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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数学教学中数学建模思想方法的探讨
石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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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学是教育教学过程中最基础的学科之一，它与其他很多学科内容都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甚至一些学科的教学都

是依照数学思维的方式来推进的。由此可见，数学教育的质量对于学生在知识应用以及相关领域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针对高校数学中的教学建模思想方法进行分析探讨，如何进一步在建模思想的影响下提升教学质量是我们必须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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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thematics is one of the most basic subjects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t has a certain correlation with many 
other subjects， and even the teaching of some subjects is promoted according to the way of mathematical thinking.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quality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 th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and 
related field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how to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odeling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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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高等数学教学中所涉及的知识内容通常比较枯燥而且比

较难懂，为了能够帮助同学们更好地对数学知识进行理解，
提高对高等数学学习的兴趣。作为高校数学教师需要将数学
知识与生活融合起来，提高数学知识应用的趣味性、生动性，
让学生有更加充足的兴趣来学习数学知识，降低对数学知识
的理解难度。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可以利用建模的方式来丰富
教学方式。本文将主要针对数学建模思想方法的一些认知以
及关键性步骤等内容进行讨论，希望能够给读者一定的参考
和借鉴。

二、数学教学与建模思想相融合的价值意义
（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高等数学知识中融合了大量的难以理解的专业概念和公

式，如何能够让学生们快速地掌握这些概念和公式，提升他们
对所学知识的求知渴望是我们需要研究的。而数学建模思想的
应用恰恰符合学生在该方面的认知特点，对于帮助他们提升对
高等数学的认知以及学以致用的热情有着非常积极地价值意
义。而且在实际应用中，数学建模就是将实际与理论充分结合
并最终落到实践的一个变化过程，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提升
学生们对于数学知识的认知，巩固知识，同时也能够帮助他们
将所学的知识应用于现实中，在这个学以致用的过程中逐步形
成科学化的教学观念，从而让学生们逐渐养成将所学知识应用
于生活实践并能够去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1］。很多学生对于
数学知识的认知比较刻板，认为高等数学知识是非常枯燥且具
有一定难度的。结合了数学建模的方式，将原本枯燥的数学知
识转变成为能够更容易被学生接受和理解的具体案例，不仅对
知识的应用能力和水平有所提升而且也能够激发他们的兴趣，
促进对高等数学的学习兴趣，带动学习质量的提升。而且利用
建模教学的方式，能够有效地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数学思维习
惯，为他们的今后发展提供助力。

（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传统的教学课堂上多以“教师”为主导，无论教学内容

的难易教师的“灌输”式的方式始终都忽略了学生在课堂中
的主体性，这对于学生的学习自主性以及创新性能力的培养

具有一定的影响。很多教师在进行教学知识的讲解过程中更
加注重对于知识的演绎，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来强化学生
对于数学知识的认知和理解能力［2］。但是这种分散性的教学
也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没有形成良好的归纳总结的能力，导
致学生在创新方面的能力一直得不到提升。作为高校教师应
当要将数学归纳的教学方式与日常的教学内容融合起来，锻
炼他们的思维能力。要达到这一目标教师必须转变自己的教
学理念，将建模思想与教学课堂融合起来，不断地激发学生
的创新力和应用能力。

（三）提升学生的应用能力
高等数学教学所涉及的数学知识相对枯燥而且比较难懂，

但高等数学知识内容又是其他学科的基础，要让学生充分的
理解相关知识并能够将知识充分应用于学科的学习中，则需
要借助数学模型的方式来帮助学生去分解数学知识内容。在
开展数学模型的教学过程中不仅需要基础的计算机操作能力
以及建模的知识，同时还需要具备丰富的数学知识和综合应
用水平。作为教师在建模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引导学生更好
地了解和掌握所学数学知识相关的背景内容，同时还能够在
此基础上深入地去分析相关数学知识概念并达到对相关知识
的进步一拓展，从而提升整个数学教学的质量。

三、关于数学建模思想的应用
（一）模型的准备
要在高等数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数学模型，首先需要做好

充分的准备工作，做好相关主题的研究，真正理解问题所具
有的内涵［3］。其次要确定建模的实际内容，通过数字语言的
方式来对数学教学内容进行描述，从而开展相关信息的整合
和收集工作。

（二）模型假设
对于教学中存在的数学问题可以通过多样化的方式进行

假设。在建模过程中教师首先要发挥出自己的想象力并利用
已知的条件提出科学假设，并逐级列出解答的可能性，在模
型呈现的过程中要尽可能采用真实描述的方式。

（三）模型建立
模型的建立之初是结合数学知识内容建立的，也是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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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假设的条件下带入已知的信息，通过函数等计算方式来确
定变量等信息。学生在学习的过程汇总中要结合这种变化的
规律来进行总结，并确定对应的数学模型。

