教学内容的组织方式，使之更加系统化和易于理解；四是融入数学史的内容，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历史文化意识。杨蕊等人[5]也主张对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过程以及教学

评价进行全面改革。林海波等[6]，毛安民等[7]，李文赫等[8]人则进一步探索了《数学分析》课程的教学

改革方案，旨在全面提升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李雅湘等[9]和杨蕊等[10]则分别基于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背景下和“强基计划”背景下，从强化学生主体地位，建立连贯性培养机制出发，探索了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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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课程的改革方向。在国际上，哈佛大学作为世界顶尖学府之一，设置了极具挑战性的分析类基础数

学课程，如《Math 55》和《Real Analysis》，这些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坚实数学基础和高度抽象思维能

力，为他们在数学领域的深入学习和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文以北京师范大学为实践样本，深入剖析了分析类数学课程教学的现状，紧密结合拔尖人才的特

质与需求，探索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强化课程体系建设，创新教学方法，引入过程性评价机制，优化师

资队伍结构，拓宽国际视野，并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教学评价与反馈体系。这一系列改革旨在构建一个更

加科学、系统的教学框架，为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与服务，以期培养出更

多具有国际竞争力与创新能力的基础学科领军人才。 

2. 建立分析类数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新途径 

基于多年来数学分析、实分析、复分析和微分方程等分析类数学课程的授课经验，为了适应基础学

科拔尖人才的培养要求，作者对分析类数学课程教学进行改革探索，具体问题分析和改革实施方案从以

下五个方面进行阐述。 

2.1. 优化内容，加强课程体系建设 

为了培育出卓越的基础学科拔尖人才，首要任务是优化分析类数学课程的体系构建。这涵盖了对课

程内容的精心规划、教材的严格筛选与优化，旨在确保教学内容既前沿又紧跟时代步伐，同时具备高度

的实用性。 

2.1.1. 课程内容调整方面 
课程体系建设需细致考虑与中学知识的无缝衔接，深化课程内容的纵向层次，并从科研视角出发，

不断提升课程内容的品质与深度。针对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等拥有数学类

双一流学科的顶尖学府，应致力于构建一套适应“本硕博一体化”培养模式的分析类课程体系。此体系

不仅要全面覆盖数学分析、实变函数、复变函数等基础核心课程，还应前瞻性地融入现代数学理论与先

进方法，如泛函分析、拓扑学、傅里叶分析及随机分析等，以此拓宽学生的知识边界，深化其数学造诣，

为培养出具备深厚数学功底与卓越创新能力的基础学科领军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2.1.2. 教材选取方面 
选择国内外优秀教材，确保内容的先进性、实用性和前瞻性。同时，鼓励教师根据基础学科拔尖人

才培养的需求，自编或合编教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析类数学课程体系。 

2.1.3. 课程资源整合方面 
利用丰富的在线教育资源，诸如大型开放在线课程(MOOCs)和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POCs)，旨在

为学生提供更加多样化、灵活的学习渠道。另外，致力于整合校内外的优质课程资源，通过优势互补的

策略，进一步强化分析类数学课程的质量建设。这一举措不仅拓宽了学生的学习视野，还促进了课程内

容的深度与广度，为学生构建了一个更加全面、高效的学习环境。 

2.2. 因材施教，丰富课程教学方法 

众所周知，教学方法是影响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为了适应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培养需求，我

们需要探索分析类数学课程的教学方法。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2.2.1. 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根据分析类数学课程的特点，任课教师可以采用讲授式、交互协助式、探究式、翻转课堂等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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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方法。通过课前发布任务、分组展示、课中互动和课后反馈等方式，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

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围绕实际问题设计充满挑战性和探究性的教学案例，旨在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与求知欲。通过引导学生参与问题解决过程，培养其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使他们能够循序渐

进地掌握分析类数学课程的核心知识。 

2.2.2. AI 赋能教学过程 
近年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为 AI 助教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提供了强大支撑，推

