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2021—2022 学年第一学期）

院 （部）： 基础教学部

学科名称： 数学

学科代码： 0701

课程名称： 微积分 I

课程代码： X19910002

主讲教师： 李丽丽

职 称： 讲师

教 研 室： 数学教研室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课程名称 微积分 I 课程代码 X19910002

课程类型
公共通识课（ √ ） 公共选修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核心课（ ） 专业选修课（ ）

总学时 56 总学分 3.5

学时分配 理论讲授学时：56 实践学时 0：

授课学院 专业 班级 人数

财经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本）2101 46

考核方式 考查（ ） 考试（ √ ）

课程

简介

《微积分 I》是经管类学生必修的通识教育课程，本课程旨在提升学生的认

知力、实践力、创造力.培养学生逻辑思辨能力和思维缜密的品格；同时，发展

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运算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通过课程思政

的实施，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加牢固；运用马克思主

义的辩证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明显增强；学生在对数学发展史的了解中，认

识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在数学发展中的历史贡献，显著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

文化自信心；学生认同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生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和

敢于探索的科学精神，得到新激发；思政教育效果显著，筑梦铸魂成为教学的主

旋律.

案例

简介

本案例是本课程第一章第 3节内容，主要学习数列极限的直观定义和精确

定义，通过介绍庄子的哲学命题和刘徽的割圆术，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爱

国主义思想情感以及学生的学习热情，并为数列极限定义的教学奠定直观、形

象的认知基础.

使用

教材

《高等数学（经管类）》上册

张华隆主编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7.6(第 3版）

学情

分析

《微积分 I》的授课对象为已完成初高中数学学习的本科一年级新生，大

部分学生来自省内，升学途径除普通高考外，还包括一定数量的对口升学.整体

数学基础较弱，数学知识不完备.财务管理专业学生数学水平参差不齐，给微积

分教学造成了一定困难.但同时，不同层次的学生表现出了较大的学习动机和内

驱力，具有创新意识和探索能力，愿意为学习微积分付出努力和汗水.

参考

资料

1.参考书目

[1]王帅等编.《高等数学》(上)[M].同济大学出版社,2019.

[2]朱晓丽等编.《高等数学》(上册)[M].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3]同济大学数学系编,《高等数学》第六版上册[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其他教学资源

[1]慕课 微积分I 江西财经大学

[2]超星学习通 https://i.chaoxing.com/base?t=164792538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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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主题 数列的极限

所属章节 第一章第三节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了解中国古代极限思想及相关的数学史，理解数列极限的定义；

2.会用数列极限的定义确定一些简单数列的极限.

能力目标：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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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质目标：

1.通过介绍庄子的哲学命题和刘徽的巨大数学成就，激发学生的民族

自信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情感，同时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2.通过数列极限定义的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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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 数列极限的定义

教学难点 数列极限的精确定义

课程思政

融入点及

实现方式

1.通过《庄子·天下篇》“截丈问题”及刘徽“割圆术”的案例分析，

引入极限思想，并揭示蕴含着的人文精神价值：探索与拼搏、民族自豪感.

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情感，同时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

趣；

2.通过具体案例并结合图形，分析无限逼近的数学思想，观察归纳数

列极限，抽象概括出数列极限的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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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通过数列极限的应用案例，加深对数列极限的理解与掌握，并揭示

蕴含着的审美价值、应用价值与理性价值.

教学策略

1.通过《庄子·天下篇》中的“截丈问题”及刘徽“割圆术”的案例

分析引入极限思想，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并为数列极限定义的教学奠定

直观、形象的认知基础；

2.通过对数列进行计算、列表和作图，数形结合以减轻学生负担，突

出重点和突破难点.采用启发式探索发现法和启发式讲解法，创设富有启发

的学习情境，循循善诱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经历并体验概

念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3.通过树立探索与拼搏、民族自豪感，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爱国

主义思想情感，实现知识传授、能力提升和价值塑造同向同行的课程思政

教学目标，形成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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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列的极限

1.新课导入(10 分钟)

1.1引入庄子的哲学命题和刘徽的割圆术

演示战国时期哲学家庄周所著的《庄子・天下篇》中的一句话：“一

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让学生观察思考得出结论：每日木棍

的剩余长度构成的数列，其极限为0.

