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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 the mathematical modeling has en-
tered the university classroom. How to arrange the teaching of the mathematics modeling course 
and cultivate the students’ ability of using the method of mathematics to solve the problem is a 
problem worth thinking. Some of th@e features and problems in the course of mathematical mod-
eling is explored in this paper, and conclude some teaching methods and method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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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适应我国教育改革的需要，数学建模进入了大学课堂。如何安排好数学建模课程教学，培养学生利

用数学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针对数学建模课程中的一些特点和

问题，探索出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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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从 20 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学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培养学生

应用数学的意识和能力已经成为数学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大学中就出现了非数学专业对数学的应用

要求日益增长和大学数学教学重理论轻应用之间的矛盾。数学建模的出现有效的解决这一矛盾。正如数

学家李大潜说：“数学建模是沟通现实世界和数学科学之间的桥梁，是数学走向应用的必经之路”[1]。
数学建模是最早是在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由一些西方国家大学引入大学教学的，80 年代初中国的几所

大学也将数学建模引入课堂。在 1985 年美国最早出现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1994 年起由教育部高教司

和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共同主办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为数学建模与课程的开设起到了重要的

推动作用。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全国大学都已普遍开设了各种形式的数学建模课程，为培养学生利用数

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开辟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本文针对数学建模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积极探索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教学方法和

手段，主要是希望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数学教师共同来探讨数学建模课程的教学，并希望能够把一些有

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用于其他数学课程的教学中。 

2. 数学建模课程特点 

2.1. 数学建模课程与其他数学课程的不同 

1) 数学建模课程涉及范围广。数学知识方面，学习数学建模课程一般需要先修一些基础数学课程，

如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图论、计算方法、计算数学等。其他专业知识方面，数学

建模课程会涉及实际问题，不仅包括工程技术、自然科学等领域，而会涉及经济、管理、金融、生物、

医学、环境、地质、人口、交通等新的领域。所以这要求教师掌握知识面广，上课过程中思维转换快，

课程讲授信息量大；同时也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数学基础。 
2) 数学软件的应用。数学建模课程需要利用计算机技术解决模型的计算、分析，这就要求教师掌握

Matlab，Lingo，spss 等数学软件。 
3) 教学形式和学习形式灵活。不同于经典数学课程，课程讲授内容和方式的主线不唯一，教师可以

根据学生现有的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选择章节内容。教学方法可以采用讲授法、讨论法、论文法、面向

问题法等。 
4) 课程考试和考核方式不同。由于数学建模面是解决实际问题，采用 2 个小时的考试难以反映学生

学习的效果，而采用论文形式，也会存在学生抄袭现象，如何有效考核值得研究。 

2.2. 不同专业及年级的数学建模课程特点 

笔者在几年的数学建模课程教学中，发现不同专业和年级的学生对数学建模要求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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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科信息计算等专业二年级，需要的先修数学基础课程已经修完，计算机编程能力也具有一些，

并且是二年级学生，更多学生对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更感兴趣，有参加比赛的欲望。 
2) 数学师范专业三年级学生的数学基础较好，但是计算机编程能力较弱，并且对于参加数学建模竞

赛兴趣不大，但是对中小学的教学比较感兴趣。 
3) 全校范围的公选课，学生大多是二三年级，但来自多个专业，数学基础参差不齐，但是大多是数

学建模感兴趣的学生。 
所以针对不同专业和不同年级的学生，数学建模课程就需要有不同教学安排，否则就会导致学生对

数学建模课程失去兴趣。 

3. 数学建模课程教学中的误区 

数学建模课程是普及性的，在教师人力、能力允许的条件下，开设的面越大越好。竞赛是在普及基

础上的提高，参与者应是既有兴趣又有时间、精力保证的，显然，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决不能相互

代替[2]。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有的高校开设数学建模课的目的是为了参加比赛。这种思想在学

生当中也很普遍，学生常常会问不参加建模竞赛，为什么还要学数学建模？最终导致数学建模课程又回

到了应试教育的老路。诚然，竞赛活动的参与是对课程学习最快速和有效的提升方式。参加一次竞赛对

学生建模能力的锻炼很大，学生对建模的体会相比上课会更加深刻。所以准确来说，竞赛是课程学习的

升华和补充，而不是课程学习的目的[3]。 

4. 数学建模课程教学中的几点思考 

鉴于数学建模课程中的问题和特点，我们对大学数学建模课程中的问题提出几点思考。 

4.1. 能力的培养——数学方法教学与案例教学结合 

传统的数学建模课程的教学内容大多是把相关的数学方法归纳总结为各章节，因为很多数学建模教

材是这么编写的，大致分为最优化，微分方程和差分方程，图与网络，插值与拟合，回归分析，概率统

计等章节，这种教学方法使知识体系比较清楚，学生易于接受，但是由于课时有限，教师讲授难于全面，

同时教授的内容大多是理论，相对比较枯燥，会导致学生对数学建模渐渐失去兴趣。所以在教学中笔者

采用一种开放式、互动式的新型教学方式——案例教学。 
在案例教学中，教师将数学方法的讲解放在案例中，这种教学方式的组织是面向问题的。教师首先

将问题给学生，比较详细地介绍问题与背景，接着留给学生一段准备时间，鼓励学生积极思索，初步形

成关于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方案。在学生已经有了初步的问题理解之后，教师会讲解问题建模的过程，让

学生体会问题如何一步一步解决。扩展和深化学生对问题的理解程度的。总之案例教学更注重的是学生

能力的培养，而前面的数学方法教学则侧重知识的教授，这两种教学方法在数学建模课程中是缺一不可

的。 

4.2. 专业培养——数学知识和专业知识结合 

由于数学建模是针对很多专业都开设的课程，每个专业对数学建模要求也不一样，所以教学方法和

内容也不相同。 
1) 工科信息计算等专业二年级，已经具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在教学中以案例教学

为主，数学知识讲授为辅，让学生在自学中掌握建模需要的数学方法，并且要发挥他们计算机能力这个

强项，尽量引导学生参加数学建模竞赛，在比赛中体会如何解决问题。 
2) 数学师范专业三年级学生的数学基础较好，教学内容适当向模型倾斜，强调数学建模的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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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模型的完整性，作为师范生，学生对中小学教学比较感兴趣，可以向学生介绍中小学数学建模，让

学生体会中学大学数学建模的不同。 
3) 面向全校学生范围的公选课，学生程度不同，在教学过程中，倾向于案例教学，强调课程思想性、

思维模式等内容，和案例的有趣性，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在建模中体会数学对他们本专业的作用。 

4.3. 综合培养——传统考核和新型考核结合 

传统的数学建模课程考核方式一般会以论文形式，可以考察学生综合运用数学知识的能力，但是容

易出现抄袭等现象。笔者多年的教学中，在考试中引入了答辩讨论的形式，学生对自己的论文进行讲解，

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反过来，学生对建模中的不懂的地方也可以在讨论中提出，由教师和其他同学回

答。教师主要依据学生答辩时分析问题和模型建立的情况给出成绩。这种考核方式虽然会增加教师和学

生的工作量，但是对于学生更深地体会建模的过程来说是有好处的。这种考核方式也是是案例教学的延

伸[4]。 

5.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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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好的向学生讲授数学建模，是一个

值得研究教研问题。本文总结了数学建模课程的一些特点和问题，并给出了一些自己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这些观点可能还不是很完善，还有一些问题还没阐述，如数学建模课程中的上机实验课该如何安排才能

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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