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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学建模教学可以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学习能力，是教师创新教学形式，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加强学风建设的有效
方法。本文围绕地方高校开展的数学模型课、数学建模竞赛分析数学建模教学的实践经验，为今后高校开展数学建模教学提供方法
指导，有助于各大高校培养应用型、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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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良好的数学建模教学模式有助于高校学生通过建模

学习到更多知识，提升其学习成绩。因此，正确的数学建模教
学形式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能力，为其今后问题自主分析
能力以及数学分析能力奠定基础，加强高校学生的数学建模的
实际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小组合作能力，促进大学数学教学
方法的创新。 

一、加强数学建模教学的规划性 
数学建模教学工作属于系统性工程，需要高校中的各部门

之间相互协调。例如，某地方高校建立了数学建模教学和竞赛
委员会，主要负责协调和管理本校数学建模教学或学习方面的
内容。负责每年数学建模竞赛的培训和参赛相关工作、全校数
学建模教学和学习的推广工作。同时也负责管理数学建模实验
室，成立数学建模专项资金。该院校在上年 10 月至本年 6 月进
行建模大赛的培训，同时通过设置公共选修课引导学生学习数
学建模课程。例如开设《数学建模》、《数学模型》等科目。该
校在假期强化阶段通过拓展数学建模研究方法，如图论、运筹
学、层次分析、模糊数学等科目，通过讲解计算机编程、国家
赛题分析、论文写作、Matlab 等数学软件使用等内容，加强学
生对数学建模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为之后的数学建模竞赛
做准备[1]。 

二、鼓励学生参加数学建模大赛 
某校为了推广数学建模活动，加强高校学风建设，提升学

生的创新能力和学习兴趣，通过举办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构
建具有本校特色的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人才培养模式。该校经由
任课教师的动员和推荐，鼓励全校不同专业的学生踊跃报名，
接着开展系列培训活动。一般培训活动在每年的 4 月到 6 月进
行，主要包含数学建模竞赛的初步培训、假期集训、赛前强化
等形式。这一环节的培训内容是通过相应的教师进行包干培训，
讲解各个模块数学知识。其中，数学知识的讲解模块主要分为
概率统计、运筹学、初等数学、方程模块等内容。最初的培养
阶段主要是围绕数学理论知识，针对各个专业的学生进行大学
数学理论知识的学习；暑期集训主要包含对不同模块的例题讲
解，加强理论知识的应用和理解。赛前强化内容主要通过教师
选择例题，引导学生自主进行实践练习，在比赛前开展仿真模
拟比赛。 

通过对参加过数学建模大赛的学生进行分析后发现：参加
过实践比赛或者竞赛培训后的学生，在进行专业学习时，对专
业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明显强于其他未参赛同学。同时在参加
完比赛之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另外，在数学建模
大赛中的各种实际生活和科研类问题也激发了学生的思维能力
和创新能力。由于大学生数学建模大学中的题目一般是科技和
生活中的热点话题，具有科技前瞻性，因此通过在竞赛中的磨
炼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力。 

三、创新数学建模教学方法 
传统数学建模教学侧重理论教学和逻辑推理能力的训练。

而数学模型课程和数学建模大赛可以与传统教学方法进行互
补，将学生由“学”数学转变为“用”数学。教师可以在讲解
《数学模型》时，通过引导学生上台演示讲解、课堂分组讨论

等模式加强学生对数学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数学建模教学可
以灵活的选择授课的知识，对于不同专业的学生在授课中均可
以加入数学建模方法和思想。比如，教师在讲解高等数学中定
积分的应用时，在引导学生利用微元法解决引力、做功、水压
力等问题时，对于工程类专业或者物理专业的学生通过讲解数
学建模方法和思想较为科学。如在讲解蓄水池抽水问题时，会
运用到定积分的知识，因此具备非常典型的数学建模方法思想，
原因如下:其一，其具有理工学科的专业特点，属于热能和做功
问题。其二，此类题目贴近实际生活，符合数学建模的特征。
其三，在数学解题过程中需要用到数学建模方法和思想，通过
建立数学模型、找寻解题方法，得出最终结果，再分析最终结
果。通过实际问题帮助学生了解数学建模的主要流程：准备模
型、假设模型、建立模型、求解模型、分析模型、检验模型、
应用模型[2]。因此，在高校建模教学中需要注意以下内容：在教
学中注意由浅入深、逐渐渗透；教师应紧密联系学生所学专业，
找寻趣味性强、易接受、实用性强的数学建模内容；教师在列
举数学建模案例时，应保证学生掌握足够的理论知识，最终实
现数学建模的应用；在数学建模教学中，教师需科学处理好理
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将两者有机结合。理论基础是实现灵活
应用的基石，具体的应用又可以为理论知识提供反馈。 

四、数学建模教学的分层化 
创新高校数学建模教学方法可以将教学分层作为突破口，

将学生对数学建模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和具体掌握能力作为依
据。教师可以围绕构建、转换、模仿的形式上实现数学建模的
教学分层。其一，构建模式是分层教学中的重要环节。教师需
要在具体教学中结合学生实际需求，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明确问
题中条件与关系，通过重组建立新式数学模型。其二，教学转
换是将具体的数学模型转变为抽象复合模型。教师可以分析数
学中的实际问题，实现多种数学问题的组合和转换，在教学转
换中可以很好的培养学生的模型转化能力，优化数学建模教学
方法。其三，教学模仿是指锻炼学生在学习数学建模中的模仿
能力。教师在开展模仿教学时，需要带领学生们研究构建思路
和实际的数学构建模型。在研究数学建模问题时，教师需要引
导学生加强对分析模型的引入和运用。 

结论：因此，数学建模教学模式的应用对高校培养应用型、
复合型人才至关重要。当前教师应创新数学建模教学方法，在
教学中把握数学建模的本质特点，通过科学选取数学建模教学
模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加强其对知识的理解力，促
进数学建模教学可以取得良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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