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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社会调研

√其他

√指导学

生



说 明

1．项目申报限于本院在编在岗，原则上本学期工作量平均为 8 节/

周以下教职员工，考虑工作关系，建议系（部）领导不参与申报。项目完

成时间原则上为一个学期，最多不超过两学期。

2．填写时申报书时一律用钢笔或打印，字迹要端正、清楚，此申报

书可复制。序号、编码由实训中心填写。

3．集体申报项目原则上限于 3人以下（含 3人）。

4．“实施条件”中必须注明现有条件、自创条件、学院解决条件等。

5．项目内容及实施过程必须真实，不得弄虚作假，不得抄袭，一经

发现追回经费资助及取消课时补贴，并由申报者承担一切责任。

6．项目申报书一式三份（审批通过后实训中心、所在系部及申报者

各一份）由各系部统一按规定的时间交实训中心。

7．申报项目以指导学生准备参加各类职业技能大赛为导向，每个项

目最多申请课时为 80 节。项目必须达到预期目标才能发放课时补贴，否

则学院视情况扣减课时补贴，直至不发。在项目完成后，并提交相关材料

经学院验收后发放课时补贴。

8．项目实施后，最终研究成果上交形式：重要社会调查报告及所附

的有关材料必须是中文（若是外文，请附中文本），统一用 3 号仿宋打印

在 A4 纸上，在 15000 字以内。其他类别提供能证明项目成果的相关资料

（项目实物、试验数据、原理结构图、外观图或照片，鉴定证书、应用证

书、获奖证书等）及研究总结报告。

7．其他事宜请向实训中心咨询。



负责

教师

基本

信息

姓名 徐晓辉 性别 男

年龄 31 学历 大学本科

毕业专业 中山大学 职称 中级

系别 财经系 本学期工作量 12节/周

研究方向及专长 数学建模

联系电话 13751600401 电子邮箱 61749670@qq.com

参与

教师

信息

姓 名 系别 毕业专业 职称 研究方向及专长 本学期工作量

罗薇 财经系 数学 高讲 微积分教学与研究 4节/周

高爱平 财经系 数学 讲师 数学分析 8节/周

申请补贴课时 80 完成时间 一学期

项

目

介

绍

1、500字左右，可加附页。

2、内容包括创作思路、项目意义、技术水平、创新程度、适用性及应用前景，应用领域。

项目内容：

本项目计划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继续开展新一期的数学建模竞赛培训

工作，举办数学建模校内选拔赛；第二部分是开展面对全院学生的“数学竞赛”

活动，通过赛前热身，赛后评讲等系列讲座，普及数学知识，提高学生对数学的

兴趣；第三部分是开展数学第二课堂，举行数学教学技能竞赛活动。

项目意义：

本项目三项内容虽然形式各有区别，但是目的是一致的，旨在通过开展各类数

学相关的竞赛实践活动，向学生普及数学知识，提高他们的数学兴趣和数学应用

能力，对学生的学习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技术水平：

本项目可作为数学教育专业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赛促教，能显著提

高学生对数学的认识，特别是能促进本专业学生的专业认同感，提高他们的数学

应用能力。数学建模校内选拔赛是每年秋季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的辅助子项

目，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

创新程度及应用前景：

本项目整合了数学专业相关的竞赛活动，构建了一个数学实践活动系列包，

能深刻加深学生对数学的整体认识，通过一系列的比赛活动，充分调动学生参与。

我们期待以此为出基础，形成数学教育专业的一个特色。



实

施

计

划

和

方

法

1、数学竞赛活动将通过赛前讲座，赛事组织，赛后评价等环节，以多媒体教室为

平台，以数学竞赛内容为引导，普及数学知识，提高全院学生对数学的认识。

2、数学建模校内选拔赛活动将以学院数学建模协会为依托，组织挑选学生参赛，

由于该项活动有一定的难度，因此也需要进行若干次的赛前动员、集中培训。

3、数学技能竞赛活动将以“教学技能训练”这门课程为依据，开展数学教学基本

功比赛，组织老师进行赛前指导，赛后评讲等。

预

期

目

标

希望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普及数学知识，提高数学水平，特别是对于本专业

的学生，要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提高他们的数学应用能力和创新合作精神，同时，

打好基础，希望能在 2013 年的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取得一定的成绩。

实

施

条

件

数学竞赛活动已经开展若干届，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需要通过举办讲座等

形式，扩大影响，提高水平；数学建模活动也有一定的组织经验，但还需要规范

化，条理化，持续化；数学技能大赛需要精心组织，悉心引导。以上活动可能需

要组织解决机房进行培训。

系

部

意

见

申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验收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实

训

中

心

意

见

申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验收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学

院

领

导

意

见

申报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验收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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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促教，提高学生实践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对学生的终身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是高职院校的迫切任务。

数学建模是通过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和推理后，运用适当的数学方

法，建立一个数学结构，然后对实际问题加以求解和运用。因此，数

学建模是沟通数学理论知识与实际问题的中介和桥梁。对高职学生进

行建模训练，可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解决问题能力。

一、建模训练在培养创新能力的重要性

“数学建模”是高职数学教学改革的切入点。以大学生数学建模

竞赛为主体的数学建模训练是在学生有一定的数学、计算机、英语写

作等知识的基础上，容融入数学建模的具体过程，指导学生的数学建

模训练，直到上升到对所得结果的实际应用，从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

力。

“数学建模”改变了传统理论教学模式，把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

实践能力放在了首位。建模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的必经之路，建模的方法和思想不仅对于学生的创造性思

