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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uters ar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oday’s society, and the core of cultivating computer capabilities is computer 
think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mputer thinking ability by mathematical modeling teaching from the 
aspects of computer thinking definition, logical abstraction ability, and structured think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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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建模教学对大学生计算机思维能力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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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计算机在当今社会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培养计算机能力的核心是计算机思维。论文从计算机思维定义、逻辑抽象能力、
结构化思维能力等方面论述了数学建模教学对学生计算机思维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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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计算机技术的起步相对较晚，但随着改革开放以后

经济技术的发展，中国的计算机技术发展迅速，如在电子商务、

通信、移动计算机终端等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计算机逐步

渗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影响着各个领域的发展 [1]。计算机

作为一种工具，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工作、生产、交流、

娱乐等，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多便利并丰富了日常生活；

计算机的发展极大的提高了社会生产率，使生活用品的成本

大幅下降。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渐渐走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如

智能生产、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智能医疗、智能服务、智

能家居等，智能技术在各方面为人们提供方便的同时也给智

能技术人员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解决这些问题和挑战绕

不开的一个基本方面是计算机思维能力。计算机思维能力的

水平直接影响着问题解决方向和解决方式，间接制约着智能

技术产品的性能和发展速度。

2 数学建模

数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也是一门基础学科，在各行

各业有着广泛的应用，为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2]。

我们日常生活中数学问题无处不在，如水果店老板每天

进各种水果的比例问题，这是一个小的数学问题。大的数学

问题如飞机在飞行的过程中，如何保持姿态的稳定；在蛋白

质分子中找出与给定分子结构一致的分子结构；建立新冠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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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传播分析预测模型等都是数学问题。简单的数学问题可

以给出固定精确的答案，但要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答案往

往并不唯一，并且解决方法也会有很多种，会随着技术的进

步解决方法会不断得到优化。

把复杂的现实问题经过分析、抽象、归纳转化为数学问

题的过程就是数学建模，数学建模为现实问题和数学理论架

起了一座桥梁 [3]。建立数学模型之后，把问题带入到模型之

中进行分析计算，然后分析计算结果是否能合理的解决现实

问题，如果能解释则检查模型能摸进一步优化精简，如果不

能合理解释现实问题，则重新检查数学模型的各个组成部分，

查找原因修改模型，将有关模型应用到实际问题，给出问题

解决方案，并将模型进一步推广。

3 数学建模对学生计算机思维的影响

由于计算机在当下社会应用横向覆盖面广，纵向应用深

度不一，因此对什么是计算机思维、计算机思维的特点、计

算机思维能做什么、培养计算机思维面临哪些问题等等这些

问题和内容的准确把握，对大学生的本领的增强意义深远。

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周以真认为，计算机思维是运用计算机

科学的基础概念进行问题求解、系统设计、以及人类行为理

解等涵盖计算机科学之广度的一系列思维活动。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童荣胜教授把周教授的“基础概念”

更换为“思想与方法”[4]。论文在深入剖析童教授概念的基

础上将“人类行为理解”更换为内容更加充实丰富的“人类

行为理解转化”。由此，计算机思维的定义可以诠释为计算

机思维是指运用计算机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进行问题求解、系

统设计 , 以及人类行为理解转化等涵盖计算机科学之广度的

一系列思维活动。

3.1 有利于大学生的逻辑抽象能力培养

数学建模中，计算机的应用不仅极大的提高了解决问题

的效率和质量而且还使一些人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得简单

可行。

一方面，计算机计算速度快，能轻松解决建模过程中的

数值计算问题，同时它还能把计算的结果准确无误的存储到

文件中，为以后的模型优化提供了方便。计算机技术在数学

建模中的应用提高了建模成果的质量。

另一方面，数学建模也提高了学生运用计算机技术的能

力 [5]。用计算机解决问题就需要用计算机可以理解的方法去

处理问题，这里就涉及到学生把建模问题转换成计算机问题，

然后把计算机待解决问题进一步细化，用具体的编程语言把

解决问题的处理过程写出来，执行程序得到结果。把得到的

结果用计算机的相关方法进行分析鉴定模型是否能解决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很好的锻炼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是学生

逻辑思维能力的一次很好的锻炼。

3.2 有利于学生结构化思维能力的培养

开始

数据清洗

数据合适

否

设定变量是

选择算法

设定参数

执行算法 训练数据

结果合理

否

加载模型

是

描述分析

输出结果

结束

获取数据集

输入 处理 输出

图 1 建模程序流程图

当下大学生的学习模式依然是大课堂流水线式统一教

学，课上学习过程、训练过程理论化程度高，实践能力弱，

知识范围广，处理问题能力弱。

数学建模教学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引入课堂教学，学生

将直接面对现实问题，能有效锻炼学生结构化思维能力。数

学建模的问题来源于生活，贴近实际，问题也相对比较复杂，

一般需要多个学科的知识综合运用。充分了解建模关键问题

以后，对问题进行逐步分解，分解成若干小问题，然后把小

问题和与之对应的解决方案进行可行性分析，对可行性比较

弱或者不可行的方案进行重新修正，经过反复思考修改推敲

之后最终确定问题的处理流程。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还有一

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计算机的应用，不同的问题运用计算机的

深度不同，几乎所有的建模问题的解决都极大的依赖于计算

机技术的运用，贯穿整个问题分析的始终。对这类问题进行

结构化分析的过程也是计算机思维结构化分析的过程。学生

通过处理建模问题间接的练习了计算机结构化思维，如图 1

所示。

数学建模数据分析的过程可分为三大部分数据输入、数

据处理和数据输出 [6]。在数据处理之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

容就是问题分析，在问题分析比较成熟以后获取最有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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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对数据进行改造清洗，去除杂质留取精华，并对数据进

行一定的测试，测试其有效性和完整性。确定输入数据后设

计处理数据的算法，算法是模型的核心，具体流程如图 1 所

示，算法需要确定变量、选择合理的算法、设定参数，最后

通过训练数据对算法进行检验，检验过程逐步完善修正算法。

通过数学建模训练，学生计算机思维能力得到很好的锻炼，

有效提升大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综上所述，数学建模教学为数学理论和现实问题之间架

起了一座桥梁，学生通过数学建模训练强化了自身的知识素

养，提升解决问题能力，拓展了学生处理现实问题的数学意识，

更重要是学生通过数学建模锤炼了逻辑抽象能力和结构化思

维能力，为将来走向工作岗位面对复杂问题的结构化处理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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