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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培养大学生的数学素养及思维创新能力，是大学数学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大学生数学竞赛是检验高等

数学教学质量的重要赛事，竞赛培训是高等数学课程教学的有益补充。合理有效的竞赛培训模式，不仅

可以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和竞赛成绩，更能增强学生的创新思维，使他们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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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college mathematics teaching reform to cultivate college students’ 
mathematical literacy and thinking innovation ability. College students’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is an important event to test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higher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training is a 
beneficial supplement to higher mathematics teaching.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competition 
training mode can not only improve students’ mathematical literacy and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but also enhance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benefit them fo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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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培养人才、服务教育、促进数学课程的改革与建设，提高大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提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发现和选拔数学创新型人才，为青年学子提供一个展示数学基本功和数学思维能

力的舞台，中国数学会自 2009 年开始举办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竞赛分为非数学专业组和数学专业组，

每年举办一次，至今已成为全国影响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竞赛之一。竞赛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初赛(也称为预赛、赛区赛)，时间一般是每年的 10 月第四周的周六；第二阶段为全

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决赛，时间一般是第二年 3 月的第三周的周六[1]。我校自 2009 年第一届参赛以来，共

获得全国决赛一等奖 8 项，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4 项的成绩，在同类院校中成绩名列前茅，现将前期我

们培训的经验及不足介绍一下。 

2. 建立经验丰富的辅导教师团队 

建立优秀的辅导教师团队是大学生数学竞赛开展的前提条件。高等数学竞赛培训不仅需要指导教师

熟悉高等数学的日常授课内容，而且课后还要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查阅相关数

学竞赛辅导培训资料，去网上下载各个省市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的题目，自己先对试题进行分析、理

解、掌握，而后对试题进行加工，提出自己的见解及如何讲授能让学生更容易接受。此外，由于竞赛辅

导培训是在正常教学任务之外组织学生进行的，所以辅导时间一般安排在晚上、周末或者假期(我们安排

在周二周四晚上，周六上午及国庆假期的后两天)等非常规教学时间，所以说辅导教师特别具有奉献精神。

在教研室领导的统筹下我们于 2009 年成立了高等数学竞赛辅导团队，目前共有 5 位辅导老师，每位辅导

教师各自负责不同内容的讲授。 

3. 建设合理有效的交流平台 

由于我校参赛学生都是来自不同的学院、不同的年级、不同的专业，因此在组织报名，宣传通知、

联系上课、组织及管理方面的难度上比正常高等数学教学授课要困难很多。为此，我们对大学生数学竞

赛的参赛组织、培训授课及获奖情况在校园网进行宣传报道，对优秀获奖学生在微信公众号进行报道。

此外，我们还专门建立了数学竞赛微信、QQ 交流群，供准备参赛或者有参加辅导意向的学生进行讨论交

流，辅导老师负责报名政策方面的解答及试题方面的辅导答疑，课后指导老师把平时辅导内容的板书部

分上传到群里供由于其它原因未能来上课的学生参考。 

4. 集中培训前的准备工作 

为了在各学院、各年级、各专业中选拔优秀学生参赛，我校每年 5 月底，会在一年级学生高等数学

课程结束前举行一次校级砺鹰杯高等数学竞赛暨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预赛选拔赛，我们要求所有一年级

学生必须参加(二年级以上学生自愿参加)，这次竞赛成绩作为学生的高等数学平时成绩，也作为全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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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数学竞赛初赛的预选成绩，只要这次竞赛获奖，就可以直接报名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的初赛(学校

给这部分学生报销报名费)。实践证明，举办校级砺鹰杯高等数学竞赛能够很好的激励学生参加全国大学

生数学竞赛的热情，为后期辅导内容的选取及学生水平的掌握提供了依据。 

5. 俱乐部给予大力支持 

学校及学院政策支持是竞赛培训工作能有序进行的重要保障。我校及学院各级领导非常重视包括学

科竞赛在内的学员俱乐部建设，将俱乐部工作纳入学员的必修选修课程，制定详细的俱乐部章程及严格

的管理办法，在学院俱乐部活动经费的支持下，各教研室所管辖俱乐部积极组织骨干教师力量，开展辅

导学生参加各类学科专业竞赛。我们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就是依托数学与应用数学俱

