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写 说 明 

一、编写本报告是自我评估的重要环节之一，贯穿自我评估全过程。 

二、本报告按学术学位授权点和专业学位授权点分别编写，同时获得

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的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只编写一份报告。 

三、本报告于 2022-2025 年每年 3 月前完成，报送研究生院和学科建

设办公室，统一脱密后在门户网站发布。 

四、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尽可能图文并茂。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

和数据应确属本学位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 

五、本报告的各项内容统计时间以自评阶段每年 12 月底为截止时间。 

六、本报告所涉及的师资内容应区分目前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专职

人员和兼职导师（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

点重复统计或填写）。 

七、本报告中所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

果奖励等）应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

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学位点之前署名

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果不填写、不统计。 

八、本提纲为建议提纲，仅供参考，各项内容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 教育部关于开展 2020-2025 年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格评估工作的通知

（学位〔2020〕26 号）》等上级部门文件要求编写，各学位点可根据自

身建设情况进行修改，鼓励编写体现学科特色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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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涵盖基础数学、计算数学和应用数学 3 个二级学科方向，

是内蒙古自治区 3 个数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之一。经过多年的发展建设，形

成了计算数学和应用数学两个优势学科。学位点现有专任教师 28 名，其

中教授 11 名，副教授 12 名，博士学位占比 100%。其中内蒙古自治区教学

名师 2 名，内蒙古自治区杰青 1 名，入选“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3 名，

“内蒙古自治区新世纪 321 人才工程”一层次 2 名、二层次 2 名、三层次

多名，“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奖”1 名，“内蒙古自治区青年科技英才”

2 名。本年度专任教师承担国家级项目 7 项，省部级项目 12 项，发表科研

论文 150 余篇。本年度培养的硕士生中有 5 人获得“内蒙古自治区优秀硕

士生论文”，1 人入选 2023 年度全球前 2%顶尖科学家榜单。 

（二）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向 

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面向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面

向科技竞争前沿、面向当前和未来人才重大需求，立足内蒙古，走向全国，

培养的研究生应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人文科学素养和科研学术道德，

硕士研究生通过在本学科相关领域的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应掌握数学的

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和相关数学应用技术，能够解决科学研究或实际工作

中的具体问题，了解本学科的前沿研究和发展趋势，具有研究创新思维、

团队协作精神和适应发展能力，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比较熟练地掌握一

门外国语，能够进行外文文献阅读和写作，具有从事本学科相关领域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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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教学、工程、技术及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能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人才培养情况 

1. 2023年录取考生情况统计分析 

录取考生本科毕业院校、专业背景、来源、初试成绩等基本信息的统

计分析见表1。 
表1.录取考生基本信息统计分析（录取总人数： 19 人） 

初
试
总
成
绩 

超出国家线10分以内 超出国家线10-20分 超出国家线20-30分 超出国家线30分以上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2 11% 0 0% 2 11% 15 78% 

大
学
毕
业
院
校 

本校 985/211院校 独立三本学院 
其他全日制院

校 

成人及网络教

育 
同等学力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3 16% 1 5% 0 0% 15 79% 0 0 0 0 

专
业
符
合
程
度 

前序专业与录取专业基本

相同 
前序专业与录取专业相近 

前序专业与录取专业相差

较大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14 74% 0 0% 1 5% 

生
源
地 

第一生源地 第二生源地 第三生源地 

省份 人数 比例% 省份 人数 比例% 省份 人数 比例% 

内蒙古 5 26% 河南 2 11% 
山东、

山西 
2 11% 

来
源 

第一志愿 推免 调剂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6 0 0 0 13 68% 

2. 2023年毕业生基本信息 

（一）就业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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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学生 

类型 

毕业

生总

数 

授予学

位数 

就业情况 
就业人数

及就业率 协议和合同

就业 

自主

创业 

灵活

就业 

升学 

境内 境外 

2023 硕士 24 24 23 0 0 1 0 24(100%) 

（二）主要就业去向 

类型 就业单位/就读院校 

就业 

（不含升学） 
银行系统 

中等教育

学校 
税务系统 其他 未就业 

人数及比例 0(0.0%) 22(92%) 0(0.0%) 1(4%) 0(0%) 

升学 

境内 科院院校     

人数及比

例 
1(4%)     

（三）签约单位类型分布 

单位 

类别 

党政 

机关 

高等

教育

单位 

中初

等教

育单

位 

科研

设计

单位 

医疗

卫生

单位 

其他

事业

单位 

国有 

企业 

民营 

企业 

三资 

企业 
部队 其他 

硕士 

签约 
0 1 22 0 0 0 1 0 0 0 0 

2023年招生19人，我校处于研究生招生B类地区，数学学科硕士研究

生生源大多是非第一志愿考生，主要来源于本科二批次数学类专业。  

本年度授予学位数人数24人，就业24人，其中在中西部地区入职的共

有22人。毕业生主要服务于边疆地区和基层，且大部分从事中小学教育工

作。毕业生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大力支援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 

