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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课堂导入、新课讲授、巩固练习、课堂小结4个方面入手，通过两位高校教师对“数列的极限”

的对比教学，将在课堂中如何贯彻落实课程思政元素及信息技术的高效利用进行了分析，得到了一些相

关研究结论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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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arts from four aspects: classroom introduction, new lesson teaching, consolidation 
exercises, and classroom summary.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teaching of “the limit of sequence” 
by two university teachers, we analyze how to implement the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classroom and the efficient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draw some relevant research con-
clusions and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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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形势下，习总书记鼓励各高校开展课程思政工作，而高等数学作为一门基础课程，也亟需在教学

实践中引入课程思政元素，帮助学生在学习课程知识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所提倡的课程思政化这一主题，各高校教师相继开展了系列研究，主要聚焦于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如何才能正确的将思想政治理论巧妙地融入其中[1]。而高等数学课作为一门大学基础课程，表面上看似

与思想政治教育关联不大，并且很多同学否认大学高等数学学习的必要性，觉得对以后的发展并没有实

质性的帮助。但其实高等数学课程更注重的是对学生思维模式的锻炼及素质能力的培养[2]。 
“数列的极限”是同济大学第七版上册第一章内容，是高等数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这部分内容的

学习，为后续高等数学最重要的微积分内容的学习奠定了基础[3]。因此，本文以教师 A 与教师 B 讲授的

“数列的极限”这一课的对比教学为例，从课堂导入、新课学习、巩固练习、课堂小结 4 个方面对教学

过程中如何落实课程思政元素进行了分析，从而达到新时代全方位育人效果[4]。 

2. 同课异构的不同维度分析 

2.1. 课堂导入 

课堂导入是教学过程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新颖巧妙的课堂导入能够提高学生对大学数学课堂内

容的学习兴趣，从而促进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以下是关于两位教师关于“数列的极限”课堂导入的教

学案例(见表 1)。 
 
Table 1. Teaching cases presented by two teachers in class introduction 
表 1. 两位教师课堂导入的教学案例呈现 

A 教师教学案例 B 教师教学案例 
师：战国时代哲学家庄周曾引用过这样一句话：“一

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其实也就是说一根

长度为一尺的木棒，如果每天都截去一半，那这个过

程可以无限进行下去。那大家觉得庄周的这个说法对

吗？一根木棒真的用不完吗？ 
(学生们面露疑惑) 
师：那大家知道圆周率是如何而来的吗？三国时期刘

徽提出用“割圆术”的的方法。他通过在把圆内接六

边形、十二等分、二十四边形……，(在黑板上大致画

图)，通过这样不断地分割，我们可以看到所得多边形

的周长可以无限接近于圆的周长。 
师：在庄周和刘徽的这两个例子中，都有一种无限分

割的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数列极

限思想。 

师：在上课之前，我想问问大家知道圆周率π 的由来吗？ 
生：祖冲之发明的。 
师：其实大家的这个说法不太精确，圆周率其实是经过很

多人进行尝试不同的方法进行计算而来的，从秦汉时期前

的“径一周三”，即“古率 3π = ”作为圆周率，到后来

的中国数学家刘徽利用“割圆术”计算圆周率，即通过从

圆内接正六边形，逐次分割一直算到圆内接 3072 边形，

得到圆周率近似值 3.1416 圆周率(利用多媒体演示逼近过

程)。最后，祖冲之刻苦钻研，以及充分利用前人已取得

的成就，通过反复的演算终于得出了现在的圆周率。 
师：在刘徽的割圆术过程中，有一种无限分割的的思想，

而这种思想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数列极限思想。下面我们

一起来学习数列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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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1，对两位教师的导入环节的异同点作了如下分析。相同点：两位教师都是以学生为主体。A
教师从生活实际出发，通过和学生认知有出入的例子，以问题的形式，引起学生的注意，让学生带着求

