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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学建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实际问题需要数学知识来解决。当代大

学生建立数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应随之提高。为了切实提高大学生的数学建模能力，本文将分

析大学生在数学建模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给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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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importance of mathematical modeling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more and more practical problems need mathematical 
knowledge to solve. The ability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to build mathematical models 
and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should be improved accordingly. In order to improve college stu-
dents’ mathematical modeling ability,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college stu-
dents’ mathematical modeling and give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1.96288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1.96288
http://www.hanspub.org


王一迪，苗利军 
 

 

DOI: 10.12677/ces.2021.96288 1729 创新教育研究 
 

Keywords 
Mathematical Modeling, College Student, Present Situation of Education, Countermeasure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数学模型的建立包含着对数学思想的理解与运用，是把数学的理论知识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数学建

模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如金融、建筑、密码学等方面。只有当数学的理论知识融入于解决生活

实际问题时，才能发挥数学的主要作用且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当代大学生是缺少这种对数学模型

探究的能力的。本文将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结合自身学习状况来分析目前大学生数学建模能力现状并提

出提升数学建模能力的几点看法。 

2. 大学生数学建模存在的普遍问题 

数学建模的实质就是化抽象为具体，把实际问题与我们所学的数学知识建立起联系，让数学成为促

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之一。在利用数学建模来求解实际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时，我们首先要选定合适

的数学模型以及恰当的数学思想便于后续对问题的分析、求解。在建模过程中，需要选用恰当的数学模

型和确定各个量之间的关系，再根据所学知识，分别对各个需要求解的部分进行逐步的分析，并对模型

正确性进行检验以及提出改进意见。最后通过文字、公式、图片和表格等形式表达和完善建模论文[1]。
具体数学建模的流程导图如下：见图 1 数学建模流程导图。 

 

 
Figure 1. Mathematical modeling flow chart 
图 1. 数学建模流程导图 

 
通过对建模流程导图的顺序结构和内容来看，大学生目前对数学建模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2.1. 大学生对数学建模的问题思考不全面、对数学工具的使用不够熟悉 

学生的生理和心理上受成熟程度限制，可能会出现对于问题思考不全面、不能有效、准确地分析出

题干中的隐含条件，所学知识点与生活的联系不够紧密等问题。同时，在对所建的模型进行检查时，也

可能会忽略掉一些边际数据的分析。此外，部分大学生在面临尚待解决的问题时，不会熟练地使用数学

工具。因此，在大数据运算处理的过程中，会产生运算的局限性，就会对问题的求解增加难度，对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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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度也会有限制。从而，受多方面技术的影响，学生建模失败。例如：就建模中的经典问题为例——

商人过河问题。题目简短且内容设定也易于理解，但是很多大学生在求解问题时不善于借助图表和坐标

轴等知识工具来帮助解决问题。在解题过程中，学生们也会忽略特殊解存在的情况。此外，当学生涉及

到运算比较繁琐、工作量较大的计算问题时，不善于借助数学工具的他们仅凭人力的运算可能会导致求

解进度方面的停滞。 

2.2. 课程性质的改变导致学生的认知发生变化 

在接受教育的初级阶段，我们解决的问题是一些较为直观的，但是在大学的教育阶段，我们接触的

多是抽象性的问题，甚至一些问题的解答需要借助计算机设备进行处理。这样的处理过程可能会让一些

学生认为需要借助计算机等工具才来解决的问题往往是抽象的、是困难的问题，进而产生畏惧心理，使

其中一部分学生产生自卑、厌学等情绪，从而对于数学建模有抗拒心理，进而也无法体会到数学建模过

程的趣味性以及实操性。 

2.3. 学生知识获取与运用的问题 

在学生获取知识的过程中，学生往往会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和意识，学生会对老师有较强的依赖性。

同时，在学生遇到问题时，学生难以充分利用所学知识来进行学科交叉式分析等，这些问题都会导致其

不能顺利建立起相关的数学模型来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很多大学生对数学建模相关软件如 Matlab、Lingo、
SPSS 等其语句和语句实现的功能结果的掌握情况也不够扎实，这种情况的出现会让学生在解题时，出现

找不到解决方法的情况。此外，很多大学生在数学建模的过程中，大部分解题思路来源于主观臆想，缺

乏理论和事实作为依据，这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目前大学生是缺乏一些创新意识以及解决实际问题能

力的现状。 

3. 对大学生提升数学建模能力的几点建议 

目前，大学生的数学建模能力尚待提高，针对大学生目前所体现出来的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如下： 

