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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建模思维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渗透
谢晨明

（南京市雨花台中学， 江苏 南京  210012）

摘要：随着新课改的实施，建模思想越来越受高中数学教师的重视，也是新高考命题热点。高中数学教师要聚焦学生建模思想培养，

培养学生的建模意识，循序渐进引导学生树立建模意识，引导学生实现文字、数字和图形之间的自由转化，让学生快速找到解题突破点，

让学生利用建模把复杂的题目简单化，运用更为直观的图像来进行解题，逐步提升学生数学解题能力。教师可以尝试运用几何画板动态

绘图渗透建模思维，引导学生把文字和平面图形转化为立体图形，让学生灵活掌握建模思维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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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是数学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中数学教学的重难

点，体现了数与形之间的转化，可以帮助学生解决函数问题、几

何问题和数列等问题，可以帮助学生攻克各种数学难题。高中数

学教师要针对学生思维特点和教学内容来制定建模思维培养方案，

培养学生的建模意识；运用几何画板开展函数教学，引导学生自

主构建函数模型，让学生在建模过程中灵活掌握函数性质；精心

设计小组合作学习，数学优等生指导学困生建模，让学困生也可

以掌握基础建模技巧，提升学困生数学成绩，重塑他们的数学自

信心；融入生活化例题，引导学生结合生活经验来建模，激起学

生建模探究兴趣，提升数学建模教学质量。

一、高中生数学建模思维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存在思维定势，信息转化能力较弱

 很多高中生不重视数学思维学习，把时间花费在刷题上，这

种学习方式让学生产生了思维定势，对文字、图形和数学公式的

信息转化能力比较弱，这影响了学生的学习进度和解题能力提升。

例如很多学生花费大量时间来背公式、刷题，一拿到题目习惯性

默写相关公式，反而忽略了提炼题目中的关键信息，忽略了构建

数学模型，很容易掉入出题人的“陷阱”，错失解题的关键信息，

这也是影响学生数学成绩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建模思维训练不足，学生建模意识比较弱

部分高中数学教师虽然会开展数学思维训练，但是更注重逻

辑思维和解题思维训练，建模思维训练非常少，大都是把建模思

维训练直接渗透在解题教学中，很少开展专门的建模思维训练。

例如教师在函数板块教学中，带领学生分析题目中关于函数自变

量、定义域和等量关系等信息，直接为学生构建出模型，忽略了

引导学生自主提炼信息和建模，学生对建模过程不太清楚，无法

根据题目构建出正确的数学模型。

（三）数学绘图软件运用少，难以激发学生兴趣

很多数学教师还在手动绘图，这种绘图方式不利于立体几何

教学开展，尤其是不利于数学学困生的学习，单调的绘图教学方

式难以激发学生兴趣。例如教师只是用线条虚构出立体图形的模

型，这对学困生来说很难理解，他们空间立体感比较差，很难从

平面图形中找到解题突破点，无法找到添加辅助线的位置。教师

还没有意识到数学绘图软件的便利，例如不熟悉几何画板软件操

作，没有运用动态绘图开展结合教学，这也是高中数学教师急于

解决的问题。

（四）缺少生活化建模例题，学生建模能力比较弱

建模思维比较抽象，教师需要把这种思维渗透在教学模块中，

一步步引导学生在解析几何、函数和立体几何教学学习过程中建

模，让学生熟悉不同类型的数学模型。但是很多教师习惯直接套

用课后练习题，很少开发课外生活化例题，也很少自主编创数学

建模例题，学生对数学模型不太熟悉，对建模流程更是知之甚少，

很多学生把数学模型等同于立体图形，这种错位的认知影响了学

生建模能力提升。

二、建模思维对高中数学教学的影响

（一）有利于促进学生数学思维发育

建模是数学思维的核心组成部分，关系着学生逻辑思维、转

化思维、逆向思维和类比等思维发育，高中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

数学基础，正是提升数学思维的关键时期。数学教师要把建模思

维转化为课堂教学的“强心剂”，把其渗透进解析几何、函数、

统计图表和立体几何等教学板块，指导学生自主构建各种数学模

型，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

（二）有利于培养学生数学应用意识

在很多高中生眼中数学建模和生活的联系并不大，只需要掌

握基本的计算即可，这一理念是错误的，教师要挖掘生活中隐藏

的数学建模案例，引导学生探究建模对生活的影响。例如教师可

以结合汽车速度、高中生身高体重数据和家庭水电消耗等案例来

开展建模训练，引导学生分析这几类题型的特点，根据水电消耗

特点选择柱状图或折线图来呈现数据更为直观，这就是数学建模

的体现，身高与体重和性别、年龄密切相关，学生可以根据班级

体测成绩来建模，让学生自主进行建模课外拓展学习活动。

（三）有利于提升学生数学解题能力

数学模型是连接数学问题和生活实际之间的桥梁，几乎可以

胜任各种题型，是高中生攻克数学考试的一大“法宝”。高中数

学教师要进一步优化建模思维训练，精心挑选一些经典建模案例，

例如台风气象图和旗杆影长变化等场景，让学生把这些场景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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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学模型，逐步提升学生数学解题正确率和效率。