知欲进入下一环节；B 教师以学生熟知的圆周率入手，通过为学生介绍各位数学家为圆周率所做的努力

出发，从最初的的“周三径一”到刘徽的割圆术[5]，从而逐步引出“数列的极限”。不同点：1) A 教师

是以直铺的方式进行导入，对于学生来说，较为枯燥；B 教师通过对圆周率的由来进行讲解，在讲解的

过程中融入了数学史的内容，让学生了解了圆周率的发明历程，意识到各位数学家在每一个知识点背后

所付出的努力，进而培养学生锲而不舍，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2) A 教师通过板书画图的形式对圆内接

多边形过程做了大致讲解，不能很好的凸显极限思想的逼近过程；B 教师借助多媒体工具，通过幻灯片

的方式呈现出了多边形逼近圆的过程，有助于学生更直观的了解这种极限思想[6]。所以，通过比较分析，

B 教师导入新课的方式比 A 教师处理的好，学生学习新课的兴趣也更为浓厚。 

2.2. 新课讲授 

新课讲授是一堂课的最主要环节，也是决定大学数学课堂教学成败的关键所在。因此，在教学活动

中，教师要尽量增加学生的参与度，让学生在探究研究中感悟新知，从而培养自身的思维能力，以下是

关于两位教师关于课堂巩固练习的教学案例(见表 2)。 
 
Table 2. Teaching cases presented by two teachers in new courses 
表 2. 两位教师新课讲授的教学案例呈现 

A 教师教学案例 B 教师教学案例 

提出问题 
师：下面请同学们观察如下几个数列，分析当 n 无限增

大时， na 的变化趋势： 

( ) 1 1 1 11 1, , , , , ,
2 3 4 n

  ( ) 1 2 32 , , , , ,
2 3 4 1

n
n +

 

 

( ) 1 1 1 13 , , , , ,
2 4 8 2n  ( )4 2, 4,8, ,2 ,n

 

 

( ) ( ) 15 1, 1 ,1, , 1 ,n+− − 

 (黑板上写出) 

生：(1)递减无限趋近于 0 (2)递增无限趋近于 1 (3)递减

无限趋近于 0 (4)递增趋近于无穷大(5)趋势不定 
师：从以上几个数列的变化趋势，我们可以发现随着 n
的无限增大，(1)和(3)数列的项 na 无限地趋近于常数 a ；

(2)和(4)数列的项 na 无限增大；(5)数列的项 na 趋势不定
 

形成概念：一般地，如果当项数 n 无限增大时，无穷数

列{ }na 的项无限地趋近于某个常数 a  (即 na a− 无限

地接近 0)，那么就说数列{ }na 以 a 为极限或者说 a 是数

列{ }na 的极限。记作： lim nn
a a

→∞
=

 

师：下面观察当 n 增大，数列
( ) 11

1
n

n

−−
+ 的变化趋势？(幻

灯片播放展示)
 

生：随着 n 的无限增大，数列无限地趋近于常数 1。 
师：那是不是所有数列都能趋于一个常数。提前在学习

通上发布几个数列变化趋势的讨论，让大家在学习通上

写出自己的答案。 
师：通过大家发布的答案，大多数同学都能写对几个数

列的变化趋势，也可以看出并不是所有的数列都能趋于

固定的常数。现在有哪一位同学可以具体说说他的 
想法？ 
生：把这些数列都看为是函数定义在正整数的点的取

值，通过大致函数图像可以得到它们的变化趋势。 
(老师对该同学进行了充分肯定及表扬) 
师：现在我们看一下几个数列的具体变化趋势(幻灯片放

映)。确实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函数值的变化趋势来研究数

列。(给出数列的极限概念并总结出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数

列都有极限) 

 

通过表 2，对两位教师的新知学习环节的异同点作了如下分析。相同点：两位教师都采用循序渐进

的方式，逐步引出数列的极限的教学。不同点：A 教师用传统板书的方式，通过让学生观察并分析几个

数列的变化趋势直接得出概念；B 教师在传授新知的过程中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通过在学习通发布教

