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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建模作为一种桥梁能够连接数学理论与实际生活，在高中数学教学中具有重要价值。本文重点探讨

数学建模思想在高中数学课堂中的实践与运用。阐述了其能帮助学生将抽象的数学知识具象化，提升对

导数、数列等复杂概念的理解。通过将数学建模思想融入课堂教学、实践活动等环节，结合具体案例展

开分析，探讨其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与效果，展示其对优化教学效果、提高学生数学素养与综合能力的

积极作用，为高中数学教育的革新与创新提供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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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thematical modeling bridges theory and real-life applications, offering significant value in high 
school math educa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of mathemat-
ical modeling ideas in high school math classes. It elaborates that such ideas can make abstract math 
knowledge concrete, aiding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complex concepts like derivatives and se-
quences. By incorporating these ideas into teaching and practical activities, and analyzing specific 
cases, it discusses their application and effects in real teaching. It shows their positive impact on 
optimizing teaching, enhancing students’ math literacy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offering refer-
ences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innovation of high school ma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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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中是数学学习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学生不仅需要掌握数学知识，更应注重培养数学思维及运

用能力。数学建模作为连接理论与实际的桥梁，将其融入高中数学教材具有深远意义。这不仅能够让学

生亲身体验数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用，还能有效激发他们对数学的探索兴趣，全面提升其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为未来的学习和生活打下坚实基础。数学的应用焦点已发生转变，过去更注重逻辑推理，

现在则更强调将实际问题转化为模型，并利用这些模型解释现象、解决实际问题。这种方法已在自然科

学、工程技术以及经济、金融等社会科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 

2. 数学建模思想应用于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必要性 

《高中数学新课程理念与实施》阐述，数学建模是将现实世界的实际问题精炼、抽象化为数学模型，

进而求解此模型，再验证其合理性，并运用模型解答最后阐释现实问题。此一过程，即数学知识之应用，

被定义为数学建模[2]。 
首先，从知识层面来看，高中数学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涵盖了众多抽象复杂的概念与理论，

如导数、复数、概率统计等。数学建模思想能够将这些抽象知识与实际问题相结合，进而提升学生对于

复杂数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其次，从学生能力发展角度而言，高中生正处于思维蜕变的黄金时期，强化

其逻辑思辨、创新创造以及问题攻克的能力迫在眉睫。比如公共设施的分布问题，物资的运输规划和分

配问题，或学会借助互联网工具，查阅相关资料，从中得到启发从而选定某一研究课题[3]。最后，从教

学效果角度出发，传统的高中数学教学模式往往侧重于知识的传授，学生的学习较为被动，容易产生厌

倦情绪。而数学建模思想融入，可为教学增添趣味性和实用性。使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活泼。 

3. 数学建模思想融入高中教材中的意义 

(1) 数学建模以现实问题为背景，如经济决策、物理现象、生物增长等，将枯燥的数学知识与有趣的

实际情境结合。 
(2) 投身建模活动过程，学生掌握以数学知识攻克现实难题的方法，体悟数学在多元领域的实用价值，

塑造数学学习的积极心态。 
(3) 数学建模无固定模式，需学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尝试新方法、新思路，培养创新思维与批判

性思维。 

4. 数学建模思想融入教学的应用案例 

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教师进行深入地钻研教材是融入数学建模思想的基石。教材作为教学的核心载

体，蕴含着丰富的数学建模素材，深度挖掘其中潜藏的建模元素，把数学知识融入日常，给学生铺就从

抽象到具象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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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数列章节教学：利用人口增长模型讲解等比数列 

例 1. 已知某地区在初始年份(设为第 1 年)的人口数量为 1 100p = 万人，且该地区人口增长呈现一定

规律。通过建立数列模型来预测未来若干年的人口数量，以便为当地的城市规划、资源配置等提供参考。 
步骤一. 模型假设，问题解读，该地区人口的增长仅考虑自然增长(出生人口 − 死亡人口)，不考虑

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年复一年，人口以恒定的自然增长率 r 递增，假设此增长率持续不变。即 0.02r =  (即
2%)。 

步骤二. 模型建立，设该地区第 n 年的人口数量为 nP ，根据数列递推关系，由于后一年的人口数量

等于前一年人口数量加上前一年人口数量乘以自然增长率，可得数列模型为： 

( ) ( )1 11 , 2 , 100n nP P r n P−= + ≥ =  
将 0.02r = 代入，得到 

( )1 11.02 2 , 100n nP P n P−= ≥ =
 

这是一个等比数列。 
步骤三. 解析此模型，而等比数列的通项表达式为 

1
1

n
nP Pq −=

 
1 1.02q r= + =

 
可得该地区人口数量的通项公式为 

1100 1.02n
nP −= ×

 
例如，预测第 10 年的人口数量，将 10n = 代入通项公式 

9100 1.02 119 51nP = × ≈ ⋅
 

步骤四. 模型分析解释，随着年份 n 的增加，人口数量 nP 按照等比数列的规律增长。在实际应用中，

这提醒当地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未来人口增长带来的资源需求变化，如住房、教育、医疗

