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数学建模为平台摇 着力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

施明华*

摇 摇 在崇尚素质教育的今天,国家教育部主办的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已经逐渐创出自己的品

牌,和国际数学建模竞赛一起吸引了全球大学生

的目光,对高等学校教育教学内容的改革和大学

生综合能力的培养,都起了其它教学环节不可替

代的作用。 每年有 7 万多名高校大学生参与此项

赛事,其培养和锻炼的优秀人才已经得到社会各

界的广泛认可,并成为各地区追捧和引进的对象。
提到数学竞赛,人们脑海里可能马上会浮现

出在严肃安静的考场,选手冥思苦想、孤身奋战的

情景。 而数学建模竞赛全然不是如此。 它没有固

定的考场,选手们翻书查资料、网上搜索、激烈争

论,俨然就像一个科研课题组在突击完成一项

任务。
纵观历届数学建模大赛,题目的实用性和挑

战性成为一个显著特点。 如 03 年《 SASS 传染问

题》、07 年《乘公交看奥运问题》、10 年《上海世博

会影响力定量评估》等都紧扣社会热点,非常具有

时代意义。 这些题目由工程技术、经济管理、社会

生活等领域中的实际问题加工而成,没有事先设

定标准答案,竞赛论文评比是以假设的合理性、建
模的创造性、结果的正确性和文字表述的清晰程

度为主要标准,这就对学生的创新意识提出了

挑战。
随着赛事的开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数模

竞赛是培养创新能力的一个极好载体,而且能充

分考验学生的洞察能力、创造能力、使用当代科技

最新成果的能力等。 学生们同舟共济的团队精神

和协调组织能力,以及诚信意识和自律精神的塑

造,都能得到很好地培养。 确实是“一次参赛,终
生受益冶。 许多参加过竞赛的学生的自主学习和

科研能力显著提高,因为比赛提高了学生主动寻

找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些是参

赛之前特别缺乏的,同时增强了用数学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而且坚定了学生在学科方面不断钻

研的信心。 例如 09 年获得国际数学建模竞赛二

等奖的三位同学,今年分别考取四川大学和南京

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的研究生。
为了在数学建模大赛取得好成绩,数学建模

教练组做了大量工作,具体措施如下:
(1)组织教师在全校面向一、二年级学生开设

数学模型通识课,全校任何专业学生都可选择该

课程。 由于公选课的授课对象是基本为非数学专

业的学生,因而所选的数学模型要贴近生活,讲述

与生活实际密切相关的模型,消除学生对数学的

恐惧感,激发学生学习数学建模的兴趣。 而对于

应用数学专业和信息计算科学专业则开设必修

课,难度也适当增加。 开展数学建模课程教学是

搞好数学建模竞赛的基础,通过教学,学生能对数

学建模可能用到的数学知识及方法有初步的了解

与认识。
(2)形成学习建模的良好氛围,全面提升学生

建模能力。 以多种活动形式让学生了解数学建

模,宣传数学建模的思想。 例如,我们每年和数学

建模协会合作向新生作一次全校性的建模报告,
主要讲述数学建模的概念、作用、发展历史、参加

数学建模比赛所必须具备的素质,鼓励学生参加

数学建模比赛。 每年在比赛完毕、成绩揭晓后,举
行一个座谈会, 让参赛学生向对数学建模感兴趣

的同学讲述他们的参赛经历及感受。 参赛学生的

报告是许多学生决定参加数学建模比赛的直接

因素。
(3)采取多种形式的、灵活的选拔方式。 在平

时的数学基础课或专业课的教学过程中发现学

生,每年一次的校内数学建模竞赛中选拔学生,以
及兄弟学院推荐和学生自荐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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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合理安排任课老师暑期集中培训,提倡模

块教学。 俗话说“术业有专攻冶,教师也并非是门

门皆通、样样皆精的全才,在集中培训中我们集授

课老师学之所长共同执教和指导学生学习,每位

教师负责某一个模块的教学。 这样做的益处如

下:其一,由于每位老师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均有一

定的造诣,讲授其熟悉擅长的内容熟练生动,易于

学生理解掌握;其二,经常更换老师,学生对课堂

学习就有新鲜感,能活跃课堂气氛,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也能得到极大的提高;其三,由几位教师共同

担负授课任务可以大大减轻教师的压力,每位授

课教师只需专心致力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不必花

太多时间涉足不熟悉的领域,这样有利于提高教

师在自身研究领域的科研能力,从而更好地为教

学服务。
由于学校领导和各部门高度重视与大力支

持,经过教师和同学们辛勤劳动,我校在数学建模

竞赛中屡获佳绩,继 2007 年首次获得全国一等奖

1 项后,在今年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取得

优异的成绩,参赛的三支代表队分别获得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

近年来,我校在全国大赛中连创佳绩,标志着

我校教学质量的提高,体现出教师强烈的敬业进

取精神和学生勤奋学习、努力成才的自觉性。 同

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过去的成绩,带给我们

的将是更严峻的考验,更高层次的挑战。 成绩只

能代表过去,新的征程正在前方等待着我们。

(上接第 21 页)程中注重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充
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通过对三届计算机专

业学生运用此教学方法,使学生即牢固地掌握了

基础知识,又在实践中掌握了项目开发经验,达到

培养高技能、高应用型软件人才的目的。 期望以

后在“走校企合作冶方面做一些探索,共同培育更

多的软件开发人才,为社会发展多做贡献。

参考文献:
[1] 李萍. 浅谈项目教学法[J] . 企业导报. 2011(10) .
[2] 莫顺朝. 项目教学法中激励方案的实施[ J] . 品牌(理

论月刊) . 2011(3) .
[3] 燕国材. 应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J] . 教育艺术.

1994(6) .
[4] 丁燕文. 培养非智力因素,提高学生职业素质[ J] . 考

试周刊. 2011(72) .

32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联 盟 论 坛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3 年第 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