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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成果奖依托项目

1 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1]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实践项目验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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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数学建模课程建设的研究与实践项目验收书、结项证书

黑龙江省新世纪高等教育

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验 收 书

项目名称：数学建模课程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主 持 人： 赵宝江

学校名称： 牡丹江师范学院

审批时间： 2008 年 1 月 1 日

验收日期： 2010年 11 月 30 日

课题组成员：

黑 龙 江 省 教 育 厅

主 持 人

姓 名
赵宝江 性别 男 年龄 39 职称 教授

其 它 成 员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单 位 职 称 学 位 项 目 分 工

赵文英 女 1978.10 数学系 讲师 硕士
协助主持人工作并

至少发表一篇文章

祖培福 男 1981.02 数学系 讲师 硕士
协助主持人工作并

至少发表一篇文章

王 岚 女 1975.10 数学系 副教授 博士
协助主持人工作并

至少发表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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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成果明细

序号 成果名称 类别
公开发行的刊物名称、期刊号、

作者、出版社等信息
备注

1
高师数学建模课程的教学途径与

方法
核心

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12.

姬春秋，赵宝江

2

Optimal Design for Fuzzy

Controller by Ant Colony

Algorithm.
EI检索

Advanced Measurement and Test.

Key Engineering Materials Vols.

2010.

赵宝江（独立）

3
Optimal Design of Neuro-Fuzzy

Controller Based on Ant Colony

Algorithm.

EI检索

ZHAO Baojiang. Proceedings of

the 29th Chinese Control

Conference. 2010, 赵宝江（独立）

4
基于主成分分析下候选基因关联

检验的数学模型
核心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0-07-23

祖培福（独立）

5 定性关系在模糊控制中的应用 核心
东北林业大学学报.2008，36(8).

王岚（第一作者）

6 一族新的离散 lax可积系统 省级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

版) 2009-02-25
赵文英（第一作者）

7
基于 Floyd 算法的北京公交线路

查询系统的模型设计方法
省级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

版) 2008-05-25
赵文英（第一作者）

8
基于 AHP-FUZZY 的课堂教

学质量评价模型研究
省级

科技致富向导，2010,(05下)
赵文英（第一作者）

9 《数学建模》校级精品课程 主持人

10 《数学实验》省级精品课程 主持人

11

参加 3届“全国大学生数学

建模竞赛”、2届“东北三省

数学建模联赛”、获得各种建

模奖项 40余项。

包括赛区一等奖 6个，二等

奖 6个，三等奖 6个，优秀

奖 8个；获得东北三省一等

奖 2个，二等奖 10个。

五、结题报告：（1500字左右）

本项目的基本目标是研究制定符合建模竞赛的“数学建模”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大纲，

以及相应的实验项目和内容；制作教学课件，供课堂和学生自学使用；组织学生参加“全国

大学生建模竞赛”；在省级以上期刊或会议上发表教学改革论文。依托于本教改项目，整个

团队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成果。

一、课程建设成果

1、《数学建模》课程被评为牡丹江师范学院校级精品课程；

2、《数学实验》课程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

3、已经建立完成全部的“数学建模”课程课件和试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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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堂教学改革

基于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特别是创新与实践能力方面,我们在数学建模课堂教学的各个环

节上进行了改革与实践。主要有:
第一,我们在实践数学建模思想方法基础上，创新了教学模式，改进了教学方法，教学

内容也实现了与时俱进。

通过近年大量的教学实践，形成了自己的数学建模教学实践模式，即首先尽可能精选和

生活贴近的案例，然后从案例出发促使学生进行试验进而发现问题，从而培养学生自己动手

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二,改革教学理念,注重启发式教学,由重视知识传承向强调具有知识创新能力改变。强

调以培养学生数学建模能力为中心,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培养学生创造性的学习能力;增加

课堂讨论的比例,让学生充分打开自己的思维自由探索,不被条条框框所禁锢。

第三,重视实践环节,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具体做法:重视课堂作业和课后大型作业,
按照建模竞赛的要求去完成每一次作业,向数学建模学员定期开放数学实验室,训练大家使用

数学软件对实际问题的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或求解验证。

第四,采用较为灵活的考核方式,不拘一格降人才。实验作业和大型作业的成绩在总评成

绩中占有 60%的比重，重点检查实验报告的质量，在机器上运行检查学生的实验报告，针

对实验报告，现场提出不同问题，要求学生解答，并直接检查学生运行程序，所有这些避免

了学生的大量抄袭实验报告和雷同作业。组织大量的（400多）考试题目，期末考试采用机

考，随机抽题，现场解决。其目的是督促学生认真对待,切实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

力。

三、数学建模竞赛实践

我校从 2007年以来,每年都组队报名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尤其近二年来,队伍

越来越壮大,这也考验着我们的比赛培训和组织的工作能否做好,我校近两年的培训和比赛组

织工作分为四个阶段开展。

1)赛前培训。在第六学期开设数学建模和数学实验课,组织全院性质的数学建模培训，

组织教师做 7~9场全校性不同专题的建模报告。使学生对数学建模所使用的基本数学知识和

工具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掌握。

2)组织校内赛。组织为期 8天的全校性质的建模校内赛，在此期间，组织 10余名教师

对整个竞赛做指导。并观察选手，选拔好队员。

3)组织参加东北三省建模联赛。针对获得建模校内赛的一等奖选手，组织参加“东北三

省建模联赛”。

4)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比赛。一般为每年九月份第三周周末。具体比赛情况不再细

谈,可参看专题网站。

自 2009年开始，数学系已经形成了从校内赛到东北三省赛到全国赛的三级竞赛机制。

到目前为止，我们参加了 4届“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2届“东北三省数学建模联赛”、

组织了 2届“牡丹江师范学院数学建模校内赛”。获得各种建模奖项 40余项，包括赛区一等

奖 6个，二等奖 6个，三等奖 6个，优秀奖 8个；获得东北三省一等奖 2个，二等奖 10个。

四、已发表的论文

1、《Optimal Design for Fuzzy Controller by Ant Colony Algorithm》发表在 Advanced
Measurement and Test.2010. 本文使用蚁群算法自动设计模糊控制模型，设计了一种满足二次

型性能指标的最优模糊控制模型，将该控制器应用于倒立摆的实时控制，并采用状态变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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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方法以解决控制多变量系统时模糊规则的组合爆炸问题，从而大大减少了模糊规则的数目。

实验结果验证了该控制器能成功的控制倒立摆系统。

2、《Optimal Design of Neuro-Fuzzy Controller Based on Ant Colony Algorithm》发表在

Proceedings of the 29th Chinese Control Conference. 2010. 本文利用径向基函数模糊神经网络

构造了一种 RBF 模糊神经网络控制器模型，然后采用自适应蚁群算法来优化 RBF神经网

络的权值和隐单元中心以实现 RBF 模糊神经网络控制器参数的自动设计，最后将所设计的

控制器用于控制实际倒立摆系统来验证其有效性。

3、《定性关系在模糊控制中的应用》发表在东北林业大学学报（2008.08）。本文利用求

解定性关系方程研究了定性控制的推理关系，通过合理调整控制规则表，求得有效输出量，

具体给出了实现定型化的模糊控制步骤。

4、《基于主成分分析下候选基因关联检验的数学模型》发表在中国数学会会刊《数学的

实践与认识》（2010，7）上。本文主要针对多标记线性模型将其推广到多基因多标记模型，

并利用统计学中的主成分分析方法降低多标记单倍型的数量，建立新改进线性模型，在此基

础上对模型再研究.
5、《一族新的离散 lax 可积系统》发表在省级期刊《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

版）（2009，1）上。本文给出一个新的等谱的特征值问题,并且由此谱问题,通过微分-差分方

程的模式得到一族新的非线性 Lax可积格方程族.
6、《基于 Floyd 算法的北京公交线路查询系统的模型设计方法》发表在省级期刊《牡丹

江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2）上。本文根据奥运期间人们如何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 使得出行更加通畅、便利，针对公共汽车线路,基于时间最短和出行费用最少两个优化目

标,应用 Floyd算法,得到了两套不同的城市公交线路出行选择模型,并给出了 6对起始站→终

到站之间的最佳路线.模拟结果显示模型是合理的，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参考。

7 、《高师数学建模课程的教学途径与方法》发表在核心期刊《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12
期上。本文探讨了(i)该课程究竟应该讲什么内容、怎样讲,才能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

数学建模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ii)该课程怎样与数学实验更好地结合起来,以培养学生的

动手能力; (iii)该课程应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才能加大课堂信息量,加强直观性

和趣味性等.

8、《基于 AHP-FUZZY 的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模型研究》发表在省级期刊《科技致富向

导》，2010,(05下).本文针对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理论和现实情况的不足，本文提出了在评价

者、评价指标体系等方面改进的 AHP-FUZZY 综合评价模型。并以文科《高等数学》课程

为例，进行了详细说明。

注：该验收书打印成纸文件一式两份上报省教育厅，审批盖章后返还学校备案。



申报教学成果奖—成果依托项目

12

“数学建模课程建设的研究与实践”项目结项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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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1] 数学类专业卓越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项目申请书以及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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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校数学实验教学的重构与实践验收书

项目编号（JG2012010637）

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2012 年）

申 请 书

项目名称：高校数学实验教学的重构与实践

主 持 人： 赵宝江

申请学校： 牡丹江师范学院

申请时间： 2012年 5月

结题时间： 2014年 12月

主持人联系电话： 13555011713

E-mail： baojiangzhao@126.com

黑龙江省教育厅

mailto:dqyk118@163.com
mailto:baojiangzhao@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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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员

主持人

姓 名
赵宝江 性别 男 年龄 42 职称 教授

主要教学改革与科研经历

一、论文

EI，SCI检索类文章：

1 赵宝江 ,李士勇 .A Convergence Proof for Ant Colony Algorithm.Proceedings of the 6th World Congress on

Control and Automation, June, 2006. 3072-3075. EI检索：071510541787.

2 赵宝江 ,李士勇 .Convergence Analysis of a Class of Adaptive Ant Colony Algorithm. Proceedings of the 6th

World Congress on Control and Automation, June, 2006, China. 3524-3527. EI检索: 071510541880.

3 赵宝江,李士勇.Design of a Fuzzy Logic Controller by Ant Colony Algorithm with Application to an Inverted

Pendulum System.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Oct., 2006, Taipei,

Taiwan.3790-3794.EI检索: 073510787057.

4 Baojiang Zhao, Shiyong Li. Ant Colony Optimization Algorithm and Its Application to Neuro-Fuzzy Controller

Design. Journal of Systems Engineering and Electronics. VOI.18，No.3，2007，PP.603-610. (EI和 SCI双检：

SCI检索号：1004-4132；EI检索号：074010852977)

5. 赵宝江. 基于蚁群聚类算法的非线性系统辨识. 控制与决策，2007，22（10）：1193-1196.(EI 检索：

074710936683)

6 赵宝江 .AN ANT COLONY CLUSTERING LGORITH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achine Learning and

Cybernetics (ICMLC) 2007, Hong Kong.3933-3938. （EI检索：080311031007）

7 ZHAO Baojiang. Optimal Design for Fuzzy Controller by Ant Colony Algorithm. Advanced Measurement and

Test. Key Engineering Materials Vols. 439-440, 2010:1190-1196. (EI检索：20103313148481)
8 ZHAO Baojiang. Optimal Design of Neuro-Fuzzy Controller Based on Ant Colony Algorithm. Proceedings of

the 29th Chinese Control Conference. 2010, Beijing, China. 2513-2518. (EI检索：20105113504351)
重要核心 B类：

7 赵宝江,李士勇.基于自适应路径选择和信息素更新的蚁群算法.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7,43(3): 12-15.

8 赵宝江,李士勇.一种求解函数优化的自适应蚁群算法.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7,43(4): 40-43.

9 李士勇,赵宝江.一种蚁群聚类算法.计算机测量与控制,2007,15(11):1590-1592,1596.

10袁学海,赵宝江.基于新截集上的分解定理、表现定理和扩展原理.模糊系统与数学,1999,4：60-62.

11 赵宝江.集合套范畴的研究.模糊系统与数学,2002, 16(1):29-36.

12赵宝江.新型集合套范畴的弱 Topos性.模糊系统与数学,2002, 16(3):9-16.

13 栾秀春,赵宝江. 基于模糊状态观测器的单元机组 T-S 模糊协调控制系统.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2006,

26(4):76-81. (EI检索：06189856917)

14 赵宝江. 蚁群聚类算法的 T-S模糊模型辨识.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2011,47(21):153-156.

一般核心：

14．赵宝江.Fuzzy 子环和理想的在定义.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1,24(4):340-343.

15 姬春秋，赵宝江. 高师数学建模课程的教学途径与方法,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12：209-211.

省级：

16. 赵宝江.λ－Fuzzy 子环和理想.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4,1:15-16.

17. 赵宝江.范畴 Set
→
的平衡器性质、有限积性质.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4,2:6-7.

专著和教材：

1. 蚁群优化及其在系统辨识和智能控制中的应用，专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 独立作者，18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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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等数学. 哈尔滨出版社,2003.第二作者.

3. 高等数学（文科类）.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主审.

4. 高等数学（经济管理类）.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主编.

二、项目

1. 项目名称：量子蚁群算法及蚁群行为的波函数模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起止时间：2008.1-2010.12；

经费：25 万；参与哈尔滨工业大学项目。（60773065）

2. 项目名称：弱 Topos 理论与应用的研究；起止年月：2002-2004；审批机关：黑龙江省教育厅科学技术

研究项目；项目主持人。

3. 项目名称：数学建模课程建设的研究与实践；项目时间：2008-2009；审批机关：黑龙江省新世纪高等教

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项目主持人。

4. 项目名称：格上拓扑学的研究；起至年月：2006,1-2007,12；审批机关：黑龙江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

目；第二参与人。

5. 项目名称：模糊矩阵的研究；经费：5万元；项目时间：2007-2009；牡丹江师范学院博士启动经费；项

目主持人。

6. 项目名称：蚁群优化算法及其应用研究；牡丹江师范学院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项目时间：2008；

审批机关：牡丹江师范学院；项目主持人。编号：Z2008001

7. 量子蚁群优化及其在系统辨识中的应用.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青年学术骨干支持计划项

目.2009-2011.项目负责人.4 万元.编号：1154G09.

三、获奖

1. 2006—2007学年度优秀教师、教学优质奖；

2. 2007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赛区二等奖 2个，指导教师；

3. 2008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赛区一等奖 2个，优秀奖 2个，指导教师；

4. 2009年东北三省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 5个，指导教师；

5、成果名称：Ant colony optimization algorithm and its application to Neuro-Fuzzy controller design。2009年，

黑龙江省第十一届自然科学技术学术成果奖二等奖；黑龙江省自然科学技术学术成果奖评审委员会；

6、2009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黑龙江赛区二等奖 2个，三等奖 4个，指导教师；

7、2010年东北三省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 2个，二等奖 5个，总指导教师；

8．2010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黑龙江赛区一等奖 3个，二等奖 2个，优秀奖 1个，总指导教师；

9．2011年东北三省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 3个，二等奖 3个，三等奖 4个；

10. 2011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黑龙江赛区一等奖 2个，二等奖 2个，三等奖 1 个，优秀奖 3个，总

指导教师；

11、成果名称：Optimal Design of Neuro-Fuzzy Controller Based on Ant Colony Algorithm. 2011年，黑龙江省

第十二届自然科学技术学术成果奖三等奖；黑龙江省自然科学技术学术成果奖评审委员会；

12、成果名称：加强数学建模的课程建设，提高大学生应用数学的创新能力。2011年，学校教学成果一等

奖。成果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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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项依据
(一) 选题意义和应用前景

数学实验，是在教育部面向 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的推动下，近几

年在我国高校中开设起来的新课程，其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数学实验的基本思想和方法。

目前，国内已有一大批学校开设了数学实验课，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准备开设这门

课。课程的对象不仅是理工科专业，而且包括了经济管理甚至文科等专业。我校在 2010

年《数学实验》课程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经过几个学期的教学实践，取得了一些可

喜的成果，各种相配套的教学管理措施也在完善中。

数学实验”是一种新兴的数学课程模式，是对大学数学课程的重要的补充，是数学

教学体系、内容和方法改革的一项尝试。在大学数学中开设数学实验也是传统教学方

法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的改革，可以使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激发学生主动探究的意识。从实验中去学习，探索和发现数学规律。 引入数学

实验还可以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强化学生对数学的应用意识，并培养学生运

用所学的数学知识与计算机技术去认识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数学实验为数学

理论联系实际开创了道路，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教学实

践表明：数学实验内容的优化可以显著提高大学数学的教学效果，可以将数学的发现

探索活动直接真正开展起来。各校开设数学实验所选取的教学内容及使用的数学软件、

采用的教学模式各不相同。因此，加强对数学实验教学内容的优化和教学模式的研究

是十分必要的。

数学实验对其他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的提高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借助数学

实验为数学的思想和方法注入了更多、更为广泛的内容，使学生摆脱了繁重的、乏味

的数学演算与数值计算，促进了数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结合，使得学生有更多的时间

去进行创造性工作。另外，数学应用离不开算法和计算机，算法必须以计算机为工具

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数学实验恰好是通过数学软件，将数学理论借助计算机来实现

解决实际问题的一门课程，对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及数学建模的能力都十分必要。

因此，研究这一课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

项目组其他成员

性别 年龄 单位 职称 学位 项目分工

女 1975.3 数学系 副教授 博士 教材编写

女 1978.10 数学系 讲师 硕士
编写实验项目

课程录像

男 1981.2 数学系 讲师 硕士
组织数学建模

竞赛

女 1982,4
数学系

讲师 硕士
课程编制

课程录像

男 1983.07 数学系 讲师 硕士 竞赛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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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数学实验中，计算机的引入和数学软件包的应用，但从另外一个层面讲，

这也增加了课程的负担，比如这需要以学生的计算机技术，包括软、硬件技术为支撑，

还需要学校的相关投入为支撑，这些都需要前期的大量投入。这就使得如何推行更加

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优化、构建配套教学内容体系，改善教学手段，完善教学设施，

创设更加和谐的学习环境，使学生有时间、有精力、有热情地去做更多的创造性工作，

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大量的理论与实践材料作为支撑，但

是目前国内外可供参考的理论与事实依据并不多见，这就为本课题在理论与实践双重

维度赋予了巨大价值。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作为一种新型的数学课程模式，数学实验已经纳入了国内一大批高校的课程建设

