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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众所周知，数学建模是从数学视角出发，运用数

学语言表征现实事物逻辑关系的一种思维活动 [1]。为

保证数学建模活动的顺利开展，教师不仅需要储备相

关的数学知识，还需要掌握数学建模的相关理论。在

高中数学教学实践中，教师应充分认识到数学建模的

重要性，做好数学建模教学规划，并结合具体教学内容

制订实施细则，为建模教学活动的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一、高中数学建模教学中的问题

（一）数学建模知识讲解不够系统

部分高中数学教师将数学建模和应用题解答混为

一谈，将教学的重点放在如何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相关

的应用题上，在实践中，要么不讲解数学建模知识，要

么讲解的数学建模知识不够深入。多数教师只是按照

课本中的内容简单介绍数学建模，导致学生掌握的数

学建模知识不够系统，应用时常常感觉力不从心，或

者因忽略某一环节而得出错误结果 [2]。例如，制订一

个“课下时间段学生体育锻炼考核”的评分制，需要

构建每天得分 y 和每天锻炼时间 x（分钟）的模型。要

求如下：（1）在区间（0，90）上为增函数；（2）每天

参加运动时间为 0，得分为 0；（3）每天运动达标时间

为30分钟，得分为3分；（4）每天最多得分不超过6分。

部分学生构建模型时只是单纯地从数学角度进行

思考，未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验证，结果构建了错误的

数学模型。根据实际情况可知，随着学生锻炼时间的

增加，其得分的增长是逐渐放缓的，因此，构建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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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模型才更加符合题意。

（二）学生数学建模存在认知障碍

高中数学建模涉及的情境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

关，其中一些情境会涉及一些术语 [3]。大多数学生因

缺乏对社会时事的关注，对题目中的一些术语感到陌

生，不理解其含义，进而无法判断需要构建的模型类

型。例如当面对这样的题目：“王先生购买的股票 A 连

续四个跌停，则至少需要几个涨停才能不亏损？（其

中，跌停、涨停分别表示比前一天收市价下跌、上涨

10%）”大部分学生缺乏股票知识，即便题干中给出“跌

停”和“涨停”的概念，仍不能充分理解其含义，更

不知道如何运用数学语言进行表达，导致无法构建出

正确模型。

（三）学生无法找到参数逻辑关系

数学建模对学生提炼有用知识及分析问题的能力

要求较高 [4]。部分学生会因问题情境的文字描述较多

或对内容较为陌生，而不能迅速从中提炼出有用信

息，无法找到参数之间的逻辑关系，无法构建对应的

数学模型。例如：“某环线公交车内外线同时运行，内、

外环线长均为 30 km，不考虑两线的长度差异，要求内

环线和外环线公交车平均速度分别为20 km/h，30 km/h。
现内、外环线共有 18 辆公交车全部投入运营。不考

虑公交车进站、出站，要使内外环线乘客的最长候车

时间之差在 1 分钟以内，问内、外环线需各投入几辆

公交车运行？当两线乘客候车最长时间之和最小时

呢？”该情境虽然文字描述不多，但是一些学生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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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环线”并不了解，而且题干中参数之间的逻辑关系