维、意识和能力具有特殊的的意义和良好的效果，还可以培养学生的

洞察力，即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清主次，抓住实质的能力；由于

“数学建模”没有标准答案，对于同一个问题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和

思路建模，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数学建模”涉



及的知识面广，需要学生自己查阅资料，收集资料，甚至动手实验，

提高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建模训练的内容、形式、途径与方法

1、训练的内容

序

号

培训内容 周次 备注（教学重点）

1 初等（综合）模型 5 建模基础、量纲分析法

2 简单优化模型 6 最优决策、敏感性分析

3 数学规划模型 7 线性规划、简单非线性规划

4 离散模型 8 层次分析法

9 图论

5 微分方程、差分模型 10 微分方程、稳定性、蛛网模型

6 概率模型 12 随机模型、概率分布

7 统计回归模型 13 回归模型

8 论文写作、赛题评

析、数学软件、综合

14 论文写作、赛题评析、数学软件

2、训练形式、途径与方法

训练包括挑选队伍、集中培训、小组训练、模拟比赛选拔赛及论

文答辩等。

3、训练计划

选拔：



（1）2012 年 3月举行一次校内选拔赛赛前讲座，动员、鼓励学

生参加培训并参加比赛。

经过自愿报名与考核择优的原则，培训初步选定了许汝良、陈建

珊、许浩鹏、罗显斌、魏秋萍、曾青春、周淑琼、林树东、翟业明、

钟惠劲、李晓玲、李秋华、唐源曼、林细妹、郭泽敏、刘志高、简婷、

潘华国、罗婷婷、、彭剑豪、吴大添、柯海鸿、黄灵彬等三十人组建

十支建模集训队伍，进行定期培训。

（2）2012 年 5 月初，在培训的同时举办了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

竞赛阳江职业技术学院校内选拔赛，6月下旬组织参加校内选拔赛的

队伍进行论文答辩。（试题后附）

（3）通过校内选拔赛挑选出最终参加全国赛的八支队伍，每队

3人共二十四人，参加 2012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专科组）。

集训：

2012 年 3月—7 月，每周至少两次培训（周日、周四晚上）。

参考教材

1.数学模型（第三版） 姜启源 谢金星 叶俊 编

2.数学建模案例选集 姜启源 谢金星 主编

3.数学建模（第四版）Frank R.Giordano Willam P.Fox（著）

叶其孝 姜启源（译）

4.数学建模基础 薛毅 主编

5.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辅导教材 叶其孝 主编

6.数学建模及其基础知识详解 费浦生 羿旭明 主编



参赛：

2012 年 8月底组织学生报名全国赛。9月 7 日上午 8时正式开始

比赛，9月 10 日上午 8 时比赛结束，为期三天。

三、取得的成绩

经过近一学期的训练，在指导老师及广大队员的共同努力下，我

院选送的八支参赛队伍，获得了一个二等奖及七个成功参赛奖。

（http://mcm.sysu.edu.cn/）

http://mcm.sysu.edu.cn/


四、总结与反思

（一）高职院校开展数学建模训练的必要性

数学建模活动是把理论数学知识与实际具体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桥梁它可以引导学生把实际的问题抽象成具体的数学模型，而后通过

建立模型、应用模型和检验模型的学习过程，培养学生的应用知识能

力和创造性思维，同时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如何实现高职人才培养

的目标（高素质技能型专业人才），是当前高职“高等数学”教学改

革中应解决的重要课题。

1、高职院校数学课程改革的要求

首先要处理好 ：1、职业方向的针对性与终生发展需求性的关系。

2、教学内容的实用性与学科知识系统性的关系。3、学科知识的重点

与培养数学应用能力的关系。

其次，高职数学课程要改革，如何进行教材建设。

2、高职院校如何进行数学建模培训

高职数学教学改革应该把数学建模与专业知识进行链接，从而能

更好的为专业服务，这样既提高了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又增强了

学习数学的目的性。

通过两届建模培训，我们体会到专业学习中融入一定的建模知

识，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用数学”的能力。因此，在《数学教育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时，教研室老师一致同意增设《数学建模训练》

课程。



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将数学建模课沦为简单的知识传授，或者仅

功利性地作为建模竞赛前的培训手段。要以培养学生能力和创新的意

识为目的。数学建模课适合采用师生互动，课堂讨论，小课题研究实

践等教学方法，而不是单纯地进行课堂灌输。

（二）如何以赛促教 深化教学改革

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是当前高校教学改革的主

攻方向。在数学建模训练中，学生不断地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发

现问题和提出问题之中。

如何将数学建模思想融入基础数学课程的实践教学？教学内容

上，是否可以根据专业需求和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目标而设定。力求学

生能学以致用，应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多进行数学实验教学环

节。在考试模式上，实施全程式、多样化的考评模式……将激励学生

的创新精神，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对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有极大帮助。

（三）如何提高数学建模指导老师的水平

数学教研室老师组织数学建模培训时间不长，如何进一步提高数

学建模指导老师的水平，推动数学建模教学与竞赛工作的深入开展，

是各级领导重视的问题。希望能有机会参加国家、省市等相关机构院

校主办的数学建模指导老师培训班，进行培训交流，以提高老师的指

导水平。

总之，全国数学建模大赛为我们高职数学教师搭建了一个广阔的

大舞台，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促进教育教学改革，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

等，是值得每位数学教师深思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