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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列的极限是《高等数学》课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是在复习巩固函数的基础上，对极限的概念的第一次接触，也是

微积分学的开端，并为后面学习函数极限及其应用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本次教学设计从学情分析、教学目标、课程教学设计、课

堂教学设计四个方面进行阐述，采用创新性讲法，不仅便于理解、

容易掌握，更加强了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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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列的极限是《高等数学》课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在复

习巩固函数的基础上，对极限的概念的第一次接触，也是微积分

学的开端，并为后面学习函数极限及其应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对本节课的学习，不仅增强了学生对数列极限的理解，同时

也加强了学生对现实生活中客观现象的认知能力。本次教学设计

采用创新性讲法，不仅便于理解、容易掌握，更加强了学生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学情分析

教学起点：在理论层面上学生已经理解了数列、集合的基本

概念，掌握了数列的相关运算，具备了学习极限的基本知识；在

实践层面上，能够运用软件绘制图形并观察函数性态。

教学矛盾：极限的概念抽象度高与学生抽象思维能力弱相互

矛盾，教学过程中需要化抽象为直观，引导学生克服困难，理解

极限思想的本质。

二、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能够说出数列极限的描述性定义；利用观察法求出数列的极限。

（二）能力目标

学会从具体到抽象、特殊到一般的思维方法，提高类比归纳、

联系与转化的思维能力。

（三）情感目标

体会数学的理性与严谨，并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导学

习和研究。

三、课程教学设计

采用“三段式”导学设计理念。

课前，学生一方面借助衔接知识梳理检测前期学习效果，弥

补学习短板，统一学习起点；另一方面，借助新知识探索以及线

上数字阅读材料完成对课内知识的预先学习。

课中，以提出问题为切入点，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通过龟

兔赛跑案例分析，拉近与学生的心理距离，同时设疑引发学生主

动思考和探索解决悖论问题。以分析问题为中心，提高学生的认

知水平；借助数形结合、以史激趣、问题探究引导学生深入挖掘

极限思想，理解数列极限概念的本质。以解决问题为关键点，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突出学以致用，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提升

教学效果。

课后，学生完成学案总结与升华部分，检测学习效果；查阅

资料，完成实践作业，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汇报；利用线上线下资

源进行拓展。

通过对本节课的学习，不仅使学生理解了数列极限的概念，

同时培养学生应用极限概念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课堂教学设计

深入挖掘教材，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通过对“为什么学？

学什么？有什么用？”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来展开教学活动。

（一）为什么学？

首先从数学发展史入手，引出数列极限问题，突出学习微积

分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么做的目的不仅考虑了数学的连贯性，

并且在发挥素质教育功能的基础上，贯彻职业技术士官教改中的

“为专业服务，注重应用和实践”的思想，同时回答了我们本节

课“为什么要学习这个课题”。这么设计符合学生从感性到理性，

从具体到抽象的认知规律。

（二）学什么？

重点围绕数列极限概念的产生和应用这两个方面来展开教学。

针对士官学生抽象思维较弱的实际特点，加强对概念的直观表述，

利用已有知识对概念的产生、条件、实质进行分析。结合实例，

启发学生提炼出了数列极限的概念，以及观察法求极限，这部分

体现了本节课学的是什么。

（三）有什么用？

数学来源于实际，又服务于实际。在数学教学中，只有联系

了实际生活，才能体现出学习数学的价值，并且能激发学生对学

习数学的兴趣。这里增加了芝诺悖论，使学生理解数列极限的实质，

圆满地解决了实际问题，回答了学习本节课内容有什么用，并进

一步将极限的思想与现实生活联系到一起，体现了数学源于生活

和为生活服务的思想。

课程设计采取“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归纳总结，解决问题，

概念深化”五步讲解法。

提出问题阶段：通过问题导入，一方面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另一方面巧妙地提出问题，使学生感受到数学的魅力。

分析问题阶段：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同时穿插相应的极限史

知识，使学生感受到“从有限到无限”的辩证过程。

归纳总结阶段：借助具体实例，由具体到抽象、由特殊到一般，

归纳总结出数列极限的定义，使学生理解极限的思想。

解决问题阶段：完成探究，解决课中疑问，充分发掘学生的

探索发现能力，并使学生学会利用观察法去解决简单的数列极限。

概念深化阶段：培养学生应用已有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深化理解极限的概念，使抽象的数学概念回到更广泛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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