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建模实训》
一、课程基本情况

课程名称 数学建模实训 前两年是否申报 ○是 ●否
课程负责人 张淑蓉

负责人所在单位 太原理工大学数学学院

课程对象 ■本科生课 ■专科生课 ■社会学习者

课程性质 ■高校学分认定课■社会学习者课程

课程类型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课 ○公共基础课 ●专业课 ○其他

□思想政治理论课 □创新创业教育课 □教师教育课 □来华留学课

课程讲授语言
●中文

○中文+外文字幕（语种） ○外文（语种）

开放程度 ●完全开放：自由注册，免费学习

○有限开放：仅对学校（机构）组织的学习者开放或付费学习

主要开课平台 “荟学习”教育课程资源共享平台

平台首页网址 机构版：http://tylgdx.crtvup.com.cn/login
社会版：https://huixuexi.crtvup.com.cn/index/amh/index

首期上线平台

及时间

上线平台：“荟学习”教育课程资源共享平台

上线时间：2019年月

课程开设期次 两期

课程链接 机构版：

https://huixuexi.crtvup.com.cn/index/amh/comseDetail/college_id/10/c
omse_id/72
社会版：

https://huixuexi.crtvup.com.cn/index/amh/detail/comse_g�om_id/27

二、课程团队情况

课程团队主要成员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称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承担任务 平台用户名

1 张淑蓉 太原理

工大学

副教授 13834213
363

shu�ongmm
@163.com

课程设计 张淑蓉

2 王健 太原理

工大学

讲师 18322162
449

wangjian@t
yut.edu.cn

主讲数学

建模实训

案例

王健

3 王晓云 太原理

工大学

教授 15234075
066

wangxiaoyu
n@tyut.edu
. cn

主讲数学

建模论文

写作

王晓云

4 付鑫金 太原理

工大学

副 研 究

馆员
13734026
276

fu�injin@ty
m.edu.cn

主讲建模

数据检索

付鑫金

http://tylgdx.crtvup.com.cn/login
mailto:n@tyut.edu
mailto:n@tyut.edu
mailto:n@tyut.edu


5 刘晓峰 太原理

工大学

讲师 13834587
260

liuxiaofeng
@tyut.edu.
c n

算法调试,
技术支持

刘晓峰

课程团队其他成员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称 承担任务 平台用户名

1 武彩萍 太原理工大学 副教授 指导教师 武彩萍

2 李明涛 太原理工大学 讲师 指导教师 李明涛

3 周稻祥 太原理工大学 讲师 指导教师 周稻祥

4 李东喜 太原理工大学 副教授 指导教师 李东喜

5 刘军军 太原理工大学 副教授 指导教师 刘军军

6 梁东岳 太原理工大学 讲师 指导教师 梁东岳

7 于晋伟 太原理工大学 讲师 指导教师 于晋伟

8 高立青 太原理工大学 讲师 指导教师 高立青

9 杨卫华 太原理工大学 教授 指导教师 杨卫华

课程负责人教学情况

1. 教学任务

负责人近 5年来平均每年工作量在 450左右，主要承担针对一、二年级本科生的

公共基础课《线性代数》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以及专业课《图论》。每年暑期

组织并参与针对全校学生的《数学建模》培训教学工作。
2. 教学研究

负责人在 2014 年主持校级教改项目《数学学科图论课程体系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编写《图论及其应用教学大纲》，以及讲义《MATLAB程序设计基础与优化函数应用》，

并在 2020年获批校级教学改革创新项目《新工科背景下数学建模系列课程立体化教学

资源建设与竞赛组织改革探索》，为下一步数学建模课程全方位体系建设提供支持。

科研方面，在 2015年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互连网络条件路覆盖与综合诊

断策略下的故障诊断性研究》。
3. 教学奖励

2016年获《全国大学数学建模竞赛》全国一等奖；2017年获《全国大学数学建模

竞赛》全国二等奖；获得太原理工大学 2017年《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三等奖；

被评为 2017年度“优秀团学指导教师”，2018年暑期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优秀指导教师、大学生学科竞赛优秀指导教师、太原理工大学优秀团学指导教师、2019
年暑期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指导教师；负责的数学建模竞赛团队被评

为“2017-2018学年优秀创新创业团队”。



三、课程简介及课程特色

1. 课程内容及授课对象

针对各行业以及实际生活中所多面临的大量实际问题，数学建模是解决问题的最

直接有效的方式和途经。本课程通过对实际问题进行概括并引导学生进行分类练习，

同时提供详细解题思路和方法，以及代码，让学生领会如何将课堂所学的数理知识成

功地应用于实践。通过实战演练，针对常见问题，开拓思维，合理构建数学模型，熟

练运用解题工具和语言软件对问题进行求解。加强学生自己动手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培养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同时针对数学建模过程中的数据文献检索以及建模论文写

