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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研究生培养规模的扩大以及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的增质提效，本科高年级课程与硕士研究生一年级课程的融合研究

就显得极为迫切。本文首先简要论述了本科高年级课程与硕士研究生一年级课程融合研究的背景和必要性；其次给出

在课程内容方面如何提升本科高年级与硕士研究生的融合课程的挑战度，然后重点探讨了教学方法方面如何增强本科

高年级与硕士研究生的融合课程的研究性，最后指出考核评价方面如何激励本科高年级与硕士研究生的融合课程的创

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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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expansion of graduate education scale and the demand for integrated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educ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courses has become 

extremely urgent .  This art ic le f i rst  br ief ly d iscusses the background and necessi ty of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 ion of undergraduate courses and f i rst-year courses for master 's 

students. The paper proposes how to enhance the challenge of integrating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courses in terms of course content. The paper focuses on exploring how to enhance 

the research-oriented integration of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courses in terms of teaching 

methods. Finally, the paper points out how to motivate the innovation of integrated courses 

between undergraduate senior students and master's students in terms of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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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研究生培养规模的扩大以及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1-2]的增质提效，常常听到或看到“拔尖班”“本硕连读”“本硕博贯通培养”等

词汇，这些政策的出台或班级的设置，其目的均是因材施教为优秀学生进一步深造提供特殊通道或环境，希望培养出具有创新性的行业

领军人才。同时，由于本科高年级的选修课程与硕士研究生一年级的某些课程存在内容雷同，或者是同一位教师为本科和硕士开设了具

有相同内容的同一门课程。这些现象的产生具有多种原因，无论如何，这就促使我们必须研究本科高年级课程与硕士研究生一年级课程

的融合问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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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科高年级课程与硕士研究生一年级课程融合研

究的背景和必要性

从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的需求来看，为了促进知识体系的连贯

性和深度，高年级本科课程与研究生一年级课程之间的融合，可

以确保学生在知识学习上的连贯性，避免因为课程内容的跳跃

或重复而导致的学习效率下降 [4]。通过本硕衔接课程 [2]的融合研

究，可以设计更加深入、系统的课程内容，使本科高年级学生能

够接触到研究生层次的知识，为后续的研究生学习打下坚实的基

础。在本科高年级，可以逐步将“拓扑学”“泛函分析”“微分几

何”“偏微分方程”“矩阵分析”等理论性强的课程，以及“机器

学习”“现代数据分析”“统计计算”“图像处理”等前沿应用性

课程，与硕士研究生一年级课程融合教学，为本科生的后续深入

研究学习提前铺路 [5]。

近年来，作者所在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培养规模逐步扩大。

随着研究生数量的增加，我们会发现新生的学术背景更加参差

不齐。例如作者所在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中本校本科生源占比不

到10%，同时我院研究生一年级的基础课程与我院高年级本科生

的课程名称相同者较多 [6]。由于师资力量的限制，选课制度的约

束，以及授课工作量的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促使我们必须尽快将

“高年级本科生专业课程”与“研究生一年级的专业基础课程”融

合研究，统一协调教学资源，以保障研究生的教育质量。

二、课程内容方面提升本科高年级与硕士研究生的融

合课程的挑战度

为了提升本科高年级与硕士研究生的融合课程的挑战度，我

们可将学科专业的前沿问题、行业领域的最新发展需求等纳入课

程内容，确保学生接触到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技术动态。如在讲解

“现在数据分析”课程时，在注重数据分析算法理论的基础上，

引入具体的算法伪代码，并针对真实数据进行必要的编程仿真实

验，体验从理论学习到求解问题的实践 [7]。

为了提升本科高年级与硕士研究生的融合课程的挑战度，我们

需要增加课程的研究性。在课堂上，教师应以实际问题为出发点，

引导学生思考如何用数学方法去建模、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通过

设问、讨论、解答的过程，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培养他们

主动探索的习惯 [8]。教师可以邀请学生参与到自己的科研项目中，

或者指导学生申报校级、省级乃至国家级的科研项目。通过参与科

研项目，学生可以亲身体验科研的全过程，从选题、设计实验、数

据分析到论文撰写，全面提升自己的科研能力。

三、教学方法方面增强本科高年级与硕士研究生的融

合课程的研究性

为了增强本科高年级与硕士研究生的融合课程的研究性，需

要采用探究式学习，鼓励学生以问题为导向，通过自主探究、合

作学习等方式深入学习课程内容。教师可以课程设计相关的问

题，引导学生逐步深入探究，培养其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9-10]。将基础知识的学习放在课前，课堂时间用于讨论、解决

复杂问题或进行项目式学习，鼓励学生主动提问、合作探究。引

导学生学会从多角度分析问题，寻找解决方案，不断提升研究式

学习的效率与质量。

为了增强本科高年级与硕士研究生的融合课程的研究性，需

要强化实践教学，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11-12]。教师需要精心策

划，确保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能够无缝对接，教师可以依托自己

的科研课题，设计与教学知识关联的研究内容，形成研究专题或

模块，引导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直观感受到数学理论

的强大力量，从而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在参与科研课

题的过程学生不仅能够接触到最新的科研成果和研究方法，还能

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独立思考和创新实践，培养他们的科研素养

和创新潜力。 

四、考核评价方面激励本科高年级与硕士研究生的融

合课程的创新性

除了传统的考试成绩外，还应将学生的科研能力、创新能

力、团队合作能力等方面纳入评价体系，这个体系应包括以下方

面：一是知识掌握情况的评价，通过考试、作业、课堂表现等方

式考察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二是能力发展的评

价，包括科研能力、创新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方面的评价；三

是综合素质的评价，包括学生的道德品质、社会责任感、人文素

养等方面的考量。通过综合运用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过程评价

与结果评价、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可以更加全

面、准确地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和发展潜力 [13-14]。

学科竞赛是检验学生学习成果、 激发创新潜能的有效途

径 [5]，在竞赛过程中，学生需要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这

不仅考验了他们的学术水平，还锻炼了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创

新思维能力和抗压能力。同时，竞赛的激烈氛围也能激发学生的

斗志与激情，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团队精神。

五、结论与总结

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稳步扩大，近年来高等学校研究生超

过本科生数量的新闻报道不断出现，意味着数学专业高年级本科

课与一年级研究生课程的教学任务既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例

如作者所在学校的“泛函分析”“矩阵分析”“现代数据分析”“统

计计算”等多门课程均同时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由于研究生

生源的多样化，导致大部分选课本科生的基础前期知识优于研究

生，所以为了保障教学效果，必须研究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建设

中的本研衔接课程 [15]融合问题。本文深入剖析了本科高年级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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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硕士研究生一年级课程融合研究的宏观背景，强调了传统分阶

段教育模式已难以满足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创新人才的需求，因

此，课程融合成为提升教育质量、加速学生科研能力形成的关键

路径。随后，文章详细阐述了在课程内容层面，如何有效提升融

合课程的挑战性与实用性，旨在激发学生的探索欲与解决复杂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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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能力。紧接着，教学方法的创新成为讨论的重点，鼓励学生

主动探索、批判性思考，并培养其独立研究与合作交流的能力。

最后，文章强调在考核评价体系中融入创新机制，以全面评价学

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潜力，激发他们在融合课程中的创新活力与

热情，共同推动高等教育质量的跨越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