体系，有的已经建设出了自己的特色，现将就国内高校对此门课程的建设现状和存在

的问题做如下介绍：

1、数学实验课程教学模式出现多元化，但特色不鲜明，效果有待提高

目前，国内数学实验课的教学模式包括了以下两大类型：一类是以介绍数学应用

方法为主，通常是计算方法、统计方法和优化方法，以对这些方法的学习来带动实验，

这一方面以清华大学的数学实验课为代表；另一类是以探索数学的理论和内容为主，

目的是通过实验去发现和理解数学中较为抽象或复杂的内容，这种数学实验课较适合

数学专业，这一方面以中国科技大学的数学实验课程为代表；还有一类是以解决来自

各个领域的实际问题为主，在解决问题的实验中来学习和应用数学，这一方面以上海

交大的数学实验课为代表。

就形式而言，上述教学模式是前苏联教学模式的照搬照抄；就内容而言，上述教

学模式内容过于陈旧，其缺点日益凸显。虽然有些学校努力改变，但是受到各种因素

的干扰，效果不是很理想。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数学实验教学模式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

步深化。

2、 数学实验课程体系建构滞后,课程推广速度受到负面影响

数学实验课虽然已经在国内部分高校推广开来，但其速度受到了严重影响，一个

重要的原因是数学教育界对数学实验这门课程的基本内涵和框架,还缺乏一个大致统

一的认识和规范,同时各类数学实验课程的差异也让一些尚未开设这门课程而处于观

望状态的高校难以适从。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数学实验在更大范围高校课程体系

中的推广速度。这一点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有的学者建议制定统一的具有指导

性的数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有的学者建议明确数学实验课程的性质、任务和基本教学

要求; 有的学者则建议汇集典型数学实验案例;还有学者建议规范实验报告要求和课

程考核。也有的学者认为应该综合以上各方面的合理因素，迅速推动数学实验课程的

建设和发展,以利于它的进一步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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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学实验课师资队伍逐步壮大，但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相对薄弱

目前国内高校已经涌现出了一批从事数学实验课程教学工作的教师，但高水平教

师还相对较少，这与数学实验课程对教师素质的要求形成了巨大反差。数学实验课程

对师资要求较高,因为，从事数学实验教学的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数学理论知识,而且

要具备数学建模的基本训练和数学软件的应用能力，这就要求从事这门课程教学工作

的教师队伍应该是具有深厚理论知识与丰富实践经验的高水平教师队伍。但到目前为

止,国内从事这门课程教学工作的教师队伍中高水平的并不多，而且针对这门课程的师

资培训也比较缺乏。目前，国内一些教育机构已经开始大力推动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

这一工作的进展，比如，有的高校已经向教育主管部门建议积极组织国内外的专家学

者开展数学实验师资的培训工作。可以说数学实验课程的师资队伍建设对推动该课程

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部分学校数学实验与数学建模课程相混淆，影响了数学实验课程建设水平

数学实验与数学建模课程两门课都是要着重培养学生“用数学”的能力，但是课

程内容差别较大。在十几年发展中形成的数学建模课的主要内容是实际问题的建模以

及模型结果的解释和应用，较少涉及模型的求解。而数学实验课则要借助计算机和数

学软件补充模型求解这一块。在这两门课程的认识上，国内学者尚存巨大分歧，这种

分歧突出地表现为，全国各大高校在数学实验内容的选择与设置上不尽相同，这就严

重影响了数学实验课程的建设水平。这也充分说明，数学实验课程内容体系的建构与

优化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5、数学实验缺乏统一的标准软件平台

数学实验需要借助大量先进的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因此，它需要学生、教师具

有一定的软件理论基础与强大的软件操作能力，更需要一个具有先进功能的软件平台

为支撑。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无这样的一个软件平台。一些教师只能在教学环

节中同时向学生介绍多种数学软件，然后再指导学生进行数学实验。但对于更多的教

师、学生而言是不现实的,因为现在的数学软件比较多，但不同的软件有着各自的优势,

比如 MATLAB 擅长数值计算,LINGO 擅长优化,SPSS 则擅长统计，要让教师在有限的几节

课上讲授完这些东西，且学生很快就能掌握、甚至是应用好，确实困难重重。因而, 能

否构建出一个统一的数学实验软件平台已经成为一个制约目前、甚至未来实验课程教

学的一个重大问题。

（三）项目研究基础

1、建设了精品课程网络平台

(1) 2010 年《数学实验》建设成为省级精品课，2009 年《数学模型》建设成为校

级精品课。围绕这两门精品课，建设了“数学实验”省级精品课网站、“数学建模”校

级精品课程网站。

(2) 组建了数学实验和数学建模指导教师团队。团队成员由 11名教学和科研过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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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心强的教师组成。这些教师都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平均年龄 32岁，团

队朝气蓬勃。每位教师都有自己的专长，涉及多元统计、优化建模、微分与差分方程、

图论、模糊数学、计算机仿真等多个学科领域，互相之间既独立又交叉。

(3) 建设并开放了数学实验室。此实验室是数学实验课程的主要实践基地，同时也

是数学建模培训与竞赛的一个开放式实训基地。

2、开展了数学应用的教学研究与改革

第一，将数学建模和数学实验有效结合。《数学建模》课程注重案例分析，《数学

实验》注重实验设计。将两个课程有效结合，完成从实际问题到数学模型表达，再从

数学模型到计算机仿真的全过程。

第二，开展案例教学。

第三，开展实验教学法。针对数学实验中，学生实践动手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

我们初步编写了《综合性实验项目大纲》，进行了数学实验内容的综合性设计，并分别

介绍了MATLAB、LINGO、SPSS 三个软件的使用。培养了数学软件使用能力及分析、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四，改革了数学实验课的考核方式。采取 “实验作业+随机上机考试”的新模式。

为了配合这种考试改革，我们建立了随机机考题库（100道）。

3、建立了数学建模三级竞赛选拔与培训机制

09年以来，已组织 4届“数学建模校内赛”，参加了 4届“东北三省数学建模联赛”，

3届“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在近 3年内，共获得省级以上各类数学建模竞赛奖

励 44项的好成绩。

4、项目组教师发表的论文和主、参编的教材

近几年先后主持教改项目 6 项，发表教学论文 11 篇、主编教材 3部，参编教材 1

部。获得教学、科研成果奖励 3项。共承担各类科研项目 11 项，发表科研论文 22 篇，

获奖 4 篇。出版专著 2部。

论文：

[1] 蚁群聚类算法的 T-S模糊模型辨识，《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11.07
[2] 高师数学建模课程的教学途径与方法，《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12
[3] 定性关系及其应用，《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09.08

[4] 基于主成分分析下候选基因关联检验的数学模型,《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0.07
[5] 基于线性回归的分析河流径流量的数学模型，《安徽农业科学》，2011.07
[6] 加强师范学生数学建模能力的几点思考，《科教文汇》，2009.06
[7] 基于 AHP-FUZZY的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模型研究，《科技致富向导》，2010, 05
[8] 评价学生学习情况的数学模型，《科教文汇》，2010,02
[9] 秩和比法的应用，《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02
[10] Optimal Design for Fuzzy Controller by Ant Colony Algorithm ， Advanced

Measurement and Test. Key Engineering Materials Vols. 2010
[11] Optimal Design of Neuro-Fuzzy Controller Based on Ant Colony Algorith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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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edings of the 29th Chinese Control Conference. 2010

教材：

[1] 高等数学（经济管理类）（上）.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副主编.

[2] 高等数学（经济管理类）（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主编.

[3] 高等数学.哈尔滨地图出版社，2011.主编.

[4] 离散数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3.主编.

项目：

[1] 数学建模课程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黑龙江省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项目主

持人。

成果：

[1] 搭建数学建模的实践教学平台，构建数学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2011 年校级教

学成果一等奖。

三、项目实施方案与计划

（一）主要研究内容、研究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a)主要研究内容

1、综合性、开放性数学实验项目编制可行性分析；

2、综合性、开放性数学实验项目方案设计；

3、综合性、开放性数学实验项目应用效果评估；

b)研究目标

通过本项目的研究，获得适合数学专业本科生的综合性、开放性数学实验方案，并

通过实践达到改变数学专业毕业生“理论强、实践弱”现象，培养学生独立研究能力、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目的。

c)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综合性、开放性数学实验项目编制和评估。

（二）具体实施计划

第一年度

（1）调研实验条件、实验实践、人员安排、互动方法等相关信息，研究综合性实验

编制的总体方案；

（2）综合性数学实验项目设计，设计 9个不同内容和层次的实验方案；

（3）进行实验项目实施；

第二年度

（1）进行综合性实验实施效果评估研究；

（2）编制数学实验课机考试题库；

（3）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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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拟采取的研究途径与方法、主要保障条件

a) 拟采取的研究途径与方法

b）主要保障条件

(1) 2010 年《数学实验》建设成为省级精品课，2009 年《数学模型》建设成为校级

精品课。围绕这两门精品课，建设了“数学实验”省级精品课网站、“数学建模”校级精

品课程网站。

(2) 组建了数学实验和数学建模指导教师团队。团队成员由 11 名教学和科研过硬、

责任心强的教师组成。这些教师都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平均年龄 32 岁，团队

朝气蓬勃。每位教师都有自己的专长，涉及多元统计、优化建模、微分与差分方程、图

论、模糊数学、计算机仿真等多个学科领域，互相之间既独立又交叉。每年，理学院都

要派教练外出学习交流，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业务水平。

(3) 建设并开放了数学实验和数学建模实验室。2008 年数学实验和数学建模实验室

被批准建立，拥有了 70 台电脑、1 台服务器和多媒体设施。安装了数学软件：MATLAB，

LINGO，SPSS。并购买了一批数学实验书籍。此实验室成为全校大学生进行数学实验和数

学建模培训与竞赛的一个开放式的实训基地。

四、项目成果

（一）实施范围、教学受益面

本项目的实施范围为牡丹江师范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本

科生。

牡丹江师范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每年有本科生 120 名左

右，在校生共 600 余名，教学受益面较广。

（二）预期成果形式及数量

研究制定符合高校数学专业使用的综合性数学实验项目方案、教学大纲、教学计划、

教案、讲稿；制作教学课件，供课堂和学生自学使用；组织参加各级数学建模类竞赛；

在省级以上期刊或会议上发表教学改革论文 3至 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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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期的主要创新之处

1、对学生数学实践能力的有效提升

数学实验课程主要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以学生自己动手为主而不是以教师讲授为主，

自始至终强调学生自己的体验与探索，主要培养两种能力：（1）从实际问题中抽象出数

学模型进行试验的能力，这是数学表达能力；2、应用 Matlab 和 lingo 软件进行求解，

这是计算机应用能力。

2、探索数学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

通过编制适合的综合性数学实验项目大纲、建设数学实验课程学习网站、进行数学

实验课程改革、建立与完善数学建模竞赛与培训机制等措施提高大学生的数学实践创新

能力。

3、建立大学生课外学习和创新平台

通过建立数学建模竞赛三级竞赛选拔和培训机制：校内赛—东北三省联赛—全国赛，

以大学生创新型实践项目为切入点，开放数学实验室，为学生深入学习专业知识、拓展

知识面、提高综合素质和能力产生积极影响。

五、经费预算

支出科目 金 额

1购买资料，调研；

2 制作实验项目大纲、教学课件；

3 打印；

4 文章发表；

5 参加学术会议；

6 购买数学实验相关软件；

5000；

2000；

1000；

4000；

4000；

90000；

自筹经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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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普通本科高校公共数学课程的改革，提升学生创新实践能力”项目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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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黑龙江省赛区组委会项目

[1] 数学建模教学与竞赛管理改革研究项目协议书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黑龙江赛区组委会项目协议书格式 密级：公开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黑龙江赛区组委会

项目协议书

项目名称： 数学建模教学与竞赛管理改革研究

申请单位： 牡丹江师范学院

申 请 人： 赵文英

通信地址： 牡丹江市爱民区文化街191号牡丹江师范学院

邮政编码： 157011

电 话： 15046332046

开户银行： 建行牡丹江铁道支行

银行账号： 23001708851050000308

申请日期： 2019年1月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黑龙江赛区组委会制

二〇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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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报 说 明

一、申请书各项内容要实事求是，逐条逐项认真填写。不符合规定者，将

不予受理。

二、项目研究周期为三年，研究经费与近三年该校参赛队伍总数量及获奖

情况成正比。

三、申请书采用 A4 纸双面打印，一式两份，左侧装订成册，并在“申请

人承诺”处签字。一级标题用四号黑体，无缩进；其余标题四号仿宋体，正文用

小四号仿宋体，首行缩进二字符。表格可自行扩展。

四、“项目名称”应确切反映研究内容，最多不超过 25个汉字（包括标点

符号）。申请书主要内容部分应具体、翔实。参与人不超过 5人。

五、“单位意见”需由申请人所在单位主管领导签字，并加盖院级以上公

章。

六、申请书电子版命名方式：项目名称-学校名称-申请人姓名

七、哈尔滨工业大学开发票信息：

单位名称：哈尔滨工业大学

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00000400000456B

地址、电话：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 92号，0451-86414208

开户行、账号：工商银行哈尔滨市大直支行，350004010900890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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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请基本信息表

项 目 名 称 数学建模教学与竞赛管理改革研究

申
请
者

姓 名 赵文英 性别 女 年龄 40 学位 硕士

职 称 副教授
专业

特长
数学建模

联系

电话
15046332046

工
作
单
位

学校名称 牡丹江师范学院

所在院系 数学科学学院

项目基本

情况概述

（100字左右）

牡丹江师范学院自2009年参加各种数学建模竞赛以来，

取得了一些成绩，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如何建立更加完善竞

赛参加与选拔机制，如何通过竞赛提升学生数学应用能力，

从而提升教学质量以及教师指导水平等问题急需要解决。

项目难度

或创新点

（100字左右）

1、针对变化的学生和外界因素，如何制定更加合理、实用的

校赛—省赛—国家赛三级建模竞赛整体机制；

2、借助数学建模竞赛，提高教学质量，从而有效提升学生的

数学应用能力；

3、提升教师指导竞赛的水平。

预期成果

（括号中划√）
A. 论文（√） B. 专利（ ） C. 竞赛获奖（√）

主题词 数学建模竞赛；数学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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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研究内容

自从 2009 年牡丹江师范学院开始举办“牡丹江师范学院数学建模竞赛”，

参加“东北三省数学建模竞赛”，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以来，已

经走过了十个年头，我们从初步形成我校的三级数学建模竞赛制度到比较完善

的的数学建模制度，但是就是这个三级竞赛的制度在时代的变迁下也出现了问

题，不仅如此，随着竞赛的各种变革，教师的问题，学生的问题也凸显出来，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这也是我们项目主要研究内容。

1）竞赛制度问题有待优化。我院三级数学建模竞赛在前几年各赛事人数

在逐年提升，但是近两年随着题目难度的加大和我院一些制度改革，使得我校

各赛事的参赛人数出现了较大波动，例如 2018 年东三省赛我院出现历届以来

的人数最多的现状，但是国家赛又出现较往年少很多的现象，很不正常，这和

我们现行的三级竞赛制度有关，需要我们有更多的激励和宣传力度，让更多的

我院理工科学生参与进来，在壮大队伍的同时，合理搭配知识结构。

2）如何通过竞赛，提升教学质量。众所周知，数学建模竞赛能提高学生

的数学应用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等，但是竞赛作为学生的活动，如何与

课堂教学有效的衔接起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仍是目前教育界研究的一个

热门话题。我校也不例外，面对我校实际情况，如何将高难的竞赛溶解到课堂

教学中去，如何让课堂教学有效的服务竞赛，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3）教师的竞赛指导水平有待于进一步迅速提高。近几年，随着一些教师

的离职和外调、竞赛试题方向的改变，让教师队伍的一些情况凸显出来。首先，

有经验教师的数量严重不足。一个有经验、有知识专长的竞赛指导教师至少经

过 3-4 轮的参加竞赛与实践，才能形成，而培养这样一个教师，时间有点长，

目前我院 7名指导教师中，只有 3 人指导竞赛经验比较丰富，其他还在成长中，

需要时间。其次，知识结构不合理，这两年离职的人很多，使得指导教师队伍

的知识结构出现缺东少西的现象，例如，目前，算法类教师就很缺乏，对培训

算法类的建模题就比较吃力。这都需要时间、培训等方法来解决。

综上所述，我院的竞赛、教学到提升学生能力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这

也正是这个项目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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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案和技术途径

1 研究方案

针对以上情况，我们制定了以下研究方案

1）优化竞赛制度。宣传措施改进。从校内赛做起，在竞赛前，做好各种

宣传，从板报、宣传板到微信，从建模指导教师宣传到数学科学院所有公共课

老师进行宣传，以扩大校内赛人数，底数大了，才能更多的选取人员参加东北

三省赛和全国赛；奖励措施改进。从以往的少数人获奖到更多的人获奖，同时

在典型表彰会上进行颁奖，如果有可能，争取计入学分或者进行金钱奖励。

2）进行课程改革，使得竞赛与教学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我校与竞赛相

关的课程为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课程，我们将首先对内容进行改革，将历年的

数学建模竞赛涉及到的建模知识进行分解，先利用简单的实例进行说明，在寻

找稍微复杂的实例进行难度提升，使学生一步一步提升自己的能力；然后对教

学模式进行改革，减少教师将的时间，增加学生自行思考问题的时间，包括在

课上和课下，这里可以积极利用蓝墨云和雨课堂等软件平台逐步实现这个教学

模式；最后改革考核方式，我们将采用全过程考核方式，针对每种方法都有一

个实验报告，可以让大家分组完成，以培养合作意识，也为竞赛做好准备。这

样，让课程尽可能的服务竞赛，将使得竞赛成绩会有所提高，反过来竞赛也最

大程度的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3）通过培训、会议和学习提升教师指导水平。下年我们将计划派全体建

模指导老师到哈理工学习一周，以快速提升我院教师的竞赛指导水平；对于算

法教师缺乏问题，我们希望通过外院教师来解决这个问题。未来几年，需要派

更多的教师参加各种正规的数学建模会议，以增大教师的视野，同时通过互相

借鉴与交流提升教师的指导竞赛水平。



申报教学成果奖—成果依托项目

35

2 技术途径

针对这个项目，制定了以下技术路线

三、研究进度与成果形式

1、研究进度

1）第一年（2019 年）：教师进行外出学习，培训， 制定数学建模课程新

的教学内容、讨论形成初步的教学模式；然后对竞赛制度进行改革，加大宣传

力力和为学生争取奖励，开展数学建模校内赛、东北三省赛和全国赛，后期整

理材料并总结经验；

2）第二年（2020 年）：针对上年的课程改革和竞赛的改革进行利弊分析，

吸取经验教训，进一步优化课程，完善竞赛制度，再一次进行实践；

3）第三年（2021 年）：总结近两年的课程改革、竞赛改革的经验和教训，

整理材料，形成报告和论文。

2、成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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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报告。对课程改革和竞赛改革进行总结和研讨；

