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数学建模国赛的一些建议

一、前言

数模校赛时间将近，又逢北师大、学院在 2023 年美赛、国赛的成绩不尽如

人意，身为一名数模爱好者、具有一定能力取得一定奖项的学生，希望在相关领

域的经验和培养路线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抽出一些时间来提供一些个人认为有益

的建议，希望能为学校、学院的数模发展乃至学术能力的提升做出一些贡献。

国赛与美赛虽同为数学建模领域比赛，但考察内容和重点却有较大不同。相

对而言，美赛重视方法上的创新性和内容的流畅、美观性，国赛重视结果的准确

性、方法的合规性和内容的充实性；美赛赛题开放、需要独立寻找数据，国赛赛

题规范、一般不需要额外搜集数据；美赛在西方国家的认可度高于国赛，而国赛

在大中华区的认可度则普遍高于美赛。近年来，国赛题目大有向专业性、复杂性、

丰富性发展的趋势，使得国赛难度进一步提升，逐渐成为需要中长期培养才能参

与的具有一定含金量的比赛。

二、能力与训练

依个人之见，想要在国赛中取得奖项，至少需要具备以下能力：

1. 掌握基本的、全面的数学建模知识，个人推荐书目《数学建模算法与应用（司

守奎）》（Matlab/Python 版至少其一），要能够做到给定一个基本的数学建模

问题，能够立刻回答出该问题所属的领域并给出至少 1 种该领域常见解法，

并且能在短时间内快速检索出该领域的大多数常见解法和解法的代码，且能

够理解算法和代码并根据实际问题做出修改应用；

2. 具有基本的文献搜集和分析能力，要能够做到给定一个不熟悉的领域，能够

在短时间内在互联网上检索到至少 10 篇中英文文献，并且能够在一定的时间

内理解大多数文献的算法逻辑，明确算法的优缺点，例如时间复杂度、代码

实现难度等；

3. 具有基本的文献复现和编码能力，要能够做到对于一篇不太复杂的文献或者

不太复杂的算法，能够通过互联网搜集、代码修改与组合等方式实现其代码，

并根据较复杂的实际问题需要将不同功能的代码进行修改组成，形成完整的

代码解决方案；

4. 具有基本的文献写作能力，要能够做到对于一篇或多篇文献，能够在一定时

间内以文字形式归纳文章算法的核心逻辑、描述算法的大致流程、汇总比较

算法的功能优劣，即撰写综述；

5. 具有复杂问题的拆解与组合能力，要能够做到对于给定的复杂的数学建模问

题，能够将其合理拆解成基本问题的组合（至少保证基本问题可解），明确各

项基本问题之间的流程与联系，并做出合理的时间安排规划；

6. 具有基本的作图能力，要能够做到运用 Matlab/Python（至少其一）、Excel、

PPT、至少一个流程图制作网站/软件、Photoshop 做出所需的基础图片；

如果具有上述全部能力，那么可以认为在数学建模领域具有至少中级能力

（即取得省级及以上奖项的能力）。其中 1.6 条属知识性要求，必须要学习相关



知识，建议时长不超过 2个月，在此基础之上实践练习；2.3.4 条是在一般的科

研实践中经常用到的能力，可以通过科研来进行训练；5条在一般的本科生科研

中不常遇到，通常是项目负责人需要掌握的能力，在科研进阶阶段训练；2.3.4.5

条能力性要求也可通过自主实践练习来训练。

对于组队，个人建议三位成员都应当具备上述全部能力，并根据所更加擅长

的不同能力做出分工；不摆烂只是基础要求。除非时间紧张，并不建议三位成员

分别只具有以上部分能力。这是因为，本人了解的大多数获高奖队伍，通常都是

三人能力都比较全面，而三人分别具有部分能力则通常会导致时间效率较低、沟

通不畅等问题。

三、时间安排

希望参与国赛并取得较高奖项的时间安排可以如下：

12-1 月 组队

1-2 月 知识学习

2月 参加美赛（知识与创新训练、队伍磨合）

2-4 月 知识学习与能力训练

5月 参加校赛（知识与能力训练、队伍磨合）

5-8 月 能力训练

9月 参加国赛

如果是 3-4 月刚刚了解数学建模，或者组队发生变化，则时间安排可以如下：

3-4 月 组队、知识学习

5月 参加校赛（知识与能力训练、队伍磨合）

5-8 月 能力训练

9月 参加国赛

无论是美赛还是国赛，如何进行时间安排都和队伍情况密切相关，要根据

队伍的实际能力和具体情况做出合理的规划，而不应按照具体既定的时间表。

四、赛时

赛前 1-2 天不建议再进行能力训练，如果有一小部分知识不熟练，可以进行

一定学习补充。3-4 天的赛事对精神和心态是很大的考验，建议赛前保持良好的

心态和和谐的沟通安排，为国赛规划出足够的时间。

赛前 1-2 天和赛时一定不要食用辛辣刺激等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的食

物，一定注意各方面保证身体健康、保持良好的心态，可以增加一些糖分的摄入。

赛前和赛题发布开始的第一个上午/晚上一定要做好赛题大致的可行性和难

度分析，建议在不超过 6个小时内做出明确的赛题选择和大致具体的时间规划安

排，即对于每个分问题要在什么时候之前要完成到什么样的程度。

赛中一定要保证在工作时间每个人都有事情做，如果受限于解题顺序和流程

可以进行论文撰写、图片绘制等工作。

如果赛中出现较严重的问题，或精神状态不佳，可以通过适当休息运动和其

他适当的方式发泄情绪，队友之间一定不能产生矛盾，对于赛题的问题和分歧一



定要在学术讨论的层面进行论证分析。

通宵不是必要的。通常来讲，在保证每天有效工作时长在 8-10 个小时左右

的基础上，无人摆烂、保持一定的效率、解法没有出现严重问题的情况下，不需

要通宵也可以完成国赛、美赛的所有问题，并取得奖项。通宵的目的一般只有两

个，一是弥补赛中出现的较为严重的问题（如工作节奏把控不当、部分基本问题

无法解决等），二是每天有效工作时长在 5 小时以下，工作量出现较大不足。除

此以外，通宵能够带来的正面效果只有增加一些有限的容错率，而负面效果则包

括精神状态下降、效率降低、影响身体健康等诸多问题。

五、后记

2024 年，如无其他重要事项，我仍然希望继续参加今年的国赛。由于现在

为时尚早，身为大三学生无法确定届时是否有事项，我希望本院本校也能够锻炼、

成长出一批具有能力冲击国奖的选手，无论是作为如果有空缺情况下的队友，还

是争夺高教社杯的强力选手，都是我希望看到的。希望本篇能对数学建模乃至学

术发展起到一定的帮助。

宋泰霖

2024 年 04 月 0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