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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渗透模型思想的策略研究
朱鑫娜 樊伟语

榆林学院，陕西省榆林市，719000；

摘要：《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版）》首次提出模型思想这一概念，并指出“模型思想的建立是学生体

会和理解外部世界的基本途径”，模型思想搭建了数学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桥梁。在数学课堂中有效地渗透模型思

想，可以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提高学生各方面的素质，促进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一线数学教师有必

要了解掌握在教学中渗透数学模型思想的策略与方法，培养学生运用数学解决问题的能力。本文在对初中阶段的

教材和模型教学研究的基础上，给出了初中数学模型思想渗透的五种策略以及相应的教学案例，旨在进一步提升

中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同时也为一线初中数学教师提供渗透模型思想的思路，促进模型思想在初中数学教学中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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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模型是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根据原型的形态和

结构按照一定的比例构造出来的原型模拟物
[1]
。数学模

型则是通过利用数学的语言来模拟现实世界的模型，根

据所研究问题的一些属性、关系，用形式化的数学语言

包括概念、符号等表示的数学结构如多项式、方程式、

函数式以及图形等。

模型思想是《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

着重强调的一种数学思维能力，也是十大核心概念中唯

一一个以“思想”命名的核心概念
[2]
，贯穿整个数学教

学领域。新课标在初中阶段要求培养学生的模型观念，

具体要求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适当的渗透模型思

想到具体的概念、法则、现实问题以及一般数学问题的

学习之中，使抽象的数学知识形象化，培养学生的观察

分析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在数学课堂上渗透模型思想

还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数学知识、提高问题解决能

力，增强学生学好数学的信心，使学生更深入地理解领

会数学模型，体会数学的应用价值。在开展数学建模活

动时，同学之间相互学习与合作，锻炼了学生的交流表

达能力，因此在初中阶段渗透模型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

对北师大版初中数学教材中所包含的数学思想方

法进行统计，制作频数分布表，如表1：

表 1 数学思想方法的频数分布情况（n=588）

数学思想方法 代数频数 几何频数 总频数 百分比

数学模型 49 59 108 18.37％

演绎 37 66 103 17.52％

抽象概括 69 16 85 14.46％

化归 52 22 74 12.59％

特殊化 24 21 45 7.65％

归纳猜想 28 13 41 6.97％

数形结合 29 4 33 5.61％

分类 16 11 27 4.59％

类比 20 6 26 4.42％

换元法 21 0 21 3.57％

待定系数法 9 0 9 1.53％

反证法 0 8 8 1.36％

配方法 6 0 6 1.02％

完全归纳法 0 2 2 0.34％

通过上表可以发现数学模型思想在所有的数学思

想方法中占比最多，因此，一线数学教师了解并掌握如

何在教学中渗透数学模型思想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数学模型思想渗透的策略

1.1 引入生活情境，增强应用意识

初中数学教材十分强调数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每一章节起始课都是以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为引子。

模型思想的核心是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转化为数学问

题，再借助数学模型进行解答，从而达到解决实际生活

中问题的目的，以此来提高数学知识的实用性
[3]
。知识



2024 年 1 卷 7 期 聚知刊出版社

智慧教育 JZK publishing

35

源于生活，因此要在教学中有效地渗透模型思想，首先

要将学生的实际生活经验与数学知识的学习有机融合

在一起，让学生体会到生活中处处皆数学，从而帮助他

们更好地理解数学建模的意义。其次，在实际授课中，

教师可以多引入一些与数学知识紧密相关的实际生活

问题让学生尝试建立数学模型解决问题。最后教师应认

真研究教材内容，创设合适的教学情境，进一步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因为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习是主动

