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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数学建模是数学应用的基础，从观念上改变了教学的目的，对高职教育的培养目

标、教师队伍建设、学生创造性思维发展起着极大的作用。论文从促进高职教育目标的实

现、为培养“双师型”的教师队伍打下基础、激发和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 3个方面进行分析。

揖Abstract铱Mathematical modeling is the basis of mathematical application, which changes the

purpose of teaching from the concept and plays a great role in the training goal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reative thinking. This

paper analyzes on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ultivation of "double-qualified" teachers, and stimulating and training students'

creative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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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学建模教育的内涵

1.1 数学建模的产生

1938 年，美国数学协会（MAA）主持在每年 12 月第一个

星期六举办大学生数学竞赛，简称 Putnam（普特南）数学竞

赛。该竞赛重点考核大学生数学基础知识，并训练学生逻辑推

理及证明、思维、计算等能力。后来，该竞赛成为全美历史悠

久、影响很大的大学生数学竞赛。但该竞赛忽视对实际应用能

力和计算机能力的考核，大学生们逐渐散失了参赛积极性。后

经过改进，终于在 1985 年举办了第一届美国大学生数学模型

竞赛（MCM）。此项竞赛相较于之前的大学生数学竞赛更注重

运用数学的语言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趣味性更强。

中国独立的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CUMCM）创办于

1992 年，每年一届，每年 9 月进行，已成为全国高校规模最大

的基础性学科竞赛。近些年，此项竞赛每年都会吸引来自全世

界一千多所院校，超过 1.0伊105 人报名参加竞赛，成为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数学建模竞赛。

1.2 数学建模教育的内涵

数学建模的内涵在于针对实际问题，分析其特有的内在

规律，通过抽象、简化等方法运用数学语言对问题进行假设，

运用数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数学手段。数学建模教育

就是教师通过对已有的数学模型的讲解分析，使学生了解数

学建模的方法和步骤[1]，教会学生一定的数学建模能力，使之

能在教师指导下运用数学建模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甚

至能参加实践活动（即参加数学建模活动小组活动或参加各

类数学建模竞赛等），培养学生运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

和能力。数学建模的教学与实践活动之间是相互补充、相互促

进、相互作用的，这样就使数学建模教育进入一种良性循环，

从而最终达到培养大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1.3 数学建模教育的主要目的

数学建模教育主要是培养学生运用数学思想解决实际问

题的综合能力[2]，其目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淤培养学

生对实际问题综合分析和提炼信息的能力；于培养学生对数

学语言和实际问题之间的翻译能力；盂培养学生结合其他专

业，特别是计算机和合适的数学软件，如 Matlab解决问题的能

力；榆培养学生面对复杂事物的洞察力、想象力以及创造力；

虞培养学生提高文献资料的收集能力及撰写科技论文的文字

表达能力；愚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精神和管理协调的组织能力。

2 数学建模教育在高职教育中的作用

数学建模教育对高职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提升教师队

伍建设水平、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深化学生创新创业发展有

较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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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有利于高职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

高等职业教育既具有高等教育的一般属性，又具有职业

教育的特殊属性。传统的数学教育更加注重数学理论的学习，

如何将高深抽象的数学知识与现实问题相结合，用于解决生

产、管理实际问题，是高职数学教育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数学建模正是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在数学建

模教育过程中，不但能实现学生对数学知识的运用，还能促进

学生创新创业等综合能力的提升[3]，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有助于增强学生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思维和

抽象思维能力是大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核心能力。数学

建模就是通过建立模型、求解与分析的思维过程，用思维分析

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个过程将大幅提升学生逻辑

思维和抽象思维的能力。二是有助于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在终

生学习的背景下，自学能力对于学生后续发展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学生在参与数学建模的过程中，通过自己查阅有关资

料、请教老师或与同学相互讨论来进行学习知识，这一过程就

培养了学生自学能力。这种能力使学生在以后任何工作岗位

都可以不断学习，不管提高自己的能力，更好地解决遇到的各

类问题。三是有助于提高学生交流沟通、团结协作的能力。在

数学建模学习和运用过程中，往往涉及多学科、多专业的知

识，不同知识结构、不同性格，甚至素不相识的同学经常在一

起相互碰撞、交流思想，特别需要同学之间能建立起团结协作

的能力，这一过程就培养了学生的良好沟通能力和相互协作

能力。四是有助于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是数学建

模教育的直接目的。数学建模过程一般会涉及分析、综合、抽

象、概括等几个过程，并且需要将其他方面的知识综合运用，

共同解决问题，通过实践学以致用，有助于提高学生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五是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随着新

的科技革命发展，新业态、新岗位层出不穷，人才流动更加频

繁，对人才的要越来越高，对学生社会适应能力要求也越来越

高。通过数学建模学习与实践，同学们学会了面对问题如何进

行分析，如何从复杂的实际中提取出关键信息，如何进行严密

的推理，这些素质使学生不管在什么行业，什么岗位就业，都

能很好地解决实际问题，较好地完成工作。

2.2 为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奠定基础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对高等职业教育教师队伍

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提出到 2022 年，“双师型”教师占

教师总量的一半以上，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建设任务艰巨。

高职教育的特殊性，要求教师除要具备较高的理论知识以外，

还要有指导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实施数学建模教育

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具备必要的素质和能力，即具有深厚的数

学基础、更为广泛的知识涉猎，如物理、经济、生态、化学、医学

等方面知识；要有敏锐的洞察能力和分析归纳能力。教师在提

高自己满足这些要求的过程中，为自身“双师型”建设建设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除此之外，数学建模教育也是高职数学教学

改革的有效途径，在数学教学中引入数学建模，更契合高职教

育的目标实现和发展，也为数学教师如何发展提高自己提供

了方向和路径。

2.3 强化大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建立

创造性思维是指人们对事物之间的固有联系和必然规律

开展前所未有的思考并产生创新的思维方式。使学生养成面

对工作时用探究的目光，用否定的方法去思考的过程，就是创

造性思维的培养过程。大学生在学习活动中不断地产生对他

们自己来说是新鲜的独创的东两，比如，发现新事物、获得新

成果、创造新方法、研制新产品、做出新成绩、解决新问题等，

都是一种创造。数学建模活动是一个需要进行较复杂的综合

思维过程，必须把直觉思维和发现思维结合起来，由于问题本

身具有“障碍性”，不可能直接利用公式得出结果，需要进行转

化，创造模型，它本身就是学生学习创造性活动的过程。数学

建模教育通过大量生动有趣的实例，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探索热情，引导学生不断地使用新方法和新技术，获取新知

识，解决新问题。在分析问题、获取知识、提出思路和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在教学中，师生要

像前人创造知识那样去思考，用探究的目光审视问题，在解决

问题的各种学习实践活动中尽力提出有新意的见解和方法，

在积累知识的同时注意培养和发展创新能力。数学建模对大

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促进较大，对大学生走上工作岗位

面对困难和问题时能游刃有余地加以解决大有裨益。

3 结语

高职教育解决好利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问题，才能充

分展现高职院校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目标，数学建模教

育对高职学生建立数学思想、运用数学解决问题具有重要作

用，全面、正确地认识到数学建模教育对高职学生的积极作

用，在课堂中渗透数学建模思想，改善教学质量，提升教学效

果是高职教育培养高技能型人才运用数学解决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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