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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列求和问题七大解题方法的初探

代禧汶

西华师范大学数学与信息学院　四川南充　637000

摘　要：数列不仅是高中代数学习的重点内容，同时也是高等数学学习的基础。数列求和问题是高中数列问题的重点之一，

其题型具有多样性、灵活性、整合性，因此解题的方法也多种多样。主要方法有：公式法、分组相加法、分段求和法、错

位相减法、裂项相消法、倒序相加法、数列通项法等。大部分数列求和问题都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才能解决，对学生的理

解能力以及综合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本文有结合一定的具体例题进行探讨数列求和问题的应用，以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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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列是高中数学的重要知识点，数列与方程、函数、

不等式、几何等知识点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数列中的递

推思想、函数思想、分类讨论思想以及数列通项公式中的

各种方法与技巧等，在中学数学中都有重要的地位。在高

中数学的各类考试中，该知识点不仅会通过小题进行考察，

在大题中也会经常出现，且占有较大分数比重。

长期以来，数列求和方法始终是国际数学领域的重点

关注对象，吸引了众多学者投身其中展开深入研究，并产

出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在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数学课

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里，对于数列课题有着

如下规划：深入挖掘数列的性质以及数列的递推公式等方

面的知识，旨在强化学生对数列的认知程度与实际运用能

力。例如，借助递推公式去剖析数列各项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而更为精准地洞悉数列的变化态势，让学生能够更加得

心应手地运用数列知识解决各类数学问题，提升其数学素

养与综合能力水平。“高中数列求和方法”的研究在国内

引起颇多关注，吸引了大量一线教师和教育教学专家的目

光，使得相关研究不断深入，这些成果无一不彰显出数列

求和方法的重要性：它既是数学领域中的关键方法，也是

学生解答数学问题时不可或缺的得力工具，在教育实践里

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学生角度来看，熟练掌握数列

求和方法能够有力地促进其数学能力的进阶；从教师层面

而言，在 “双减” 政策的大环境下，这一方法为他们实现

教育教学质量的切实提升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其重要价值

不容小觑，无论是对于学生的学业发展还是教育教学的整

体优化，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意义和深远影响。

当下，在数列知识的学习进程中，大部分中学生在课

堂听讲及课后复习后，对于数列求和公式以及相关法则均

能达到较为熟悉的程度，并且在面对教材中的例题时，也

能够理解其中所蕴含的数学思想。但一旦进入实际解题环

节，学生便暴露出诸多问题。他们往往难以精准把握题设

条件的具体含义，在运用法则和公式时显得生硬僵化，缺

乏灵活性，只是单纯地模仿套用教材例题的解题模式，这

就使得其解题思路杂乱无章，既影响了解题的准确率，也

阻碍了数学思维的良性发展。鉴于此，积极引导学生开展

数列方面的深入探索显得尤为必要。通过这样的引导，促

使学生逐步养成善于分析问题、深入研究问题的良好习惯，

这对于培育学生的研究能力与创新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和积极深远的意义，是提升学生数学综合素养的关键举

措之一。

本文针对高中数学试题中的数列求和类问题，对数列

求和的基本方法和技巧进行初探汇总，通过对具体问题进

行具体分析，掌握不同求和解题方法的特点、适用题型以

及细节等，在解题过程中寻找突破口，同时通过相似的题

型、典型的例题等深化对高中数列求和方法的理解和认识，

在把握基本方法的基础上，强化对于方法的综合灵活运用。

1. 公式法直接求和

该方法主要包含等差数列求和公式、等比数列求和公

式、常用数列求和公式三大类。该方法是数列求和解题的

基础，也是学生掌握数列求和复杂类型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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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在解题过程中，学生能熟记公式并正确判断出题

干中的已知条件（如：项数 n，首项 1a ，末项 na ，公差 d，

公比 q 等），故此类型数列求和题目较为简单。以下为三

大类的具体公式以及部分对应例题运用：

1.1. 等差数列求和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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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常用数列求和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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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组相加法求和

