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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核心素养导向的高中数学课程改革不断深化，探索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成为数学教育研究的重要课

题。RMI (表示–映射–反演)原则作为一种系统化的数学方法论，强调通过数学表示、映射转换和反演

求解的思维过程，将复杂问题转化为可解决的模型，对提升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

于RMI原则，系统探讨其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模式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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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core literature-oriented se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curriculum re-
form, the exploration of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research. As a systematic mathematical methodology, RMI (Representa-
tion-Map-Inversion) principle emphasizes the thinking process of mathematical representation, 
mapping transformation and inversion solution to transform complex problems into solvable mod-
els,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students’ mathematical thinking ability. Based on 
RMI principl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its application model and practice path in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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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快速发展的教育背景下，数学教学已不再仅仅停留在知识传授的层面，而是更加注重对学生

数学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高中阶段，是学生数学思维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因此，如何在这

个阶段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提高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成为当前数学教育工作者关注的焦点。 
RMI 原则(Relation-Mapping-Inversion)，即关系、映射、反演原则，是一种基于化归法的普遍工作原

则。它通过识别问题中的关键关系，建立映射关系，将复杂问题转化为易于处理的简单问题，再通过反

演过程回到原问题，得到解决方案。这种方法在数学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高中数学教学中，

RMI 原则的应用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数学知识，掌握有效的解题策略，提高数学思维和问题解决能

力。 

2. RMI 原则的相关理论 

2.1. RMI 原则的理论依据 

1) 方法论层面的理论支撑 
RMI 原则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论。徐利治教授通过对数学建模方法的深入研究，

发现许多成功的数学问题解决案例都隐含着“转化–求解–还原”的思维过程。他将这一过程系统化、

理论化，最终形成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 RMI 方法论。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数学领域，还可以推广到其

他科学研究中，体现了科学方法论的普遍性特征。 
2) 哲学认识论基础 
从哲学层面来看，RMI 原则深刻体现了唯物论的反映论思想。该原则强调通过建立映射关系来反映

客观问题的本质特征，然后通过反演过程将解决方案还原到原始问题中。这种“客观–主观–客观”的

认识过程，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这也是该方法论受到数学界和自然辩证法研究者广泛

认可的重要原因。 
3) 数学方法论的发展脉络 
RMI 原则是在传统化归方法基础上的重要发展和创新。与简单的化归法相比，RMI 原则更强调映射

关系的系统构建和严格反演的条件保证。徐利治教授通过系统研究数学中的各种转化方法，如解析几何

中的坐标变换、微积分中的变量代换等，抽象出这一更具普遍性的方法论原则，使其上升到一般科学方

法的高度。 
徐利治教授提出 RMI 原则的背景和目的主要是提升数学问题解决的方法论水平。他根据数学模型方

法解决问题的普遍意义，进一步将其上升为一种科学方法论。RMI 原则(关系映射反演方法)是在化归法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处理问题的普遍方法和原理，属于一般科学方法性质范畴[1]。这一方法体现了唯物论

的反映论，具体化为一种科学研究方法论，因此受到我国数学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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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RMI 原则的基本概念 

具体来说，RMI 原则的基本内容是：给定一个含有目标原象的关系结构系统 S，如果能找到一个可

定映射映入或映满 *S ，则可以通过一定的数学方法把目标映象 ( )*x xϕ= 确定出来，从而通过反演即逆映

射 1ϕ− 便可把 ( )1 *x xϕ−= 确定出来，这样原来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这个过程可以用框图表示为：关系–

映射–定映–反演–得解。如图 1。 
 

 
Figure 1. The process of using RMI rule to solve problems 
图 1. 利用 RMI 法则解决问题的过程 

 
此外，RMI 原则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它包括在获取原象关系素材、选择最适映射手段、运用定映和反

演技术等过程中所体现的方法特征和方法论原则。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数学问题的求解，还可以推广到

其他领域，如科学计算和数学建模等。 

3. RMI 原则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在高中数学教材中，多处运用了 RMI 原则解决数学问题的思想和方法，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向

学生明确指出这种思想方法，使之作为一种思想方法自觉运用。让学生知道，我们在解决数学问题时常

推来推去却不是亳无关联的；而是在寻求一种将“未知、复杂、困难”的问题转化为“已知、简单、容

易”问题的“映射”，使问题转化后在新的领域中得到解决，再“反转”回到原来的领域中去[2]。将学

生的思想提高到 RMI 原则的高度来认识。这样可以减少学生在解决数学问题时的盲目性，提高学生解决

数学问题的能力及学习数学的兴趣。加深学生对数学本质的认识，强化“数学细胞”，提高数学素质。下

面，将介绍 RMI 原则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3.1. 函数问题的解决 

函数是高中数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描述了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对应关系。在函数中，自变量

