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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two important limit teaching contents,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use informa-
tion means and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to teach mathematics in higher vocational ma-
thematics under the network learning platform environmen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At the same time, some new opinions on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two important limits are put forward. Finally,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two 
classes, it is proved that the new teaching mode and teaching method improv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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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借助两个重要极限教学内容，探讨网络学习平台环境下高职数学如何运用信息化手段和翻转课堂的

教学模式进行授课，详细地阐述了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特征。同时，对两个重要极限的教学方法提出了

一些新的见解。通过两个班级实践证明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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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和方式变得多元化，学生的学习方式也变得多元化，课

堂教学不在是教师与学生之间唯一的“教与学”之间的关系，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受到了新的挑战。美

国的可汗学院将“视频再造教育”的“翻转课堂”推向了教育界关注的热点，被称为“未来的教育”[1]。
基于此，国内很多专家和学者对“翻转课堂”的教学形式展开了论述和实践。如：学者张旸、蒙泽察在

文献[2]中对“导学案教学”与“翻转课堂”的价值进行了探讨。专家汪晓东在文献[3]中对“翻转课堂”

的实践困惑提出了应对的措施和解决的方案，在文献[4]中对翻转课堂的前世今生进行了叙述。对于“翻

转课堂”在高职数学教学中的研究，也有部分高校的教师对此进行了研究[5]-[10]。 

两个重要极限是高等数学或者经济数学教学中重要的教学内容。对于高职院校的学生，不需要去了

解两个重要极限的证明过程，但需要懂得运用两个重要极限的公式求解函数的极限运算。目前，高职院

校生源来源方式比较多，有高考生、单招生、对口生，等。对于两个重要极限公式的运算，运用旧的学

习方法，高考生也可以接受。但对于单招生、对口生，他们比较困难于运用两个重要极限的公式求解函

数的极限。基于此，有不少的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11] [12]。 

本文从信息化的视角对两个重要极限的教学策略进行了研究，运用翻转课堂的教学形式对教学策略

进行研究，且对两个重要极限的教学方法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2. 课堂教学策略设计与教学方法的研究 

本文以 2019 级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2 班和 2019 级制冷与空调技术 1 班为例，运用翻转课堂的教学形

式对高等数学课程中两个重要极限的教学策略和方法进行研究。教学流程见图 1。 
学情分析：2019 级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2 班共 44 人，其中高考生 31 人，对口生 13 人；2019 级制冷

与空调技术 1 班共 29 人，其中高考生 6 人，单招生 14 人，对口生 9 人。 
课前：针对两个重要极限的知识点内容，教师首先给出三个维度(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

度与价值观)的教学目标。接着将教学目标分解为两个二阶目标，即掌握第一个重要极限公式的运用和掌

握第二个重要极限公式的运用。将两个重要极限知识点的课前学习指南、微课、学习资料发布到学习平

台上，给予学生发布两个重要极限知识点的课前作业。最后，学生通过网络学习平台观看教学视频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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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完成课前作业。经过统计得出：2019 级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2 班学生观看视频完成率为 70%，课前作

业平均分为 65 分，2019 级制冷与空调技术 1 班学生观看视频完成率为 65%，课前作业平均分为 56 分。 
课中：两个重要极限课程知识点授课 2~3 个课时，教学实施过程具体如下，见图 2。 

 

 
Figure 1. The basic teaching flow chart of “flipped classroom” 
图 1. “翻转课堂”的基本教学流程图 

 

 
Figure 2. Flow chart of classroom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图 2. 课堂教学实施流程图 

 
第一步，对课前学生观看视频和完成作业的情况进行反馈，给予学生指出问题所在。 
第二步，运用信息化技术 MATLAB 软件展示第一个重要极限结果等于 1 的过程，使得学生明白为 

什么第一个重要极限的结果等于 1，而不是需要证明第一个重要极限的结果等于 1，即
0

sinlim 1
x

x
x→

= 。具体 

程序和图像如下，见图 3： 
程序：在命令窗口中输入 
>> syms x y 
>>x=-20*pi:0.001:20*pi; 
>> y=sin(x)./x; 
>> plot(x,y) 
>>xlabe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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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label('y') 
>>title('sin(x)/x') 

 

