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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型本科教育既有普通本科教育的特点,又带有高等职业教育的特质[1]。本文通过四则教学

片段,阐述了如何将数学建模思想融入应用型本科数学教学中；这不仅突出了应用型本科数学教学的特

点,而且提高了数学课堂的吸引力,同时培养了学生应用数学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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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not only absorb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rdinary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but also incorpor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1]. This paper with four 

segments of the teaching, elaborated how to integrate modeling idea into the applied mathematical teaching. 

This not only highligh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mathematics teaching, but also improves the 

attraction of mathematics classroom and at the same time cultivates students' ability of applied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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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众多学科不可或缺的一门理

论基础课,在应用型本科教学中,不仅要

突出它是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而且要

有效地提高学生应用数学意识；而数学建

模在培养学生应用数学方面起到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因为数学建模是从实际问题

当中抽象出数学问题,并用数学符号语言

来表达,然后应用数学知识与技能来解决

此类数学问题,进而解决实际问题。 

由于传统的高等数学课堂,比较注

重知识与技能的简单传授而忽略了学生

数学思维的形成过程的传授。严谨的公

式与定理使得学生只见结构形式,解题

方法的学习与技能的传授,机械式地模

仿,这让学生学起来枯燥无味,味同嚼

蜡。这不利于学生应用数学能力的培养

与数学素养的提高。因此,如果将数学建

模思想融入数学教学中,这在教学改革

与创新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何将数学建模思想融入应用型本

科教学当中,有效地提高学生应用数学

意识,将“枯燥”的课堂焕然一新。下面

本文以四个教学片段,阐述了数学建模

思想融入数学教学的方案。 

教学片段一以《导数的概念》教学

设计为例[2],由于导数的概念在微积分

课程当中是核心概念之一,而学生理解导

数的概念普遍觉得难以理解,以致于影响

后面的学习。本教学设计通过层层深入的

五个问题,渗入数学建模思想进行阐述概

念,以达到突破教学难点的目的。 

播放一段胡佳(国家跳水运动员)在

奥运会10米跳台夺冠的视频,给出一个

思考题：假如在跳水比赛过程中,胡佳相

对水面的高度h(m)与起跳后的时间t(s)

所确立的函数关系： 

10＋6.5t＋4.9t －=）t（h 2  

计算胡佳在
65

0
49

t≤ ≤ 这段时间

里的平均速度,并回答下面的二个问题： 

(1)胡佳在这段时间里是静止不动

的吗？ 

(2)用平均速度描述胡佳的运动状

态有问题吗？ 

师生互动1 

学生通过计算,惊奇地发现胡佳在

跳水这段时间内的平均速度为“0”,但

是他在这段时间内一直在运动当中的,

也就是说不可能是静止不动。这时老师提

出了要学生小组讨论解决的二个问题？ 

创设意图：胡佳在跳水这一过程,激

动人心,不但让学生焕发出运动的渴望,

而且激发了学生对国家的热爱。这不仅突

出了课程思政的要求,还能激起学生求知

的欲望,有力地改变了普遍认为数学课堂

是乏味的、枯燥的这一观念。其次应用

近发展区理论,创设了学生已有的平均速

度的概念与新概念瞬时速度之间的区域
[3],通过教师的引导,让他们更容易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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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为了精确获得物体的运动状态,就要研

