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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建模类课程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重要实践类课程，在培养学生利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方面

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也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立足于我校省级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专业建设，以及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要求，对数学建模类课程

的教学改革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结合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等赛事，通过以赛促学和以赛促教，提高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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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rses of mathematical modeling are important practical curriculums for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science. They play an active role for undergraduates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by ma-
thematical methods. Moreover, they also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improving practical ability 
and innovative ability training.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profes-
sional construction point of Hebei province, i.e.,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science, and the re-
quirement of teaching reform about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the curriculum refor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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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rses of mathematical modeling is analyzed and discussed. Combined with CUMCM and oth-
er contests,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science is improved by promot-
ing learning and teaching through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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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科技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数学的有利支撑，例如在航空航天、电子通信、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领域，推动核心技术向前发展的关键因素就是数学[1] [2]。数学建模就是针对实际问题，利用数学知识和

思维建立数学模型，通过求解模型，进而能够解决实际中的问题[3]。因此，国内许多高校都开设了数学

建模及其相关课程，以增强大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积极性，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4]。立足于我校省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信息与计算科学的专业建设，并结合省级社会实践一流课程——数学建模训练

的课程建设，开展了数学建模类课程的教学改革和探索。 

2. 数学建模类课程建设的必要性 

2.1. 提高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积极性 

教师在数学专业课程教学中，主要是以数学理论讲授为主，侧重于概念、性质的介绍和定理的推导。

由于数学理论知识过于抽象，学生常感到所学的知识没有实际应用价值，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而数学建模类课程采用案例教学，侧重于介绍如何将科学研究和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转

化为数学问题，从而利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使学生了解专业知识真正的应用价值。数学建模类课

程可以培养学生利用数学理论和思想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了解数学的应用领域，提高学生学习

专业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2. 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数学建模是针对现实世界中的某一个问题，适当简化处理后，建立数学模型并对其进行求解的过程。

数学建模的过程包括问题分析、模型假设、模型建立、模型求解、模型检验等步骤。在数学建模过程中，

学生会遇到许多专业课程中从未遇到的问题，需要在短时间内查阅相关资料，快速学习相关的知识，提

高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同时，由于数学模型的求解常常需要利用计算机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图像处

理、算法求解、数值模拟等，因此学生需要学习一些常用的数学软件并具备一定编写程序的能力。数学

建模有助于学生能够掌握利用专业知识和计算机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

能力。 

2.3. 增强学生的科研能力 

数学建模通常涉及科学技术以及经济社会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因此学生首先需要查阅大量的科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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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了解相关问题的资料和背景。在日常学习中，学生主要以专业知识的学习为主，鲜有接触学科前沿

及科学研究的机会。在进行科学研究时，科学文献的搜集和整理是其中重要的一步。为了更好的解决问

题，需要了解该问题的研究现状，并在已有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科研工作者

需要具备的基本能力和素质。通过《数学建模》和《数学建模训练》课程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在短时

间内快速查阅文献、筛选有用信息和学习新知识的能力。 
另外，数学建模最终的结果要以学术论文形式呈现，这就要求学生具有撰写科学论文的基本能力，

了解论文的基本框架和格式，熟练使用常用绘图软件和语言编辑软件，熟悉科技论文撰写的要求，能够

独立的完成数学建模论文的写作。在教学过程中，需要通过专项训练提高学生撰写科技论文的能力，为

以后独立的撰写毕业论文和科研论文打下良好的基础。 

2.4. 依托数学建模竞赛、提高学生创新能力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是最早列入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学科竞赛排行榜的竞赛之一，目前已经成

为涉及专业最广、参赛人数最多、最具参赛价值的基础性学科竞赛[5]。为了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教、

以赛促创的目的，需要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类数学建模竞赛。因此学生除了需要在课堂上学习数学建模

的方法和技巧外，还要通过参加竞赛检验学习效果。坚持以赛促学，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不断提高实

践能力。坚持以赛促教，将竞赛和教学相结合，根据学生参加竞赛获奖情况和不同赛事安排，适时调整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更新专业教学计划，进一步提高课程教学改革效果以及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人

