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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建模》是二十一世纪开设的面向数学等相关专业的一门新型课程。该课程以实际问题为出发点，

把数学知识、编程软件与实际应用相互结合，具有知识性、启发性、实践性以及实用性的特点。根据数

学建模课程特点，本文在“包饺子”案例的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知识、价值理

念以及精神追求等融入到数学建模的教学过程中，让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提升专业水平、思想品德、

人文素养以及政治素质等多个方面，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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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thematical Modeling” is a new-type course for mathematics and other related major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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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st century. The course takes practical problems as the starting point, combines mathematical 
knowledge, programming software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now-
ledge, inspiration, and practicalit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thematical modeling 
cours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teaching of “dumpling-making” 
cases.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value concepts and spiritual pursui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mathematical modeling so that students can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ism, ideology and morality, humanistic accomplishment and political 
quality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Moreover, the core values of Chinese socialism would be estab-
lished corr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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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为高校思政课程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会议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

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

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其余每门课各自守好一段

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进行，形成协同效应[1]。 
数学建模是数学应用的体现，数学为人们提供一种认识与探究现实世界的方式。用数学的眼光观察

世界，即数学抽象；用数学的思维思考世界，即逻辑推理；用数学的语言表达世界，即数学建模。通过

数学建模，构建数学与现实世界的桥梁，用数学的概念、方法和结论认识理解和表达现实世界。逐步养

成从数学角度观察现实世界的意识和习惯，发展好奇心、想象力和创新意识。该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

生掌握数学建模的基本思想和方法，通过亲自设计和动手体验解决问题的全过程，学习和发现数学中的

规律，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最终提高学生的数学素质和综合能力。数学建模所研究的数据可能来自任

何学科领域，抽象数据是符号化数学化的，但是数据背后的领域是广阔的，可能是经济问题，也可能是

社会、政治、文化、生态问题。因而数学建模作为将数学与多领域有效结合的一门学科，蕴含大量的思

政元素需要我们用心去挖掘。 
结合课程教学目标，制定明确的课程思政育人目标，充分发掘数学建模中的思政元素，把思政教育

融入到课程教学中，实现教书和育人的统一，为培养德才兼备、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格建设者

和接班人而努力。本文通过贴近学生生活的“包饺子”[2]一例进行将思政元素融入建模教学的尝试，期

望学生在数学建模的学习中能够接受到思政的教育，在感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激发他们对数学学

习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同时也使学生认识到数学的价值，发现数学之美，树立学好数学的信心。 

2. 教学设计 

本文选择生活中常见的“包饺子”一例，借助数学知识解决生活中问题，容易激起学生的好奇心与

求知欲。在教学设计中，按照建模的五个步骤，即问题分析、合理假设、模型建立、模型求解、模型检

验来进行授课，并且将思政元素合理、恰当的与知识点进行充分融合，在潜移默化之中，让学生接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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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教育。 

2.1. 思政目标的提出 

大学生思维开放且活跃，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结合学生以及本节课的特点，将本节课的思政

目标设置为：唤醒学生的节俭意识，养成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培养学生对数学的好奇心，增强学习数

学的兴趣；培养学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将理论应用于实际的能力；帮助学生养成细心观察，抓住

事物本质，通过化繁为简处理问题的好习惯；培养学生脚踏实地、认真做事、锲而不舍的研究态度；培

养学生的辩证思维。 

2.2. 思政元素与知识点融合思路 

本案例与思政元素的结合可以从建模过程的各个阶段进行。无论是问题提出，还是合理假设，以及

数学建模的各个阶段，我们都可以进行思政引入。具体来说： 
思政结合点 1：本节课要解决的问题是：已知用 1 千克的面和 1 千克的馅可以包 100 个饺子。若和

了 1 千克的面，但因经验不足饺子馅超过了 1 千克，应该包大一点还是小一点才能正好用完面和馅？通

过提出“怎样才能使饺子馅和皮正好用完”这一问题，引导学生感悟节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不浪费是我们倡导的重要发展理念，由此告诫学生“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要珍惜现在生活的来

