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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本文作者在学校里担任数学建模指导教师， 对于数学建模的过

程、教学重点、参赛的注意事项等有了一定的了解，这里谈一谈自己的

一些理解，以供大家讨论。
数学建模竞赛是三个人的活动， 参加竞赛的第一步就是要组队，

而怎么样组队？ 组队后又如何分工？ 看起来很简单，实则不然。

1 组队

数学建模的核心是数学，而重点通常是最优化理论、微分方程及

其数值方法理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这几个方面。 具体来说，最优化理

论侧重于从整体上把握问题，适用于建立大的框架；微分方程则能反

映模型中某些局部问题的物理规律，要得到微分方程的解析解通常很

难，大部分方程应借助于相应的数值方法来求得；概率论和数理统计

在数学建模中的作用更为重要，无论是在处理数据还是在建立模型的

过程中都不能缺少。 从这个角度来看，最佳人选应是应用数学或者概

率统计专业的学生。 当然，数学建模除了要求有数学功底外，还需要较

强的计算机编程能力，作者所在学校设有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可以

说是数学和计算机专业的结合，两方面都有兼顾，他们更适合去做数

学建模。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该专业的课程内容中找到答案，此专业

学生所学的两门重要课程：数值分析和微分方程数值解法对于数学建

模帮助非常大。 如前者所包含的求解线性方程组、插值与最小二乘拟

合、求解非线性方程和非线性方程组、数值微分与数值积分；后者则是

用数值的方法去近似求解常微分方程及偏微分方程，如前所述，微分

方程是建模中重要的理论部分，但遗憾的是大部分微分方程到目前为

止还无法求得其解析解，所以只能借助数值的方法，微分方程数值解

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当然，此专业的学生在计算机编程方面也并

非很擅长，他们对于数学方面的知识更为精通，所以需要找一个计算

机编程能力强的学生来弥补其在算法实践方面的不足。
综上，在组队中有两种人是必需的，一个是对建模很熟悉的，对各

类算法理论熟悉， 在了解背景后对此背景下的各类问题能建立模型，
设计求解算法。 一个是能将算法编制程序予以实现，求得最终结果。

第三个就是专门需要写作的，从专业角度看需要别的专业，比较

适合的有生物、土木、机电、电信或机械等专业。 在数学建模中各种背

景的问题都会出现，所以有其他专业同学的话可以弥补专业知识方面

的不足。 大多数队伍往往会忽略写作这一部分，以为只要模型建立的

好，随便写写便能拿奖，这是一个误区。 因为论文是所有工作的体现，
如果论文写的不好那就功亏一篑。 因此多写写多练练绝对是有好处

的，并且不是写完就算了，要不断的修改，修改到自己非常满意，修改

到可以发表在数学期刊中的论文那样才可以。
综上所述，组队要根据分工而来的，三个人中一个要数学功底深

厚、理论扎实，一个要擅长算法实践，另一个则要写作水平良好（弥补

专业知识不足），如果一支队伍能有这样的人员配置是比较合理的。

2 分工

建模过程中的分工和建模的进度紧密关联。 建模只有三天，每一

秒都是宝贵的，所以一定要合理地分配时间。 我们并不鼓励学生没日

没夜地工作，那样不仅效率不高，而且对身体的伤害太大。 通常我们建

议他们头两晚上睡一会儿，保证第二、三天的效率，最后一晚上视论文

完成的情况而定。
那么在这有限而紧张的时间中，如何安排分工和进度？ 我举两个

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例子：组队的三个学生从拿到题开始就一起讨论，
反复论证，一直到第三天才开始写，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考虑全面，但是

也很危险，很多实例表明，这样的方式到最后往往写不完，因为时间都

耗在大家反复进行的讨论上了。 第二个例子：拿到题就开始编程序，写

论文，这样做似乎节省了很多时间，但同样也很危险，因为建模的过程

通常也是不断更正的过程，如果开始的模型有问题，那么论文的主体

部分就需要卷土重来，时间过于紧张，难以写出佳作。
我们的经验是花半天到一天的时间审题（三个人共同讨论），把模

型的主要结构先定下来，这里不妨举 2007 年人口模型问题来说明，首

先应该做的事情是确定用什么样的模型？ 一般的建模辅导书中都提到

过：微分方程模型。 其次，将模型模块化，由简到繁，分成几步来完成。
具体来说， 马尔萨斯人口模型—>阻滞增长模型—>差分方程模型—>
最后完整的模型。这一步大概要花半天的时间。到此时，真正具体的工

作还没有做，但是框架已经建立好了。
然后就是每一个模块的具体实施，比如怎样得到人口出生率？ 这

个参数具体怎么确定？ 这里需要用到统计和数值分析的知识了，算法

确定后大家就分工，编程序是一部分，另外负责写作的同学应该也开

始写这一部分的内容了。此时大家并行工作，效率达到最高。只要事先

将大的模型分解成一些小的模块，把每一个小模块都做好了，大模型

就差不多了。 当然每一个小的模型有时也会有问题，需要重新做，但此

时仅仅需要修改这一部分，其他的部分并不受影响，此过程大概需要

一天半的时间。
到第三天晚上之前应该可以确定初稿了，此时再去修改模型的主

要部分已经不太现实了， 此时应该对已有的模型进行检查和修改，并

将格式正规化，撰写最后要提交的论文。
当然了，团队之中的分工并不是绝对的，大家应该取长补短，将三

个人的能力发挥到极致，这样才能写出好的数学建模论文。

3 结论与建议

以上我们讨论了数学建模过程中的组队和分工技巧，仅仅是笔者

在教学过程中的一些体会，肯能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所以我们的

方法仅供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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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讨论了数学建模过程中的组队和分工技巧。 组队方面主要研究了三个队员的知识背景；而分工技巧则重点讨论了建模过程

中的进度问题，并给出了具体的参考意见。
【关键词】数学建模；组队；分工

科

●

○高校讲坛○

7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