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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科竞赛已成为提升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有效途径。本文以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为例，以“做到五个

融合、通过三种途径”为切入点，从“选择适宜的竞赛培训模式，建构有效的竞赛指导方式，转变竞赛

指导教师的角色，重视竞赛培训中的实践能力培养，健全辅助的师生互动机制”五个方面进行学科竞赛

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促进农业院校建模竞赛与人才培养的“结构性、功能性、感知性、有机性、长效性”

融合；通过“推动学生个性化发展，建设高水平竞赛课程体系，构建长效联动互动机制”三个途径，促

进建模竞赛与人才培养的长效性发展，达成“培养农业院校创新型优秀人才”的目标。实践证明，该模

式通过调动学生的能动性，为学生搭建适合的培训学习平台和课程知识体系，使之融入到整个创新人才

培养过程，不断拓宽学生的成才途径，从而实现学生的多元化发展和成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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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ubject competition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in-
novative and practical ability. Taking the college students’ mathematical modeling competition as 
an example, with “five integration and three approach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we explore and 
practice the subject competition reform in five aspects “choosing an appropriate training model 
for competitions, constructing effective competition guidance methods, changing the role of com-
petition instructors, paying attention to practical ability in competition training, and improving an 
auxiliary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mechanism”, so a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structural, 
functional, perceptual, organic, long-term” in modeling competitions and talent training in agri-
cultural colleges. Through the three ways of “promoting the individualized growth of students, 
building a high-level competition curriculum system, and building a long-term linkage and inte-
raction mechanism”, we can promote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al modeling and 
talent training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training outstanding innovative talents in agricultural col-
leges”.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by mobilizing the initiative of students, this model builds a suita-
ble training platform and curriculum knowledge system, which can incorporate into the entire 
process of training innovative talents, and continuously broaden the ways for students to become 
talents,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and talents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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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被写入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以及旨在推动“新农科”建设的 2019 年“北京指南”[1]
正式发布，加快涉农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涉农专业的创新型人才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解决这些问题，

不仅需要制定决策的国家层面与执行决策的各个行业、部门的大力支持，更关键的是，需要提高农业高

校的教学科研水平和创新人才的培养质量[2]。国内外的许多成功实践表明，通过学科竞赛的锻炼，可以

将学生培养成为具备较强实践应用能力的创新型人才[3] [4]。国际上，发起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大学

生数学建模竞赛(MCM)是现今各类数学建模竞赛的起源，每年都吸引包括美国常青藤大学、国内清华、

北大等世界著名高校参赛，其也是最著名的大学生竞赛之一。在国内，截至当前为止，已成功举办了包

括创新创业大赛、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挑战杯”赛等 160 余项赛事。正是由于学科竞赛对于提升高

等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因此，各类高校都极其重视通过这些竞赛培养和提升学生

的创新实践能力。基于此，以江西农业大学数学建模竞赛为例，以“做到五个融合、通过三种途径”为

切入点，从“选择适宜的竞赛培训模式，建构有效的竞赛指导方式，转变竞赛指导教师的角色，重视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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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培训中的实践能力培养，健全辅助的师生互动机制”五个方面进行学科竞赛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促进

建模竞赛与人才培养的“结构性、功能性、感知性、有机性、长效性”融合；通过“推动学生个性化发

展，建设高水平竞赛课程体系，构建长效联动互动机制”三个途径，达成“培养农业院校创新型优秀人

才”的目标。实践检验表明，“五融三通”的模式有效提高学生竞赛成绩，提升学生创新能力，发展学

生优势特长，造就了一批高层次的创新人才。 

2. “五融三通”模式的核心内涵 

从 2015 年开始，经过教学研讨会讨论，提出以数学建模竞赛促创新人才培养的“五融三通”模式的

学科竞赛改革方案。该模式的核心内涵是通过因材施教，按学情培训，依据我校生源情况、专业学科、

培养目标、社会需求以及学生发展方向等特点，按照学科差异和个体优势不同培训参与竞赛的学生，促

进竞赛成绩的稳步提升，实现以学科竞赛促人才培养的目标。具体来说，“五融三通”模式包含以下几

个方面。 

2.1. 实施策略：做到五个融合 

(1) 选择适宜的竞赛培训模式，促进数学建模竞赛与人才培养的结构性融合 
每年一度的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从选拔各专业学生开始。在每年度培训之前，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专