3. 2023年课程与教学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

型 

主讲人 所 在 院

系 

学

分 

授课语

言 

1 泛函分析 必修课 乌力吉，董小

梅 

理学院 3.5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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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矩阵理论 必修课 庞晶 理学院 3.0 中文 

3 数学物理方程 必修课 陈小刚，宋

健，陈星宇，

刘海英 

理学院 3.5 中文 

4 数值分析 必修课 陈小刚，苏道

毕力格，崔继

峰，王玉兰 

理学院 3.0 中文 

5 抽象代数 选修课 吴妙玲 理学院 3.5 中文 

6 非线性问题的数学方法及

其应用 

选修课 白玉山，苏道

毕力格，云银

山 

理学院 3.5 中文 

7 最优化理论与计算 选修课 乌力吉 理学院 3.0 中文 

8 算子谱理论 选修课 高云兰 理学院 3.5 中文 

9 高等数学物理方法 选修课 陈小刚，李琨 理学院 3.5 中文 

10 理论流体力学 选修课 赵光普 理学院 3.0 中文 

11 常微分算子选讲 选修课 许美珍 理学院 3.0 中文 

12 Lie 群及其在微分方程中

的应用 

选修课 白玉山，云银

山 

理学院 3.0 中文 

13 分数阶微分方程选讲 选修课 王玉兰 理学院 3.5 中文 

14 凸分析 选修课 乌力吉 理学院 3.5 中文 

15 偏微分方程数值解 选修课 王玉兰 理学院 3.0 中文 

16 生物数学 选修课 胡秀珍，冯振

兴 

理学院 3.0 中文 

17 生物信息学 选修课 冯振兴 理学院 3.0 中文 

 

4. 研究生代表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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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发表的代表性学术论文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刊、年、卷、期 
收录

情况 

1 

The electrokinetic energy 

conversion analysis of Newtonian 

fluids with pressure-dependent 

viscosity in rectangular nanotube 

Xue Gao, 

Guangpu Zhao, 

Na Li, Yi 

Zhang, Yongjun 

Jian 

Journal of Molecular 

Liquids, 2023, 371:121022 
SCI 

2 

Research on electromagnetic 

electroosmotic flow of Jeffrey fluid 

through semicircular  

microchannel 

Jiayin Dong, 

Dongsheng Li, 

Mengqi Yu,Kun 

Li 

Engineering Research 

Express, 2023, 

5(4):045083 

SCI 

3 

Superposition formulas of 

multi-solution to a 

reduced(3+1)-dimensional 

nonlinear evolution equation 

Hangbing 

Shao,Sudao 

Bilige 

Chinese Physics B, 2023, 

32(5):193-199 
SCI 

4 
The generalized Brauer-Ostrowski 

theorem for matrices of operators 

Yaru Qi, 

Huanhuan Yang 

Linear and Multilinear 

Algebra, 2023, 71(18): 

2935-2945 

SCI 

5 
Spectral inclusion property for a 

class of block operator matrices 

Yaru Qi, 

Wenwen Qiu, 

Carsten Trunk, 

MitsuruWilson.  

Operators and Matrices, 

2023, 17(4): 953-966 
SCI 

6 

Finite spectrum of Sturm-Liouville 

Problems with 

transmissionconditions dependent 

on the spectral parameter 

Na Zhang, Jijun 

Ao 

Numerical Functional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2023, 44(1):21-35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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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类无界三对角型算子矩阵的谱

估计 

孔艺慧,  

齐雅茹 

数学年刊 A 辑 , 2023, 

44(3):241-254 

中文

核心 

8 

Effect of the Quadric Shear Zonal 

Flows and Beta on the Downstream 

Development of Certain Unstable  

Baroclinic Waves 

Jian Song, 

YuYing Yang 

Tellus A: Dynamic 

Meteorology and 

Oceanography, 

2023,75(1):1-9 

SCI 

 

（四）师资队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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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师资队伍基本情况 

数学学位点现有硕士生导师25名（博士生导师7名），其中教授10名，副教

授12名。师资队伍中有内蒙古自治区教学名师2名，内蒙古自治区杰青1名，内蒙

古自治区草原英才3名，内蒙古自治区新世纪321人才工程一层次2名、二层次2

名、三层次多名。本年度荣获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主持国家级

项目7项，自治区级项目12项，发表中外文论文30多篇。论文数量与质量显著提

升，研究成果获得同行广泛的认可。  

(一）专任教师队伍结构和教师团队情况 

专业

技术

职务 

合

计 

35 岁

及以

下 

36 至

45 岁 

46

至

55

岁 

56 至

60 岁 

61 岁

及以

上 

博士

学位

人数 

具有境外 

经历人数 

博导 

人数 

硕

导 

人

数 

正高

级 

10 0 0 7 3 0 10 0 6 10 

副高

级 

12 0 7 5 0 0 12 1 1 12 

其他 3 3 0   0 3 0 0 3 

总计 25 3 7 12 3 0 25 1 7 25 

学缘 

结构 

最高学位获

得单位(人

数最多的 5

内蒙古

工业大

学 

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

学 
中科院 

上海交通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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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人数及比例 4(16%) 15(60%) 2(8%) 2(8%) 1(4.0%) 