才培养质量。 

3. 数学建模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 

3.1. 课程设置单一，实践部分占比偏少 

数学建模课程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一门重要的实践类课程，通常采用课堂讲授的方式进行教学。

课程的学时主要集中在理论教学，而实践教学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导致学生只是学到数学方法而不知道

如何运用到实际问题中。数学建模的教学目标是要培养学生利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需

要调整课程的设置思路，增加实践教学的占比。 

3.2. 教学内容刻板 

数学建模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授课内容几乎涵盖了数学的各个分支。但是受到学时和传

统教学模式的影响，教学内容通常包括微分方程、运筹优化、统计分析与预测、模糊数学等，这些内容

仍然以数学理论为主。教师常常将教学重点放在数学知识的讲授，忽略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

的培养，大大降低学生学习数学建模课程的积极性。 

3.3. 教学方式和手段滞后 

一直以来，数学建模课程都是采用课堂讲授的方式开展教学，由任课教师讲授数学建模中常用的数

学理论和方法。但是由于学时有限，一般很难将所有可能使用的数学思想和方法进行介绍，仅能介绍若

干典型的数学方法。同时教师在教学中侧重学生理论推导能力的培养，忽略了培养学生面对实际问题进

行合理分析并建立数学模型的能力，导致学生无法将所学的专业知识应用于实际。这与课程的教学目标，

培养学生利用数学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相违背，造成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整体教学效果不理

想。如何利用线上网络资源，合理安排教学内容，与学生进行充分互动，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真正

实现以学生为主体的课程教学改革，这是教学改革的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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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学建模课程建设的措施 

为进一步做好数学建模类课程的教学改革，提高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在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设置中，除数学建模课程外，我校还开设了数学建模训练课程。该课程属于实践类课程，目的

就是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同时，结合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等相关赛事，开展了数学建模类课

程的教学研究和改革。 

4.1. 以立德树人为中心，开展课程思政教学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课程教学首先需要将价值塑造放在首位，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目标[6]。同时，将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全面开展数学建模的课程思政教学[7] [8]。
结合课程特点，在《数学建模》和《数学建模训练》课程中开展思政案例教学。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数学在经济、医药、生物、机械等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选择我国在

各领域取得的重大进步作为教学案例。例如，在讲解如何设计着陆轨道和控制方法，使嫦娥三号能够在

月球指定区域内实现软着陆问题时，介绍嫦娥三号成功登月是我国航天技术的标志性成果，也是我国科

研人员自主创新、突破技术封锁的重大成就，体现了我国的强大综合国力，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

自豪感。再如，在讲解传染病模型时，通过介绍 SIR 微分方程模型在新冠肺炎建模中的应用，回顾新冠

肺炎爆发期间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同舟共济形成了强大的合力，最终取得

疫情防控的决定性胜利，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4.2. 利用线上资源，开展混合式教学 

数学建模授课内容丰富，除了需要在课堂内讲授理论知识外，还需要注重学生数学建模能力的培养。

虽然我校开设了《数学建模》和《数学建模训练》两门课程，但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改善教学效果，

仅利用课堂内的学时是不够的，需要对于课程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进行改进。 
在数学建模课程的教学中，利用线上网站的视频资源(例如中国大学 MOOC，网易公开课等)，将课

上集中学习和课下自主学习相结合，开展混合式教学。课前利用线上交流平台(雨课堂、学习通、QQ 群

等)，发布课前预习任务、教学计划、教学组织方式和线上视频资源，使每个学生能够在课前了解学习任

务和要求。特别地，根据学生的基础和课程教学内容，录制专题微课视频，用于课前预习。同时要求学

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预习作业，并在线上交流平台进行讨论。在课中以教师讲授为主，同时开设反转

课堂、分组讨论、小组汇报和展示等多种互动环节，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针对性地调整教学。根据小

组汇报的情况，教师进行点评，并采用教师互评、生生互评和组内互评的方式，对于小组和组内每一个

成员进行打分，作为平时成绩的依据之一。在课后，利用线上交流平台布置作业，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