2）竞赛获奖。学生参加数学建模校内赛、东北三省数学建模竞赛、全国

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得省一、二等奖至少 10 项，争取获得国家二等奖。

3）教研论文。发表省级及其以上教研论文 2篇或者 2篇以上。

四、研究条件与保障措施

为了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完成，我校有以下研究条件和保障措施：

1）本学院的数学建模竞赛虽然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总体上这些年活动开

展的有声有色，多次获得国家级及省级竞赛一等、二等奖，而且整个项目组成

员都是竞赛的培训的老师，目前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竞赛培训经验，这都有利于

完成项目的竞赛活动部分。

2）《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是我校重点扶持发展的课程，是数学科学学院

的特色课程，课程改革是对此课程的发展与完善，一定会得到各个单位的支持

与配合，保证项目的顺利开展。

3）本研究将历时三年（2019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时间较充裕，图书

馆相关资料也很丰富，学院具有单独的数学实验室，多台高配置电脑均装有各

种计算软件，如 matlab、spss、lingo 等为课题的数据实证部分提供了良好的

计算环境。

4）项目组成员竞赛指导经验较丰富，科研水平较高。项目组成员多年参

加指导数学建模竞赛，经常与其他专家交流和学习，使研究范围涉及经济、模

糊控制、统计、预测与评价等多种领域，这样学科之间就有了强有力的知识互

补，也开拓了项目组科研视野，近几年项目组成员发表相关教研论文二十多篇，

项目组成员已具备很好的研究基础，这些都是项目最终顺利完成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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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承担研究任务主要人员概况

1、项目负责人简介

项目负责人，2006 年于渤海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毕业，硕士研究生，2007

到牡丹江师范学院参加工作至今，主要成果如下

参与和主持项目方面：

1）参与黑龙江省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数学建模课程建设

的研究与实践，黑龙江省教育厅，2009 年 12 月结项，第二名次；

2）参与黑龙江省教育厅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高校数学实验教学的重

构与实践， 第 3名次，项目编号 JG2012010637，结项时间：2014.5.20；

3）主持牡丹江师范学院教改项目：以数学建模竞赛为手段，促进《数学

建模与数学实验》课程的改革与实践（16-JG18033）2016 年立项，未结项；

4）主持牡丹江师范学院教改项目：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课程中的案例教

学研究（2013ALZX007），2016 年结项；

5）主持校级科研项目：可积系统的可积耦合与其 Hamilton 结构，

KZ2008005，结项时间：2009 年 12 月。

6）指导大学生实践创新项目 3项，水资源短缺风险综合评价（2011），单

钻头和多钻头打孔机的刀具最有转换问题研究（2013 年：MSY12XCAX063）、我

国各省农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精品课程方面：

1）2010 年至 2015 年为省级精品课《数学实验》主讲教师和主要建设者；

2）2016 年为省级精品课《数学实验》主持人，同时也是主讲教师与主要

建设者；

3）2010 年至 2015 年为校级优秀课程的《数学建模》主讲教师和主要建

设者。

教学获奖

1）获 2011 年牡丹江师范学院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加强数学建模的课程

建设，提高大学生应用数学的创新能力（第二名次）；

2）获 2013 年获得牡丹江师范学院教学成果一等奖 1项：搭建高校数学实

验系列课程的实践教学平台，构建数学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第二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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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2 年获得牡丹江师范学院“教学方法大改革行动”获得一等奖。

指导本科生、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奖方面：

1）自 2013 年我校代表队参加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以来，共获得国家

二等奖 7项，三等奖 2项。

2）自 2007 年我校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与东北三省数学建模竞赛

以来，我知道的代表队共获得国家二等奖 6项，省一等奖 20 余项；

3）2015 年年获得黑龙江省数学建模“优秀指导教师”称号，黑龙江省教

育厅颁发；

教学改革与科研论文、教材：

1）赵文英.基于改进 Logistic 模型的黑龙江省城镇化水平预测[J]. 数学

的实践与认识,2013,13:44-49.

2）赵文英.基于主成分一灰色关联度的黑龙江省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J].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2014,06,43-50

3）赵文英.空间解析几何教学:数学实验的融入[J].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2014,01:58-59.

4）赵文英.数学建模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与成效[J].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2013,04:55-56.

5）参编《高等数学》教材一部，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第二名次，副主编名次为第一，2011 年

科研获奖：

1）获 2010 年牡丹江市自然科学技术二等奖 1项；

2) 获 2014 年牡丹江市自然科学技术二等奖 1项；

3) 获 2014 年牡丹江市自然科学技术三等奖 1项。

2、主要参与研究人员概况

姓名 年龄 学历 单位 年工作时间 备注

褚文杰 30 研究生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17年—至今

谢威 37 研究生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07年—至今

祖培福 37 研究生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07年—至今

马妍 31 研究生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15年—至今

李淑凤 40 研究生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07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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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费概算（额度：5500 元）

1、经费概算

1) 会议费、调研费、差旅费；2000 元

2）材料费：1000 元

3）劳务费：2500 元

2、主要开支内容

1）外出调研、培训，参加会议产生的费用；

2）打印、装订、纸张、笔记本、笔、材料袋等与课程建设、数学建模竞

赛相关的费用；

3）用于数学建模校内赛，东北三省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

竞赛的教师培训学生的劳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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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论成果

1 教材、专著建设成果

[1] 教材：高等数学（上），机械工业出版社，主审，2019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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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机械工业出版社，主编，2019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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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材：计算机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主编，2018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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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清华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主编，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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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材：线性代数，清华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副主编，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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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材：高等数学，清华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副主编，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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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材：离散数学，清华大学出版社，主编，2012 年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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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教材：高等数学（上），清华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主编，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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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教材：高等数学（文科类），清华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主编，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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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专著：云数据背景下的高校智慧校园建设，冶金工业出版社，2019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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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专著：新时期计算机网络技术与应用多维度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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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专著：数学模型方法及应用研究，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201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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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专著：概率论应用分析，新华社出版，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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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教材获奖：高等数学（上）黑龙江省“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证明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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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教材获奖：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牡丹江师范学院优秀自编教材二等奖.

[16]教材获奖：概率论应用分析，牡丹江师范学院科学技术三等奖，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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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教研论文

[1] 王岚.高等数学教学中使用“讨论式教学法”的探索与实践，《2013创新教育学术年会论

文》，20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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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岚.定性关系及其应用，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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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岚.高师院校离散数学考试新模式，《计算机教育》，2014.07，No.14,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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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赵文英. 基于主成分—灰色关联度的黑龙江省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 数学的实践与认

识,2014（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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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赵文英.基于背景值优化的 GM(1,1)模型在牡丹江 GDP预测中的应用.数学的实践与认

识,2018（第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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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妍.具有广义边界条件的迁移方程的性质.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6（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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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岚.基于M-模糊化 P-闭集族刻画M-模糊化拟阵，《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7.02



申报教学成果奖—理论成果

91



申报教学成果奖—理论成果

92



申报教学成果奖—理论成果

93



申报教学成果奖—理论成果

94



申报教学成果奖—理论成果

95



申报教学成果奖—理论成果

96



申报教学成果奖—理论成果

97

[8] 王岚.M-模糊化相关集族及M-模糊化 beta-圈集族，模糊系统与数学，2017，04，

31(2),7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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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赵文英.基于改进 Logistic模型的黑龙江省城镇化水平预测.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3,07

（第一作者）



申报教学成果奖—理论成果

105



申报教学成果奖—理论成果

106



申报教学成果奖—理论成果

107



申报教学成果奖—理论成果

108



申报教学成果奖—理论成果

109



申报教学成果奖—理论成果

110

[10] 赵文英.我国各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中国农机化学报,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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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赵文英.基于改进 logistic 模型的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测.牡丹江师范学院学

报,2018(（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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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赵文英.空间解析几何教学:数学实验的融入.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

（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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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廖飞.灰色模型在牡丹江市城镇居民收入预测中的应用[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

学版),20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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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金玉苹.牡丹江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

版),2015（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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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马妍.杠杆挠度曲线的 Fredholm积分方程解法.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

（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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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金玉苹. 基于模式定理的遗传算法数学模型.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

（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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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金玉苹.一种改进的遗传算法在智能组卷上的应用.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

版),2017（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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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廖飞,李云晶.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江苏省人民生活水平综合评价.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社
会科学版),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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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果研究产生的项目

[1]大学文科数学课程教学内容与考试方法的研究实践结题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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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校数学实验教学的重构与实践”验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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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离散数学课程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性研究”验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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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等数学课程体系优化结题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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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一实两重”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研究与实践”验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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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校级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网络互动平台的建设项目结项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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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学生建模能力培养与竞赛管理结项证书

[8]“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课程中的案例教学研究”结项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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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向应用型转型发展的 JAVA项目实训课程实践项目结项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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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托数学建模竞赛搭建实践平台、培养创新思维提升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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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以数学建模竞赛为手段，促进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课程的改革与实践”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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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数学类卓越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项目结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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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课程建设成果

[1]《离散数学》黑龙江省“线下一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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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黑龙江省课程联盟线上线下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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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学实验》省级精品课

2010 年省级精品课程《数学实验》评审结果公布与网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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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pk.mdjnu.cn/course/sxsy/

http://jpk.mdjnu.cn/course/sx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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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学建模》校级精品课、校内 SPOC证明材料

级精品课程《数学建模》公示单及网站建设



申报教学成果奖—理论成果

165

使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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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离散数学》校级精品课

校级优秀课程《离散数学》公示单及网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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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pk.mdjnu.cn/Course/sxsy/document-1-143.aspx
[6]《高等数学》校级精品课、校内 SPOC证明材料

http://jpk.mdjnu.cn/Course/sxsy/document-1-14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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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数学建模》、《数学实验》、《运筹学》课程的网络建设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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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相关获奖

[1] 2019年牡丹江师范学院教学成果一等奖公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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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赵文英，2017年牡丹江师范学院教学成果一等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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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3年牡丹江师范学院教学成果一等奖证书

[4] 2011年牡丹江师范学院教学成果一等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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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牡丹江师范学院，“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黑龙江赛区特别贡献奖”，2018
年 12月

[6]赵文英“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黑龙江赛区竞赛成绩优异奖”，2018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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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赵文英，“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黑龙江赛区优秀组织工作奖”，2018年 12
月

[8]王岚，“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黑龙江赛区团队建设贡献奖”，2018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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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金玉苹，第八、九、十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黑龙江赛区

优秀指导教师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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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金玉苹，第十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全国总决赛优秀指导

教师证书

[11] 金玉苹，2019年黑龙江省优秀教师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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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岚，2018年牡丹江师范学院教学名师证书

[13] 王岚，2017-2019年牡丹江市领军人才数学学科带头人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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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才培养方案

[1]2014、2016、2019数学与应用数学人才培养方案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各版人才培养方案实践学分及课程体系设置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实践学分及占总学分的比例在逐渐增加，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本科人

才培养方案的课程设置上，越来越注重实践应用性课程的设置，比如数学建模等课程。应用

型课程、创新创业类课程如数学建模、运筹学、教育教学研究与拓展等课程的设置体现了行

业发展趋势所需的新知识与能力，使得知识结构和课程体系对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形成支

撑。2019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注重发挥专业的交叉学科优势和特色，确立了以通识教育为

基础，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提高人才的适应性。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的优势

特色是现已逐步形成“数学师范本科+学科教学（数学）专业硕士+数学教育学术硕士”本

硕一体的培养体系，是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教学研究型专业。

实践学分 课程体系设置

2014版

总学分：152
实践学分：31.5
实践学分占总学

分比例：21.28%

本专业课程主要由通识教育平台中的两个课程模块、专业

教育平台中三个课程模块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平台中两

个课程模块构成。通识教育平台中的课程模块为通识必修

课程、通识选修课程；专业教育平台中的课程模块分别为

专业必修课程、公共选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主要实践

性教学环节平台中的课程模块分别为公共实践环节、专业

实践环节。

2016版

总学分：163
实践学分：42.5
实践学分占总学

分比例：26.07%

本专业课程主要由通识教育平台中的五个课程模块、专业

教育平台中四个课程模块及创新实践平台中三个课程模块

构成。通识教育平台中的课程模块为思想政治类、国防与

身心健康类、语言技能类、创新创业教育类、文化素质类

课程；专业教育平台中的课程模块分别为学科基础课程、

专业主干课程、专业方向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创新实践

平台中的课程模块分别为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创新创业

实践、素质拓展。

2019版（普

通班二表）

总学分：165
实践学分：40.5
实践学分占总学

分比例：25%；

实践类课程和实

践环节学分除通

识课以外总学分

的 28%

本专业课程主要由通识教育平台中的五个课程模块、专业

教育平台中五个课程模块及创新实践平台中两个课程模块

构成。通识教育平台中的课程模块为思想政治类、国防与

身心健康类、语言技能类、创新创业教育类、文化素质类

课程；专业教育平台中的课程模块分别为数学通识基础课

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跨学

科选修课程；创新实践平台中的课程模块分别为创新创业

实践、素质拓展。

2019版（卓

越班一表）

总学分：170
实践学分：44.5
实践学分占总学

分比例：26%；

实践类课程和实

践环节学分除通

识课以外总学分

的 31%

本专业课程主要由通识教育平台中的五个课程模块、专业

教育平台中五个课程模块及创新实践平台中两个课程模块

构成。通识教育平台中的课程模块为思想政治类、国防与

身心健康类、语言技能类、创新创业教育类、文化素质类

课程；专业教育平台中的课程模块分别为数学通识基础课

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跨学

科选修课程；创新实践平台中的课程模块分别为创新创业

实践、素质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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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4、2016、2019金融数学人才培养方案

金融数学专业各版人才培养方案实践学分及课程体系设置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实践学分及占总学分的比例在逐渐增加，金融数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

方案的课程设置上，越来越注重实践应用性课程的设置，比如数学建模、多元统计分析、证

券投资分析、计量经济学等课程，这些课程都设有一定比例的实验学时，并且实验学时数也

有小幅的增加，会计学、证券投资分析等课程都有附属的实训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为学生

解决金融领域的实际问题提供了专业实践机会，并可以满足学生考取金融相关行业的资格证

书的需要。2019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注重发挥专业的交叉学科优势和特色，确立了以通识

教育为基础，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增加了跨学科选修课程拓展专业知识体系，

提高人才的适应性。课程体系重构将业务培养与素质教育、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融为一体，

理论课程注重研究能力的培养，实践课程注重动手能力、综合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科学研究能力、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

实践学分 课程体系设置

2014版

总学分：148
实践学分：31.5
实践学分占总学

分比例：21.28%

本专业课程主要由通识教育平台中的两个课程模块、专业

教育平台中三个课程模块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平台中两

个课程模块构成。通识教育平台中的课程模块为通识必修

课程、通识选修课程；专业教育平台中的课程模块分别为

专业必修课程、公共选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主要实践

性教学环节平台中的课程模块分别为公共实践环节、专业

实践环节。

2016版

总学分：160
实践学分：45
实践学分占总学

分比例：28.13%

本专业课程主要由通识教育平台中的五个课程模块、专业

教育平台中四个课程模块及创新实践平台中三个课程模块

构成。通识教育平台中的课程模块为思想政治类、国防与

身心健康类、语言技能类、创新创业教育类、文化素质类

课程；专业教育平台中的课程模块分别为学科基础课程、

专业主干课程、专业方向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创新实践

平台中的课程模块分别为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创新创业

实践、素质拓展。

2019版

总学分：165
实践学分：49
实践学分占总学

分比例：29.70%

本专业课程主要由通识教育平台中的五个课程模块、专业

教育平台中五个课程模块及创新实践平台中两个课程模块

构成。通识教育平台中的课程模块为思想政治类、国防与

身心健康类、语言技能类、创新创业教育类、文化素质类

课程；专业教育平台中的课程模块分别为数学通识基础课

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跨学

科选修课程；创新实践平台中的课程模块分别为创新创业

实践、素质拓展。



申报教学成果奖—理论成果

185

[3] 2014、2016、2019信息与计算科学人才培养方案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各版人才培养方案实践学分及课程体系设置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2016版人才培养方案比 2014版人才培养方案在实践学分占总学分的

比例上明显增加，2019版人才培养方案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有所下降，但实质上本门课程实

践学时占总学时的比例明显增加，只不过实践学分的计算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每 16学时

为 1分，改为每 32学时为 1分。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设置上，越

来越注重实践应用性课程的设置，原学科基础课程逐渐增加课内实践课时，原专业课程逐渐

增加实验实训课程，原专业选修课程不断增设前沿课程以充分考虑学生的兴趣和满足学生的

发展需求。程序设计与算法、JAVA程序设计等课程都有进阶的实训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

为学生参与省级和国家级的竞赛提供了实践实训的保障，并为信计学生的就业提供实战的机

会。2019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继续积极探索校企联合培养模式，重点培养学生数学建模、

数据分析、数值计算和软件编程等核心能力，具有解决信息技术中实际问题的能力及想关软

件的研发能力。

实践学分 课程体系设置

2014版

总学分：143
实践学分：48.5
实践学分占总学

分比例：33.92%

本专业课程主要由通识教育平台中的两个课程模块、专业

教育平台中三个课程模块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平台中两

个课程模块构成。通识教育平台中的课程模块为通识必修

课程、通识选修课程；专业教育平台中的课程模块分别为

专业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主要实践

性教学环节平台中的课程模块分别为公共实践环节、专业

实践环节。

2016版

总学分：156
实践学分：58.5
实践学分占总学

分比例：37.5%

本专业课程主要由通识教育平台中的五个课程模块、专业

教育平台中四个课程模块及创新实践平台中三个课程模块

构成。通识教育平台中的课程模块为思想政治类、国防与

身心健康类、语言技能类、创新创业教育类、文化素质类

课程；专业教育平台中的课程模块分别为学科基础课程、

专业主干课程、专业方向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创新实践

平台中的课程模块分别为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创新创业

实践、素质拓展。

2019版

总学分：160
实践学分：50.5
实践学分占总学

分比例：31.56%

本专业课程主要由通识教育平台中的五个课程模块、专业

教育平台中五个课程模块及创新实践平台中两个课程模块

构成。通识教育平台中的课程模块为思想政治类、国防与

身心健康类、语言技能类、创新创业教育类、文化素质类

课程；专业教育平台中的课程模块分别为数学通识基础课

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跨学

科选修课程；创新实践平台中的课程模块分别为创新创业

实践、素质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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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等数学人才培养方案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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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课程增加实验、实践类课时列表