生师

比 

专任教师生师比 2.4:1 

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学位点综合实力和知名度，本学位点还柔性引进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人，定期与学位点师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并承担一定的人

才培养与科研工作，为学科发展提供积极帮助。本学位点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

和学者来校进行学术交流和师资培训。 

2  代表性教师基本情况 

学科方向1 基础数学 

序
号 

姓名 
年
龄 

专业技
术职务 

最高
学位 

本单
位工
作年
限 

年均
课时
数 

主要研究方向 其他情况简介 

1 敖继军 45 教授 博士 13 300 
常微分算谱理

论 

发表论文 60余篇，

其中 SCI 收录 40

余篇。主持国家自

然基金项目 3 项，

内蒙古自然科学

基金 3 项，获自治

区优秀博士论文、

自治区杰青。 

2 王华 48 教授 博士 23 300 
算子理论及其

应用 

入选内蒙古自治

区“新世纪 321 人

才工程”二层次。

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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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项目 5 项。 

3 齐雅茹 41 教授 博士 9 350 
算子理论及其

应用 

入选内蒙古自治

区“321 人才工程”

三层次，发表论文

10 余篇，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2

项，内蒙古自然科

学基金 2 项。 

4 高云兰 51 副教授 博士 29 300 
常微分算子及

其应用 

发表论文 10余篇，

主持内蒙古自然

科学基金 2 项。 

5 

 

许美珍 

 

54 副教授 博士 12 300 
微分算子及其

应用 

发表科研论文 10

余篇，主持内蒙古

自然科学基金 1

项，校级科研项目

4 项。 

学科方向 2 计算数学 

1 
苏道毕 

力格 
48 教授 博士 24 196 

孤立子理论与

可积系统、符

号计算 

内蒙古自治区草

原英才、青年科技

领军人才，入选自

治区 321 人才工

程”第一层次。发

表论文被SCI收录

51 篇，其中高被引

论文 3 篇、热点论

文 2 篇。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2

项，省级项目 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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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玉兰 

 

55 教授 博士 28 296 

分数阶微分方

程高精度数值 

方法；再生核

空间理论 

自治区“321 人才

工程”第一层次。

发表论文 60余篇，

其中被 SCI 收录

41 篇。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 1 项，

4 项省级项目。 

3 庞晶 60 教授 博士 34 160 

孤子理论可积

系统及应用；

力学中的数学

问题 

发表论文被 SCI、

EI 收录 20 余篇。

主持省级重点实

验室，省级优秀教

学团队负责人。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1 项。 

4 云银山 45 教授 博士 22 300 

Lie 对 称 ；

Adomian 分

解法；非线性

微 

分方程 

入选内蒙古自治

区 “321 人 才 工

程”第 3 层次。发

表论文 20 余篇，

被 SCI 收录 10 余

篇。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1 项，省

级项目 3 项。 

5 白玉山 49 副教授 博士 25 300 
孤子理论可积

系统及应用 

发表论文 20余篇，

主持省级项目 5

项。 

学科方向3 应用数学 

1 宋健 53 教授 博士 17 300 
地 球 流 体 力

学；非线性大

发表论文 30多篇，

其中 SCI 收录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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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动力学 篇。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1 项，省级项目

5 项。 

2 陈小刚 55 教授 博士 33 252 

数学物理；偏

微分方程理论

与数值计算；

流体力学中的

数学问题 

入选自治区 “321 

人才工程”第二层

次。发表论文 30 

余篇，其中被 SCI 

收录 17 篇。主持

省级项目 3 项。 

3 崔继峰 39 副教授 博士 8 350 非线性力学 

入选内蒙古自治

区“新世纪 321 人

才工程”三层次，

发表论文 35 篇，

被 SCI 收录 26

篇，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1 项，省

级项目 3 项。 

4 赵光普 39 副教授 博士 7 350 微纳流体力学 

入选内蒙古自治

区“新世纪 321 人

才工程”三层次，

发表 SCI 论文 20

余篇，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 1 项，

省级项目 4 项。 

5 冯振兴 35 副教授 博士 5 350 生物数学 

发表论文 10 余篇,

主持省级项目 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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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科学研究情况 

1. 本年度在研项目 

项目来源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时间 
金

费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气候场演化的界扉熵分析 宋健 2023.01-2026.12 55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内部点条件带有谱参数的微分算子的

研究 
敖继军 2023.01-2026.12 28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无界算子矩阵的谱估计及其在力学中

的应用 
齐雅如 2023.01-2026.12 28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弹性力学中的一些非线性模型的对称

及其近似解析解 
云银山 2022.01-2023.12 37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双线性神经网络方法和非线性波的研

究 

苏道毕

力格 
2021.01-2024.12 32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若干高维强非线性振动系统的高精度

解析近似解研究 
崔继峰 2021.01-2024.12 37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基于序列信息的蛋白质-离子配体结合