之不易，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从而努力学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思政结合点 2：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一般将饺子包的大一点，可以包更多的陷，但这个生活经验是

否正确呢？要得到准确的结论，我们可以建立合适的数学模型，得到定量的结果。通过引导学生感受生

活经验是否正确这一问题激起学生的好奇心，帮助学生认识到学习数学知识并不是没有用的，从而增强

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思政结合点 3：在建模的第一阶段，我们需要明确问题，并将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授课时师

生一起分析该问题中涉及到的每一个量并要用符号表示，比如本问题中涉及到的数量关系有：饺子的个

数，饺子的大小以及每个饺子可包馅的多少，将这些数量关系用数学语言及符号可分别表示为(见表 1)。 
 

Table 1. Notations 
表 1. 符号说明 

 个数 大小 体积 

大饺子 n1 s1 v1 

小饺子 n2 s2 v2 
 

这个过程是需要首先找到实际问题中隐含的数学概念，从而用数学知识进行刻画。需要细心观察并

且灵活运用所学知识才能理清其中的关系。借此启发学生数学模型的建立需要我们对问题进行细微的观

察和分析，并巧妙的利用各种数学知识。无论在生活还是学习中都要多观察，从细微的事情中发掘数学

的道理，发现问题的存在。生活中，要做一个做人做事都严谨、细心的人；要爱学习、爱思考、具有严

谨的治学态度和锲而不舍地探索精神；同时解决问题时也要抓住事物的根本，不要仅仅浮于表面。 
思政结合点 4：将实际问题中涉及到的变量符号化以后，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求解的方向。

根据分析，我们需要比较 n1v1 与 n2v2 的大小关系，以此得到实际问题的解，具体来说： 
若 n1v1 = n2v2，则 n1 个大饺子的馅和 n2 个小饺子的一样多； 
若 n1v1 > n2v2，则 n1 个大饺子的馅比 n2 个小饺子的多； 
若 n1v1 < n2v2，则 n1 个大饺子的馅比 n2 个小饺子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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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要引导学生感悟“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一切的认识都要来

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更新，更要有将数学知识既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能力，启发学生作为青少

年要孜孜不倦，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中去，努力做到格物致知，知行合一。 
思政结合点 5：建模教学中关键一步是要让学生学会合理的假设来达到目的。实际问题比较复杂，

影响因素多，适当简化问题是必要的，也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在讲解饺子的体积以及数量如何计算

的时候，我们需要进行合理的假设来使问题得到简化。 
在本问题中，我们提出两个假设，假设饺子皮的厚度一样，所有饺子的形状一样，由此得到所有大

饺子总的表面积和小饺子的一样，即： 

1 1 2 2n s n s=                                        (1) 

虽然饺子形状不规则，但根据量纲关系，存在一个比例系数 𝑘𝑘 使得大饺子的表面积和体积满足 
3 2

1 1v ks=                                         (2) 

类似地，对于小饺子也有 
3 2

2 2v ks=                                         (3) 

授课时，由数学建模问题往往需要简化才可以进行求解引申到我们的生活中，由此告诫学生平时无论是

说话还是做事情都要讲究方式与方法，努力培养自己“化繁为简”的能力。在讲课时还可以引用以下例

子来进行说明：在与人交流的时候，我们要学会用简洁的语言表达复杂的事，从而可以很好的提高解决

问题的效率并且有效的避免误会。另外，学生会感受到建立数学模型的过程的困难，因此教师可以顺势

激励大家要学习数学家、科学家们身上那种孜孜不倦、勤奋探索的科研精神。珍惜求学的好时光，迎难

而上、学知识、长本领，将来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 
思政结合点 6：在建立模型的阶段，根据上面的(1)~(3)三个式子，可以将模型建立为： 

2 1/2
1 1 1 2 2 2 2 1 2 2

1n v n n n v n n n v−= = ⋅                              (4) 

