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师范类）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理学

专业代码：０７０１０１

主干学科与相近专业：数学、教育学、心理学、教育技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一、专业简介

安徽省“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宿州学院“特色专业”。２００４年开始招生，２０１０年实行师范和非师范分

流培养。２０１２年开始师范方向单独招生。本专业贯彻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育教学理念，强化数学理论知

识的系统学习，注重教师教学基本技能训练。实行“３．２５＋０．７５”的人才培养模式。第五、六学期，每学期

安排 １周的中小学数学教学活动见习或课程实习，第七、第八学期安排 １８周的教育教学实习或“顶岗实

习”。毕业生按国家相关政策规定获取相应“教师任职资格证书”。

二、培养目标与服务面向

面向基础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为基础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培养数学师资和管理人员。培养掌握数

学学科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受到严格的数学思维训练，掌握计算机的基本知识和使用技术，并通过教育

理论课程学习、课堂教学基本技能训练以及教学实践环节，形成良好的教师素养，培养具有扎实的教学

技能和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能力，能胜任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等数学类和信息类课程教学的师资和教

育管理人员。

三、培养要求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１．初步掌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理

想信念，勤于学习、勇于创新；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

２．具有扎实的数学基础知识，初步掌握数学学科的基本思想方法，其中包括数学模型方法、数学计

算、利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

３．有良好的使用计算机的能力，能够进行简单的程序编写，掌握数学软件和计算机多媒体技术。

４．了解近代数学的发展概貌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了解数学教学领域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和

教学方法，了解相近专业的一般原理和知识；学习文理渗透的课程，获得广泛的人文和科学修养。

５．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班级管理能力。

６．掌握资料查询、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得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并有一定的教学研究

能力。

７．具备良好的教师职业素养和从事数学教学的基本能力。熟悉教育法规，掌握教育学、心理学以及

数学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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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识、能力和素质分析表（表一）

综合能力 专项能力 对应课程与实践

１．基础素质

与能力

１．１政治素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等

１．２人文素质
大学语文、中外数学教育简史与数学文化及

通识教育选修课

１．３分析运算能力
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常微分方程、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数值分析与实验

１．４英语应用能力 大学英语、专业英语等

１．５计算机应用能力
计算机应用技术、Ｃ语言程序设计、Ｊａｖａ程序

设计

１．６利用现代化手段获取信息能力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科学文献检索与论文写

作、计算机文化基础、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等

１．７组织管理、语言表达、人际交往

以及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能力

普通话、教师语言、班级活动组织与管理、创

新创业实践活动、跨学科工程选修课等

１．８身心素质
大学体育、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安全教育、运动

会、心理辅导

２．专业基础

理论及应用

能力

２．１具有扎实的数学基础理论和知识 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方向课

２．２严谨的数学思维训练 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方向课程

２．３掌握数学的思想方法 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方向课程

２．４数学建模能力
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数学建模与数

学实验

３．专业知识

与应用能力

３．１较高的数学素养 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方向课程

３．２利用数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

数学专业课程、普通物理、数学建模与数学实

验等

３．３掌握数学课堂教学的基本方法

和基本技能
数学教育类课程、教育实习、基本技能训练等

３．４从事初等数学研究及中学数学

教学研究的能力

教育教学理论课程、数学教学论、初等数学研

究等

五、学制及学位

１．学制：标准学制为 ４年，修业年限为 ４－６年。

２．学位：理学学士学位。

六、毕业要求

１．具有良好的思想和身体素质，符合学校规定的德育和体育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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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完成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教学环节，修满 １８４．５学分，成绩合格。

七、课程设置及学分、课时分配一览表（表二）

课程类型

学分燉课时

理论教学
实验教学

课内 单设
实践 小计

占总学

分比例

必

修

课

通识教育必修课 ４１燉５５８ ２燉５２ 燉 ６燉１８９ ４９燉７９９ ２６．５６％

学科专业基础课 ４２燉７２０ ２燉４８ 燉 燉 ４４燉７６８ ２３．８５％

专业核心课 ２０燉３５４ ２燉５４ 燉 燉 ２２燉４０８ １１．９２％

教师教育课 １０燉１７６ 燉 燉 ４．５燉１２８ １４．５燉３０４ ７．８６％

集中实践教学 － － － ３４燉 ３４燉 １８．４３％

小计

学分燉课时 １１３燉１８０８ ６燉１５４ 燉 ４４．５燉３１７１６３．５燉２２７９

占总学分比例 ６１．２％ ３．３％ ２４％

８８．６２％

选

修

课

通识教育选修课 ６燉９６ － １燉１６ ７燉１１２ ３．７９％

专业任选课

（至少 ８学分）
８燉１２８ － － － ８燉１２８ ４．３４％

创新创业实践活动 － － ６燉－ ６燉－ ３．２５％

小计

学分燉课时 １４燉２２４ １燉１６ ６燉－ ２１燉２４０

占总学分比例 ７．６５％ ０．５５％ ３．３％

１１．５７％

合计（其中实践总学分） １８４．５（５７．５）燉２５１９
１００％

（３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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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全学程教学运行周数安排总表（表三）

