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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数学应用在职业高中数学教学中的渗透 
◆邓鸾姣 

（湖南省汽车技师学院  湖南省邵阳市  422001） 

 
摘要：职业高中数学应该坚守学以致用的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直觉思维

能力，进而提升学生数学应用能力。新时期下，以数学应用为教育导向，

培养学生数学应用能力，不仅是教育改革的需求，同时也是学生未来发

展的需求。因此，本文注重分析数学应用在职业高中数学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并提出数学应用在职业高中数学教学中的渗透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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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学应用能够帮助学生观测资料、处理数据、推理、计算、

证明知识，同时还能够为学生提供社会系统、自然现象的数学模
型，以此能够看出，数学不仅是学生从事生产、学习、研究、生
活的基础，还是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因此，以数学应
用为导向的教育理念，渗透到高中数学教学中不仅是学生未来发
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学科改革的要求。 

一、数学应用在职业高中数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数学教学与数学应用脱离 
长期以来，职业高中数学将教学重点放在解题技能训练与数

学理论知识的认知上，衡量一堂课成功与否的标准在于，学生在
该堂课上掌握多少知识内容，掌握多少解题方法。由此能够看出，
我国学生在数学知识掌握与推理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然而，在
数学应用中，学生始终处于薄弱状态，由于教师很少引导学生将
数学知识运用到生活实际中，促使学生不能够将数学知识与生活
实际相结合。这样的教学模式促使高中数学教学与数学应用脱
离，促使学生数学知识应用能力低下。 

（二）教学评价不科学 
事实上，教学评价是职业高中数学教学中最重要的教学环

节，其对数学教学活动存在一定的影响，如果教师采取的教学评
价不科学，会对学生数学学习能力、数学应用能力、知识接受能
力具有一定的影响。受到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教师大都以学生
成绩好坏评论学生，很少从多方面、多角度去审视学生，给予学
生针对性的评价，致使学生沦为学习工具，进而使学生只具备丰
富的数学理论，缺乏数学应用能力。此外，不科学的数学评价体
系，还能够打消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在学习中形成挫败感，
长此以往，会使学生学习数学知识兴趣不高，甚至一部分学生还
出现厌学的状态，这样的评价机制不利于学生的长期发展，同时
也与素质教育理念背道而驰。 

二、数学应用在职业高中数学教学中的渗透路径 
（一）激发学生数学应用兴趣与意识 
兴趣是学生最好的数学教师，学生只有对学科知识形成学习

兴趣，才能够在此科目中取得一定的造诣，而激发学生数学应用
意识，同样也离不开兴趣的作用。在职业高中数学教学中，教师
应该以兴趣为导向，激发学生数学应用意识，进而实现职业高中
数学应用教学目标。事实上，高中数学教学理念之一，是“数学
教学是现实的数学”，也就是说，数学知识应该贴近与生活实际，
只有学生学习较为熟悉的数学知识内容，才能够提升学生探究与
思考能力，使学生在今后的数学学习中，自然而然的将数学知识
贴近生活，便于学生更好的理解知识内容，进而激发学生数学应
用意识。而“数学教学是现实的数学”这一教育理论具有两个层
次的含义： 

其一，在学生数学知识生成时，需要教师为学生引出具体的
现实例子，引导学生结合例子去分析、思考数学问题，进而培养
学生数学知识应用能力；其二，在职业高中数学教学中，应该引
导学生建模，使学生能够在今后的数学学习中，结合生活案例，
进而提升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能力。 

例如，在学习三角函数知识内容时，为了强化学生更好的理
解余弦、正炫定理知识内容，教师可以提前整合三角函数知识内

容，找寻相关的生活案例，在课堂教学中，适当的将其引入到教
学中：“在某市具有两座高楼，给学生一把皮尺与一个测角仪，
学生能否测出两座高楼之间的距离”，以这样的问题引导学生思
考，而这样的问题与学生通常解答的数学习题不一样，其没有具
体的数据，大都是让学生动手自行测量，当然，学生解决这个问
题，不需要到现场去测量，教师引导学生在纸上自行建立数学模
型，指引学生找到测量的方法，之后进行测量，经过学生测量，
能够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之后，教师在让学生在两座楼之间，
构建一个三角形，引导学生去测量，以此类推，提升学生数学知
识应用能力，使学生乐于学习数学知识内容。 

（二）培养学生数学应用能力 
新时期下，高中教师应该以数学应用为教育导向，采取问题

解决的教学模式为学生授课，进而提升职业高中数学教学质量。
在提出问题阶段，教师采取创设情境或者是情境问题的形式，为
学生提出相对应的知识问题，而教师为学生设置的问题，应该符
合学生知识接受范围，以此激发学生探究问题兴趣；在分析问题
阶段，教师应该从数学应用方法与观念中启发学生，给予学生一
定的鼓励，使学生克服学习中的挫败感，进而实现独立探究模式；
在解决问题阶段，教师应该指引学生落实解答过程，并且将基础
知识、能力培养、基础技能结合起来，让学生体验成功的喜悦；
在理性归纳阶段，教师引导学生对数学问题的解答过程进行评
价、反馈、检验、归纳，进而使学生更好的掌握数学知识。学生
经过这样的教学活动，会对知识内容形成新的认知结构、学习方
法，提升学生解决问题能力，使学生更好的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生
活与学习中的数学问题，从而实现职业高中数学应用目标。 

此外，在学生评价中，教师应改变以分数评价学生的机制，
应该从多层次、多角度分析学生，采取鼓励的评价机制去评价学
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进而使评价变得更具有效性。例如：在
学习《棱柱、棱锥、棱台和圆柱、圆锥、圆台的体积》知识时，
教师可以提前整合知识内容，将知识内容分成模块化，运用信息
技术将模块化知识制作成教学视频，运用 QQ 将教学视频发送给
学生，让学生运用教学视频提前预习知识，对知识具有大概的理
解，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在课堂教学中，运用短暂的微课视
频为学生播放教学内容，吸引学生注意力，提出教学问题：“棱
柱、棱锥、棱台与圆柱、圆锥、圆台之间的区别与不同？”教师
在一旁发挥引导作用，让学生分散思维，运用自身所学与经验去
探索、分析知识，使学生在知识体验中感悟知识，在思考中解决
对知识的疑惑，等学生完成教学任务，教师根据学生预习成效、
教学表现，给予学生针对性的评价，在此评价基础中将知识内容
讲述学生，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引导学生进行教学反思，进
而提升学生数学知识应用能力。 

结语 
综上所述，数学的学习目标之一，是培养学生数学应用能力，

要求学生在实际的数学教学中，提出、探究、分析、解决数学问
题，并将这种能力运用到实践的生产、生活中，以数学思维去解
决问题，在学生交流、解决问题中，使学生形成数学应用能力与
意识。因此，以数学应用为导向的教育理念，不仅能够提升学生
数学应用能力，同时还能够促进职业高中数学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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