 
Figure 3. The graph of the first important limit 
图 3. 第一个重要极限的函数图像 

 
为了能够让学生懂得运用第一个重要极限的公式求解函数极限，经过经验总结，给出了以下四个公

式，教会学生观察公式，运用“缺什么，补什么”的思想对类似函数极限进行求解。 

0

sinlim 1
x

ax
ax→

= ，
0

tanlim 1
x

ax
ax→

= ，
0

lim 1
sinx

ax
ax→

= ，
0

lim 1
tanx

ax
ax→

= 。 

例 1：
0

sin5lim
x

x
x→

，为了求解该函数极限，对照第一个公式，学生会观察得到分母缺少了 5。因此，

将会给分母补充系数 5。为了等价，分子也补充系数 5，最终结果等于 5。 

( ) ( )
0 0 0 0

sin 5 sin 5sin5lim lim 5 lim lim5 1 5 5
5 5x x x x

x xx
x x x→ → → →

= × = ⋅ = × =  

第三步，布置学生做能够运用第一个重要极限公式求解其他函数极限的练习，同时教师给予还不懂

的学生进行个性化辅导和对练习进行讲评。 
第四步，展示第二个重要极限的函数，指出该函数为幂指函数。给予学生提出问题，幂指函数的极

限等于多少呢？ 

第五步，运用信息化技术MATLAB 软件展示第二个重要极限结果等于 e的过程，即
1lim 1 e

x

x x→∞

 + = 
 

。 

给予学生明白第二个重要极限为什么等于 e，而不是需要证明该函数极限的结果等于 e。具体程序和操作

过程如下： 
程序：在命令窗口中输入 
>> syms x y 
>> y=(1+2/x)^x; 
>> limit(y,x,a) 
在操作过程中，分别让 a = 10，100，100……，或者 a = −10，−100，−1000……。就可以得到如下

表格的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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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rocess analysis of the second important limit solution 
表 1. 第二个重要极限求解的过程分析 

x 10 100 1000 10,000 100,000 1,000,000 →+∞  

11
x

x
 + 
 

 2.59374 2.70481 2.71692 2.71815 2.71827 2.71828 e→  

x −10 −100 −1000 −10,000 −100,000 −1,000,000 → ∞−  

11
x

x
 + 
 

 2.86797 2.73199 2.71964 2.71842 2.71830 2.71828 e→  

 
由于第二个重要极限—幂指函数极限等于 e 的公式比较难于让学生运用，即第二个重要极限知识点

的运用是本次课的一个难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多年的教学，总结出了幂指函数等于 e 的三个步

骤给予学生进行理解和运用，具体如下： 
(1) 底数是否有 1+； 
(2) 自变量趋向于 0 或者趋向于无穷大时，“括号内 1 + 后面的函数”是否趋向于 0； 
(3) “括号内 1+后面的函数”与指数是否为互为倒数，即相乘等于 1。 
具体教学过程运用如下： 

例 2 求下列函数的极限
1lim 1

x

x x→∞

 − 
 

 

学生在做题过程中，不清楚该幂指函数如何进行计算，即不会运用第二个重要极限对此进行求解。

我们可以根据幂指函数的三个步骤进行计算：第一，底数是否有 1+；可以看出该幂指函数的底数是 1−， 

而不是 1+。为了计算出结果，我们把 1-改为 1+，即
1lim 1

x

x x→∞

− + 
 

。第二，自变量趋向于 0 或者趋向于无

穷大时，“括号内 1 + 后面的函数”是否趋向于 0；可以看出 x 趋向于无穷大时，“括号内 1 + 后面的

函数”为
1

x
−

已经趋向于 0 了，即满足第二。第三，“括号内 1 + 后面的函数”与指数是否为互为倒数，

即相乘等于 1；第二的时候已经清楚“括号内 1+后面的函数”为
1

x
−

，该函数的倒数应该是 x− ，即给予

指数部分添加 x− ，
( )1lim 1

x

x x

−

→∞

− + 
 

，该函数的极限等于 e。由于例 2 中幂指函数的指数部分是 x 不是 x− ，

为了等价，需要给予指数部分添加负号，即
( ) ( )11lim 1

x

x x

− ⋅ −

→∞

− + 
 

。因此，例 2 幂指函数的极限为 e−1. 

( ) ( )1
11 1 1lim 1 lim 1 lim 1 e

x x x

x x xx x x

− ⋅ −
−

→∞ →∞ →∞

− −     − = + = + =     
     

 

例 3 求下列函数的极限
3lim 1

x

x x→∞

 + 
 

 

根据幂指函数的三个步骤进行计算： 
第一，底数是否有 1+；可以看出该幂指函数的底数已经有 1+，因此第一已经满足。 
第二，自变量趋向于 0 或者趋向于无穷大时，“括号内 1 + 后面的函数”是否趋向于 0；可以看出 x

趋向于无穷大时，“括号内 1 + 后面的函数”为
3
x
已经趋向于 0 了，即满足第二。 

第三，“括号内 1 + 后面的函数”与指数是否为互为倒数，即相乘等于 1；第二的时候已经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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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号内 1 + 后面的函数”为
3
x
，该函数的倒数应该是