是输入值，因变量是对应的输出值。函数的定义域是自变量所有可能取值的集合，值域是因变量所有可

能取值的集合。 

3.1.1. RMI 原则在高中函数问题中的应用实例 
已知函数 ( ) ( )xf x kx2log 4 1= + + 为偶函数，求实数 k 的值。 
第一步：关系识别。原问题基于函数奇偶性的定义建立关系。对于偶函数，其性质为 ( ) ( )f x f x= −

对定义域内任意 x 成立。 
第二步：映射建立。利用对数运算法则和指数性质对等式进行代数变形映射。 
第三步：反演求解。求解新问题并还原结果，验证其是否满足偶函数条件。 
本题中，原关系结构：已知 ( ) ( )2log 4 1xf x kx= + + ，需通过 ( ) ( )f x f x= − 求解 k 。将 ( )f x− 代入可

得： ( ) ( )2log 4 1xf x kx−− = + − ，所以原关系等式为 ( ) ( )2 2log 4 1 log 4 1x xkx kx−+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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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为 ( ) ( )2
2 2log 4 log 2 2x x x= = 。 

原等式 ( ) ( )2 2log 4 1 log 4 1x xkx kx−+ + = + − 经映射转化为： 

( ) ( )2 2log 4 1 log 4 1 2x xkx x kx+ + = + − −  

对 ( ) ( )2 2log 4 1 log 4 1 2x xkx x kx+ + = + − − 化简，两边消去 ( )2log 4 1x + ，得到 2kx x kx= − − ，移项合并同

类项可得 2 2kx x= − 。 
因为该等式对定义域内任意 x 成立，所以 2 2k = − ，解得 1k = − 。 
反演回原问题： 
将 1k = − 代入原函数 ( ) ( )2log 4 1xf x kx= + + ，验证其是否满足偶函数条件(可省略此步因为代数推导

已保证结果正确性)。 

3.1.2. RMI 原则与其他数学方法相结合 
在处理高中函数问题时，RMI 原则经常与导数、不等式等其他数学方法相结合。例如，在求解函数

的极值问题时，我们可以先利用 RMI 原则识别问题和建立映射关系，然后通过计算导数找到可能的极值

点，并利用不等式判断这些点是否为极值点。 

3.2. 几何与代数 

3.2.1. 在几何问题中的应用 
1) 几何问题代数化 
RMI 原则允许我们通过特定的映射(如直角坐标系上的点与有序实数的一一对应)将几何问题转化为

代数问题。 
例如，通过引入坐标系，几何图形中的点、线、圆、圆锥曲线等都可以用关于 x，y 的方程来表示。

这样，原本需要研究图形性质的几何问题就可以通过研究相应的代数方程来解决。 
2) 几何问题复数化 
RMI 原则也支持将几何问题映射为复数问题，通过复数的计算与推理来解决几何问题。 
这种方法涉及在复平面上建立坐标系，并通过复数来解决与几何图形相关的问题。 
3) 几何问题向量化 
空间向量是处理立体几何问题的有效工具。RMI 原则允许我们将几何问题映射为向量问题，从而简

化解题过程。 
例如，在三棱柱 1 1 1ABC A B C− 中，可以利用向量知识证明 1A B 与 BC 垂直。 

3.2.2. 在代数问题中的应用 
1) 代数问题的函数化 
RMI 原则在代数问题中同样有效，例如，函数、方程和不等式问题都可以通过 RMI 原则进行转化和

解决。 
函数与方程、不等式之间可以相互转化，通过研究函数的性质、图像，可以得到关于方程和不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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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论。 
2) 数形结合法 
RMI 原则在代数问题中的应用还体现在数形结合法上。这种方法通过分析问题中变动元素的代数关

系，构造二次函数等，将图形和代数求解方式相结合，从而快速得到结果。 

3.2.3. 在几何与代数问题中的应用 
RMI 原则在几何与代数问题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通过将问题从一种形式映射到另一种形式，然后利

用新的形式解决问题，并最终将结果反演回原问题。这种方法不仅简化了问题的解决过程，还提高了解

决问题的效率和准确性[3]。在解决复杂问题时，RMI 原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思维模式和方法。 

3.3. 数学建模 

RMI 原则在高中数学建模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其作为一种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普遍原则，能够帮助学

生将复杂的实际问题转化为易于处理的数学模型，并通过数学方法求解。 

3.3.1. RMI 原则在高中数学建模中的具体应用 
1) 问题分析与关系识别 
在数学建模的初期，学生需要对实际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识别出其中的关键关系和元素。这包括解

问题的背景、确定问题的目标、识别问题的约束条件等。 
例如，在解决一个关于物流优化的实际问题时，学生需要识别出货物的数量、运输距离、运输成本

等关键元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2) 映射与模型建立 
在识别出问题的关键关系和元素后，学生需要找到将这些关系或元素映射到已知或易于处理的数学