在化简得到这个关系的过程中，学生可能会觉得有点复杂，找不到化简的头绪。教学中教师可以正好利

用这一点，顺势启发学生万丈高楼平地起，基础尤为重要。很多时候我们会侧重于追求创新，但创新不

是空中楼阁，有基础才有创新。不能好高骛远，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向前，这样才会一步步

使得问题简单明了迎刃而解。 
思政结合点 7：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最后，还要将计算结果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并检验问题求

解的结果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教师应该指出，对于饺子到底是该包大的还是包小的这个问题，通过建模

求解是可以给出科学的决策的，那么也可以说明我们生活中看待每个问题，就要保持有辩证思维。任何

事都要在掌握合理的论证依据时才能做出决断，启发学生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而不能仅仅通过直觉

进行判断。 
本节课学生将实际问题抽象成数学问题，再从建立数学模型到应用于生活，最终提升了生活幸福指

数。这体现了认识的辩证过程，同时也引领学生辩证得看待一切问题。另外，任何问题都是由浅入深的。

探索的过程中总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艰难与困苦，要有不畏惧困难的勇气和信心，有跳一跳就能看见更美

丽的天空的决心。 

2.3. 教学环节设计 

本节课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进行，首先充分挖掘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然后在上课过程中将思政元素

融入课程，最后归纳总结与反思。具体实施流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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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eaching 
图 1. 思政元素融入教学过程 

2.4. 归纳总结，思政育人 

数学思维在生活中有很大用处，但部分学生并没有理解数学的实际应用性。数学实用性意识的培养

应该从小渗透，数学建模就是一种有效途径。通过将生活中常见的案例引入课堂，引导学生将看似与数

学无关的问题一步步转化为数学问题，并用数学知识获取解决方案，使学生充分体会数学知识与生活的

联系。 
通过数学建模与生活相结合，激发同学们学习的动力。在授课过程中，将思政元素与知识的讲解，

模型的建立，模型的求解，模型的检验做到完美的融合，既使学生们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也学到做人的

道理，同时做到知识传授水到渠成、思政育人润物无声。具体来说： 
1) 首先是问题的背景，告诫我们要时刻牢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还要保持一颗好奇、求知的心。

有人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加重要”。这是有道理的，对任何事情都要保持好奇心，

因为只有好奇才会使人提出问题从而解决问题。如果缺少好奇心，你就会觉得一切的事物都是理所当然，

就不会进一步去探究，当然科学和社会也不会进步。但是，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加重要这一观念在中

国传统文化中是比较缺乏的，更多时候我们是有标准答案的。我们更多的是对于知识的接受而很少提出

独特的见解，数学建模没有标准答案的特性正好可以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 
2) 其次是通过建模的整个过程，启发我们要细心观察，发现本质。此外还要学会将问题化繁为简，

更要有脚踏实地的问题处理态度，一步一个脚印，不要好高骛远。 
3) 最后，我们要牢记寻求真理的同时也要时刻记得理论需要结合实际，将理论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

问题才是数学的真谛。另外，生活中诸多事情不能仅仅凭借感觉，要用唯物辩证的观点看待问题，用科

学严谨的方法解决问题。这些朴素的辩证思想可以用来指导学生辩证的去看待问题，学会用辩证的态度

去认识社会上不和谐的声音[3]。 

3. 结语 

本文通过具体的“包饺子中的数学”一例探讨了如何将思政元素融入到数学建模教学过程中，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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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思政元素，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也体会到数学建模中蕴含的人生哲理，从而达到春风化雨，润

物无声的效果[4]。整体来讲，将思政元素融入数学建模教学中，可以通过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

授的有机结合，达到三全育人的目的，实现立德与树人、育人与育才的有机结合[5]。 
通过对《数学建模》的思政教育探索，相关的经验、案例、方法可以进一步推广到其他相关数学课

程的思政教学中，对其他数学专业课程甚至其他理科基础课程的思政教育，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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