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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建模应立足生活
———以“指数函数的概念”教学为例

张志华 张 露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400030
咱摘 要暂 在生活基础上数学建模袁可帮助学生了解模型的形成与发展袁为后续灵活应用模型解决实

际问题奠定基础. 文章以野指数函数的概念冶教学为例袁借助两个旅游景区不同年份游客人
次的变化情况袁引导学生亲历野初建模型要求解模型要应用模型要总结提升冶等环节袁培养
学生的数学思维袁提升学生的建模能力袁为发展学生的数学学科核心素养夯实基础.

［关键词］数学建模曰知识曰生活曰指数函数

基金项目院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2023年度教学研究专项一般课题“普通高中数学核心素养的表现指标体系及其教学案例研究”
（K23ZG1070110）.
作者简介院张志华（1984—），硕士研究生，中学高级教师，从事高中数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曾获重庆市高中数学青年教师优质课一等
奖、全国优秀课观摩与展示活动一等奖.

数学建模素养是叶普通高中数学
课程标准渊2017年版2020年修订冤曳提
出的六大数学学科核心素养之一 .
数学模型对学生来讲并非一件新鲜

事物袁作为核心素养袁其在不同阶段
的表现是不同的袁从小学阶段的模型
意识到初中阶段的模型观念再到高

中阶段的数学建模袁经过了一个螺旋
上升的发展过程.

数学本身是非凡尧多样尧多彩的.
随着新课改的深入推进袁数学教师
应达成这一共识院不同个体学习数学
的方式有所区别袁学习数学知识的
目的是更好地解决生活问题袁数学
课堂教学应想办法激活各个层次学

生的思维袁挖掘学生的潜能袁让学生
将数学知识与生活实际有机地融合

起来袁为发展数学学科核心素养创

造条件. 在课堂中强化建模实践袁不
仅能拉近生活实际与数学知识的距

离袁还能给学生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袁
让学生领悟数学知识到生活实际的

可行之道咱1暂.

教学过程

1. 导入新课袁初建模型
师院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袁人

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袁不少家庭每
年都会以旅游的方式增长见识袁愉
悦身心袁各景区游客量日益递增. 如
表1所示袁此为A袁B两地景区2005年
至2019年游客人次的变化情况 . 通
过对表格的观察袁可发现什么规律钥
如何用数学知识来研究并描述这一

现象钥
在该生活情境的启发下袁学生借

助描点法将表格中的数据整理为散

点图袁并将各个点用光滑的曲线连接
起来构成图1. 观察图形袁可见A地景
区的游客人次近似于直线上升袁即线
性增长曰B地景区的游客人次则是非
线性增长袁各点连接而成的曲线没有
明显的变化规律.

设计意图 将学生感兴趣的生活

实际作为教学情境袁意在引导学生
感知建模过程中的理解问题与简化

问题两个环节 . 从理解问题的视角
来看袁学生从A袁B两地景区游客人次
的变化情况中可抽象出相应的数学

问题袁初步感知生活实际与数学知
识的联系曰从简化问题的视角来看袁
将表格数据简化为散点图袁学生可直
观洞察游客人次的变化情况袁抽象
出现实模型袁增强数据分析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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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成概念袁求解模型

渊1冤大胆猜想
师院B地景区的游客人次变化情

况可借助什么量来表达钥
探索此问题袁可进入师生活动阶

段院教师先带领学生将A地景区的游
客人次与时间的函数表达式渊y=10x+
600袁x沂咱0袁14暂袁x沂N冤袁以及当年游
客人次与次年游客人次的关系渊yn+1原
yn=10掖等差业袁n沂N冤抽象出来袁再要
求学生独立思考与合作交流袁对B地
景区各年的游客人次变化情况加以

探索袁猜想模型.
学生在交流过程中逐一排除一

次函数尧正比例函数尧反比例函数袁有

的学生提出B地景区的游客人次的变
化规律与二次函数相似袁那么袁这是
否正确科学呢钥 为了探索这个问题袁
学生自主列式渊y=ax2+bx+c袁yn+1原yn=a+
2an+b冤袁同时画图分析袁发现这组数
据的变化规律与二次函数也不相符.