学讨论，充分考虑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利用多媒体放映的方式让学生更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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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感知数列的变化趋势，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数列极限的概念和实质，使课堂教学设计更加合理有效。

因此，A 教师在传授新知时，更加注重增加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2.3. 巩固练习 

巩固练习是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掌握知识，发展智力和挖掘创新潜能的重要手段，

下表是关于两位教师关于课堂巩固练习的教学案例(见表 3)。 
 
Table 3. Teaching cases presented by two teachers in consolidation exercises 
表 3. 两位教师巩固练习的教学案例呈现 

A 教师教学案例 B 教师教学案例 

巩固练习： 
师：现在大家练习课本 26 页第一题的 8 个小题，观察

其变化趋势，并求其极限。 
(学生草稿本上通过画草图观察其变化趋势，教师在台下

检查学生的对错) 
师：同学们基本已经学会通过研究函数值的变化趋势的

观点研究无穷数列，进而得出数列的极限。 

师：请同学们思考满足
lim 2nn

a
→∞

=
的几个数列？ 

生： 2na = ：
12na
n

= − ：
12
2

n

na  = +  
 

 

师：答案唯一吗？ 
生：不唯一，有无穷多大。 
师：今天我们学习了数列的极限，那大家可以用所学的

知识解释庄周的取之不尽及刘徽的割圆术吗？ 
生：可以，用的都为极限思想。 
师：是的，其实极限思想可以运用到很多方面，如求一

些变速运动的速度或是曲边梯形的面积。但是有时候要

用辩证的思维去考虑问题，像庄周的“取之不尽”其实

就忽略了物体不是无限可分的，否则会出现悖论。 
(给学生讲讲相关数学悖论及第二次数学危机) 

师：下面打开课本 26 页，找三位同学来回答第一题的(1) 
(5) (8)小题的三个数列的变化趋势，以及极限是否存

在？ 

生 1：数列
1
2n

 
 
 

通过指数函数
1
2

x

y  =  
 

的变化趋势，可

以发现取值无限增大时，函数值无限逼近于 0。
 

师：很好，在求数列一些数列极限时，要学会利用函数

值的变化趋势来研究数列。 

生 2：数列 ( ) 11
2

n − 
 

随着 n 的无限增大，取值在
1
2
和

1
2

− 间来回摆动。 

师：这是一个摆动数列，立场不坚定，因此极限是不存

在的。所以，在以后的人生中，我们要树立目标，立场

坚定，这样才能有所为。 

生 3：数列 ( ){ }1 nn − 当取偶数无限递增时，会无限增大

到正无穷大，当取奇数无限递增时，会无限减小到负无

穷大，极限应该不存在。
 

(教师点评与讲解，归纳数列三种变化趋势：趋于固定常

数、趋于无穷大、振荡) 
师：最后我们看这样一个实际问题。设某人本金为 A 元，

银行存款年利率为 ,r 如果不考虑个人利息税，则此人 n
年末的本利和数列该如何建立，极限为多少？ 

 
通过表 3 的比较分析，发现两位教师在巩固训练环节也存在以下异同点。 
相同点：两位教师均通过课后习题的训练，帮助学生加强对数列极限的理解。不同点：A 教师在加

深学生对极限思想理解基础上，通过悖论及数学危机帮助学生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分析问题，让学生

去理解有限和无限间对立统一的关系；而 B 教师通过渗透数学思想方法，培养学生为人处世的能力。并

结合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实际问题，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极限思想的重要性，加深了学生对本节课的重点

理解。因此，两位教师在课堂巩固练习的设计过程中都表现的很出色。 

2.4. 课堂小结 

课堂小结在大学数学课堂教学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既可以帮助学生理清知识框架结构，升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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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们的思维能力，又可以承上启下，为新课作铺垫。以下是关于两位教师关于“数列的极限”课堂小结

