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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教学过程中学生建模思维的培养路径
龚学文

（南京汉开书院学校，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在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培养初中生的建模思维，不仅有利于他们数学核心素养的提升，而且还能促进初中生解决数学问题

能力的增强，让他们的思维更具有科学性、逻辑性和创造性。在本文的论述中，笔者主要从建模思维的概述、意义、原则以及策略四个

方面进行此部分内容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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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更为注重从培养初中生的科学思维入手，让他们从

中获得全面的发展。建模思维是数学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学教师在课堂上既要从意识上重视培养初中生的建模思维，又

要结合实际的教学情景灵活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加强初中生建

模思维的形成，让初中生实现由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的过渡，增

强他们的综合问题分析能力，推动数学教学迈向新的台阶。

一、建模思维概述

本文中的建模思维主要分为如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理解

数学情境。初中生需要理解数学题目中的情境，并从中抽取出相

应的数学问题。第二阶段，建立数学模型。初中生根据数学情境

中的数量关系，并以字母表示未知数，进行相应数学关系式的构建。

第三阶段，解决关系式子。初中生以现实为依据进行相应问题的

解答，得出对应的答案。

二、培养建模思维的意义

在课堂实践后归纳建模思维实际意义，第一，培养初中生的

转化思维。初中生在解决数学问题的过程中需要将问题中的情景

以数学的视角进行建模，让他们将情景转化成数学化的思维模式，

提升他们举一反三的水平。第二，增强他们数学思维分析力。为

了更好地进行建模，初中生分析并综合数学各个条件，并将其以

建模的方式呈现，在认知生活问题的前提下解决相应的生活问题，

提升他们的问题解决能力。第三，增强初中生思维的科学性。建

模思维的形成有助于初中生摆脱原有的主观认识事物的思想，立

足实际，结合具体的建模思维进行相应问题解决，让他们从现实

出发，结合相应规律构建相应的模型，最终解决相应数学问题。

三、培养建模思维的原则

（一）培养初中生的对比思维

在初中建模思维的教学中，有些知识很容易混淆。即使数学

教师进行条分缕析的讲解，仍旧有部分初中生无法掌握相应的数

学知识。针对这种状况，教师可以培养初中生的对比思维，让他

们将易混淆的知识点进行总结、归纳，并寻找其中的相似点以及

不同点，从而使初中生发现个人思维中的漏洞，让初中生在建模

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更为直接地掌握相应的数学知识，培养他们的

对比思维。

（二）培养初中生的整体思维

本文中的整体性思维注重从知识点以及问题条件两个角度简

要分析。在知识点方面，初中生在进行建模的过程中需要改变原

有的孤立思维，从多个知识点出发构建相应的模型，锻炼初中生

综合运用各个知识点的能力。在问题条件分析方面，初中生既要

逐个分析各个数学条件，又要综合思考各个条件之间的连接，从

整体的角度进行此部分内容的探究。

（三）培养初中生的求异思维

在建模思维的培养过程中，教师需要让初中生独立思考，并针

对他们在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指导，让初中生在解决个

人学习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个人独有的思维方式，让他们摆脱传统的

唯教师论的观点，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相应的求异思维。

（四）培养初中生的发散思维

培养初中生发散思维的目的是让他们将数学知识进行深化，

延展他们的数学思维，让初中生在此过程中获得综合数学问题解

决能力的提升。为此，教师在实际建模思维的教学过程中可以提

出综合性的问题，并结合初中生数学学习能力进行相应的引导，

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相应数学问题的探究，增强初中生思维

的发散性。更为重要的是，教师需要让初中生深入分析各个数学

问题解决途径的关键点，让他们从中领悟数学知识的本质，最终

达到增强初中生思维发散性的目的。

四、培养建模思维的策略

（一）构建函数模型

1. 借助数学问题，开展函数建模思维教学

在构建数学建模思维的课堂上，教师可以尝试从数学问题入

手，调动初中生的数学学习好奇心，重教学相机性，根据初中生

的实际学习动态及学习困惑开展启发，让初中生独立进行建模探

究，获得良好的数学教学效果。

在实际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遵循相应的数学建模教

学规律，让初中生在好奇心的作用下全身心投入到数学学习的过

程中解决数学问题，促进他们数学建模思维的形成。首先，构建

平等的数学教学环境。众所周知，初中生的思维较为活跃，对新

兴事物充满好奇。教师在培养初中生建模思维的过程中注意设置

活跃的数学教学氛围，让他们承担起学习的重任，并勇于在发言

的过程中接受教师的指导，掌握相应的建模思维要点。其次，注

意创设有价值的问题。在问题的选择方面，教师需要选择有价值

的问题，既需激发初中生的学习欲望，又要引入与他们的实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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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相关的数学问题，还要引导初中生将生活化的问题以数学建模