设计意图 大胆猜想袁可缩小模
型范围袁为学生思维明确方向袁也为
学生从生活中提取数学模型袁以及后
续求解数学模型夯实基础.

渊2冤构建模型
师院相邻两年间的游客人次相减

获得A地景区游客人次的年增长量袁
对于B地景区的游客人次的变化规
律袁能否用同种方法来分析呢钥 是否

有其他方法钥 B地景区每年的游客人
次增长量存在怎样的情况钥

在教师指导下袁学生根据2006年至
2018年B地景区游客人次的变化情况
建立新模型袁并用新模型计算2019年
B地景区的游客人次袁将所得结果与
已知数据进行类比袁判断所构建的新
模型是否准确科学.

探索发现年增长率和年增加量

是该生活情境中的两个重要变化量袁
而B地景区无法与A地景区一样借助
年增加量获得游客人次的变化规律袁
由此考虑用年增长率来探索B地景区
当年的游客人次与上一年的游客人

次的关系袁即通过相除得到 y2

y1
=a袁 y3

y2
=

a袁噎袁 yx

yx原1
=a袁获得模型 yx

y1
=ax-1.

设计意图 通过数据与图象分

析袁学生自主进入建模状态袁并在大
胆猜想与思考的基础上袁建构适合情
境的新模型. 在此过程中袁学生主动
参与建模活动袁感知建模步骤袁体会
数学知识尧生活实际与建模之间的联
系袁建立学习自信袁发展数学思维.

渊3冤求解模型
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尧自主计算与

探索尧合作交流袁发现B地景区每年的
游客人次增长率稳定在一个常数附

近. 根据这个特点猜想B地景区游客
人次的变化规律为

yx

y1
=1.11x-1渊x沂咱1袁

+肄冤. 至此袁学生的思路变得明确.
设计意图 学生基于运算尧总结

与探索袁提升数学运算素养与思维水
平袁为构建数学模型奠定基础.

3. 深化理解袁完善模型

要求学生解释怎样根据数据获

得相应模型袁并且探索所获得的模型
与现实生活是否相符.

表1 2005~2019年A袁B两地景区的游客人次和年增加量

时间/年
A地景区 B地景区

人次/万次 年增加量/万次 人次/万次 年增加量/万次
2005 600 要 278 要
2006 609 9 309 31
2007 620 11 344 35
2008 631 11 383 39
2009 641 10 427 44
2010 650 9 475 48
2011 661 11 528 53
2012 671 10 588 60
2013 681 10 655 67
2014 691 10 729 74
2015 702 11 811 82
2016 711 9 903 92
2017 721 10 1005 102
2018 732 11 1118 113
2019 743 11 124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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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A袁B两地景区游客人次与时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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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师启迪下袁学生以小组合作交
流的方式进行思考与分析袁获得如下
结论院从2006年起袁B地景区每年的
游客人次为2005年游客人次的1.11袁
1.112袁1.113袁噎袁1.11x倍. 设经过x年后
B地景区的游客人次为2005年游客
人次的y倍袁则y=1.11x渊x沂咱0袁+肄冤冤.
根据模型y=1.11x渊x沂咱0袁+肄冤冤计算
2019年B地景区的游客人次是278伊
1.1115-1抑1198渊万次冤袁与2019年B地
景区的实际游客人次1244渊万次冤相
比袁误差为3.7%. 实践表明袁模型数
据与实际数据误差较小袁因此确定
该模型具有可靠性袁可用于解决实际
问题.

设计意图 此环节涉及建模过程

中的野结果解释冶与野修改模型冶两个
步骤. 基于结果解释的维度思考袁即
使能自主建立模型袁并不表示学生已
经完成了教学任务袁 亲历建模过程袁
能将模型的来龙去脉描述得清清楚

楚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理解了模型 .
修改模型是指在实际应用模型前袁检
验模型与生活实际的匹配程度 . 应
用数形结合思想探索模型袁让学生体
验实际数据与模型数据的误差袁认识
到数学的周密性尧严谨性和规范性袁
培养逻辑思维能力.

