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77

数学与应用数学(2201)

制定：汪文军 审核：何常香 审批：张华

一、培养目标

结合国家重大战略和上海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本专业培养具有高尚品德、良好

的人文修养与科学素养、扎实的数学基础以及开阔的国际视野，同时掌握数学、经

济、金融和计算科学与大数据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接受科学研究的初步训练,具备运

用数学知识、使用信息技术解决来自计算科学与大数据和金融数学等领域实际问题

的能力，能在科技、教育、金融等部门从事教学、研究、应用开发和管理工作，或

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创新型人才。

具体目标：

(1)具有扎实的数学基本理论和宽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掌握数学与应用数学

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以及良好的数学思维素质，了解数学学科发展的特点。

(2)掌握数学与应用数学逻辑推理能力、计算能力以及数学应用的基本技能与实

践方法，了解相关的数学应用技术。具备运用数学知识以及数学建模方法，使用计

算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运用数学理论分析和解决理论和实际问题等的潜在

能力。

(3)具有健全的人格、良好的人文素养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4)具有良好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具有适应发展的能力以及对终身学习的正

确认识和较强的自学能力。

二、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数学和应用数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以及计算科学与大

数据和财经类金融学专业的基础核心课程，并接受数学建模、计算方法、计算科学

与大数据和数量金融软件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和较强的创新意识，

具备从事教育、信息技术、经济管理等业务的基本能力和技能以及较强的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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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毕业要求：

1.知识结构：

1-1.数学知识:掌握分析学、几何学、代数学、概率统计学等数学基本理论知识；

掌握数学模型、数据分析、数理金融学等数学应用知识；

1-2.针对计算科学与大数据和金融数学两个不同的培养模块，掌握相应的专业基

础知识，并掌握建立数学模型解决相关领域实际问题的方法。

2.能力结构：

2-1.系统地掌握数学知识，对数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有深刻的理解；能应用概念、

分析和逻辑等思维方式研究问题，具备抽象思维能力；具有能够用所学知识解决、

分析与评估实际问题的能力；

2-2.对数学建模的重要性有广泛的理解。能对数学问题、算法和求解问题、数学

金融问题创建数学模型，并具备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2-3.掌握计算机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能熟练使用常用的计算机语言、工具及一

些专用软件，具备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编程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2-4.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掌握资料查询、文献检索以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

3.素质结构

3-1.职业规范：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具有

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能够在工作中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履行职责；

3-2.个人与团队：能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

工作；

3-3.交流沟通：能将复杂的数学问题与同行以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与交流，

并具有一定的国际背景，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3-4.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愿，有适应发展和知识更新、技术

跟踪及创新的能力。

修满培养计划规定的 158学分方能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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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关系矩阵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 1:

知识

培养目标 2:
数学能力

培养目标 3:
健全人格

培养目标 4:
团队合作与

终身学习

1-1数学知识 ● ●

1-2应用数学 ● ●

2-1数学思维 ● ● ●

2-2数学建模 ● ● ●

2-3使用现代工具 ● ●

2-4科学工作能力 ●

3-1职业规范 ● ●

3-2个人与团队 ● ●

3-3沟通 ● ●

3-4终身学习 ● ● ● ●

四、主干课程

(1)核心课程：数学分析、高等代数与解析几何、概率论、数理统计、常微分方

程、数值分析、运筹学、实变函数、数学物理方程、微观与宏观经济学、泛函分析；

(2)实践课程(包括集中性实践环节)：毕业实习、毕业设计。

五、学分结构及要求

(一)学分结构

课程性质 课程类型 课程类别 学分 占比

通识教育课程

理论课
必修 28 17.7%

选修 13 8.2%

实践课
必修 3.5 2.2%

选修 4 2.5%

学科基础课程

理论课
必修 45 28.5%

选修 13.5 8.5%

实践课
必修 0 0%

选修 2 1.3%

专业课程 理论课 必修 1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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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性质 课程类型 课程类别 学分 占比

选修 20 12.7%

实践课
必修 15 9.5%

选修 1 0.6%

任选课程 — 选修 2 1.3%

总学分 158 100%

(二)学分要求

课程组 学分 占比

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 84.5 53.5%

集中性实践环节 12 7.6%

实践课程 5 3.2%

工程基础课程 8 5.1%

劳动教育课程 32学时 -

美育课程 2 1.3%

创新创业课程 4 2.5%

注：集中性实践环节指以周为单位的集中实施实践教学活动，包括但不限于见习、实习、毕

业设计、毕业论文、社会调查等。

六、学制与学位

基本学制四年，按照学分制管理，实行弹性学习年限(最长六年)。

授予 理学 学士学位。

七、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共 158学分)

(一)通识教育课程(48.5学分)

学生应在通识教育课程中修满 48.5学分。

(二)学科基础课程(60.5学分)

(1)大类基础理论(最低要求 13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

学时

实验(践)
学时

考核

方式

建议修读

学年学期

22002830 数学分析(1) 7.0 112 96 16 考试 一/1

22002640 高等代数与解析几何

(I) 6.0 96 88 8 考试 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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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基础必修(最低要求 32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