题讲座，让学生充分知晓“数学建模是什么，为什么进行数学建模，如何进行数学建模”，然后通过笔

试、面试相结合的办法选拔该年度参与竞赛的学生。针对这些学生，制定适合本校校情的竞赛培训方式，

并将之融入到培训计划、设计方案和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使学生在参与竞赛培训时，不仅学到了关于竞

赛的理论知识，还可以通过建模实战模拟不断拓宽建模知识的应用领域，提升自己的实践能力，从而促

进数学建模培训与人才培养的结构性融合，保证数学建模竞赛在农业高校各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连贯

性和持续性。 
(2) 建构有效的教学指导方式，促进数学建模竞赛与人才培养的功能性融合 
学生参与数学建模竞赛重在综合素质的提升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教学指导过程中应强调学生

的主体性，教学方法上应强调创设与现实相近的数学模型，多增加一些研究性教学方法。数学建模竞赛

的指导过程容易出现学科课程化倾向，通过诸如演讲课、研讨课、微课堂、个案研究、项目研究等方式，

引导学生将对数学建模的兴趣融入到自己所在专业课程的学习与实践中。教学指导方式的构建应更关注

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可运用问题驱动指导教学法，并以适当方式选拔各专业有好想法善动脑筋学生的

参与，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转变竞赛指导教师的角色，促进数学建模竞赛与人才培养的感知性融合 
数学建模竞赛需要院系、专业和师资的多方参与，而不是仅仅依赖于学校的学工部门和主管学院；

从事建模培训和指导教师的知识、经验也都直接影响学生竞赛成绩和人才培养质量。需要明确的是，专

业课程指导教师对建模竞赛的支持并不是内源性的，他们能否在专业授课过程中融合建模的思想受到学

校多方政策和条件的引导。高校可以通过创设教师参与建模竞赛的基本策略和各种激励机制，促进教师

对参与数学建模竞赛和人才培养的感知性融合。 
(4) 重视竞赛培训中的实践能力培养，促进数学建模竞赛与人才培养的有机性融合 
高等农业院校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人才培养也应该有自身的特色。在竞赛培训的基本模型讲解部分

需融入多学科专业知识，充分发挥数据处理中的多元统计方法和逻辑编程算法在数学建模中的作用，积

极开展案例教学培训以提升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5] [6] [7] [8]。可将农业高校的人才培养与数学建模竞赛

紧密结合，在低年级必修的数学课程中引入简单数学模型的相关知识及求解的基本方法，重点讲述在专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9988


刘章 
 

 

DOI: 10.12677/ae.2023.139988 6350 教育进展 
 

业学习中遇到的数学模型，如 Logistic 植物生长曲线模型、农产品资产定价模型等。依托数学建模竞赛

平台，开展学生综合素质选拔、专业知识讲座、建模专题培训、实战建模演练，以科学化、规范化的竞

赛流程促使学生建模成绩的提升，并以此为突破口，促进建模竞赛与人才培养的有机性融合。 
(5) 健全辅助的师生互动机制，促进数学建模竞赛与人才培养的长效性融合 
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每年度的数学建模竞赛需要经过选拔、培训、模拟、实战，这也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数学建模的培训与实战演练过程不仅培养了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建模意识，而且提升

了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9]。具备这些能力，往往需要学生掌握编程、统计、数据分析等多学科的交

叉知识，因此需要多学科、多专业的老师与学生建立辅助的互动机制增加竞赛所需的储备知识，并在长

期的模拟实战训练中掌握这些知识。这就要求针对农业高校的学科竞赛融入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不能

孤立地进行，尤其是对于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其选拔出的参赛学生来自于全校各专业，仅依靠负责

竞赛的主管学院的培训教学难以全面提升学生的竞赛成绩，必须配合学校层面相关部门的整体协调，

形成广泛的互动机制。多级互动面越大，才能使得农业高校以数学建模竞赛促人才培养的长效性发挥

得越好。 

2.2. 路径选择：通过三种途径 

(1) 通过推动学生个性化发展，改革竞赛培训与人才培养模式 
重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并提升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是培养高等学校创新型人才的必备条件之一。

2019 年“共和国勋章”荣誉获得者孙家栋院士曾提出通过提升创造思维能力以培养优秀的数学建模人才。

作为培养“创新型优秀人才”的具体举措之一，推动学生个性化发展尤为重要。为此，江西农业大学紧

扣“提高学生实践能力，提升学生创新水平”这一宗旨，重构我校建模竞赛培训体系，不断探索以培养

兴趣、提升能力、激发潜能为依托的人才培养方案，以此推动学生个性化发展，促进学生提升用数学建

模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 
(2) 通过建设高水平竞赛课程体系，推进教学培训与指导方法革新 
取得好的竞赛成绩离不开建模方法培训和模拟赛题训练，通过建设高水平的学用有效结合的竞赛课

