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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数列的极限为例将思政教育与高等数学教学有机结合，在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同时对学生价值

观塑造进行引导，剖析了数列极限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并给出了数列的极限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的具体

教学设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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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concept of the limit of the number serie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organically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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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the teaching of higher mathematics, guides the shap-
ing of students’ values while teaching knowledge and ability training, analyz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ontained in the limits of the number series, and gives the specific teaching de-
sign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teaching of the concept of the 
limit of the number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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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立德树人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务，要育人必先立德。2016 年，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

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2018 年 6 月，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

长陈宝生提出只有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才能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把

加强“课程思政”建设提升到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制度层面来认识，同时提出建设有深度、难度、挑战

度的“金课”[2]，阐述了建设“金课”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两性一度”的“金课”建设标准。

随后，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全国高校全面梳理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切实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剔除“水

课”、建设“金课”，合理提升学业挑战度、增加难度与深度。建设“金课”，是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

改革的重要目标，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具体举措。“金课”建设的实质是要提高高等教育本科教

学质量，促进大学质量文化建设。“金课”建设着眼高水平本科教育的核心环节，通过深化与本科课程

相关的教育教学改革，力图把教学改革成果落实到课程建设上，也是在高等教育本科领域坚持教育改革、

积极践行、尝试中国教育之路的创举。各高校在金课建设中都特别关注课程中思政元素的融入与方法，

课程思政一度成为老师们教学过程中的焦点与难点。 
高等数学作为理工科专业的一门公共基础课，蕴含了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只要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找到合适切入点，将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就能真正做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本文将以高等数学课

程中“数列的极限”为例，阐述一流课程建设中如何通过渗透思政元素达到“金课”的标准。彭双阶等人

强调，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需要把知识传授、能力提升、价值引领有机融合[3]。朱永婷等立

足于高等数学的教学内容，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从数学中的历史故事、哲学思想、数学家的典

故、人文素材等四个方面探讨了如何在高等数学课堂上融入思政教育[4]。吴慧卓[5]以《高等数学》为例，

阐述了课程思政的内涵，以实现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转化。孙和军等[6]结合数学学科特点和课程育人

定位，设计切合实际的思政映射和融入点，选择合适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无痕地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

潘璐璐等以函数曲线的凹凸性为例，提出了一种理工科教师实践课程思政的逻辑架构[7]。本文主要是从思

政元素与实际案例的结合为出发点，给出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高等数学教学设计的具体过程。 

2. 融入课程思政的数列的极限概念教学设计 

2.1. 学情分析 

该课程的授课对象是大学一年级理工科各专业的学生，学生刚从中学阶段的应试教育阶段向大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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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技能教育转变阶段，学生具备一定的初等数学基础知识，大部分学生都是被动式学习，主动学习

意愿不强，要结合发展前沿生动有意义的案例来进行学习，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从“要我学”转变

为“我要学”。为将来的专业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2.2.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理解数列极限的概念并掌握极限的思想方法；了解数列极限的定义，并能够证明一些简

单数列的极限；理解数列极限的几何意义。 
能力目标：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充分挖掘学生思维的批判性和深刻性，以及潜在的发现能力和创

造能力；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培养学生深入思考自主学习的能力和观察抽象概括能力。 
情感目标：培养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同时通过数列极限概念的教学，来揭示数学世界中的辩证关

系，引导学生从有限中认识无限、从近似中认识精确、从量变中认识质变，培养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观

点；了解中国古代数学文化，激发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增强爱国主义情怀；培养学生探索的

精神以及数学转化的思想。 

2.3.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数列极限概念的理解。 
教学难点：利用数列极限定义证明数列极限。 

3. 教学过程 

3.1. 课前任务 

老师发布课前任务，同学们自行完成任务。 
任务 1：回顾数列的相关知识； 
任务 2：通过阅读芝诺悖论，了解有限与无限的辩证关系； 
任务 3：思考判断等式“0.99999……. = 1”是否成立。 

3.2. 创设情境，兴趣导入 

首先播放飞人刘翔夺得 110 米栏世界记录视频，通过视频情景，让同学体会人类速度极限的意境。

生活中“极限”二字一般出现在人们认为不可逾越的数值。挑战极限成了当今最时髦的词语和活动。登

珠峰，穿越两极，打破 100 米的世界记录等是冲击人类体能的“极限”，中央电视台大型励志挑战节目

《挑战不可能》都是对人类各种本领的“极限”的挑战。通过生活中的极限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激学

