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汕头大学数学一级学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培养方案（2021） 

一、 培养目标 

数学学科学术型硕士学位获得者应具有宽广而坚实的数学基础理论，系统、

深入地掌握数学学科的专业知识，熟悉所从事研究方向的研究现状和动向。具有

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独立思考的科学精神和严谨周密的科学作风。具备整合思

维能力，具备合格的个人能力、职业能力和态度，展示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培养学生： 

1. 具有严格的科学思维能力，掌握数学科学的思想方法。 

2. 掌握现代数学的基础知识，并能熟练地将这些知识应用到数学的其它分

支或工程、自然科学和经济等领域。 

3. 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运用一门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文献资料，

并具有相当的听、说、写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4. 具备独立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能力，能在科技、教育、经济等部门从

事研究、教学、管理工作或到境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继续深造。 

 

 

 

 

 

 

 

 

 

 

 

 



二、 专业设置与研究方向  

数学一级学科学术型硕士分基础数学、应用数学、计算数学、运筹学与控制

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五个专业，每个专业设置若干研究方向。 

 

一级学科 专业 研究方向 

 

0701 

数学 

070101 

基础数学 

1. 函数空间与算子理论  

2. 拓扑学 

3. 代数学 

4. 动力系统 

5. 几何分析  

6. 复域上的方程 

7. 偏微分方程 

8. 复几何 

070102 

计算数学 

1. 数值代数 

2. 偏微分方程数值解 

0701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1. 随机分析与金融数学  

2. 应用概率统计 

070104 

应用数学 

1. 框架理论及其应用 

2. 图象处理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1. 随机模型理论与方法 

三、 学习年限  

学制一般为 3年。硕士生应在规定的学习期限内完成本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课程学习、各教学环节及学位论文等工作。个别优秀学生可提出申请提前毕业。

已按培养计划完成基本课程学习，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期完成后续学业者，可按学

籍管理的有关规定提出申请延长学习年限，延长学习时间不超过一年。凡未提出

申请，或申请未获批准而超期者，自动失去学籍。 

 



四、 课程设置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毕业要求修满不少于 40 学分。其中，学位课 23 学分（包

括公共课 8学分，学科学位课不少于 6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10学分，教学实践

2学分，听取学术报告及文献阅读 1学分，学位论文 3学分，学位论文答辩 1学

分。 

学科专业：数学 

类别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各学期教学安排 
考查 考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公共必修课 

外 国 语  4 √ √      √ 

政治理论  3 √ √      √ 

专业外语阅读  1  √     √  

学科学位课 

 

泛函分析(I) 48 3 √       √ 

基础拓扑学 48 3 √       √ 

代数学 48 3 √       √ 

专业学位课 

现代概率论基础 48 3 √       √ 

傅里叶分析 48 3  √      √ 

泛函分析(II) 48 3  √      √ 

代数拓扑 48 3  √      √ 

最优化理论与方

法 
48 3  √      √ 

偏微分方程 48 3  √      √ 

选修课 
3-4门专业选修课,也可在专业学位课中不重复地选取，1门论文选读. 

 选修课共计 10-13学分. 

教学实践   2  √ √ √ √ √ √  

听取学术报

告及文献阅

读 

  1  √ √ √ √ √ √  

学位论文   3     √ √   

学位论文 

答辩 
  1      √   



五、 培养方式 

采取导师个人指导与指导小组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在培养过程中，导师应

充分发掘研究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采用引导、启发、指导、研讨等有效的方

式，为研究生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提高研究生的知识创新能力。 

六、 考核方式 

在研究生培养实施计划中制定的课程，教学实践和学位论文等环节都必须进

行考核。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方式。必修课（学位课）以考试为主，采取笔

试形式，成绩按百分制计；选修课、实践课以考查为主，可采取笔试、口试、研

究报告、课程论文等形式，成绩可按百分制也可按优、良、及格、不及格计；学

位（毕业）论文必须进行答辩，成绩按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计。 

第三学期末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从思想政治、业务能力（包括课程学习

情况，论文开题情况等）、身体健康状况等方面进行考核，对考核不合格者按有

关规定进行学籍处理。 

七、 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工作目的是使研究生在基础数学相关基础理论与科研方面得到较

全面的基本训练，培养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应保证有不少于一年的时间从事科

学研究或学位论文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1．文献综述 

    硕士论文的选题直接关系到硕士论文的质量、水平、价值，做好此项工作至

关重要。在选题范围内，要求硕士研究生广泛调查研究、系统地查阅国内外相关

文献和了解国内外有关科技发展情况作出文献综述。检索文献资料不少于30篇，

其中外文篇数不少于50%；文献综述字数不少于5千字。 

2．开题报告 

    在熟悉掌握主攻方向的最新成果和发展动态的基础上，经导师指导拟订论文

题目，独立完成开题报告，于第四学期完成，并在课题组和相应的学科专业内公

开进行，广泛听取意见。经导师审查确定后，在导师指导下，制定论文工作实施



计划并开展工作。开题报告通过者，正式进入学位论文阶段；未通过者，应在两

个月内进行修改，再度进行开题报告。 

3．论文答辩 

    论文答辩前，硕士研究生应提前一个月将写好的正式论文提交导师审阅同意

并经评阅人评阅后，方可参加答辩。答辩时间一般统一集中安排在每年的五月中

下旬或11月中下旬，答辩委员会就是否授予硕士学位向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

出建议，最后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表决，做出是否授予硕士学位的决定。 

八、 答辩和学位授予 

按汕头大学《汕头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及授予学位工作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