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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建模
”

在 日 常教学中甘Ｔ
＇

－

有感 于
“

二次函数与 一元二次方程 、 不等式
”

研讨课

＞ 其 省 其 州 工 业 园 区 １ 洛 突Ｉ 中 ｆ冯 该

新
一

轮课改强调 了 数学学科应当培养 、促进学生

发展 的六大核心素养 ， 其 中
“

数学建模
”

尤显突 出 ， 数

学 和 实际生活的密切联系与融合在新课标试卷上得

到 了 充分的体现 ． 因 此 ， 数学建模就成为 高 中 数学教

与 学 的常态 ， 从
“

幕后
”

走 向 了
“

台前
”

， 自 然而然的成

为
一

个亟待攻克 的课题 ．

数学建模是对现实 问题进行数学抽 象 ， 用 数学语

言表达 问 题 、 用 数学方法构建模型解决 问 题 的素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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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学建模表现为 ： 发现和提 出 问题 ，

建立和求解模型 ， 检验和完善模型 ， 分析和解决 问题 ．

通过高 中 数学课程的学 习 ， 学生要能有意识地用数学

语言表达现实世界 ， 发现和提 出 问题 ， 感悟数学与现

实之间 的关联 ．

数学应用 历来是师生不愿面对 的话题 ， 感觉
“

繁 、

难
”

． 久而久之 ， 数学应用 就似乎成 为可有可无 的板

块 ， 师生几乎达成 了 共识 复 习 了 也没用 ， 会做的

大家都会 ， 不会做 的 大家都不会 ． 因此 ， 大家都很懈

怠 ， 有意 的 回避着数学应用 ， 更谈不上数学建模 的教

学与研究 ． 现实 的考试要求让师生有点措手不及 ， 数

学应用 也就成为大家不得不正视的 问题 ．

那么 ， 如何在 日 常的教学 中 彰显数学应用 呢 ？ 我

认 为 ， 唯有立足 于课堂 ， 并且每
一

节课都要有
一

种执

念 ： 我的这
一

节课如何加入实际应用 的元素 ？ 将 自 己

编题和变式训练贯穿课堂 ， 让数学建模扎根于学生心

底 ， 培养学生 的 开放性 、 创新思维 ． 我坚信 ， 随着学 习

的积淀 ， 学生不但不会畏惧应用题 ， 反而会増加学 习

数学的兴趣和信心 ．

下面笔者就 以人教 Ａ 版
“

二 次 函 数与
一

元二次方

程 、不等式
”

的教学为 引 子 ， 谈谈 自 己在平时教学 中 的

做法．

一

、 数学建模植根于课堂 的课例

１ ． 内容分析

“

二次 函 数与
一

元二次方程 、 不等式
”

是人教 Ａ版

高 中 《数学 》 （ 必修第
一

册 ） 的教学 内 容 ， 本节课的教学

目 标是 ： （ １ ） 从函数观点看
一

元二次方程． 了 解 函 数的

零点与方程根的关系 ；
（ ２ ） 从 函 数观点看

一

元二次不

等式 ． 经历从实际情境中抽 象 出
一

元二次不等式 的过

程 ， 了 解
一

元二次不等式的现实意义 ；
（ ３ ）借助

一

元二

次函 数的 图 象 ， 了 解
一

元二次不等式与相应 函 数 、 方

程的联系 ．

本节课 的教学要求就是让学生掌握三个二次之

间 的关系 ， 能够从几何角 度知晓二次不等式解集的来

龙去脉 ， 并能够进行简单的应用 ． 所 以 ， 在设计本节课

时 ， 我想从具体实例 引 出 二次不等式 ， 进而 引 导 学生

从 函数角度去解二次不等式 ， 总结解决 问题 的
一

般步

骤 ， 最后巩固练习 并 以开放性数学应用 问题 的提 出 和

解决结束本节课 ．

２ ． 教学设计

幵场 白 ： 数学是研宄现实生活 中 数量关系和空 间

形式的数学 恩格斯

２ ． １ 知识建构素养奠基

问题 １ 园艺师打算在绿地上用栅栏围
一

个矩形

区域种植花卉 ． 若栅栏的长度是 ２ ４ｍ ， 围成的矩形 区域

的面积等于 ２ ０ｍ
２

， 则这个矩形 的边长为 多少米 ？

问题 ２ 园艺师打算在绿地上用栅栏围
一

个矩形

区域种植花卉 ． 若栅栏的长度是 ２ ４ｍ ， 围成的矩形 区域

的面积要大于 ２ ０ｍ
２

， 则这个矩形 的边长为 多 少米 ？

【 总结 】 二次函数与
一

元二次方程 、 不等式 的解

的对应关系

本文是江 苏 省教育科学
“

十三五
”