4. 拓展应用袁发散思维
师院当生物死亡后袁它机体内原

有的碳14含量会按确定的比率衰减袁
大约每经过 5730年衰减为原来的
一半. 按照这种衰减规律袁生物体内
碳14含量与死亡年数之间有怎样的
关系钥

因为有了景区游客人次探索的

基础袁所以大部分学生都能通过独立
思考构建出模型y= 1

2

x
5730 渊x沂咱0袁

+肄冤冤.
师生共同总结两函数的共性袁发

现函数y=1.11x和y= 1
2

x
5730都可以表

示为y=ax渊a跃0袁a屹1冤袁其中x是自变
量. 学生亲历建模过程袁不仅自主获
得了可以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模型袁
还自然而然地理解了指数函数.

设计意图 拓展教学内容袁让学生
自主体验一个完整的建模过程袁此为
深化与巩固学生理解建模流程的过

程袁也是增进数学知识与生活实际联
系的过程. 学生在建模中体验尧思考
与感悟袁获得野四基冶与野四能冶的同
时袁发展良好的数学建模素养.

5. 应用模型袁凝练提升

问题1 如果平均每位游客出游

一次可给当地带来1000元门票之外
的收入袁A地景区的门票价格为150
元袁B地景区没有门票袁那么A袁B两地
景区在2005年至2019年之间袁由游客
带来的收入有多少钥

问题2 某种生物死亡1万年后袁
其体内碳14的含量会衰减为原来的
百分之几钥

设计意图 知识到生活的关键在

于灵活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本节课的教学重点是引导学生感知

建模过程袁发展学生的建模素养袁能
让学生应用所构建的模型解决实际

问题 . 引导学生应用指数函数模型
来分析上述两个问题袁一方面可进一
步深化学生对指数函数概念的理解袁
另一方面可增强学生的知识应用能

力袁发展学生的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6. 回顾总结袁发展学力

课堂尾声袁要求学生自主总结建
模基本步骤袁感受建模思想. 鼓励学
生自评尧互评课堂中的表现袁提升反
思与总结能力.

设计意图 回顾学习过程袁促使学
生自我反省袁为构建完整的知识结构

奠定基础袁也让学生将所学知识与技
能转化为内在素养和能力.

教学思考

结合本节课教学来看袁数学建模
离不开生活实际的支撑袁遵循野生
活要知识要生活冶的流程. 在教学实
践中袁教师要充分了解学情袁以学生
认知范围内的实际问题为教学起点袁
通过问题驱动建模教学袁并将提问的
权利还给学生袁从真正意义上激发学
生的潜能袁发展学生的数学思维和数
学学科核心素养.

值得注意的是袁从知识到生活的
高中数学建模实践在发现并提出问

题尧建立模型尧求解模型与完善模型
等环节袁一定要基于深度学习的角度
出发袁时刻遵循野以生为本冶教学理
念袁避免流于形式袁此为发展学生数
学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举措.

总之袁数学建模源于生活袁服务
于生活袁其内容和理念应根植于生活
之中咱2暂. 建立在学生已有认知基础上袁
根据学生的生活经验构建数学模型袁
不仅能体现生活的野数学味冶袁还能凸
显数学知识的野生活味冶袁揭露知识与
生活的关联性 . 从知识到生活的建
模实践袁需教师反复探索与打磨袁设
计出科学的情境问题袁提升学生的创
新意识袁发展学生的建模素养.

参考文献院

［1］周学君，龚雨欣，董清艳. 指向数学
建模素养的高中数学教学设计框

架及实施：以人教A版“指数函数
的概念”为例［J］. 黄冈师范学院学
报，2023（12）：80-85.

［2］周颖. 从知识到生活的高中数学建
模实践研究［J］. 数学教学通讯，
2023（18）：52-53+60.

>教学实践

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