项 目
学 期

学年 一 二 三 四

１ ２ 短 １ ３ ４ 短 ２ ５ ６ 短 ３ ７ ８

合计

课堂教学 １５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７ １７ ７ １１０

入学教育及专业导论 １ １

国防教育与军事训练 ２ ２

社会实践 （２） （２） （４）

专业见（实）习 ０．５０．５ １

课程实习 ０．５０．５ １

教育实习 １８ １８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２（答辩 ２周） １２

毕业教育 １ １

复习考试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 １３

机 动 １ １

总周数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４０ １６０

说明：①“（ ）”代表在课外分散进行，不计算在教学周内。

②短 １，短 ２，短 ３为该学年暑假小学期。

九、专业主干课程简介

主干课程有：心理学、教育学、现代教育技术应用、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常微分方程、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数值分析与实验、数学模型方法与实验、中小学生心理辅导、数学课程教学设计等。

１．心理学（１３ＸＪ０００４１２）

授课总课时：４８；学分：３；开课学期：第 ３学期；课程类型：学科基础课程。

课程主要内容：

（１）基础心理学知识：主要介绍一般正常人的基本心理现象的构成及各种心理现象产生发展和变化

的规律，为正确理解现实社会中人的心理现象奠定一定的知识基础。

（２）教育心理学知识：主要介绍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心理现象产生和发展变化规律，为有针对性地对

青少年进行有效的教育，促进其全面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３）学校社会心理学知识：主要介绍学校或班集体环境内人的心理现象形成和发展变化规律，为正

确理解和认识学校这个特殊的教育环境条件下人的心理现象，进行有效的心理引导提供一定的理论

基础。

（４）心理健康教育与辅导知识：主要介绍影响人的心理健康发展的客观条件，为人们积极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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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成长性教育，有效避免心理问题及心理障碍的产生，促进青少年学生心理素质的全面提升提供一定

的科学指导。

２．教育学（１３ＸＪ０００４１３）

授课总课时：４８；学分：３；开课学期：第 ４学期；课程类型：学科基础课程。

课程主要内容：学校教育体系、教育与社会、教育与人的发展、教育目的、教师与学生、课程、教学过

程与原则、教学设计与实施、学校德育、班主任与班级管理、教育评价、教育政策法规、教育研究等。

３．现代教育技术应用（１３ＸＪ０００４１５）

授课总课时：４８；学分：２；开课学期：第 ４学期；课程类型：学科基础课程。

课程主要内容：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教育技术学的学科特点和理论体系、教学设计与计算机辅助

教学的理论与方法，多媒体教学应用及风格技术和远程教育。探索信息技术和课程教学整合，网络资源

建设管理与远程教学策略等前沿理论与实践。通过实践，熟悉和掌握日渐丰富的新媒体、新技术，适应信

息时代多媒体、网络化的工作环境和学习环境；提高应用信息的基本素质和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利用信