规划课题 《 高 中 生数学建模 能 力 的培养 与 评价研 究》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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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个最小正周 期 为 ２ 的奇 函 数 此题难度不大 ， 但 它 是

２ ．２ 知识应用素养形成

【题型＿ 】

一

元二次不等式的解法

例 １ 求下列不等式的解集 ：

（ １ ）３＊
２
－

２ｒ
－

ｌ ＜ ０
； （ ２ ）

－

＊
２
－

ｘ ＋ ｌ ￥ ０ ；

（ ３ ）ｘ
１
－

ｘ ＋ ３ ＞ ０ ．

２ ． ３ 知识深化素养提升

【题型二 】

一

元二次不等式解法的应用

例 ２ 己 知 不 等 式 ．ｒ

２

＋ ａｉ 
＋ ６ ＜ ０ 的 解 集 为

｛
ａ ： Ｉ２ ＜ ；ｃ ＜ １ ０

｝
， 贝 丨

Ｊ ａ
＝



， ６
＝



？

问 题研究 ： （ １ ） 你会解 ａ ：

－

－

ａ ；ｒ 
＋ ２０ ＜ ０ 这个关 于 ａ ：

的不等式吗 ？

（ ２ ） 你能设计
一

个 问 题情境 ， 让所有 的数量关 系

满足这个不等式吗 ？

２ ．４ 知识内化素养升华 （课堂小结 ）

３ ．教后反思

本节课的重点是从形和数两个方面理顺三个二次

之间 的关系 ， 熟练掌握
一

元二次不等式的解法 ， 并能够

进行简单应用 ． 本节课如果仅仅局限于解不等式的话 ，

内 容就显得 比较单薄 ， 学生也缺乏学 习 兴趣 ． 因此 ， 我

设计 了 实际应用环节 ． 客观世界 中有各种各样 的运动

变化现象 ， 所有这些都表现为变量间 的对应关系 ， 这种

关系常常可 以用 函 数模型来描述 ， 并且通过研宄函 数

模型就可 以把握相应的运动变化规律 ． 所 以 ， 这节课的

难点在于如何加入实际应用 的元素 ．

实 际应用 的环节要始终贯 穿 于我们 的每
一

节课

堂 ， 教师要将这个作为备课 的
一

部分 ， 唯有这样 ， 师生

双方才能真正 的接受数学建模 ， 也才 能不畏惧 ， 并充

满信心 ．

二 、数学建模在课后作业 中 的体现

２ ０２ １ 年八省新高考适应性考试第 １ ５题为
“

写 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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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道完全开放性试题 ， 所 以在考场上对学生 的心理触

