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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念视域下数学建模素养提升策略

江 苏省 苏 州 市 苏 州 工业 园 区 星海 实验 中 学 （
２ １ ５０２ １

）顾 日 新

２００３ 年 ，教 育 部 印 发 了 《 普通 高 中教 学课程标

准 （ 实验 ） 》 ， 新增 了 数 学 探 究 、 数 学建模 、 数 学 文 化

三个课程 内 容 ， 明 确 了 数 学建模是 数 学 学 习 的
一种

新 的 方 式 ， 突 出 了

“

数 学建模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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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分析 、 解决 问 题
”

的 过程 ， 进 而 发 展
“

四 能
”

（ 发

现 、 提 出 、 分析 、 解决 问 题能 力 ） ， 达到
“

三会
”

（ 会 用

数 学 的 眼光 看 、 会 用 数 学 的 思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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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揭 示 了 数 学在 生 产 力 中 的 巨 大作 用 ． 特别 是近半

个 多 世 纪 以 来 ， 随 着 计 算机和 信 息 技 术 的 迅 猛 发

展
， 数 学 的应用 不仅在 工程 、技术 、 自 然科 学 等领域

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 的 用 ，
而且 以 空前 的 广 度和深度

向 着经济 、管理 、金 融 、 医 学 、 环境 、 能 源 等 新 的 领域

渗透交叉 ．

［
５

］

所 以 ， 教 师 要通过 列 举数 学建模在 核

磁共振 、 天 气 预 报 、 高 铁 、

“

互 联 网 ＋
”

、

“

天 河 二

号
”

、 深海探 测 、航天遥感 、

“

中 国 制 造 ２０２５
＂

、 人工

智 能 、 物联 网 等科 学技术 中 的 应 用 ， 拓 宽 学 生 的 数

学应 用 视野 ， 帮 助 学 生 跳 出 解题看 数 学 ， 破 除 数 学

只 为 考试 而 生 的 肤 浅论调 ， 渗透数 学 建模 的 价值 ，

激发 学 生 爱数 学 、爱数 学建模 的 兴趣 ．

３ ． ３ 重视数学模型教学 ， 夯 实数学建模基础

数学模型是针对 或 参 照 某 种 事 物 系 统 的 特征

或数量依存 关 系 ， 采取数 学 语 言 ， 概 括地 或 近似地

表述 出 的 一种数 学结构 ．

［
６

］

数 学模型搭建 了 数 学 与

外部世界联 系 的 桥 梁 ， 是 数 学 应 用 的 重 要 形 式 ． 数

学建模要通过调 查 、 收集 数据 资 料 ， 观察和研 究 实

际对象 的 固 有特征和 内 在规律 ， 抓住 问 题 的 主 要 矛

盾 ，建立起反 映 实 际 问 题 的 数 量 关 系 ， 也 就 是 数 学

模型 ， 所 以建立数 学模 型是 数 学建模过程 中 十 分关

键 的 一 步 ， 同 时 也是 十 分 困 难 的
一 步 ，

这就 需 要 深

厚扎实 的 数 学基 础 ， 敏锐 的 洞 察 力 和 想 象 力 ？ 高 中

阶段 常 见 的 数 学模 型 一 般 有 ： 函 数 、 不 等 式 、 方 程 、

数 列 、解析几何 、 立体几何 、 三 角 函 数 、 排 列 、 组 合 、

概率等模型 ． 在 数 学 建模教 学 中 ， 要 善 于 引 导 学 生

运用 数 学 方 法 、 思 想 、 观 点 去 观察和 分析各 种 实 际

问 题 ， 从 中 抽 象 出 数 学 知 识和 数 学 规律 ， 建 立 数 学

模型 ， 并运用 数 学 知 识 进行 正 确 的 运 算和 推 理 ， 科

学合理地解释这些 实 际 问 题 ． 数 学建模 的教学 要 与

数学知识 的教学相依相 随 ，
互 相 渗透 ， 逐步 升华 ， 使

学 生 掌握其基本 的 建模 方 法和规律 ， 提高建 立 数 学

模型 的 能 力 ．

ｍ

３ ． ４ 丰富数学建模活动 ，
搭建数学建模舞 台

国 际上关于 中 学数 学建模教 育理论 与 实践 的研

究表 明 ， 数 学建模作为 数学课程 内容 的有机组成部分

和一种新型 的数学 学 习 方式 ， 常见 的建模活 动 主要有

以 下 三种 ：①结合正 常 的课 堂教学 ， 在部分环节上
“

切

入
”