生学习热情，了解社会整体运动科技水平，提高国情意识，促进社会责任感。 
数列极限是大学一年级新生接触的第一个较难的知识点，为了使得学生更好的理解和掌握数列极限

的思想，可向学生介绍我国古代学者对数列极限思想的贡献。从两个问题出发来寻找共性。 
1) 我国魏晋时期大数学家刘徽利用圆的内接正多边形来推算圆的周长的方法——割圆术。 
2) 战国时期哲学家庄周在《庄子·天下》写道：“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非常形象的

描述了一个无限的过程。 
学生了解中国古代学者创造的辉煌历史，激发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厚植了爱国主义情怀。 

3.3. 归纳总结，形成概念 

刘徽的“割圆术”和庄周的“截丈问题”，理论上可行，实际上达不到。提出问题：这种无限的思

想在数学上怎么解释呢？先回顾高中数列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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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1：若函数的定义域为全体自然数 N，则称函数 ( )nx f n= 为数列，记作{ }nx 。 
用无限的思维研究数列就是讨论当 n 无限增大时，对应的 ( )nx f n= 能否无限接近于某个确定的值。

探索下列数列的变化趋势： 

1、 1
n

nx
n
−

= ，2、 ( ) 11 1
2

n

nx
−+ −

= ， 

3、 2nx n= ，4、 ( ) 11 n

nx
n

−−
= 。 

可结合 Matlab 软件绘图观察数列的变化趋势，见图 1。 
总结出数列极限的描述性定义： 
定义 2：对于数列{ }nx ，如果当 n 无限增大时，数列的一般项 nx 无限地接近于某一确定的数值 a，

则称常数 a 是数列{ }nx 的极限，或称数列{ }nx 收敛于 a。记为 

lim nn
x a

→∞
= . 

如果数列没有极限，就说明数列{ }nx 是发散的。 
极限思想中体现了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没有量变的积累，质变就不会发生；量变达到一定程度

一定会引起质变的发生；事物发展形式都是从量变开始，到质变终结。结合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

教育学生在学习中要有追求卓越的精神，树立远大目标，然后选择科学的方法，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

向前进。 
 

 
Figure 1. Sequence image 
图 1. 数列图像 

3.4. 深入探究，强化概念 

再次观察图 2 中数列
1

n
nx

n
−

= 的极限？ 

观察得到数列
1

n
nx

n
−

= 的极限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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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equence ( )1nx n n= −  

图 2. 数列 ( )1nx n n= −  

 

提问：数列
1

n
nx

n
−

= 的极限为什么是 1，而不是 1.1 或 1.01? 

让学生体会到数列极限的描述性定义虽然通俗易懂，但不精确，不能够精准刻画极限的本质特征。

科学的极限定义必须超越直观与想象，能在逻辑推理与运算中具有可操作性，必须将“无限增大”，“无

限接近”定性描述转化为精准的定量刻画。 

思考 1： 1lim 1
n

n
n→∞

−
= 表示当 n 无限增大时，数列的一般项

1n
n
−

无限地接近 1，那么如何用数学语言

描述 n 无限增大时，
1n

n
−

无限接近 1?  

思考 2：若可以用
1 1n

n
−

− 的值来度量
1n

n
−

与 1 的接近程度，
1n

n
−

无限接近 1 等价于
1 1n

n
−

− 无限

小，那么如何证明当 n 无限增大时，
1 1n

n
−

− 无限小? 

教师引导学生继续观察图像，可以发现随着项数的增加， nx 与 1 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即 1 0nx − → ，

也即 1nx − 可以任意小。于是若给定任意小的正数，从某项之后，所有项都满足 nx 与 1 之间的距离小于 

这个正数。下面是具体定量分析见表 1。 
 
Table 1.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sequences 
表 1. 数列的定量分析 

给定的正数 ε   从 1N + 项开始  都有
1 1n

n
ε−

− <  

0.1ε =   10N =   
1 1 0.1n

n
−

− <  

0.001ε =   1000N =   
1 1 0.001n

n
−

− <  

0.00001ε =   100000N =   
1 1 0.00001n

n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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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总结：可引入希腊字母 ε 表示任意小的正数，对于给定的 ε ，都可以找到一个 N，当 n N> 时，

