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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Mathematical Modeli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eaching reform method and effects of this course in our school, and discusses the 
teaching mode, so as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meeting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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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当前《数学建模》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校该课程的教学改革方式以及改革效

果，并对教学模式进行了探讨，用以培养出符合新时代发展需要的创新创业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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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学建模，是利用数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实践，是“学”与“用”的有机结合。随着计算机

技术与信息化产业的不断发展，数学建模课程以应用性广、知识技能强等特点在各高校越来越被重视，

是公认的能够有效培养大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主要课程之一。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以下简称“我校”)是我国最早开设数学建模课程的高校之一，课程主要包括全校

公选课《数学模型》、数学与统计学院专业课《数学建模》、以及 2019 年面向全校开设的通识教育课《数

学建模》与《数学建模在实践中的应用》。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数学建模的基本原理、方法以及软

件实现等内容的学习，能够使学生逐渐掌握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和技巧，并能够多角度地考虑问题、多

方案地解决问题，提升学生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创新能力。 

2. 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数学建模课程对学生理论及实践方面均有较高要求，且属于选修类型课程，尽管我校大多数学

生能够意识到该课程对提升自身能力方面的特殊作用，选课人数众多，但由于多种原因，授课效果还有

不尽人意的地方，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课程内容多，授课内容过于强调数学理论； 
我校在实际教学中，主要参考清华大学姜启源教授编写的《数学模型》以及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韩中

庚教授编写的《数学建模方法及其应用》两部教材，其内容主要分包括：基本模型介绍、优化模型、微分

方程模型、概率模型、统计模型、系统分析方法、排队论模型等。章节中所包括的必要的、较为复杂的数

学推导对大多数工科大学生显得过于抽象，难于理解，部分大学生会在复杂的数学理论中失去兴趣。 
2) 授课模式相对单一，与学生互动较少； 
课程授课方式以教师讲授为主。尽管授课期间穿插了部分案例或者来源于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但在

有限时间内，如何吸引大学生学习兴趣、充分发挥多媒体授课优势、更为高效地向学生传输知识以及与

学生有效互动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改进余地。 
3) 考核方式不够科学。 
课程考核是衡量授课效果的必要手段，是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数模课程的考核方式主要

由两部分组成，授课期间的实践练习以及期末的论文大作业。考核方式完全依赖于这两部分的分值，由

于部分作业需要多名同学合作，教师很难确定每个学生在其中的贡献程度，另外，由于选修人数较多，

任课教师对于其中照抄别人答案的投机取巧者同样缺乏必要的甄别手段。 

3. 我校数学建模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 

针对数学建模课程教学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我校数学建模课程组充分利用多年的研究积累以及多媒

体工具，在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模式改进、以及考核方式的科学量化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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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内容的改革 
案例式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有助于引导学生积极探索案例所蕴含的数学机理。

诸多教育研究者在案例教学中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中，王丹[1]等对课程教学过程中的教学主线、教学

内容和教学方法的设计进行了探讨，提出案例教学模式可以帮助教师更加细致的介绍问题与背景。兰旺

森等[2]提倡案例式教学，并给出了案例教学法的内涵和要素。朱霖河[3]以传染病模型为例，介绍了案例

教学的优势和应该采取的步骤。本文作者[4]针对数学建模课程当前的特点，分析了在翻转课堂模式下采

用案例式教学的必要性，提出了数学建模案例教学内容的搜集与设计方法，介绍了翻转课堂在实践过程

中的课下、课中以及课后的实施办法。潘建丹[5]更是主张开展数学建模案例教学，以此突出学生创新精

神、实践能力的培养。我校数学建模教学团队以生活中的趣事、社会热点问题以及我校其他工科专业中

的实际应用问题作为案例，并糅合我校三大数学公共课的知识点，在充分考虑案例的应用性、与大学生

所具备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相匹配的可行性和具有一定难度的挑战性基础上，精心编制了数学建模案