学时

实验(践)
学时

考核

方式

建议修读

学年学期

22002620 数学分析(2) 7.0 112 96 16 考试 一/2

22002650 高等代数与解析几何

(II) 5.0 80 72 8 考试 一/2

22002630 数学分析(3) 5.0 80 64 16 考试 二/1

22002660 概率论 4.0 64 56 8 考试 二/1

22000030 常微分方程 3.0 48 48 0 考试 二/1

22000320 近世代数 2.0 32 32 0 考试 二/1

22002320 数值分析 3.0 48 48 0 考试 二/2

22000130 复变函数论 3.0 48 48 0 考试 二/2

(2)专业基础选修(最低要求 15.5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

学时

实验(践)
学时

考核

方式

建议修读

学年学期

22000050 大学物理 A(1) 4.0 64 64 0 考试 一/2

22100390 数学实验 1.0 2周 0 2周 考查 一/2(短 1)

22002060 微观与宏观经济学 4.0 64 56 8 考试 二/1

22000060 大学物理 A(2) 4.0 64 64 0 考试 二/1

22002400 C程序设计 3.0 48 32 16 考查 二/1

22100040 大学物理实验(1) 0.5 16 0 16 考查 二/1

22000470 数理统计 3.0 48 40 8 考试 二/2

22000871 数学建模 A 3.0 48 48 0 考试 二/2

22100050 大学物理实验(2) 0.5 20 0 20 考查 二/2

(三)专业课程(47学分)

(1)核心课程(最低要求 11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

学时

实验(践)
学时

考核

方式

建议修读

学年学期

22000910 运筹学 A 3.0 48 48 0 考试 二/2

22000540 数学物理方程 3.0 48 48 0 考试 三/1

22000440 实变函数 3.0 48 48 0 考试 三/1

22002420 泛函分析 2.0 32 32 0 考查 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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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修模块 1(最低要求 6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

学时

实验(践)
学时

考核

方式

建议修读

学年学期

22002495 基础拓扑学 3.0 48 48 0 考试 二/2

22000570 随机过程 2.0 32 32 0 考查 三/1

22000520 数学分析专题 2.0 32 32 0 考查 三/2

22000200 高等代数专题 2.0 32 32 0 考查 三/2

22000560 数学专业前沿课程 2.0 32 32 0 考查 三/2

22002180 微分几何 3.0 48 48 0 考查 四/1

22002310 连续时间马尔可夫链 2.0 32 32 0 考查 四/1

(3)选修模块 2(最低要求 9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

学时

实验(践)
学时

考核

方式

建议修读

学年学期

12002230 数据库原理 3.0 48 48 0 考试 一/2

22001230 离散数学 A 3.0 48 48 0 考查 二/2

22002489 组合数学 2.0 32 32 0 考查 二/2

22002493 图像处理与分析基础 2.0 32 24 8 考查 三/1

22002484 数据科学导论 2.0 32 24 8 考试 三/1

22002481 机器学习 2.0 32 32 0 考试 三/2

22000400 模糊数学 2.0 32 32 0 考查 三/2

22002494 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 2.0 32 24 8 考查 三/2

22002486 优化方法与程序设计 2.0 32 32 0 考查 三/2

22002440 微分方程数值解法 3.0 48 40 8 考查 三/2

(4)选修模块 3(最低要求 5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

学时

实验(践)
学时

考核

方式

建议修读

学年学期

13004510 会计学 B 3.0 48 48 0 考试 二/1

22000260 计量经济学 3.0 48 40 8 考查 三/1

22000110 多元统计分析 2.0 32 32 0 考查 三/1

22002497 金融数学基础 B 3.0 48 48 0 考试 三/1

22000460 数理金融 3.0 48 48 0 考查 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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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

学时

实验(践)
学时

考核

方式

建议修读

学年学期

22000350 精算数学基础 3.0 48 40 8 考查 三/2

(5)实践必修(最低要求 12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

学时

实验(践)
学时

考核

方式

建议修读

学年学期

22100030 毕业实习 2.0 64 0 64 考查 四/1

22100440 毕业设计 10.0 14周 0 14周 考查 四/2

(6)实践选修(最低要求 4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

学时

实验(践)
学时

考核

方式

建议修读

学年学期

22100452 数值分析实践 1.0 1周 0 1周 考查 二/2(短 3)

22100451 科学计算实践 1.0 1周 0 1周 考查 三/1(短 4)

22100430 金融计算与实验 1.0 1周 0 1周 考查 三/2(短 5)

22002020 计量软件 2.0 2周 0 2周 考查 四/1(短 6)

(7)本研贯通(最低要求 0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

学时

实验(践)
学时

考核

方式

建议修读

学年学期

22002483 统计学习方法 2.0 32 32 0 考试 四/1

22002496 数值线性代数 2.0 32 24 8 考试 四/1

(四)任选课程(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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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关系矩阵

课程名称

数学与应用数学毕业能力要求

1.知识结构 2.能力结构 3.素质结构

1-1 1-2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形势与政策(Ⅰ)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思想道德与法治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

