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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数学建模对于本科生素质培养的作用越来越大，相应的对于数学建模的课程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以广东海洋大学为例，面对诸多普遍或特殊存在的问题，探讨如何通过数学

建模教学，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素养，并具有一定的应用数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成为符合新时

代发展需要的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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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thematical mod-
eling plays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the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s. Taking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of active learning and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through mathematical modeling, training stu-
dents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new era of innovative talent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0.105138
https://doi.org/10.12677/ae.2020.105138
http://www.hanspub.org


谢瓯 
 

 

DOI: 10.12677/ae.2020.105138 849 教育进展 
 

Keywords 
Mathematical Modeling, Mathematical Modeling Teaching, Active Learning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数学建模是通过数学的方法和工具，对现实世界的一个特定对象，依据其内在规律，做出一些必要

的简化假设，从而建立一个数学结构的过程[1]。数学建模竞赛是用数学方法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全过程

的竞赛，具体可分为：实际问题，数学模型，模型求解，结果检验，原问题解，论文撰写；数学建模竞

赛活动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数学建模课程的建设和数学教育改革，对于在各专业领域大学生中推广数

学建模和提高学生的数学素质起到了显著的成效[2]。随着科技的进步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及网络的

普及，数学建模对本科生素质培养的作用越来越大，相应的对数学建模课程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数学

建模课程具有应用性广、知识技能强等特点，一方面数学建模课程逐渐的被重视起来，另一方面由于数

学建模课程涉及的知识面广，教学困难，教学效果难以令人满意。国外有许多学者对提高数学建模教学

质量进行长期的研究，特别是 Blum 等[3]、Damlmian 等[4]的两本著作，有着许多重要观点。这些观点在

具体实施中还需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及客观条件有所取舍，目前多数学校都是模型精选、案例为主、

论文考核的教学模式，但效果各异，许多细节上存在着巨大的改革空间。 
数学建模是一种行为，数学建模竞赛是一种形式，数学建模课程教学的目的，是帮助学生提高数学

建模的能力，而不是只为获得竞赛成绩。在实践与探索的过程中，我校以模型精选、案例为主、论文考

核为基本教学模式结合自身实际，以培养学生“主动学习”为目标，以模块教学为基础，竞赛成绩为考

量这一整体思路，受到学生的欢迎。但是，如何借助数学建模课堂教学，提高数学建模活动的质量，从

而提高学生整体素质，培养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创新型人才，而不是只看竞赛成绩，是值得进一步研究

的课题。 

2. 广东海洋大学数学建模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广东海洋大学(本文简称“我校”) 2005 年开始用业余时间组织数学专业学生短期培训并参加全国大

学生数学建模竞赛，2012 年在信息与计算科学系开设数学建模课程，2017 年在全校开设数学建模公选课。

为了更好地普及及提高，我校与 2013 年组建数学建模指导教师团队，指导学生成立数学建模协会，以此

为基础，学校每年 9 月开始吸纳新生加入数学建模协会，下半年组织一次数学基础知识竞赛，上半年组

织一次校内数学建模竞赛，选拔重组一定数量的队伍参加 9 月份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随着更多学

生的积极参与，2015 年开始参加亚太地区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及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2017 年开始

参加泰迪杯全国大学生数据挖掘挑战赛及更多的竞赛。 
数学建模进入我校时，多数师生开始并不了解数学建模，参与人数寥寥无几。随着时间的推移，虽

然越来越多的学生意识到数学建模对提升自身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更多的学生积极报名参加培训学习

并参加校内竞赛，但由于数学建模涉及的知识广、竞赛问题难以完成等问题，效果不尽人意，难以持续。

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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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校学生数学基础存在不小的差异。数学专业学生与其它专业学生、各学院学生数学基础也存在

较大差异，在案例分析时只能根据不同对象用不同的教学过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总是会出现没学过

的知识点。所以必须强调课外主动学习，即使教师也是如此。 
2. 由于学习方式的灵活性，难以用教材贯穿主线，对于学生课外学习情况、学习效果的了解是一道

难题。 
3. 数学建模涉及知识面广，仅数学知识就涉及到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图论、

计算方法、线性规划等，另外，常用软件 Matlab，Lingo，spss 也至为重要，实际问题涉及的专业领域更

多，课堂中无法模仿一些传统的教学模式。 
4. 缺乏论文写作基础，使得学生难以将成果有效呈现，直接影响了最终成绩，从而影响学生学习和

参与的积极性。 

3. 改革与实践 

针对存在的问题，我校成立了数学建模指导教师团队，通过充分讨论，我们并没有直接采取“头痛

医头”的方法，而是结合我校实际综合上述问题进行多方面有益的探索，明确了以培养学生“主动学习”