序号 课程名称
2014 人才培养方案

实验、实践课时

2016 人才培养方案

实验、实践课时

2019 人才培养方案

实验、实践课时
变化趋势 适合专业

1 会计实务实训 0 50 50 升 金融类

2 计量经济学 0 8 16 升 金融类

3 统计学 0 0 16 升 金融类

4 利息理论 8 8 16 升 金融类

5 常微分方程 0 8 16 升 所有专业

6 证券投资学 20 20 32 升 金融类

7 金融经济学 0 0 16 升 金融类

8 应用随机过程 0 0 16 升 金融类，信息类

9 金融风险管理 0 0 16 升 金融类

10 数值分析 16 16 16 不变 所有专业

11 最优化理论与算法 0 30 16 升 所有专业

12 多元统计分析 12 20 34 升 金融类，其他选修

13 数学建模实训 0 0 60 升 所有专业

14 数学实验 30 30 32 升 所有专业

15 统计分析软件与 spss 应用 0 0 50 升 金融类

16 微分方程数值解 0 0 8 升 金融、信息

17 应用数学软件 0 0 32 升 师范类

18 师范类职业技能课程 52 108
分散训练与考核，证书

制管理
师范类

19 数学建模 0 16 16 升 所有专业

20 中学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0 0 16 升 师范类

21 Java 程序设计实训 50 50 50 不变 信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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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Java 程序设计 40 48 40 稍有降 信息类

23 数据结构与算法 16 16 40 升 信息类

24 大数据分析 0 0 40 升 信息类

25 ACM 竞赛实训 0 0 32 升 信息类

26 python 程序设计 0 0 40 升 信息类

27 数据库技术 18 18 40 升 信息类

28 JSP 程序设计 0 30 32 升 信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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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践成果

1学科竞赛

1.1 数学建模竞赛宣传材料

(2019年微信、网站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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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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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a.mdjnu.edu.cn/docs/docs/DocDsp.jsp?id=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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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海报+网站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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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网站宣传）

网址：http://oa.mdjnu.cn/view.do?viewType=gdggBiaoTi&flowsort=20170412150435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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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学建模竞赛活动方案

牡丹江师范学院（校内、东北三省、全国大学生、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方案

一、竞赛宗旨

通过本次竞赛鼓励大学生（研究生）踊跃参加课外科技活动，开拓知识面，

丰富校园学术氛围，培养创造精神及合作意识，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培

养学生数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能力，培养学生文献阅读和计算机应用能力，提高

学生建立数学模型和运用计算机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

思维和合作精神。

通过数学建模校内赛选拔学生参加东北三省数学建模竞赛，在东北三省数学

建模竞赛中表现优秀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可以分别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和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二、竞赛领导小组

组长：王岚

成员：赵文英、谢威、祖培福、李淑凤、马妍、褚文杰、王飞

三、竞赛过程

培训和竞

赛名称

培训和竞赛内容 负责教师 学生时间、地点

教师指导时间、地点

备注

1、校内宣

传

1）制定牡丹江师范学

院数学建模竞赛的实

施方案、报名和组队

方案；

2）宣传各学院学生参

加建模竞赛，包括研

究生；

3）组织和动员相关建

模指导教师。

王岚、赵文英 2019 年 4 月 10 日

—4月 15 日

确定教师

为：王岚，

赵文英，

祖培福，

谢威，马

妍、褚文

杰、王飞

等

2、竞赛前

自由练习

学生初期自主组队、

试合作

赵文英，祖培

福，谢威，李

淑凤，马妍，

褚文杰

每周三下午

每天晚上，B448

所有学过

高等数学

的学生都

可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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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赛前培

训

1、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讲座）

主讲教师：赵

文英

4月 17 日 综合楼

302

2、如何写好数学建模

竞赛答卷（讲座）

主讲教师：赵

文英

实验教师：祖

培福

4月 17 日

晚上练习在 B448 和

B220

综合楼

302

4、牡丹江

师范学院

数学建模

竞赛

4月 20 号至 4月 28

号，可以 30 号交

王岚，赵文英，

祖培福，谢威、

马妍，李淑凤，

褚文杰，王飞

等（教师除上

课外，全天指

导）

时间：4.22-4.30

早 8:00-晚 9:00

不耽误学生正常上

课

地点：B448 和 B220

有照片

5、校内建

模竞赛阅

卷工作

对前期学生形成的论

文排出一二三等奖

阅卷：赵文英，

祖培福,谢威

褚文杰，马妍，

李淑凤，王飞

5.6 日下午

数学科学学院 B448

有照片

6、东北三

省数学建

模竞赛

5月 4日至 5月 14日 王岚，赵文英，

祖培福，谢威、

马妍，李淑凤，

褚文杰，王飞

等（教师除上

课外，全天指

导）

教师指导建模时间

5.4-5.14

早 8:00-晚 9:00 不

耽误学生正常上课

收集了论

文的纸质

版和电子

版，并做

好了登

记。

5.15 日，东北三省数学建模竞赛论文准时寄出，等待省评审结果

7、数学建

模国家赛

赛前宣传

和网络报

名

1、建模知识复习；

2、网络报名，并传达

上传过程和要领以及

上传时间；（微信进

行的）

3、调整好 B448 每台

电脑准备竞赛。

负责教师：赵

文英，王飞

9.2-9.10 日

B448

东北三省

赛获奖学

生参加

8、国家赛

赛前练习

知识的复习和建模论

文的撰写复习

负责人：赵文

英

9月12日前每天晚

上， B448

学生自愿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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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全国大

学生数学

建模竞赛

9.12-9.15

题目按时给出

组织学生填写竞赛详

单、指导学生阅读上

传注意事项，指导竞

赛完成

王岚，赵文英，

祖培福，谢威、

马妍，李淑凤，

褚文杰，王飞

等（教师全天

指导）

1）9月 8号早

8:00--11 早八点结

束；

2）教师指导时间每

天从早晨 8点至晚

间 10 点，最后一天

通宵

B448 和 B220

间需照相

留档，有

电子版论

文形成

9月 16 日上午 9点前邮寄纸质版论文到黑龙江省组委会

10、中国研

究生数学

建模竞赛

赛前辅导

组织学生报名；

指导学生如何竞赛；

赛前建模方法练习

赵文英 竞赛前的每个晚上

B448

学生自愿

参加

11、中国研

究生数学

建模竞赛

9.19-9.23

题目按时给出

组织学生填写竞赛详

单、指导学生阅读上

传注意事项，指导竞

赛完成

王岚，赵文英，

祖培福，谢威、

马妍，李淑凤，

褚文杰，王飞

等（教师全天

指导）

1）9月 19 号早

8:00--11 早八点结

束；

2）教师指导时间每

天从早晨 8点至晚

间 10 点，最后一天

通宵

B448

间需照相

留档，有

电子版论

文形成

注：2019 年上半年《数学模型》，《数学实验》课程在大三学生中开设，为各

级数学建模竞赛打下理论基础，同时为了学生有充分的动手实践能力，依然每周

三下午开放实验室 B448 和 B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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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数学建模竞赛培训材料（校内、东北三省赛、国家赛、研究赛）

[1] 教师专题讲座列表

第一场报告：如何参加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如何撰写数学建模论文；

第二场报告: 层次分析建模方法简介

第三场报告：SPSS 软件及其多元统计

第四场报告：回归分析与预测

讲座部分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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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师竞赛前培训学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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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学建模竞赛历年成绩汇总

[1] 牡丹江师范学院数学建模竞赛历年参赛人数图表

[2] 东北三省、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历年成绩汇总

东北三省赛 大学生国家 研究生

2007 一 等

奖

二 等

奖

三 等

奖

国家二等

奖

省一 等

奖

省 二 等

奖

省三 等

奖

二 等

奖

三 等

奖

2007 0 0 0 0 0 2 0 0 0

2008 0 0 0 0 0 0 0 0 0

2009 0 5 0 0 0 1 2 0 0

2010 2 5 0 0 3 1 0 0 0

2011 3 3 4 0 2 2 1 0 0

2012 4 3 0 0 1 1 0 0 0

2013 6 5 0 2 0 4 1 1 1

2014 4 4 1 1 4 3 0 0 1

2015 7 8 2 2 6 13 0 5 1

2016 4 8 2 3 0 6 5 0 0

2017 5 6 1 2 3 2 0 1

2018 8 6 3 0 0 4 1 0 0

2019 11 7 4 1 3 2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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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学建模竞赛指导培训过程照片（东北三省赛、国家赛、研究生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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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数学建模竞赛成绩证书汇总（东北三省赛、国家赛、研究生赛）

[1]2013年东北三省数学建模联赛获奖证书（6项省一等奖，5项省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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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3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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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3 年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奖证书（1项国家二等奖，1项国家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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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4年东北三省数学建模竞赛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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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4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奖证书



申报教学成果奖—实践成果

228

[6]2014 年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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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5年东北三省数学建模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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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5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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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5年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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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6年东北三省数学建模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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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6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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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17 年东北三省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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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17年全国赛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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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8 年东北三省数学建模竞赛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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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18年全国数学建模竞赛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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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9年东北三省数学建模联赛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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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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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大学数学竞赛活动方案、获奖证书

举办第二届全校大学生数学竞赛

（暨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预选赛）的工作方案

为了夯实我校公共基础数学和专业数学基础，增强大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促进我校数学课程的改革和建设，我校将举办“牡丹江师范学院第二届大学生数

学竞赛暨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师范学院预选赛”。本次竞赛由教务处、

创业就业指导中心联合主办，数学科学学院承办。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宗旨

通过本次竞赛鼓励大学生踊跃参加第二课外活动，开拓知识面，丰富校园学

术氛围，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

过本次竞赛选拔出我校参加“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预选赛”竞赛队员。

二、组织机构

组长：王岚

成员： 凤宝林、霍东华、刘红玉、刘海明、葛礼霞、姬春秋、廖飞、

三、报名程序和条件

1.参赛对象为数学专业组（数学科学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及信息与计算

科学专业的大二及以上年级）和非数学专业组（全校理工科、经济与管理学院的

大二及以上年级，包含数学科学学院的金融数学专业）的在校大学本科生。

2.报名时间：2019年 5月 15 日-5 月 22日报给各班学委，学委负责送到竞

赛秘书处。

或者通过加入微信“2019年牡师院大学生数学竞赛群”进行报名。微信群二

维码如下：

3.竞赛时间：2019年 6月 12日下午 13:3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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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竞赛秘书：霍东华 电话： 18045320049

四、竞赛方法和内容

竞赛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

数学专业组初赛考试内容：数学分析、高等代数、解析几何（所占总分的比

例分别为50%、35%及15%左右）。

数学非专业组初赛考试内容：高等数学。

考题所涉及的各科内容，均不超出数学专业本科或理工科本科相应课程教学

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

五、评审时间

2019年 6月 20日数学科学学院组织教师对试卷进行评审，评审出一、二、

三等奖，并在数学科学学院网站公示。

六、培训计划

针对本次竞赛，数学科学学院特举办如下培训，培训时间及地点如下：

1、第一次培训:

时间：2019年 5月 22日 13:30-17:00

地点：综合楼 125阶梯教室（专业组）；综合楼 126阶梯教室（非专业组）

培训教师：霍东华（专业组）、葛礼霞（非专业组）

2、第二次培训:

时间：2019年 5月 29日 13:30-17:00，

地点：综合楼 125阶梯教室（专业组）；综合楼 126阶梯教室（非专业组）。

培训教师：姬春秋（专业组）廖飞（非专业组）

3、第三次培训:

时间：2019年 6月 5日 13:30-17:00，

地点：综合楼 125阶梯教室（专业组）；综合楼 126阶梯教室（非专业组）。

培训教师：刘海明（专业组）刘红玉（非专业组）

主办单位：教务处 创业就业指导中心

承办单位：数学科学学院

2019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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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竞赛获奖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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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获奖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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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一等奖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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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全国数学师范生讲课大赛获奖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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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成果

[1]校企合作协议与实习基础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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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内实训方案

课程名称 Java 高级开发实训

课时 总课时 20 理论课时 10 实践课时 10

考核方式 考查

实训目标

(1) 掌握 Java开发环境的搭建；了解 JFrame、JPanel类的引用

(2) 掌握自定义方法、构造方法的应用

(3) 了解匿名内问部类的特点与应用

(4) 熟练掌握 Java基础知识常量、变量、数组、集合、基本结构语句

(5) 熟练掌握多线程、封装、继承、多态，接口等技术

(6) 掌握鼠标接口和键盘接口的应用

(7) javaSE中常用 API使用，并能独立完成飞机大战、飞翔小鸟、捕鱼达人

等扩展项目

(8) 能够掌握 java基础知识以及 IO流、socket网络编程等技术的使用，并

能独立完成聊天室等其他扩展功能

时 间 主 题 内 容 课时要求

1 基础知识

1. JDK、eclipse工具安装，环境配置

2. JDK、JRE、JVM讲解

3. eclipse的使用，第一个程序的编译和

运行

4. 数据类型、变量、运算符

5. 顺序、分支、循环结构

学完第 1模块的

内容，学生可以掌

握 Java基础技术，

并完成扩展技术。

2 高级 API

1. 数组、自定义方法、构造方法

2. 多线程基础讲解

3. 文件 File类、IO流讲解，实现文件

读功能；

4. 运用 IO等知识完成抽奖案例

学完第 2模块的

内容，学生首先可

以掌握面向对象

思想，掌握多线

程、IO等相应技

术。

3 网络编程

1. 讲解 Socked 网络编程基础

2. 实现多个客户端与服务端连接

3. 实现控制台聊天模式

4. 创建登录界面，处理登录按钮事件，

实现 User类，完成登录验证

5. 创建注册界面，处理注册按钮事件，

重构 user类，完成注册功能

6. propertie文件讲解

学完第 3模块的

内容，学生可以掌

握 socked网络编

程技术。

4 功能完善

1. 完成群聊界面，登录成功后直接跳转

至群聊界面，并完成多个客户端与服

务端的连接

2. 实现用户点击上线、好面列表、群聊

功能

学完第 4模块学

生可以完成例如

QQ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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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学生扩展

1. 实现单聊功能

2. 实现上下线通知功能

3. 扩展聊天室项目，改变界面背景、增

加发送文件图片功能、实现加好友等

功能

学完第 5模块，学

生要完成聊天功

能，通知功能以及

功能扩展。

6 图形界面编程

1、实现满天星效果

2、实现小球碰撞

3、大雨吃小鱼的游戏扩展

4、飞机大战设计

5、飞翔的小鸟游戏开发

6、铺鱼达人

学完第 6模块学

生独立思考设计

小游戏

此阶段实训，可根据具体课时安排，从 0 基础开始，重点以游戏案例驱动教学。一周 5 天

共计 50 课时，实现 java 图形界面的游戏制作。（教学进度具体视学生接受能力及课时而定）

时间 主题 内容 要求

第 1天 基础知识 1.课程介绍及开发环境搭建

2.面向对象、对象、类的介绍

3.Java项目创建、实现满天星案例

4.项目介绍，实现下雪效果

熟悉开发工具，了解

了项目开发步骤，设

计出第一个小游戏

案例

第 1天 面向对象思想 1.基础知识学习（多线程、集合）

2.在下雪项目基础上完成类似电脑

屏保案例

3.挡板接小球案例讲解与动手练习

4.多球运动的案例制作

5.集合知识讲解

6.小球碰撞案例讲解与动手练习

7.小球移动（鼠标事件、键盘事件）

通过第一天的学习，

对游戏设计有初步

的了解，继续完成新

的案例，掌握键盘操

作，熟悉了多线程变

成的技巧，从而设计

出新的案例

第 2天 飞机大战 1.飞机大战项目介绍

2.实现项目背景移动

3.实现英雄机的绘制、移动、边界

判断

4.实现敌机的创建、移动

实战项目，完整的案

例模型，学习案例分

析，抽象出实体类，

包括实体类的设计

编写。

第 2天 功能完善 1.子弹创建，使英雄机发射子弹

2.子弹与敌机的碰撞检测

3.英雄机与敌机的碰撞检测

部分算法的设计，游

戏中常见的效果及

功能的设计在这里

得以学习。

第 3天 学生扩展 学生扩展大战项目如：显示生命值，

改变子弹发射路线，添加背景音乐、

设置关卡等

锻炼学生自我的学

习能力及创造能力，

为项目做最后的结

尾

第 3天 FlappyBird 1.项目分析：背景、地面、鸟的高

度、鸟的运动轨迹、柱子的间距等

2. 设计背景，地面的移动

3.鸟的设计，让小鸟飞起来。

利用第一周的学习，

逐步形成自己的设

计思想，通过新案例

了解其他游戏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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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流程及设计思路。

第 4天 功能完善 1.柱子的添加、移动，分析出柱子

中间的空隙及计算方式

2.分析柱子中间的间隙的计算方

法。

3．为小鸟添加鼠标事件，使其鼠标

点击可以飞的更高。

算法分析，物理知识

的运动，打造新的游

戏理念，从而加强对

编程思想的深入理

解。

第 4天 学生扩展 添加计分系统，设计开始、运行结

束的三种状态，完善最后的功能

加强学生自身的动

手能力与设计能力。

第 5天 捕鱼达人（独立设

计）

1、利用之前学过的模块，设计窗体、

添加背景、绘制多条游动的鱼、利

用鼠标撒网捕鱼。

一天设计一款小游

戏，当学生体会编程

的简单及乐趣。

第 5天 答辩 完善捕鱼游戏如计分系统、背景音

乐，下午答辩。

课设答辩，分组进

行，包括 PPT编写、

项目演示、答辩、团

队协作等方面进行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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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企实训启动材料

信息与计算科学长期致力于

打造重点特色专业，实现校企互惠双赢

数学科学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与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从 2012年开始，信息

计算科学专业与达内时代科技集团累计合作 13次、中软睿达科技有限公司累计合作 2次、

北京华育兴业有限公司累计合作 2次。同学们以求知，科学、严谨，务实的态度在实训中收

获知识、锻炼自我、提升素质、增长才干，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一种目标的选择方向和一份自

信的力量。

通过实训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和理解学校中学习

到的理论知识，补充学校中没有学习到的一些实践知识，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代码编写能

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团队协作和组织协调能力，从而达到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为就业前景开拓广阔的发展空间，使毕业生能较好的适应社会并服务于社会。

王岚院长对 2015级学生进行实训前的部署 王岚院长带领学生到达内实训

王岚院长与 2009级优秀毕业生 王岚院长指导 2016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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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岚院长与参加实训学生 金玉苹老师带领学生到达内实训

