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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院（系）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思路 

第一条．数学系具有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信息与计算数学专业和统

计学专业，并承担了全校的数学基础课程教学，数学系教学基层组织

建设根据专业和课程的不同特点区别对待。 

第二条. 数学系基层教学组织的建设结合数学系的全面深化改革进

行.数学系正在规划进行以“凝聚重点方向”、“筑建学科平台”、“打

造科研高地”的全面改革，拟成立数学科学学院，在数学科学学院内

成立数学系、应用与计算数学系、统计学系三个学系和数学基础教学

中心，分别负责数学与应用数学、计算与信息科学、统计学三个本科

生专业的教学和公共数学教学。 

第三条．1. 结合数学系的改革规划，数学系（学院）的教学基层组

织采取三级模式：院级教学研究与发展中心—-专业级（系级）教学

研究中心和数学基础教学中心—-教研组。 

2. 院级中心负责全数学系(学院)的工作计划的制定与落实、教

学研究与改革的组织、教学质量的监控。专业级中心主要负责三个本

科专业的建设、教学研究与改革的实施，和公共基础课程群的建设与

改革；教研组主要负责课程建设、教学方法改革、落实日常教学任务。 



3. 数学专业课程教研组以课程群组建；公共基础数学课教研组

按课程组建。 

4. 数学系(学院)每位教师需参一个及以上教研组，但只能担任

一个教研组责任教授。 

第四条. 数学系(学院)落实“教授治学”理念，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

教学研究和与教学质量评价中的作用；各级教学基层组织实行教授负

责制度；重大教学改革、专业设置与调整以及教学成果的鉴定与申报

由数学系(学院)教授委员会评定把关，或由教授委员会委托教学委员

会评定把关。  

第五条. 学校、数学系(学院)为教学基层组织建设及教学基层组织开

展教学研讨活动提供经费保障。



   中心下设数学与应用数学教学研究中心、计算与信息科学教学研究中心、统

计学教学研究中心、数学基础教学中心四个专业级（系级）中心；各专业级中心

设责任教授一名；四个专业级（系级）中心是数学系（学院）教学研究与发展中

心的分支机构，其责任负责人也是数学系（学院）教学研究与发展中心的责任教

授。 

（二）. 数学基础教学中心：责任教授  数学基础教学中心主任；下设微积分教

研组、线性代数教研组、概率统计教研组、微分方程与复变函数教研组、计算方

法教研组、高等数学教研组；各个教研组设教研组责任教授一名。 

 （1）微积分教研组：责任教授 苏德矿、卢兴江；核心成员 6人； 

 （2）线性代数教研组：责任教授 黄正达；核心成员 6人； 

 （3）概率统计教研组：责任教授 张奕、张帼奋；核心成员 6人； 

 （4）微分方程与复变函数教研组：责任教授 杨海涛；核心成员 4人； 

 （5）计算方法教研组：责任教授 朱建新；核心成员 2人； 

（6）高等数学教研组：责任教授 孙方裕；核心成员 2人。 

（三）. 数学与应用数学教学研究中心：依托数学系（筹），专业负责人与责任

教授为系主任（或常务副主任）；下设分析教研组、代数教研组、方程教研组、

几何教研组；各个教研组设责任教授一名。 

（1）分析教研组：责任教授 尹永成；核心成员 4人； 

（2）代数教研组：责任教授 李方；核心成员 4人； 

（3）方程教研组：责任教授 方道元；核心成员 3人； 

（4）几何教研组：责任教授 盛为民；核心成员 3人. 

（四）. 计算与信息科学教学研究中心：依托应用与计算数学系（筹）；专业负



责人与责任教授 为系主任（或常务副主任）； 

下设 计算教研组：责任教授  程晓良教授，核心成员 5人。 

（五）. 统计学教学研究中心：专业负责人与责任教授为系主任（或常务副主任）；

依托统计学系（筹）；  

下设统计教研组：责任教授  苏中根教授， 核心成员 5人。 

（六）.在数学科学学院及学系成立之前，数学与应用数学教学研究中心、计算

与信息科学教学研究中心、统计学教学研究中心的责任教授分别为数学研究生、

计算科学研究所、统计学研究所所长担任。 

 

