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高中数学中的应用型问题

随着素质教育思想的不断深入，试题不断深化能力立意，突出考查能力与素质，应用能力做为能力

考查的一个侧面，势必显的重要起来。利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也是学习数学的核心目的。因而，本文

通过归纳、推敲将高中应用问题作了深入的提炼、总结，从而达到有条理地培养学生应用性能力的目的。

纵览高中应用性问题，主要以考察学生的数学知识，方法与能力为主，并考察学生应用数学的意识。

应用性问题是将基础，能力与应用这三方面相结合的产物，应用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重在引导中学数学

教学走向更加健全的道路。应用性问题还体现了数学的工具性，实用性。从而引导学习者更全面地认识数

学，学好数学。

高中试题中的应用题，主要围绕函数知识、方程与不等式知识、数列知识、以及排列组合、概率与概

率统计知识编拟试题，这些试题可分为三种：

一是教材中以出的应用题或改编题；

二是有实际背景，情境新颖的数学问题，如：金融，投资，彩票等；

三是与横向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等有联系的问题。

解数学应用题时：首先要认真审题，深刻理解问题的实际背景，理清蕴含在语义中的数学关系，把应

用问题数学化，标准化：然后利用所学数学知识解决它，这其中体现了把实际问题数学化的能力，也就是

所谓的数学建模能力，其解题的的过程可以用下框加以明示：

数学化 还原

标准化

解数学应用题的关键是要突破三关：

（1）阅读理解关：一般数学应用题的文字阅读量都比较大，要通过阅读审题，找出关键词、句理解其意

义；

（2）建模关：即建立实际问题的数学模型，将其转化为数学问题；

（3）数理关：运用恰当的数学方法去解决已建立的数学模型；

自高考强化了对应用能力的考查以来，应用题开始在高中愈加重要起来，这些试题背景贴近生活实际，

对学生阅读理解和数学建模能力具有较高的要求。其设置背景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开始出现以个人所

实际问题

建立数学模型解答数学问题

分析、联想、抽象、转化



得税问题，网络问题，足球比赛的胜负问题，概率问题，冷却塔容积问题等等，尤其是概率统计问题。这

些题开始成为近年来高考的“主角戏”。

为了能更好的理解和解决高中应用性问题，如概率统计，简单的线性规划的实际应用，分期付款问题

和导数在函数型应用问题中的应用。我们应当关注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当前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如税

收，环保，能源，国民生产总值等等来编拟的问题，这类试题既有时代气息，又有数学情景。

1. 函数、不等式应用性型问题

方法规律：解答这类问题，一般都是从建立函数表达式着手，将实际问题数学化，即文字语言向数学的

符号语言或图形语言转化，最终在其定义域内给出问题完整准确的解答。这类问题常见有两种：

一是最优化问题。建立函数模型，通过函数性质或不等式研究函数最值，以达到最优。通常涉及的背

景有利润最大、路径最短、时间最少、产量最高、用料最省等等；

二是变量控制问题。建立函数模型后，通过不等式达到限制范围的目的，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

例．某公司为帮助尚有 26.8 万元无息贷款没有偿还的残疾

人商店，借出 20 万元将该商店改建成经营状况良好的某种消费

品专卖店，并约定用该店经营的利润逐步偿还债务(所有债务均

不计利息)．

已知该种消费品的进价为每件 40 元；该店每月销售量 q（百

件）与销售价 p（元／件）之间的关系用右图中的一条折线（实

线）表示；职工每人每月工资为 600 元，该店应交付的其它费

用为每月 13200 元．

（Ⅰ）若当销售价 p为 52 元／件时，该店正好收支平衡，

求该店的职工人数；

（Ⅱ）若该店只安排 40 名职工，则该店最早可在几年后还清所有债务，此时每件消费品的价格定为

多少元？

分析： 本题题目的篇幅较长，所给条件零散杂乱，为此，不仅需要划分段落层次，弄清每一层次独

立的含义和相互间的关系，更需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由题目的问题找到关键词——“收支平衡”、“还