的教学案例(见表 4)。 
 
Table 4. Teaching cases presented by two teachers in class summaries 
表 4. 两位教师课堂小结的教学案例呈现 

A 教师教学案例 B 教师教学案例 

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都学到了哪些知识点？ 
生 A：学到了数列极限的定义。 
生 B：知道了庄周“取之不尽”的说法用到的即为极限

思想。 
生 C：学会了数列的三种趋向方式。 
师：通过学习本节课，大家已对极限的定义有了初步的

了解，基本会求一些简单的数列极限。 

师：这节课大家都有什么收获呢？ 
生 A：知道了圆周率的由来。 
生 B：知道了一些常用数列的极限。 
生 C：学会了极限思想其实就是用已知逼近未知，用近

似逼近精确。 
师：可见同学们对极限的定义及其思想已基本掌握。 
师：幻灯片展示三张关于“蹦极”、“攀岩”，“登山”

的图片，让同学们了解到这三种新兴运动所蕴含的勇于

挑战自己胆量、勇气和耐力的极限精神。 

 
表 4 是两位教师在课堂小结环节存在的异同点。相同点：两位教师均考虑了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

自己归纳总结，并对学生的总结进行了适当补充。 
不同点：A 教师仅单纯从知识层面对学生收获进行总结，并未凸显出本次课最重要的极限思想及其

重要性；B 教师处理得较好，在总结的过程中处理得比较到位，除了本节课的基础知识点外，还特意强

调了本节课的极限思想和极限精神。 

3. 结论与启示 

3.1. 结论 

通过两节课的分析比较，A 教师和 B 教师的课堂各具特色，体现了同课异构特有的魅力。两位教师

都抓住了极限思想这条主线，并将课堂知识与思政元素融于一体。除了让学生掌握数列极限的教学内容，

还注重对学生正确的情感价值观的培养，严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课程思政化教育观，把思想政治

工作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另外，在目前信息化教学盛行的背景下，B 教师在高等数学课堂教学应充

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扩大课堂教学的信息量，使各层次

学生的需求得到满足。 

3.2. 启示 

基于上述两位教师关于“数列的极限”同课异构课堂教学的比较分析，以及结合目前新形势下课程

思政化的相关要求，可得到在课堂教学中的如下几点启示： 
1) 适当改进教学方法及手段，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适当融入一些和政治、经

济、生活有关的案例，例如购房贷款、淘宝购物、手机支付和连续复利等，从而让学生感受到数学应用

的广泛应用，体会到社会各行各业的精英为了我们现如今的便利生活所为之付出的努力，让他们为生活

在这样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新时代而感到自豪，增强他们的责任心，从而触动他们那颗能够更好地服务

社会的爱国心。 
2) 借助信息技术改进课堂教学，传统的高等数学课堂大多是以板书的形式呈现给学生，整个课堂老

师们会为了追赶课堂进度，从而减少与学生互动的时间。但是这样的教学方式难免会让学生觉得枯燥乏

味，很难激发学生的兴趣。所以，多媒体技术融入高等数学课堂教学刻不容缓，这有利于创设情景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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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帮助学生获得更好的情感体验，通过放映一些图像、动画和视频，给学生提供一个动态的学习环境，

从而调动课堂积极性。另外，在课堂上也可以利用如超星学习通这样的信息技术，通过发布一些讨论和

作业，增加学生的参与度。 
3) 介绍数学史，通过介绍如牛顿、欧拉和莱布尼茨等数学家的伟大贡献，鼓励学生们刻苦奋斗。另

外，数学本身就是一部发展史和创新史，数学界曾出现过数次数学危机，但通过各位科学家们的不断质

疑、敢于创新突破，终究得到了现在被人们广为认可的高等数学。而各位数学家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的

精神正是值得当代年轻人学习的地方。所以，教师在平常课堂教学中，也应多鼓励学生多参加一些数学

竞赛和数学建模等比赛，进一步培养学生越挫越勇的优良品质，这将会是学生未来成长道路上极为宝贵

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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