位点的预测方研究 
胡秀珍 2020.01-2023.12 38 

省级科研 

项目 

Rossby 参数对大气长波-Rossby 波影

响的研究 
宋健 2023.01-2025.12 6 

省级科研 

项目 

Hilbert 空间中有界线性算子数值半

径的研究 

董小

梅 
2023.01-2025.12 10 

省级科研 

项目 

基于微分特征列方法和人工神经网络

的非线性偏微分方程边值问题的 Lie

对称分析 

白玉

山 
2023.01-2025.12 10 

省级科研 

项目 

基于多组学的远端增强子靶启动子的

识别 

冯振

兴 
2023.01-2025.12 5 

省级科研 

项目 

多孔介质微通道中纳米流体的

Non-Fourier 传热研究 

赵光

普 
2023.01-2025.12 10 

省级科研 

项目 

多孔介质微通道中纳米流体的电动能

量 

赵光

普 
2023.01-2025.1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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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代表性科研奖励 

序

号 
奖项名称 

获奖 

等级 
获奖项目名称 完成人 

获奖 

年度 

参与单 

位情况 

参与学 

科情况 

1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

技术奖：自然科学奖 

二等

奖 

多环境下 Rossby 孤立波

的模型及物理机制研究 

刘全

生、张

瑞岗、

杨联

贵、宋

健、尹

晓军、

杨红丽 

2023 2 50% 

3. 重大仪器设备 

序号 
仪器设备
名称与型

号 

生产厂
家 

（国别） 
价值 

建账 
时间 

参与学
科情况 

对本学科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和社会服务的支撑作用

（限 100 字） 

1 
人工智能
GPU 高性
能服务器 

浪潮
NF5180

M5 

2250
00
万 

201911 3(40%) 人工智能 GPU高性能服务器 

2 
大数据高
性能计算
服务平台 

浪潮管
理平台
Cluster 
Engine 

1450
00 

201911 3(40%) 大数据高性能计算服务平台 

省级科研 

项目 

微管道中纳米流体的电动能量转化研

究 

赵光

普 
2023.01-2025.12 5 

省级科研 

项目 
矩阵特征值反问题及其应用 张澜 2023.01-2025.12 10 

省级科研 

项目 

几类转移条件含特征参数的微分算子

的谱问题 

许美

珍 
2023.01-2025.12 10 

省级人才

项目 
Hilbert 空间中算子方程的可解性研究 王华 2022.01-2024.12 10 

省级人才

项目 
反三角算子矩阵的谱估计及其应用 

齐雅

茹 
2021.01-2023.12 4.5 

省级人才

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青年科技英才

支持计划项目 

崔继

峰 
2021.01-2023.1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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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服务

器 

浪潮
NF5180

M5 

6650
0 

201911 3(40%) 管理服务器 

4 
机房整体
集成安装 

巨鹏公
司定制 

1890
00 

201911 3(40%) 机房整体集成安装 

 

（六）服务贡献 

本学位点所属数学一级学科是内蒙古地区 3 个数学一级学科之一。现

有导师 25 名，承担着数学一级学科全部专业课程、全校博硕士和本科学

生公共基础课的教学任务。教师团队是一支素质高、服务意识强，并有较

好科研能力的师资队伍。导师积极参加社会各级各类服务活动，1 名导师

担任内蒙古自治区数学学会副理事长，3 名导师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常务理

事；1 名导师被聘为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后备人才”指导教师，

多人担任内蒙古自治区省级项目评审专家。到目前为止已培养硕士研究生

240 名左右，这些学生遍布区内外，他们在各自领域做出了突出成绩，有

的已成为单位的专家骨干人才。多年来，数学学科紧密结合内蒙古社会经

济发展的需要，立足首府，服务自治区，辐射周边省市地区，已形成了鲜

明的办学定位、办学特色以及人才培养方式。特别在数学类少数民族高素

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数学学科也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培养理工

科高素质人才、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社会服务的重要基地，为地区的科

技及经济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毕业生张润发硕士期间提出了双线性神经网络方法，入选 2023 年度

全球前 2%顶尖科学家榜单。毕业生卢磊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师，他紧密

结合自身学科研究内容，与复旦大学进行合作，研究金融工程中期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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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及其衍生品定价等经济问题，国内最早设计出商品场外期权团队，6 个

月的时间从零做到百亿体量。他先后担任新湖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期权产品

经理、上海俊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国际云安全联盟数字资产研究

中心特聘专家，现就职特定资产处置（中国）有限公司，全面负责虚拟货

币处置、协调上下游客户之间的服务对接、对特定资产合规管理等工作。 

学位点一方面立足少数民族数学类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了一批

优秀的少数民族学生。这些学生毕业以后，大部分都在内蒙古地区工作，

为本地区的教育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毕业生额尔敦布和在呼和浩特民

族学院任教，为该校的建设做出了很多贡献，并且已成为该校数学学科带

头人，学术委员会委员，副校长，学校数学分析系列课程蒙汉双语教学团

队带头人、内蒙古数学学会理事和内蒙古回国人员联谊会理事等。另一方

面，学位点注重培养面向中小学培养专业型的教学人才。本年度约 90%的

毕业生以教师招考、特岗教师以及高层次人才引进等方式进入中小学，充

实了中小学师资队伍，提升了本地区中小学教师学历层次，提高了该地区

中小学数学的教育教学水平。例如，毕业生吴敬松入职湖北省黄石市大冶

市实验高中；韩丽慧入职呼和浩特市锡林南路小学等。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学位点在学院党委的领导下，严格贯彻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常态化

