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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融入数学建模课程与竞赛的路径研究 
张雁 

（西南交通大学数学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摘要：本文通过对课程思政融入数学建模选修课程与数学建模竞赛课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并提出了分模块
融合课程思政的合理化路径，以供高校从事数学课程思政建设的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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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12 月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革
中加强，立德树人是高校的中心工作，也是高校的立身之本【1】。为
响应习总书记的这一指示，继上海部分高校率先提出课程思政与其
他课程相融合的改革思路之后，国内其他高校很快掀起了课程思政
建设的高潮，有关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相融合的探讨与实践不断涌
现【2】。数学建模作为大学生的一门重要的课程与赛事，也涉及与课
程思政相融合的问题。有鉴于此，西南交通大学数学学院数学建模
团队认真思索在数学建模课程内融入思政元素的合理化路径，不断
创新教学改革，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的成果。 

一、课程思政融入数学建模课程与竞赛的必要性 
秉持“创新意识、 团队精神 、重在参与 、公平竞争”这一

宗旨的中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始创于 1992 年，每年一届，现已
成为全国高校规模最大的基础性学科赛事。为兑现“扩大受益面，
保证公平性，推动教学改革，提高竞赛质量，扩大国际交流，促进
科学研究”的竞赛指导原则，西南交通大学专门为学生开辟了数学
建模这一选修课程，并积极组织学生参与数学建模赛事，数学建模
课程与数学建模竞赛也相应成为我校大学生学习生活的一部分。正
因如此，在教授学生数学建模知识，培养学生参赛意识与技能的同
时，如何将“立德树人、培根铸魂；正本清源，守正创新”这些思
政内容融入其中，是数学建模教学团队一直致力研究的问题：参赛
团队要想取得在比赛中脱颖而出，固然需要团队成员更新思维，拓
展视野，但最关键的是要让学生们始终牢记自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接班人与未来的建设者，自身是否具备过硬本领关系着中华民
族的前途命运这一点，以浓厚的家国情怀投入到课程的学习之中；
也只有这样做，才能让团队成员有决心与勇气去克服竞赛中的困难
与挑战，并最终赢得比赛的胜利。 

二、课程思政融入数学建模课程与竞赛的可行性 
课程思政应该同数学建模课程和数学建模竞赛相融合，同时，

课程思政也是可以与数学建模课程和数学建模竞赛融合的。 
为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而开设的数学建模选修课程因其“应用

数学知识及计算机编程技术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的实际问题”这一
侧重点而不同于其他单纯讲解数学理论知识的公共数学课程，它具
有应用性强的特点，并强调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尽管数学建模竞赛
持续时间只有短短几天，但准备竞赛的过程却相对漫长，在这一准
备过程中，指导教师吃苦耐劳的精神，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都可
以以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向竞赛团队成员进行传递，
而参赛学生也可以在潜移默化中认识到自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接班人，自己的所学所思都应为人民服务，都应为报答祖国这一点，
而“团结友爱、相互协作、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些中华民族的优良
传统也在竞赛中得到发扬。具体而言，指导教师可以通过竞赛之前
的课程学习与培训，及时发现并制止学生中出现的厌学情绪与畏难
倾向，并对敷衍、马虎等不良习惯进行纠正与疏导，从而充分做到
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的高度统一【3】。 

三、课程思政与数学建模相融合路径研究 
3.1 课程思政在数学建模竞赛中的融合 
所谓课程思政，指的是高校的所有的课程必须服务于新时代下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格局；我们的高校必须明白为谁培养
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我们的任课教师应该守好课堂教学的主阵地，

耕耘好自己的一亩田。针对数学建模这一门基础性与专业性相融合
的课程，我们团队的指导教师们采取了如下措施来加强它与课程思
政的融合：首先，我们让学生仔细研读竞赛中的具体数学问题，力
求让他们自己挖掘出字面含义之外隐含的条件与求解要求，在体会
中华文字之美与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同时，激发出学生爱国、爱民
族的热情；其次，我们在利用数学理论知识建立相应的解题模型的
过程中，告诫学生要勤于思考，不怕困难，注意分工协作，重视逻
辑细节与程序编写的运作，让学生切实感受到文字与数学模型之间
的紧密联系；最后，我们在论文写作、提交与答辩环节中，提醒学
生仔细斟酌、反复修改，特别是设置模拟答辩现场，让参赛学生深
切体会到学习与胜利的不易，从而树立起珍爱学习机会、珍惜劳动
成果的正确风尚。在整个数学建模比赛的全过程中，学生亲眼目睹
了指导教师对学生无私的付出，这对于他们日后养成乐于奉献的优
良品格不无裨益。 

3.2 课程思政在数学建模课程与培训中的融合 
为了培养学生参与数学建模的兴趣，进而提高学生在数学建模

竞赛中的成绩，我们学校开设了数学建模选修课以及暑期的数学建
模竞赛培训班。选修数学建模课程的学生约 300 人，而即便是参加
建模竞赛培训班也多达 150 人，如何教好这么多的学生，如何培养
出优秀的拔尖人才，这对数学建模教师团队来说是一个极具挑战性
的任务。如前文所述，在这类课程和培训中有效融入思政建设元素
可以影响，甚至能够改变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与审美观：指导教
师在每年最热的时间里对学生进行赛前培训，给学生讲解诸如解决
热防护服设计的热传导方程、微分方程的灰色模型等常见数学模型
在内的问题这一行为本身就给学生传达出了不惧困苦、坚韧不拔的
品行；而在数学建模课程的具体讲授中，我们通过将数学模型与国
家政策的充分融合，启迪学生感受自己所建模型中的现实意义，进
而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审美观，总而言之，数
学建模课程让学生体会到了自身成长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具体作
用，进而真正肩负起自己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的责
任与使命。 

四、结语 
尽管数学建模只是高校的一门选修课程，尽管全国大学生数学

建模竞赛真正的比赛时间只有短短的几天，在思政元素不断融入高
校各类课程之中的大背景下，课程思政应该也必须融入到这样的课
程与竞赛之中。在培养学生利用数学理论知识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
能力的同时，我们应该按照习总书记的嘱托，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
利用数学建模课堂与竞赛这一平台，努力将学生们培养成为政治
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优秀人才，为建
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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