程体系，推进教学培训与指导方法革新。在制定方案过程中，学校着力推动以教学名师和教学标兵获得

者为代表的优秀教师群体投身数学建模竞赛的培训与教学指导，此外，邀请知名专家与指导老师来我校

进行建模培训课程教学，以此促进竞赛成绩的提高，并将学生取得成绩的优势真正转化为创新型人才培

养的优势。 
(3) 通过构建长效联动互动机制，推动数学建模竞赛与人才培养可持续发展 
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了确保以数学建模竞赛促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改革方案落到实处，

江西农业大学构建了以本科生个性化成长保障机制、建设高水平竞赛课程辅助机制、培训指导过程配

套机制和竞赛培训服务机制为主体内容的长效联动互动机制，推动数学建模竞赛与人才培养可持续发

展。 

2.3. 达成一个目标 

我校在实施数学建模竞赛的培训实践过程中，做到五个融合，通过三种途径，顺应了国家“新农科”

建设提出的培养创新型农科人才的要求，达成了为社会培养优秀人才的目标，进一步厘清了以学科竞赛

促人才培养的“五融三通”理念，并以此为依托，找准农业高校的人才培养工作的定位，为提升创新型

人才培养质量打下坚实的基础。将“五融三通”模式进行分解后如下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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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ecomposition diagram of the “Five Integrations and Three Connections” model for promoting innovative talent 
cultivation through mathematical modeling competitions 
图 1. 以数学建模竞赛促创新人才培养的“五融三通”模式分解图 

3. “五融三通”模式的创新点 

“五融三通”模式是在“培养创新型优秀人才”的理念指导下，对农业院校学科竞赛与人才培养的

综合性改革，其创新点涵盖培养模式改革、培训课程优化、“指导”与“学习”的方式方法变革，以及

实践教学和培训管理体制创新等几个方面。 

3.1.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创建以“五融三通”的学科竞赛改革方案与人才培养新理念，以“做到五个融合、通过三种途径”

为切入点，驱动我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通过整体性、全方位的数学建模竞赛改革方案，为学

生搭建适合的培训平台和学科知识体系，不断拓宽学生的成才路径。在实践中将“五融三通”模式融入

到整个本科人才培养体系中，制定有针对性的竞赛培训指导方案，发挥不同专业学生的优势，提升学生

利用建模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的多元化发展。 

3.2. 培训指导方法和培训课程体系创新 

创建以注重建模思维方式训练和培育创新精神为核心的竞赛课程培训体系，促进培训方法和学习方

式的革新。对于指导老师来说，通过不断对传统的数学建模竞赛的培训课程内容和体系进行优化、改革

与创新，使整个建模培训课程的内容和体系注重拓宽基础、加强应用、突出实践环节，确保学生对基础

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思路的深入理解，有效激发学生的质疑精神，培养学生的创新潜质，

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 

3.3. 实践指导与竞赛管理体制创新 

创建注重学生个性化发展和自主建模思维培养的创新型实践指导模式，并通过管理体制的不断优化

促使该模式的逐步完善。通过“五融三通”模式，重视数学建模的理论与实践教学，精心设计培训内容，

不断打磨教学方法，做到理论课程培训和实践教学的有机统一。“五融三通”模式以提升学生的创新能

力为着眼点，在对竞赛课程培训与教学指导中让学生成为主体。反过来，学生在参与竞赛过程中的自主

发展需求会对培训及管理提出更高要求，由此推动教师不断深化实践指导、院系和学校不断拓展竞赛管

理体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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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五融三通”模式的成效与应用 

通过以学科竞赛促人才培养的“五融三通”模式的实践，调动了学生参与数学建模竞赛的主观能动

性，提高了建模课程的培训质量，使教师的教研与科研水平显著提升，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教研成果，并

在一些院校和专业进行了推广。 

4.1. 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升了学生的学习自信心 

采用“五融三通”模式，使得竞赛培训安排更适合学生实际，培训目标更加明确。在建模团队成员

的选择上，兼顾了学生的个体优势和不同专业之间的学科差异，在分层合作中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调

