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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函数作为现代数学中最基本的概念，贯穿在高中数学教

学之中的同时，也与客观世界紧密联系。对于函数模型来说，

它具有一定的工具性、抽象性、针对性，在学生的解题过程

中，及时巧妙地运用函数模型，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高考题中，从现实世界出发进行命题的题目越来越多，

旨在培养学生能够用数学的眼光观察世界，用数学思维思考

世界，用数学语言表达世界 [1]。应用函数模型以及相关数学

知识解决高考应用题，有助于培养学生将数学与实际生活相

联系的能力，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2 函数模型概述
函数刻画了客观世界变量的对应关系和规律，可以解决

现实中的许多问题。

函数模型一般是将 y 表达成 x 的函数，形如 ( )y f x= 。 
在高考题中常见的函数模型主要有一下几种：形如

( )0y ax b a= + ≠ 的一次函数模型，具体应用在两个变量

之间是正比例关系的题目中，如求行程的题目；形如

2 0y ax bx c( a )= + + ≠ 的二次函数模型，主要应用于求最值的

题型中；在求利率等应用题中多建立形如 xy ba k= + （ a 、 

b 、 k 为常数， 0a > 且 1a ≠ ）的指数函数模型；形如
x

ay mlog n= + （ m 、 n 、 a 为常数， 0m ≠ ， 0a > 且 1a ≠ ）

的对数函数模型，通常应用于航天问题；分段函数模型常用

于解最优解问题 [2]。不同的函数模型可以解决不同的现实问

题，根据题目情境、条件及隐藏信息建立模型求解 [1]。

利用函数模型在解决高考应用题中，我们通常分为以下

几步：

①分析问题：首先分析题目，从现实的背景中抽象出数

学条件以及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用数学语言简化分析。

②建立模型：根据分析的数学条件、数量关系等，建立

适合的函数模型。

③求解模型：根据数学知识及所建立函数模型的性质和

图像，进行求解。

④检验结果：将所得的解带回实际问题中，判断是否符

合逻辑或是否能够很好解决实际问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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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函数模型解题例析
下面举例谈谈函数模型在高考题中的应用。

示例 1（2020 年江苏）：某地准备在山谷中建一座桥梁，

桥址位置的竖直截面图如图 1 所示：谷底 O 在水平线 MN 上，

桥 AB 与 MN 平行，OO' 为铅垂线 (O' 在 AB 上 ). 经测量，

左侧曲线 AO 上任一点 D 到 MN 的距离 1h ( 米 ) 与 D 到 OO′

的距离 a( 米 ) 之间满足关系式 2
1

1
40

h a= ；右侧曲线 BO 上

任一点 F 到 MN 的距离 2h ( 米 ) 与 F 到 OO' 的距离 b( 米 )

之间满足关系式 3
2

1 6
800

h b b= − + . 已知点 B 到 OO' 的距离为

40 米。

图 1

（Ⅰ）求桥 AB 的长度；

（Ⅱ）计划在谷底两侧建造平行于 OO' 的桥墩 CD 和

EF ，且 CE 为 80 米，其中 C,E 在 AB 上（不包括端点）。

桥墩 EF 每米造价 k( 万元）、桥墩 CD 每米造价
3
2

k（万元）。

问 O E′ 为多少米时，桥墩 CD 与 EF 的总造价最低？

利用函数模型思想解题时的思路为以下步骤：

①分析问题：由题干得 AB / / MN 、 AO 曲线和 BO 曲

线上的点的函数关系式以及 40O B′ = 。第（Ⅰ）问，由图

可以得到 AB AO O B′ ′= + , O B′ 已知，则只需求出 AO′，过

A 点做垂线交 MN 于点 A′，过 B 点做垂线交 MN 于点 B′，
可以知道 AA BB′ ′= ，又 A 和 B 都分别在 AO 、 BO 曲线上，
关系式已知，考虑通过高度相同列方程求解。第（Ⅱ）

问，总造价 =EF 造价 +CD 造价 = ，不妨设

O E x′ = ， O E′ 可以看作曲线上的点 F 到 OO′ 的距离，则

EF 与 O E′ 满足 , CO′ 可以看作曲线

上的点 D 到 OO′的距离， CO CE O E′ ′= − ，则 CD 与 O E′ 满足

21 (80 )
40

CD OO x′= − − ，那么总造价便随着 x 的变化而变化，

从而考虑建立函数模型解题。
②建模型：第（Ⅰ）问根据 A,B 高度一致列方程求得

120AB = ，这里便不再赘述。

第（ Ⅱ ） 问， 设 O E x′ = ， 总 造 价 为 f(x)， 则
80CO CE O E x′ ′= − = − ，又因为 0 40x O B′< < = 且 0 80 80x AB O B′< − < − = 