推进意识形态工作巡察。立足专业特点，紧密结合学生思想特点，开展学

生思想动态调查、学生思想状况分析、特殊群体摸底掌握，分类指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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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具体措施有： 

1.数学和统计学硕士研究生党支部每周四集中例行学习，其余时间自

主学习，并不定期开展党日活动，切实增强学生党员的思想政治方向。支

部集中专题学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抓好民族团结之本，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支部意识形态

工作主体责任，抓好学习宣传教育，严格阵地管理，实行“一事一报”制

度，增强掌控能力。严格贯彻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常态化推进意识形态

工作巡察。立足专业特点，紧密结合学生思想特点，学位点开展学生思想

动态调查、学生思想状况分析、特殊群体摸底掌握，分类指导，有针对性

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2.学院建立科研主管、科研秘书、学位点负责人及专职辅导员的三级

管理体系，设置“接诉即办”专岗，专人负责解决研究生生活学习中遇到

的各类问题，以上诸多有效措施获得广大研究生一致认可，满意度调查较

高。 

3.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筑牢意识形态阵地，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学生意识形态管理工作机制。认真贯彻学

习习总书记关于民族问题的重要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

组织生活会、主题班会、课题组研讨会、专家讲课及“学习强国”APP 等，

全面提升学位点学生的四个自信。 

（二）研究生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1. 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目标，树立全员育人、全员思政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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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打造兼具学术素养与政治素养的思政队伍。将立德树人思想融入到教

师的教学全过程，将“三全育人”贯穿到各项工作和活动中切实构建“十

大”育人体系，并形成行之有效的机制。 

2.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有：学位公共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32学时；公共选修课《自然辩证法概论》及《马克思主

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各16学时。 

3.以科学兴趣驱动学习、重视对学生“双基”的教育，推进专业课程与

思政元素有机融合。通过开设《泛函分析》、《抽象代数》等基础课程，

结合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面向”，展现数学在国家重大需求中的关键作用，

激发学生的使命担当。同时，融合日常生活加深学生对数学原理广泛性、

趣味性的理解，驱动科学兴趣学习。开展数学课程的思政教学，引入华罗

庚、陈省身、吴文俊等科学家的励志人生，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提高学

生的科学素养。 

（三）研究生校园文化建设 

研究生校园文化建设是整个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如

今我院研究生校园文化的现状，应立足于研究生全面发展，提升研究生的

综合素质，全面推进研究生的校园文化建设，培养新时代综合人才。并从

以下三个方面做简要报告： 

1. 研究生学风制度举措 

学位点执行《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和导师学术行为规范实施办法》、

《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实施办法》、《内蒙古工业



 

- 18 - 

大学加强学位论文过程管理的指导意见》、《内蒙古工业大学预防与处理

学术不端行为实施细则》等文件，进一步明确和加强学术规范、学术道德

的内容与要求，健全培养体系，完善监督制度。 

本学位点充分发挥校园文化活动对德育工作的思想引领作用，加强指

导，通过学院研究生分会和研究生支部指导各类校园文化活动的展开，把

握活动的政治方向和教育主题，例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主题教

育活动。另外，学位点把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作为新生入学教育的内容进

行宣传；通过论文报告会、主题班会等定期开展研究生学术道德主题教育

活动。这些措施对抵制学术不端行为，净化学术氛围，促进学术诚信，倡

导科学精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年度本学位点导师和研究生无任何师

德师风及学术不端问题。开展的部分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见下表。 

序

号 
活动名称 

活动

形式 

开展时

间 

参加

人数 
教育内容 

1 
师德师风警示

教育大会 
报告会 2023-04 27  

强调要严格落实师德师风违规

“零容忍”，充分发挥反面案例

的警示教育和震慑作用，坚持以

案示警、以案促改，确保全院教

师严格遵守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

行为十项准则，坚守底线、不越

红线。 

2 

树立学术规范

理念，促进科

研知识创新 

报告会 2023-10 66  
辅助树立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理

念 

3 

科学道德和学

术规范教育-

案例分析 

报告会 2023-11 65 

组织学术道德案例讨论，通过分

析真实或虚构的学术不端案例，

让学生了解不端行为对个人、团

队和学术界的危害，引导他们树

立正确的科研价值观和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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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4 

