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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工作方案（试行）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培养一批德才兼备、兴趣浓厚、基础扎实、科研能力突出、勇

攀数学高峰、具有国际视野的拔尖人才，根据“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总体实施方案、《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教高[2018]8 号）等文件精神，数学与统计学院结合本学院实际

情况，制定数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简称“数学拔尖班”）工作方案。

一、项目背景

为回应“钱学森之问”，旨在培养中国自己的学术大师，2009 年教育部

联合中组部、财政部启动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2021 年开

始推出 2.0 计划，显示我国基础教育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格局正在进一步完

善。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工作的有关部署，深入实

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加快培养基础学科拔尖人才，2023 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建设工作。我校数学、物

理学、化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中国语言学、历史学等 7 个专业入选

首批自治区级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

“数学拔尖班”注重建立符合数学学科拔尖学生重点培养的体制机制，

注重学术引领，创新教育理念与模式、教学内容与方法，致力于培养一批

德才兼备、兴趣浓厚、基础扎实、科研能力突出、勇攀数学高峰、具有国

际视野的拔尖人才，为其将来成为数学领域领军人物、杰出数学家奠定坚

实基础。



二、工作小组

学院设立“数学拔尖班”工作小组，在学院党委和行政领导下，负责

本方案的实施。工作小组组长为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副组长为主管教学

的副院长、党委副书记，成员包括学院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学术委员会成

员、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教授代表、教研室主任、辅导员、教学秘书等。

三、培养模式

(3.1)实行“大锅”+“小灶”的教学模式

“数学拔尖班”采用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以现行本科

教学计划为基础，实行“大锅”+“小灶”的教学模式，即遵循公共通识课

程大班教学、数学专业课程小班教学的教学模式。实行“订餐式”授课、“流

动式”培训，在现行的通识素质教育之上，每学年为“数学拔尖班”学生

提供若干特设创新课程供学生选修。同时，与国内外著名高校合作，共享

课程资源，鼓励学生自我组织“读书班”。

(3.2) 开设系列讲座模块，拓宽学生专业视野

开设“知数讲堂”、“魅力数学”及“博闻数学”三大系列讲座，让学

生在与国际学术大师和著名学者的接触中感受大师的学术魅力，培养学生

热爱科学研究的兴趣，迸发创新潜力。

“知数讲堂”讲座—聘请国内优秀教授或中青年学术骨干为学生开讲

座，或短期学习班，使基地班学生夯实专业基础，了解数学的相关研究领

域。

“魅力数学”讲座—聘请国内外在相关领域的高水平数学家为学生开

讲座，提高基地班学生的专业视野，了解数学研究的前沿动态，领略数学

的魅力，培养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迸发创新潜力。

“博闻数学”讲座—聘请人文科学及自然科学非数学领域的高水平专

家，从不同的文化视角介绍相关领域的研究视点及研究动态，以拓展基地

班学生的文化视野、提高自然科学及人文科学素养。

(3.3)实行导师制，强化全程导学

第二学期起，为“数学拔尖班”的学生配备学业、科研、生活导师。



其中学院聘请优秀教授和科研骨干教师担任基地班学生科研导师，班主任

担任学业导师，专职辅导员担任生活导师，给与学生全程全方位的指导与

帮助。

构建科研训练平台，开展文献检索、调研、立项、方案设计、科学方

法训练、科研能力训练、论文撰写等训练内容。每学年末根据导师和学生

意愿对“数学拔尖班”的学生的导师进行局部调整。

导师选拔和分配的具体方案以学院通知为准。

(3.4)优化资源配置，多渠道培养人才

利用教育区块链与智能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广西应用数学中心（广

西师范大学）、广西高校数学模型及其应用重点实验室以及广西高校数据科

学交叉研究重点实验室等基础设施和平台，建立与著名高校、政府部门等

部门的联动机制，组织优化科研团队和人员结构，为“数学拔尖班”学生

提供科研资源，进行科研训练和创新。

鼓励学生参与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等国内

外高水平的学术与科技竞赛，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数学学科以及科学研究的

兴趣，掌握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思维方式，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

力。

四、动态管理

(4.1)学生遴选

工作小组负责遴选数学兴趣浓厚、学术潜力大、志向高远的 50 名数学

与应用数学专业学生（不含地方公费师范生）组建“数学拔尖班”。

新生入学后，学生自愿填写“数学拔尖班”申请表，工作小组组织笔

试和面试，考核学生思想品德、数学、外语等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其中

笔试内容为高中数学知识，占 50%、面试成绩占 50%；笔试和面试都采用百

分制，取到小数点后两位，从高到低择优录取；若出现同分的情况，则参

考高考数学单科成绩），遴选出 50名学生组建“数学拔尖班”。

(4.2)动态调整

动态调整包括申请退出、分流和增补。



申请退出：一、二年级“数学拔尖班”学生在学年末可以申请退出。

进入三年级后不得再申请退出。

分流：一、二年级“数学拔尖班”学生若有如下情况之一，将被建议

退出“数学拔尖班”：

1 综合排名不在专业前 35%;②累计 2门课程期末初次考核不合格，或

1门

课程重修;③因违法违纪受处分。

特殊情况由学生提出申请，经导师同意，工作小组批准可继续留在“数

学拔尖班”。

退出和分流的学生进入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普通班继续就读。

增补：视情况，对一、二年级“数学拔尖班”学生进行增补。增补对

象为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普通班学生（不含地方公费师范生），增补依据为

综合排名、已学专业课成绩和面试成绩。具体增补方案以学院通知为准。

五、经费与奖励

学校学院将设立数学拔尖学生培养专项经费，实行专款专用政策。经

费主要用于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学生的日常科研、奖学金、国际国内交流等，

以及聘请国内外专家讲学、指导等必要的劳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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