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德怀天下 博学求真知

敏于观察，勤于思考，善于综合，勇于创新。

论数学学科的育人功能的探究

—劳动中的数学

河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孙金娥

数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在很多领域都起着重要作用，

现在让我们一起利用数学知识，体会在劳动过程中数学的作

用于魅力。

首先领略数学建模的作用。用函数构建数学模型解决实

际问题时，首先要对实际问题中的变化过程进行分析，析出

其中的常量、变量及其相互关系；明确其运动变化的基本特

征，从而确定它的运动变化类型.然后根据分析结果，选择

适当的函数类型构建数学模型，将实际问题化归为数学问题；

再通过运算、推理，求解函数模型.最后利用函数模型的解

说明实际问题的变化规律，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在构建函

数模型时，经常会遇到没有现成数据可用的情况，这时就需

要先收集数据.举一个数学建模活动的实例：

1.观察实际情景，发现和提出问题。

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茶水的口感与茶叶类型和水的温

度有关.经验表明，某种绿茶用 85℃的水泡制，再等到茶水

温度降至 60℃时饮用，可以产生最佳口感.那么在 25℃室温

下，刚泡好的茶水大约需要放置多长时间才能达到最佳饮用

口感？

显然，如果能建立茶水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函数模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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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就能容易地解决这个问题.为此，需要收集一些茶水温度

随时间变化的数据，再利用这些数据建立适当的函数模型.

2.收集数据

我们可以利用秒表、温度计等工具（若用计算机、数据

采集器、温度传感器等信息技术更好），收集茶水温度随时

间变化的数据.

例如，某研究人员每隔 1min 测量一次茶水温度，得到表 1

的一组数据.

表 1

时间/min0 1 2 3 4 5

水温／℃85. 0079. 1974. 7571. 1968. 1965. 10

3.分析数据

茶水温度是时间的函数，但没有现成的函数模型.为此，

可以先画出散点图，利用图象直观分析这组数据的变化规律，

从而帮助我们选择函数类型.

设茶水温度从 85℃开始，经过 xmin 后的温度为 y℃.根据表

1，画散点图

观察散点图的分布状况，并考虑到茶水温度降至室温就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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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降的事实，可选择函数 y = kax + 25(k ∈ R, 0 < a < 1, x ≥

0)表来近似地刻画茶水温度随时间变化的规律.

4.建立模型

根据实际情况可知，当 x=0 时，y=85，可得 k=60.为了

求出温度的衰减比例 a，可从第 2min 的温度数据开始，计算

每分(y=25)的值与上一分(y-25)值的比值，列出表 2.

表 2

O 1 2 3 4 5

y-2560. 0054. 19 49. 75 46. 19 43. 19 40. 10

比值 0. 90320. 91810. 92840. 93510. 9285

计算各比值的平均值，得

� = 1
5
(0. 9032+0. 9181+0. 9284+0. 9351+0. 9285)=0.9227.

我们把这个平均值作为衰减比例，就得到一个函数模型

y = 60 × 0. 9227x + 25(x ≥ 0). ①

5.检验模型

将已知数据代入①式，或画出函数①的图象(图 2)，可

以发现，这个函数模型与实际数据基本吻合，这说明它能较

好地反映茶水温度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图 2

6.求解问题将 y=60 代人 y=60×0.9227x+25，得

60×0. 9227
x
+25=60 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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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og0.927
7
12

.

由信息技术得 x≈6. 6997.

所以，泡制一杯最佳口感茶水所需时间大约是 7min.