科技成果转化

制度、政策与

问题分析 

报告会 2023-12 56  
科技成果转化制度、政策与问题

分析及学术规范 

2. 研究生社会服务情况 

本学位点依托理学院自治区大学生创新实践科普示范基地，组织师生

志愿者团队，定期深入新城区青山小学、呼哈路小学、内蒙古科技馆等开

展科普宣传和教育帮扶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公众的科学素养，

也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 

3. 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情况 

按照《内蒙古工业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预警五级网络建设管理办法》

要求，我院心理辅导站站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副站长、辅导站成员和各

班班主任组成领导小组成员，再加上导师的积极参与，通力合作，完成学

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危机干预及心理信息动态化管理等系列工作。此

外，“新生心理健康普查工作”以及“3・25 心理健康宣传周活动”已成为学

校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常规性工作，较好地关注了研究生的心理健康

问题。另外，通过开展歌唱比赛、知识竞赛、趣味运动会、棋牌比赛等健

康向上、愉悦身心的活动，吸引大部分研究生参加，丰富研究生的课余文

化生活。活动应立足于研究生身心全面发展，提升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全

面推进研究生的校园文化建设，对研究生成长成才具有重要作用。 

（四）研究生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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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院的研究生规模较大，配有专职人员 2 名管理和服务研究生，建

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日常行为管理与培养管理的有效联动机制。使研

究生的教育、培养、管理在内容、形式和不同层面上立体覆盖。构建以学

生为本，将“教育、管理、服务、发展”融为一体的发展型工作模式，以保

证研究生管理工作做到科学、有序、高效。 

学位点根据实际情况遵循法制原则将权益保障制度精细化，进而得到

有效实施，完善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并使研究生的各项权益受到法律法

规的保护，也使得研究生的学习生涯能够更为顺利的进行。坚持民主性原

则，让研究生对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有一定的知情权、参与

权、监督权，充分调动研究生的主体能动性，并鼓励他们自愿参与到研究

生权益保障制度化建设中，进而保障他们自由全面的发展。加强研究生对

权益保障制度的监督，一旦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有助于制度的顺利实施。 

学习生活满意度是一种对生活学习的感受或态度，反应了学生在学期

间希望达到的满意程度。根据调查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总结：1. 大部

分学生对课程的安排满意并积极主动去学习，极个别学生对安排课程没有

兴趣而被动学习。2. 大部分学生对奖学金的评定上分不同等级是满意的。

3. 学生对导师的品行、科研能力以及导师的指导方式和态度绝大部分学生

的满意度较高。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一）课程建设与实施方面 

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制方面，具体有如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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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完善课程体系建设 

学位点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编写的“学术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试行）”，进一步完

善学位点主干方向的课程体系。赋予导师在研究生培养方案、培养过程设

计和毕业考核等方面一定的自主权，充分调动导师积极开设专业课程，增

加课程体系的多样性,丰富本学科研究生的学习维度。 

2. 大力推进课程教学改革 

本年度积极开展教改研究，学位点获批各级各类项目 3 项。 近几年

根据学生在本科期间的学习情况，结合本学位点培养质量要求，精心组织

专业基础课教学，使学生尽快适应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特别是在《泛函分

析》、《抽象代数》等核心基础课教学中，下沉到数学分析，高等代数等

课程内容，弥补学生在本科学习中并没有掌握好的知识。根据课程性质大

力推进课程教学方式的改进，提高教学质量。为了培养研究生的科研思维

和创新意识，优化专业课教学内容，将相关科研课题前沿研究动态引入到

课堂教学中；为了培养学生探究式学习能力，采取讨论式、任务式、演示

式、案例式等多种教学方式，教学效果显著提高。 

（二）导师选拔培训与师德师风建设方面 

1.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 

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的建设，导师遴选工作

按照《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与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执行。

对符合招生条件的教师，尽快吸纳，而对不符合要求的导师，停止招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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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做到导师遴选中有进有退，有上有下。实施导师数量控制，不盲目

扩张导师队伍。明确导师第一责任人，力求将学术道德和思想道德贯穿整

个研究生教育过程，以身作则，抵制学术不端。在新修订的《数学硕士学

位授权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2021 版）》中，加强了研究生指导的过

程管理，要求导师定期通过开展研究小组会议了解学生学习及生活情况，

对学生的研究进度进行跟踪、指导，关心学生身心健康发展，配合就业指

导办公室，给予学生就业或进一步深造的指导。 

2. 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和执行情况 

根据《内蒙古工业大学全日制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文件要

求，研究生入学后，指导教师应按照学科培养方案的要求，根据因材施教

的原则，结合研究生本人的特点和课题研究计划，制定研究生个人培养计

划，经学院和研究生院审核批准后执行。个人课程计划批准后应严格执行，

如确需变动，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变动手续。导师应针对学生的专业背

景、兴趣爱好和特长制定研究内容，最好能结合导师自己的研究课题，指

导研究生在不晚于第四学期结束前进行开题。开题报告以研究生汇报，专

家提问的方式进行。研究生教学督导组专家将按一定比例抽查开题报告。

研究生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工作应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应具有创新性、

先进性和一定的工作量，要求在国际或国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学位论文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论文撰写必须符合学校所

要求的撰写规范。指导教师参与学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但应以激发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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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方面，贯彻落实《内蒙古工业大学关于建立健

