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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是一个重要且需要不断学习改

进的新课题。高等数学作为经管类，理工类专业重要的公共

基础课程，将思政元素融入高等数学有重要的意义。

论文以常数项级数的相关概念为切入点，探索在高等数

学教学过程中，如何恰当合理的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在提高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与探索性的同时，推动高等数学课程思政的

教学实践。

2 常数项级数概念教学设计

2.1 回顾旧知

回顾中学时学习过的数列求和，给定数列 u1，u2,，…un，则

数列的前 项和 sn=u1+u2+…+un，数列求和是有限个数相加的

表达式。求数列和 sn的方法较多，大家熟知的有公式法、倒序

相加法和错位相减法等。

大家只会计算有限个数的和，如果遇到无穷多个数相加

的表达式，那相加的结果一定是无穷大吗？有可能是具体的常

数吗？

2.2 引入新知

2.2.1 常数项级数

给定一个数列 u1，u2,，…un…则由这个数列构成的表达式

u1+u2+…+un+…叫做常数项无穷级数，简称级数,记为
肄

n = 1
移u

n ,肄，即
肄

n = 1
移un =u1+u2+u3+…+un…，其中第 项叫做级数的通项

（或一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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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数的定义是形式上的定义，无穷多项相加是级数的本

质。级数的参与者是数列的项，级数的通项就是数列的通项。

如：（1）级数 1+2+…+n+…=
肄

n = 1
移n

（2）级数 12 + 1
22 +…+ 1

2n +…=
肄

n = 1
移 1

2n

应该如何理解无穷多项相加的结果呢？

可以尝试这样一个思路，借助学过的数列求和的知识，利

用有限个数的和来帮助理解无限个数的和的问题。

2.2.2 级数的部分和

作级数
肄

n = 1
移un的前项和 sn=

肄

i = 1
移ui=u1+u2+u3+…+un，称为级

数
肄

n = 1
移un的部分和（或前 项和）。这里的 sn和中学学习的数列

求和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对于新知识，人们并不是一无所知。

讲到这里，启发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明确世界上

一切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事物孤立地存

在。新知识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个人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个

人与周围的所有事物有着复杂的联系。生活学习中遇到问题，

大家要善于观察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用联系的观点看待问

题，借助事物之间的联系解决问题。

2.2.3 级数敛散性定义

对于部分和 sn，当 取不同的值时，会得到部分和数列

{sn}，由部分和数列有无极限，给出级数敛散性的定义。

如果级数
肄

n = 1
移un的部分和数列{sn}有极限 s，即limn寅肄 sn=s，则

称无穷级数
肄

n = 1
移un是收敛的，这时极限值 s叫做级数

肄

n = 1
移un的

和，即 s=
肄

n = 1
移un=u1+u2+u3+…+un+…；

如果{sn}没有极限,则称无穷级数
肄

n = 1
移un 是发散的，发散级

数没有和。

当级数
肄

n = 1
移un收敛时,部分和 sn是级数

肄

n = 1
移un的和 s的近似

值,它们之间的差值 rn=s-sn=un+1+un+2+…，叫做级数
肄

n = 1
移un 的余

项。显然，当级数收敛时，寅肄，rn寅0。

从上述定义可知，级数是利用极限来研究的，可以理解成

是一种新的极限形式。

回顾本节课学习的过程，用数列求和引入级数的概念，进

一步研究级数的结果，借助数列的极限知识，由{sn}有无极限

给出级数敛散性的定义，得到{sn}的极限值就是级数的和。

至此，解决了本节课一开始提出的“无穷多个数相加，结

果如何”这个思考题，也将常数项级数概念学习清楚了。

讲到这里引导学生认识，世界不是即成事物的集合体，而

是过程的集合体。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只有经过一定的过

程，事物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这就要求人们要用发展的眼

光，历史的眼光，长远的眼光去看问题，看社会，看人生。对待

学习也是如此，学习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层层递进，

环环紧扣的。这也就要求大家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明确的目标（学习级数），借助已有的

知识能力（数列求和，极限知识），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认

真的完成，得到想要的结果。

2.3 典例分析

例 1.求级数
肄

n = 1
移 1

2n 的和。

分析：由定义可知求级数的和，就是计算部分和数列{sn}
的极限值。

解：sn= 12 + 1
22 +… 1

2n =
12（1- 1

2n）

1- 12
1- 1

2n

因limn寅肄 sn=limn寅肄（1- 1
2n )=1

可知级数是收敛的，且级数的和是 1。

例 2.讨论等比级数
肄

n = 1
移aqn-1=a+aq+aq2+…aqn-1+…（a屹0）的

敛散性。

解：可知部分和 sn=a+aq+aq2+…aqn-1= a（1-qn
）1-q

当 q 约1时，有limn寅肄qn=0，故limn寅肄 sn= a1-q ，级数收敛；

当 q 跃1时，有limn寅肄qn=肄，故limn寅肄 sn=肄，级数发散；

当 q =1时，有 sn=na，故limn寅肄 sn=肄，级数发散；

当 q =-1时，有 sn=，故limn寅肄 sn不存在，级数发散；

因此当 q 约1时，级数收敛；当 q 逸1时，级数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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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选了 2个简单的典型例题，不仅巩固了概念，还熟悉

了用定义证明级数敛散性和求级数和的思路和步骤。

2.4 总结思考

本节课大家学习了常数项级数的定义，再由部分和数列

引出级数敛散性的定义，部分和数列有极限，级数就是收敛

的，其极限值是级数的和。

由级数敛散性的定义可以很容易的得出结论：若一个级

数 u1+u2+u3+…+un+…是收敛的，其一般项必满足lim
n寅肄 un =0。反

过来，如果lim
n寅肄 un =0，那么级数 u1+u2+u3+…+un+…是否一定收

敛呢？

思考如下问题，判断级数
肄

n = 1
移 1n =1= 12 + 13 +…+ 1n +…的

敛散性。那对于这个级数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判断？提示可以预

习下节课的学习内容。

3 结语

课程思政融入教育教学，是素质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是实现教育“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论文以《高等数学》教材

中常数项级数的知识点为切入点，在引导学生学习学科知识

的同时，挖掘出两方面的思政元素———一个是正确的世界观，

联系发展的观点，一个是正确的人生观，坚定理想信念的观

点。使学生了解到，整个世界是一个由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的事

物联系起来的整体，并且是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因

此，在认识问题、认识社会或自己时，要秉持联系的、发展的理

念，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地向目标奋进。

总之，在高等数学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教育，是一个需要

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课题，需要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在教学过程

中不断地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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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成员根据讨论的协作技巧、词汇语句进行写作，将写作和

大学英语精读、听说联系起来，还可以由具备相关联系的小项

目构成，以及贯穿于整个学期等过程的大项目。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新课程教学改革的大背景下，教师需要

注重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实行项目教学法，明确大学英语写

作教学的目的和过程，根据项目教学法要求对英语写作过程

进行划分。在英语写作全过程中，教师需要发挥自身的引导作

用，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并使学生进行共同探讨，提

高学生的英语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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