形式的方法。这通常涉及选择合适的数学模型，如线性规划、优化问题等。 
以物流优化问题为例，学生可以通过建立一个线性规划模型，将货物的数量、运输距离、运输成本

等关键元素映射为模型的变量和参数。 
3) 模型求解与反演 
在建立数学模型后，学生需要使用数学方法求解模型，得到问题的解。这通常涉及使用数学软件、

算法等工具进行计算。 
在得到模型的解后，学生需要将解反演回原问题，得到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在物流优化问题中，

学生可以得到最优的运输路线、运输量等结果。 

3.3.2. RMI 原则在数学建模中的价值 
1) 简化问题：RMI 原则通过映射将复杂问题转化为简单的数学模型，使问题更易于处理。 
2) 提高效率：通过选择合适的数学模型和求解方法，RMI 原则可以帮助学生更快速、更准确地找到

问题的解决方案。 
3) 培养思维：RMI 原则强调从问题出发、寻找映射、建立模型、求解反演的完整过程，有助于培养

学生的逻辑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4]。 

3.4. RMI 原则在高中数学其他领域的应用 

3.4.1. 在高考数学题中的应用 
RMI 原则在高考数学题中的应用也非常广泛。通过对函数、方程和不等式的内在联系和整体角度的

研究，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如何将这些问题映射到函数中去，然后通过研究函数的性质和图象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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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反演回原问题。 

3.4.2. 多媒体课件的结合使用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心理特征，结合多媒体课件，让学生依据函数图象进一步归纳

出解题步骤。例如，在讲解一元二次不等式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口述和板书，然后让学生自己解题，

强调写成一元二次不等式的一般形式，并保证二次项系数为正。 

4. 基于 RMI 原则的高中数学教学策略 

高中数学教材涵盖了多个章节，每个章节都有其内在联系和逻辑结构。教师可以通过综合性挖掘这

些内容，引导学生掌握 RMI 原则的应用过程，了解各章节之间的内在联系[5]。例如，在函数、方程、不

等式等章节的教学中，可以引入 RMI 原则来解决相关问题。通过具体的教学实例，展示 RMI 原则在解

题中的应用。例如，在解决函数问题时，可以先确定函数的关系结构，然后选择合适的映射手段进行映

射，最后通过反演技术求得未知目标对象。这种具体的应用实例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 RMI 原
则。 

RMI 原则不仅是一种解题工具，更是一种培养数学思维的方法。通过应用 RMI 原则，学生可以学会

如何将复杂问题简化，并逐步提高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教师应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

和逻辑推理能力，鼓励他们在遇到难题时尝试使用 RMI 原则进行分析和解决[6]。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

以设计一些互动环节，让学生参与到 RMI 原则的应用过程中。例如，可以让学生分组讨论某个数学问题，

并尝试用 RMI 原则进行解决。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仅可以加深对 RMI 原则的理解，还能培养团队合

作和交流能力。 
随着新课程标准的修订与完善，高中数学教学需要顺应新的教学要求。教师应将 RMI 原则融入到课

堂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设计课堂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数学兴趣、学习习惯和思维能力。在高中数学

课程中融入 RMI 原则以提高学生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法： 
理解 RMI 原则的核心思想：首先，教师需要深入理解 RMI 原则的核心内容和应用方式。RMI 原则

强调的是从现实情境出发，通过问题解决的过程，引导学生进行反思和迁移，最终达到理解数学概念、

原理和方法的目的。 
深入挖掘教材中的内在联系：通过 RMI 原则对高中教材中各章节的内在联系进行充分挖掘，可以帮

助学生理解数学知识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和活用知识的能力。这种方法不仅能够激发

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发散性思维，还能促进他们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抽象思维：教师可以通过启发学生进行抽象思考的练习，如解决无具体背景的问题或进行符号

逻辑的推理，来培养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这种训练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数学中的抽象概念和

理论。 
解析复杂问题：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鼓励学生运用逻辑思维进行分析和推理，以解析复杂的数学

问题。这种方法不仅能提高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还能增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结合数学的发展规律和思想方法：在教学中，教师应注重介绍数学的发展规律、数学的思想方法以

及数学中发现、发明与创新等法则。这有助于学生理解数学的抽象理论知识，并激发他们的创新和探索

能力。 

5. 总结 

综上所述，RMI 原则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和实践价值，RMI 原则在高中数

学教学中的应用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还能提高解题效率和创造性思维，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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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知识体系的形成，增强独立思考能力，并提升数学核心素养。教师应充分利用 RMI 原则，设计合理

的教学策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数学知识和技能[7]。因此，教师应当重视 RMI 原则的教学应用，不断

探索和优化教学方法，以适应新课程标准的要求和学生的学习需求。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如何更有

效地将 RMI 原则融入高中数学教学中，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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