清所有债务”，不难想到，均与“利润”相关．

从阅读和以上分析，可以达成我们对题目的整体理解，明确这是一道函数型应用题．为此，首先应该

建立利润与职工人数、月销售量 q、单位商品的销售价 p之间的关系，然后，通过研究解析式，来对问题

作出解答．



由于销售量和各种支出均以月为单位计量，所以，先考虑月利润．

（Ⅰ）设该店的月利润为 S元，有职工 m名．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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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已知，当 52p  时， 0S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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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得 50m  ．即此时该店有 50 名职工．

（Ⅱ）若该店只安排 40 名职工，则月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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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40 58p  时，求得 55p  时，S 取最大值 7800 元．

当58 81p  时，求得 61p  时，S 取最大值 6900 元．

综上，当 55p  时，S 有最大值 7800 元．

设该店最早可在 n年后还清债务，依题意，有

12 7800 268000 200000 0n    ．

解得 5n  ．

所以，该店最早可在 5年后还清债务，此时消费品的单价定为 55 元．

点评： 解决实际问题关键在于建立数学模型和目标函数。把“问题情景”译为数学语言，找出问

题的主要关系，并把问题的主要关系近似化、形式化，抽象成数学问题，在化归为常见问题，选择合适

的数学方法求解。本体难点是如何把实际问题中涉及的几个变量转化成函数关系式。

2. 数列应用型问题

方法规律：此类应用题经常涉及与增长率有关的实际问题，需要运用等差数列、等比数列知识和递推

方法，有时还需根据条件建立方程和不等式才能解决。



例． 某地现有耕地 10000 公顷，规划 10 年后粮食单产比现有增加 22％，人均粮食产量比现在提高

10％，如果人口年增长率为 1％，那么耕地每年至多只能减少多少公顷（精确到 1公顷）？

（粮食单产＝
总产量

耕地面积
； 人均粮食产量＝

总产量

总人口数
）

分析：此题以关系国计民生的耕地、人口、粮食为背景，给出两组数据，要求考生从两条线索抽象数

列模型，然后进行比较与决策.

解：1.读题：问题涉及耕地面积、粮食单产、人均粮食占有量、总人口数及三个百分率，其中人均粮

食占有量 P＝
粮食单产×耕地面积

总人口数
， 主要关系是： P

实际
≥P

规划
.

2.建模：设耕地面积平均每年至多减少 x公顷，现在粮食单产为 a吨／公顷，现在人口数为 m，则现在

占有量为
a
m

×104

，10 年后粮食单产为 a(1＋0.22)，人口数为 m(1＋0.01)
10
，耕地面积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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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价：答案 x≤4 公顷符合控制耕地减少的国情，又验算无误，故可作答.

另解：1.读题：粮食总产量＝单产×耕地面积； 粮食总占有量＝人均占有量×总人口数；

而主要关系是：粮食总产量≥粮食总占有量

2.建模：设耕地面积平均每年至多减少 x 公顷，现在粮食单产为 a 吨／公顷，现在人口数为 m，则现在

占有量为
a
m

×104

，10 年后粮食单产为 a(1＋0.22)，人口数为 m(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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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0
3
－995.9≈4（公顷）

4.评价：答案 x≤4 公顷符合控制耕地减少的国情，又验算无误，故可作答.

点评：本题主要是抓住各量之间的关系，注重 3 个百分率.其中耕地面积为等差数列，总人口数为等

比数列模型，问题用不等式模型求解.本题两种解法，虽都是建立不等式模型，但建立时所用的意义不同，

这要求灵活掌握，还要求对指数函数、不等式、增长率、二项式定理应用于近似计算等知识熟练.此种解

法可以解决有关统筹安排、最佳决策、最优化等问题.此种题型属于不等式模型，也可以把它作为数列模

型，相比之下，主要求解过程是建立不等式模型后解出不等式.