动还是蛮震撼 的 ， 学生不太适应 ． 学生和 老师 习 惯 了

有唯
一

答案 的标准化试题 ， 对于这种开放性 问 题较少

涉及 ， 刚拿到这种题时 必 定 会 比 较 紧张 ． 如 何消 除这

种 紧张感 ？ 唯有将开放性 问 题作 为平时作业 的 常态

要求才能解决此 问 题 ． 在高 中 数学知识体系 中 ， 实 际

应用 问题也是
一

个难点 ， 我们不妨将开放性和数学建

模相结合 ，

一

举两得 ． 新人教 Ａ版教材上给 了 我们很 多

的案例 ， 现 以
一

道课本题为例 ．

１ ． 题 目

如 图 ， 函 数 ｙ
＝

／Ｗ 的 图 象 由 曲 线段 和 直线段

／１Ｓ构成 ．

（ １ ） 写 出 函 数
；
＞

＇

＝

／Ｗ

的
一

个解析式 ；

（ ２ ）提 出
一

个能满足函

数 ｙ
＝

／Ｗ 图 象变化规律的实际 问题 ．

２ ．学生 习作展示

习 作 １ ： 汽车开始 ２ 分钟作加速行驶 ， 路况原 因 ， 后

３ 分钟作匀减速行驶 ．

习 作 ２ ： 上课前 ， 小 明 同学快速跑到操场喊 回 小张

同学 ， 然后两人匀速走 回教室 ．

习 作 ３ ： 近几天的气温呈现很大变化 ， 前两天温度

提升很快 ， 接下来 ３ 天又慢慢地匀减速降温 ．

习 作 ４ ： 上课时课堂纪律不太好 ， 老 师 的怒火前 ２

分钟急速增长 ， 接下来 ３ 分钟慢慢平息 ．

习作 ５ ： 给气球充气 ， 开始 ２ 分钟气球快速膨胀 ， 可

能气球有 了破损 ， 气球又慢慢地跑气 ， 逐渐变小 ．

学生 的答案五花八 门 ， 涉及 到各 门 学科 ， 学生在

完成此作业时不但不畏惧 ， 反而乐在其 中 ． 我们知道 ，

分析法是数学 的
一

个重要 的思想方法 ， 它 的特点是执

果索 因 ， 上述试题颇有 这种 意味 ． 通过这样 的执果索

因 训练 ， 学生会从 中 学会如 何寻找数量关 系 ， 如何进

行数学与实际应用之 间 的转换 ．

标准答案似乎 己经成为
一

种情结 ， 萦绕在教师和

学生心头挥之不去 ， 这非常不利 于培养学生 的思维能

力 ． 开放性题 目 没有现成 的 答案 ， 迫使学生 不 得不放

弃对书本 的 依赖 ， 养成开动脑筋 、积极思维 的 习惯 ．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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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进行开放性题 目 的练 习 ， 有利于学生的思维朝着严

密 、 深刻 、全面的方 向发展 ， 有利于学生在解题过程 中

个性和创造性 的发挥 ． 应该说开放性试题可 以创造让

所有学生参与到数学学 习 中来的机会 ， 留给学生充分

发挥联想创造和 发散思维的空间 ， 学生都会享受到属

于 自 己 的 成功 ． 学生在类似活动 中 不但 能够有 获得

感 ， 而且还会在 做实 际 问 题 时循着命题 者的 思路 ， 探

寻数量关系 ， 从而顺利建模 、 解模 、 回代 ． 久而久之 ， 学

生的数学建模能力
一

定会迅速提升 ．

三 、 学生研究性学习 中 的数学建模研究案例

研究性学 习 给学生提供 了探索 未知世界 的平 台 ，

激发 了 他们强烈 的求 知欲 ， 通过观察 、 猜 想 、 试验 、 设

计 、 分析 、 评估等环节 的亲身经历 ， 掌握研 究 问题 的方

法 ， 让他们 学会 学 习 ． 数学来源于 生活 ， 又服务于生

活 ， 学生完全可 以从 身边贴合他们实 际 的 问 题入手 ，

提 出 数学 问 题 ， 并加 以 解决 ， 提高学生学 习 数学 的 热

情和兴趣 ， 引 导学生 自 愿 、 主动学 习 数学 ． 下 面就节选

本班学生研究性论文 的
一

部分 ．

研究课题 １ 团 队竞技体育 的胜负预判数学模型

学生 ３ 人学 习 小组从体育竞技游戏 中 获得灵感 ，

想 出 了 将球员 各项数据通过规定算法 ， 得到 他们想要

的评价数据这
一

思路 ． 并将每个球员 的综合评价加在

一

起作为团 队总分 ．

他们从网上找来篮球 比赛的数据 ， 并将数据分为

进攻端 、 防守端 、 配合端三个部分 ． 规定 完各项 数据

后 ， 他们将这三项加权计算得 出 了 两 队 的数据 ， 进攻

端直接为球 队带来分数 ， 权重肯 定是最大 的 ， 防守与

配合
一

个带来稳定性
一

个带来协调性 ， 权重相 同 ，

一

开始 的假设算法是 ： 总评＝进攻端 Ｘ ４０％ ＋ 防守 端 Ｘ

３０％＋配合端 Ｘ ３ ０％ ．

接下来 ， 他们又用 篮球 比赛 的现实数据来检验数

学模型 ， 发现 了 其他 的影响 因 素 ， 因此将数学模 型调

整为 ： Ｒ
＝

［Ａ Ｘ ４ ０％＋ Ｄ Ｘ ３０％＋ Ｃ Ｘ ３ ０％ ］ （Ｖ ＋ Ｍ ） ． 其 中 ， 设

进攻端数值为 Ａ （ Ａ ｔ ｔ ａ ｃ ｋ ） ， 防守端为 Ｄ （Ｄ ｅ ｆ ｅ ｎ ｓ ｅ ） ， 配合

端为 Ｃ （Ｃ ｏ ｏｐ ｅ ｒａ ｔ ｉ ｏｎ ） ， 最大摄氧量为 Ｖ
（
Ｖ０２ｍ ａｘ ） ， 心态

正能量等级为 Ｍ （Ｍ ｅｎ ｔ ａ ｌ ｉ ｔ ｙ ） ， 结果为 Ｒ （Ｒ ｅ ｓ ｕ ｌ ｔ ） ．

最后 ， 为 了 验证模型 的可信度 ， 研宄小组用 ２０ １ ６

年里约 奥运会 中 国 女排对阵 巴西 女排 的 比赛数据进

行了拟合 ， 发现效果较好 ．

研究课题 ２ 带权有 向 图 的最短路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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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问 题提 出 ： 百度地 图等软件会在路径选择 中

