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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核心素养的提出进一步指明了数学教学与数学学习的方向，在高中数学课堂教学中，

教师转化角度，将相关的核心素养理论与原理运用于数学教学实践，从而有效促进学生的全

面发展，真正把核心素养融入课堂，融入学习，融入生活，培养出新一代高素养、高水平、

全面发展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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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的提出

在《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一文中，对应“课程基本理念”部分第一次

创新性地提出：“高中数学课程以学生发展为本，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科学精神和

创新意识，提升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的提出进一步指明了数学教学与数学学习的方向，那么在高中数学课堂教学中，

教师如何将相关的核心素养理论与原理运用于数学教学实践，从而有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呢？本文结合数学建模这一核心素养，结合教学实例就课堂教学策略加以阐述．

2．问题的解决

2．1 创设情境巧引入，数学建模起铺垫

在高中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在引入一些相关的课题时，经常可以利用创设有效的问题

情境，利用直观形象的数学建模来展示，可以有效激活学生的好奇心与探知欲，使得学生对

所要研究的课题产生浓厚的兴趣．

例如，在学习“指数函数”时，可以引入一些身边的数学建模材料，如发生在 2020年

初的湖北省武汉市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与抗击情况：

全国确诊人数：

腊月 26是 291人；腊月 27是 391人，+100；腊月 28是 440人，+49；腊月 29是 571

人，+131；大年 30是 830人，+259；初一是 1287人，+457；初二是 1975人，+688；初三

是 2744人，+769；初四是 4515人，+1771；初五是 5975人，+1460；初六是 7711人，+1836；

初七是 9692人，+1981；初八是 11823人，+2131；初九是 14411人，+2590；初十是 17256

人，+2728；十一：20438人，+3235；……



通过直观数据模型可以有效直观指出其递增变化与递减变化情况，为指数函数的图象与

性质的学习埋下伏笔；

在学习“二分法”时，可以借助综艺节目中有关价格竞猜的数学建模材料，列举出一件

具体的商品让学生亲身体会一下如何以更快的速度和最少的竞猜次数正确得出商品的实际

价格，从而引入相应的二分法及其相关知识，潜移默化，可以有效概括出二分法的相关原理

与理论体系；……

通过此类有效的数学建模材料作为情境载体，搭建了数学与外部世界的桥梁，合理引入

相应的课题，有效调动学生思维的活跃性与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容易对所要学习的数学知识

产生更加生动、形象、深刻的认识．其实，以数学建模为主体的问题情境的合理设置，让抽

象且生涩的数学问题以更加形象直观的姿态呈现在学生面前，可以使得学生对抽象的数学知

识有一个更为直观有效的认识，进而更加迅速地认识、理解与掌握相关的数学知识与数学问

题，是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手段，也是推动数学发展的动力．

2．2 解决问题巧转化，数学建模呈身手

著名英国数学家怀特海（Whitehead，John Henry Constantine，1904-1960）曾经说过，

对于模式的研究其实就是数学的本质．我们知道，高中数学所涉及的很多知识点都可以采取

数学建模的方式来学习与解决，如函数、三角函数、数列、解三角形、解析几何、立体几何、

导数、排列与组合等相关知识．

培养学生利用数学建模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可以更加有效地联系生活实际，为数学的实