乐部，目前数学与应用数学俱乐部属于校级俱乐部，主要组织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与全国大学

生数学建模竞赛，每年给予所有指导教师 300 学时的补贴，大约每位指导教师 30 学时。俱乐部每年年底

还会组织评选优秀个人(学生)及优秀指导教师，并给予物质上的奖励。 

6. 建立合理的培训时间 

秋季学期开学之后，我们对高等数学竞赛课程进行集中培训，时间定在周二四晚上第二课堂时间及

周六下午，国庆假期的后两天，培训时间大约 10 周，80 学时左右，主要讲授极限、导数及微分、中值

定理、一元函数的定积分及不定积分、微分方程、多元函数微分学、多元函数积分学、无穷级数及模拟

题往年真题选讲[2]。 

7. 根据学生情况开展分层次教学培训内容 

课堂集中培训是常用的辅导方式。由于培训学生来自不同专业，高等数学水平参差不齐。我们采用

分层教学。通过培训前进行摸底(5 月底的校级砺鹰杯高等数学竞赛及部分高数老师的推荐)，我们将培训

学生分成两个班级进行培训，学习成绩较好的(排名前 30%)分在一个班级，我们称之为种子队，这部分

学生是我们重点培养对象，主要培训内容为：第一阶段，以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大纲为准，利用指导老

师自己编辑的辅导资料，按极限、导数及其应用、积分、微分方程、级数进行竞赛知识的拔高训练，这

部分内容学生要下功夫，课上指导老师主要是讲授做题思路和做题方法，学生主要靠课下自己对于类似

题目和相关内容进行训练，达到举一反三。第二阶段，指导老师讲授历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预赛的真

题，这样学生能够知道后期竞赛题目的具体难度，考试重点等。第三阶段，模拟训练阶段，指导老师利

用各省市及国外大学生数学竞赛题，归纳汇总编辑十套与真题难度相仿的十套模拟试题，供学生课后训

练，指导教师再集中讲授的方式，达到模拟竞赛的目的。这部分学生中会产生进入全国总决赛的人选。

另一个班级，人数较多一点，辅导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复习高等数学课本(我们用的是同济七

版)，带领学生回忆高等数学每个章节的具体内容，基本题型的解题方法。第二阶段，讲授历届真题中的

填空题及前几个计算解答题，使他们掌握竞赛中的基本题目，达到初赛获奖的目的[3]。 
竞赛中要想取得理想的成绩，课后学生对题目的刻苦训练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给学生推荐了大学生

数学竞赛的相关辅导书(我们用的是大学生数学竞赛习题精讲(第 3 版))，并把电子版上传到 QQ 群里，我

们还将第一届到第十八届北京市大学生数学竞赛理工类题目打印出来供学生课后自己练习，答案网上可

以自己查询，以检验学习成效。 
众所周知，最优秀的学生往往都是靠自己的刻苦和悟性，数学竞赛尤其能体现。参赛学生要想在大

学生竞赛决赛中取得理想的成绩，获得满意的奖项，学生自己还必须具备一定的自主学习和对难题更进

一步的探究能力。以上是我们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大学生数学竞赛的一点经验，我们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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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每个学校有各自不同的情况，大家可以相互探讨，并根据自己学校的具体情况对参赛学生采取适合自

己的培训方法和培训模式。大学生数学竞赛的目的和出发点都是为了在大学生中发现、选拔和培养一批

数学创新人才，给在校大学生数学爱好者展示数学基础功底和思维能力的机会，我们坚信一定能够培养

出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适应社会需要的高素质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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