在解答应用问题时，我们强调“评价”这一步不可少！它是解题者的自我调节，比如本题求解过程中

若令 1.01
10
≈1，算得结果为 x≤98 公顷，自然会问：耕地减少这么多，符合国家保持耕地的政策吗？于

是进行调控，检查发现是错在 1.01
10
的近似计算上.

3. 三角函数应用型问题

方法规律：与三角形有关的应用题，一般涉及解三角形问题，或是涉及物理学科重的物理量，如摆动、

振动、电流、电流强度等，对于解三角形问题，经常要用到正弦定理和余弦定理，而与物理量有关的问题，

往往要转化为三角函数性质，三角函数最值，三角函数的恒等变形等。

例．一位救生员站在边长为 100 米的正方形游泳池 ABCD 的 A 处（如图），发现 C 处有一位溺水者．他

跑到 E 处后，马上跳水沿直线 EC 游到 C 处，已知救生员跑步的 速 度

为米 v／分，游泳的速度为
2
v
米／分．

试问，救生员选择在何处入水才能最快到达 C处，所用的最短时 间 是

多少？

分析：理解本题并不难：应该建立时间 t（分）关于某个变 量 的

函数关系式，然后，通过求最值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难 点 在 于 变 量 的 选 择 ， 当 然 ， 我 们 可 以 选 择 以 AE 的 长 度 x （ 米 ） 作 为 变 量 ， 但 此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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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最值较为困难．

注意到：AE 和 EC 的长度，可以方便的用角表示，不必用到根号，所以我们可以尝试以 CEB 作为变

量．

设 CEB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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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即，救生员应该在 AB 边上距 B

100 3
3

米处入

水，才能最快到达 C 处，所用的最短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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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点评： （1）恰当选择变量，有助于简化数学过程；

（2）本题中，若以 AE x 为自变量，也可通过三角代换（或移项、平方、判别式等）来求得最值．

4.立体几何应用型问题

方法规律：解答立体几何应用题，先要在阅读背景材料理解材料的基础上，把所给的实际问题抽象成

数学问题，利用所学的数学知识建立适当的立体模型，再对立体模型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得出数学结论，

最后把所的结论运用到实际问题中去。

例 ：如图，正方体 ABCD—A1B1C1D1 的棱长为 1，P、Q分别是线段 AD1和 BD上的点，且 D1P∶PA=DQ∶

QB=5∶12.

(1) 求证 PQ∥平面 CDD1C1；

(2) 求证 PQ⊥AD；

(3) 求线段 PQ 的长.

解:

（1）在平面 AD1内，作 PP1∥AD 与 DD1交于点 P1，在平面 AC 内，作

QQ1∥BC 交 CD 于点 Q1，连结 P1Q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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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1
//QQ1 .



由四边形 PQQ1P1为平行四边形, 知 PQ∥P1Q1

而 P1Q1平面 CDD1C1， 所以 PQ∥平面 CDD1C1

（2）AD⊥平面 D1DCC1， ∴AD⊥P1Q1，

又∵PQ∥P1Q1， ∴AD⊥PQ.

（3）由（1）知 P1Q1
// 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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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本题的深化,如果: P, Q分别是BD, 1AD 上的动点,试求 PQ 的最小值, 你能够应用函数方法计算吗?

点评：立体几何是有效训练空间想象能力的数学工具和模型。通过对平面图形进行立体化抽象，再利

用所学知识，从而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

5. 线性规划应用型问题

方法规律： 解答线性规划应用题，首先要正确理解题意，恰当的进行数学化设计，合理的给出决策变

量，找出所有的约束条件，建立显性目标函数和用数形结合的思想，在线性约束条件下，寻找决策变量，

使线性目标函数达到最大值或最小值。

例. 有小组在假期中走访了西青区花卉种植人李大民，并向他了解了相关数据，目的是为了帮助他获取

最大利润。调查结果如下：鲜花店向李大民预定两种花卉——百合、玫瑰。其中每株收购价百合为4元,玫

瑰为3元,鲜花店需要百合在1100～1400株之间,玫瑰在800～1200株之间,李大民只有资金5000元, 要去购

买良种花苗, 在自家90
2m 的温室中培育,每株苗价百合为2.5元,玫瑰为2元,由于百合与玫瑰生长所需采

光条件的不同,百合每株大约占地0.05
2m ，玫瑰每株大约占地0.03

2m ，应如何配置才能使李大民获利最

大?