动了智慧教育的革新。积极探索将现代科技手段融入教学过程的路径，诸如运用在线教育平台、智能教

学系统及 AI 助教等创新工具，以期显著提升教学效果并优化学生的学习体验。这些高科技辅助手段能够

助力学生更直观、深入地理解抽象的数学概念与方法，从而有效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与

质量。借助 AI 助教，教学与课后辅导活动变得更加灵活便捷，学生得以根据个人需求与节奏，建立知识

图谱，随时随地自主学习，自由掌控学习内容与进度，真正实现了个性化学习的愿景。 

2.2.3. 借力思政内容升华课堂 
数学类课程的课堂组织，往往从数学概念的产生着手，注重数学思想的演化，理论体系的形成，归

结于部分成果在各个领域应用和繁衍，对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要求很高，不少同学折戟于此，也使得许

多后来的学生望而生畏。在授课过程中，基于课程相应知识点，以时政元素革新授课内容，尤其是加强

引例和深入讨论环节内容的时效性和趣味性，可以实现课堂教学的生动性[11]。通过时事的引入，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实例分析，引导学生对课程知识做深入和系统的归纳；通过开放性的问题设置，鼓

励学生进一步对相关知识作进一步的探索和扩充，养成科学的学习习惯。 

2.2.4. 以科研引导教学，培养学生科研意识和能力 
将科研成果融入教学，让学生了解最新的分析类数学等学术动态和研究方向。同时，鼓励学生参与

科研项目，培养他们的科研素养和创新能力。任课教师尝试引导学生以研究的态度学习分析类课程的相

关知识点。例如，在讲完《数学分析》中无穷小量的阶以后，给学生抛出一个问题：假设接下来的课本内

容让你来完成，你如何来定义和分类无穷大量的阶，引导学生建立数学后续研究中出现的误差估计的概

念。又如，在讲到《数学分析》二元函数导数的定义时，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如何根据二元函数的性质和

特点建立合理的导数定义，引导学生探索偏微分方程及其相关知识。通过抛出研究性问题，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2.3. 强化过程，完善课程评价体系 

课程评价方式是影响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关键因素之一。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新时代的教育教学评价“要坚持科学有效，改进结果评价，

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为了适应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培养需求，我们需要完

善课程评价体系，建立多元化考核机制，弱化期末考试占比。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2.3.1. 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 
除了期末考试外，还可以采用作业质量、随堂小测、单元测验、研究性问题解决方案等多元化的评

价方式。独立自主地建设符合我校学生特色的题库，为过程考核提供丰富的内容和平台。以内容丰富的

题库为平台，课程统一设置单元测，并将单元测的成绩作为过程考核成绩的组成部分，加大过程考核在

总评成绩中的比重。建设完成的题库还可以根据任课老师的需求，实现“私人订制”，不仅可以进行规

定动作的章考、月考、期中考、期末考等，还能用于随堂考，通过统计数据可以更加全面更加客观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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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课堂上反馈某些重要知识点学生的掌握情况和能力水平，便于老师判断学情，及时调整教学内容。

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作者对单元测验感受很深，每学完一章，测试一次，计入期末总评分，学生会把本

章内容重新复习一遍，既有利于巩固本章知识，又为下一章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学们受益匪浅。 

2.3.2. 提高课堂效率 
在课堂授课方面，将每节课的知识点“包干到人”，激发学生的课堂积极性和主动性，成为知识的

“主人”。将传统意义过程考核中，只有少数人参与的课堂表现加分，转化为大多数学生都愿意参与，

并且不得不参与的知识点展示，让学生在课堂上就收获成就感。高等数学课程内容体量庞大，涉及知识

点繁多。在授课过程中，可以将各个知识点分配至不同学生，甚至让同学们认领知识点。每次课前回顾，

由上节课认领知识点的同学负责对知识点“如数家珍”，完成内容回顾；每次使用到相关知识点，都让

知识点的“主人”负责讲解，教师负责主线，到知识节点有学生完成，由此定理的证明成为一个接力的

过程。这样不仅可以增加课堂的趣味性，更能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识，提高学生课堂参与的积极性。 