演示魏晋时代著名数学家刘徽提出的所谓“割之弥细，所失弥少，

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引导学生观察思

考得出结论：圆的内接正n边形面积所构成的数列，其极限就是圆的面

积.并指出：刘徽是最早用数列极限的思想求圆面积的科学家，他一直

算到了内接正 192 边形，得到圆周率 3.14  .

【设计意图】通过《庄子·天下篇》“截丈问题”及刘徽“割圆

术”的案例分析，引入极限思想，并揭示蕴含着的人文精神价值：探

索与拼搏、民族自豪感.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情感，

同时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2.教学要点(75 分钟)

2.1 概念的探索(10分钟)

求出下列数列的通项公式，并考察当项数 n 无限增大时，项的变

化趋势.简要作出数列的图像.

(1) 2,4,6,8,10,      

思政点：

探索与拼搏、民族

自豪感

教学策略：

创设情境，

以旧引新

教学方法：

讨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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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 1 11, , , , ,
2 3 4 5

     

(3)
1 2 3 4 5, , , , ,
2 3 4 5 6

     

(4) 1,1, 1,1, 1,     

通过讨论得出数列(2)、(3)的共同特征：即随着项数 n 的无限增

大，数列的通项 na 无限趋近于一个确定的常数a .并向学生指出我们把

具有这种特征的数列称为有极限的数列，常数a 称为该数列的极限.这

样就得出了数列极限的直观定义.

【设计意图】学生通过作图、讨论得到数列极限的直观定义.

2.2 概念的构建(25分钟)(教学重、难点)

2.2.1提出问题，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

根据数列的直观定义，我们知道上述数列(2)的极限是 0，也就是

说随着项数无限增大，数列中的项无限地趋近于 0，即与 0 的距离无

限小.距离无限小如何用数学语言来刻划呢？教师引导学生快速回顾

数轴上两点间距离的意义及其数学表达式 1 2x x 之后，学生容易把距

离无限小迁移为： na a 无限的小.接着追问 na a 的值分别小于

0.1、0.01、0.001...时，算不算距离无限小呢？回答是否定的，尽管

距离一次比一次小，但它们都是一些确定的值，并不是无限的小.实际

上一旦给定具体的距离值，就总有比它小的.那么该怎么办？把具体的

值 0.1、0.01、0.001...改为字母 (正数)即可表示距离无限的小了.

2.2.2 数列极限精确定义的得出

(1)考察上述数列(2)中哪些项与 0的距离小于 0.1、 0.01、0.001、

 呢？学生通过解不等式
1 0 0.1 0.01 0.001
n
  、 、 、 ，易知当项数n 分

别大于 10、100、1000、
1

时， na 与 0 的距离分别小于 0.1、0.01、0.001，

 .也就是说对于给定的每一个正数，都可以找到 N ，使得 N 后面的所

有项与 0的距离都小于这个正数.

思政点：

辩证关系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旁 批

(2)这样就得到了数列极限的精确定义：设有数列 na 及常数 a ，如

果对于任意给定的正数  (不论它多么小)，总存在正整数 N ，使得对

于下标满足 n N 的一切 na ，不等式 na a   都成立，则称常数 a 是

数列 na 的极限，或称数列 na 收敛于 a ，记作

lim nn
a a


 或 ( )na a n  当 时

【设计意图】通过具体案例并结合图形，分析无限逼近的数学思

想，观察归纳数列极限，抽象概括出数列极限的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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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概念的深化(25分钟)

2.3.1 解题训练

例1.已知数列
2 3 4 5 1
, , , , , ,

1 2 3 4

n

n


     

(1)写出这个数列的各项与1的差的绝对值；

(2)第几项后面的所有项与 1 的差的绝对值都小于 0.1？都小于

0.01？都小于0.003？

(3)第几项后面的所有项与 1的差的绝对值都小于任何预先给定的

正数 ？

(4)1是不是这个数列的极限？

【设计意图】通过本题逐问地思考可以帮助学生总结上一阶段得到

数列极限定义的过程.