并不明显，所以学生读完题目后一头雾水，既无法判

断模型类型，又不知道如何切入。

（四）学生不注重数学建模方法总结

高中数学中需要通过构建模型解决问题的情境类

型较多。学生提高数学建模水平，做好不同情境类型

以及数学建模技巧的总结尤为重要。然而部分学生并

未认识到总结的重要性，而是将时间放在做更多的题

上，构建出数学模型并得出正确结果后便将习题放在

一边，不进行总结，导致数学建模水平提升缓慢。

二、高中数学建模教学问题解决途径

（一）做好建模理论知识的系统讲解

为了给学生数学建模活动的顺利开展奠定坚实的

基础，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正确处理建模知识与数学

知识传授之间的关系，将数学建模理论知识讲解融入

教学活动，给学生带来无形的影响。

首先，做好教学规划，制订教学目标。教师在教

学中应认真分析教学内容与数学建模知识之间的契合

点，结合自身教学经验做好系统的教学规划。同时，结

合教学进度制订教学目标，并将教学目标细化到每一

个课时上，保证教学目标的顺利达成。

其次，注重课堂互动，严把教学质量。部分数学

建模理论知识需要学生理解与记忆。在实践中为了防

止学生产生枯燥感，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帮

助学生更好地把握数学建模注意事项，教师要注重在

课堂上围绕问题与学生积极互动，进一步加深学生对

数学建模理论知识的印象，促使学生自觉地将理论知

识作为数学建模的重要依据。

最后，给予学生引导，做好知识整理。教师在教

学中要创设学生感兴趣的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参与数

学建模的过程，总结数学建模的步骤，同时，预留时

间让学生应用思维导图做好数学建模理论知识的归纳。

例如，“建立函数模型解决实际问题”的教学实践

活动，要求学生首先自主完成课本内容的阅读与学习。

学生通过学习不难得出数学建模需要在观察实际情景

的基础上完成如下步骤：发现和提出问题—收集数据—

分析数据—建立模型—检验模型—求解问题。之后，学

生认真回顾所学数学模型，运用思维导图做好对不同

数学模型特点的总结，以及呈现数学建模应注意的细

节等，在头脑中形成系统的知识网络，为顺利构建数

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保障。

（二）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理解能力

在高中数学建模教学中，为帮助学生克服认知障

碍，教师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理解能力，这里的“语

言”主要是数学语言。在实践中，教师应注重以下内

容的认真落实。

其一，高中数学中的很多问题情境都来源于生

活，在教学实践中要引导学生养成多关注生活、善于

阅读的良好习惯。其中，学生关注生活时应具备从数

学视角分析问题的意识，锻炼学以致用的能力；开展

阅读活动时应做好数学相关术语的积累，通过查阅资

料搞清楚其含义，防止因对术语不熟悉而不能顺利建

立数学模型。

其二，在数学建模活动中，熟练掌握数学语言是

基础。因此，在实践中，教师应要求学生建立文字与

数学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以更好地寻找数学建模的

切入点。如题目要求“制订的方案最合理”，往往就需

要学生将其与数学中的最值问题对应起来，包括“利

润最大值”“成本最小值”“最节省材料”等概念。

例如：图 1 中，l 是海岸线，点 P 为海中的一座观

光小岛。旅游公司在海岸线选择两点 M、N 设置游客

接待处。其中 P、M、N 中任意两点间的距离相等，均

为20 km。同时，在 M、N 点之间设置游客集中处点 Q，

游客在该点乘坐游轮前往观光小岛。统计得知，将每

批游客从M、N向Q点集中时分别需要发车2辆和4辆。

每辆汽车每千米消耗的费用为 20 元，每艘游轮每千米

消耗的费用为 120 元。设∠ PQM=α。

P

M Q N l

图1

该题目需要学生在阅读中建立其与所学数学知识

之间的联系，提出合理的问题后构建相关模型。通过阅

读可知，其是以三角形知识为背景的费用问题，可提出

问题：点 M、Q 的距离为多远时，运输每批游客的总

成本最低？在此基础上借助正弦定理不难构建出对应

模型：设运输每批游客的总成本为 f（α），则根据题意，在

△ MPQ 中， ∠ PMQ=
3
π
， ∠ PQM=α， 则 ∠ MPQ=

3
2π

-α，由正弦定理易得PQ= αsin
3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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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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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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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的函数模型为：f（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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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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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π