2.3.3. 建立大学生创新项目机制 
鼓励高年级本科生提前进入本科毕业设计环节，通过参与科研项目、提前参加研究生的学术研讨班、

学习前沿学术论文等方式，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项目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

和平台，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创造力。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数学学科“双一

流”建设高校，具备顶尖的师资力量、科研团队和研究平台，具备拔尖潜质的高年级的本科生可以充分

利用资源，根据自己的兴趣，联系相关导师，进学术研讨班学习。学校也可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研究

生导师和团队提前吸纳学有余力的高年级本科生提前接触前沿课题，帮助本科学生实现研究生阶段提前

“抢跑”，建立本硕博贯通的培养体系。 

2.3.4. 完善反馈机制 
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与课程助教保持紧密沟通，及时收集和分析学生的学习反馈和意见。通过定

期召开学生座谈会、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困难，及时收集和分析学生对于分析类数

学课程的学习反馈，为教学改进提供依据。同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评价活动，提出宝贵的意见和

建议，以促进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2.3.5. 构建激励机制 
设立奖学金、优秀学生评选等激励机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习和科研活动。同时，为表现突出的

学生提供更多的学术交流和深造机会。 

2.4. 优化师资，稳固课程教学团队 

优秀的师资队伍是培养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重要保障。为了优化师资队伍、加强师资培训，学校和

培养单位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2.4.1. 引进优秀人才 
引进高水平学术成果丰富、教学经验深厚的优秀人才，是充实师资队伍的关键。调研显示，众多杰

出校友倾向于回归母校任教。高校院系应设专岗，与校友保持联系，关注其发展，必要时，投入 5 至 10
年进行联络、洽谈、培养、支持及追踪，以成功引进特别优秀的校友加入教师队伍。 

2.4.2. 加强师资培训 
给在职教师提供留学、访学机会，鼓励教师积极参加国内外交流合作项目，增强在职教师的教学科

研能力；定期举办学术、教学研讨会等培训与交流活动，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助力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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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展。 

2.4.3. 建立激励机制 
通过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如职称晋升、奖金、奖励等，激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鼓励他

们为拔尖人才的培养贡献更多的力量。 

2.4.4. 稳固教师队伍 
学校和学院应当深刻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致力于营造一个充满归属感与温馨氛围的工作环境。此

项工作，不应仅仅聚焦于那些拥有显赫人才头衔或“有帽子”的杰出人才，而应平等地重视并培养每一

位教师，为他们提供公正合理的薪酬待遇与良好的工作环境，让每位教师都能感受到如同家一般的温暖，

确保教师的权益得到充分尊重与保障，避免因学校方面的疏忽或不当处理而使教师感到寒心，从而构建

一支稳定而忠诚的教师队伍，有效减少优秀的教师的辞职与流失现象。 

2.5. 拓宽视野，强化师范特色培养体系 

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是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必备的重要素质之一。为了拓宽学生的国际化视

野和强化师范特色培养体系，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2.5.1.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积极与国外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开展学术交流、联合培养等活动，为基础学科拔尖

学生提供更多的国际交流机会和平台。 

2.5.2. 强化师范特色 
对于师范类拔尖学生，可以组织他们参加教育实习和教学观摩活动，帮助他们积累教学经验、提升

教学技能。 

3. 结论 

适应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的分析类数学课程教学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通过加强课程建

设、探索教学方法、强化过程性评价、优化师资队伍、拓宽国际化视野以及建立良好评价与反馈机制等

新途径的实施，我们可以为拔尖人才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这些改革

措施的实施也有助于提升我国基础学科的整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未来，我们将根据学校学科发展定位

和学生生源特点，继续深化教学改革，不断完善拔尖人才培养体系，为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能

力的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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