究某个时刻的速度,即瞬时速度[1]。 

师生互动2 

问题1：如何求瞬时速度呢？如

2=t 时的瞬时速度是多少？ 

提出问题,组织学生讨论,结合学生

对平均速度的理解,引导学生研究

2=t 时邻域的平均速度的变化情况。 

创设意图：回顾已知的知识与技能,

要求瞬时速度就要求靠近 2=t 时平均

速度的变化趋势,使的学生更靠近问题

的中心。 

师生互动3 

问题2：所谓的 2=t 时的附近要怎么

刻画呢？所对应的平均速度是多少呢？ 

教师：既然是附近,当然就存在之前

与之后这两种情况,而且时间与 2=t
的间隔应足够的小。假如我们用 tΔ 来

表示时间改变量,引导学生科学地选取

tΔ 的值来计算平均速度,也是就求出

(2 ) (2)h t h
t

+ Δ −=
Δ

v 的值。这时给

出一组数据： tΔ ＝0.1,0.01,0.001, 

0.0001,0.00001及＝－0.1,－0.01,－

0.001,－0.0001,－0.00001时,要求学

生利用计算器动手实践,即求出在区间

[2,2＋ tΔ ]和区间[2＋, tΔ 2]前后10

个平均速度

_

v。 

创设意图：通过学生边动手算,边思

考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另一方面可在动手算的过程中感受数的

“逼近”的趋势。 

师生互动4 

问题3：当 tΔ 趋近于0时,我们计算

的 2=t 前后计算的平均速度有怎样的

变化趋势？请将计算的结果填在表格上,

思考后回答。 

学生通过观察自已所填的表格后发

现：在 2=t 时刻,当 tΔ 趋近0时,平均

速度趋近于一个确定的值-13.1,这时,

教师引导学生,这个确定的值也就是瞬

时速度,为了表述方便,可用数学符号语

言形式来描述,即 

0

(2 ) (2)
lim 13.1
t

h t h
tΔ →

+ Δ − = −
Δ

,

然后教师运用多媒体展示结果,有条件

的可制造动画来描述这个过程,让学生

更生动地体验逼近的趋势。 

创设意图：学生通过团队协作、交

流,有利于发扬学生集体主义精神,其次

通过数学语言的表达,这不仅有利于增

强学生的概括能力,而且有效地培养了

学生思维的严谨性。 

师生互动5 

问题4：同学们既然已经知道了

2=t 时的速度的表示方法,如果胡佳

在某个时刻 0t 的瞬时速度又怎么表示

呢？ 

学生不难发现,只要将 0t 代替2,可

类比得到
0 0

0

( ) ( )
lim
t

h t t h t
tΔ →

+ Δ −
Δ

。 

创设意图：用这种方式给出某一时

刻的瞬时速度公式,这是由特殊到一般,

由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过程,这有利于学

生对导数概念的理解。 

师生互动6 

问题5：如果将解决这两个问题所得

到的结果,用函数 ( )f x 来表示,那么函

数 ( )f x 在 0x x= 处的瞬时速度又如

何呢？ 

结合上述的经验,很容易就得到

( )f x 在 0x x= 处的瞬时变化率可表

示为： 

0 0

0 0

( ) ( )
lim lim
x x

f x x f x f
x xΔ → Δ →

+Δ − Δ=
Δ Δ

即

( )y f x= 在 0x x= 处的导数, 

记作： 

0 0
0

0

( ) ( )
( ) lim

x

f x x f xf x
xΔ →

+ Δ −′ =
Δ

 

(也可记为
0x x=

′y ) 

创设意图：将具体问题抽象出数学

问题,通过具体问题的数学模型的求解,

由特殊到一般,引出了导数的定义,不但

帮助了学生对数学概念的理解,而且得

到了思维上的升华。 

通过《导数的概念》教学设计中的教

学情景及五个层层深入的问题,将数学建

模思想渗入到了教学中的各个环节,这不

但培养了学生应用数学的能力,而且提高

了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因此,数学建模

思想在数学教学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教学片段二以《常数项级数的概念与

性质》教学为例,常数项级数的概念和性

质是无穷级数这一章中的第一节课,如果

学生对常数项级数的概念把握不住,就会

影响到无穷级数后面章节的学习,如何让

学生掌握常数项级数的概念以及如何提

高学生学习无穷级数的兴趣。文章尝试

将数学建模思想融入到这节课当中。 

播放一段视频阿基里斯追龟的视频,

给出一个思考题：公元前5世纪,芝诺发

表了著名的阿基里斯和乌龟赛跑的悖

论：他提出让乌龟在阿基里斯前面1000

米前开始,并且假定阿基里斯的速度是

乌龟的10倍,当比赛开始后,若阿基里斯

跑了1000米,设所用的时间为t,此时,乌

龟便领先他100米；当阿基里斯跑完下一

个100米时,所用的时间为
10

t
,乌龟仍

然前于他10米,当阿基里斯跑完下一个

10米时,他所用的时间为
100

t
,乌龟仍

然前于他1米,……芝诺解说,阿基里斯能

够继续逼近乌龟,但绝不能追上它
[5]
。 

思考下面的问题： 

(1)阿基里斯按照这个规则,真的追

不上乌龟吗？ 

(2)如果追的上,阿基里斯跑多少米

的时候,能追上乌龟？ 

师生互动1 

经过讨论,学生会发现阿基里斯肯

定是能追上乌龟的,但是按照芝诺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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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阿基里斯是永远追不上乌龟是