金玉苹老师 2017年 6月与实训老师和学生 金玉苹老师 2018年 3月与实训学生

金玉苹老师 2018年 8月与实训老师和学生 金玉苹老师 2019年 2月与实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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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实训前王岚院长都会对实训学生做了细致周密的讲解与部署，她指出，实训是高校

教学的重要补充部分，是区别于普通学校教育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教育教学体系中的一个不

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可替代的重要环节。它与学生今后的职业生活直接联系，学生通

过实训将完成学习到就业的过渡，因此实训是培养技能型人才，实现培养目标的主要途径。

它不仅是校内教学的延续，更是校内教学的总结。高校要提高教学质量，在注重理论知识学

习的前提下，更要注重实训教学部分，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及优质就业为目的，帮助学生顺

利走入社会。

2009级、2010级、2011级、2014级、2015级、2016级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毕业学生

现从事对口专业就业情况如下所示：

于永柱：2009级信息，现就职于

北京毕普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实施顾问

段存磊：2009级信息，现就职于上海

节省通信工程有限公司—通信工程师

张金亮：2010 级信息，现就职于

中科软科技有限公司—软件开发工程师

潘洪强：2011级信息，现就职于杭

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Java 开发工程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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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化勇：2011 级信息，现就职于京北方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初级开发工程师

祁鑫：2011级信息，上海创乐人企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IOS开发工程师

朱明影：2011 级信息，现就职于北京星

途通科技有限公司—JAVA 开发工程师

杨泽昊：15 级信息，现工作地点:唐山南湖医

院信息科

闫丹丹：2015 级信息与计算科学

现工作：Web 前端工程师

王亮：2014 级信息与计算科学

现工作：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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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一辉：2016 级信息与计算科学

已签约单位：杭州网易工作室

郭阳：2016 级信息与计算科学

已签约单位：牡丹智慧工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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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训计划进程表

实训时间 实训地点 学生/年级 实训人 指导教师

2012年 5月 21日—2012年 5月 25日 文科楼 215
2009级信息与计算科学专

业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

杨金龙
王岚

2012年 7月 16日—2012年 7月 29日 达内
2009级信息与计算科学专

业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

王敬磊
王岚

2012年 12月 24日—2012年 12月 30日 达内
2010级信息与计算科学专

业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

杨金龙
金玉苹

2013年 12月 30日—2014年 1月 3日 综合楼 410
2010级信息与计算科学专

业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

杨金龙
金玉苹

2014年 7月 7日—2014年 7月 11日 理工楼 448
2011级信息与计算科学专

业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

苏仟成
金玉苹

2015年 7月 6日—2015年 7月 10日 理工楼 448
2011级信息与计算科学专

业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

苏仟成
金玉苹

2016年 8月 22日—2016年 8月 26日 理工楼 448
2014级信息与计算科学专

业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

杨金龙
金玉苹

2017年 6月 26日—2017年 6月 30日 综合楼 419
2014级信息与计算科学专

业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

苏仟成
金玉苹

2017年 8月 21日—2017年 8月 25日 理工楼 448
2015级信息与计算科学专

业
中软睿达科技有限公司张昆 金玉苹

2018年 3月 5日—2018年 3月 9日 理工楼 448
2015级信息与计算科学专

业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

方宏广
金玉苹

2018年 8月 20日—2018年 8月 24日 综合楼 417
2016级信息与计算科学专

业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

李欣
金玉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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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2月 25日—2019年 2月 29日 综合楼 417
2016级信息与计算科学专

业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

齐立鹏
金玉苹

2019年 8月 19日——2019年 8月 23日 综合楼 407
2017级信息与计算科学专

业
北京华育兴业有限公司王伟 金玉苹

3 大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支教活动成果列表

年份 活动主题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指导教师 团队成员 媒体报道 荣获奖项

2017 年
梦驻亚河圆梦想

让爱永恒 N次方

2017 年 7 月 14

日 ——7月20

日

黑龙江省牡丹江

市林口县青山镇

亚河村亚河小学

林雅峥 15 人

中国人民网
牡丹江师范学院优秀志愿

服务团队

中国青年网
团总支书记林雅峥获牡丹

江师范学院优秀指导教师

牡丹江电视台
万家乐、姜帆荣获优秀志愿

者

牡丹江日报

牡丹江晨报

牡丹江师范学院官网

牡丹江师范学院新闻网

牡丹江师范学院共青团

牡丹江师范学院微信公众平台

2018 年
六十载荒地精神永恒

星语心愿同大爱前行

2018 年 7 月 15

日 ——7月21

黑龙江省牡丹江

市林口县青山镇
林雅峥 14 人 中国未来网

2018 年全国暑期三下乡优

秀志愿服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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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亚河村亚河小学
牡丹江电视台

牡丹江师范学院优秀志愿

服务团队

牡丹江日报
团总支书记林雅峥获牡丹

江师范学院优秀指导教师

牡丹江晨报
侯雨璇、刘绍龙等 14人荣

获黑龙江省优秀志愿者

牡丹江师范学院共青团

牡丹江师范学院微信公众平台

2019 年

家国情传星火携手奋

进 亚河行守初心不负

芳华

2019 年 7 月 14

日 ——7月20

日

黑龙江省牡丹江

市林口县青山镇

亚河村亚河小学

林雅峥 14 人

中国青年网
黑龙江省 2019 年“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

中国政府网

团总支书记林雅峥获黑龙

江省 2019 年“三下乡”社

会实践活动优秀个人

中国大学生网

中国大学生在线

搜狐网

新浪三下乡官方微博

黑龙江省电视台

牡丹江电视台

牡丹江日报

牡丹江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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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文明网

牡丹江新闻网

牡丹江师范学院微信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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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实践类课程教学大纲

序号 课程名称 实验、实践课时 适合专业
是否有实验大

纲

1 会计实务实训 50 金融类 是

2 计量经济学 8 金融类 是

3 统计学 16 金融类 是

4 利息理论 8 金融类 是

5 常微分方程 8 所有专业 是

6 证券投资学 20 金融类 是

7 金融经济学 16 金融类 是

8 应用随机过程 16 金融类，信息类 是

9 金融风险管理 16 金融类 是

10 数值分析 16 所有专业 是

11
最优化理论与算

法
30 所有专业 是

12 多元统计分析 20
金融类，其他选

修
是

13 数学建模实训 60 所有专业 是

14 数学实验 30 所有专业 是

15
统计分析软件与

spss 应用
50 金融类 是

16 微分方程数值解 16 金融类，信息类 是

17 应用数学软件 32 师范类 是

18
师范类职业技能

课程
108 师范类 是

19 数学建模 16 所有专业 是

20
中学教学设计与

案例分析
16 师范类 是

21
Java 程序设计实

训
50 信息类 是

22 Java 程序设计 48 信息类 是

23 数据结构与算法 16 信息类 是

24 大数据分析 40 信息类 是

25 ACM 竞赛实训 32 信息类 是

26 python 程序设计 40 信息类 是

27 数据库技术 40 信息类 是

28 JSP 程序设计 32 信息类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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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施的效果

1 学生专业技能、创新能力提高效果(项目+论文)

[1]2015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GM(1,1)模型在黑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

预测中的应用》验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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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4 年黑龙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灰色预测模型在牡丹江市经济中的应

用》验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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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4年黑龙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信息类课程网络互动平台的开发及优化》

结题验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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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6年黑龙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基于 Java实训的游戏开发项目的设计》

结题验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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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8年黑龙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宁安市时空信息云平台系统建设》申请

书

黑龙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立项申请书

所属高校（盖章）： 牡丹江师范学院

项目名称： 宁安市时空信息云平台系统建设

项目类别 √创新训练 □创业训练

负 责 人： 虞一韬

指导教师： 金玉苹 王岚

所属学科： 数学、计算机

起止时间： 2018 年 5 月—2019 年 5 月

项目经费： 1 万元

填表日期： 2018 年 5 月 1 日

黑龙江省教育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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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宁安市时空信息云平台系统建设

所在院（系） 数学科学学院 所属学科 信息与计算科学

起止时间 2018年5月—2019年5月 使用实验室
数学建模实验室、宁安云处理

中心

项目性质 □发明、设计 □基础性研究 √应用性研究 □社会调研

项目来源 □自主立题 √教师指导选题

项目负责人

（一）

姓名 学号 年级 身份证号码

虞一韬 2017052003 2017级 330681199901215411

所在院系/专业 联系方式

数学科学学院/信息与计算

科学
手机：17682447465 邮箱：409626266@qq.com

项目负责人

（二）

姓名 学号 年级 身份证号码

洪兵 2017052002 2017 350583199807081032

所在院系/专业 联系方式

数学科学学院/信息与计算

科学
手机：15381015158邮箱：853813724@qq.com

项目组成员

姓名 学号 年级 所在院系/专业

商庆 2017052027 2017 数学科学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

毛欣悦 2017052026 2017 数学科学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

赵文博 2017052025 2017 数学科学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

张欣 2017052020 2017 数学科学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

姚宁 2017101018 2017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计算机科

学技术

指导教师

（一）

姓名 职称/职务 身份证号码

金玉苹 副教授 231004198107201626

所属单位 联系方式

数学科学学院 手机：13845358610 邮箱：jyphrbeu@163.com

指导教师

（二）

姓名 职称/职务 身份证号码

王岚 教授/院长 232302197510311040

所属单位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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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科学学院 手机：15945321100 邮箱：wanglantongtong@126.com

一、项目简介（200 字以内）

根据宁安市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宁安市时空信息云平台系统建设项目是运用大数

据、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建成城市统一的时空基准，有效整合全市各级基

础地理信息数据，及时汇聚各类与空间位置相关的专题地理信息、公共专题数据、行业

专题数据，建立综合市情大数据，为宁安市政府提供权威、唯一、通用的综合市情服务，

提升空间地理大数据的分析和挖掘能力，实现空间地理大数据在城市管理决策中的广泛

应用，各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按需申请综合市情大数据的相关数据、功能、接口及基

础设施服务，开展应急、环保、规划和自然资源等多类智慧应用，有效提高城市综合承

载能力和居民幸福感受，促进城市发展质量和水平的全面提升，为政府治理能力的全面

提升提供能力空间支撑。

二、项目实施的目的、意义

宁安市时空信息云平台系统建设项目作为“智慧城市”整体框架中一个重要的、

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将以一种更加直观的信息可视化方式表达所有事物天然俱备的位

置特征信息，是建设智慧城市的关键性基础信息平台。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通过提供基

于位置的信息服务，带动个人消费、企业应用、行业应用和公共管理等领域的技术创新、

业务创新和应用创新，为智慧物流、智慧交通、智能电网、智慧城市安全等各种智慧城

市专业领域提供基础信息服务，是智慧城市发展的信息载体。

宁安市时空信息云平台系统建设项目能够推进城市智慧管理,是可持续城市化发展

需求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相结合的产物，是通过综合应用物联网、新一代互联网、云

计算、智能传感、通信、遥感、卫星定位、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将人类知识物化到信

息化条件下的城市规划、设计、建设、管理、运营和发展各项活动中，提升城市治理和

服务水平。能够加强市政设施运行管理、交通管理、环境管理、应急管理等城市管理数

字化平台建设和功能整合，建设综合性城市管理数据库。推进城市宽带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强化网络安全保障，积极发展民生服务智慧应用。宁安市通过智慧城市建设和其他

一系列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措施，不断提高城市运行效率。

建设时空信息云平台将实现城市多尺度、多时空、多角度地理信息数据的统一组织与智

能化服务，其核心为“更透彻的感应和度量，更全面的互联互通，更深入的智能洞察”

城市信息，将为智慧城市提供坚实的时空信息保障，提升城市应急指挥、生态保护、节

能减排、公共服务等行业的智能化水平，是最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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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技术路线（方法）与进度

宁安市时空信息云平台系统建设项目一期工程——综合市情大数据建设依据建设

目标和建设内容，结合现状分析情况，针对城市实际情况，提出时空大数据与云平台的

总体结构如图 1所示：

图 1 宁安综合市情大数据建设总体结构图

综合市情大数据是构成时空信息云平台的核心，通过对公共专题数据、基础地理信

息数据、行业专题数据进行清洗、比对、整合，形成大数据交换汇聚库、大数据服务库，

通过进一步数据挖掘，形成统计分析可视化成果库，实现对时空信息资源的集中存储，

全面提升时空信息数据的服务能力，为用户提供时空信息数据服务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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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综合市情大数据管理平台，实现数据目录与元数据管理，同时对各层级数据库

进行权限控制、用户行为、访问记录、系统监控等行为管理，具体功能如图 2 所示：

图 2 时空大数据管理软件功能设计

预计项目达到的性能与经济指标为：

1.综合市情大数据管理平台

（1）整体性能满足提供 7×24 小时不间断高质量服务；

（2）支持管理的数据量不小于 50TB；

（3）分布式数据库系统整体提供至少 1000 个查询的并发响应能力，且每一个查询

响应速度在 1M/秒以上，或者达到网络带宽上限；

（4）能实时检测和抵御黑客攻击，满足国家计算机信息系统等级保护第三级建设

的要求，并通过公安部门认可的第三方测评机构的测评。提供完善的备份策略和恢复机

制，对历史数据、现势数据、系统进行备份，在数据或系统发生故障后可快速恢复。（3、

4部分能力需在二期云平台架构上实现）

2.辅助政府决策应用

各类辅助决策应用的性能指标根据实际业务情况安排，性能要求如下：

（1）PC 客户端响应时间一般不超过 3秒，不得出现因等待服务端响应而卡死的现

象；

（2）本机服务器上通信质量稳定，信息传递成功率在 99%以上。

（3）宁安市综合市情大数据建设期间，按照建设内容，开展的 9个应用系统对接

与建设，按照每个应用节约 100 万元左右的基础软件、数据以及系统开发计算，1年建

设期节约 900 万元；

（4）宁安市时空信息云平台建成后，服务于全市两级（市级、乡镇级）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以及企业、社会团体、公众等提供公共信息资源服务，可减免基础设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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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基础数据、地理信息平台等方面的投入，约节省投入 40%。如果按照宁安市每年在信

息化建设方面的投入 1,000 万元，每年可直接节约投入 400 万元。

（5）宁安市时空信息云平台建成后，可为政府宏观决策、规划设计以及各业务部

门的管理工作提供科学可靠的空间信息支持，将有效减免重大危险事件等带来的经济损

失。

（6）宁安市时空信息云平台建成后，将带动全市各委办局和乡镇的信息化建设，

包括政务办公、企业增值开发、位置服务等应用，同时带动地理空间信息产业相关的信

息加工生产业和增值服务业的发展，从而拉动宁安及周边区域地理信息产业的整体发

展，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产生巨大社会效益。

项目进度安排：

2018-5-1~2018-8-1 设计与资料收集阶段

2018-8-2~2018-11-1 综合市情大数据搭建阶段

2018-11-2~2019-2-1 平台建设阶段

2019-2-2~2019-3-1 软件编码

2019-3-2~2019-4-1 辅助政府决策

2019-4-2~2019-5-1 验收

六、项目预期成果及说明

（一）数据成果

1.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成果

包括时空基准、矢量数据、影像数据、地形数据、地名地址、三维数据等基础地理

信息数据。

2.新型产品数据成果

包括 360 度全景影像数据、倾斜摄影数据等新型产品数据。

3.公共专题数据成果

根据所提供的公共专题数据建立公共专题数据库，主要包括宁安市法人数据、人口

数据及宁安宏观经济数据和 POI 兴趣点数据等公共专题数据。

4.部门专题数据成果

根据各行业部门提供的专题数据成果形成部门专题数据库，主要包括国土、城管、

规划、交通、旅游、公交、医疗、教育、人社、社区等部门专题数据信息。

（二）软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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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宁安综合市情大数据管理平台

2.宁安市时空信息云平台

（三）支撑环境

支撑环境指支撑时空信息云平台运行的云计算环境，包括基础设施、分布式存储、

操作系统等，支持虚拟化、平台云部署、资源弹性按需分配以及数据、软硬件宿主寄存。

该内容主要在二期工程中进行建设，一期工程采取服务前置模式进行软件成果开发，形

成笔记本版本形式的辅助领导决策应用平台和单服务器形式的宁安综合市情大数据管

理平台。

（四）文档成果

项目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技术设计、技术报告、评审验收报告等技术资料。主要包

括：项目总体建设方案、项目设计、系统开发技术文档、数据字典、系统测试报告、项

目质检报告、用户使用手册、项目技术报告、项目工作报告、项目验收报告等。

（五）撰写项目相关论文1－2篇

在国家级重要核心期刊上撰写与项目相关的学术论文1—2篇。

（六）申请软件著作权

七、项目经费使用情况：

支出科目 金 额 备 注

调研、差旅费 5000元
打印、复印、装订费 2000元

版面费 1000元
鉴定、验收费 1000元

通讯、劳务和其他费用 1000元
合计： 10000 元



申报教学成果奖—实施效果

301

[6] 2018年黑龙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中国各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

的综合评价与分析》申请书

黑龙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立项申请书

所属高校（盖章）：

项目名称： 中国各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与分析

项目类别 √创新训练 □创业训练

负 责 人： 付仁玲

指导教师： 赵文英

所属学科： 数学

起止时间： 2018 年 6 月——2019 年 6 月

项目经费：

填表日期： 2018 年 5 月

黑龙江省教育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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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中国各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与分析

所在院（系） 数学科学学院 所属学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起止时间 2018年6月—2019年6月 使用实验室 是（B448）

项目性质 □发明、设计 □基础性研究 ■应用性研究 □社会调研

项目来源 □自主立题 ■教师指导选题

项目负责人

（一）

姓名 学号 年级 身份证号码

付仁玲 2016051049 二 232301199901094429

所在院系/专业 联系方式

数学科学学院/数学与应用

数学
手机：15774634470 邮箱：1970798826@qq.com

项目负责人

（二）

姓名 学号 年级 身份证号码

所在院系/专业 联系方式

手机： 邮箱：

项目组成员

姓名 学号 年级 所在院系/专业

何佳琪 2016051031 大二 数学科学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

指导教师

（一）

姓名 职称/职务 身份证号码

赵文英 副教授 211322197810244266

所属单位 联系方式

数学科学学院 手机：15046332046 邮箱jianyun_wen@126.com

指导教师

（二）

姓名 职称/职务 身份证号码

谢威 副教授/系主任 211402198109290429

所属单位 联系方式

数学科学学院 手机：15046332046 邮箱jianyun_we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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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简介（200 字以内）

在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向好的局面下，经济呈现出新常态，但是农业现代

化发展仍然存在发展得困境，农业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因此客观评价分析

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有利于寻找到与国民经济和农业发展条件相恰当的农业现代化发

展模式，找到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出发点。本项目将综合利用因主成分分析法与灰色

关联分析法，避开两方法的不足之处，形成新的评价方法对我国各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水

平进行综合评价，希望为我国各省农业发展提供参考意见。

二、 项目实施的目的、意义

目的: 1）综合主成分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度的方法,形成新的可推广的评价方法；

2）利用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对我国各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做出客观

评价；

3）应用所学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服务社会；

4）在老师的指导下，初步学会专业论文写作和科学研究的方法。

意义: 1）如今农业现代化建设是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如若对我国各

省市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总体水平进行科学、系统地综合评价与分析，然后对我国各省市

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做出定位，这对加强我国各省市农业现代化建设、推进我国各省市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指出发展优势及不足，提出下一步发展的建议有很大帮助。

2) 通过完成项目的内容，来提升我们应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培养我们实践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

三、项目研究现状与分析

我国农业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是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定

要求，同样是确保国民经济迅速稳定发展的首要保证。在社会发展中，农业渐渐的用当

代先进科学技术、当代经济管理的方法与和当代工业武装，运用现代化的发展思维，将

农业现代化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两者之间相结合，让本来较为掉队的传统农业一步步发

展成为现代生产力水平的生态化农业。对我国各省市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总体水平进行科

学、系统地综合评价与分析，然后对我国各省市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做出定位，对加强

我国各省市农业现代化建设、推进我国各省市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指出发展优势及不足

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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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为止，针对全国各省市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评价问题，蒋和平等学者们进行

了大量的钻研。辛岭、蒋和平通过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的指标体系，建立了农业现

代化综合水平评价模型组测算模型，从而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的测算

[1]；傅晨根据广东省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了解了广东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指出

广东全省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方向[2]；孙燕对河南省信阳市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利用主成

分分析法进行研究，分析信阳市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变化趋势[3]；刘林奇也应用主成分分

析法与聚类分析法对湖南省农业现代化评价进行测定[4]；张晓荟等人对佳木斯市农业现

代化水平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进行了综合评价[5]；王生林等人建立了甘肃省农业现代化

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测评了甘肃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5]。

本项目将综合利用主成分和灰色关联度的方法，也就是灰色关联-主成分分析法全面评

价和分析我国各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1]辛岭,蒋和平.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算[J].农业现代化研

究,2010,(6):646-650.

