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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应用题教学要把抽象能力的培养作为重要目标，要始终如一地作好数学建模，要时刻不忘学生推理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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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应用题是实际问题中的背景和条件简化后可以转化为纯数学问

题来求解的一类问题。它有两个出发点：现实与数学，是沟通数学与现

实的桥梁。解决数学应用题的一般步骤为：1.阅读理解（弄清题意）；2.

建立模型（拟定计划）；3.求解模型（实现计划）；4.还原实际（回顾反

思）。虽然不同类型的应用题的课堂结构、教学策略不同，但贯穿应用题

教学的主线——抽象、推理、数学建模是不变的，因为这三者是数学基

本思想，其核心是培养学生数学思维习惯，使学生会在错综复杂的事物

中把握本质，进而抽象能力强；会在杂乱无章的事物中理清头绪，进而

推理能力强；会在千头万绪的事物中发现规律，进而建模能力强。在应

用题教学中我们应当注意以下三点： 

1 把抽象能力的培养作为重要目标 

“抽象”一词来源于拉丁语，有“拖拽”之义。从字面上看，抽象可

直译为“抽去表象”，也即余留事物本质。教学符号、公式、概念、定理

等都是抽象的产物。抽象是数学的基础，也是数学发展的保证和需要。 

数学抽象能力是数学能力的核心部分，是对具体的实例观察、分析、

归纳、综合的过程中概括出相应结论并将其推广、应用于解决问题或作

出判断。可以看出，数学应用题是培养学生数学抽象能力的绝佳载体，

因为数学应用题提供了培养抽象能力的四个阶段：情境、适应、转换、

创造。 

在应用题教学中，应该注意从下面两个方面培养学生抽象能力：1.

注意阅读能力的培养，着重培养学生的检索能力、理解能力、分析能力、

归纳概括能力；2.从现实进入教学的能力。这是数学抽象的开始，要学

会把现实用数学表示出来，用“数学”语言来讲“现实”的故事。 

例 1 甲、乙两地相距 skm，汽车从甲地匀速行驶到乙地，速度不超

过 ckm/h.已知汽车每小时运输成本（单位：元）由可变部分和固定部分

组成，可变部分与速率 v（km/h）的平方成正比，比例系数为 b；固定部

分为 a 元. 

1.1 把全程运输成本 y（单位：元）表示为速度 v（km/h）的函数，

并指出这个函数的定义域. 

1.2 为了使全程运输成本最小，汽车该以多大速度行驶. 

解析：这个题目的教学中，学生对 s、c、v、b、a 的检索；对     的

理解；对加法模型、乘法模型、函数模型的分析与应用，尤其是对定义

域(0，c]的理解，以及在求函数           ≤c 的最小值应分 

和    两种情况进行讨论是题目亮点所在。另外，本题没有一个具体常

数也突出了数学的抽象性，也正因为数学的抽象性才使数学更具一般性。 

2 始终如一地作好数学建模 

数学应用的广泛性是数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数学模型属于数学应用，

是用数学的语言描述现实世界中与数量、图形有关的性质。数学模型使

数学走出了自我封闭的世界，构建了数学与现实世界的桥梁，避免了数

学退化。 

数学模型是框图、图表、图像、由数学符号、字母和数字构成的式

子、算法等刻画客观事物数量关系的数学结构。在应用题教学时，我们

应该对问题做出必要的简化和合乎情理的假设，把现实问题转化为纯数

学问题，运用正确的、合适的、有效的方法求解。只有在直观想象，数

学抽象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推理才能形成较为准确的数学模型。从途径上

说，数学模型与抽象恰恰方向相反。因此，数学模型的建立也是牵一发

而动全身，在核心素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复习课上，笔者设计了如下题目： 

一个不透明的袋子中装有红色、白色的小球若干，这些小球除颜色

不同外，其大小，材质均完全相同.有放回的从袋中摸出 5 个小球，取出

红球的个数为随机变量 X.设从袋中随机摸出 1 个小球是红球的概率为

p(0<p<1). 

2.1 写出 P(X=3)关于 p 的函数关系式； 

2.2 求当 P(X=3)取得最大值时 P 的值； 

2.3 取 P 的真值为(2)中的结果，列出 X 的随机分布列，并求出 X 的

期望. 

解析：该题的数学模型是“独立重复实验”.题目中“不透明”，“随

机”，“有放回”等关键词都集中指向这一模型，很容易给出(1)的解答。

要求函数的极大值很容易选用导数这一有效工具，(2)极易完成.在(1)、

(2)的基础上，(3)的完成是水到渠成。题目不难，但是蕴含在题中的是

对“用样本估计总体”这一统计思想的认识，以及对“或然”与“必然”

的辩证理解。同时这个题目的设计为“最大似然原理”的认识埋下伏笔。 

3 时刻不忘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 

数学推理就是把表示关系的运算方法、逻辑术语用于研究对象，得

到数学结论或验证数学结论。数学推理是数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培

养学生逻辑推理能力，形成数学直觉和数学思维的必需。数学推理就是

讲道理，数学应用题就是讲一个关于“现实”的故事，这个故事中推理

是贯穿始终的。如果“故事”讲述中“推理”退场，那极有可能是“痴

人说梦”，甚至“胡说八道”。在推理教学中，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同样

重要，甚至归纳推理比演绎推理还为可贵：因为归纳推理是“发现”知

识的推理。 

在培养学生推理能力中要注意：(1)定义、定理的作用；(2)推理的

一般形式；(3)研究命题的重点是命题真假的判断。 

下面两个题目的解答充分体现了逻辑推理的作用，请读者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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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一长为 10m，质量为 20kg 的均匀铁链悬挂在楼房顶上。求把它

完全拉上楼房顶所作的功. 

注：例 2 利用对数化“积”为“和”。对数的性质、数列的性质、函

数的性质是推理的依据；例 3 利用直观想象，定积分可以得出答案，力

的变化与定积分是推理的依据。 

当然，抽象、推理、模型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彼此联系。具体到

某个问题，可能有所偏重。在应用题教学中注意了以上三点，对培养学

生数学思维能力是大的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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