）。借助导数知识不难求出当 sinα= 3
22
时 f（α）的

值最小，此时，MQ=10+
2

65 。

（三）加强学生数学建模思维训练

构建数学模型的关键在于通过读题明确参数之间

的内在逻辑关系。教学实践中，为使学生能够找到构

建数学模型的关键，教师应加强对学生数学建模思维

的训练，避免学生在建模过程中走弯路。一方面，教

师要结合自身教学经验做好数学建模经典例题的筛

选，尤其在讲解例题过程中多给学生预留思考的时

间，引导其寻找构建模型的思路，参与到数学建模的

过程，进一步加深印象。另一方面，教师要结合学生

的现有知识储备，积极组织其开展数学建模训练活

动，使其有效积累数学建模的相关思路，养成良好的

数学建模习惯，树立数学建模的自信心。

以上述“公交车在内外环线运行”的题目为例。

部分学生之所以无法构建相关数学模型，主要是对公

交车在环线运行的情境不熟悉。教师可以在课堂上设

计以下问题帮助学生寻找数学建模思路：（1）若内外

环线均只有一辆公交车，怎样表示对应线上乘客等车

的最长时间？（2）怎样表示内外环线乘客等车时间之

差与和？（3）构建模型时该怎样确定自变量范围？

学生通过画辅助草图，经过思考，就能够找到上

述问题的答案：（1）若内外环线上均只有一辆公交车，则

内外环线上乘客候车时间最长分别为
30

20
×60=90、

30

30

×60=60；在题目中设内环线上投入的公交车为 x辆，则

内外环线上乘客候车时间最长分别为 t1=
30

20x ×60=
90

x 、

t2=
30

30(18-x) ×60=
60

18-x；（2）乘客候车时间之差与和

分别表示为 |t1-t2|、t1+t2；（3）考虑到内环线上不能没

有公交车运行，则对应的自变量范围为 1 ≤ x ≤ 17 且

x ∈ N*。最终，学生构建以下两个函数模型：

f（x）=|t1-t2|=|
90

x -
60

18-x | ≤ 1，（1 ≤ x ≤ 17 且

x ∈ N*)···（1）

u(x)=t1+t2=
90

x +
60

18-x =
1620-30x
18x-x2 ，(1 ≤ x ≤ 17 且

x ∈ N*)···（2）

模型（1）属于含有绝对值的不等式模型，通过整

理不难得到
■
■
■

≤+−
≤−+

01620168
01620132

2

2

xx
xx

，通过解不等式组确定

几何自变量取值要求可得 x=11，即内外环线上运行的

公交车数量分别为11辆和 7辆。模型（2）需拼凑成对

勾函数模型，借助对勾函数性质可知，当 x=10时其和最

小，此时内外环线上运行的公交车数量分别为 10辆、

8辆。

（四）引导学生做好数学建模总结

在高中数学建模教学中，为更好地提升学生的建

模能力，并使其充分认识到建模总结的重要性，教师

应给予学生有针对性的引导，使其认真开展数学建模

总结活动。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教师可采用以下思路

对学生进行引导。其一，根据数学建模教学计划，可

预留一节课的时间，通过提问学生有关数学建模理论

知识的问题，驱使学生主动回顾与归纳所学。同时，要

求学生结合自身回答问题的情况，分析其中暴露出的

数学建模知识漏洞，并及时查漏补缺，尤其要求学生

围绕“数学建模”画出相关思维导图，清晰而条理地

整理理论知识。其二，要求学生积极开展数学建模心

得交流活动，鼓励其相互分享数学建模经验，总结不

同数学模型对应的情境特点，进而在以后的解题中根

据题干中的关键词迅速判断对应的数学模型类型，并

基于对情境逻辑关系的分析完成数学模型的构建。

以数列模型为例，高中数学中的数列模型包含等

差数列模型、等比数列模型，在实践中要求学生总结

数列模型的特点。通过总结我们不难发现，当问题情

境中含有“多”“少”等字眼时，通常需要构建等差数

列模型；当问题情境中含有“倍”、百分数时，通常需

要构建等比数列模型。当确定模型类型后，学生找到

首项、公差或公比，便能顺利地构建对应的数列模型。

结  语

在高中数学建模教学中，为保证教学目标的顺利

达成，教师不能满足现状，应做好自身教学经验的总

结，分析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找到症结所在并做

出相应的改善；同时，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查阅资料，

向经验丰富的教师请教，积极与同事沟通交流，寻找

解决途径，做好细节上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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