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在问题情境中体验提
出、简化的过程

完整的数学建模一般由分析问题、简化
问题与假设模型、建立模型、求解模型、检验
模型、分析模型与评价结果等六个环节构
成。有些环节可以在课内完成，而有些环节
适合在课外操作。由于受“一节课”的限制，
教学的重点应该放在问题提出与简化环节，
即如何引导学生从复杂的现实情境中厘清
问题实质，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如何在排除
外部干扰因素同时把关键要素进行“理想
化”处理，从而使建模的难度不超过学生的
实际水平。

“停车距离”是导致交通追尾事故的主
要因素，问题情境可以直接取材相关的新闻
报道：“国庆期间全省高速公路网共发生突
发事件 262 起，造成道路拥堵 48 次，平均单
次拥堵时间 1.78 小时，造成短时局部拥堵。
交通事故中追尾事故 107 起，冲撞护栏等单
方事故 45 起，两者占到事故总数的 88%。”
（“西部网”《国庆假期陕西高速公路网发生
交通事故173起，雨天追尾事故多发》2019
年10月8日）

根据新闻中“车流量”“拥堵”“追尾”“事
故”等关键词，可以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车
流量”的统计、交通“拥堵”的解决、“追尾”事
故的分析等。为了使研究问题指向“停车距
离”，教师要引导学生对现实情境进行梳理。

问题1-1 根据新闻中的信息你能提出
哪些问题？

问题1-2 导致车辆追尾的因素有哪些？
问题1-3 如何避免这么多车辆追尾？
问题 1-1 激发研究兴趣，让学生“敢

讲”；问题 1-2 缩小研究范围，让学生“敢
想”；问题1-3聚焦研究主题，让学生学会

“分析”：避免多车追尾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保
持“适当”的车距，从而使“停车距离问题”得
以凸显。

影响“停车距离”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车
速、车重、天气、轮胎、路况、驾驶员反应速
度、刹车力度等。这些因素如果全部考虑进
去的话，数学建模对学生而言就变成“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在此，教师有必要作引导：

问题2-1 影响“停车距离”最直接因素
是什么？

问题2-2 对某辆车、某个驾驶员来说，
影响“停车距离”的因素是什么？

问题2-3 计算“停车距离”需要涉及哪
些变量？

显然，“路况”不是直接因素，可以排除。
车速与驾驶员的反应速度起到决定性作用，
因此，“停车距离”可以看成“反应距离d1”与

“制动距离（刹车距离）d2”累加。

2 在知识运用中体验融
合、贯通的过程

尽管数学建模发展的是学生数学应用
的能力，但建模恰恰是各学科知识相互交
融，各显神通的过程。例如，“制动距离”模型
的初步获得就需要用到能量守恒定律与牛
顿第二定律。

设制动距离为 d2，v 为车速，F 为汽车刹
车受力，则汽车刹车时所做的功为 Fd2，由能
量守恒定律得Fd2= mv2，其中m为车重，于
是有 d2= 。由牛顿第二定律得 F=ma，

其中a为汽车加速度，则d2= 。

建模中一般还需要运用计算机进行数
据处理、过程模拟、分析求解。比如，在实际
应用中，“制动距离”关注的是在“一定的速
度”下的平均值。因此，“制动距离”中“加速
度a”可以用一般的参数来替换，则，而可以
利用统计的思想借助计算机运算加以估计。

3 在团队协作中体验分
工、决策的过程

在数学建模教学中，教师的帮助与指导
虽说必不可少，但干预过多会剥夺学生对建
模活动的投入感和成就感，建模就容易失去
其独立创造性的基本特征。但建模的很多环
节靠学生的“单打独斗”又无法完成，学生间
的团队协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小组合
作学习应该成为数学建模课堂教学的“主旋
律”。

合理的分工不仅可以加快建模进程，而
且可以让学生充分发挥所长，凸显自我价
值。不仅如此，模型的优与劣,最根本的是在
于是否采用恰当的方法,合理地描述了实际
问题,而不是取决于是否用到了高深的数学
知识。因此，建模中还伴随着科学的决策，例
如，如果不对“停车距离”中的干扰因素作决
策性甄别，建模就会变得举步维艰。

从深层次上讲，数学建模的成败并非由
学生的知识水平与能力决定，而是取决于学
生学习方式的转型，即能否从知识的被动接
受者成为拥有独立思想的研究者。因此，数
学建模要真正的“进入课堂”还需要很长的
路要走，而为学生提供充分的体验过程是数
学建模迈向课堂的关键一步。m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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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宁波市举行了以“指向高中数学建模的教学设计与教学转型”为主题的数学课堂教学评比活动，上
课内容为2017版新课标P116页中的“停车距离问题”。

“数学建模课如何上，数学建模应该达成怎样的目标？”是困扰上课教师的两大问题。一方面，教师受教
育功利化因素的影响，对建模素养的认识缺乏前瞻性，建模教学开展意愿不强；另一方面，学生缺乏独立发
现问题的能力，建模知识储备不足，建模效率低下。这些现实因素决定了现阶段数学建模教学目标不是为了

“获得相对完美的数学模型”，而是让学生深度体验较为完整的数学建模过程，在深度体验中发展数学建模
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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