三、建模思维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渗透策略

（一）渗透模块化教学理念，培养学生建模意识

教师要根据不同模块特点来渗透建模思维训练，带领学生熟

悉建模流程，让学生掌握不同类型数学模型建模技巧。例如教师

在教授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模块时，可以把函数性质和建模教学

融为一体，一步步引导学生根据两种函数性质、定义域和单调性

等绘图，让学生根据图形来说明对数函数和指数函数在各个区间

的变化性，进一步加深学生对这两种函数基本概念的记忆。教师

可以鼓励学生走上讲台，让学生一边绘图一边讲解函数性质，讲

解 y= ㏒ ax 的定义和性质，学生通过画图，推理出对数函数图像

恒过点（1，0），负数和零没有对数，并且对数函数既不是偶函

数也不是奇函数，当 a ＞ 1 时，对数函数图像在定义域上呈递减

趋势；当 0 ＜ a ＜ 1 时，则呈现递增趋势。其余学生可以在该名

学生讲解完毕后进行提问，例如如何通过图像区分对数和指数函

数，比较这二者之间的异同点，教师则是鼓励学生进行辩论，耐

心点评每一个学生的发言，让学生建立数学建模的自信心，逐步

提升学生建模意识。

（二）运用几何画板软件，引导学生自主建模

教师在教授正弦和余弦定理时，可以用几何画板开展建模教

学，引导学生构建合理的三角形模型，把复杂的几何问题转化为

三角形问题，降低数学解题难度。例如教师可以用几何画板讲解

学生熟悉的测量河岸两点之间距离的题目，假设 A、B 两点分别

在河的两岸，测量点位于A点附近，在A点附近重新选在一个点C，

如果 AC=55 米，∠ BAC 等于 50°，∠ ACB=75°，你能求出 A、

B 两点之间的距离吗？教师用几何画板演示 A 和 B 两点的位置，

利用几何画板虚线工具来连接 A，B，C 三点，构建出这道题目的

三角形模型，把复杂的测量问题转化为简单的三角形边长计算。

教师可以不断变换 A 和 B 两点的位置，让学生根据位置和角度来

选择合适的定理，让学生通过建模选择最简便的计算方法。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用几何画板自主建模，找到这道题目的最佳解题思

路，有的学生认为根据题目中给出的 AB 的对角，AC 的边长，可

以先用三角形内角和定理计算出 AC 的对角，运用正弦定理就可

以算出 AB 边。数学教师要灵活运用几何画板，为学生讲解基本

建模方法和流程，提升学生数学绘图和读图能力，帮助学生攻克

几何难题。

（三）组织小组合作探究活动，提升学困生建模能力

建模是学困生的一大弱点，数学教师要重视学困生建模能力

培养，利用小组合作学习来提升他们的建模能力，让优等生指导

学困生建模，提供学生数学交流和切磋的平台，提升高中建模教

学有效性。例如教师在讲解三角函数知识点时，可以组织小组合

作探究活动，各个小组需要完成函数 y=Asin（ωx ＋ φ）的图像

和性质的推导，讲解本小组图像绘制过程，图像周期性和单调性

的变化规律，并绘制特殊角度的正弦函数图像。各个小组可以自

主选择手绘图像或几何画板绘图，商定正弦函数图像绘图步骤，

完成小组探究方案。优等生要指导学困生根据特殊角 30°、45°

和 60°的正弦值来绘制图像，帮助学困生复习正弦函数的定义，

引导学困生完成图像绘制，再指导学困生尝试对这些图形进行拉

伸、压缩、平移等变化，帮助学困生理解 ω、A 和 φ 代表的几何

含义，进一步提升学困生数学建模能力。优等生在指导学困生建

模过程中也可以复习相关知识点，把数学知识运用在实践中，有

利于提升自身的数学知识运用能力。数学教师要利用小组合作开

展学困生转化，立足学困生建模基础，让优等生担任“小先生”，

让这些“小先生”来指导学困生建模，增进学生之间的互动讨论。

（四）筛选生活化例题，提升建模教学趣味性

数学教师要精心挑选一些生活中的建模案例，引导学生结合

生活经验来建模，既可以让学生灵活掌握建模技巧，又可以让学

生感受数学的实用价值。例如教师可以用微课导入台风预告，用

学生熟悉的天气预报的方式导入数学建模讲解，激起学生数学建

模兴趣，引导学生对台风运动轨迹进行讨论，让学生构建台风预

警模型，并计算出台风过境影响范围。学生根据台风气象图分析

出其运动轨迹，台风中心是移动的，于是在直角坐标系中研究台

风过境的影响范围，台风影响区域为圆形，可以借助圆的相关知

识进行计算，如果某地位于台风影响范围内就会受到影响。有的

学生根据台风运动半径、运动速度来计算出台风影响范围，再根

据题目中给出的渔船航行轨迹来构建数学模型，在直角坐标系中

建立圆与三角形的位置关系，运用圆和三角形相关定理进行计算，

如果渔船在台风到来前驶出影响范围，就可以避开台风影响。生

活化例题可以更好地衔接课内外知识点，引导学生进行课外拓展

学习，加深学生对建模知识的了解，进一步提升学生建模知识运

用能力。

四、结语

高中数学教师要不断优化和创新建模教学，运用智能化几何

画板软件开展教学，提升学生空间立体感，培养学生主动建模意

识，一步步引导学生实现文字、数学公式和模型之间的自由转化，

运用小组合作提升学困生数学建模能力，带领学生尝试用建模知

识解决生活问题，让数学建模教学更加接地气，全面提升高中数

学教学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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