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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建模在培养大学生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发挥着其它教学活动无法替代的作用。依

托数学建模竞赛的选拔、培训和参赛，使学生借助数学建模建立起数学与应用的桥梁，进而对学生进行

后续跟踪训练和科研项目培育。通过这一过程，探索构建“激发创新兴趣–树立创新意识–弘扬创新精

神–开拓创新思维–深入创新实践”的培养模式，为提升大学生创新能力提供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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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thematical modeling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developing college students’ ability to find,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Relying on the selection, training and participation of mathema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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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 competitions, students can build a bridge between mathematics and application with 
the help of mathematical modeling, and then students are carried out the follow-up training and 
cultiv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Through this process, exploring a developing mode of 
“Stimulating innovation interest-Establishing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Carrying forward innova-
tion spirit-Developing innovative thinking-Deepening innovation practice”, which can provide a 
way to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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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就需要瞄准世界科

技前沿，倡导创新文化，培养创新人才[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2]明确

要求高校要“着力培养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

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3]明确提出要广泛开展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因为大学生是

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加强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势在必行，创新已成为新时代教育所不可缺少的

一部分。多年的实践证明，数学建模在培养大学生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发挥着其它教

学活动无法替代的作用，数学建模活动的开展在促进创新人才的培养中有开拓性的意义。 
众所周知，数学建模[4]就是根据实际问题来建立数学模型，对模型来进行求解，然后根据结果去解

决实际问题，它是联系数学与实际问题的桥梁，是数学在各个领域广泛应用的媒介，是数学科学技术转

化的主要途径。注意到数学建模对于社会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和对提升学生素质的重要意义，自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开始，美国和英国的一些学校开始开设数学建模课程，重点讲授把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

的方法，以培养学生的建模能力。1985 年，美国开始出现一年一度的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5]；1989 年，

我国首次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选出 3 个队参加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美国大学生

数学建模竞赛(MCM/ICM)由美国数学及其应用联合会主办，是唯一的国际性数学建模竞赛，也是世界范

围内最具影响力的数学建模竞赛。2021 年，来自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印度等 16 个

国家与地区的 26,112 支队伍参加。1992 年由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数学模型专业委员会组织举办了我

国十个城市的大学生数学模型联赛[6]。到 1994 年，这种大学生数学模型联赛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我国开始由教育部高教司和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联合主办“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CUMCM)”，每年一届。2007 年 CUMCM 被列入教育部质量工程首批资助的学科竞赛之一，由于该项

赛事的重要意义，使其影响力不断提升，参赛规模逐年扩大，是首批列入“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的 19
项竞赛之一。2020 年，来自全国及美国、英国、马来西亚的 1470 所院校/校区、45,680 队(本科 41,826
队、专科 3854 队)、13 万多人报名参赛，是目前全国高校规模最大的基础性学科竞赛，也是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数学建模竞赛。 
我校已连续多年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国赛”)，自 2015 年开始举办北京建筑大学数学建

模竞赛(“校赛”)，2016 年组织学生首次参加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美赛”)。随着参赛队伍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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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通过参加竞赛在一定程度上创新能力得以提升，但是一方面培养仅仅局限在参赛过程中，另一方面

社会对创新人才的需求正在日益增长，这就使得探索数学建模竞赛驱动下更有效的可持续的大学生创新

能力培养模式势在必行。 

2. “三维融合”的数学建模教学模式 

数学建模竞赛指导团队成员积极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实践，积极推动数学学科教学建设

改革，以培育建模思维，提升数学素养为中心，构建了“三维融合”的数学建模教学模式，如图 1 所

示。 
 

 
Figure 1. “Three-Dimensional Fusion” mode of mathematical modeling teaching  
图 1. “三维融合”的数学建模教学模式 
 

一是改革公共基础课教学，渗透数学建模思想。在本科生《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等数学类公共基础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从讲授一般的纯粹数学转到讲授数学应用和应

用数学方面来，通过实例融入数学建模思想。比如利用重要极限公式讨论“人口预测问题”，利用介值

定理证明“在起伏不平的地面上椅子的四个脚可以同时着地”等等，使学生亲身体会应用数学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的乐趣，充分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二是开设数学建模选修课，培养数学建模思维。指导团队针对全校本科生开设了 32 学时的数学建

模选修课，课程中较为详细地介绍数学建模的方法和理论，以及它们在实际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培养