通过数学建模，解决了我们所关注的问题，让难以捉摸的事

情，变得直观、规律了。

生活中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需要我们使用数学知识来

更好的解决问题。例如用数学知识统筹安排，合理利用时间，

大家都听过“烧水泡茶”的故事：烧水泡茶根据它的先后顺

序，我们可以有以下几种方案：

办法甲:先做好准备工作，洗开水壶、茶壶、茶杯，拿

茶叶。一切就绪后，灌水，烧水，等水开了泡茶喝。

办法乙:洗净开水壶后，灌水，烧水。等水开了之后，

洗茶壶、茶杯，拿茶叶，泡茶喝。

办法丙:洗净开水壶后，灌水，烧水。利用等待水开的

时候，洗茶壶、茶杯，拿茶叶，等水开了泡茶喝。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从多方面来考虑的话没有正

确答案。但是从合理利用时间的角度来看，办法丙是更好的

做法，快速高效，合理利用时间，烧水泡茶这个故事是统筹

学的故事，告诉大家如何统筹安排时间。时间的统筹是一门

学问，不管是在生活中的还是工作中的，摸索摸索总能发现

一些小窍门和小乐趣。其实关于合理安排时间的问题，就是

数学中的最优化问题，它在生活、生产和科学研究中有广泛



修德怀天下 博学求真知

敏于观察，勤于思考，善于综合，勇于创新。

的用处。

中国古代工匠使用的榫卯结构中就有着很多奇妙的立

体几何知识。中国古建筑以木材、砖瓦为主要建筑材料，以

木构架结构为主要的结构方式，由立柱、横梁、顺檩等主要

构件建造而成，各个构件之间的结点以榫卯相吻合，构成富

有弹性的框架。 榫卯是在两个木构件上所采用的一种凹凸

结合的连接方式。凸出部分叫榫（或榫头）；凹进部分叫卯

（或榫眼、榫槽），榫和卯咬合，起到连接作用。这是中国

古代建筑、家具及其它木制器械的主要结构方式。榫卯结构

是榫和卯的结合，是木件之间多与少、高与低、长与短之间

的巧妙组合，可有效地限制木件向各个方向的扭动。最基本

的榫卯结构由两个构件组成，其中一个的榫头插入另一个的

卯眼中，使两个构件连接并固定。榫头伸入卯眼的部分被称

为榫舌，其余部分则称作榫肩。 榫卯是极为精巧的发明，

这种构件连接方式，使得中国传统的木结构成为超越了当代

建筑排架、框架或者刚架的特殊柔性结构体，不但可以承受

较大的荷载，而且允许产生一定的变形，在地震荷载下通过

变形抵消一定的地震能量，减小结构的地震响应。榫卯结构

应用于房屋建筑后，虽然每个构件都比较单薄，但是它整体

上却能承受巨大的压力。这种结构不在于个体的强大，而是

互相结合，互相支撑，这种结构成了后代建筑和中式家具的

基本模式。榫卯结构的发明离不开数学知识的支撑，复杂抽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4427464&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4427464&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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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数学知识也通过建筑大师们的手，以一种崭新的形象呈

现在人们眼前。

数学知识在运输方面的应用。比如常见的油罐车、气罐

车等，为什么会设计成椭球体，这里边就有数学的知识发挥

作用。在结构力学中，有一种现象叫做“应力集中”，即在

结构形状发生突然改变的地方，应力(也就是单位横截面积

上材料所受到的力)会显著增大。我们希望应力在材料中的

分布是尽量均匀的，这样才能用更少的材料达到更大的结构

强度。无论是方形还是三角形，在棱上都会形成应力集中，

而椭圆形的罐体不存在棱，可以有效减少应力集中。实际上，

不仅仅是油罐车，运输液体的罐体大都是椭圆型截面。因为，

椭圆型罐体可以有效降低及分散液体对罐壁的压力，同时利

于缩小壁厚，减轻材料重量；行车安全方面，可以保障运输

罐体在移动过程中的稳定性，长轴水平短轴竖直的椭圆截面，

具有更好的稳定性也利于提高车辆行驶过程中的平衡力，而

且一旦出现交通事故，椭圆截面相比圆形截面不容易滚动，

或者更容易让它停下来。另外，油罐内部是有横档隔板的，

防止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液体前后晃动影响车辆平衡。

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限的，数学知识的应用和价值也是

无限的，学习数学不仅有知识上的收获，更可以让我们欣赏

到不同行业的工匠们无穷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