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训指导中重视对具体问题的建模分析，通过师生之间、团队成员之间的深入

交流讨论，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内动力与求知欲, 促进学生学习自信心的提升。 

4.2. 提高了建模课程的培训质量，打造了一支优秀的指导教师队伍 

通过“五融三通”模式的实践，指导教师团队探索出一套适宜农业院校特点、匹配学生认知水平的

培训指导方法，使教师指导和学生实训在相互协调中逐步展开。同时，这种培训方式能促使教师在建模

指导中形成一种递进机制，在积极探索适宜的教学方法、搭建更好的建模平台、精心设计培训过程、不

断提高培训技能的实践中，打造了一支优秀的指导教师队伍。近几年间，因指导学生成绩优异，我校数

学建模团队中有两位老师获得“全国数学建模竞赛优秀指导老师”称号，江西农业大学也两次获得“数

学建模竞赛优秀组织单位”荣誉。 

4.3. 取得了一系列改革成果 

通过“五融三通”模式的实践，不仅取得了优异的竞赛成绩，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而且涌现了一

批以数学建模竞赛为主题的教学研究成果。该方案实施以来，我校累计有约 1500 人次经过培训后参加了

数学建模比赛，其中 108 人次获得美赛、国赛等国家级奖项，700 多人次获得省级奖项，特别是 2022 年，

我校在仅 33 支有效参赛队伍的情况下，有 24 支队伍获得省级以上奖项，实际获奖率超过 70%，其中，

有三支队伍分别获得国赛一等奖、二等奖以及美赛 H 奖，实现我校近十年来获奖数量和获奖层次方面的

新突破。在教研成果方面，指导老师团队申报的“四位一体数学建模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以及“以培

养人才为目标驱动农业院校数学教学的改革与创新”分别获得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另据统计，在我校

参加建模竞赛的学生中，报考与被录取研究生的学生比例较之未参加建模竞赛的学生有显著提高，以我

校 2021 届毕业生为例，统计了该年度 57 位参加大学生建模竞赛(获奖 45 人)的学生，其中 52 人最终报考

了研究生，最终录取人数达 39 人，录取率高达 75%，录取单位中包括中科院、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著

名高校或研究机构。 

4.4. 丰富了建模课程的培训内容，加强了培训资源建设 

几年间，我校主编与数学建模内容相关的教材两部，一部是公共选修课教材，另一部是专业培训课

教材。公共选修课教材侧重于建立学生的数学建模思想，提升学生的问题转化能力。专业培训课教材则

设置了大量与我校优势学科相关的问题，并分析了求解这些问题的建模方法，其内容不仅体现了农业院

校的特色，而且使学生的专业知识和建模能力都得到显著提升。2022 年我校发布了《数学建模培训指导》

视频资源，里面提供了详细的建模讲解视频，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适应了学生个性化学习需要。 

4.5. 应用情况 

我校实施“五融三通”模式的学科竞赛改革与创新成效显著，得到相关院校的积极评价，并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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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院校进行了有效推广。该模式实施以来，不仅使我校各专业，尤其是农学、动物科学等特色专业学

生的竞赛成绩显著提高，而且使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意识进一步增强，创新实践能力进一步提升。我校在

参加华东地区农业、林业、水利院校数学教学研讨会期间，与会专家听取了我校数学建模团队的关于“以

数学建模竞赛促人才培养‘五融三通’模式”的经验介绍，大家一致认为我校实施的“五融三通”模式

的学科竞赛改革成效显著，并尝试在相关学校加以推广。 

5. 总结 

创新人才的培养有多种途径，高等院校在进行创新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学科竞赛可发挥重要作用[10]。
本文以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为例，系统总结了以学科竞赛促人才培养的“五融三通”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过程。依托“五融三通”的学科竞赛改革方案与人才培养新理念，江西农业大学提升了培训质量与竞赛

成绩，推动了数学素质教育的实施。经过在选择培训模式、建构指导方式、转变教师角色、重视能力培

养、健全互动机制等五方面的实践，促进了数学建模竞赛与创新人才培养的融合问题。通过助推学生成

长、建设课程体系、建立联互机制等三种途径，促进了农业高校学科竞赛成绩和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

升，达成为社会培养创新型优秀人才的目标。总之，农业高校具备独特的优势和独有的条件，需要利用

好这些优势和条件，将之融入于竞赛培训和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在实践中继续探索以学科竞赛促创新人

才培养的新举措，为农业院校的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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