[2] 傅 晨 . 广 东 省 农 业 现 代 化 发 展 水 平 评 价 :1999 — 2007[J]. 农 业 经 济 问

题,2010,31(05):26-33+110.

[3] 孙 燕 . 基 于 主 成 分 分 析 法 的 信 阳 农 业 现 代 化 发 展 水 平 研 究 [J]. 安 徽 农 学 通

报,2013,19(22):14-17+31.

[4]刘林奇.湖南省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其测定[J].云梦学刊,2014,35(03):78-81.

[5] 张 晓 荟 , 郭 欣 欣 , 张 晓 莹 . 佳 木 斯 市 农 业 现 代 化 水 平 综 合 评 价 [J]. 安 徽 农 业 科

学,2015,43(05):283-285+375.

[6] 王生林,赵莉,马丁丑.甘肃省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测评与分析[J].湖南农业科学,2009(11):153-156

四、项目研究内容和目标

内容：1）将主成分分析法与灰色关联分析法有效联立，避开两方法的不足之处，

形成新的评价方法；

2）建立新的农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

3）利用新的评价方法对我国各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根据评价

结果给出一些发展建议。

目标：1）建立的新的评价方法比其他评价方法更有效，能够推广使用；

2）评价指标体系更加全面、科学、合理；

3）对各省的评价结果比以往评价结果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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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技术路线（方法）与进度

项目的技术路线

1）首先查阅并参考相关文献，构建比较全面的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2）调研数据并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3）利用灰色关联分析—主成分分析法对各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提出发展建议。

项目进度

1）2018年6月-8月，构建比较全面的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2）2018年8月-9月，调研数据，建立模型；

3）2018年9月-2019年5月，形成论文并发表。

六、项目预期成果及说明

1）发表省级论文1篇；

2）获省级奖励1项。

七、项目经费使用情况：

支出科目 金 额 备 注

打印、复印、装订等费用 1000 元

调研差旅费 2000 元

论文版面费、审稿费等 3000 元

劳务费 2000 元

U 盘

合计： 8000 元

八、审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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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9年黑龙江省一般创新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黑龙江经济发展因素分析与

战略选择》申请书

黑龙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立项申请书

所属高校（盖章）：

项目名称：“一带一路”背景下黑龙江经济发展因素分析与战略

选择

项目类别 □√□创新训练 □创业训练

负 责 人： 姚尧

指导教师： 马妍

所属学科： 数学

起止时间： 2019 年 6月——2020 年 5月

项目经费：

填表日期： 2019 年 5月

黑龙江省教育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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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一带一路”背景下黑龙江经济发展因素分析与战略选择

所在院（系） 数学科学学院 所属学科 信息与计算科学

起止时间 2019年6月—2020年5月 使用实验室 理工楼448

项目性质 □发明、设计 □基础性研究 □√□应用性研究 □社会调研

项目来源 □自主立题 □√□教师指导选题

项目负责人

（一）

姓名 学号 年级 身份证号码

姚尧 2016052044 三 23213119961223252X

所在院系/专业 联系方式

数学科学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 手机：15754638447邮箱：3256502556@qq.com

项目负责人

（二）

姓名 学号 年级 身份证号码

所在院系/专业 联系方式

手机： 邮箱：

项目组成员

姓名 学号 年级 所在院系/专业

邵程浩 2015051081 四 数学科学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

指导教师

（一）

姓名 职称/职务 身份证号码

马妍 讲师 231002198708110524

所属单位 联系方式

数学科学学院 手机：18545311526邮箱：mayan_0811@163.com

指导教师

（二）

姓名 职称/职务 身份证号码

李淑凤 讲师 231024197806036982

所属单位 联系方式

数学科学学院
手机：15046396168

邮箱：lishufeng512@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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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简介（200 字以内）

“一带一路”倡议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是目前前景最好的国际合作平台，黑龙江位于一带一路向北战略的核心地带，

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枢纽站，怎样发展经济成为关键问题。本项目利用熵值—

SWOT分析法对我省与经济相关的 S（优势）、W（劣势）、O（机会）、T（威胁）

因素进行客观分析，并建立经济发展战略选择模型，希望对我省经济发展提供参考意见。

二、项目实施的目的、意义

目的: （1）综合熵值法和 SWOT分析法, 并建立新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模型；

（2）利用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对我省经济发展战略做出选择；

（3）应用所学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服务社会；

（4）在老师的指导下，初步学会专业论文写作和科学研究的方法。

意义: （1）围绕“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龙江丝路带”建设，我省面临经济

发展的决策问题。如若对我省各项与经济相关的重要因素进行科学、系统地分析，然后

建立经济发展战略选择模型，这对我省认清自身经济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威胁，

及对我省下一步经济发展战略选择有很大帮助。

（2）通过完成项目的内容，来提升我们收集信息、科学计算、应用数学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我们实践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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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研究现状与分析

“一带一路”是对国际社会，经济全球化影响深远的一个重要决策，它对“丝路

带”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参与到“一

带一路”中，“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

业和农业基地，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

地位十分重要，关乎国家发展大局。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推动“龙江丝路

带”建设，我省起步良好，但只是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下一步，需要积极配合国家政

策，进一步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大力发展黑龙江经济。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一带一路”背景下的黑龙江发展进行了研究。索伶俐，王玉

主分析黑龙江省与“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合作现状及对“龙江丝路带”建设融入“一

带一路”的战略进行思考 0。孙宇提出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加快发展黑龙江省对俄经

贸合作
0
。王璇利用层次分析和数据包络分析中的Malmquist指数分析法对黑龙江省外

向产业状态进行评价，综合两种评价的评价结果对黑龙江省的外向产业建设提出意见
[1]。刘佳劼利用比较分析法、定量分析法等方法对“一带一路”背景下黑龙江省服务贸

易发展进行研究，通过与北京、浙江等城市的 TC、RCA比较发现黑龙江服务贸易存在

的问题，并给出了解决此问题及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1]。魏婉滢采用文献分析法、系统

分析法等对“一带一路”背景下黑龙江煤炭产业服务外包问题进行研究，从多方面细致

的分析了此问题，并给出了符合实际的可行方案[2]。付马莹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一

带一路”背景下黑龙江的文化贸易发展进行研究，提出了黑龙江发展文化贸易的对策建

议 0。

参考文献

[1]索伶俐,王玉主.黑龙江省与“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合作现状及“龙江丝路带”建设

融入“一带一路”的战略思考[J].对外经贸,2016(07):4-10.

[2]孙宇.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加快发展黑龙江省对俄经贸合作[J].西伯利亚研究,

2016,43(02):33-36.

[3]王璇.龙江陆海丝绸之路框架下黑龙江省外向产业状态评价[D].哈尔滨工程大

学,2016.

[1] [4]刘佳劼.“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东北地区边境口岸旅游发展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

学,2016.

[2] [5]魏婉滢.“一带一路”下黑龙江省煤炭产业服务外包问题研究[D].哈尔滨商业大

学,2017.

[6]付马莹.“一带一路”战略下黑龙江省文化贸易发展研究[D].哈尔滨商业大学,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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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研究内容和目标

内容：（1）利用 SWOT分析法建立新的系统科学的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

（2）对 SWOT得到的各要素利用熵值法进行客观赋权；

（3）构建黑龙江经济发展战略四边形并进行战略选择；

（4）根据选择结果为我省经济发展提供建议。

目标：（1）避免SWOT分析法模糊区分策略重要程度的不足，与熵值法结合对各

因素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增强决策可信度，能够推广使用；

（2）评价指标体系更加全面、科学、合理；

（3）对我省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结果清晰、明确，结果更有说服力。

五、项目技术路线（方法）与进度

项目的技术路线

（1）首先查阅并参考相关文献，构建比较全面的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2）调研数据并对数据进行非负数化处理。

（3）利用熵值—SWOT分析法对黑龙江省经济发展因素进行分析并对战略选择做

出决策，提出发展建议。

项目进度

（1）2019年6月-8月，构建比较全面的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2）2019年8月-9月，调研数据，建立模型；

（3）2019年9月-2020年5月，形成论文并发表。

六、项目预期成果及说明

发表省级论文1篇；

七、项目经费使用情况：

支出科目 金 额 备 注

打印、复印、装订等费用 500 元

调研差旅费 2000 元

论文版面费、审稿费等 2000 元

劳务费 500 元

合计：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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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9年省级创新训练项目《改进主成分析法对低碳农业发展水平做综合评价中

的应用》申请书

黑龙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立项申请书

所属高校（盖章）：

项目名称：改进主成分析法对低碳农业发展水平做综合评价中的应用

项目类别 √创新训练 □创业训练

负 责 人： 曹硕

指导教师： 王岚 赵文英

所属学科： 数学

起止时间： 2019 年 6 月——2020 年 6 月

项目经费： 30000 元

填表日期： 2019 年 5 月

黑龙江省教育厅制



申报教学成果奖—实践效果

312

项目名称 改进主成分析法在低碳农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中的应用

所在院（系） 数学科学学院 所属学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起止时间 2019年6月—2020年6月 使用实验室 是（B448）

项目性质 □发明、设计 □基础性研究 ■应用性研究 □社会调研

项目来源 □自主立题 ■教师指导选题

项目负责人

（一）

姓名 学号 年级 身份证号码

曹硕
20160

51009
大三 232101199704010619

所在院系/专业 联系方式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手机：13804636254 邮箱：1341835132@qq.com

项目负责人

（二）

姓名 学号 年级 身份证号码

所在院系/专业 联系方式

手机： 邮箱：

项目组成员

姓名 学号 年级 所在院系/专业

穆丽荣
20150

51082
大四 数学科学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

李宛真
20160

51017
大三 数学科学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

张进
20160

51053
大三 数学科学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

指导教师

（一）

姓名 职称/职务 身份证号码

王岚 教授/院长 232302197510311040

所属单位 联系方式

数学科学学院
手机：15945321100

邮箱wanglantongtong@126.com

指导教师

（二）

姓名 职称/职务 身份证号码

赵文英 副教授 211322197810244266

所属单位 联系方式

数学科学学院 手机：15046332046 邮箱jianyun_we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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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简介（200 字以内）

发展低碳农业是我国实现低碳经济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研究低碳农业可以为各地

低碳农业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对实现农业生产部类的低碳发展目标有重要意义。本项目

拟对中国各省市的低碳农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根据评价结果提出一些发展低碳农

业的建议，研究方法是对主成分分析的评价方法进行改进和创新，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

指标体系。项目组成员已经掌握了一些基本评价方法，而且经过数学建模竞赛的锻炼，

对论文写作和方法创新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二、项目实施的目的、意义

（一）目的:

1）提高学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熟悉一些评价方法，为学生参加数学建模竞赛，提高科研水平打下基础；

3）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提升学生的指标查找与综合能力；

4）通过数据搜索，提升学生快速获取知识能力、数据搜索与处理能力；

5）通过方法的创新，提升学生的文献阅读与综述能力、想象能力、洞察力、团结

协作能力以及思维创新的能力；

6）通过对模型的建立与求解，培养数学建模能力、计算机编程能力；

7）提升论文写作能力、语言表述能力以逻辑思维能力。

（二）项目意义:

1） 发展低碳农业是我国农业产业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因此，研究低碳农业发展

问题，对我国农业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现实价值。

2）通过低碳农业发展问题研究，有助于提升数学专业大学生应用数学知识解决

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能力。

3）通过项目的实施，把我们所学的数学知识充分的运用到实际中去，改变我们学

生认为在学校所学知识大多仅是“纸上谈兵”的观念，为学校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做好

模范带头作用。

三、项目研究现状与分析

低碳农业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特别是全球气候变暖催生的生态革命产物。当前世

界农业发展，正处在一个由“高碳”向“低碳”转型的过渡期。我国建国以来，农业一

直面临着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益、资源高消耗和过度利用、生态退化、环境恶化、农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94%E5%80%99%E5%8F%98%E6%9A%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8E%E7%A2%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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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生活条件差等一系列问题。而低碳农业理论与实践，为我国农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

一种可资借鉴的重要路径。低碳农业实质上就是在系统集成前提下，通过内部自然性资

源和外部各投入要素的优化组合，利用技术和制度创新，最终实现农业生产系统的低投、

高产、低(负)碳生态的整体目标，是一种生态经济学原理指导下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类型

或模式，也是提高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一种方式。

当前，我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核心内容是构建绿色的农业经济运行体系，即 “低

消耗、低排放、低污染”[1] 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发展低碳农业是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控制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客观要求[2]。因

此，当前低碳农业问题，已经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当前，国内学者对低碳农业发展问题的研究重点之一，是对低碳农业发展水平问题

的研究。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邹露（2018）从农业经济发展、资源

减量投入、能源低碳应用 3个维度提出了低碳农业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利用物元分析

法对安徽省低碳农业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3]；付英（2018）从农业社会发展、经济

水平、资源利用及生态环境 4个维度构建低碳农业发展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对甘肃

省低碳农业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4]；王娜(2018)从农业生产要素产出效率、能源利

用低碳化水平、农业生产方式低碳化、农业碳汇效应 4个维度构建了低碳农业发展指

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河南省低碳农业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5]；葛丽亚（2018）

从农业机械化、农业生产技术科学化、农业信息化、农业产出水平 5个维度构建了农

业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青海省海东市及各区县农业发展水平进行了

综合评价[6]；黄海清，吕永成（2004）从人工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占总耕地比例、粮食

单产水平、人均粮食、粮食面积占耕地面积比例、甘蔗产量与粮食产量、林业产值占

农业总产值比例、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例、渔业产值占总产值比例、农民人均纯

收入 10个维度构建了农业经济评价体系，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崇左市农业经济发展

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7]。上述学者对于低碳农业发展水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

对国内低碳农业建设具有较高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本项目希望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

进一步优化研究方法，进而使低碳农业发展水平问题研究，更加科学、合理。

区别于以往学界的低碳农业发展水平评价方法，本项目试图通过对主成分分析进行

改进，建立评价模型，进而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评价，以便进一步提高低碳农业发展水

平评价的可信度。改进主成分分析，旨在利用降维思想，将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AF%E6%8C%81%E7%BB%AD%E5%8F%91%E5%B1%95/360491
https://baike.so.com/doc/1081534-11444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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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即主成分)，其中每个主成分都能够反映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且所含信息互不

重复。这种方法在引进多方面变量的同时，将复杂因素归结为几个主成分，进而简化了

问题，同时也能得到更加科学有效的数据信息[8]。近些年，此种评价方法在我国得到了

广泛认可，且已经被应用于诸多领域，如评价排序、特征提取、图像处理、图像分类、

模式识别、图像压缩等方面[9]。但是，就目前学界对低碳农业发展水平评价的研究成果

来看，运用改进主成分分析法的研究水平尚显不足。对于主成分分析法的改进，目前主

要有利用 ahp、熵值法、变异系数法、topsis法、对其进行改进、不同初始数据处理方

法的改进等等[15-20]。本项目提出了有别于以上改进方法的新方法，即运用模糊综合评价

法对主成分分析法进行了改进，进而将其应用于分析我国各省低碳农业发展水平，继而

试图为我国低碳农业发展水平提高，提供一些合理化建议。希望用自己所学为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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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研究内容和目标

内容：

1）阅读文献，讨论研究各种评价方法，掌握主成分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和步骤；

2）找到改进主成分分析法的办法，形成新的可推广的评价方法；

3）构建科学合理可推广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体系是进行评价的根本，其构

建的时候要遵循系统性原则、典型性原则、动态性原则、简明科学性原则、可比性、可

操作性可量化性原则以及综合性原则；

4）阅读国家或者地方年鉴，搜索所需要的数据；

5）应用改进的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各省低碳农业发展水平做出客观评价；

6）能够根据评价的结果，结果评价指标和地方发展特点，提出可行性的发展建议。

目标：

1）建立更有效的，能够推广使用的低碳农业水平评价方法；

2）建立更加全面、科学、合理，有说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3）建立适用性和可行性强的模型，对各省的低碳农业水平评价结果比以往评价结

果更有说服力；

五、项目技术路线（方法）与进度

项目的技术路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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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度

1）2018年6月-8月，构建比较全面的低碳农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2）2018年8月-9月，调研数据，建立模型；

