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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学这门学科是当今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人们在教育中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数学建模对素质教育的发展起到积
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总结了数学建模与素质教育之间具有的关系和作用等方面的结论，并研究了数学建模对于中小学和大学
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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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数学这门学科已经成为当今教育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同时由于研发高科技产品的本质属性就是一种数学技

术的体现，所以高新技术的突破往往都与数学的某些知识息息相关。

因此，一个良好的数学教学环境对于国内的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而我国当今的教育背景是要全面发展素质教育，那么数学建模

的教学方式和思维十分合适我国现如今的素质教育改革。因为如果

没有一个良好的数学建模环境就无法全面的培养高新技术人才，而

素质教育的本质就是要全面的发展全体学生，所以数学建模的教学

方式和思维在我国当今的素质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

数学建模思想在研究实际问题中，涉及的科学面十分广泛，并

且在实际问题中的研究对象也是十分充足。在数学建模的教学中更

可以使学习数学建模的人获得良好的数学意识，创新能力，协同能

力和实践能力。同时数学建模的比赛还可以开发参赛人员学习和接

受正在发展中的新概念、新思想和新方法。数学建模的比赛不仅能

激发参赛人员学习的欲望，还能让比赛中的人员自主探索问题，让

建模团队拥有不断拼搏的精神和团结协作的意识。数学建模是一个

能让人数学能力和实践能力结合上升最快最简洁的方式，是一种全

面的快速的培养具有数学意识、创新能力和协同能力高素质人才的

手段。

2. 数学建模思想对素质教育的作用
(1) 数学建模思想培养学生的数学意识。人类对于数学的意识

最早起源于是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中，将数学意识应用于实际问题中，

但只是观察和经验所得并没有综合结论和证明过程，再后亚里士多

德把数学定义为“数量科学”。可以看出人类从一出生就已经拥有

了数学意识，但不经过系统的培养很难将数学意识进行发展。而数

学意识培养的主要方法就是对已知的数学经验进行总结和证明。那

究竟哪一种方式在现如今的社会背景下能更好的对已知数学经验进

行总结和证明呢？

数学建模正好就是对各种数学实验进行总结和证明的过程，它

会将实际问题抽象成数学问题后，让学生不断的去总结和归纳，因

此在数学建模的过程中能够不断的去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数学意识。

同时培养学生的数学意识更能增强学生对数学的理解能力和提高学

生的数学解题的思维能力。如果使得数学思维的灵敏性，深刻性和

独特性产生提高，在将这些数学思维产生的优势在数学建模中能得

到更好地发展与锻炼，就能产生一种对数学意识有利的不断循环。

进而在数学建模中不断循环的去提升学生的数学意识。由此可见，

数学建模能够培养学生的数学意识。

(2) 数学建模思想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数学在实际的生产生

活中具有很高的位置，同时数学在教育中也是不可或缺的。由于数

学位置的逐步提升，数学学科的生命力就更加的旺盛。因此现如今

人类的每个领域都需要数学的参与。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将数学

应用于实际问题是人类生产的一个历史性变革，而数学建模就是将

数学应用于实际问题的最好展示，同时它也是近二十年数学应用于

实际问题最好最直观的体现。我们提到数学建模，必然就会想到实

际问题，说明数学建模是与实际问题息息相关的。而实际问题必然

与实践能力有着不可断开的联系，说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最好的

办法之一就是进行数学建模的教学和应用。下面我们就来谈谈如何

利用数学建模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在数学建模的教学中不但向学生阐述了从数学知识到数学结论