的方式进行展现，促进初中生建模思维的形成及提升个人综合分

析力。最后，兼顾思考与启发性。教师应根据每一位初中生的独

有学习问题引导，让他们在教师的指导下更为积极地投入到数学

学习中了解建模中关键点，提升初中生的数学综合学习水平。

2. 培养符号意识，为初中生的建模思维打下坚实基础

符号意识是建模思维基础，其基础性体现在以下内容中：第一，

初中生可以运用符号进行相应数学问题的推理，更为精准、高效

地进行相应的数据建模。第二，初中生在与他人的交流过程中可

以运用数学符号。为此，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从以下

三小点开展培养初中生的符号意识。第一点，让初中生树立运用

符号思维。在平时的数学建模课堂中，教师重视培养初中生的思维，

让他们在解读题目中条件的基础上，运用字母以函数的方式表示，

使他们在此过程中掌握相应的数学建模规律。第二点，加强运用

符号的训练。训练是增强初中生符号意识的重要途径。教师需要

根据实际的数学教学内容设置不同的题型，让初中生在训练的过

程中强化运用符号的意识，并养成科学的思维习惯，提升初中生

数学问题解决的精准性。第三点，引导初中生将符号运用延伸到

建模中。当初中生逐渐形成相应的思维后，教师可以引导初中生

将这种意识运用在实际的建模中，并引导初中生注意相应的事项

（比如，结合实际状况，考虑未知数的取值范围），为增强初中

生的建模思维提供辅助。

在讲解“一元二次方程”这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从以下三

点作出引导：第一，寻找关键性目标。初中生了解具体问题及与

之相关的条件，并将其中涉及的主要数量以未知数的方式表示。

其次，寻找关系。初中生需要结合实际问题深入解读题目中的条件，

并寻找各个条件之间的关系，将未知量以字母的方式表示，从而

完成建模。最后，解决问题。教师可以结合实际让初中生检验得

到的最终结果是否正确。

（二）构建故事化数学模型

在讲解概念性的数学知识中，有些内容对初中生学习而言具

有较大的难度。教师在实际的授课过程中可以将其中的概念性知

识转化成故事化模型的方式授课，让初中生通过了解实际的故事，

理解相应的数学概念，获得良好的建模教学效果。

1. 在概率教学中开展故事化建模

在进行概率教学时，教师可以引入故事教学的方式，让初中

生掌握概率的基本定义的同时，使他们树立建模意识，增强数学

建模教学的有效性。在实际授课中，教师讲授如下的故事：从前

有一位国王为了考验王子的智力水平，提出如下的问题：同时向

天空中抛出两枚硬币，一共出现三种状况。状况一，两枚硬币的

正面朝上。状况二，两枚硬币的方面朝上。状况三，两枚硬币两

面不同向。与此同时，教师让初中生进行上述问题的建模，并运

用画图的方式表示，提升初中生的概率知识理解能力。

2. 在乘方知识中融入建模思维

在讲解乘方知识的过程中，为了让初中生更为深入地掌握乘

方知识，教师展示如下的故事：一位国王盛气凌人，常常欺压百

姓。但是，他特别喜欢下围棋。这位国王为了嘉奖为期发明者，

将其招入宫中。围棋发明者对国王心存不满，为了排解心中的怒

气，提出如下的奖励规则：在围棋的第一个格子中放入一粒谷子，

第二个格子中放入两粒谷子，以此类推。请运用乘方知识表示每

个格子中谷子的数量，并画出具体的图示。

（三）构建生活化数学模型

在培养建模思维课堂上，教师可以借助生活问题开展建模思

维授课，激活初中生头脑中的生活常识意识，并据此在理解数学

问题各个条件前提下建模，增强初中生的转化思维，即增强他们

的一题多解能力。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入与初中生

生活接近的问题，并注重问题构建的开放性。

例子如下：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出国热掀起一轮旅游

的新高潮。某公司近几年效益较好，打算安排本公司 36 名员工出

国旅游。秘书咨询相应的飞机票价：一等舱为 300 欧元；二等舱

为 200 欧元；三等舱为 125 欧元。该公司由于资金有限，打算用

5025 欧元，购买两种航空票，一种为三等舱票，另一种为特等仓

票（随机选择一等舱，或是二等舱）。请设计几种购票的方案，

并说出具体的利用。此项题目的设定考察初中生分类思想，即让

初中生从不同的角度建立相应的二元一次方程组，最终达到增强

初中生思维灵活性的目的。

（四）构建多种学科与数学之间的模型

在建模过程中，教师可以构建数学知识与各个学科之间的深

度融合，并在此过程中，设置相应的数学模式，拓展初中生的视野，

增强他们建模思维的多元性。

教师可以构建体育知识与数学知识之间的模型，数学教师可

以构建数学知识与美术知识之间的模型，比如，从周角的角度让

初中生分析《蒙娜丽莎》中女主人公微笑弧度等，从而达到增强

初中生思维发散性的目的。

总而言之，建模思维既是培养初中生数学综合学习能力的重

要构成部分，又能锻炼他们的综合思维力。为达到上述的数学教

学目的，教师需要让初中生分析题目中的各个条件，并将这些条

件进行数学建模，让他们认知各个条件的关系，促进初中生数学

解决能力的提升，促进数学教学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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