3
x
，即给予指数部分添加

1
3
，

33lim 1
x

x x→∞

 + 
 

，该函

数的极限等于 e。由于例 3 中幂指函数的指数部分是 x 不是
3
x
，为了等价，需要给予指数部分乘以 3，即

3
33lim 1
x

x x

⋅

→∞

 + 
 

。因此，例 3 幂指函数的极限为 e3。 

3
3 33 3lim 1 lim 1 e
xx

x xx x

⋅

→∞ →∞

   + = + =   
   

 

第六步，教师讲授幂指函数求解极限的其他例题，布置学生做第二个重要极限的练习，同时给予还

不懂的学生进行个性化辅导和对练习进行讲评。 
第七步，通过网络学习平台运用随机选题的方式布置学生做课堂检测作业。经过统计得出：对于两

个重要极限知识点的检测，2019 级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2 班学生检测结果由平均分为 65 分变为 83 分，2019
级制冷与空调技术 1 班学生检测结果由平均分为 56 分变为 75 分。 

第八步，教师对学生课堂检测作业正确率低于 80%的题目进行讲评。 
第九步，课堂小结。 
课后：运用网络学习平台，教师与学生进行交流。对于还有不明白知识点的学生，则通过网络学习

平台群聊、话题留言等功能对学生的疑惑进行解答。 

3. 研究结论 

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从检测结果可以看出，不管班级中高考生的数量多，

还是单招生和对口生的数量多，运用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都可以使得成绩得到提高，只不过提高的幅度

不一样而已。本文从信息化的视角对两个重要极限的教学策略和方法进行研究，促进学生学习成绩提高

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 翻转课堂使得学生的学习目标和教师的教学目标更加明确。 
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授课，教师在课堂上把学习的重难点讲解完。对于基础不好的高职生来说，

犹如“水过鸭背”一样，不清楚教师在课堂上讲什么，没能抓住学习的目标。 
采用翻转课堂的教学方法进行授课。课前，教师设计学生的学习指南、习题、课前作业、检测作业、

课程设计总表及课程教学设计等资源。第一，学生通过网络学习平台观看教学视频，完成课前作业。课

堂上学生就比较清楚地明白本次课的学习目标，也比较清楚地了解到自己所遇到的难点在哪里。教师在

授课过程中，讲授到该难点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将会更加集中，学习的效果更佳。第二，教师通过批

改学生课前的作业，可以发现学生在学习知识点的问题和难点。课堂上根据学生的问题和难点，讲解知

识点，达到“以学定教”的目的。 
2. 两个重要极限的教学方法使得学生更加容易接受。 
在讲解两个重要极限的知识点时，传统的教学方法给出它们的结果，接着直接运用公式去求解极限，

学生往往比较困难理解为什么该函数极限的结果。然而，在讲解第一个重要极限的时候，本文采用“套

公式”的方式给予学生进行教学，即给出第一个重要极限的四个拓展公式，学生比较容易接受所求解函

数极限的结果。在讲解第二个重要极限的时候，本文给出了公式理解的三个步骤，即幂指函数求取极限

的三个步骤。对于幂指函数求取极限，学生只要对照三个步骤进行构造函数就可以了，相对来说，比较

容易进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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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用信息化手段 MATLAB 软件帮助学生实现空间想象力。 
传统的教学方法在解释两个重要极限结果的过程中，往往喜欢运用证明的方式进行。对于基础比较

薄弱的高职生而言，证明往往是他们的噩梦，激发不起他们的积极性，反而使得课堂效率低下，也不符

合高职院校数学知识“必须、够用”的原则。为了解决该问题，对于知识点的理解，使得学生可以绕过

公式的证明，又明白公式的结果为什么是这样。本文采用信息化手段 MATLAB 软件对两个重要极限的

结果由来进行仿真验证，让学生明白了这两个公式的结果为什么是这样，帮助他们实现空间的想象力。 
4. 运用网络学习平台随机选题和乱序的方式给予学生布置作业，可以一定程度检测学生的学习效果。 
传统的教学方法在布置作业时候，往往每个学生做的题目都是一样的，这将不可避免的出现很多重

复率的作业，达不到检测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为了解决此类问题，我们在网络学习平台上设置更多的

题库。在给予学生布置作业的时候，采用网络学习平台随机选题和乱序的方式，这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学

生做同一道题目的概率，很大程度上可以检测到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 

4. 展望 

网络学习平台环境下，本文探讨了如何将信息化手段融入到高职数学中进行教学，同时对两个重要

极限知识点的教学方法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运用两个教学班级做实验进行对比，学生学习成绩得到

了很大的提高。最后，从四个方面对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做出了原因分析。在高职数学教学中，对于哪

些知识点适合运用信息化的手段进行教学，需要间隔多少个课时对学生进行翻转课堂教学，这是一个需

要继续研究的课题，我们将继续对其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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