学生的数学建模思维。同时，教师们注重科研与教学相结合，利用科研内容辅助课堂教学。在巩固学

生基本技能和动手能力的基础上，及时更新案例内容，将最新科研成果应用到实践教学中，增加实践

教学中创新性和前沿性项目比例。课程受到学生的喜爱，每年选课人数在一百人左右，也为后续选拔

参赛选手做了准备。 
三是举办建模专题讲座，激发数学建模兴趣。每年举办专题讲座，多次邀请全国各地数学建模专家

来校宣讲，让学生领略数学建模的魅力，传递给学生完成数学建模竞赛的信念。 

3. 通过“选–培–赛–跟–育”，构建创新能力培养模式 

随着高等教育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关注，以及高等院校对竞赛的重视，学生需要受到更加系统、更加

科学地指导，我校已逐渐形成“选拔–培训–参赛–跟踪–培育”的全过程竞赛指导体系，进而对“激

发创新兴趣–树立创新意识–弘扬创新精神–开拓创新思维–深入创新实践”的培养模式进行了探索与

实践，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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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Mode of developing innovative ability 
图 2. 创新能力培养模式 

 
“选拔”主要是通过校赛进行的。校赛固定在每年 5 月份举办，受到了学生的喜爱。通过各种方

式对数学建模有所了解的学生都想小试牛刀，亲身体会一下数学建模的过程。参加完校赛的学生才可

以继续培训，所以感受到乐趣的学生会勇往直前，从而避免了学生盲目地报名国赛。暑期和冬季的“培

训”是准备数学建模竞赛的关键环节，学校会邀请校外经验丰富的指导教师进行十天左右的专题培训。

在培训结束后，还要进行写作单项考核和模拟赛两项“选拔”。写作单项考核是由每队中负责写作的

学生完成的，主要是完成一篇建模论文的撰写，并按照指导教师的意见进行多次修改，目的在于锻炼

各队的论文写作能力。模拟赛安排在秋季开学前，由各队在三天时间内完成一个建模题目，提交一篇

完整的论文并进行答辩，也就是实战演练。因此，要想参加“国赛”，学生们必须参加校赛，还要通

过暑期培训、写作单项考核以及模拟赛等进行层层选拔。参加过“国赛”的选手才可以参加“美赛”，

但同样要经过赛前培训。在完成参赛后，指导团队教师会对学生进行后续的“跟踪”训练以及相应科

研项目的“培育”。 

3.1. 激发创新兴趣 

创新的前提是有学习的兴趣和学习的快乐，只有解决这一根本问题，才能考虑创新能力培养过程中

的其他环节。数学建模竞赛中的问题，都是来源于实际的生产生活，比如 2015 年 B 题“互联网+”时代

的出租车资源配置、2018 年 A 题高温作业专用服装设计、2019 年 A 题高压油管的压力控制、2020 年 B
题穿越沙漠等等，都有很强的实用性。所以首先要通过已构建的“三维融合”的数学建模教学模式，让

学生领略数学建模的魅力，大力引导学生积极参加数学建模竞赛，激发他们产生创新兴趣，进而才能有

不竭的动力，才能有创新的主观能动性。 

3.2. 树立创新意识 

创新意识需要学生在思考问题时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样才能相应得想出独到的解决方案。由于

长期固定的教育方法和传统的思路所致，这种意识虽可以产生，却也是转瞬即逝。所以在数学建模竞赛

的选拔、培训和参赛过程中，首先要求学生进行模仿，模仿是在多看别人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明白

了别人实施创新的过程后，自己从模仿开始进行自我创新意识的培养；其次要积极鼓励学生考虑每个问

题时从不同角度出发，试着找寻不同的解决方案，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在后续跟踪训练和科研项目培

育过程中要刻意地要求学生去树立创新意识。 

3.3. 弘扬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是一种实干精神，是一种学习精神，是一种团队精神。在数学建模竞赛中，要求三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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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一支队伍进行参赛，要求学生在 72 小时或 96 小时内的短时间内主动去收集资料、查阅大批文献以

了解研究课题的实际背景及研究现状，然后创建数学模型、求解、检验和结果分析，最后将解决问题的

最佳方案撰写成一篇符合学术规范的科技论文。这一过程中学生每天就睡三四个小时，三个人要进行充

分的沟通和良好的合作，而且要进行主动式学习而非被动式学习，这就会使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快速

学习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得以锻炼，使创新精神在后续专业学习中得以弘扬。 

3.4. 开拓创新思维 

创新意味着思维上的新颖性、独创性和价值性，重要的是运用逆向思维、发散思维、否定思维和替

代思维等方式，不断开辟新的道路。在选拔和培训中遇到了问题，要从多角度、多方面去进行思考，不

要有任何的局限性，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而在参赛中就要学会放弃，学会否定，这样才能使解决