形势与政策(Ⅱ) ●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军训 ●

军事理论 ●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 ●

体育类课程 ● ● ● ●

大学英语(1) ● ● ●

大学英语(2) ● ● ●

交互实用英语 ● ● ●

交互综合英语 ● ● ●

学术英语读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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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数学与应用数学毕业能力要求

1.知识结构 2.能力结构 3.素质结构

1-1 1-2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学术英语听说 ● ● ●

跨文化交际 ● ● ●

高级汉语听说Ⅰ ● ● ●

高级汉语读写Ⅰ ● ● ●

高级汉语听说Ⅱ ● ● ●

高级汉语读写Ⅱ ● ● ●

Python程序设计 ● ●

程序设计及实践(C) ● ●

程序设计及实践(JAVA) ● ●

信息系统与数据库技术及

实践
● ●

数据科学通识导论 ● ●

计算机网络技术 ● ●

创新思维与创业实践 ● ●

人文经典与文化传承 ●

艺术修养与审美体验 ●

全球视野与文明对话 ● ●

科学探索与持续发展 ●



786

课程名称

数学与应用数学毕业能力要求

1.知识结构 2.能力结构 3.素质结构

1-1 1-2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劳动教育 ●

数学分析(1) ● ● ● ● ●

高等代数与解析几何(I) ● ● ● ● ●

数学分析(2) ● ● ● ● ●

高等代数与解析几何(II) ● ● ● ● ●

数学分析(3) ● ● ● ● ●

概率论 ● ● ● ● ●

常微分方程 ● ● ● ● ●

近世代数 ● ● ● ● ●

复变函数论 ● ● ● ● ●

大学物理 A(1) ● ●

C程序设计 ● ●

微观与宏观经济学 ● ● ●

大学物理 A(2) ● ●

数值分析 ● ● ● ● ●

数理统计 ● ● ● ● ●

数学建模 A ● ● ● ● ●

大学物理实验(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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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数学与应用数学毕业能力要求

1.知识结构 2.能力结构 3.素质结构

1-1 1-2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大学物理实验(2) ●

数学实验 ● ● ●

运筹学 A ● ● ● ● ●

数学物理方程 ● ● ● ● ●

实变函数 ● ● ● ● ●

随机过程 ● ● ● ● ●

泛函分析 ● ● ● ● ●

基础拓扑学 ● ● ● ● ●

数学分析专题 ● ●

高等代数专题 ● ●

数学专业前沿课程 ● ● ● ●

微分几何 ● ● ● ● ●

连续时间马尔可夫链 ● ● ●

数据库原理 ● ● ● ●

离散数学 A ● ● ● ● ●

组合数学 ● ● ● ● ●

图像处理与分析基础 ● ● ● ●

数据科学导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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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数学与应用数学毕业能力要求

1.知识结构 2.能力结构 3.素质结构

1-1 1-2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机器学习 ● ● ● ●

模糊数学 ● ● ● ● ●

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 ● ● ● ●

优化方法与程序设计 ● ● ● ●

会计学 B ● ● ● ●

计量经济学 ● ●

数理金融 ● ●

多元统计分析 ● ● ● ●

金融数学基础 B ● ● ●

精算数学基础 ● ● ● ●

毕业实习 ● ● ● ● ● ● ● ● ● ●

毕业论文(设计) ● ● ● ● ● ● ● ● ● ●

数值分析实践 ● ● ● ● ● ●

科学计算实践 ● ● ● ● ● ●

金融计算与实验 ● ● ● ● ● ●

计量软件 ● ● ● ● ● ●

统计学习方法 ● ● ● ● ●

微分方程数值解法 ● ● ● ● ●

数值线性代数 ● ● ● ● ●



789

九、课程体系拓扑图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1-1(秋) 1-2(春) 2-1(秋) 2-2(春) 3-1(秋) 3-2(春) 4-1(秋) 4-2(春)

数学分析(1) 复变函数论数学分析(2)

高等代数与解析

几何(2)

大学物理(1)

数学分析(3)

概率论

常微分方程

近世代数

C程序设计

大学物理(2)

运筹学

数学物理方程

实变函数

毕业设计毕业实习

高等代数与解析

几何(1)

数理统计
数学实验

数值分析

数学建模 A

数值分析实践

泛函分析

基础拓扑学

数据科学导论

机器学习

神经网络与
深度学习

随机过程

图像处理与
分析基础

多元统计分析

金融计算与实验

计量软件

微观与宏观
经济学

专业核心选

专业核心课

专业必修课

自然科学 实践课

图例说明：

选修模块 1 选修模块 3选修模块 2科学计算实践

大学物理实验(2)

大学物理实验(1)

计量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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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分析

高等代数与解析几何

复变函数

实变函数

常微分方程

概率论

近世代数

数值分析

运筹学

数学建模 A

离散数学

Python 程序设计

C 程序设计

微观与宏观经济学

数学物理方程

泛函分析

随机过程

微分方程数值解法

基础拓扑学 微分几何

计量经济学

数理金融

金融数学基础 B

精算数学基础

机器学习

数据科学导论

图像处理与分析基础

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

多元统计分析

优化方法与程序设计

数理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