建模 的 内 容 ；② 以 建模 为 主题 的 课 外 活 动 （ 如社

团 涪动 ） ；③专 门 的 数 学建模课程 （ 如 数 学 建模校本

课程 ）
． 通过数学建模课程教会学 生什 么 是数学建模 ，

数学建模 的
一般步骤是什 么

， 并在案 例 中让学 生 亲 自

经历如 函 数模型 、不 等 式模型 、方 程模型 、数列模 型 、

统计模型等数学模型 的 学 习 与 构建 ，逐步培养学 生 的

建模思想 与建模能 力 ． 同 时 ， 需 要有效地进行信 息技

术 与 课程 的整合 ， 如给学生展示如何用 软件进行数据

的拟合 、规划 求解 、概率 的模拟等 ． 数 学建模 的教学本

身是一个不 断探 索 、 不 断创 新 、不 断完善和提高 的过

程 ？ 区别 于传统 的教 学 ， 数 学建模课程 强调 以 实验室

为基础 、 以 学 生 为 中 心 、 以 问题为 主线 、 以培养能力 为

目 标来组 织教学工作 ？ 建模的教学应 为 学 生提供主动

学 习 和 自 主探 索 的机会与 空 间
，
让学 生 大胆提 出 并建

立模型解决 问 题 ， 提倡 学 生 互相 交流 与 合作 ． 通过形

式 多样 的数学建模 活 动 ，搭建学 生 数 学建模 的 舞 台 ，

使学 生体验数学在解决实际 问题 中 的价值和作用 ， 体

验综合运用 知识和方法解决实 际 问题 的过程 ， 激发学

生 的 学 习 兴趣 ， 增强 学生 的创新能 力 与 应用 能力 ？

３ ． ５ 大力推进教师培训 ，提高数学建模指导力

信 息 时代 ， 新 生 事 物 层 出 不 穷 ， 创 新 思 维遍地

开花 ， 学 生 需 求 丰 富 多 元 ． 对标 ２０ １ ７ 版普通 高 中 课

程标准 ， 培养培 训 复合 型教 师 的 任务迫在 眉 捷 ． 根

据建模教 学 的 需 要 以 及教 师 在建模 指 导 过程 中 的

作用 ， 合格 的建模指导教 师 一 般 需要具备 以 下 七 种

知识或 能 力 ：①数 学 建模理论 知 识 ，②创 建建模任

务 的 能 力 ，③解决建模 问 题 的 能 力 ， ④实 施建模教

学 的 能 力 ，⑤建模 活 动 的 诊 断 能 力 ，⑥建模 活 动 的

评价 能 力 ，⑦建模论 文 的 指 导 能 力 ？ 而 对 于 大 部 分

教 师 而 言 ， 无论是 学 生 时 代 ， 还是 大 学 阶 段 ， 基本都

没有接 受过 系 统 的 数 学 建模培 训 ，
入职 后 的 师 资培

训 也缺乏这 方 面 的 专 门 内 容 ？ 相 比 之 下 ， 国 外 对教

师 数 学建模培训 是 相 当 关 注 的 ， 比 如 新加坡有 专 门

为 中 学教 师 开发 的
一 种 以 学校 为 基 础 的 专 业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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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一项 目 就是 为 了 发展 中 学 数

学教师教授数学建模 的 能 力 ， 其 中 包 括对教 师 专 业

知识技 能 的发展 ， 设计和 制 定数 学模 型 问 题 以及如

何在课堂上 的 引 导 等 ？ 基于 此 ，

一 方 面 学 校要 形 成

校本 的教师培训 机制 ， 选拔有数 学建模 兴趣和 数 学

建模潜质 的教 师参 与 校本培 训 和校 外培训 ， 发展教

师教授数 学建模 的 能 力 ， 提高教 师 数 学建模 的 指 导

力 ？ 另
一方 面 ， 可 以 开源借 力 ， 聘请 高校从事数 学建

模教学 的老 师 为 校 外 专 家 ， 聘请在 国 际 、 国 内 数 学

建模竞赛 中 获奖 的 大 学 生 为 校外 辅 导 员 ， 定期 来 学

校分享建模 比赛 的 作 品 、 分 享 学 习 经验 、 开展建模

指导 ， 甚 至还可 以让 学 生 参 与 高校数 学建模集 训 以

开 阔 眼界 ．

４ 结语

面对高 中 数 学 新课 改 的 新 内 容 、 新 目 标 、 新 要

求 ， 作 为 数 学教 师首先要从 思 想 认识上保持高度 重

视
， 站在立德树人 的 高 度 ， 在 中 国 学 生 发展核 心 素

养体 系 的 框 架 下 ， 以 大 观念 为 指 导 去 引 领 学 科教

学 ；特别 要关注那 些 影 响 学 生 形成 社会所 需 的 必备

品格和关键 能 力 的 课程 内 容 ，
比 如 数 学建模 ． 曰 本

数 学 家米 山 国 藏说过 ：

“

在 学校 学 的 数 学 知 识 ， 毕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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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若没有 机会 去 用 ，

一 两 年 后 ， 很 快就 忘 掉 了 ． 然

而 ，
不 管他们 从事 什 么 工 作 ， 唯 有 深 深 铭 刻 在 心 中

的数学 的 精 神 、数 学 的 思 维 方 法 、研 究 方 法 、 推理 方

法和看 问 题 的 着 眼 点 等 ， 却 随 时 随 地 的 发挥 作 用 ，

使他们终身 受 益
”