3）2018年9月-2019年5月，形成论文并发表。

六、项目预期成果及说明

1、项目报告一份；2、发表省级论文2篇或者以上；

3、利用相关研究方法进行建模，获得省级或者以上奖项1-2项。

七、项目经费使用情况：

支出科目 金 额 备 注

打印、复印、装订等费用 3000 元

调研差旅费、培训费 10000 元

论文版面费、审稿费等 6000 元

劳务费 6000 元

U 盘、移动硬盘、数据线、鼠标键盘、

纸、笔等在项目实施中的消耗品
5000 元

合计： 3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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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9年省级创新训练项目《改进模糊综合评价法在能源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中

的应用》申请书

黑龙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立项申请书

所属高校（盖章）：

项目名称：改进模糊综合评价法在能源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中

的应用

项目类别 √创新训练 □创业训练

负 责 人： 于良娟

指导教师： 谢威 赵文英

所属学科： 数学

起止时间： 2019 年 6月——2020 年 6 月

项目经费： 5000 元

填表日期： 2018 年 5月

黑龙江省教育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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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改进模糊综合评价法在能源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中的应用

所在院（系） 数学科学学院 所属学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起止时间 2019年6月—2020年6月 使用实验室 是（B448）

项目性质 □发明、设计 □基础性研究 ■应用性研究 □社会调研

项目来源 □自主立题 ■教师指导选题

项目负责人

（一）

姓名 学号 年级 身份证号码

于良娟 2016051048 大三 231085199801021425

所在院系/专业 联系方式

数学科学学院/数学与应用

数学
手机：18346312906邮箱：1181152257@qq.com

项目负责人

（二）

姓名 学号 年级 身份证号码

所在院系/专业 联系方式

项目组成员

姓名 学号 年级 所在院系/专业

许世强 2018051014 大一 数学科学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

董莹 2018051007 大一 数学科学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

段华轶 2015051020 大四 数学科学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

指导教师

（一）

姓名 职称/职务 身份证号码

赵文英 副教授 211322197810244266

所属单位 联系方式

数学科学学院 手机：15046332046 邮箱jianyun_wen@126.com

指导教师

（二）

姓名 职称/职务 身份证号码

谢威 副教授/系主任 211402198109290429

所属单位 联系方式

数学科学学院 手机：13845393264 邮箱jianyun_we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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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简介（200 字以内）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能源的迅速消耗，研究能源可持续发展问题逐渐成为

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项目拟在指导教师的帮助下，首先对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

改进；其次，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搜集数据；再次，对指标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和处理；最后对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提出一些能源可持续发

展水平的建议，希望能为我国能源可持续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项目实施的目的、意义

（一）目的:

1）熟悉一些评价方法，为学生参加数学建模竞赛，提高科研水平打下基础；

2）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提升学生的指标查找与综合能力；

3）通过数据搜索，提升学生快速获取知识能力、数据搜索与处理能力；

4）通过方法的创新与应用，提升学生的文献阅读与综述能力、想象能力、洞察力、

团结协作能力以及实践创新的能力；

5）通过对模型的建立与求解，培养数学建模能力、计算机编程能力；

6）提升论文写作能力、语言表述能力以逻辑思维能力。

（二）项目意义:

1）解决好我国的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环节。如若对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水平进行科学、系统地分析及评价，会对我国经

济可持续发展有很大帮助。

2)通过能源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有助于提升我们数学专业学生应用数学知识解

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能力。

3）通过项目的实施，把我们所学的数学知识充分的运用到实际中去，改变我们学

生认为在学校所学知识大多仅是“纸上谈兵”的观念，为学校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做好

模范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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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研究现状与分析

可持续利用能源是以满足目前的需求，不损害后代，又能满足他们的需求的一种能

源发展模式。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同时，也将我国能

源可持续利用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一方面，我国工业水平较低，以传统不可再生能源

为支撑的能源工业，以及高污染、高能耗等夕阳工业，在现代工业结构中的比重较大。

这种工业结构，决定了我国在能源利用效率、能源利用可持续性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

大差距；另一方面，与我国能源利用率低，以及不可持续性问题相矛盾的是，我国的能

源消费量在未来 20 年中，仍然有可能出现较大幅度增长。从能源消费的主体，即人口

数量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不难理解。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即便人口增长率已经出现

拐点，一路向下，但从总体数量方面来看，未来 20 年，我国人口总量仍将持续增加。

这就意味着，在未来 20 年中，我国的能源可持续问题必将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成为学术届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但是作为其中的一个方面—能源

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研究并不是很多。郑伟（2014）提出使用遗传算法（和混合的—模型，

通过遗传算法优化评价模型的参数，评价了上海市年的能源可持续发展状况；苗韧

（2013）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技术进步、政策影响等因素出发，提出了针对能源可

持续发展的情景分析和量化评价方法，并对 2000-2020 年中国能源发展可持续的历程

和趋势进行了评价；吴开尧（2011）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利用各种方法对中国能源

进行了了核算；孙霄凌（2008）从 5 个方面选取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 19 项指标建立能

源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模型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和方差分析法,对我国

能源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上文献对能源可持续发展有了一些研

究，但是方法单一，指标体系还存在不全面、不典型的问题，我们可以在这两方面进行

改进。

在解决评价问题上，目前学术界主要的研究方法有计分法、灰色关联度法、指数法、

功效系数法、秩和比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熵值法等等。计分法仅凭研究者的主观判断，

易受知识层次和广度的影响，有主观片面性；灰色关联度法不能够有效的解决评价指标

间相关造成的评价信息重复问题，因而评价指标的选择会对评价结果有重要影响；指数

法只能进行短期预测，功效系数法对于不同的对比标准得到的单项评价值不同，影响综

合评定结果的稳定性和客观性；秩和比法指标转化为秩次时会失去一些原始数据的信

息，具有较大的误差；模糊综合评价法根据模糊数学隶属度的问题，把定性评价转化为

定量的评价，它具有结果清晰，系统性强的特点，能较好的解决模糊的，难以量化的问

题，适合各种非确定性的问题，但是在权值设定时主观性太强，使得结果可信度不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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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由它得出的指标权重值比主观赋权法更具有可信度和精

确度。我们将综合比较这些评价方法的优缺点后，结合我国部分省份能源可持续发展水

平的特点，建立改进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我国部分省份能源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综

合评价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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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2012(6):25-29.

四、项目研究内容和目标

内容：

1）阅读文献，掌握熵值法的基本原理和步骤；

2）找到改进熵值的办法，形成新的可推广的评价方法；

3）构建科学合理可推广的评价指标体系。

4）阅读国家或者地方年鉴，搜索所需要的数据；

5）应用改进的熵值法对我国各省能源可持续发展水平做出客观评价；

6）能够根据评价的结果，结果评价指标和地方发展特点，提出可行性的发展建议。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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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确定更有效的，能够推广使用的能源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方法；然后建立更加

全面、科学、合理，有说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最后建立适用性和可行性强的模型，使

得评价结果更有说服力。

五、项目技术路线（方法）与进度

项目的技术路线

1）确定因素集  1 2, , nU u u u L ；

2）将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ijX ；

3）运用熵值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到权重向量 A步骤如下：

①计算第 j项指标下第 i个方案占该指标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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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计算第 j项指标的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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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计算信息熵冗余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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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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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确定隶属函数 ijA ，通过隶属函数 ijA 计算确定评判矩阵 R；

5）权重向量 A与评判矩阵相乘 R，得到总评价 B A R  ；

6）对得到的总评价数据依照进行排列，得到最后评价结果。

项目进度

1）2018年6月-8月，构建比较全面的能源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2）2018年8月-9月，调研数据，建立模型；

3）2018年9月-2019年5月，形成论文并发表。

六、项目预期成果及说明

1）发表省级论文1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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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加竞赛，获省级奖励至少1项。

七、项目经费使用情况：

支出科目 金 额 备 注

打印、复印、装订等费用 500 元

调研差旅费 1500 元

论文版面费、审稿费等 2000 元

劳务费 1000 元

相关电脑消耗品

合计：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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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公示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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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大学生发表实践创新类论文列表与分析（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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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大学生创兴实践能力提高的曲线趋势说明

1）各种竞赛开始和持续时间

2007 2009 2013 2017 2018 2019

牡丹江师范学院数学建模竞赛 √ √ √ √ √

东北三省数学建模竞赛 √ √ √ √ √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 √ √ √ √ √

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 √ √ √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

赛

√ √ √

大学数学竞赛 √ √

师范生讲课大赛 √ √

由上表可知，竞赛的种类在增加

2）参赛人数

2007 2009 2013 2017 2018 2019

牡丹江师范学院数学建模竞赛 30 45 60 240 200 300

东北三省数学建模竞赛 9 30 52 87 93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41 39 18

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6 3 6 30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

才大赛

2 2 4

大学数学竞赛 30 196

师范生讲课大赛 2 8

3）各类竞赛成绩都在上升

序

号
实践成果名称 成果

1
牡丹江师范学院数学

建模竞赛
参赛人数逐年增加，2009 年 60 人—2019 年 300 人

2
牡丹江师范学院大学

数学竞赛
2018 年 30 参加，2019 年 196 人参加

3 东北三省数学建模竞赛
2009 年开始第一年参加竞赛，到 2019 年共获得 130 项

省级奖励

4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2007 年开始第一年参加竞赛，到 2019 年共获得 10 项



申报教学成果奖—实践效果

331

赛 国家级奖励，省级奖励 76

5
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

赛

2013 年开始第一年参加竞赛，到 2019 年共获得 11 项

国家级奖励

6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

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2018 年参加竞赛，至 2019 年共获得国家奖 1项，省级

奖励 4项

7 大学数学竞赛
2018 年参加竞赛，至 2019 年共获得国家奖 14 项，省

级奖励 13 项

8 师范生讲课大赛 2018 年开始参加竞赛，共获得 13 项国家级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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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生评价效果也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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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师资队伍建设效果

[1]师资队伍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学历 职称 主要从事工作

1 王岚 博士研究生 教授 教学成果负责人；

主导和实施各类教学、实践改革；

2 赵文英 硕士研究生 副教授 教学成果参与人；

实施各类教学、实践竞赛改革；

3 金玉苹 硕士研究生 教授 教学成果参与人；

实施各类教学、实践竞赛改革

4 马妍 硕士研究生 副教授 教学成果参与人；

实施各类教学、实践竞赛改革

5 廖飞 学士学位 教授 教学成果参与人；

实施各类教学改革

2.4.2 校级：数学实践与创新教学团队，主持人王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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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级：数学实践与创新教学团队，主持人王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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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师型教师列表

姓名部门
编制

类别

教职工

类别

专业技术

级别

专业技术职务

（职称）

是否为外

聘教师

行业资格证

书名称
行业资格级别

曾尔

妹

数学科学

学院

教学

类
教师 初级 助教 否

教师资格证

书

高级中学教师

资格

刁瑞
数学科学

学院

教学

类
教师 中级 讲师 否

教师资格证

书

高级中学教师

资格

李淑

凤

数学科学

学院

教学

类
教师 中级 讲师 否

教师资格证

书

初级中学教师

资格

林丽

鑫

数学科学

学院

教学

类
教师 初级 助教 否

教师资格证

书

中等职业学校

教师资格

刘红

玉

数学科学

学院

教学

类
教师 中级 讲师 否

教师资格证

书

高级中学教师

资格

马妍
数学科学

学院

教学

类
教师 中级 讲师 否

教师资格证

书

高级中学教师

资格

那园

园

数学科学

学院

教学

类
教师 初级 助教 否

教师资格证

书

高级中学教师

资格

张红

钰

数学科学

学院

教学

类
教师 中级 讲师 否

教师资格证

书

高级中学教师

资格

张鹏
数学科学

学院

教学

类
教师 中级 讲师 否

教师资格证

书

高级中学教师

资格

雷芳

琨

数学科学

学院

教学

类
教师 初级 助教 否

教师资格证

书

银行从业资

格证

高级中学教师

资格

初级（个人理

财）

褚文

杰

数学科学

学院

教学

类
教师 初级 助教 否

期货从业资

格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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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文英，大数据讲师培训结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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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文英，高级大数据技术讲师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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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文英，智慧教学实践教师证书

[7]马妍，“统计学”研究生暑期学校结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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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妍，《数值分析》培训证书

[9]金玉苹，蓝桥杯大赛暑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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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建设成果列表

实训时间 实训地点 学生/年级 实训人 指导教

师

2012年 5月 21日—2012年 5
月 25日

文科楼

215
2009级信息与

计算科学专业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

杨金龙
王岚

2012年 7月 16日—2012年 7
月 29日

达内
2009级信息与

计算科学专业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

王敬磊
王岚

2012年 12月 24日—2012年 12
月 30日

达内
2010级信息与

计算科学专业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

杨金龙
金玉苹

2013年 12月 30日—2014年 1
月 3日

综合楼

410
2010级信息与

计算科学专业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

杨金龙
金玉苹

2014年 7月 7日—2014年 7月
11日

理工楼

448
2011级信息与

计算科学专业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

苏仟成
金玉苹

2015年 7月 6日—2015年 7月
10日

理工楼

448
2011级信息与

计算科学专业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

苏仟成
金玉苹

2016年 8月 22日—2016年 8
月 26日

理工楼

448
2014级信息与

计算科学专业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

杨金龙
金玉苹

2017年 6月 26日—2017年 6
月 30日

综合楼

419
2014级信息与

计算科学专业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

苏仟成
金玉苹

2017年 8月 21日—2017年 8
月 25日

理工楼

448
2015级信息与

计算科学专业

中软睿达科技有限

公司张昆
金玉苹

2018年 3月 5日—2018年 3月
9日

理工楼

448
2015级信息与

计算科学专业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

方宏广
金玉苹

2018年 8月 20日—2018年 8
月 24日

综合楼

417
2016级信息与

计算科学专业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

李欣
金玉苹

2019年 2月 25日—2019年 2
月 29日

综合楼

417
2016级信息与

计算科学专业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

齐立鹏
金玉苹

2019年 8月 19日——2019年 8
月 23日

综合楼

407
2017级信息与

计算科学专业

北京华育兴业有限

公司王伟
金玉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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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务地方的能力增强

[1]承办国培计划 2013黑龙江省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班（数学）

我校国培计划 2013 初中数学短期集中培训班顺利结业

10月 21日上午，国培计划（2013）——黑龙江省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项目

初中数学学科短期集中培训结业仪式在综合楼 1206会议室举行。校党委常委、

副校长杨春文，校党委委员、教务处处长张宝歌，教务党总支负责人、副处长王

明莉、理学院院长赵宝江、副院长王岚及教务处全体人员和培训教师、学员参加

了结业仪式。结业仪式由教务处处长张宝歌主持。

学员观看结业汇报视频

结业仪式上，首先播放了结业汇报视频，对我校承担的为期十天的国培计划

（2013）——黑龙江省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项目初中数学学科短期集中培训情况

进行了回顾。

教务处处长张宝歌讲话。张处长赞扬参训教师的学习热情和学习精神，感谢

各位专家带来的先进教学理念和高水平的专题报告，希望参训教师们能继续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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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全心全意将培训所学应用于教学实践，惠及广大学子。

副校长杨春文同培训班学员合影

教务党总支负责人、副处长王明莉宣读了结业学员名单和优秀学员名单，与

会领导为学员代表颁发了结业证书及荣誉证书。

理学院院长赵宝江教授在讲话中指出：本次培训既有理论课程，又重实践应

用，科学合理地安排了课程进度，圆满的完成了本次培训任务。

十天的国培训练，对学员们来说既有观念上的更新，又有理论上的提高；既

有知识上的积淀，又有教学技艺的增长。学员陈玉琴对此深有感触，她代表全体

学员表示：这次培训真正让大家感到了教育是充满智慧的事业，深刻意识到自己

所肩负的责任，今后回到工作岗位上，一定把此次培训所学到的先进教育理念和

思想方法应用到教学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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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学员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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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办国培计划 2014年黑龙江省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班（数学）

初中数学短期集中培训举行结业仪式

2014年 11月 12日下午，在综合楼 1206，举行了“国培计划（2014）

—中西部农村骨干教师培训项目”——初中数学学科短期集中培训结

业仪式。

参加会议的有牡丹江师范学院教学校长杨春文，教务处处长张宝

歌，教务处副处长王明莉，承办单位理学院副院长王岚以及教务处各

科室主任和理学院全体授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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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业仪式由教务处处长张宝歌主持。在以视频短片形式重新回顾

了整个十天的培训生活后，教务处副处长王明莉宣读了结业学员名单

和优秀学员名单，并与理学院副院长王岚为 26名培训学员颁发了结

业证书。副校长杨春文为优秀学员代表颁发了优秀学员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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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院副院长王岚对本次培训工作进行了总结：为切实保障本次

培训项目的实施效果，学校高度关注和支持，制定实施了科学周详的

培训计划，由 10多位理论水平高、学术造诣深、教学经验丰富的国

培专家组成了教学团队，采取专题讲座、名师观摩、研讨交流、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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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等多种形式组织教学。通过培训，不仅参训学员的业务知识和专

业能力得到了提高，也使师院有机会深入了解和把握基础教育的实

情，了解参训学员在实际工作中的真正需求，达到了相互学习、共同

提高、互利共赢的目标。

十天的国培教育，对学员们来说既有观念上的洗礼，也有理论上

的提高；既有知识上的积淀，也有教学技艺的增长。学员于春媛对此

深有感触，她代表全体学员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回到工作岗

位后，把所学的新理念、新技能、新教法应用于课堂实践教学中，并

且和身边的教师共同分享，在推进初中数学教育中更好地发挥种子、

辐射、示范引领作用，为基础教育培养更多的人才做出更大的贡献。

http://www.zhaojiao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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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承办国培计划 2015农村中小学教师短期集中培训（数学）

初中数学短期集中培训举行结业仪式

2015 年 7 月 8 日上午 9:00 在综合楼 1306 举行了“国培计划（2015）黑龙

江省农村骨干教师培训项目牡师院培训班”结业仪式。

参加会议的有牡丹江师范学院教学校长杨春文，教务处处长张宝歌，教务处

副处长王明莉、孙英杰，承办单位理学院院长赵宝江以及教务处各科室主任和理

学院全体授课教师。

结业仪式由教务处处长张宝歌主持。在以视频短片形式重新回顾了整个十天

的培训生活后，教务处副处长王明莉宣读了结业学员名单和优秀学员名单，并与

理学院院长为 49 名初中数学短期集中培训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副校长杨春文

为优秀学员代表颁发了优秀学员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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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处长张宝歌主持结业式 副处长王明莉宣读结业学员名单