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办法》，着力推动师德建设工作常态化、制度

化。 

(1) 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师德师风教育。学位点严格落实学院制定的

师德师风建设方案，组织开展“我是党员我带头”等师德师风主题教育活

动。通过党员带头“学、说、做、改”等活动形式，进一步加强教师职业

道德规范和学术道德规范教育。强化党建引领，全面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

素质。健全教师理论学习制度，开展系统化、常态化学习。 

(2) 持续做好日常宣传教育，坚持思想铸魂、价值导向和党建引领。

学位点对学习内容、形式、考核等做出明确要求；明确、细化师德修养和

教学纪律规范；通过组织新教师或新导师入职宣誓、专题报告、师德座谈

会等活动，加强教师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完善包括新导师岗前培训、辅导

员培训、各类专题培训等在内的师德教育培训体系，开设理想信念教育、

革命传统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专题课程。将

日常教育作为师德师风建设的重点，通过课堂育德、典型树德、规则立德，

将教师的师德涵养与教育教学工作、立德树人实践结合，在育人实践中锤

炼高尚道德情操。 

(3) 不断完善师德师风考核评价机制。把师德表现作为职称评审、岗位

聘任、评优奖励的首要要求，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严把教师聘用政

治关、道德关和业务关，将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作为首要考察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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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聘用的每一位导师政治合格、业务精良。将师德师风要求融入导师管

理各环节。将师德师风建设工作做在日常、严在日常，在导师的聘任、考

核评价、日常监督与违规惩处等方面，严格师德师风要求，突出师德师风

第一标准。 

（三）学术训练与学术交流方面 

为规范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管理，进一步调动研究生自觉参加学术活

动的积极性，追踪科学前沿，拓宽知识面，提高研究生的学术水平，展示

研究生的科研能力，促进学科的交叉与渗透，活跃学术气氛，学位点严格

执行学校出台的《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基本要求》，将研

究生参加学术活动列入了研究生培养的必修环节。 

学位点采取的具体措施： 

1.在新修订的《内蒙古工业大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方

案-数学（2021 版）》和《内蒙古工业大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学位授

予标准-数学（2021 版）》中，明确了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的“质”和“量”。 

2.在各级奖助学金评定体系中明确规定了涉及加分内容，包括参加国

内外学术会议、所做的大会报告、参会论文等，以资鼓励研究生参加学术

交流。 

3.鼓励导师团队承办或协办国内外学术会议，学院和学位点为会议的

举办提供支持。 

4.定期邀请院士、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和外聘导师来校进行讲学、讲

座，以此来增加学位点与外校的科研交流与合作，开拓我校在读研究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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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视野。 

5.落实《内蒙古工业大学资助研究生参加高水平学术会议管理办法》

和《内蒙古工业大学理学院资助研究生参加高水平学术会议实施细则》，

为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提供资金资助。 

6.学位点在招生资格认定和考核时，要求每位导师在账经费不低于 5

万元；同时按照 1500/年/生的标准发放研究生业务费，以保障研究生开展

科研训练。 

本年度研究生参加学术交流如下表： 

序号 会议名称 参会学生 
参会形式主办单 

位 
会议时间 

1 

内蒙古数学学会学术年

会暨党建工作会议 

 

刘畅，饶秀省，邵

杭兵 

线下参会；内蒙古

自治区数学学会、

内蒙古大学数学科

学学院 

2023.03.17-03.20 

2 
第二届全国怪波理论与

应用学术会议 
邵杭兵，王文静 

线下参会；大连理

工大学 
2023.06.02-06.05 

3 

第十届“数学、计算机与

生命科学交叉研究”青

年学者论坛 

赵雅楠 
线下参加；中国科

学院 
2023.06.17-06.18 

4 
2023 数学物理方程与可

积系统研究 
吴雅兰 

线下参会；江苏大

学 
2023.06.30-07.03 

5 
2023 年谱理论与动力系

统研讨会 

张岚芳，李非凡，

赵慧，郜雪琦 

线下参会；曲阜师

范大学 
2023.07.08-07.09 

6 
内蒙古数学学会学术年

会暨党建工作会议 
刘楠，刘慧 

线下参会；内蒙古

自治区数学学会 
2023.07.27-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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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峰学院 

7 
第五届全国生物医学数

据挖掘与计算学术会议 
陈少华 

线下参会；华中科

技大学 
2023.11.17-11.20 

8 
2023 非牛顿流体力学研

讨会 
张莹，张越 

线下参会；中国力

学会流体力学专业

委员会多相流与非

牛顿流体力学专业

组 

2023.11.24-11.25 

 