该方法通常运用在既有等差数列又有等比数列的求和

问题中，可以通过观察将数列的项按规律分组求和再合并，

中学阶段的数列求和问题中一般将项分为常数类、等差数

列类、等比数列类、通项公式类等。

具体解题方法为：首先，先观察数列的项的规律；其次，

根据规律将项分为对应的类，同时确定项数和对应所需的

量；最后，分组运用公式法直接求各类的和并将结果合并

从而得到数列的值。

例题：已知数列 23 += n
na

若 11 =a ，在 ka 和 1+ka 中插入 k 个数列构成一个新

的数列

{ }
,4321 ,11,9,7,,3,,1,: aaaabn

所有插入的数依次构成以 1 为首项，2 为公差的等差数

列，求{ }nb 的前 50 项和{ }nS 。

分析：设插入的等差数列为{ }nc ，且

12 −= ncn
首先，通过观察题目所给的数列，可将数列分为通项

公式类和等差数列类，其中数列{ }na 又分为以 3 为首项，

3 为公比的等比数列类和常数类。

其次，题干是求解前 50 项的和，而

则通项公式类 占 9 项 , 等差数列类 占 41 项。

则

3. 分段求和法

该方法也称合并法求和。与分组相加法求和相似但又

有自己的特点。该方法主要针对在数列中有部分变量合并

在一起可能会出现特殊性质后便于求解的题型。

因此，在求解此类数列的和时可以先将这些特殊变量

放在一起先进行求和，再去求解整个数列的和。特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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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要求和数列中的项有明显差别时优先考虑此方法。

例题：已知数列{ }na

21321 ,2,3,1 ++ =−=== nnn aaaaaa 求 前 2023 项 的

和 2023S 。

分析：设

2023202220213212023 aaaaaaS ++++++= 

已知 2,3,1 321 === aaa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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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06656362616 46 =+++++ +++++ + kkkkk aaaaaa k

而

133762023 +×=
所以

4. 错位相减法求和

该方法是高考常考的重要知识点，也是数列求和的重

要方法之一。主要运用于求解形如{ }nn ba ⋅ 的差比数列的

前 n 项和，其中 { } { }nn ba , 分别为等差、等比数列，通过

利用等比数列的性质来变化数列，以达到构造出相同项的

目的。在实际教学中，学生可以较好的理解这一方法，但

也较易出现因为书写格式不规范、错位时对应错误、正负

符号遗漏等问题导致正确率低。

例题：已知 n
n na 2⋅= , 求前 n 项和 nT 。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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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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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裂项相消法求和

该方法是组合与分解思想在数列求和问题中的具体运

用，因裂项具有技巧性较强、形式较多的特点，导致学生

不易理解、掌握。裂项相消法求和的实质就是将数列中的

每一项分解裂开，然后再重新组合成新的项，使数列在分

解过程中能够消去一些项 , 以达到最终求和的目的。在教学

过程中，教师需侧重于结合典例将常见的裂项方法详细地

罗列给学生，使学生在学习、练习中切实体会裂项的含义。

5.1. 常见的裂项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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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倒序相加法求和

该方法又称反序相加法求和，常用于等差数列求和公

式的推导，也是解决数列求和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倒序

相加的实质就是将一个数列倒过来排序 , 然后与原数列两式

相加，将所有项进行配对，构造出易于求得和的组合。

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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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证

( ) ( ) 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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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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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①倒序，由 mn
n

m
n CC −= 有

( ) ( ) ②

n
n

n
nnnn CCCnCnS +++−++= −110 31212

将①②相加，有

( ) ( ) ( )
( )( ) ( ) nn

n
n
nnnnn

n
nnnn

nCCCCCCn
CnCnCnS

22222
2222222

13210

10

+=+++++++=

++++++=
−





所以 ( ) n
n nS 21+=

7. 数列通项法求和

该方法同样是考试考查的重点内容，实质是要先根据

数列的特征以及结构进行分析，明确数列的通项以及形式 , 

再利用数列的通项公式揭示数列规律求和。

例题：求解

1111111111111111 +++++=nT 的值

分析：已知

则

数列往往会以很多题型出现，这里只初探了七种，是

远远不够的，但是题目总是“换汤不换药”，只要抓住了

其中之重点，了解重要的知识点，从而以不变应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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