2.3.2对定义的说明

(1)在数列极限的定义中，“对于任意给定的正数  ，...不等式

na a   都成立”说明什么？

这句话有两层含义：  是任意的，又是可以给定的.首先，  是任

意的，可以任意的小，只有这样，才能通过不等式 na a   说明 na 无

教学重(难)点：

数列极限的精确

定义

教学策略：

心理学认为，概念

一旦获得如不及

时加以归纳、总

结，他就会混淆或

遗忘.并且必须通

过解题训练加以

巩固.

思政点：

量变到质变的规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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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趋近于常数 a ，其次， 是可以给定的，一旦 给定，就能找到与

有关的正整数 N ( N 不是唯一的).

(2)定义中“总存在正整数 N ，当 n N 时”说明什么？

说明第 1N  项、 2N  项、 3N  项、... 都能使不等式成立，也就

是说数列 na 的项无限趋近于常数 a 是可以实现的，并指出项 N
a 只是数

列 na 中的一个标志项.

(3)由于 n na a a a a         ，因此从数轴上看，以点 a 为

中心、  为半径的开区间  ,a a   内，集中了数列第 N 项后面的所

有项(无穷多项)，而开区间的外最多只有数列的前 N 项(有限项).

(4)定义中的 是前提，N 是关键，给出 才能找 N ，找到 N ，则

极限存在且其值为 a ，否则极限不存在，同时定义还给出了证明数列

极限的基本步骤：

①计算 na a 的值；

②任给正数  ，解不等式 ,na a   解得 ( )n f  ；

③确定 N ，取不大于 ( )f  的最大正数为 N ，记作  ( )N f  ；

④作出结论.

例 2.试用定义证明极限：
2 1

lim 2
n

n

n




【设计意图】通过对定义的说明让学生更深刻的理解数列极限的实

质，通过例题使学生熟悉数列极限定义应用的步骤.

2.4收敛数列的性质及数列极限存在的单调有界准则(10分钟)

2.5课堂练习(5分钟)

练习.分析数列 3 2n

n


的极限并证明.

思政点：

遵循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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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通过练习让学生理解数列极限的定义并对解题步骤加

以巩固.

3.课堂小节(5分钟)

3.1数列极限的直观定义；

3.2数列极限的精确定义；

3.3证明数列极限的基本步骤.

【设计意图】通过小结，对本节课所授知识和技能进行归纳总结.

帮助学生及时对所讲授的知识加以总结、梳理，使得学生进一步深化

概念、规律并且利用总结埋下伏笔，为后续教学服务.

4.作业与思考题(5 分钟)

4.1作业

习题 1.3 第 2、3题

4.2思考

类比数列极限的定义，思考 x  时，函数 ( )f x 极限的定义.

【设计意图】通过作业让学生对课堂学习的内容进行进一步的巩

固，从而加深理解.通过思考让学生对本节课的内容有更深层次的理

解，并为下节课学习函数的极限做铺垫.

5.兴趣拓展--数学家小故事：“割圆术”者刘徽(5分钟)

5.1数学家刘徽的生平

刘徽（约公元 225 年—295 年），汉族，山东邹平县人，魏晋期

间伟大的数学家，中国古典数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是中国数学史上一

个非常伟大的数学家，他的杰作《九章算术注》和《海岛算经》，是

中国最宝贵的数学遗产.刘徽思想敏捷，方法灵活，既提倡推理又主张

直观.他是中国最早明确主张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来论证数学命题的人.

思政点：

探索与拼搏精神、

民族自信心和爱

国主义思想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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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徽的一生是为数学刻苦探求的一生.他虽然地位低下，但人格高尚.

他不是沽名钓誉的庸人，而是学而不厌的伟人，他给我们中华民族留

下了宝贵的财富.

刘徽在数学上的贡献极多，在开方不尽的问题中提出“求徽数”

的思想，这方法与后来求无理根的近似值的方法一致，它不仅是圆周

率精确计算的必要条件，而且促进了十进小数的产生；在线性方程组

解法中，他创造了比直除法更简便的互乘相消法，与现今解法基本一

致；并在中国数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不定方程问题”；他还建立了

等差级数前 n项和公式；提出并定义了许多数学概念：如幂（面积）、

方程（线性方程组）、正负数等等.刘徽还提出了许多公认正确的判断

作为证明的前提.他的大多数推理、证明都合乎逻辑，十分严谨，从而

把《九章算术》及他自己提出的解法、公式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础之上.