进行在线答疑。通过混合式教学，使学生学习到丰富的数学建模方法，鼓励学生积极参于课堂教学。 

4.3. 与数学建模竞赛相结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在开设理论类课程数学建模和实践类课程数学建模训练的基础上，为了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积

极组织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Mathor Cup 高校数学建模挑战赛、亚太地区大学生数学建

模竞赛和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以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正大杯”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

与分析大赛等学科竞赛。同时，以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数学建模类课程为基础，在全校范围内开展

了数学建模类竞赛的辅导和组织工作。每年定期组织校级数学建模竞赛、市场调查大赛和统计建模大

赛，选拔优秀学生参加国家级和省级竞赛。数学建模竞赛工作不仅有利于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专业

建设，也有利于提高我校理、工、农、管、医等各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为各专业的专业建设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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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工作做出贡献。 

4.4. 立足数学建模课程，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是提高数学建模课程教学质量中的重要一环，直接影响到课程建设效果。数学建模的

授课内容主要包括数学规划、多元统计分析、微分方程、时间序列、图与网络、模糊数学等，因此教师

团队的成员应该多元化，涵盖各个学科方向的教师。需要根据教师的研究方向，确定每个任课教师的授

课任务，从而丰富教学内容，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只有每个老师分工明确、优势互补、协同合作，做

好课程教学中各自的角色，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另外，在年龄和职称结构上，不断进行更新和改进。教

学团队定期补充青年博士加入，具有丰富教学和指导竞赛经验的教师对青年教师起到传、帮、带的作用，

建立了一支教学水平高、可持续发展的教师团队。 
立足于数学建模教学团队，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积极参加学校和学院组织的各类教育教学培训

活动、教学学术研讨和讲座，开展优秀教师教学示范课，鼓励中青年教师参加各级各类教学技能大赛。

组织骨干教师参加省内外的教学交流和研讨会议，学习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

组织团队成员积极申报各类教研项目，撰写高质量的教研论文，不断积累教学研究的成果，申报省级和

国家级优质课程。 
依托数学建模竞赛，借助于团队教师的科研能力，提高数学建模竞赛的指导水平。以系列竞赛的题

目为基础，结合教师的研究方向，指导学生开展深入研究、撰写科研论文。鼓励学生加入教师的科研团

队，努力实现科教融合，使师生在教学–学习–科研的过程中，实现知识的传授和创新。 

4.5. 更新教学内容，加强教材建设 

教材建设是数学建模课程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课堂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之一。数学建模类

课程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中与实际问题联系最紧密的课程，也是重要的实践性课程。通过调查发现，

目前有的数学建模教材着眼于数学建模竞赛，内容主要以赛题和案例为主，对于建模方法介绍较少。也

有部分数学建模教材侧重于数学方法和理论的介绍，缺少建模方法的应用举例。需要结合我校学生实际

情况，以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为目标，对数学建模教材的内容进行整合。 
首先，数学建模课程涉及的知识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数学分支，在选取教材内容时需要进行合理安排，

应该选取建模方法的核心内容。其次，数学建模问题包罗万象，涉及交通、环境、管理、通信、机械等

多个行业，这就要求在选取教学案例时，需要介绍相关行业的背景知识。近年来我国在航天、交通、通

讯、国防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部分技术已经位于世界先进水平，考虑将思政元素融入到教材内容

中。最后，数学建模模型需要通过特定算法并借助于计算机软件进行求解，因此在教材内容中也应侧重

于计算机软件和常见算法程序的介绍。数学建模教材的建设需要兼顾以上几点，重组课程内容，在夯实

学生数学知识的基础上，注重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5. 数学建模课程建设成效 

近年来，立足于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专业建设，以数学建模类课程为重点，着眼于学生实践能力

的提高，教学团队开展了相关的教育教学改革。2019 年，数学建模训练课程获批河北省社会实践一流课

程；2022 年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获批河北省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团队成员获批校级教育教学改革

研究与实践项目两项。近五年，组织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等赛事，获得国家一等奖 3 项，

国家二等奖 24 项，省级奖项多项。多名学生在团队教师指导下发表了科研论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

能力得到了锻炼，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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