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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极限思想的研究背景

不论是在中小学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中，数学思想方法一

直都是教育工作者所关注的重点话题.在《全日制普通高级

中学数学教学大纲》中，对教学目标有明确规定：“在高中

数学教学阶段要在义务教育的基础上，使学生学好代数、几

何、概率统计以及微积分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同时还要

掌握其中蕴含的数学思想方法，为以后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和进一步学习做准备”[1]。作为近现代数学中的重要数

学思想，极限思想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在中小学数学教

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对于极限思想，早在我们学习

自然数时就已经接触到了，在到之后初中学习的数轴，有理

数，无理数之中都渗透着极限的思想.例如我们在学习有理

数和无理数时，了解到每两个数之间有无穷个数；在学习圆

的时候了解到运用割圆法求圆 的面积公式等等。

1.2极限思想的研究意义

极限思想一直贯穿在数学学科之中，在 数学研究中非常

重要.极限思想是运用极限的概念让我们从有限到无限，从

对常量的研究转换成对变量的研究，从近似认识精确的过

程中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数学思想方法，本质上是特殊

执法的延伸与拓展[2]。运用极限思想解决问题时，首先要确

定一个与我们要研究的未知量有关的变量，然后在一个无

限的过程中检查由这个变量产生的最终结果是所需的未知

量，最后将极限应用于相应的计算来得到这个结果，从而

解决我们要研究的未知量的问题。

2　极限的概念与极限思想

极限是近代数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从广义上来讲，极

限就是不断靠近却不能达到的一种状态.而在数学中，极限

是指某个变量无限趋近于某一个固定的数值，它是对某种

变化状态的描述.极限理论在微积分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数

学分析的理论基础，在近现代数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本文

所探讨的极限思想的运用与极限的概念息息相关.极限主要

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数列极限，另一类是函数极限，在大

学《数学分析》教材中，分别对数列极限和函数极限给出

了严格的定义。

对数列极限的定义如下：

定义1 对于数列{ }na ，存在常数a ，对任意给的

0ε > ，总存在正整数 N ，使得当 n N> 时，满足不等

式 na a ε− < ，则称常数 a 是数列{ }na 的极限，记作

lim nn
a a

→∞
= 。

关于函数极限有两种定义，一种是对 x 趋近于∞时

函数极限的定义，一种是对 x 趋近于 0x 时函数极限的定

义.对两种函数极限的定义如下：

定义2 对于在区间[ ),a +∞ 上有意义的函数 ( )f x

，存在常数 A ，对任意给的 0ε > ，总 存在正数 M ，

使得当 x M> 时，满足不等式 ( )f x A ε− < ，则称

常数 A 是函数 ( )f x 在 x 趋近于 +∞ 时的极限，记作

( )lim
x

f x A
→+∞

= 。

根据上述对 x 趋近于+∞时函数极限的定义，可以类比

得出 x 趋近于−∞时和 x 趋近于∞时函数极限的定义，只

需更改部分条件和结论即可.

除了以上的极限定义之外，还有关于单侧极限的定义，

即函数的左右极限，该定义可以通过类比定义3得出，在此

就不再详细赘述。

3　极限思想在高中数学解题中的具体应用

在近现代数学以及其他学科中，极限思想具有极其广

泛的应用.通常情况下，人们所了解的极限思想方法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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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求解极值和证明极限是否存在等问题上的一些应用，谈

及极限都认为在大学数学中才会接触到，并不熟悉和了解

极限思想在解决高中数学问题和实际生活问题中的应用.其

实，若可以灵活地运用极限思想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

仅仅可以降低解题难度，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同时还可以

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和提升数学核心素养能力.为了进一步

理解极限思想的概念和作用，下面本文将从数列、函数、

不等式、立体几何以及解析几何五个方面，通过具体实

例，体会极限思想在高中数学解题中的重要  作用。

3.1极限思想在数列问题中的应用

数列在高中数学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现行高中

教材中的必修知识.在一些数列问题的运算中，让人觉得无

处下手，而这时极限思想方法就为此提供一些做 题思路。

已 知 数 列 { }na ， 其 中 2 3n n
nc = + 且 数 列

{ }1n nc pc+ − 为一个等比数列，求常数 p 的值。

（运用等比数列的性质）：

解 因为{ }1n nc pc+ − 为等比数列，根据等比数列的性

质可列出方程

( ) ( )( )2 1
2

1 1n n n n nnc pc c pc c pc++ + −− = − − ，

把 2 3n n
nc = + 代入上式，得到方程

21 12 3 (2 3 )n n n np+ + + − + 

( ) ( )2 2 1 1 1 12 3 2 3 2 3 2 3n n n n n n n np p+ + + + − −   = + − + + − +   ，

整理上述方程可得

( )( )1 2 3 2 3 0
6

n np p ⋅ ⋅− − = ，

解该方程得到 2p = 或 3p = .

3.2极限思想在函数问题中的应用

函数作为高中阶段数学学科中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几

乎贯穿了整个高中数学体系.在中学数学教学过程中，它所

蕴含的数学思想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极限思想就包含在其

中.在某些函数问题中，运用极限思想方法可以使某些复杂

的计算过程得到简化，例如确定函数的图像、求解函数的

定义域和值域、解决关于函数零点的问题以及求解未知变

量的取值范围等等。

函数图像在解决函数问题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运用函

数图像可以直观的了解到函数的一些性质。对于一些复杂

的函数，确定其函数图像需要进行大量的计算来找点的位

置，这时可以运用极限思想方法判断极端状态，来确定函

数图像的大致走向。

（2022年高考天津卷3）函数 ( )
2 1x

f x
x
−

= 的图像

为（   ）。

   

分析：一般确定函数图像主要从函数的奇偶性和单调

性，代入特殊数值，运用极限思想判断极端状态这三方面

入手。该函数不是常见的初等函数，确定该函数的图像大

部分同学会采用代特定值的方法，通过判断结果的正负来

排除选项，但这种办法不能分辨出 A ， D 两个选项.这时

可以运用极限思想，函数的定义域是 ( ) ( ),0 0,−∞ ∪ +∞

，当 x →+∞时， ( )f x 此时趋于 +∞，此时便可以排

除，C ， D 两个选项. A ， B 两个选项通过观察图像特

点，可以通过判断函数的奇偶性，选出最终答案.根据函数

奇偶性的定义，可以得出 ( ) ( )f x f x− = − ，所以函数为

奇函数，因此正确答案是 A选项。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极限思想具有十分广泛的应用价

值.在运用极限思想解决某一问题时，要考虑该问题是否具

有某一变量或者运动变化等特点，这是使用极限思想方法的

前提，可见极限思想并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所有的数学

问题，具有特定的条件.通过上述实例的分析，将极限思想

解题方法与常规解题方法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利用极限思想

方法来解决问题，可以将解题过程简化，从而避开某些复杂

的计算，让解题过程变得更为明晰，在解决客观题时，运用

极限思想方法，可以快速从选项中排除错误选项，得出正确

结果，节省了大量时间，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

实践能力，同时也能提髙中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4　结论

文章主要介绍了极限的概念与极限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背

景，对极限思想在高中数学解题过程中的应用做出具体阐

述。所谓极限思想就是运用极限的概念让我们从有限到无

限，从对常量的研究转换成对变量的研究，从近似认识精

确的过程中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数学思想方法，本质上

是特殊执法的延伸与拓展。引导学生使用极限思想解题，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开拓学生的数学视野，

提升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对极限思想深刻了解和认识可

以为未来大学学习高等数学课程奠定一定的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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