息能力。

４．数学分析（一）、（二）、（三）（１３ＸＪ０７０４２１、１３ＸＪ０７０４２２、１３ＸＪ０７０４２３）

授课总课时：２７０（９０、１０８、７２）；学分：１５（５、６、４）；开课学期：第 １、２、３学期；课程类型：学科基础课

程。

课程主要内容：

（１）数列极限、函数极限、函数连续性、导数、可微等基本概念；主要讨论极限的性质及其计算方法、

闭区间连续函数的性质；函数导数的求法及应用、微分的计算及应用、微分中值定理及其应用。

（２）实数完备性、不定积分、定积分、反常积分、数项级数、函数项级数。主要讨论实数完备性的基本

定理及其等价性，求不定积分的基本方法，定积分的求法及应用、可积条件，数项级数的收敛性判别法，

函数项级数的一致收敛性判别法、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及傅里叶展开。

（３）多元函数微分学：偏导数、多元函数微分；多元函数积分学（含参变量积分、曲线积分、曲面积分、

二重积分、三重积分）主要讨论偏导数的概念及应用，微分的概念及应用，曲线积分的背景及计算方法，

曲面积分的背景及计算方法，二重积分的概念、计算方法及应用，三重积分的概念、计算方法及应用。

５．高等代数（一）、（二）（１３ＸＪ０７０４２４、１３ＸＪ０７０４２５）

授课总课时：１９８（９０、１０８）；学分：１１（５、６）；开课学期：第 １、２学期；课程类型：学科基础课程。

课程主要内容：

（１）线性方程组的高斯消元、数域的概念、行列式的定义与性质、行列式的计算、向量组的线性相关

与线性无关的概念及其判定、向量组的秩、线性方程组有解判定定理以及解的结构定理、矩阵的概念及

其运算、可逆矩阵、矩阵的相抵与相似等。

（２）二次型、多项式的整除、不可约多项式、多项式的因式分解定理、线性空间的运算、线性空间的同

构、线性映射的运算及其表示、特征值与特征向量、不变子空间、零化多项式、线性变换的 Ｊｏｒｄａｎ标准

形、双线性函数等。

６．常微分方程（１３ＺＨ０７１４０１）

授课总课时：７２；学分：４；开课学期：第 ３学期；课程类型：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主要内容：常微分方程的一些基本概念、一阶方程和某些特殊类型高阶方程的初等解法、解的

存在性与惟一性理论、高阶微分方程的解理论与解法、高阶线性方程组的理论与解理论以及解法等；非

线性微分方程定性方法的入门知识。

７．概率论与数理统计（１３ＺＨ０７１４０２）

授课总课时：７２；学分：４；开课学期：第 ４学期；课程类型：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主要内容：概率空间、随机事件的概念及运算、概率的定义与性质、随机变量及其分布、数字特

征、特征函数、各种收敛定义及其相互关系、大数定理和中心极限定理及其应用。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师范类）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参数的点估计和区间估计、假设检验、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

８．数值分析与实验（１３ＺＨ０７１４０３）

授课总课时：５４；学分：３；开课学期：第 ４学期；课程类型：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主要内容：研究利用计算机求解各种数学问题的数值计算方法，以及相应的理论分析与软件实

现。包括误差分析、插值法、函数逼近、数值积分与微分、解线性方程组的直接法、解线性方程组的迭代

法、非线性方程求根等。数值实验作为数值分析的实践环节，通过上机实习熟悉数值方法与一些数学软

件的结合运用，掌握主要算法的程序设计及软件实现，为解决科学与工程中的实际问题打好基础，同时

为后继课程的学习提供必要的知识。

９．数学模型方法与实验（１３ＺＨ０７１４０４）

授课总课时：７２；学分：３；开课学期：第 ４学期；课程类型：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主要内容：数学基础导引，线性规划模型，整数规划与动态规划模型，基于图论的模型，计算机

层析成像原理，密码学初步，排队论模型，生态学中的微分与差分方程模型。通过教学，要求学生了解数

学建模中一些常用的数学方法并能借助于计算机加以实现，尝试通过数学模型解决一些有实际背景的

问题。

十、主要实践教学环节简介

１．教育实习，共 １８周，１４学分，在第七、八两个学期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在实习基地学校集中实习，安排在第七学期，１２周。期间每位实习学生至少观摩听课 ６～

８课时，并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进行课后的评讲工作；每位实习学生至少完成 ６～８课时的新课授课任务，

并协助实习基地学校的指导教师做好相应课程的教学辅导工作；每位实习学生还要积极参与实习班级

的学生管理工作，协助原班主任组织 ２次班集体教育活动；第二阶段安排在第八学期，６周，与学生就业

意向相结合，以顶岗实习为主，重点是教育教学管理的各个环节进行实习。

２．专业见（实）习，共 １周时间，安排在第五、六两个学期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五学期主要是认知见习，了解教育教学的基本情况；第六学期主要是专业见习，了解数学教学的

基本要求，现代教育对教师专业成长的基本要求等。见习主要安排在基地学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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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教学计划表（表四）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分

总学时数（分学期）
学时类

型分配

考核

类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１３ＴＳ０００４０１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３ ４５ ３０
１５＋

