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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ＭＣＭ／ＩＣＭ）是一项国际级的大学生创新竞赛项目，竞
赛着重强调研究问题和解决方案的原创性、团队的良好合作交流以及结果的合理性。论述了培

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性，介绍了在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培训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实践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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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ＭＣＭ／ＩＣＭ），是
一项国际级的大学生创新竞赛项目。由美国数学

及其应用联合会主办，该项赛事着重强调研究问

题和解决方案的原创性、团队的良好合作交流以

及结果的合理性［１］。竞赛限高校大学生 ３人为一
组团队参赛，赛题通过互联网发布，参赛队必须

在９６个小时 （４天）内在若干问题中选定一题完
成建模、求解、验证等工作，最后以论文形式提

交竞赛答卷。竞赛的形式及其作用获得广泛认同，

每年都有五大洲的大量著名高校的大学生踊跃投

身其中。ＭＣＭ／ＩＣＭ已经成为最著名的国际大学生
竞赛之一。每年我国均有大量的大学生代表队参

加该项赛事，为此许多高校对参赛队员组织了赛

前培训，积累了丰富、有益的经验［２］。下面浅谈

我校在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培训中的一点实

践经验。

　　一、创新能力的培养是竞赛培训

的重要目标

　　在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培训过程中，我
们把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作为培训的重要目标之

一，主要基于如下两点理由：

（一）创新能力培养是培养新型人才的需要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

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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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动力，科研能力和科研成果标志着一个国家的

科技水平，创新也是富国强民的必由之路［３］。随

着科学技术发展和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在激烈

的国际竞争中继续保持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今

面临的重要课题，而自主创新正是一个国家参与

国际竞争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自主

创新能力是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支点就是创新型人才

的培养。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国家发展需

要的各类人才，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既

是学生未来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创新战略

的要求。

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培训为大学生创新

能力的培养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与日常的

课堂教学不同，在这个平台上，教学内容与教学

方式更加灵活，教师与学生有着更大的发挥空

间，更容易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火花，因此，

在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培训过程中，培养学

生的创新能力应作为培训的重要目标。

（二）创新能力培养是取得良好竞赛成绩的有

力因素

参与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是锻炼大学生

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之一，取得优良的参赛成绩

也是学校和参赛队员的良好愿望。要达到这一目

的，培训过程中有许多工作要做，包括训练学生

的资料信息搜集挖掘与提炼能力、对问题的分析

与建模能力、科学计算能力、英文论文写作能力

等等。然而一篇优秀的建模论文，其核心是具有

一定的创新性。国内赛对于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论文一般根据 “假设的合理性、模型的创造性、

结果的准确性及文字的表述清晰性”几条原则进

行评阅，在部分赛区评审过程中，可能会因为个

别评委过分强调结果的正确性，而使一些颇具创

新思想的论文没有获得较好的肯定。基于此，全

国竞赛组委会设立了 “绿色通道”，以便让那些

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存在一些缺陷的论文能获得

较高等级的奖励，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措施。国

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的评阅与国内基本相似，

但更加强调建模的创造性，比如，在某些方面表

现出很好的创造性的论文，即使出现比较重要的

缺陷也可以获得一等奖。因此在国际大学生数学

建模竞赛培训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应该

更加予以重视。

　　二、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实践

　　经过多年的思考、探索与实践，我们在国际
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培训过程中为培养学生的创

新能力，着重采用了如下实施方法：

（一）打牢知识基础，培养创新意识

创新能力是个体运用自己掌握的一切信息、

知识和经验，产生某种独特、新颖、有价值的成

果或作品的能力。它包括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

创新技能等三部分，核心是创新思维［４］。创新是

建立在一定的经验与知识积累的基础上的，因此，

要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需要打牢知识基础。

我们在学生一年级学习高等数学和二年级学习工

程数学时，注意系统讲授数学概念和方法，引导

学生掌握扎实的数学理论基础，使得学生获得初

步的科学素养，通过讲授经典数学内容，强化数

学思维的基本功训练，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逻

辑思维以及科学运算能力。教学中注意优化教学

内容，融入数学建模思想，通过讲授面向实际问

题的应用内容，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

创造性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初步创新实践能力，

也为他们参加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打下基础。

在竞赛培训阶段，较为系统地讲授建模的基础知

识与方法，训练中从问题出发，引导学生 “发现”