作也为学生进行了系统讲解，覆盖数学建模全过程。

授课对象主要为数学学院应用数学、统计学和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学生。首先

数学专业学生数学基础扎实，但是在算法编写和程序实现上能力尤为不足；而统计专

业和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学生对软件的运用相对熟练，但是针对抽象化后的数学模

型在学习和构建上就会感觉吃力，感觉入门较难。所以针对不同的授课对象，在授课

内容和方法上有所侧重不同，做到因材施教。

2.本课程运用信息技术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情况 课程体系

方面，在建模实训过程中通过团队协作、共同探讨解决实际问题，整体

过程完整并且循序渐进，逐步为后期的大学生企业联合实习、引入创新创业思想，参

加国内外数学建模竞赛等打下坚实的基础，培养有创造力全面发展的新时代科技人才。

教学内容方面，本门课程在《数学软件》和《数学建模与实验》两门课的基础上，

学生掌握了软件操作能力和理论建模能力后，通过建模实训针对大量完整典型的案例

进行实际建模求解，在实践中揉和所学知识，提高建模水平和兴趣。

教学方法方面，通过线上资源建设，丰富教学内容，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和虚拟仿真等信息技术与数学建模相结合。不仅提供线上视屏学习讨论，同时丰富

线下真实案例实验模拟练习，包括在线模拟仿真，线上讨论答疑、学生讨论和进行实

验报告，以及线下社会实践等。

四、课程考核（试）情况

课程考核形式为线上考核，成绩包括平时成绩，上机实验成绩，以及针对实际问

题提交建模论文，并进行小组答辩。其中，平时成绩主要依据每一章的课后习题完成

情况、线上视频学习情况，线上讨论活动的参与度，和针对实际问题所展现的解决问

题的能力，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带动学生通过社会实践勇于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上机实验成绩主要考察学生对建模软件的操作熟练程度，对给出的小问题可以在

短时间内完成代码的编写，并在线为同学进行讲解和操作演示。最后，在课程结束时

要求学生针对具体的实际问题，进行分组讨论，在指定时间内完成并提交建模论文，

并且做报告展示小组研究成果，采用小组互评、指导老师评分以及校外专家评分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确保评价分数真实有效，融合线上线下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各方面表现，

真正体现学生的参与积极性。



五、课程应用情况

应用情况主要包含以下四方面： 课程体系方面，统筹规划数学建模系列课程，从

数学软件学习到数学模型建立再

到案例实训，符合数学建模学习规律，做到循序渐进，做到不同阶段各有侧重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并在建模实训中巩固基础理论，进一步熟悉各类技术软件，揉和在上阶

段学习过程中学到的各项理论知识，并运用到实际。

教学资源上，为学生提供线上线下多样化学习资源、学习方式，课上必修与课下

拓展练习相结合，根据实践教学需要采取平台订制，由多位老师参与课程资源联合建

设，区域开放共享。内容包括学习视频、课后习题、问题讨论、部分原代码，以及习

题解答等，同时每一门课程配备有指导教师，方便为学生答疑。

教学内容方面，顺应时代需求和发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建立既符合学生学习规

律又满足数学建模学习目标要求，合理安排教学内容。从基础应用到复杂的实际问题，

逐步提高对问题处理能力的要求，并针对不同的问题类型以及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专

题性练习，做到因材施教让学生达到好的学习效果。

将数学建模教学与相关学科竞赛融合。一方面通过使用线上教学平台给学生提供

便捷的课余学习渠道，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料和形式，而授课老师可以利用更多的时间

为学生进行实际问题指导，给学生更多的课题进行实际演练。另一方面，让学生在竞

技场上得到锻炼，检验学习效果，发现自身的不足以及提升空间。也为学院科创基地

建立有实力有潜力的指导教师团队和学生兴趣小组提供有效支撑，为全校数学建模学

习注入生命力。

六、课程建设计划

今后五年内课程建设各方面计划如下：

（1）本年度持续完善课程体系，调研整理相关资料，计划每年 11 月至次年 5
月对全校喜爱数学建模的同学开放社会版本学习平台，每年 3月至 11月，

针对学院的学生开放机构版本的学习平台，满足预习和学习的需要；
（2）根据已有教学数据，统筹教学资源，丰富教学方式，合理调整授课内容；

（3）整合数学建模系列课程教师队伍，明确每一位骨干教师的任务分配；

（4）在本学年确定课程教材初稿，并交由出版社进入安排出版；

（5）安排教师团队完成全部慕课视频录制，对上传至网上教学共享平台的视频

进一步做精做细，对现有问题进行整理和完善。

（6）暑假期间完成数学建模兴趣学习小组的培训工作，初步实现网络平台学习

功能，为下一学期的正式启用打下基础；
（7）在网络学习过程中收集各方面数据和意见为下一步工作做准备；

（8）丰富网上实验平台案例资源以及代码资源，类型涵盖基础练习到实战演练，

以及兴趣小课题；
（9）建立相对固定的数学学院科创基地指导教师组，以及学生模范兴趣小组，

完善课程考核以及教师管理组织机制；将数学建模培训与数学建模课程学

习相集合，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交流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