的证明过程，更让学生懂得了生活中存在各种各样的数学问题 . 这

就必然要求学生要在日常的生活中拥有细致的观察力和对解决问题

的实践能力，加上计算机等智能技术工具对学生的辅助，能够让学

生更简洁方便的解决数学建模的问题，让数学建模对于学生变得更

加立体而充满感情。一方面让学生懂得知识的可贵之处，更加深刻

的意识到数学能够应用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另一方面让学生

懂得数学建模并不难，可以自己动手解决数学建模中的问题 . 由此

可见，数学建模能够培养学生的协同能力。

(3) 数学建模思想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在现如今的数学教育

中，数学的学习内容十分的枯燥与抽象，同时还有沉重的考试压力，

这样就使得大多数学生对学习数学没有了兴趣甚至有可能会产生厌

恶的感觉，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数学学习，填鸭式教学都难以保证

学会，更不用说进一步的创新思维了。而数学建模却能将课堂上学

习的数学知识延伸到实际问题中去，给学生带来一个丰富多彩的数

学王国，通过数据衍生出一个生活数学模型能够让学生体验到数学

在人类日常的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所以在数学教学中引入数学

建模的模式一定可以是学生产生强烈的学习能动性，唤醒学生迫切

需要学习的积极感，从而就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哪些实际问题可以引入

数学建模中呢？

在现如今人类的生活中，住房贷款、汽车贷款、网购的分期付

款、医疗保障等问题，都是人们十分感兴趣的话题 . 而这些问题都

与数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就可以从这些热门话题中着手进

行。首先可以将这些问题进行一定的抽象处理，将它们变成数学模

型的数据，然后让学生通过数学模型的方式去分析其中具有什么样

的规律，思考这样的规律能否真的运用到实际的生产生活中去呢？

如果可以，那就证明学生的建模模型是符合标准的。这样不仅知道

了规律，同样还会让学生对数学产生极大的成就感。如果不可以，

那就说明建模模型需要进行改变，而改变的这一过程同样也体现了

创新能力的培养 .由此可见，数学建模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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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学建模思想培养学生的协同能力。在现如今的社会中，

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协同能力。为什么说协同能力是最重要的能

力之一呢？因为现如今的社会发展趋势是节奏快，任务重，涉及面

广泛。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完成一项大型的任务，所以必须要有人配

合才能完成，而配合显然就要提到协同能力。对于协同能力的培养

我认为数学建模可以很好的培养学生的协同能力。

所有人基本都进行过数学建模的实验，也都基本能了解有的简

单的容易发现规律的数学模型完全可以通过个人的能力来完成，但

这些简单的建模只是一些基础练习，根本不能称之为数学建模的主

流模型。所以提到主流模型，其必然是需要大量的数学模型和实验

数据的。这些大量的工作根本不能单靠个人的能力就能解决。首先

就是单人需要运算和处理数据的时间太过于漫长，不符合数学建模

快速找到规律快速解决问题的特点。其二就是有的模型需要其他学

科的专业知识，这就必然要学生们之间紧密的配合和集思广益。主

流的数学建模必须要摆脱独立完成作业的模式，它体现出了协同的

思想。要求学生在团结、小组工作的情况下找到新的规律和思路，

闪现希望的光芒，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有时候，有的问题自己可

能冥思苦想都不得其解决规律和方法，但有可能他人一句点拨，顿

时就可以恍然大悟，大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可见，这种相互交流与

协同的思想在数学建模中体现的淋漓尽致。由此可见，数学建模能

够培养学生的协同能力。

3. 数学建模思想在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在现如今的大学学习中，传统教学体制存在的诸多弊端制约了

大学数学的素质教育。比如：教师教学的方式越来越抽象、不易理

解。教师把自己对教材的分析，对教学任务的理解，通过“课堂”

这个载体交给学生。这对学生而言，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很少积

主动地参与学习过程，失去了教学主体的地位，学习的自主性和创

造性思维得不到充分的发挥。而数学建模恰巧可以迎合这种问题，

由于数学建模过程几乎模拟了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因而在数学建模

期间可以培养大学生的科研能力，创新意识和应用的数学能力。同

时建立数学建模可以使学生恢复他们的教学主体地位，因为在数学

建模中学生是问题的主要研究者，教师只能是起到辅助的作用，这

样可以让学生在数学建模的研究中就获得丰富的知识，更加容易明

白数学建模实际问题的基本原理和属性，充分体现了数学建模思想

在大学素质教育中的重要性。

下面可以通过分析一个实际的数学建模问题，来了解一下数

学建模思想在大学素质教育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在当今世界，控

制人口的增长和减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确定地球的资源是有限

的。在英国马尔克斯根据生物总数的增长定律给出了一种人口预

测模型：在人口自然增长过程中，人口总数 )(tN 的变化率与人

口总数成正比，设常数 r 为比例系数。推导并求解人口随时间变

化的数学模型。解设 t 时刻的人口为 )(tN ，将 )(tN 看作连续、

可微函数，据马尔萨斯的假设，在 时间段内，人口增

长量为 ，并设 0tt = 时刻的人口为 ，于是

。以上就是马尔萨斯人口方程，用分离变量法

求得其解为 ，此式表明人口随时间按指数方式增长。

根据检验，这个公式可以非常精准地反映了 1700-1961年间

世界人口总数。但是后来人们按此模型计算，到 2670年，地球上

将有 36000亿人口，这串数字过于荒谬。因此，这一模型应该修改。

下面就该问题，探讨一下数学建模思想在大学素质教育中的作

用：首先学生可以将学习繁杂的知识进行整理，不会导致各科之间

没有联系而学一学科忘记一学科的尴尬事情发生。其次可以是学生

的思维更加开放，培养大学生的科研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

协同能力。最终可以增长学生多方面的知识，使得在大学期间充分

吸收营养和见识，为进一步的求学找到新的方向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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