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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中提出“重视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使课程内容结构

化”的教育理念。在此背景下，大概念、单元教学成为教师研究方向，教学过程更加注重知识内部的关

联与数学逻辑体系的建构。本文基于此理念，结合“数列”单元教学，探索如何通过大概念整合数学逻

辑体系，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通过重构教学框架与实例分析，展现单元教学设计的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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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eneral Se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tandards (2017 Edition, Revis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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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put forward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emphasizing the core of disciplinary big concepts to 
structure the curriculum content”. Against this backdrop, big concepts and unit teaching have be-
come the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teachers, and the teaching process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
ternal connections of knowledg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thematical logical system. Based on 
this concept, this paper,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equence” unit teaching, explores how to integrate 
the mathematical logical system through big concepts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students’ core 
literacy. Through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framework and case analysis, the implementa-
tion path of unit teaching design is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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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依据 

大概念是由英文 Big ideas 翻译过来的，也可以翻译成大观念、大想法、大思想。美国杰罗姆·布鲁

纳是早期对知识结构和大概念有所涉及的学者。他强调学科结构的重要性，主张学习者应当掌握学科的

基本结构，这种结构类似于大概念所起的作用。戴维·奥苏贝尔的有意义学习理论主张新知识需与已有

认知结构建立实质性联系，而大概念恰可作为认知锚点，帮助学生构建系统化的知识体系。 
在数学学科方面，查尔斯从学科教育的角度出发，认为大概念不仅是一种陈述，也是能将众多的数

学理解联系成一个连贯的整体的核心概念，例如，数列作为离散函数的研究对象，既延续了函数的抽象

思维，又为后续极限理论奠定基础，是函数与微积分之间的关键纽带。  
20 世纪初，美国教育家杜威提出实用主义单元教学模式，主张以问题情境驱动学习。他的学生克伯

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设计教学法”，主张“学习大单元”，取消分科教学和固定教材，以学生活动安排

学习单元，更注重个体差异和实际需求。 
顿继安和何彩霞撰写的《大概念统摄下的单元教学设计》进一步提出，大概念统摄下的单元教学设

计可有效解决知识碎片化问题，通过进阶式目标设计，助力学生从“记忆知识”向“应用能力”转化[1]。 

2. 教学设计 

2.1. 明晰单元大概念 

2.1.1. 教材分析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课标”)将“数列”安排在选择性必

修课程“函数”主题一下。本单元内容包括：数列概念、等差数列、等比数列、数学归纳法[2]。 
数列是高中阶段数学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数列是一类特殊的函数(离散函数)，承接函数知识体系，

同时数列是后期极限学习的基础，是学好极限的前提，所以数列的概念在数学学习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

作用。本章教学中，注重引导学生感受规律、发现规律、研究规律、应用规律。 
本文对普通高中教科书数学(A 版)选择性必修第二册第四章数列进行结构梳理与课时安排分析。如

图 1。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578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美钰，张丽春 
 

 

DOI: 10.12677/ae.2025.155786 483 教育进展 
 

 
Figure 1. Analysis of the chapter structure and class hour arrangement of the sequence section 
图 1. 数列章节结构与课时安排分析 

2.1.2. 明确大概念 
综合对课程标准、教材、以及数学核心素养的分析，提炼出本单元的大概念为：“数列：探索规律，

发现模式”。该概念贯穿以下核心问题：如何通过从实际情境抽象出数学模型？数列与函数有何联系与

区别？如何从有限项归纳通项公式，并验证其通用性？ 

2.2. 确定单元教学目标 

2.2.1. 学情分析 
在初中阶段，学生已经学习过数、方程、一次函数、二次函数等知识。进入高中，学生又学习了函数

章节的内容，具有一定的知识经验储备，为进一步学习提供支撑。然而，学生的抽象思维仍在发展，理

解抽象的逻辑关系时需要借助一定的具体经验材料；并且，学生对于通过运算发现代数规律的意识较为

薄弱[3]。 

2.2.2. 单元教学目标 
站在大概念的视角下，整体规划本单元学习内容顺序为：数列概念–通项公式–数列求和–递推公

式–数学归纳法；通过观察、分析、归纳等数学活动，探究数列的生成规律和性质，培养学生逻辑推理

与问题解决能力，同时渗透函数思想与数形结合方法。 

2.3. “数列的概念”(第 1 课时)教学设计 

2.3.1. 情境导入 
1) 播放 2026 年米兰冬季奥运会宣传片，并提出问题：第十九届冬季奥运会是在 2002 年举办的，已

知每四年举办一届冬奥会，那米兰冬季奥运会是第多少届？ 
2002，2006，2010，2014，2018，2022，2026 ① 
2) 带领学生一起动手实操：拿出一张 A4 纸，对折一次，纸张变成了两层，再次对折，变成了四层……

直至对折七次。其中的层数变化为： 
2，4，8，16，32，64，128 ② 
3) 我国有十二生肖纪年的习惯，2025 年是蛇年，2025 年开始，蛇年的年份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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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037，2049，2061，2073，2085，2097 ③ 
关键提问：①②③中的数字能否调换顺序？这些数字排列的依据是什么？ 
设计意图：从学生熟悉的体育赛事、数学史等角度切入课题，与数学文化渗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并引导学生感知数列的“有序性”，自然引入本课题。 