（四）研究生奖助方面 

奖助

体系

构成 

设置目的 奖助标准 

覆盖

率

（%） 

国家

奖学

金 

发展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促

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提高

研究生培养质量。 

博士研究生标准为每生 3 万元；硕

士研究生奖励标准为每生 2 万元。 
3.7% 

自治

区奖
学金 

为完善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

提高研究生待遇水平。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为博士

研究生每生每年12000元，硕士研究
生每生每年8000元。 

3.7% 

国家

助学

金 

为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潜心

科研、勇于创新、积极进取，

在全面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制

度的情况下更好地支持研究生

顺利完成学业。 

博士研究生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1.2

万元；硕士研究生奖励标准为每生每

年 0.8 万元。 

100% 

学业

奖学

金 

发展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促

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提高

研究生培养质量，鼓励更多的

研究生在学业、科研、社会公

益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 

一等奖学金：奖励金额 10000 元/

生·年，奖励比例为参评人数的 20%；

二等奖学金：奖励金额 8000 元 /

生·年，奖励比例为参评人数的 30%；
三等奖学金：奖励金额 6000 元/生，

奖励比例为参评人数的 50%。 

100% 

研究

生专

项奖

学金 

旨在促进学校研究生教育事业

的发展，奖励品学兼优的在校

博士、硕士研究生。 

张晨鼎奖学金一等 2000，二等 1500。 择优 

助研 提高我校的研究生教育质量， 1.研究生助管岗位津贴由学校统一 择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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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学校《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内蒙

古工业大学研究生自治区奖学金评审办法》《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业

奖学金评审办法》《内蒙古工业大学张晨鼎教授奖励基金管理条例》《内

蒙古工业大学全日制研究生学业成绩考核指标体系》《内蒙古工业大学研

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等文件，学院和学位点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配套

办法并且定期修订《内蒙古工业大学理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办法》，突

出奖助金评审办法的导向作用。 

（五）质量保证方面 

学位点执行《内蒙古工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内蒙古工业大

学加强学位论文过程管理的指导意见》、《内蒙古工业大学全日制研究生

学位申请及授予基本要求》、《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

《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办法》和《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

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实施办法》等文件，对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和毕业评

定进行了严格的规范。 

岗位 进一步发挥研究生在教学、科
研、管理工作中的积极性，提

高研究生综合素质。 

发放，执行当年学校标准。2.研究生
助管岗位津贴每学期按 5 个月发放。

每月由研究生工作部将津贴报表送

达计财处，由计财处分发至受聘研究

生个人账户。 

助管

岗位 

提高我校的研究生教育质量，

进一步发挥研究生在教学、科

研、管理工作中的积极性，提

高研究生综合素质。 

助研岗位津贴的经费来源为导师或

课题组的科研经费；助研岗位津贴的

指导标准：博士研究生 300 元 /

月·生，硕士研究生不低于 100 元/

月·生；助研津贴可按月支付或按年

度支付给研究生。 

择优 

助教

岗位 

提高我校的研究生教育质量，
进一步发挥研究生在教学、科

研、管理工作中的积极性，提

高研究生综合素质。 

按学校当年制定的标准执行 择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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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制定了配套的实施细则，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 

1.通过扩大招生宣传提高第一志愿录取率，保障生源质量。 

2.通过规范研究生开题报告、中期检查及学位论文的写作格式标准；

通过修订《内蒙古工业大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数学

（2021 版）》和《内蒙古工业大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学位授予标准-

数学（2021 版）》，强化了培养全程监，建立了分流淘汰机制等措施。 

3.通过创新质量监控和督导机制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培养全过程

监控。线下常态化进行师生意见征求，线上定期开展满意度调查与学生网

上评教，形成网格化质量监控机制；开展常规与专项检查、线上与线下检

查、全面和个别抽查有机结合，建立定期听课巡视制度，形成全方位教育

教学督导机制。将监控督导信息快速准确地反馈到教师个人、学科、学院

或相关部门，明确整改期限，定期跟进复查。 

4.组织专家对拟申请答辩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预审，严把论文

质量关；实行硕士论文全盲审制度，保障学位论文质量。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及创新做法 

上一年度，研究生教育存在诸如培养模式较为单一、教学方法缺乏创

新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年度研究生教育进行了以下改革和创新： 

1.一贯式培养：实施“本硕贯通”一贯式的人才培养模式，让学生在

更长的周期内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鼓励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培养模式，

以满足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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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入创新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法、团队合作学习法、项目驱动学

习法等，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推广信息技术手段，丰富教学资

源和学习方式。 

3.推动产学研结合：积极探索高校与企业、科研机构的合作，推动产

学研结合，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综上所述，本年度研究生教育在培养模式、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改

革和创新，旨在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和水平，培养更多高素质、高层次的

人才。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对研究生教育各个环节进行监督和

评估，确保教育质量。 

五、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 缺少具有一定优势的科研团队，现有团队合作不足。 

2. 人才引进不足，紧缺本学科优秀人才，学位点大部分导师承担着全

校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博士生的数学基础课和数学专业课的教学任务，导

致导师们的教学工作量繁重。 

六、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 邀请高水平、高层次人才进行多方面交流和沟通，柔性引进优秀人

才；加强与内地高校的科研合作，联合开展项目研究和科研基地建设，并

通过派遣培训等形式提升教师的科研水平，组建和优化高水平科研团队。 

2. 加强宣传提高本学位点影响力，将继续积极联络、引进具有博士学

位人才，积极联系高等院校数学博士和本校硕士毕业后攻读博士学位的优

秀学生来我校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