优秀学员领取证书 学员领取结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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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承办国培计划 2016农村中小学教师短期集中培训（数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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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申报成功国培计划 2019黑龙江省中小学青年教师助力培训项目（数学）

“国培计划”—黑龙江省中小学青年教师助力培训项目

申 报 书

申报单位（公章）： 牡丹江师范学院

负 责 人： 梁中贤

学科（领域）： 小学数学

项目执行部门： 数学科学学院

负 责 人： 王岚

手 机： 15945321100

教育部、财政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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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项目执行部门 牡丹江师范学院数学科学学院

负责

人

姓名 王岚 职务 院长 职称 教授

电话 0453-6516277 手机 15945321100 电子信箱
wanglantongto

ng@126.com

相关

培训

经验

请列出近两年承担的与申请学科（领域）相关的省级以上培训项目，培训

人数、时长、特色与成果、社会影响等。

近些年数学科学学院承担了如下国培计划项目

1、2014 农村骨干教师短期集中培训项目（初中数学），共计 50 人，培训时间

15 天。

2、2014 农村骨干教师短期集中培训补修项目（初中数学），共计 50 人，培训

时间 15 天。

3、2014 农村骨干教师置换脱产研修培训补修项目（初中数学），共计 50 人，

培训时间 15 天。

4、2015 农村骨干教师短期集中培训项目（初中数学），共计 50 人，培训时间

15 天。

5、2015 年乡村教师访名校短期集中培训项目（初中数学），共计 50 人，培训

时间 10 天。

除以上列出的培训项目外，近十年数学科学学院一直承担着初等数学教育专业教

师继续教育培训与学历提升培养，累计开设了 30 多门培训课程，有经验丰富的管理

团队和培训专家团队，至今已累计培养了来自全省不同地区的教师近 400 人次，在

参训学员及学员所在地区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在培训实施过程中，数学科学学院注重训前调研，了解参训学员的实际需求，科

学合理地设计培训内容，使得培训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培训模式上不断创新，

体现交流性、互动性和体验性，全面提升学员的教育教学理念。课程设置具有较强

的亲和性和针对性，体现“教师的师德引领，视野拓宽，教学观念更新，教学方法

的优化与提升” 的理念,开展“任务式、体验式”培训，确保培训成果能用、管用、

好用。



申报教学成果奖—实施效果

355

管理团队

姓名 职务 专业 学历 负责事务

王 岚 首席专家 数学 博 士 拟定培训计划及方案

凤宝林 副组长 数学 硕 士 组织集中培训

赵文英 班主任 数学 硕 士 对学员进行管理及过程评价

孙 杰 秘 书 数学 博 士 培训档案材料整理

那园园 秘 书 数学 硕 士 组织学员实训

首席专家

姓名 王岚 职务 院长 职称 教授

单位 数学科学学院 研究专长 数学教育、代数学研究

电话 0453-6516277 手机
1594532
1100

电子

邮件

wanglantongtong@
126.com

培训专长 代数学研究

主要社会

兼职

1. 黑龙江省高师数学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

2. 黑龙江省数学与应用数学学会常务理事；

3. 黑龙江省数学会常务理事；

4. 黑龙江省数学建模协会理事。

在项目实

施中拟承

担的主要

工作

1．负责培训项目整个管理体系、制度、流程的建立健全与优化工作，建立内

部信息控制及反馈体系；

2．统筹整个培训项目的实施；

3．负责培训项目监督管理工作，督促定期统计和上报培训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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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学生公益家教、“志愿者”暑期三下乡活动成为常态

年份 活动主题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指导教师 团队成员

2017 年
梦驻亚河圆梦想

让爱永恒 N次方

2017 年 7月 14 日

——7月 20 日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林口县青山镇亚河

村亚河小学

林雅峥 15 人

2018 年
六十载荒地精神永恒

星语心愿同大爱前行

2018 年 7月 15 日

——7月 21 日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林口县青山镇亚河

村亚河小学

林雅峥 14 人

2019 年
家国情传星火携手奋进

亚河行守初心不负芳华

2019 年 7月 14 日

——7月 20 日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林口县青山镇亚河

村亚河小学

林雅峥 1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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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影响力、社会声誉、推广应用

1 教学研究、学术活动

[1] 承办 2014年第二届东亚调和分析及其应用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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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办 2014年黑龙江省高师数学教育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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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5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赛区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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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承办 2015年黑龙江省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指导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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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协办 2017年《中国科学：数学》编委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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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承办 2017年模糊数学与模糊系统学会学术研讨会及常务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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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承办 2018年黑龙江省数学会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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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承办 2019年模糊数学与模糊系统学会学术研讨会及常务理事会



申报教学成果奖—影响力、社会声誉、推广应用

369



申报教学成果奖—影响力、社会声誉、推广应用

370

2 媒体报道与宣传

[1] 我校 2013 年第五届数学建模校内赛和 2013 年东北三省联赛圆满结束

http://news.mdjnu.cn/info/1018/82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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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校学生在 2013 年东北三省数学建模联赛中再创佳绩

http://news.mdjnu.cn/info/1014/414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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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校学生在 2013年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中喜获佳绩

http://news.mdjnu.cn/info/1016/417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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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校数学建模队在 2014年东北三省数学建模联赛中再创佳绩

http://news.mdjnu.cn/info/1014/420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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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校 2015年东北三省数学建模联赛再创佳绩

http://news.mdjnu.cn/info/1014/424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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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5年黑龙江省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指导教师研讨会在我校成功召开

http://news.mdjnu.cn/info/1015/424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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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5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赛区工作会议成功召开

http://news.mdjnu.cn/info/1015/424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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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校代表队在 2015年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中喜获佳绩

http://news.mdjnu.cn/info/1014/427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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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校学生在 2015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获得优异成绩

http://news.mdjnu.cn/info/1016/427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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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校举办第八届数学建模竞赛

http://news.mdjnu.cn/info/1014/429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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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校 2016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圆满成功

http://news.mdjnu.cn/info/1014/431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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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校学生在 2016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再创佳绩

http://news.mdjnu.cn/info/1014/433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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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8年东北三省数学建模联赛获奖喜报

http://news.mdjnu.cn/info/1014/441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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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17“梦驻亚河圆梦想让爱永恒 N 次方”各个媒体报道以及获奖

(1)国家级网络媒体报道

(2)省级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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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级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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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校外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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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校微信平台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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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8 六十载荒地精神永恒星语心愿同大爱前行各个媒体报道以及获奖

(1)国家级网络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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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级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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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校外网报道

（4）校微信平台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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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8 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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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9 家国情传星火携手奋进 亚河行守初心不负芳华各个媒体报道以及获奖

（1）国家级网络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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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省级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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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级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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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校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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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校微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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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17 年筑梦 1+1 公益家教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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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荣誉

[1] 2018年度黑龙江省师德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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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4年第八届“牡丹江市青年五四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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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3年牡丹江市 “三八红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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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2年牡丹江市青年科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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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3年牡丹江市“教育强市、我当先锋”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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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8年校师德标兵



申报教学成果奖—影响力、社会声誉、推广应用

419

[7] 王岚，牡丹江医学院兼职教授

[8] 王岚，黑龙江省数学建模竞赛委员会理事

[9] 王岚，牡丹江师范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

[10] 王岚，黑龙江省数学会常务理事(无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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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王岚，黑龙江省高师数学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无证书)
[12] 王岚，黑龙江省工业与应用数学会常务理事

[13] 王岚，国家天元数学东北中心执行委员会委员

受国家天元数学东北中心学术委员会委托，决定成立国家天元数学东北中心执行

委员会。名单如下：

执行委员会主任：

曹延昭，美国奥本大学教授、吉林大学长白山讲座教授

执行委员会副主任：

李辉来，吉林大学教授，数学学院院长

陶 剑，东北师范大学教授，数学与统计学院院长

卢玉峰，大连理工大学教授，数学科学学院院长

吴勃英，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数学系主任

张 然，吉林大学教授，数学学院副院长

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曹延昭， 美国奥本大学教授、吉林大学长白山讲座教授

崔继贤， 齐齐哈尔大学教授，数学学院副院长

董小刚， 长春工业大学教授，基础科学学院主任

韩友发，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数学学院院长

李辉来， 吉林大学教授，数学学院院长

李秀玲， 吉林财经大学教授，应用数学学院院长

刘鹏飞， 吉林师范大学教授，数学学院院长

刘仁云， 长春师范大学教授，数学院院长

卢玉峰， 大连理工大学教授，数学科学学院院长

计东海, 哈尔滨理工大学教授，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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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联， 长春理工大学教授，理学院副院长

朴光日， 延边大学教授，数学系主任

沈继红， 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院长

宋叔尼， 东北大学教授，理学院数学系主任

宋 文， 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数学学院院长

陶凤梅， 鞍山师范大学教授，数学学院院长

陶 剑，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数学与统计学院院长

王 岚， 牡丹江师范学院教授 数学学院院长

吴勃英，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数学系主任

徐文科， 东北林业大学教授，数学系主任

杨月婷， 北华大学教授，数学与统计学院院长

张 然， 吉林大学教授，数学学院副院长

张 显， 黑龙江大学教授，数学学院院长

赵胜芝， 辽宁大学教授，数学学院院长

周文书， 大连民族大学教授，教务处长

国家天元数学东北中心

(吉林大学数学学院代章)

2018 年 2 月 15 日



申报教学成果奖—影响力、社会声誉、推广应用

422

4 推广使用

[1] 推广与应用概况（包括论文被引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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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分竞赛队员的建模竞赛感想和心得

数学建模感言

常 鑫

牡丹江师范学院数学科学学院

回忆起当时的艰辛，现在更多的觉得是一种磨练，这一路走来我们付出了汗

水，但是我们也收获了成果。

当初赵老师做报告时，对数学建模还只是很懵懂的我们，在赵老师对我们的

信任和鼓励下，萌发了参加数学建模比赛的兴趣。就这样怀着对数学建模的好奇，

我们开始上数学建模的课程。一学期下来，留给我们最深的印象就是这个课堂上

的激情与惊喜：数学建模的老师永远是那么的富有激情，数学建模的题目永远能

带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惊喜。

随后的日子是漫长的，我们一边上课一边复习数学建模的知识，紧张而又兴

奋地等待着 9.月 19日全国比赛的到来。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没有太多的紧张，更多的是一种蓄势待发的期待。我们

不停地刷新着官网，终于，我们拿到了 A题，迫不及待的读完题，竟然没有看

到一个数据，我们显得有些无所适从，于是更加焦急地等待着 B题，B题是一道

物理题，给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专业性很强。总的说来，两道题跟我们平时的模

拟题都不大一样，A还是 B，挖掘数据还是与专业抗衡，面对着这两难的选择，

我们突然显得很无助，夺取国家一等奖雄心壮志像突然被什么东西打击了一下，

变得不那么的坚定。然而，我们的队友都竭力埋藏着自己那颗突然被碰撞了的心，

我们为彼此感动着，也彼此支撑着似乎一碰即碎的雄心壮志。接下来，我们冷静

的分析了两道题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最终，我们选择了与专业抗衡！也许

是一种不服输的霸气，也许是一种挑战自我的勇气，做出了这个选择之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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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都竭力的向前，没有丝毫退缩的念头。现在看来，也许其实最难的就是选题

吧！一旦确定了题目，就明确了自己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的斗志就来了！是的，

在经过数学建模基地班的培训之后，我们就想战场上的战士一样，面对困难，只

会变得斗志昂扬！如果要问我们是什么支撑着我们前进，那就是战胜困难的喜悦！

解决困难的过程是艰辛的，然而战胜困难的喜悦可以冲淡一切的艰辛！数学建模

就是这样一个不断给我们惊喜的战场！在战场上拼搏，我们一路成长着，一路进

步着。三天三夜，全然不知疲倦，等到真正交上答卷走出逸夫楼的那一刻，我们

才意识到自己有多少个小时不眠不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的累，这，就是战场

的力量，在战场上，你只会全身心的投入拼搏，疲倦劳累辛苦只有等你出了战场

才意识到。数学建模，就是这样一个让人忘记劳累的战场！

数学建模是我一生中难忘的经历，参加了这次数学建模比赛，我学会了如何

去思考人生，如何去面对困难。感谢数学建模，感谢数学建模竞赛，更重要的是

感谢数学建模组的所有老师，陪我们度过这个难忘的夏天，伴我们一路成长。数

学建模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人只要有了目标并为之不懈的努力和奋斗，他一

定会得到取得不菲的成果。我们相信在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我们都会继续努力，

把握目标，创造自己人生的辉煌！

数模——我人生道路中不可磨灭的痕迹

王 丹,崔金蕾,陈艳洁

三天后，当第一缕阳光照在我的脸上，一种久违的欣慰感油然而生，此时的

阳光是那么的可爱，那么的甜美，虽然温度依然是那么的高。

亲切的和每个队员拥抱，在统一战线上的战友们，彼此感谢这三天来的努力，

三天来的相互鼓励。

回想自参加数学建模这半年来的努力，一句“忙并充实着”足以形容每日的

生活了，从《数学建模》课堂到《数学建模软件》课堂，从东北三省数学建模竞

赛小试牛刀到学校全国数学建模队员的选拔，一路走过来，终于有机会让自己可

以参加全国的数学建模大赛了，在更广阔的大海中展现自己，也实现了自己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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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的一步，那时的我唯有欣慰来描述自己的心情。平静的走过，用心来描述着

自己的经历。

在培训的过程中，一句“要拿就拿国家奖”的话语始终贯穿着我的前后，

“亮剑”般的激情，“许三多”般的坚韧，这些都是老师鼓舞人心的话语，也是

让我坚持下去的信念。父母的支持，队员们相互的鼓励，晚上一两点后 QQ 群里

冒出老师们“大家都早点休息”的关心话语，再多的苦与累我们真的都不怕，坚

实的后盾让我们更知道自己的价值。中午十二点火辣辣的太阳，夜深人静后对着

电脑思考的背影，一个永远也找不出答案的错误程序代码，难以忍受的苦累我们

都笑着面对。只有经历过才懂得更加珍惜，只有拥有过才懂得它的珍贵。

第二轮模拟主要是为了锻炼队员之间的协作和默契，但是经历了前两轮的训

练，发现自己所在的队伍并没有想象中的默契，于是请求老师给我们调一下组，

也就组成了现在的一队。就这样我们带着自信和微笑参加了三天魔鬼式的全国数

学建模竞赛。经历了绞尽脑汁的三天思考，交上一份我们满意的答卷。为这段历

程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为我不同的大学生活写上了浓浓的一笔。

以后的日子走的都很平静，每天忙左忙右的，更多的是用理性和思考来指导

自己的行为，很多挫折和坎坷都拿来和数模历程相比，最后唯有更多的喜悦来坚

定自己快乐的走下去。

最后想说的是，非常感谢赵老师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

照着他的思想来走，拿奖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而且整个过程你都是在幸福中度

过的。还有我们的指导老师祖老师、王老师，他们真的很平易近人，完全可以坐

下和你当哥们，而且都是博学多才的才子。当然我们队友之间的相互努力、共同

协作是我们取得最终成绩的一个法宝。我想数模将是我人生中一个不可磨灭的痕

迹了，以后它将会指导我前进的方向，让我的人生之路走的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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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建模之感触——一次参赛，终身受益

沈红杰

“不抛弃，不放弃。”

“刀剑出鞘，勇往直前。”

我们数模组对这两句话是感触尤深，伴我们度过 10 年的整个暑假，并将影

响着我们的一生。

“坚持就是胜利。”

随着在建模班学习，我知道了什么是建模，更知道了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

比赛——是以通讯的形式进行，每 3名大学生组成一队，在 3天时间内可以自由

地搜集资料，调查研究，使用计算机、软件和互联网，但不得与外队任何人以任

何方式讨论赛题。竞赛要求每个队完成一篇用数学建模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科技

论文。感觉越学越难，越是了解越觉得不可能，好多同学都放弃了，我也曾一度

有过放弃的念头。但老师说只要你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者。我坚持着，坚持上培

训班，坚持参加东北三省数学建模比赛，…

这些都是坚持的结果——胜利。

“累并充实着。”

“数学是毅力的一种考证，是知识的一次爆发。”

为期三天的全国数学建模比赛是最让我们难忘的，在机房里，基本上不出

去。从拿到试题的那一刻起，组长就开始分配工作，分析题目、查阅文献、调查

分析，各尽其能。在上午之前我们就比较顺利的确定了选题，下午开始思考做题

的方向以及收集资料。由于选择的是开放性题目，看似不难但是要有收集资料、

筛选出有用的信息的能力，还要出陈创新。而我们第一天查了一天都没有准确的

数据出来，很是焦急，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我们还在查资料，当时我们差点放弃了。

不过“不抛弃，不放弃”时刻萦绕在耳边，并且组长说：“数学就要有军人般的

毅力！”恩，是的，不到最后一刻绝不向敌人投降。我们互相鼓劲，团结一致，

记得老师曾说过我们组最大的优势就是默契，我想也许这将成为我们成功的关键

砝码，这一晚我们基本上没有睡觉，组长和另一位成员负责查阅数据，而我就开

始整理文章，如果现在不开始写的话绝对来不急了。不时帮他们到杯咖啡，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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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天放松下那绷得很紧的弦。可是组长坚决要我早点休息，明天写文章才是最关

键的，虽然我回寝室了，但没有听组长的话，仍希望抓紧时间多做些。最后一天

早上数据终于出来了，没有时间给我们兴奋，时间是最宝贵的。开始写文章了，

头脑已经有点不听使唤了，看来组长说得对，前天应该好好休息的，但是我们都

不能倒下。事情总没有那么顺利，在即将完成论文时，突然发现数据出了错误，

此时最重要的是镇定，不能慌乱。这一点我们组真的做得很好，都说没事，慢慢

来，慢慢改，其实当然还是很紧张的。第三天我们三个是真的的的确确没有睡觉，

一起修改文章，逐字逐句的改。好文章是改出来的，我们看了一边，改了一边，

又改排版，就这样到了最后一刻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是

成功者。

“一次参赛，终生受益。”

成绩出来，没有兴奋，而是欣慰，这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验证了坚持就

是胜利。留下来的是那共同努力的辛酸苦辣和欢声笑语。

正如竞赛组委会秘书长姜启源教授所说，数学建模竞赛锻炼了我们从互联

网和图书馆查阅文献、收集资料的能力，提高了我们的文字表达水平；培养了我

们同舟共济的团队精神和进行协调的组织能力；我们在竞争中经历了诚信意识和

自律精神的考研，这种品格的锤炼使我们终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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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离散数学》课程评价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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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离散数学》教材选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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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等数学》教材选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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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等数学（文科类）》教材选用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