3.1. 组建数学建模教师队伍，开设与数学建模相关课程 

学校可以组织一支专门从事数学建模的教师队伍，此教师队伍专门从事建模工作对于课程的掌握和

对学生的学习情况会更加的了解，对于教学目标、教学程序的设计以及课程的改进等方面也会更加的熟

悉。数学建模教师团队的建立，不仅有助于提升教师的综合能力，也有助于培养学生数学建模能力。在

教学过程中，老师可以建立学生的学习档案[2]，实时记录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以及学生发

展的可能潜在的问题。老师们可以针对学生共有的问题可以相互交流、多加强调、多加总结，共同解决。

这对学生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教师在对建模教学进程的不断了解的过程

中，可以结合学生在学习建模过程中所体现的可接受状态的不同和不同学生对不同类型的题目擅长程度

等，给出大学生在建模竞赛中对题型选择的可行性建议。此建议在大学生数学竞赛的备赛过程中，可以

提升学生对于数学建模的理解，也有利于学生更好的完成比赛，提升大学生自己的建模能力以及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3.2. 激发大学生对于数学建模的学习热情[3] 

在教学中，教师应让学生真正感受到数学建模对于实际问题解决的实质性用处，从而激发出大学生

对数学建模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教师也应该鼓励学生的学习信心，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想法。教师应鼓

励让学生敢于尝试，敢于面对错误，学生不能因为计算机语言结构和逻辑具有复杂性而放弃学习。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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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数学软件 Matlab、Lingo、SPSS 等工具的学习也是有帮助的[4]。学生对建模的练习经过反复性的

操作后，对他们独自完成建模的相关工作有着积极地作用，对于大学生的自信程度以及他们对于解决实

际生活的问题的态度也有着一定程度的改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要积极地帮助大学生对于数学建模

以及相关大学课程的学习的正确看法，引导大学生们正确看待数学建模问题。 

3.3. 培养大学生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培养大学生的学习能力，积极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提高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探

究解题方法的过程中，让学生知道自己在哪个环节出现问题，进而促进学生进行主动性学习，同时也让

学生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数学建模的过程中，面对实际问题时，我

们的独立思考能力是占据解题的关键位置。同时，在建模过程中，除了需要完成数学建模的模型建立的

过程外，完成论文的表达也是数学建模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因此，教师培养大学生学习能力也是非常重

要的。在日常生活中，教师也需要提升学生对科技论文以及其内容的兴趣，并对其论文格式的写作应多

加以模仿。此外，学生应该在生活的闲暇时间中大量的翻看参考文献，这有助于学生在数学建模中找到

对应的解题思路。数学建模对我们独自思考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当学生的思考不再有较强的依赖性

时，学生就会对所学知识的运用结果产生出更多自信，进而会更加大胆的进行假设以及探究，学生会逐

渐地从带领式的被动学习到积极地进行主动学习，所学知识就会尽可能的转换成社会生产力。 

3.4. 将知识点与生活实际相结合[5] 

学生在第一次接触某个知识点时，对知识点的第一印象会直接影响到对后续的理解与学习。当遇到

实际问题时，学生会立刻与老师之前导入情景相似的知识点联系起来，这些理解的建立对于大学生建模

起着先导性的作用。现代教育的发展方向是拒绝“书本知识学习”，要让学生灵活的运用所学知识。教

学中例如，就矩阵的学习来讲。在课程知识情景导入时，若是仅仅导入与矩阵相关的专业学科知识就会

让学生难以接受知识、失去学习知识的兴趣。矩阵知识本身是抽象的，但若与离散数学中的图论结合起

来，就会使学生理解这些矩阵是如何应用于生活之中并如何解决实际问题，如邻接矩阵、关系矩阵分别

是如何运算的，矩阵的变换结果代表的实际意义有什么，其运算结果是怎样与生活联系的，引入实际生

活中的具体事例如：矩阵的运算是否与地图的设计方法有关等。这样，学生会真真切切的体会到建模对

于生活的实际用处以及所学知识的所用之处，进而对矩阵的理解就会更加深刻，对矩阵知识点的运用也

会更加灵活。 

4. 总结 

数学建模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只有当学生真正具备数学建模能力后，对问题的求解思路才会

更加清晰、求解角度更加多样，对客观问题的理解也会更加透彻，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会起着积极促

进的作用。在教育中，对学生的数学建模能力多加以重视、多投入精力，是提升教育价值的直观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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