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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等师范院校担负着培养新世纪中小学数学教师的职责，这些教师应能在新课程实施中发挥积极
作用，具有改革与创新精神。
当前，在校的师范生正在不断地提高自我职业素质，包括数学素质、数学教学素质，力求赶上时代的
发展，满足国家对数学教师的职业发展的需求。
　　2001年《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发表，2003年《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
发表，上述课程标准分别提出了义务教育和高中数学的新理念、新内容和新要求。
当前，新课程正在各省、市、自治区逐步展开试验，未来的教师将要面临严峻的挑战。
　　1。
适应高师数学专业课程建设的需要　　新课程的实施标志着新一轮数学课程改革的开始，为了培养适
合新课程要求的数学教师，高等师范数学教育也要实行相应的改革。
　　（1）新课程提出了新理念。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指出，要突出义务教育阶段的基础性、普及性和发展性。
注意高中数学的基础性与选择性，从面向升学考试转变为面向全体学生，注意不同学生的不同需要，
从单纯传授知识到关注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健康发展，关注学生数学能力的提高。
　　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指出，数学学习、数学教学及其评价模式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数学学习由单纯的记忆、模仿和演练，转变为自主探索、合作交流与实践创新；数学教学由单纯的传
递知识，转变为组织、引导学生学习，教师也要与学生共同学习；数学学习的评价由单纯评价学习的
结果，转变为注重学生学习过程的变化和发展，真正体现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
　　为了适应实施新课程的需要，师范生必须学习课程的新理念，学习数学教学的新理论，因此师范
院校数学教学论课程也需要作相应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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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紧扣数学新课标和当前学生的解题实际，内容包括绪论、数学问题解决的基本策略、数学解题理
论概述、数学问题解决的一般方法、数学解题能力的培养、高中新课程新增内容解题研究。
书中理论与实践并重，各章含有例题和习题，先练后讲、边讲边练、及时反思、总结规律，以提高学
生解题的意识、能力和修养。
    本书可作为高等师范院校数学教育专业大学生的教材使用，也可作为中学教师培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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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提出以下要求：　　（1）在数学建模中，问题是关键。
数学建模的问题应是多样的，应来自于学生的日常生活、现实世界、其他学科等多方面。
同时，在高中数学教学中解决问题所涉及的知识、思想、方法应与高中数学课程内容有联系。
　　（2）通过数学建模，学生将了解和经历上述框图所表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全过程，体验数学与
日常生活及其他学科的联系，感受数学的实用价值，增强应用意识，提高实践能力。
　　（3）每一个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发现并提出问题，对同样的问题，可以发挥自己的特
长和个性，从不同的角度、层次探索解决的方法，从而获得综合运用知识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
，发展创新意识。
　　（4）学生在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应学会通过查询资料等手段获取信息。
　　（5）学生在数学建模中应采取各种合作方式解决问题，养成与人交流的习惯，并获得良好的情
感体验。
　　（6）高中阶段至少应为学生安排1次数学建模活动。
还应将课内与课外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数学建模活动与综合实践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图3—2我们看出建立数学模型有几个阶段，但是不同的建模问题可能经过的阶段不同，一般来
说，下面的过程可能是必要的：　　首先，用数学语言表述实际问题。
数学模型实际上是建立在数学与应用问题之间的桥梁，要建立数学模型首先是要设法用数学的语言表
述实际问题；　　其次，进行必要而合理的假设简化。
实际问题远不像纯粹数学问题那样理想化，往往涉及各种复杂因素，另外，要用现有数学工具解决的
问题又要使其相对简单而不失去原有问题的本质，这就需要一些必要的合理简化，并作出一些适当的
假定；　　再者，灵活运用数学方法。
数学建模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并不拘泥于用哪一种数学工具，在建模中提倡百花齐放，开阔思
路。
对于同一问题，常常有多种建模方法，很难分辨优劣。
另外，尽可能用简明、巧妙的方法完成建模，使之不仅有很好的应用价值，亦有很好的推广价值和理
论价值；　　再次，注意模型的解释和检验。
数学模型往往只是对现实对象的某种近似，模型是否成功，是否能反映所研究的实际问题，需要通过
对模型的解释检验才能发现其合理性，才能达到应用的目的。
对模型的解释还有助于加深对模型中各参数及其作用的理解，从而通过它们对问题作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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