三、    学院（系）基层教学组织运行管理及考核办法 

第一章、基层教学组织工作职能与职责 

第一条. 数学系（学院）教学研究与发展中心、专业级（系级）教学研究中

心的工作职能与任务 

1. 根据学校的要求和数学系（学院）的发展需要，制定工作计划、采取有

效措施保证落实。 

2. 组织专业建设、制订本科培养方案、建设符合学科发展的课程体系，保

持本硕博一贯制。 

3. 负责教学研究与改革、改进教学方法、鼓励教师积极申报与实施各级各

类的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 

4. 开展教师教学培育、提高教师水平、帮助教师成长与发展。 



5. 加强教学过程管理、提高教学质量、实施教学考核。 

6. 学校和院系布置的其它教育教学工作。 

第二条.教研组的工作职能与任务 

1. 落实日常教学工作、组织实施教学任务与专业建设任务。 

2. 开展相关课程（群）、教学实践环节的教学研究与改革、组织教师积极

申报与实施各级各类的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 

3. 负责课程建设、梳理教学内容、协调课程衔接、研讨课程教学大纲。 

4. 组织教师交流教学经验、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5. 制订相应实验课程的教学要求、提出实验课程的考核评价意见。 

6. 学校和院系布置的其它教育教学工作。 

7. 参与学校、院系组织的教学考核。 

第三条.责任教授、核心成员的工作职责与任务 

1. 院级中心首席责任教授为数学系（学院）本科教学总召集人，全面负责

数学系（学院）的本科教学工作，包括选拔、组织和协调成员完成教学任务，确

保教学质量。 

2.专业中心责任教授为数学系（学院）本科教学的分召集人，全面负责相关

专业或公共数学基础的本科教学工作，包括选拔、组织和协调成员完成教学任务，

确保教学质量，协助院中心首席责任教授开展工作。 

3. 教研组责任教授为相关课程（群）、教学实践环节的教育教学工作召集

人，组织完成该组的各项职能。 

4. 教研组核心成员为相关课程的教育教学工作召集人，协助教研组责任教

授完成相关教学实践和教学研究改革工作。 



5. 责任教授与核心成员每学年至少讲授一门本科课程。 

第二章、运行机制 

第四条. 基层教学组织实行负责人负责制。数学系（学院）教学研究与发展

中心由首席责任教授担任负责人；数学系（学院）各专业教学研究中心和数学基

础教学中心由各中心责任教授担任负责人；教研组由教研组责任教授担任负责

人。 

第五条.教学研究与发展中心的任期制 

1. 中心首席责任教授与责任教授实行任期制，任期与院系行政职务的任

期相同。 

2. 教研组责任教授、核心成员实行任期制，任期为 4 年，4 年为 1 个任期，

可连任；如责任教授、核心成员的年度考核基本合格或不合格，将立

即终止其责任教授或核心成员的资格。 

第六条.为基层教学组织教学的作用，使教学工作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和

制度化，教学研究与发展中心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 

1. 会议制度：教学研究与发展中心内每长学期开展不少于 2 次的专题教研

活动，学习教育理论，探讨教学疑问，交流教学经验。 

2. 听课制度：每长学期责任教授应深入课堂听课，了解一线教学情况，每

长学期随机听课不少于 4 次，组织教师集体听课和相互听课 1 次。每年至少有 1

次教学观摩活动。 

3. 考核制度：年末召开基层教学组织的考核会，根据期初的教学计划与安

排，检查并考核教师的教学情况。 



第七条. 数学系(学院)教学办公室是数学系（学院）基层教学组织的秘书机

构，负责日常事务处理，并为师生教学提供相关服务。 

第三章、考核与奖惩 

第八条、数学系(学院)教学委员会负责对数学系(学院)教学研究与发展中心

和各专业教学研究中心与数学基础教学中心进行考核，数学系(学院)教学研究与

发展中心和各专业教学研究中心与数学基础教学中心负责对教研组教学考核。 

第九条. 数学系（学院）教学委员会负责对数学系(学院)教学研究与发展中

心首席责任教授和各专业教学研究中心与数学基础教学责任教授进行考核。数学

系(学院)教学研究与发展中心和各专业教学研究中心与数学基础教学中心负责

对教研组责任教授、核心成员、成员进行初步考核，为数学系（学院）教学委员

会对各教研组成员的考核提供参考。 

第十条.考核结果作为教师的教学考核与岗位聘任的重要依据。 

第十一条. 教研组的考核等级与结果运用。 

1. 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和不合格。完成基本教学任务及建设目标，无

教学事故发生的可定为合格。在合格的基础上取得较大的教学改革和建设成果的

教研组可定为优秀。 

2. 考核优秀的教研组，数学系（学院）将给予奖励。 

3. 考核不合格的教研组，数学系（学院）教学委员会有权要求其在三个月

内进行检讨与重组。 

 

 



四、    学院（系）教学委员会论证意见 

（粘贴扫描件） 

 

 

 

 

 

 

 

 

 

院系公章： 

                             签   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