合理的。学生就会质疑那到底为什么会

产生这样情况的呢？ 

创设意图：芝诺悖论是数学史上著名

的悖论之一,如果能解决这个悖论,无疑能

让我们的学生感到振奋；更重要的是,以此

实例能激发学生求知欲。这是因为在古代

阿基里斯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赛跑能手居然

跑不过乌龟,这是不合理的,那到底是为什

么呢？学生内心提出这样的疑问。 

师生互动2 

问题1：请同学们思考一下问题,阿

基里斯如果追的上乌龟,那要跑多少？ 

提出问题,组织讨论,引导他们理解

悖论就是在于他追乌龟时,乌龟向前爬

的距离分了无数段,然后,一段一段的加

以论述的,以致认为阿基里斯永远追不

上乌龟。这时教师引导学生理解在无限

次追赶的过程中,如果乌龟按照此规则

向前爬的距离之和是无限大,那么阿基

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 

在此处提出无限求和的未知问题,

此前,学生已经掌握了有限项求和的问

题,如果现在将有限求和转为无限求和

呢？很自然地用到了学生之前学习的极

限概念。 

如建立数学模型：乌龟所爬的距离：

）（  ++++++
1-n10

1

1000

1

100

1

10

1
11000 ,

进而引出这节课所要讲的常数项级数的

概念与性质。 

师生互动3 

问题2：请再想一想, 

）（  ++++++
1-n10

1

1000

1

100

1

10

1
11000

如何求解呢？ 

提出问题,组织讨论,引导他们要求

这个无穷级数的和,实则是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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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0
1

1

1000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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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通过计算,不难发现它是有极限

的,也就是说阿基里斯肯定能追上乌龟。 

创设意图：通过已有的极限知识,引

导学生发现求这个无穷级数就是求部分

和数列的极限。教师进一步引导,如果给

一个无穷级数求和,那我们又如何求解它

的和呢？老师引导出一个充要条件是无

穷级数的求和等价于部分和数列的极限。

这样就将教学中的难点,通过建立数学模

型,应用已有的知识与技能来解决数学模

型,这不仅开阔了学生的眼界,而且在教

学当中无形地加强了学生应用数学的意

识与通过数学建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学片段三第一章讲函数这节课,

可以举例子：在自然界中,某个现象中的

各个变量之间,不都是独立变化的,它们

之间存在着依赖关系,让我们观察下面

几个例子：(1)当同学们逛商场购买商品

时,某种商品的销售单价为 p 元,则其

销售额 L 与销售量 x 之间存在什么关

系？(2)在早餐时,当我们购买一块圆饼

时,圆饼的面积 s 与半径r 存在什么样的

关系？通过生活有趣的事实,建立数学模

型,抽象出二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关

系。这种关系是一种对应法则,根据这一

对应法则下,就是当一个变量(自变量)在

一个非空数集中任意取一个值,都会有唯

一确定的变量值(函数值)与之对应,这种

对应称为函数。本来“枯燥无味”的函数

定义在结合生活实例之后“焕然一新”。 

教学片段四讲授《函数的连续性》

这节课时,在开始展示几张照片,如河流

的流动、植物长成参天大树、教室内外

空气的流动、地表温度的连续变化。让

学生感受这些变量是连续变化着的,又

可叫学生在课堂上画函数的图象,要求

学生一笔画出来,在整个过程中不能抬

笔,那么这个函数是连续的。这时,学生

通过生活中常见的感知与动手,深刻地

体验到变量的连续变化着的,随后引入

函数的连续性的模型如： 

 

图  1 

 

图  2 

问题：对比图1与图2分析函数在 0x

处是否连续？ 

学生不难发现图1在 0x 处是连续,

在图2不是连续的。那么图1的函数在

0x 处是连续的,那怎么表达呢？引出

函数在 0x 处是连续的数学模型。 

即 

0lim
0

=Δ
→Δ

y
x 或 ( ) ( )0

0

lim xfxf
xx

=
→  

通过上述的教学内容片段的论述,

在应用型本科教学中,教师应结合学生

已有的知识与经验,多引入有趣的典故、

实验及现实生活中的案例,建立数学模

型,并通过已有的数学知识与技能来解

决数学模型,进而有效地突破课堂中的

教学难点。这不但提高了学生的数学素

养,而且将“枯燥乏味”的数学课堂“焕

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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