等资源的规划。 
步骤五. 模型检验，可以收集该地区过去若干年的实际人口数据，对比按照模型计算出的人口数量和

实际人口数量。例如，已知该地区第 5 年的实际人口数量为 108.2 万人，根据模型计算 
4

5 100 1.02 108.24P = × ≈
 

误差处在较低水平，表明此模型在一定范围内能够较为合理地展现该地区人口增长态势。 
学生在建模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以下的困难，如等比数列与增长率概念混淆，抽象数学模型理解困难，

复杂指数运算出错，模型检验与修正问题概念理解层面出现问题，教师应在这些过程中加以引导。 

4.2. 导数章节教学：借用生产利润讲解导数优化模型 

对于导数章节，教师要善于从教材中挖掘诸如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等实际问题。例如，已知某

产品的成本函数和销售价格函数，通过求导数来确定产量为多少时利润最大，使学生理解导数在解决实

际优化问题中的强大作用，从而在教材知识基础上拓宽学生们的数学建模思维。 
例2. 某工厂生产了一种产品，已知它的总收益 R  (单位：万元)与年产量 x  (单位：千件)之间的关系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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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15
2

R x x x= −
 

总成本 c (单位：万元)与年产量 x 的关系为 

( ) 2 5c x x= +
 

步骤一. 模型准备，问题解读：要确定年产量 x 为多少时，工厂的利润最大。我们需要建立利润函

数，并利用导数来求解其最大值。 
步骤二. 模型假设，假设生产过程稳定，总收益和总成本与年产量的关系符合给定函数，且不考虑其

他突发因素对生产和销售的影响。 
步骤三. 模型建立，设利润函数为 ( )L x ，由利润 = 总收益 − 总成本，得到： 

( ) ( ) ( ) ( )2 21 115 2 5 13 5
2 2

L x R x c x x x x x x= − = − − + = − + −  

其中 0x ≥ 。 
步骤四. 模型求解，对利润函数 ( )L x 求导，根据求导公式 ( )' 1n nx nx −= ，可得： 

( )
'

21L x x 13x 5 x 13
2

 = − + − = − + 
 

′  

令 ( ) 0L x′ = ，即 13 0x− + = ，解得 13x = 。 
进而求解 ( )L x 的二阶导数 

( ) ( )'13 1L x x= − +′ = −′
 

因为 

( )13 1 0L = −′ <′
 

即当 13x = 时， ( )L x 取得极大值。又因为在实际问题中，利润函数只有一个极值点，所以极大值就

是最大值。 
步骤五. 模型分析解释，当产量 13x = 千件时，利润函数的导数为 0，说明此时利润的变化率为 0，

产量再增加或减少，利润都会下降。二阶导数小于 0，表明利润函数在该点是上凸的，进一步确认了 13x =
千件的时候利润能够取得最大值。 

步骤六. 模型检验，可以将 x 取一些临近 13 的值代入利润函数进行验证，比如 x 12= 和 14x = ，会

发现 ( )12L 和 ( )14L 都小于 ( )13L ，符合实际情况。 
在导数建模过程中，学生可能会遇到以下困难：导数与实际意义关联困难，函数关系抽象障碍，求

导计算失误，模型验证与调整无力，教师应在这些环节中加以引导。 

5. 结束语 

在数学建模的学习过程中，不仅可以为学生营造出来一个学习数学、使用数学的环境，也能够让学

生在这个过程中主动提高自身应用所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4]。 
受时间限制，本研究未开展实证调研。后续将科学设计方案，运用课堂观察、问卷、访谈等方法收

集数据，验证数学建模教学有效性，弥补不足。将数学建模理念融入高中数学教育实践中，依然遭遇若

干难题与挑战，部分教师对数学建模思想的理解和掌握程度有待提高，在教学实践中可能无法充分发挥

其作用，学生长期习惯于传统的学习模式，在接受融入数学建模的教学时，可能需要一定的适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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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我们需进一步强化教师培训，激励教师在教学中不断探索与创新，从而更好地将数学建

模思想融入高中数学应用中。数学应用的过程不存在创造性，而高水平的数学建模有时是数学理论的创

造活动[5]。当数学建模依托于问题研究的广泛性与基础性，跨越至其他学科领域时，其价值与意义得以

进一步拓展与升华，为学子未来之发展铺设坚实之基石[6]。我们笃信，随着教育者对数学建模思想的持

续钻研与践行，其于高中数学教学中将绽放更为绚烂华彩，为培育具创新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贡献更

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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