际应用与终身学习奠定基础．数学建模就是根据实际问题，从数学的视角去发现问题，结合

问题的提出与分析，从而转化为相应的数学模型，利用数学知识加以分析与解决，并根据结

果加以检验与改进，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

【问题 1】（浙江省宁波市 2020届高三上学期期末教学质量统一检测卷试题·17）已知

|b|=|c|=k（k> �），b·c=0，若存在实数λ及单位向量 a，使得不等式|a－b+λ（b－c）|+|�
�
c+（1

－λ）（b－c）|≤1恒成立，则实数 k的最大值为________．

分析：破解问题的关键在于，根据题目条件，由于存在实数λ及单位向量 a，使得不等

式|a－b+λ（b－c）|+|�
�
c+（1－λ）（b－c）|≤1恒成立，则原问题可以等价转化为{|a－b+λ（b

－c）|+|�
�
c+（1－λ）（b－c）|}min≤1，进而通过确定|a－b+λ（b－c）|+|�

�
c+（1－λ）（b－c）|

的最小值问题，通过构建相应的数学建模来达到转化与分析的目的，



如图所示，以 O为坐标原点，c=�t� ����，b=��� ����所在

的直线分别为 x轴、y轴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 xOy，设

a=�t� ����，其中点 A在单位圆上，

由于|a－b+λ（b－c）|+|�
�
c+（1－λ）（b－c）|=|a

－[（1－λ）b+λc]|+|�
�
c－[（1－λ）b+λc]|=|AP|+|EP|，其

中点 E为线段 OC的中点，

过点 E作关于直线 BC的对称的对称点 F，

那么结合“将军饮马”求解最小值的几何模型可

得（|AP|+|EP|）min=|A1F|=|OF|－1= ��t�� � ��t��－1= �
�
k－1，

根据题目条件可得
�
�
k－1≤1，解得 k≤� �

�
，

所以实数 k的最大值为
� �
�
，故填答案：

� �
�
．

以上破解时，在确定（|AP|+|EP|）min时，采用了常见的“将军饮马”求解最小值这一特

殊的数学建模，巧妙把初中几何与高中数学加以无缝链接．

作为准确有效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数学建模需要有比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抽象概括

能力，利用合适的数学建模，培养与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与直观想象能力等．

2．3 自主探究妙过渡，数学建模来链接

自主探究应该贯穿于高中数学学习的每一个阶段与环节，而数学建模可以更为有效地辅

助学生的自主探究，有时可以降低自主探究的难度与深度，使得探究的问题更为直观形象．

【问题 2】（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标准教科书《数

学·必修 5（苏教）》，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年 6月第

4版，第 41页习题 2.2（1）第 17题）1934年，东印度

（今孟加拉国）学者森德拉姆（Sundaram）发现了“正

方形筛子”（一般称其为“森德拉姆素数筛法矩阵”）：

（1）这个“正方形筛子”的每一行有什么特点？

每一列呢？

（2）“正方形筛子”中位于第 100行的第 100个数是多少？

分析：分析直观模型，以及等差数列的相关知识，结合直观模型“正方形筛子”的原理

分析，进而确定其每一行每一列具有一定的规律，它们都是相应组成等差数列，从而根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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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数列的通项公式加以判断分析．

破解后进一步加以自主探究，如：

（1）假设第 n行的第 m列（n、m∈N*）的数记为 an，m，根据以上“正方形筛子”的原

理，是否能表示出数列{an，m}的一个通项公式？

（2）今年恰是 2020年，那么在“正方形筛子”中，有没有 2020这个数？如果有，2020

是第几行第几列的数；如果没有，请说明理由．

（3）更进一步，如果某个自然数 N出现或不出现在“正方形筛子”的表格中，那么数

2N+1有何特殊规律？它是不是一个质数呢？

当然，有兴趣的学生还可以进一步引导他们加以自主探究，可以从更多的角度、更广的

方面加以深入研究．其实，“森德拉姆素数筛法矩阵”确实是一个素数筛法非常不错的工具，

但第一个素数 2不知给筛到哪里去了，这也是这个“正方形筛子”中唯一不是非常完美的地

方．当然，这个“正方形筛子”中应该很隐含着很多有趣、深奥、规律性的东西，等待着学

生不断去探究与发现．

借助数学建模，感悟数学与现实之间的关联，学会用数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可以用来

解决除数学外的其他科学、社会、工程技术等问题中的作用，有效提升应用能力，增强创新

应用意识和科学精神．

3．感悟与反思

课堂教学永远是教师的一个主旋律，而在课堂教学中提升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则是数

学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提高自身素养，科技辅助教学，拓展多元教法，为学生

营造出良好的数学教育氛围，打造核心素养环境下的数学全新教学．

将核心素养融入高中数学课堂教学的实践在不断推进与深化中，具体的实践也在不断改

进，因而要求我们教师在教学工作中不断深入学习与研究，大胆尝试，勇于改革，并结合课

堂教学加以积极总结与反思，不断提炼出更加适当高中学生全面发展的课堂教学策略，从而

真正把核心素养融入课堂，融入学习，融入生活，培养出新一代高素养、高水平、全面发展

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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