为目标，以模块教学为基础，竞赛成绩为考量这一整体思路；实施上，首先指导学生成立数学建模协会，

每年 9 月开始吸纳新生加入数学建模协会，下半年组织一次数学基础知识竞赛，上半年组织一次校内数

学建模竞赛，选拔重组一定数量的队伍参加 9 月份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培训课主要特点如下： 
1. 以培养学生“主动学习”意识为目标。数学建模教学通常以案例进行，一个案例多数会遇到数据

分析及处理，这需要借助相应的软件，但多数非数学专业的学生没有学习过相关软件；教师会告知同学

们，即使是数学专业的同学，在数学建模过程中也会遇到许多课堂上没学过的数学知识，在全国大学生

数学建模竞赛中取得好成绩的同学也有很多非数学专业的，鼓励大家利用业余时间主动学习。比如人口

模型中遇到时间序列，许多学生没学过 Matlab，教师用少量时间介绍一点基础后借此向学生说明要用业

余时间学习，一开始部分喜欢电脑的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性高，他们通常遇到问题时会问老师或已经学过

的同学，而其他同学会愿意跟他们组队，同队学生往往相互影响形成良性循环。各案例中还会遇到更多

的未学过的数学知识，教师主要是引导和帮助学生主动学习，形成良性循环。同学也会在一个一个小小

的收获体验中，逐步形成“主动学习”的习惯。 
2. 由于数学建模涉及知识多，课堂上无法讲完这些数学知识再开始建模。我校根据实际将培训分基

础、软件、方程、优化、概率统计、时间序列、论文写作 7 个模块进行，每个模块由一位教师负责完成，

每位教师在培训时都有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的任务。基础模块目标是使学生掌握数学建模基础知识，

了解数学建模全过程，及数学建模竞赛的基本情况；软件模块是结合案例引导学生学习常用软件；方程

模块目标是使学生掌握微分、差分方程模型；优化模块主要介绍常用的优化模型，通过案例强调机理分

析；概率统计模块侧重介绍统计方法及利用软件得到结果中的概率原理；时间序列模块介绍时间序列与

随机时间序列的应用，时间序列模型与微分方程、回归方程、灰色模型的交集；论文写作模块的目标是

使学生熟练掌握竞赛论文写作。 
3. 竞赛成绩考量。通过校内竞赛成绩，分析学生特点重新组队进行第二轮提高培训，目标是参加全

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这让学生感受到自身能力的提高，特别是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取得的

成绩能激励更多同学积极参与，实现积极参与、主动学习的良性循环。 

4. 改革成效 

我校数学建模因形式稳定，每年都有一次数学基础竞赛，一次校内竞赛，一次全国赛，一次基础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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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一次提高培训，学生还可根据实际情况参加亚太地区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泰迪杯全国数据挖掘挑战赛等；培训课程的新颖性，模块化教学及开放的自主学习形式受到越来越

多同学的喜爱，能力的提升使同学有参加更多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的机会；竞赛成绩的取得也使同学们

“主动学习”成了习惯。2005 年全校组 10 支队伍都非常困难，现在每年都有 400 人报名参加学习培训，

惠及学校所有开设数学课的学院学生。 
1. 学校数学建模协会的成立，使各项活动正常开展。特别是每年的招新，使新同学不断加入到数学

建模中，参与积极性不断增强。 
2. 多年来，我校同学每年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泰迪杯全国数据挖掘挑战赛中获得国家级、

省级奖项，在亚太地区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获得多级奖项。这些数模爱好

者，在参与其它课外科技竞赛中也获得不错的成绩，在读研、就业等方面受益匪浅。 
3. 指导教师团队由开始 8 人扩大到现在的 12 人，初始 8 人中有 3 人晋升教授。队伍的成长也带动

了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原来的数学系现在分为数据科学系与信息与计算科学系，新增大数据专业，信

息与计算科学专业也升级校重点学科，新开 2 门课程，精品课一门。 

5. 结束语 

数学建模引入大学课堂是在先进教育改革理念指导下的全国性的教改实践探索，它适应了时代发展

的潮流和我国教育改革的需要，得到了迅速、健康的发展[5]。但数学建模课程改革之路依然深远漫长。

如何上好数学建模课，使学生提升数学建模的能力，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习惯，是素质教育的要求，也

是时代赋予我们数学建模工作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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