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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于高等数学中第二个重要极限的教学，深入探讨其在培养学生数学逻辑思维与应用能力方面的

重要作用。通过对第二个重要极限的概念引入、理论推导、题型解析以及实际应用的教学过程分析，阐

述如何引导学生掌握知识、提升逻辑思维能力，并将数学知识运用到实际问题解决中。同时，结合教学

实践中的反馈，提出优化教学策略，旨在为高等数学教学提供有益参考，促进学生数学素养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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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eaching of the second important limit in higher mathematics, and ex-
plores in depth its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mathematical logical think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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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bilities.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second important limit, theoreti-
cal derivation, analysis of question types, and analysis of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how to guide students to master knowledge, enhance logical thinking abil-
ity, and apply mathematical knowledge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feed-
back from teaching practice, optimization teaching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aiming to provide use-
ful references for higher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mathematical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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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高等数学的知识体系中，极限理论是微积分学的基石，对学生构建数学知识大厦起着关键作用。

而第二个重要极限作为极限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不仅在数学分析、函数求导等理论领域有着广泛应用，

还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经济金融等多个实际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1]。深入探究其教学过程，对于培

养学生的数学逻辑思维、提升学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而提高高等数学教学质量具有

重要意义。通过有效的教学活动，注重以人为本，引导学生理解第二个重要极限的本质，掌握其应用技

巧，能够为学生后续学习高等数学及相关学科奠定坚实基础，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创新

思维和实践能力，增强数学的应用意识[2]-[5]。 

2. 教学活动设计与实施 

2.1. 创设情境：激发探索欲望 

教师借助多媒体展示复利计算的相关表格，呈现不同结算周期(每年、半年、每月、每日)下，本金为

1 万元、还款期限为 1 年，不同利率(100%、1/2、1/12、1/365)下时，对应的利息和结算额度变化情况。

向学生提出问题：“随着结算周期不断缩短，结算次数不断增加，最终的本息和会变成无穷多吗？”学

生通过计算和讨论得到结论。接着提出问题 

“ 1lim 1 ?
n

n n→∞

 + = 
 

”, 

引出本节课要研究的内容。 
设计意图：创设贴近生活的复利计算情境，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好奇心，让学生在熟悉

的经济场景中感受到数学的实用性。通过计算和讨论，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索精神，让学生在实践中初步

感知极限的概念，为后续引入第二个重要极限的研究奠定基础。同时让学生亲身体验从实际问题抽象出

数学模型的过程，培养学生的数学建模能力。 

2.2. 借助图像，深化概念认知 

教师运用数值模拟，在大屏幕上展示函数
11

n

n
 + 
 

的散点图。引导学生观察图像中随着取值 n 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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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11

n

n
 + 
 

值的变化情况。向学生提问：“从图像上看，当 n 越来越大时，函数值有什么变化趋势？” 

鼓励学生积极发言，分享自己观察到的函数性质，如函数的单调性、是否存在极值、函数值的变化范围

等。其他学生可针对分享内容进行补充和提问，教师对学生的分享和讨论进行总结与点评，引导学生从 

多个角度深入理解函数图像所反映的极限概念，得到猜想“数列
11

n

n
 + 
 

单调递增并且有界，极限

1lim 1
n

n n→∞

 + 
 

存在！”。 

设计意图：在观察数据和图形变化的过程中，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归纳能力，引导学生初步猜测

1lim 1
n

n n→∞

 + 
 

的存在性，为后续深入探究奠定感性认识基础。 

2.3. 合作探究，培养逻辑思维 

教师通过分析，引导学生思考如何证明数列
11

n

n
 + 
 

单调递增。首先回顾均值不等式的内容和应用条

件，然后逐步展示如何利用均值不等式构造式子来证明数列单调递增。令
1 11 1 1

n n

nx
n n

   = + = + ⋅   
   

，根据

均值不等式有 

1

11 1
11 1

1

n
n

n
n

n n
+

 + +    + ⋅ <  +   

化简可得
11 11 1

1

n n

n n

+
   + < +   +   

，即 1n nx x +< ，从而证明数列{ }nx 单调递增。 

接着，教师引导学生证明数列{ }nx 有界。通过对 nx 进行展开，并借助均值不等式进行放缩，得到 

1 1 11
1 1 1 1 2 21 4 1 4 4

2 2 2

n n

n

n
nx

n n n

  + + +        = + = ⋅ + ⋅ ⋅ < <    +    
  

, 

即数列{ }nx 有界。根据单调有界原理，得出
1lim 1

n

n n→∞

 + 
 

存在。强调证明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加深

学生对理论推导的理解。 
教师介绍早在 1683 年瑞士数学家伯努利就对此数列进行了研究，直到 1728 年瑞士数学家欧拉才证

明该数列的极限为无理数，记为 e，从而引出第二个重要极限。 
设计意图：在理论推导过程中，培养学生逻辑推理能力和严谨的数学思维。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和综合运用能力。了解第二个重要极限的历史背景，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将其融入到自己的知识框架中，