解：数学建模：设种百合x 株,玫瑰y 株,则

2. 5 x + 2 y ≤5000

0. 05 x + 0. 03 y ≤90

1100 ≤ x ≤1400

800 ≤ y ≤1200

目标函数(即获利)z = (4 - 2. 5) x + (3 - 2) y = 1. 5 x + y.



通过作图可知,当直线l 过M点时,即x = 1200 , y = 1000时, z取得最大值Zmax= 1. 5 ×1200 + 1000

= 2800 (元) 。所以,种百合1200株,玫瑰1000株时,李大民获利最大。

讨论验证：在不考虑种植物所用劳力差异和其他经济投入的情况下,与实际完全符合(已回访了李大民) 。

点评：种植经济作物是农民致富的有效途径,但根据市场需求和个人资源情况,合理安排是非常关键的

问题，该组同学从实际出发,为花卉养植户李大民研究规划了一条有效的致富方案。

6. 排列、组合、概率型应用型问题

方法规律：排列组合应用题常以选择填空出现，但概率统计问题一般出现在解答题中，从教材改革和今

后的发展趋势来看，概率题势必会加大力度，内容会涉及到古典概率、互斥事件有一个发生的概率、相互

独立时间同时发生的概率、统计方法、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期望与方差等等。主要题型有：

（1） 排列问题与组合问题相结合：这类问题一般是先选后排，另外要注意相邻问题的“捆绑法”与不

相邻问题的“插空法”；先特殊后一般的解题思路是值得注意的。

（2）概率问题：弄清事件的关系是互斥还是相互独立，是解决问题的关键；N 次独立重复实验是重要内

容之一。另外特殊的概率分布如二项分布、几何分布要熟练掌握。

（3）风险决策问题：这类题目往往研究随机变量的期望与方差。

例： 由射手对飞机进行 4 次独立射击，每次射击命中的概率为 0.3，一次命中飞机被击落的概率为 0.6，

至少两次命中时飞机必被击落，求飞机被击落的概率.

分析: 由于飞机是否被击落是与飞机被命中几次由关联的，因此，这个问题首先是一个利用全概率公

式计算概率的问题，而飞机被命中几次又是一个贝努里概型的问题，故本题是一个全概率公式与贝努里公

式地综合应用题.

解: 设 A={飞机被击落}；

iB  {飞机被命中 i 次}， 0,1,2,3,4i 

显然， iB 的概率可由 4 重贝努里概型问题来计算，即

    4
4 0.3 0.7 , 0,1,2,3,4.ii i

iP B C i 

又由题设知

     
 

0 1 1| 1, | 1 | 1 0.6 0.4,

              | 0, 2,3, 4.i

P A B P A B P A B

P A B i

     

 

因此由全概率公式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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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1 0.95.P A P A  

点评：

（1） 要分清楚对立事件和相互独立事件的关系，独立事件和互斥事件的区别；

（2） 在教学中必须强调随机变量的概念，分布列的定义和求法，熟练常用的分布列：0 1 分布列，二

项分布，数学期望和方差的计算等。

高中应用性问题是对今后大型的数学建模的引导。能够有条理，针对性的对各基础问题做到深刻的理

解，是解决应用性问题的关键，应用性问题的引入使数学更加贴近生活，贴切实际，使数学思想得以广泛

的应用。使高度抽象的理论具体化。高中应用性问题囊括了高中的各大数学思想，如函数方程的思想，划

归的思想，数形结合的思想，分类讨论的思想等等。因而应用性问题是有效掌握知识的载体。很好的解决

应用性问题，能够培养学生的严谨思维能力和数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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