例，并形成了数模案例库。案例库在应用于教学的同时，还能够为学生课程实践提供丰富的素材。 
2)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改革 
微课、慕课等教学方法的出现、线上线下翻转课堂理念的提出，使得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进行课程

改革成为一时的热点。数学建模课程的教学模式，也从教师的课堂主讲慢慢的转移到线上或者线上线下

混合式相结合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这种既有教师为主的课堂教学，又有以学生为中心的先学后教，让

学生既有机会储备知识，又有机会展现自我，能够让学生有机会体验不同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自主学

习和实践。正如张雁芳[6]所说：混合式教学通过重构传统教学模式，借助“微课”等线上资源先调动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带着问题主动参与到“线下”教学，达到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种教

学模式的优势改造传统教学，进而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近年来，我校数学建模课程团队积极建设网上教学平台，以微课、慕课、PPT、视频等方式储备教

学资源。在授课方式上，除了课堂授课外，适量采用了线下、线上混合式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采取线

上预先学习、课堂分组讨论和报告，线下交流等多种形式，实现“先学后教、以学定教”，在激发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方面成效显著。 
3) 考核模式的改革 
授课方式的丰富也为课程考核改革提供了可能。目前，我校数学建模课程的考核方式已由笔试方式

过渡至笔试、过程考核(出勤、实践作业完成次数及质量、活跃程度等)等相结合的多元化考核方式，主要

做法包括： 
课程建设加入竞赛的相关机制，在教学过程中进行竞赛的实践演练，并让课程成绩与实例完成情况

挂钩。这种与赛融合的教学方式不仅能够锻炼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交流能力、动手能力以及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可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逐步养成探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习惯。 
随着包含微课、慕课等教学资源的逐步丰富，以及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引入，学生线上准备情况、

课堂讨论参与情况等以往难于量化的过程因素已经引入至课程考核中，且在平时成绩中占有较大比重，

讨论之后勇于进行总结、报告、表达收获、感受和不足的学生，也将给与一定的平时成绩奖励。这种评

价机制极大的调动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今年的通识教育课堂上甚至出现了大家抢着报告的情形。 

4. 我校数学建模课程的教学改革的效果 

数学建模课程因内容的新颖性，授课模式的创新性以及应用的广泛性，吸引了我校众多大学生选修

该门课程，深受学生的欢迎和爱戴。目前，每年我校平均选修人数超过 1200 人，几乎涵盖了我校所有学

科门类。在课程的学习中，每年鼓励和引导 500 名以上愿意将理论付诸实践、检验学习成效的学生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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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我校的数学建模竞赛以及随后举办的全国和国际数学建模比赛，培养了大批具备一定实践能力和创

新能力的混合型人才。由选修该课程学生为主体组成的数学建模队伍，在包括课程团队成员在内的数模

指导团队带领下，近年来共获国际及国家级、省级数模竞赛奖励 1317 项，受益 3951 人次，其中有国际

数模竞赛特等奖 3 项、特等奖提名奖 6 项，2015 年获得全国数学建模竞赛本科组唯一 Matlab 创新奖，2018
年国际数模竞赛获得 Leonhard Euler Award 特等奖。 

不仅如此，选修该课程的学生在其他科技竞赛中以及创新创业实践中同样成绩斐然。其中的一些数

模爱好者更是成立了数学建模协会，通过举办数学建模沙龙和讲座等活动，积极为课程进行宣传，使更

多学生从了解、到认识，再到积极融入课程学习，提升自身交流、协作、统筹、实践、创新等方面的能

力和素养。 

5. 结束语 

总之，数学建模课程的改革之路深远而漫长，在内容上、教学模式上还有广泛的改革空间，有待于

更多的数学建模教育工作者的投入和奉献，力求将数学建模这门课程建设得更好，让更多的学生受益，

培养出符合新时代发展需要的创新创业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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