虽然刘徽没有写出自成体系的著作，但他注《九章算术》所运用的数

学知识，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包括概念和判断、并以数

学证明为其联系纽带的理论体系.

刘徽在割圆术中提出的“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

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这可视为中国古代极限观念的佳

作.《海岛算经》一书中，刘徽精心选编了九个测量问题，这些题目的

创造性、复杂性和富有代表性都在当时为西方所瞩目.刘徽思想敏捷，

方法灵活，既提倡推理又主张直观.他是我国最早明确主张用逻辑推理

的方式来论证数学命题的人.

5.2数学家刘徽的成就

一是整理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并奠定了它的理论基础，这方面集中

体现在《九章算术注》中.它实已形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数系理论

①用数的同类与异类阐述了通分、约分、四则运算，以及繁分数化简

等的运算法则；在开方术的注释中，他从开方不尽的意义出发，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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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无理方根的存在，并引进了新数，创造了用十进分数无限逼近无理

根的方法.

②在筹式演算理论方面：先给率以比较明确的定义，又以遍乘、

通约、齐同等三种基本运算为基础，建立了数与式运算的统一的理论

基础，他还用“率”来定义中国古代数学中的“方程”，即现代数学

中线性方程组的增广矩阵.

③在勾股理论方面：逐一论证了有关勾股定理与解勾股形的计算

原理，建立了相似勾股形理论，发展了勾股测量术，通过对“勾中容

横”与“股中容直”之类的典型图形的论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相似

理论.

面积与体积理论

用出入相补、以盈补虚的原理及“割圆术”的极限方法提出了刘

徽原理，并解决了多种几何形、几何体的面积、体积计算问题.这些方

面的理论价值至今仍闪烁着余辉.

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创见.这方面主要体现为割圆

术与圆周率，他在《九章算术.圆田术》注中，用割圆术证明了圆面积

的精确公式，并给出了计算圆周率的科学方法.他首先从圆内接六边形

开始割圆，每次边数倍增，算到 192 边形的面积，得到π=157/50=3.14，

又算到 3072 边形的面积，得到π=3927/1250=3.1416，称为“徽率”.

【设计意图】通过数学家刘徽的故事让学生再一次体会数学家刘徽

的探索与拼搏精神.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情感，同时

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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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1.3 数列的极限

1.数列极限的直观定义 引例及例题分析

2.数列极限的精确定义

3.收敛数列的性质及数列极限

存在的单调有界准则

教学成效

1.本案例通过《庄子·天下篇》“截丈问题”及刘徽“割圆术”的案例分析，引入

极限思想，并揭示蕴含着的人文精神价值：探索与拼搏、民族自豪感.激发学生的民族

自信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情感，同时增强了该课程的吸引力并培养了学生学习数学的兴

趣.

2.通过具体案例并结合图形，分析无限逼近的数学思想，观察归纳数列极限，抽象

概括出数列极限的定义.揭示数学世界中的辩证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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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大部分学生对融入思政元素的教学方法表示认可，学生表示，不仅学到了数学知

识，更明确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4.数学家刘徽的精神深深地鼓舞了学生，学生课后作业完成率与作业质量明显提

高.

教学反思

本小节课程的教学当中，挖掘了“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爱国主义”、

“探索与拼搏精神”、“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应用”等思政元素，能较好地融入知识

点的讲授，但是还存在一些不足：

1.本小节挖掘的思政元素还不够细致，不足之处就是隐性元素挖掘欠充分；同时，

现有理论研究未形成体系，停留在实践层面居多，今后需在思想的认识上和知识的全面

系统上进一步提高.

2.对于整门课程来说，虽然挖掘了较多的思政元素，但是还不够系统.因此，对更

多的相关素材进行搜集，并且进行梳理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3.本小节在设疑环节之后应该适当加入小组讨论环节，在学生充分思考之后，再进

行讲授，才会更好地起到引领学生，促进教学效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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