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课设计文稿

授课教师：崔娜

微课题目：数列的极限

课程名称：高等数学基础

教学思想：

数列极限这个概念的理解是学习导数所必备的知识，另外，极限也是从初等

数学的思维方式到高等数学的思维方式的质的转变。所以，本节微课内容侧重于

借助于动画的形式，简明扼要的阐明极限的概念，尽可能的使内容直观化，便于

理解。另外，在教学安排上采用实例引入，阐述概念，再通过例题求解进行加深

理解的教学设计，从而便于高职学生的理解。

设计思路：

本节微课介绍的是数列的极限，用我国哲学家的“截丈问题”和“割圆术求

圆面积”两个例子，引出数列极限的概念，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

神，再通过实例练习对概念进行深化理解。通过对不同数列的分析极限存在与否，

进一步体会动态的数列变化趋势，引出数列收敛和发散两个概念，并对特殊数列

概括得出结论。最后，把“数列极限”这个数学问题结合工作中的“精益求精”

精神，实现思政融合。

教学特色：

1、是用我国古代哲学家庄周和刘徽，激发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情

感；

2、是用动画的方式，将数列“变化趋势”直观展现，体现从静态到动态的

变化；

3、是将极限概念融入生活，与职业技能中的“精益求精”精神进行类比联

想，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优化学生的思维品质；

4、是在教学过程中从实例引入——概念提出——精益求精，体现了实践决

定理论，实践是理论的来源，是理论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理论的最终目的、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理论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

教学重点：数列极限的概念。

教学难点：如何从变化趋势的角度，来正确理解数列极限的概念。

教学关键：教学中启发学生在分析问题时抓住问题的本质（即定义）。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

从数列的变化趋势来理解极限的概念；能初步利用极限定义确定某些简单的

数列极限；体会极限思想。

2.能力目标：

1、通过设置问题情境、数列变化趋势的分析，使学生理解数列极限的定义，

学会数学语言的表述，培养学生观察、分析、概括的能力。

2、 通过分层练习，使学生的基础知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进而学会数列极

限的分析方法，体会在探索问题中由静态到动态、由有限到无限的辨证观点，感

受“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的认识过程。

3、情感目标 ：

1、通过介绍我国古代思想家庄周和数学家刘徽，激发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

爱国主义思想情感。

2、通过职业技能中的精益求精精神，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优化学生的

思维品质。

学情分析：

授课对象有部分高中毕业生、大多数是中专毕业生、学生基础层次差距较大；

多数学生欠缺学习方法，不善于自己分析探究，习惯于教师的讲授；另外数学语

言表达存在一定问题。但已具备一定的初等数学基础知识。

教法分析：

根据本节课的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水平，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启发思

维为主线；并采用班内“隐性”分层教学，接合讲授法、演示法、讨论法、探究

法等方法。

教学过程设计：

(一) 结合实际，情景导入

导入 1、战国时代哲学家庄周所著的《庄子·天下篇》引用过一句话：“一

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 也就是说一根长为一尺的木棒，每天截去一半，

这样的过程可以无限制地进行下去

导入 2、三国时的刘徽提出的“割圆求周”的方法.他把圆周分成三等分、六

等分、十二等分、二十四等分、··· 这样继续分割下去,所得多边形的周长就无

限接近于圆的周长.



教师引入：不论是庄周还是刘徽，在他们的思想中都体现了一种数列极限思

想，今天我们来学习数列极限。

（学情预设）：有的学生可能没体会到情景导入的目的，教师最后要总结导入

中蕴含的数学思想。

(二)归纳总结,形成概念:

1．提出问题：分析当 n无限增大时，下列数列的项的变化趋势及共同特征.

（1） 递减
无限趋近
� ����
无限趋近
� ����
无限趋近
� ���� 0

（2） 递减
无限趋近
� ����
无限趋近
� ����
无限趋近
� ���� 1

2．解决问题：[共同特征]不论这些变化趋势如何，随着项数 的无限增大，

数列的项 无限地趋近于常数 .

3．强化认识：观察下面三个数列

分析当 n无限增大时，下列数列的项的变化趋势，并提出问题：

（3）

（4）

当 n无限增大时，上述数列趋近方式有什么变化？

4.概念形成：一般地，如果当项数 无限增大时，无穷数列 �� 的项无限地趋近于某个

常数 A 记作：���
�→∞

�� = �

读作：“当 趋向于无穷大时，��的极限等于 A.”

注意：（1）数列必须是无穷数列.

（2）数列分为收敛数列和发散数列

（3）常数数列的极限仍为该常数

(三)尝试探究，深化概念:

例 1．考察下面的数列，判断数列是收敛还是发散

（1） lim
�→∞

1
2� = 0，数列

1
2� 收敛， lim

�→∞

�
�+1

= 1,数列
�

�+1
收敛

（2）数列 −1n 发散，数列 � 发散



（3） lim
�→∞

−2 =− 2， lim
�→∞

1 = 1， lim
�→∞

� = �， lim
�→∞

�
2

= �
2

（四）归纳小结

1：数列极限的定义，记法，读法

2：数列的三种趋向方式

3：常用数列的极限

（五) 作业布置，升华所学

1、课后作业：课后练习题 1,2,3和课外阅读三国时的刘徽提出割圆术的方法.

他把圆周分成三等分、六等分、十二等分、二十四等分、··· 这样继续分割下去,

所得多边形的周长就无限接近于圆的周长.

2、升华所学：出示图片“精益求精”

极限不仅仅是一个数学概念，极限的思想同样也存在于生活之中。作为一名

职业技能人，我们要培养自身具备一种精益求精的品质，追求技能的熟练、精进，

这种对完美和极值的追求正是一种极限思想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