（四）模型分析
学生在开展学习的过程中需要结合相关的数学思想以及

对应的解答方式来获得相应的数据信息，具体的应用方式还
需要结合具体例子进行分析。具体可图 1. 进而明确模型参数
的内容。

图 1　模型分析

（五）检验模型
数学建模的最后环节就是对模型正确性的检验，学生需

要对比结论和前期的假设条件。核对在不同情况下，所得出
的结论和相关条件是否匹配，且是否具有一定的应用意义。
当所有条件满足且符合要求则表示解题成功，否则需要进
行二次假设，修改相应的不符合条件的内容，直至满足相关
要求。

四、数学建模在教学工作中的具体应用
（一）实际案例的应用
数学是一门思维型的课程，所以教师在开展教学的过程

中除了让学生了解相关数学概念同时也要了解对相关数学问
题的解题方式，注重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在这个过程中也
同时强化学生对数学的研究和理解［4］。教师在讲解过程中
需要结合课程的设计重点阐述数学概念、公式以及相关定理
的概念、应用以及来源，让学生们真正地认识到数学知识实
际上是源自生活，而且是在不断地推理、归纳和总结之后得
出的内容的精简。在数学课堂教学时教师可以融入一些典型
的案例，配合数学建模的思想让学生们真正地发现数学相关
的理论知识是来自生活，并在学习和应用之后最终回归生活
应用于生活，让他们了解数学学习的重要性。激发他们对于
数学学习的兴趣，进一步提升学生们在数学学习过程中的创
新力。

比如在高等数学知识中会涉及微积分、概率等一些相对
抽象的内容，为了帮助学生能够快速了解这些概念的含义，
可以利用数学建模的思想方式来帮他们认识这些概念。比如，
在讲解“导数”时，导数的主要作用就是反应函数在其对应
的自变量中的变化快慢，简单来说也就是变化率。它是在函
数应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工具和方式。通过概述我们可以得
知当自变量无限接近 0 值，导数就成为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
的增量商的极限值，这一概念在很多专业内容都有所应用。
包括物理、几何以及经济类专业课程。在经济专业中主要是
用于表示中边际和弹性，在物理专业内容中则主要用于对运
动中的物体的瞬时速度进行表示。所以对于该概念在数学中
的理解应用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通过建模思想，可以更好
地契合不同专业课程对于导数的概念理解，只需要建立基本
的模型，在讲解不同内容时仅仅需要改变条件即可达到相同
的目的。

（二）验证数学定理
数学知识的思维性、逻辑性以及抽象性要求较高，所以

学生在理解过程中往往会存在一定的困难，很多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尤其是理论知识的学习会感到乏味无聊，甚至会逐渐
产生畏惧的心理［5］。为了纠正这一状况，教师在对相关数学
概念、定理知识进行讲解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融合实际应用，
同时加入数学建模的思想和方式。将数学定理中的各类已知
条件作为模型中的假设条件，然后融入相关的问题情景来逐
步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并解答，帮助他们在不断地尝试中获得
最终的结论。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能够通过对自己日常所学
的数学知识的应用来处理实际面临的问题，继而慢慢地认识
到数学定理的价值意义。

（三）强化与专业内容的合作
数学专业的学习与很多的专业知识都存在着紧密地联系，

比如在计算机应用、电子科技类专业领域都离不开高等数学
的学习，很多专业化的知识应用和思维方式都需要借助数学
相关的技能才能得到解决。所以学生必须掌握问题解决的能
力以及数学应用的技能才能胜任相关工作。当然，数学教学
的开展目的是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思维习惯，不仅仅是帮助
他们学会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且能够将自己现有的知识
充分应用去解决问题，这些都是数学教学的目的。所以高校
的数学教学工作不仅仅要围绕相关专业知识开展，同时也需
要配合相关专业的需求和特点以及专业内典型问题进行案例
施教，配合实践应用的方式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求知欲，
促使他们的数学思维得到提升，继而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

（四）数学知识从抽象到直观的转变
高校数学教学具有较高的逻辑严谨性、内容的抽象性以

及应用的广泛性。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学生们对于数学知
识的认知水平差异较大，一些学生善于形象思维，一些学生
善于抽象思维。如果采用统一的教学方式则无法满足不同的
学生需求。那么在教学时则应当尽可能将抽象的内容直观化、
形象化。通过数学建模的方式可以更加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
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建模软件包括 Matlab、Mathematica、
Lingo［6］。在一些专业的课程中对于数学函数的应用需求较
大，计算量也大。而函数运算需要对四则运算进行复合应用，
所以在具体函数图像的绘制过程中存在相当大的难度。而引
入数学建模软件则可以将这些复杂的计算直观地展示出来，
让学生能够结合自身专业所学了解函数所代表的意义，提高
学生对于函数学习的重视度。而且建模也能够帮助学生更好
地了解一些数学知识在专业知识应用中的价值意义，帮助他
们能够通过数学建模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专业化的问题。

五、结束语
近些年来我国大力发展教学事业，而高等院校的教育教

学不仅仅是专业课程的教学，也是帮助学生建立良好思维习
惯以及应用能力的过程。作为高等院校的数学教师在开展教
学的过程中要善用数学建模思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提升学生
对于理论知识的应用水平和掌握程度，帮助他们能够将所学
知识应用于实际的问题中，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社
会发展培养出一批具备高素质、高专业水平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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