（３）
√

１３ＴＳ０００４０２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２ ３２ ３２ √

１３ＴＳ０００４０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３ ４８ ３２ １６ √

１３ＴＳ０００４０４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一）
３ ４８ ３２ １６ √

１３ＴＳ０００４０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二）
３ ４８ ３２ １６ √

１３ＴＳ０００４０６ 大学体育（一） １ ３０ ３０ √

１３ＴＳ０００４０７ 大学体育（二） １ ３２ ３２ √

１３ＴＳ０００４０８ 大学体育（三） １ ３２ ３２ √

１３ＴＳ０００４０９ 大学体育（四） １ ３２ ３２ √

１３ＴＳ０００４１０ 大学英语（一） ３．５６０ ６０ （１５） √

１３ＴＳ０００４１１ 大学英语（二） ４．５ ６４ ６４ （１６）√

１３ＴＳ０００４１２ 大学英语（三） ４ ６４ ６４ √

１３ＴＳ０００４１３ 大学英语（四） ４ ６４ ６４ √

１３ＴＳ０００４１４ 计算机应用技术 ２ ３２ １６ １６ √

１３ＴＳ０００４１７ Ｃ语言程序设计 ４ ７２ ３６ ３６ √

１３ＴＳ０００４２０ 应用文写作 ２ ３２ ３２ √

１３ＴＳ０００４２１
大学生就业指导与创

业教育 ２ ２０ ２０ （１２） √

１３ＴＳ０００４２２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１ １６ １６ √

１３ＴＳ０００４２３
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安

全教育 ２ ２８ ２８ （４） √

１３ＴＳ０００４２４ 形势与政策 ２ １－６学期，每学期 ６个专题讲座 （９５） √

小 计 ４９１７９１６０２１６１４４８０２０ ５５８ ５２ １８９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师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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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分

总学时数（分学期）
学时类

型分配

考核

类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公选课 Ｂ

公选课 Ｃ

６

跨学科工程教育选修课 １

在第五、六学期，至少选 １个学分的跨专业工程教

育类课程，同时必须在 Ｂ、Ｃ模块修满 ６学分（且

每个模块不得低于 ２学分）

小 计 ７

学

科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学

科

基

础

课

１３ＸＪ０００４０９ 大学物理 Ａ（一） ３ ４８ ３２ １６ √

１３ＸＪ０００４１０ 大学物理 Ａ（二） ３ ４８ ３２ １６ √

１３ＸＪ０００４１２ 心理学★ ３ ４８ ４８ √

１３ＸＪ０００４１３ 教育学★ ３ ４８ ４８ √

１３ＸＪ０００４１４ 教师专业发展 １ １５ １５ √

１３ＸＪ０００４１５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２ ４８ ３２ １６ √

１３ＸＪ０７０４２１ 数学分析（一）★ ５ ９０ ９０ √

１３ＸＪ０７０４２２ 数学分析（二）★ ６ １０８ １０８ √

１３ＸＪ０７０４２３ 数学分析（三）★ ４ ７２ ７２ √

１３ＸＪ０７０４２４ 高等代数（一）★ ５ ９０ ９０ √

１３ＸＪ０７０４２５ 高等代数（二）★ ６ １０８ １０８ √

１３ＸＪ０７０４２６ 解析几何 ３ ４５ ４５ √

小 计 ４４２４０２１６１６８１４４ ７２０ ４８

专

业

课

专

业

核

心

课

１３ＺＨ０７１４０１ 常微分方程★ ４ ７２ ７２ √

１３ＺＨ０７１４０２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４ ７２ ７２ √

１３ＺＨ０７１４０３ 数值分析与实验★ ３ ５４ ３６ １８ √

１３ＺＨ０７１４０４数学模型方法与实验★ ３ ７２ ３６ ３６ √

１３ＺＨ０７１４０５ 离散数学★ ２ ３４ ３４ √

１３ＺＨ０７１４０６ 近世代数★ ２ ３４ ３４ √

１３ＺＨ０７１４０７ 复变函数★ ２ ３４ ３４ √

１３ＺＨ０７１４０８ 实变函数★ ２ ３６ ３６ √

小 计 ２２ ７２１９８６８３４３６ ３５４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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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分