提供
一

种最短路径方案 ， 那么 最短路径究竟如何求 出

呢 ？

（ ２ ）模型假设 ： 将模型看做
一

个带权有 向 图 、将每

条路径看做是直线 、 忽 略转弯或变道时的行驶距离 、

将距离近似看为整数 ．

（ ３ ）模型建立 ： 将路径模型简化为带权有 向 图 ．

Ｊｇ
－＾２￣̄

（ ４ ）程序 设计 ： 建立领接矩阵 ， 编写 Ｐｙ ｔｈｏｎ 代码 ，

数据代入输 出 ．

（ ５ ）数据检验 ， 回到实际 问题 ．

学生发现 问 题 的能力 ， 以及学习 能力往往会超过

老 师 的 预期 ． 信息化时代 ， 高 中 学生有着敏锐 的观 察

力 ， 丰富 的 想 象力 ， 果断 的执行力 ， 强大 的合作力等 ，

这些足 以让我们老师有理 由 、有责任给他们 以展现数

学素养 的机遇和平 台 ． 相信他们
一

定会在经常性的锻

炼中超越 自 我 ， 全面发展 ．

四 、 数学建模在教师试题命制 中的尝试

一

道好 的 数学应用 题 不但需要有正确 的专业知

识 ， 还要有新颖 的 问 题背景 ， 解决 问 题 的方法要符合

学生实际能力 ． 因此 ， 应用 题 的命制往往会成为很 多

老师 的软肋 ． 如何提升命题能力 ？ 我想 比较好的方法

就是题 目 改编 ， 给枯燥 的数学 问 题添加实际背景 ， 从

而给予它鲜活的
“

生命
”

． 下面是笔者的
一

个案例 ．

１ ． 题根 （ ２０ ２ １ 年新高考八省

联 考 ） 在 四 边 形 中 ，

ＡＢＨＤＣ ，ＡＤ 

＝
ＣＤ 

＝
ＢＤ 

＝
 ｌ ．

（ １ ）若 仙 ＝

｜
， 求 ＳＣ ；

（ ２ ）若 ４Ｓ 

＝
２ＳＣ ， 求 

ｃ ｏ ｓ乙ＳＺ＞Ｃ ．

２ ． 数学建模 问题

在 市 民运动 公 园 内 有
一

个半径为 ｌ ｋｍ 的 圆 形湖

泊 ， 中 心 岛 Ｚ） 在 圆心处 ， 湖边上有 ３ 座亭子 中

心 岛和 ３ 座亭子构成
一

个 四边形 ／ＩｆｉＣｆｌＭＳ ， ＳＣ有健康

步道 ， ．４Ｓ／／ＣＤ ．

（ １ ）为 了给市 民 营造 良好 、 安全的运动健身环境 ，

拟在步道 ４Ｓ ， ＳＣ铺设防滑砖 ， 若 ／１Ｓ长为
＾

ｋｍ ， 则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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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ＧｅｏＧ ｅｂ ｒａ环境下函数概念的

＃
—以

“

指数函数的概念
”

