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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用建模思想解数学应用题——苏教版教材 
◆沈  洁 

（南京一中初中部  210000） 

 
摘要：数学关系着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购物，各

种经营理财等都需要数学，生活就是数学的一道最难的应用题，而数学

应用题正是在考验并锻炼我们这方面的能力。但是，由于数学的学习比

较抽象，很多学生往往知识点学明白了，但是却做不好应用题，这是因

为他们没有在脑海里建立起一个数学的思维模型，如果建立起了这个数

学模型的思维框架，那么对于数学应用题的解决就会十分的方便。那么

如何进行数学的思维建模并且运用它解决数学应用题呢？本文就这一问

题加以阐述。 

 

 

引言：我们不难发现，数学的学习往往呈现两极分化的状态，
数学学的较好的同学往往在接受新知识点、做新的题型时接受的
也特别快，而数学学的较差的同学在学习和做题的时候找不到思
路、不会列式，难以将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做题中去。这就是数学
模型的建立问题。数学模型在脑海里建立起来后，做题会很有方
法和策略，会有自己的节奏，能抓住题里面重要的点并且能够联
系起各个关键点的关系，这样，就会提高学生做题成功的信心和
成就感，从而提高对数学的兴趣，所以，思维建模对学生的学习
是十分重要的，在头脑中建立起一个准确的思维模型会使做题更
加得心应手。 

一、学生为何做不好应用题 
首先，学生没有良好的读题方式，不会读题。根据本人的调

查，很多学生不会读题，就像上了战场没拿枪的战士，尤其在一
道题的数据乱而多的时候，他们就往往一头雾水，不知道应该从
哪里开始，开始了之后不知道那个数据代表了什么，对各个数据
的单位符号都不是很了解。再或者，某些题的字数较多，很多学
生对字数多的题没有耐心，往往不愿意去看，不愿意去读，这个
方面需要学生自己去克服。 

其次，学生对自己没有信心，在看到一道应用题的时候，第
一时间想的是：“我做不出来”，有了这种想法，那么即使学生会
做这道题，他的潜意识里也是对做题的厌恶与不自信。 

最后，就是学生无法将课上讲的知识点与实际应用操作联系
起来，导致学生总会产生在老师讲题时听的很明白，自己做题却
没思路的现象。 

还有一部分学生将数学以文科的形式进行学习，对数学的题
以背的形式进行学习，往往认为数学的题型只要做的够多，只要
记得住，就可以答高分，但是数学应用题的形式是多样变化的，
单一的做题、刷题无法达到满意的目标。需要通过理解才能够真
正的了解数学，那么了解数学就需要学会数学建模，达到对知识
点的理解与熟练应用。 

二、学生自身如何建立起数学模型 
首先，我们需要联系实际，把复杂问题简单化。面对一道复

杂的应用题，学生们需要先将题的数据、要求、主干都理清楚，
比如经典的鸡兔同笼问题，需要学生分析清楚鸡和兔的特点，然
后根据设置未知变量来对题的主干进行“翻译”，比如已经设置
变量 x、y 分别为鸡和兔的数量，当题的主干提出笼子中共一百
只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列下 2x+4y=100 这样的二元一次方程，这
样就做到了对已知条件的翻译，这需要学生们理性的思维，把复
杂的文字调理清楚，简单化。 

其次，需要学生对知识点熟练应用。一个大楼的建立必然需
要一个稳固的根基，然而学生对知识点的熟练应用首先就需要他
们对自身的知识有良好的学习，要学懂、学透，比如在学习数学
的坐标系时，往往有许多学生把一个向量的关系与一个数搞混，
他们无法理解矢量和标量的定义，在脑海中没有一个具体的概

念，这个概念就是数学模型的基础。 
最后，知识点的相应匹配。往往有许多学生，学的很懂，却

无法达到正确的知识点的正确使用，往往就是“张冠李戴”。比
如在学习空间的关系的时候，当两个面互相平行，往往比较的是
他们的法向量互相平行，而在线面平行的时候，就应该是线和法
向量相互垂直的关系了。往往有学生在类似于这样的方面弄混。 

三、老师应该怎样引导学生进行思维建模 
首先，老师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改变学生们的思维

模式，让他们自行思考，而不是像传统的教学一样老师在台上灌
输学生们知识点。在上课的时候注重引导学生自行对知识点的推
导，这样既有利于学生信心的建立，又能提高学生对知识把握的
程度，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应用。 

其次，加强对生活实际的联系。老师可以在上课的时候将知
识点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或者通过学生动手实践，比如在学习
圆柱体的体积与圆柱的关系时，可以让学生自行动手用纸折出底
面相同，高相同的圆柱与圆柱，通过灌注沙子的方式讲解体积关
系。这样，学生们就会对知识点的印象更加深刻，并且在做应用
题的时候就会根据题的大意，联想起相关的知识点，更有利于思
维模型的建立，使学生在知识点的对应匹配上避免“张冠李戴”。 

最后，课堂教学要更加现代化，能够吸引学生的兴趣。随着
网络的普及，课改也在进行着，电脑和网络的使用使得老师对课
程的教授和讲解更加方便，学生对知识点的接受更加全面，所以，
老师需要学会运用网络和计算机进行授课，比如在学习三维立体
模型的时候，老师可以在网络上寻找相关模型的动态演示图，将
它的剖面结构内部结构等都通过动画演示出来，而不是通过老师
的叙述和书上死板的图。这样学生们就能够将动态的图印刻在脑
海中，并且建立起一个三维立体图的模型。同时，这样的教学也
会生动有趣，更能吸引学生的兴趣，使得数学课程不再那么枯燥。 

结语：数学是对现实世界的思考、描述、刻画、理解和应用。
数学建模不是一门课程，而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然建立起来的
一个本领，所以思维建模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在物理、化学等方
面都十分重要，而数学方面的思维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模型，对于
物理、化学的学习都有促进的作用，同时思维建模还对学生的思
维逻辑的梳理与建立有积极的作用，希望通过本文能够提高学生
解决数学应用题的能力，建立起良好的数学模型。 

参考文献： 
[1]浅谈用建模思想解数学应用题。周建国 
[2]利用建模思想解决一次函数应用题问题.《成才之路》

2013 年 28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