总学时数（分学期）
学时类

型分配

考核

类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考

试

考

查

专

业

课

教

师

教

育

课

１３ＺＦ０００４０１ 普通话 １ １６ １６ （１６） √

１３ＺＦ０００４０２ 书 法 １ ３２ ３２ √

１３ＺＦ０００４０３ 教育研究方法 １．５ ３２ １６ １６ √

１３ＺＦ０００４０４ 中小学生心理辅导★ １．５ ３２ １６ １６ √

１３ＺＦ０００４０５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

规范与教育法规 １ ３２ １６ １６ √

１３ＺＦ０００４０６ 中学生品德发展与道德教育 １ １６ １６ √

１３ＺＦ０００４０７ 班级活动组织与管理 １ １６ １６ √

１３ＺＦ０００４０８ 教师语言 １ １６ １６ √

１３ＺＦ０７１４０１ 数学课程教学设计★ ２．５ ４８ ３２ １６ √

１３ＺＦ０７１４０２
中小学数学课程标准

与教材研究 １ １６ １６ √

３ＺＦ０７１４０３ 微格教学与无生授课 １ ３２ ３２ √

１３ＺＦ０７１４０４
中外数学教育简史与

数学文化 １ １６ １６ √

小 计 １４．５ ６４ １４４８０１６ １７６ １２８

专

业

任

选

课

程

１３ＺＲ０７１４０１ 数学分析选讲 ２ ５１ １７ ３４ √

１３ＺＲ０７１４０２ 高等代数选讲 ２ ５１ １７ ３４ √

１３ＺＲ０７１４０３ ＪａＶａ程序设计 １．５ ３４ １７ １７ √

１３ＺＲ０７１４０４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１．５ ３４ １７ １７ √

１３ＺＲ０７１４０５ 运筹学 ２ ３４ ３４ √

１３ＺＲ０７１４０６ 初等数论 ２ ３４ ３４ √

１３ＺＲ０７１４０７ 教育测量与评价 １．５ ３４ １７ １７ √

１３ＺＲ０７１４０８数学学科教学实验研究 １．５ ３４ １７ １７ √

１３ＺＲ０７１４０９ 教育伦理学 １ １７ √

１３ＺＲ０７１４１０班主任与家庭教育指导 １ １７ √

１３ＺＲ０７１４１１ 中外教育家思想研究 １ １７ √

１３ＺＲ０７１４１２ 学校管理学导论 １ １７ √

１３ＺＲ０７０００１科学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１ １７ １７ √

小 计（至少选修 ８学分） ８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师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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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分

总学时数（分学期）
学时类

型分配

考核

类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考

试

考

查

课内教学

合计

总学分燉学时
１４４燉

２５１９
４１９４４０４５６４８６２９２１３４５２

各学期课堂教学周数 １５１８１８１８１７１７ ７

平均周学时数 ２８２４２５２７１７ ８ ７

综

合

实

践

教

学

集中实

践教学
见表五 ３４

创新创业

实践活动
见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环节 ６

小 计 ４０

总学分合计 １８４．５

说明：①“（ ）”代表在课外进行，不计算在总课时内。

②大学英语实践课在自主学习中心学习，由外国语学院统一安排，同理论课一并计入课程成

绩，不计入总课时。

③形势与政策课 １－６学期每学期安排 １５－１６课时，通过专题讲座等形式，完成教学任务，不

计入总课时。成绩每学年考核一次，该课程总成绩为各学年考核平均成绩（计入学生成绩册）。

④计算机参加省二级考试。

⑤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于第 １学期前八周开设，每周 ２课时。大学生就业指导与创业教育第

６学期前十周开设，每周 ２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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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集中实践教学环节（表五）

课程编号 实践环节名称
学

分

课

时

实践总周数（分学期）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实践方式

１３ＳＪ０００４０１入学教育及专业导论 １
８＋

（８）
１

在学校指导下由数

统学院组织实施

１３ＳＪ０００４０２
国防教育与军事训练

（含军事理论）
２
１６＋

（１６）
２

由学校统一安排在

第一学期 ２周

１３ＳＪ０００４０３ 社会实践（观摩燉见习） ４ ２ ２
由学院和校团委利

用暑期安排

１３ＳＪ０７１４０４ 教师教育专业见习 １ ０．５０．５
第五、六学期安排在

实习基地各见习半周

１３ＳＪ０７１４０５
数学课程教学设计

课程实习 ０．５ ０．５

第五学期在实习基地

实习半周（与教育见

习合成 １周进行）

１３ＳＪ０７１４０６
中小学生心理辅导

课程实习 ０．５ ０．５

第六学期在实习基地

实习半周（与教育见

习合成 １周进行）

１３ＳＪ０７１４０７ 教育实习 １４ １８ 第七、八学期连续进行

１３ＳＪ０７１４０８ 毕业设计（论文） １０
１２（含答

辩 ２周）
第七、八学期连续进行

１３ＳＪ０７１４０９ 毕业教育 １ １ 在学校指导下实施

合 计 ３４

十三、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环节

根据《宿州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学分认定管理办法 》认定。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师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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