1 0
n

ε− < 。 

数列极限的精确( Nε − )定义： 
定义 3 若对任何 0ε > ，总存在正整数 N，当 n N> 时， nx a ε− < ，则称数列{ }nx 收敛，a 称为数

列{ }nx 当 n →∞时的极限，记为 

lim nn
x a

→∞
=  

若数列{ }nx 不收敛，则称该数列发散。 
注： 
1) 定义中的正整数 N 与有 ε 关，一般说来，N 将随 ε 减小而增大，但 N 不唯一，我们只注重 N 的存

在性。 
2) 几何解释：{ }nx 收敛于 a， ( ),a aε ε− + 含有{ }nx 的无穷多项，它之外只有有限项，即 n 充分大

时， nx 全落在 ( ),a aε ε− + 内。 

数列极限精确定义的探索过程好比“要想铁杵磨成针只要功夫深”，从而鼓励学生们要勤奋刻苦，

不怕困难。精益求精，方得始终。 

3.5. 实例讲解，巩固创新 

进一步讲解极限例题，进一步深化巩固概念： 

例 1 证明
1lim 0
2nn→∞

= 。 

分析： 0ε >  (不防设 1ε < )，要使
1 0
2n ε− < ，只要

12n

ε
> ，即

1ln ln 2n
ε

 >  
 

。 

证明： 0ε∀ > ，取
1ln ln 2N
ε

 =  
 

，则当 n N> 时，有
1 0
2n ε− < 。由极限定义可知 

1lim 0
2nn→∞

=  

通过这这个例子，我们看到： 
1) 首先解不等式 nx a ε− <  (n 是变量)，不等式有解就说明极限存在，同时也求找到了 N； 
2) 整个证明分两段，前一段是分析，找 N，找到 N 后必须给出证明； 
3) N 是正整数，所以必需是要取整； 

N 不唯一，所以在解 nx a ε− < 不等式时，为使 N 的寻找比较方便，有时可以适当地放大。通过对

定理的推导证明过程，使学生深刻体会数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严谨的

思维和求实的工作作风；培养学生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品质精神。 

3.6. 课堂小结，提炼本质 

总结数列极限的求解过程如下： 
ε 描绘了数列{ }nx 与 a 之间的接近程度，具有任意性和确性；N 表示 n 增大的程度，具有不唯一性；

定义中的逻辑关系：对于任意给定的 ε ，按照 nx a ε− < 找到 N，使得当 n N> 时， nx a ε− < 成立，也

就是从结论出发找条件，如果满足结论的条件可以找到，那么结论自然成立。 
这个静止的极限符号向我们默默诠释着永远运动，无限接近的过程。极限就如同我们最初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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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精益求精，无限接近，方得始终。 

3.7. 课后拓展 

为了提升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课后选择一些问题，让学生进行思考、分析解决。同时可以向学生

推荐一些数学科普著作，让学生体会到生活中的数学无处不在，激发学生在生活中思考数学的热情。 
思考题：科赫(Koch)曲线，也称雪花曲线，证明：它具有无穷大的周长，而所围的面积确是有限的。 
扩展阅读：阅读数学科普著作《梦想相遇无穷》，进一步理解极限的概念。通过课后作业的思考与

阅读，进一步认识到数学极限之广，极限之美，极限之用。 

4. 结语 

立德树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立德树人作为高等教育的根

本任务，是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需要。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

本教学设计以高等数学中数列的极限知识点为例，就高等数学课程如何融入课程思政展开了探讨。本教

学设计以“飞人刘翔夺得 110 米栏世界记录”视频引入，然后列举我国古代学者对极限思想的贡献，激

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然后归纳总结，概念深化，创新拓展这一教学思路进行展开，对数

列极限概念不断探索，归纳总结。采用启发式直观的教学方式，让学生由感性到理性，由有限到无限，

推动学生对数列极限概念知识的建立、理解、运用和拓展。将课程思政元素“润物无声”地融入到数列

极限这一概念学习过程中，最终使得学生在有效的教学情境中达到理解数列极限的概念、领会极限的思

想、让学生体验到了数学的理性精神。从而完成学生对知识的感知阶段、理性认识阶段、概括阶段和运

用阶段四个阶段的升华，提高学习兴趣，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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