的教学 为 例

处 京 丰 顺 义 牛 相 山 第
一

中 学 丰
－

另辞

《普通 高 中 数学课程标准 （ ２ ０ １ ７ 版 ） 》 （ 以 下 简称

《课标 》 ）指 出 ， 注重信 息技术与数学课程的深度融合 ，

可 以提高教学的实效性 ． 并建议 ， 结合有关概念教学 ，

利 用 信 息技 术形象 直观地 显示概念 的本 质 属性和特

征 ； 运用 计算机的 数据处理和 计算功能 ， 揭示数 学 问

题 的变化规律 ． 在我 国 高 中 课程改革实践 中 ， 多 种版

本的教科书均在尝试信息技术和课程 内容的融合 ．

Ｇ ｅｏＧｅ ｂｒａ 软件是
一

款集几何绘 图 与 代数运算 能

力于
一

身 的动态数 学软件 ， 它 具有绘 图 工具齐全 ， 使

用简单 ， 交互性强 ， 易操作等优点 ．

指数 函 数概念 的形成需要较大 的 数据 处理和计

算 ， 借助 ＧｅｏＧｅｂｒａ 软件可 以快速处理数据 ， 并进行计

算与画 图 的探索 ， 能提高本节课教学的实效性 ．

１ ．教学片断

１ ． １ 探究 １

问题 １ 随着 中 国经济 的高速增长 ， 人 民生活水平

的不 断提高 ， 旅游成 了越来越 多 家庭 的生活方式 ， 出

旅人数不 断增加 ． 有 Ａ 、 Ｂ 两景 区针对旅游旺季 的 到来

采取 了 不 同 的应对措施 ， Ａ 景 区提高景 区 门 票价格 ，
Ｂ

景区取消 门票 ， 哪种措施更有利于増加景区 的旅游收

入呢 ？

生 １ ： Ａ景 区 ， 因为它提高景区 门票价格 ．

生 ２ ： Ｂ景区 ， 因 为它取消 了景 区 门票 ， 旅游人数会

增 多 ．



（接上 页 ）ＳＣ 需要铺设多长 的防滑砖 ？

（ ２ ）某人在中心 岛观察到 ４ ， Ｃ两处各有
一

人同时骑

车驶 向 Ｂ ， 并且同时到达 Ｂ ， 现已知 ／１ ， Ｃ两人骑车速度 比

为 ２ ： １ ． 那么 ， 从 处观察 Ｓ ， Ｃ的视角余弦值为多少 ？

数学建模不仅仅是对学生的要求 ， 更是对老师 的

要求 ， 唯有老师 自 身 素 质 提升才有可能指 导 学 生进

步 ． 我们经常感慨学生的数学应用 问 题解决能力 差 ，

其实很 多 时候责任 多 数在老师 ， 如 果老师都不重视 ，

何谈学生能力发展 ？ 因此 ， 老师应当和学生
一

道将数

学建模纳入平时 的教学设计 、教学计划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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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然 ， 这样对景 区收入 的 分析是片面 的 ， 不 符合

新时代背景 下数学 教学 的 育 人价值 ． 此时 ， 应 当 引 导

学生继续思考 ．

师 ： 如何让你的观点更加具有说服力呢 ？

生 ３ ： 用 数据来说话 ．

问题 ２ 下表是 Ａ 、 Ｂ 两景 区 ２００ １ 年至 ２ ０ １ ５ 年的游

客数量 （表略 ） ， 比较两个景 区游客数量的变化情况 ，

你能发现两景区旅游数量的变化规律吗 ？

生 ３ ： 随着年份的逐渐増加 ， 游客的旅游数量也在

逐渐增加 ．

师 ： 非常好． 哪位 同 学还有更深入 的 理解和 发现

呢 ？

生 ３ ： Ａ 景 区 随着年份 的增加 ， 游客 的 数量也 随着

稳步增长 ．

师 ： 很好 ， 你是怎么发现的 ？

生 ３ ： 既然游客 的数量是增加 的 ， 可考虑 Ａ 景 区游

客数量增加 了 多少 ．

师 ： 非常好 ！ 按照 同样的思路 ， 我们也可 以考虑 Ｂ

景 区游客数量增加情况 ．

下面我们借助 于 Ｇ ｅ ｏＧ ｅｂｒａ 软件来帮 助我们计算

出 具体的数据 ． （ 教师边讲解边操作软件 ， 屏幕显示 出

Ａ景 区游客数量的离散图与残差 图等 ）

根据数据 的分布规律 ， 回 归模型选择
“

线性
”

， 系

统 自 动拟合 出 相关系数在 ０ ． ９ ９ ９ ９ 以上的线性 回 归模

数学建模能力 的提升依赖于 师生长期 的 坚持和

维 系 ． 需要老师在平时 的课堂上时刻想着如何增加建

模 的元素 ， 需要老师把开放性建模试题命制作为学生

的 必 做 作业 ， 需 要老 师 多鼓励学生进行 小组合作学

习 ， 大胆地提 出 问 题 ， 建立模型 ， 并尝试解决 ． 需要老

师做好示范 ， 多 引 导 ， 用 自 身行动去感染学生 ． 我们坚

信 ， 只 要将数学建模植根于上述教学 的 四 个环节 ， 并

长 期 坚持 ，

一

定 会促使 师生数 学 建模 能 力 的大幅提

升 ， 从而实现多元发展的教育愿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