建构的过程，学习应当与特定的情境联系起来，贴近学

生生活实际。

从实际问题中抽象出方程模型，会把一些复杂的问

题变得简单化。其中折扣问题就是一种很常见的方程模

型。在商店里购物时，经常会遇到打折的情况，这时候

就需要用到数学中的折扣知识。例如在“双十一”活动

时，某商店购入了一批智能手机，手机在进价的基础上

提高 50%进行标价，商家将手机按原价的七折进行促销，

现在每部手机的售价为 4800 元。请问每部手机的成本

价是多少元？商家每售出一部手机可以获利多少元？

此类问题教师可以通过方程模型帮助学生解决此类问

题，以此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1.2 深入挖掘教材，提炼总结方法

教材是联系师生的纽带，它不仅是学生学习的资料，

也是教师授课的资料，所有的教学活动都是围绕着教材

展开的。数学模型是数学知识的高度凝练，较为抽象，

蕴含在数学概念、定理和公式之中，一般通过自然语言、

符号语言、图表语言等体现出来，不容易被发现，所以

教师更应仔细研读教材，充分挖掘吃透教材。在布置习

题时要注意精选习题，适度适量，既要巩固重难点，又

要有一定的拔高练习。这样可以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

巩固和消化课堂中的教学内容。其次要重视每个知识点

的讲解过程，既要重视过程又要重视结论。教师还要尽

可能的做到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水平合理设置问题，

不易过难，也不能太过简单，应为大多数学生所接受。

对于尖子生可适当加大难度，对于跟不上进度的同学进

行课下辅导。作业布置应合理分层，合理评价学生，通

过过程性评价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教师还要经常总结中

学常考的数学模型，深入挖掘教材、例题和课后习题，

归纳提炼总结方法，形成知识之间的关联，提高数学课

堂的教学质量。

例如，在日常学习中，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学完一

节课后及时归纳总结本节课所涉及的数学模型。比如北

师大版数学教材七年级上册《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中

的追及相遇问题，学生学起来比较困难，此时就可以总

结四种不同情况下的线段图模型，其中追及问题有两种

情况：同地不同时和同时不同地；相遇问题也有两种情

况：同时不同地和不同时不同地。

1.3 精选建模材料，激发建模兴趣

数学建模教学情境的设计要合理，让学生乐于加入

到课堂当中。首先，数学建模材料要能激起学生的兴趣，

教学时尽量选取学生熟悉或感兴趣的材料，并将其转化

为符合学生认知水平的知识。其次，有针对性的设计组

织开展有意义的数学模型活动，培养学生学习数学模型

的兴趣的同时提升学生的数学建模能力。最后，尽可能

多地为学生创造实践操作的机会，让学生在此过程中初

步感知模型思想。在课件制作上教师尽可能多的使用一

些数学建模软件，例如 SPSS、MATLAB、几何画板、Geo

Gebra等进行操作
[4]
。

在教学《等可能事件》这节课时，教师可以准备一

副完整的扑克牌，在均匀洗牌后，将扑克牌背面朝上，

平铺在讲桌上，随机叫一位学生上台从中抽取一张牌。

并提问抽扑克牌的同学抽到大王的概率是多少？抽到

小王的概率是多少？抽到红桃的概率是多少？扑克牌

这一新颖的建模材料可以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中来，

把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提升教学效果。

1.4 师引导生主体，提升建模能力

教师是教学的组织者、引导者和合作者。教师要有

丰富的的理论知识，对模型思想有全面的理解和认识，

通过阅读数学期刊、图书以及“中国知网”等相关文献，

丰富武装自己，将模型思想付诸于日常教学实践中。此

外，教师还需要不断地加强自身专业知识的学习，经常

性的反思自己的不足。结合学生的反馈，不断调整优化，

以探求最佳教学方式。

“最近发展区”理论认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在教

学过程中要确保学生的主体地位。初中生思维比较活跃，

问题意识较强，在建立数学模型的过程中要让他们自己

动手实践、动脑思考，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这样才

能将他们所学到的知识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元认知策略

强调学生应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以便能够顺利地进行

元认知监控，对自己的建模结果进行监控，以确保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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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有效的数学模型。模型思想的建立是一个连续的过

程，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教师可以逐渐增加对模型思

想的渗透。

以教师引导学生学习《角平分线的性质》一课为例，

如图 6， KC 是 AKB 的平分线，点 P 在 KC 上，

PD AK ，PE KB ，垂足分别为D E， 。求证：

角平分线上的点到这个角的两边的距离相等。

图一

初中数学教师可通过分解问题，引导学生用以前学

过的证明两个三角形全等建立数学模型。如果要证明角

平分线定理，即证明 PD PE ，证明直线 PD所在三

角形 PDK 与PE 所在三角形 PEK 全等即可。当学

生建立了全等模型以后，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应用角平分

线定理解决其他数学问题。

1.5 精心设计课堂，引导学生建模

初中阶段开展一些简单的数学建模活动，有助于学

生形成和发展模型观念。初中生对模型思想的了解渠道

主要是在数学课堂教学上，数学教师应精心设计课堂引

导学生建模。渗透模型思想是一个长期又连续的过程，

这一过程步骤可以用如图 2所示框图来体现：

图 2 数学建模过程

数学建模教学能够改变传统以接受学习为主的教

育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发现问题，提出

问题环节，教师在仔细钻研教材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发

现问题并提出问题；在分析问题，建立模型的过程中，

要给学生提供独立思考、自主探索实践的时间与空间，

让学生自己去感受、去探索，实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在

确定参数，计算求解环节，让学生用自己创建的数学模

型解决实际问题，感受数学的应用价值；在检验结果，

改进模型环节，进一步加深学生对数学模型思想更深层

次的理解，最后实际问题得以解决。

2 总结

数学建模的目的是使数学的学习化难为易，进而解

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本文提出了模型思想渗透到初中

数学教学的五种策略，并给出了基于五种教学策略相应

的教学案例。为了确保模型思想渗透中学数学课堂教学

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模型思想渗透的过程中应注意以

下问题：第一，在课堂教学中渗透模型思想要基于新课

标，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选择较为适宜的渗透方法，确保

教学目标的达成；第二，渗透模型思想要符合学生的认

知基础和身心发展水平，确保每一个学生都能够积极参

与到课堂之中；第三，教师应注重课堂结构的不断优化，

合理设计数学建模的每个环节。通过在初中数学教学各

个环节适当地渗透模型思想，让学生不断地体会数学之

美
[5]
，为学生之后的数学学习和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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