知识，虽然这些知识可能绝大多数是人类的旧知

识，但对学生来说是新知识，教师的职责就是要

引导学生去不断 “发现”。教学训练过程的设计，

应该考虑如何让学生积极置身其中，明确让学生

做什么？怎么做？或者引导学生自己探究应该做

什么？应该怎么做？还可以怎么做？要把教学训

练过程变成学生自觉参与的过程，着重培养学生

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

（二）鼓励个性发展，培养协作意识

在培训过程中，应积极鼓励学生的个性发展。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必

须遵循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着力促进学生独立

性和个性化发展，培养他们的自主意识和批判精

神。培训中教师要细致掌握各个队以及每个人的

特点，精选教学内容，训练时做到目的明确、针

对性强，突出每个队各自的特点，要包容差异、

鼓励竞争，努力营造学生个性化发展的良好氛围。

要鼓励学生开拓思路，不迷信权威，勇于表达自

己的观点，逐步养成独立判断、自主决断和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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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取的素质。要善于保护学生的自信心和想象力，

引领学生把青年人的求知欲和创造欲用于对未知

领域的积极探知之中，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

神和创新能力。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使得任何一个人都

很难精通或者涉足多个科学技术领域，要想在现

有科学技术基础上有所作为，团队以及合作成为

重要的选择。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由３人组成
一个队共同完成参赛，因此，在培训过程中，除

了鼓励个性发展外，更应该注意培养团队协作意

识。教师要多鼓励学生相互之间开展充分的交流，

善于听取、包容不同的意见，学习在讨论中获取

灵感，学会团队合作共同完成问题解决方案。成

功完成参赛是竞赛培训的重要目标，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为学生们将来从事科研养成良好的合作

意识。

（三）鼓励思维发散，培养创新实践能力

在培训过程中，教师应鼓励学生积极开动脑

筋，克服固定思维模式，遇到问题可以从多方面

思考解决问题。鼓励学生多读一些已发表的优秀

论文，要使学生明白，能发表的论文一定有过人

之处，而再优秀的论文也肯定有可以商讨之处，

善于总结、善于借鉴和改进是创新的良好基础。

我们当然不必事事都从头开始，适当地借鉴前人

的工作就意味着获得了一个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更高的起点，我们可以通过改变现有的方法或

途径创新地解决某些相同领域的实际问题，也可

以参考和改进现有的方法解决某些不同领域的实

际问题。要鼓励思维发散，养成多从各方面思考

和灵活解决问题的习惯，创新就有可能出现。要

善于从多角度思考问题，特别是用逆向思维思考

问题的症结，在积极思考中培育解决问题的直觉

和灵感火花，并使之成为研究解决问题的创新

基础。

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最重要途径是实践。

在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培训中，应注意培养

学生的实践能力，应让学生尽可能直面解决实际

问题的真实场景，在实践中提高创新能力和创新

意识，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和评价学生创新能力

的标准。

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一个值得深入

探讨的课题。我们在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培

训中，做了一些有意识的尝试，取得了一些初步

效果，在近３年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我校
２７个参赛队中有１０个获得了一等奖。我们在培训
中的一些理念与做法也获得了学生们的认可。数

学建模活动符合教育改革的方向，也推动着数学

教学改革。数学教师在从事数学建模培训教学和

竞赛指导的过程中改善了知识结构，拓宽了知识

面，增强了利用数学工具和计算机技术解决实际

问题的意识与能力，这对建设一支新型的数学教

师队伍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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