．

［
９

］

这种 数 学 的 精 神 就是 我 们 所

说 的数学核心 素养 ，
这种指 向 数 学 核 心 素养 的 数 学

教学 ， 就是我 们 数 学教 育 的 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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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 ）

［
９

］ （ 日 ） 米 山 国藏 ． 数学的精神 、 思想和方法 ［
Ｍ

］
． 毛正 中

译 ． 成都 ： 四川教育出版社 ，
１ ９８６

数学素养提升应强调
“

学之有悟
”

——例谈数学学习反思中的
“

四悟
”

安徽省 临泉第一 中 学 （
２３６４〇０

） 程佰畏

合肥工业大学附属 中 学 （
２３００ １ １

）王 峰

“

数学难 学
”

是很大 一部分高 中 学 生 所 面 临 的

现实 问 题 ，

一 些 学 生 总 是抱 怨 自 己 不 够 聪 明 ， 看 着

那 些并没有
“

努 力
”

而 成 绩优 于 自 己 的 同 学 感 到 心

里不平衡 ， 逐 渐 对 自 己 的 学 习 行 为 、 学 习 方 式 产 生

了 怀疑 ， 影 响 他 们 对 数 学 学 习 的 兴 趣和 信 心 ． 俗话

说 ：

“

学之道在 于 悟
”

， 通过对解题过 程 的 进行 自 觉

总 结反思 ，
不仅 对解 题过程 有 较全 面 的 认 知 ， 还 可

使理解进入深 层 结 构 ， 从 而 诱 发 新 的 思 考 ， 展 开 新

的探 究 ． 那 么 学好 数 学 究 竟 靠 什 么 呢 ？ 我认 为 最 关

键 的
一

点就是
“

悟
”

， 对此本 文结合笔 者 的 教 学 实 践

和 学 生 学 习 心 声谈谈如何
“

学 之有 悟
”

作 一 摭谈 ， 与

同 仁交流 ．

一

、

＂

悟
”

知识的产生 ，
突破思维经验

“

悟
”

是 一种 学 习 能 力 ， 不 同 的 学 生 也许表现 出

的 悟性是 有 高 有低 ， 但 不 是 与 生 俱 来 的 ， 是 可 以 通

过知识 的 产 生 过程来培养 的 ． 教 学 过程 中 ， 教 师 利

用
一切条件给学 生 菅造 一个悟 的 过程 ， 让 学 生 在反

思 中 悟透整个 学 习 过程 ， 突破 数 学 思 维 经验 ． 数 学

学 习
，
不 应 只 追求 累 积 知 识 ， 更应 悟透 问 题本质 ，

只

有弄懂 悟透 ， 才 能 提升 学 生 的 学 习 能 力 ， 为 学 生 的

终身 发展奠定基础 ．

数学 思想 的 形 成 不 是仅靠教 师教会 的 ， 还要 靠

学 生在学 习 中感悟 ， 这种感悟 只 有建立在 经历 知 识

探 究过程 后 的及 时反 思 ， 才 会刻 骨铭 心 ． 例 如 《 向 量

的 数量积运算 》这一 节 的 学 习 学 生根据知 识 产 生 的

过程悟 出 几 种 运 算 求 解 的 方 法 ： （
１

） 直 接 计 算 数 量

积 ： 设 向 量 ａ
，
万夹 角 为 ０

， 则 ａ
？ 云 ＝ Ｍ ｜

Ｋ
｜

ｃｏｓ０
； （

２
）

利 用 数 量积 的 几何意义 ５
？ 五表 示 向 量＝ 的模乘 以 万

在￥方 向 的 投 影 ； （
３

） 数 量 积 的 坐 标 运 算 ： 设 ５＝

（
＊

１
，

；Ｔ ｉ ） ，
６＝

（ ％ ， ７２ ） ， 则 》
？

＾ ＝ ＊
１

＊
２
＋

）＾２ ； （
４

） 极化

恒 等 式 ： 在 ＡＡＢＣ 中 ，
取 ＢＣ 中 点 Ｍ

， 则益 ？ 获 ＝

｜

游
｜

２
－

 ｜

猫
｜

２

， 有 了 这些 积 累 ． 学 生 可 以 轻 松地解

决 一 些 常见数 量 积 的 求解运 算 ，
如 ： （

１
） 已 知 ＝

４
， 丨 引 ＝ ２

，
且 ： 与 ６ 夹 角 为 １２０

。

， 求 （
Ｓ － ２ ＆

．

卩 ＋ １
） 的值 ； （

２
） 在 Ａ ／ＩＢＣ 中 ，

仙 ＝ ５
，

４Ｃ ＝ ７
，
三 角

形 的 外接 圆 的 圆 心 为 〇
， 求＾

？ 涼 的值 ； （
３

） 在矩形

ＡＢＣＤ 中 ，

ＡＢ ＝ 在 ，

ＢＣ ＝ ２
， Ｍ

Ｅ 为 ＢＣ 的 中 点 ， 点 Ｆ

在 上 ， 若庙 ？

１＾ ＝
７５

＂

， 求显 ？ 获 的 值 ； （
４

） 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