0 80 80x AB O B′< − < − = ，则 0 40x< < 。 31( 6 )
800

EF h x x= − − + ， 21 (80 )
40

CD OO x′= − − 

21 (80 )
40

CD OO x′= − − ，由此建立函数模型：

3 2 3 23 1 3 1 1 3( ) 160 ( 6 ) 160 (80 ) ( 160)
2 800 2 40 800 80

f x k EF k CD k x x k x k x x   = ⋅ + ⋅ = − − + + − − = − +      

③求解模型：求最值，通常利用导数的知识求解，因此

对 ( )f x 求导有 23 3 3 20
800 40 800

kf ( x ) k( x x ) x( x )′ = − = − ，当

0f ( x )′ = 时， 20x = 或 0x = （舍去）。

当 0 20x< < 时， 0f ( x )′ < ， ( )f x 单调递减；

当 20 40x< < 时， 0f ( x )′ > ， ( )f x 单调递增。

则当 20x = 时， f ( x ) 取最小值，造价最低。

④检验结果：此函数模型解决了问题并且结果符合现实

逻辑背景 [2]。

示例 2（2018 年上海）某群体的人均通勤时间，是指单

日内该群体中成员从居住地到工作地的平均用时，某地上

班族 S 中的成员仅以自驾或公交方式通勤，分析显示：当 S

中 x% 0 100( x )< < 的成员自驾时，自驾群体的人均通勤时间

为
30 0 30

18002 90 30 100

, x ,
f ( x )

x , x
x

< ≤
= 

+ − < <
（单位：分钟），而公交

群体的人通勤时间不受 x 影响，恒为 40 分钟，试根据上述
分析结果回答下列问题：

（Ⅰ）当 x 在什么范围内时，公交群体的人均通勤时间

少于自驾群体的人均通勤时间？

（Ⅱ）求该地上班族 S 的人均通勤时间 g（x）的表达式；

讨论 g（x）的单调性，并说明其实际意义。

利用函数模型思想解题时的思路为以下步骤：

①分析问题：从题干出发从“上班族 S 中的成员仅以自驾

或公交方式通勤”得到信息，即群体通勤方式 = 自驾通勤 +

公交通勤，其次理解 x 为自驾通勤群体在上班族 S 中的占比，

且自驾群体的人均通勤时间随 x 的改变而改变，即题中的分

段函数 f（x），公交人均通勤时间恒为 40 分钟。分析第（Ⅰ）

问，公交群体的人均通勤时间少于自驾群体的人均通勤时间

转化为数学语言即 40 ＜ f （x）时，求解 x 范围；第（Ⅱ）问，

求人均通勤时间 g（x），由基本的平均数的概念以及题干得：

总人数

公交车人均通勤时间公交车通勤人数自驾人均通勤时间自驾通勤人数

总人数

群体通勤时间之和
人均通勤时间

×+×
=

=)(xg

从自驾人均通勤时间函数 f（x）为分段函数考虑构建g（x）

为分段函数模型。

②建立模型：第（Ⅰ）问利用一元二次不等式求解即可，

这里便不再赘述；

主要针对第（Ⅱ）问构建函数模型：设上班总人数为 n，

则自驾通勤人数为 %xn ⋅ ，公交通勤人数 n(1-x%)。

当 0 30x< ≤ ，
30 (1 ) 40( ) 40

10
n x% n x% xg x

n
⋅ ⋅ + ⋅ − ⋅

= = − ，

当 30 100x< < ，

2
1800(2 90) (1 ) 40 13( ) 58

50 10

n x% x n x% xxg x x
n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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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2

40 (0 30)
10( )
13 58 (30 100)

50 10

x , x
g x

x x , x

 − < ≤= 
 − + < <

③求解模型：讨论 g（x）的单调性：当 0 30x< ≤ 时，利

用所学过的一次函数 0y ax b( a )= + ≠ 当 0<a 时函数单调递

减的知识可以求解出 g（x）单调递减；当 0 30x< ≤ 时，二

次函数开口向上，其对称轴
65 32 5 0

2 2
bx .
a

= − = = > ，可以知

道 30 32 5x .< < ，g（x）单调递减； 32 5 100. x< < ，g（x）单
调递增。其现实意义为当 32.5% 上班族选择自驾时，通勤
时间最少，可以节约时间。

④检验结果：在实际背景中，自驾人群占一定比例时，

可以很好地利用交通，但当自驾人群超过一定数量的时候，

也容易造成交通拥挤，反而增加了通勤时间，所以结果是符

合现实逻辑的 [3]。

4 结语
不难发现此类题目的一大特点就是数学条件隐藏在现实

背景以及冗长的文字中，因此学生需要耐心，从略读到详读，

从题目中去整理和提取所需要的内容。读题时需要格外注意

的是量与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往往就是构建函数模型的

突破口。构建好函数模型后，再根据已经掌握的数学知识去

进行求解。

函数模型解高考题的本质其实是数学建模思想在高考题

中的一种应用，在时代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数学建模作为

连接现实世界与数学世界的桥梁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学校

以及数学教学团队都需要有意识有目的培养学生的数学建

模思想和能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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