构建更加系统、完整的数学知识体系。 

2.4. 实践拓展，强化应用意识 

教师引导学生对第二个重要极限的初始型
1lim 1

n

n
e

n→∞

 + = 
 

进行拓展，推导出一般形式
1lim 1

x

x
e

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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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
1

0
lim 1 x
x

x e
→

+ = ，以及复合形式 

( ) ( )

( )

( )
( )( ) ( )

1

0

1lim 1 lim 1
x

x
x x

x e
x

ϕ

ϕ
ϕ ϕ

ϕ
ϕ→∞ →

 
+ = + =  

  . 

通过具体的函数实例，判断这些实例是否属于第二个重要极限的类型，并进行计算。教师与学生总

结解题步骤：首先判断极限类型，确定是否为“1∞ ”型，然后通过凑倒数等方法，将函数变形为符合第

二个重要极限的形式，最后运用公式得出结果。学生进行课堂练习，教师巡视指导，及时反馈学生的练

习情况。 
设计意图：帮助学生全面理解第二个重要极限的多种形式，掌握其变化规律，提高学生对公式的识

别和应用能力。通过实例讲解和练习，让学生在实践中巩固所学知识，进一步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和运算能力。 

2.5. 课堂小结，巩固知识体系 

教师引导学生回顾本节课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二个重要极限的引入背景、公式的推导过程、公式的

多种形式及其应用方法。请学生分享在探究过程中的收获和体会，以及在运用公式解题时的注意事项。

教师对学生的分享进行总结和补充，强调第二个重要极限在数学学习和实际生活中的重要性，鼓励学生

在今后的学习中继续运用探究式学习方法，深入探索数学知识。 
设计意图：通过总结归纳，帮助学生梳理知识体系，加深对本节课重点内容的记忆和理解。让学生

分享收获和体会，培养学生的反思能力和表达能力，同时也能让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为后续教学

提供参考。鼓励学生运用探究式学习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 

3. 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与体现 

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体现在以下三个关键方面。 

3.1. 归纳推理与知识构建 

学生通过数值模拟、观察散点图，尝试归纳出一般性规律并猜测极限存在性，这一过程锻炼了从特

殊到一般的归纳能力，为后续证明提供方向。在证明过程中，利用均值不等式证明数列单调性、有界性，

以及在公式拓展应用中类比推理得出新形式，都强化了逻辑推理能力，帮助学生构建起严谨的知识体系。 

3.2. 转化思维与问题解决 

面对函数极限计算问题，学生需要运用凑倒数、等价变形等方法，将复杂函数表达式转化为符合第

二个重要极限的标准形式，把未知问题转化为已知问题求解。这种转化与化归的思维方式是数学逻辑思

维的核心，经过反复训练，能显著提升学生思维的灵活性与敏捷性，使其更好地应对各类数学问题。 

3.3. 反思质疑与思维优化 

在整个探究过程中，学生需要对自己的猜想和推导过程进行反思与质疑，比如在证明数列有界性时

思考放缩的合理性。这有助于学生发现思维漏洞，培养批判性思维。 

4. 教学反思 

在“第二个重要极限”的探究式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参与度较高，通过实际操作、小组讨论和理论

推导等活动，对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入，逻辑思维能力得到了有效的锻炼。然而，教学过程中也存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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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之处。部分学生在理解均值不等式证明数列单调性的过程中仍存在困难，需要在今后的教学中加强

引导和个别辅导。此外，在教学时间的把控上还可以更加精准，确保各个教学环节能够更加紧凑、高效

地进行。 
在今后的教学中，教师应继续优化探究式教学方法，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更加合理的教学活动。

加强对学生数学逻辑思维的指导，针对学生的薄弱环节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同时，进一步挖掘数学知

识与实际生活的联系，让学生在更多的实际情境中运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不断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和

逻辑思维能力。 

5. 结语 

将探究式教学深度融合于“第二个重要极限”的教学中，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主动探索、积极思考的

学习环境。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教学活动，学生不仅掌握了重要的数学知识和技能，更在探究过程中

实现了逻辑思维能力的全面提升。这种教学模式符合现代教育理念，能够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在今后的数学教学中，应进一步推广和完善探

究式教学方法，让更多的学生在数学学习中受益，感受数学的魅力，提升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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