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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我校基于数学建模竞赛的应用数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及此模式取得的一些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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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三年，国务院、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等相继印发文件明确指出应用数学交叉研究的重要

性，以及培养应用数学拔尖创新人才的关键性。但《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指出，数学基础学科人才缺口很大，满足不了已进入高质量发展轨

道的我国对基础学科人才的需求。因此，加强数学学科的人才培养

尤其是应用数学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尤其重要。 

二、数学建模竞赛对应用数学拔尖创新人才能力的提升 

数学建模竞赛题目一般来源于工程技术和管理科学等方面经

过适当简化加工的实际问题，题目有较大的灵活性供参赛者发挥其

创造能力（见文献[1]）。参赛者应根据题目要求，完成一篇包括模

型的假设、建立和求解、计算方法的设计和计算机实现、结果的分

析和检验、模型的改进等方面的论文（见文献[1]）。 

积极开展数学建模相关课程的教学教研与培训，实时更新教学

内容，改革现有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积极组织学生

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以及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等活

动将极大地提高学生对于应用专业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浓厚

兴趣，激发学生的实践与创新热情。此外，鉴于数学理论高度抽象

性的特征，通过数学建模相关课程和与之相匹配的数学建模竞赛将

使学生更加全面深刻地了解到夯实数学及其相关学科的专业理论

基础的重要性，提高学生学习应用数学等专业知识与工具解决实际

问题的积极性与能力。 

三、我校数学建模竞赛人才培养模式  

我校历来重视数学建模竞赛，坚持以培养应用数学拔尖创新人

才为目标，以数学建模竞赛为载体，全方位训练学生的创新能力（见

文献[2]）。学校由研究生院、教务处牵头，调动学校相关职能部门

及各学院师资队伍，专设校级数学建模竞赛总教练，在校内整合各

学院各学科各专业力量，设置数学建模竞赛教练组，从以下四个环

节开展数学建模竞赛人才培养。  

（一）开展为期十天左右的集中培训 

利用暑假期间开展对常见的数学模型、数学算法与建模论文撰

写进行为期十天左右集中培训。 

（二）进行校内选拔赛  

集中培训后，对报名参赛学生进行为期三天的校内选拔，经过

选拔，一批优秀的拔尖创新团队将代表学校正式参赛。 

（三）组织四套专题训练  

组织一些经验丰富的教练，对一些常见的数学建模题型进行分

类总结，从而进行四套专题训练与讲解。 

（四）组织四套模拟训练  

 组织一些经验丰富的教练，对当年热门的急需解决的一些实

际问题进行归纳总结，从而进行四套模拟训练与讲解。 

四、我校数学建模竞赛人才培养成效  

我校自 2010 年开始探索数学建模竞赛人才培养模式，到现在

已形成一套成熟的培养模式。在近几年的实践和完善下，我校数学

建模竞赛取得了喜人的竞赛成绩，在强化应用数学创新实践能力的

同时，也稳步提升了应用数学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质量（见文献

[2]）。  

（一）参赛规模持续扩大 

今年报名参赛学生（本科和研究生）超过 1000 人，实现近三

年报名人数每年连续增长超过 200 人，学生参赛热情持续上涨；正

式参赛学生约 600 人，实现近三年正式参加人数每年连续增长超过

100 人。 

（二）参赛队伍获奖成绩进一步持续提升 

近三年我校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和中国研究生数学建

模竞赛中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实现近三年获奖数连续增长，获奖

质量不断提高。2018 年共获国家奖项 15 项，其中获全国二等奖 8

项、全国三等奖 7 项； 2019 年共获国家级奖项 17 项，其中获全国

一等奖 1 项、全国二等奖 9 项、全国三等奖 7 项；2020 年共获国家

级奖项 24 项，其中获全国一等奖 1 项、全国二等奖 13 项、全国三

等奖 10 项。 

（三）受益面进一步扩大 

多名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国际知名杂志发表数学建模类

论文，培养了一批具有数学建模科研潜力和科研兴趣的学生。2020

年 1 月以来，我校部分数学建模教练和部分优秀数学建模参赛学生

组建了疫情研判团队，通过查找相关参考资料、收集整理相关数据，

建立数学模型对疫情传播规律进行分析，为疫情防控的科学性和有

效性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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