问题的方案多样化。同时，开拓创新思维要避免一些误区，比如不要钻牛角尖，要多听取他人有益的建

议，从而将创新思维真正地转化为生产力。 

3.5. 深入创新实践 

创新实践是培养创新能力的最关键环节，因而从参赛、跟踪和培育三个层次进行深入。首先，参加

校赛、国赛和美赛是最基本的创新实践。为了完成比赛，学生会以实际问题为导向自主地去研究和学习

解决问题所需的各种数学新知识及大量的相关学科的新知识，无形中培养了自主学习能力，体会了将课

本上的理论知识转化成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全过程。竞赛使学生完成了对赛题的“一无所知–简单了

解–深入分析–解决问题”的复杂过程。其次，后续跟踪训练是在完成比赛后进行的创新实践，主要是

对赛题的深入及拓展研究。由于比赛的要求，学生参赛仅仅是在规定时间内交上了一份尽可能完整的答

卷，对于题目的分析和解答肯定是不全面的。所以完成比赛只是一个起点，要鼓励学生着眼于其中的一

两个问题进行跟踪研究，对之前的方案进行分析、质疑甚至是否定，进而对问题形成一个完善的解决方

案，完成创新过程的小试牛刀。最后，学生经过参加竞赛和跟踪训练的历练，其创新能力将有所提升，

科研项目培育是为进一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进行的创新实践。数学建模竞赛指导团队的教师或者是学生

所学专业的教师可以从自己的科研课题中选取一些研究内容对学生进行科研项目培育，让学生参与课题

研究，指导教师定期的进行指导与研讨，从而将数学建模与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有机地深入地结合起来。 

4. 结论 

通过“选拔–培训–参赛–跟踪–培育”，构建了“激发创新兴趣–树立创新意识–弘扬创新精神

–开拓创新思维–深入创新实践”的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几年来的探索与实践表明： 
1) 学生受众面广。数学建模竞赛不是数学专业学生的专项竞赛，全校各专业学生都来参加竞赛，有

利于培养复合型人才和创新型人才。 
2) 培养具有可持续性。从最开始实施的“三维融合”的数学建模教学模式融入数学建模思想，到为

参加竞赛进行的选拔和培训，再到后续跟踪训练和科研项目培育，“选–培–赛–跟–育”贯穿在学生

大学四年的学习过程中，实现了创新能力的可持续培养。 
3) 有利于教学相长。数学建模竞赛的题目一般是工程技术和管理科学方面经过适当简化、加工的实

际问题，紧跟当今社会生产生活，这就促使指导教师不断补充知识，提升自身教学科研水平，让自己的

知识成为“源头活水”灌溉给学生。 

基金项目 

北京建筑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项目(Y2015，Y2005)，北京建筑大学研究生教学质量提升项目(J2020004)。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5228


白羽 等 
 

 

DOI: 10.12677/ae.2021.115228 1495 教育进展 
 

参考文献 
[1] 杨真真, 李雷, 赵洪牛, 等. 基于数学建模竞赛的“六位一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践研究[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18, 37(9): 172-176. 
[2] 刘今子, 郭立丰. 数学建模竞赛驱动下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模式研究——基于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培训[J].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 2020, 2(4): 131-132. 

[3] 阎晨光, 苏连青, 孙晓岭. 基于数学建模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及分析[J].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2018(1): 
37-38+41. 

[4] 王宏洲, 李炳照. 数学建模创新活动的支撑体系研究[J]. 数学建模及其应用, 2018, 7(3): 44-48. 

[5] 刘炳全, 袁程龙. 依托数学建模竞赛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分析[J]. 教育教学论坛, 2020(30): 114-115. 

[6] 杨然, 周圣武. 以数学建模竞赛为抓手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J]. 实验技术与管理, 2021, 38(3): 188-191.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5228

	数学建模竞赛驱动下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的探索
	摘  要
	关键词
	Exploration on the Mode of Developing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Driven by Mathematical Modeling Competitio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三维融合”的数学建模教学模式
	3. 通过“选–培–赛–跟–育”，构建创新能力培养模式
	3.1. 激发创新兴趣
	3.2. 树立创新意识
	3.3. 弘扬创新精神
	3.4. 开拓创新思维
	3.5. 深入创新实践

	4. 结论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