2.3.2. 概念建构 
定义解析：一般地，我们把按照确定的顺序排列的一列数称为数列，数列中的每一个数叫做这个数

列的项。数列的第一个位置上的数叫做这个数列的第 1 项(也叫做首项)。常用符号 1a 表示，第二个位置

上的数叫做这个数列的第 2 项，用 2a 表示……第 n 个位置上的数叫做这个数列的第 n 项，用 na 表示。数

列的一般形式是 1 2, , , ,na a a ，简记为{ }na 。 
设计意图：落实对数列概念的准确表达。 
师：上述例子均是数列，其中①的首项是什么？“2014”是这个数列的第几项？[4] 
思考 1：你能举出几个数列的例子吗？ 
设计意图：结合具体例子理解数列的有关概念，使学生体会到数列存在于现实生活与数学学习中。 
师：对于上述给出的数列，如果按项的个数分，可以分为哪几类？ 
学生回答后教师对其进行总结。 

2.3.3. 函数视角：深化理解 
思考 2：数列中的项和他的序号之间有关系吗？能否用式子表示？与学过的哪些内容相似？ 
师：同学们看数列 2，4，8，16，32，64，128。②中序号与项之间的对应关系你能从中得到什么启

示？ 
 

序号 1 2 3 4 5 6 7 

项 2 4 8 16 32 64 128 

 
生：数列的项与序号是一一对应关系，是一种函数关系。 
由于数列中的每一项{ }na 与它的序号 n 有下面的对应关系： 

 
序号 1 2 3 … n … 

项 1a  2a  3a  … na  … 

记 ( )na f n=  ( )1f  ( )2f  ( )3f  … ( )f n  … 

 
数列的项即可看作当自变量从 1 开始，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取值时，对应的一列函数值

( ) ( ) ( )1 , 2 , , ,f f f n 就是数列 { }na 另一方面，对于函数 ( )y f x= ，如果 ( )( )f n n N∈ 有意义，那么

( ) ( ) ( )1 , 2 , , ,f f f n 构成了一个数列 ( ){ }f n 。 
设计意图：从函数角度解读数列，为下一步学习数列的单调性和表示方法做准备。 
思考 3：既然数列是函数，数列的自变量与以前我们学过的函数的自变量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对比数列与连续函数的自变量差异：数列定义域离散，图像为孤立点，而函数定义域通常连续。 
设计意图：由浅入深提出问题，帮助学生意识到可以函数的角度研究数列。 
思考 4：类比函数性质，以下数列的项随项数的变化趋势是怎样的？体现了数列的什么性质？ 
1) 3，6，9，13，16，19，23，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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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0，50，40，30，20，10； 
3) −1，13，−19，97，−211，……； 
4) 7，7，7，7，7，7，7，7； 
学生讨论回答：变化趋势为递增，递减，摆动，不变，体现了数列的单调性。 
再次对数列进行分类，给出递增数列、递减数列、常数列、摆动数列的定义，并对数列的分类进行

总结。 

2.3.4. 通项公式：模型建立 
思考 5：回忆函数的表示方法，数列能否用同样方法表示？ 
师生互动：请同学们阅读课本，体会数列的函数特点。 
对比分析：列表法：直观展示序号与项的对应；图象法：离散点图体现数列的变化趋势；通项公式

法：解析式揭示一般规律。 
设计意图：根据数列是特殊的函数，用函数的特点研究数列的表示方法和单调性，让学生获取更加

全面的知识。 
例 1 根据数列{ }na 的通项公式，请写出其前 5 项，并画出它们的图象。 

1) 
2

2n
n na +

= ；2) 
( )1

cos
2n

n
a

−
=

π
。 

由学生展示答案，教师进行引导总结。 
画数列的图象时，序号 n 为横坐标，相应的项 na 为纵坐标，即以 ( ), nn a 为坐标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

作出点，即可画出一个数列的图象。 
设计意图： 说明公式的双向应用——已知通项公式求项或通过前几项反推通项。结合图像法绘制的

离散点图，对比列表法与解析式的优劣，强化数形结合思维。 
例 2 根据给出的数列的前 4 项，写出数列的一个通项公式： 

1) 1， 1
2

− ，
1
3
，

1
4

− ，……； 

2) 2，0，2，0，……。 
教师让学生思考并尝试写出通项公式，同时提出问题：是不是所有的数列都存在通项公式？根据数

列的前几项写出的通项公式是唯一的吗？学生思考回答后，教师进行解释：有的数列不存在通项公式，

且通项公式不是唯一的[5]。 
设计意图：通过例题帮助学生进一步认识数列的通项，同时训练学生的归纳与逆向思维能力。 

2.3.5. 课堂小结与作业. 
1) 知识梳理 
带领学生梳理本节课知识框架：数列定义→分类→表示方法→函数思想→利用通项公式计算；本节

课使用的思想方法：特殊到一般、数形结合、类比推理。 
2) 分层作业 
基础题：教材习题 4.1 第 2、3 题(巩固概念)； 
拓展题：设计一个摆动数列，并尝试写出其通项公式(挑战创新)。 

2.4. 教学反思与改进建议 

1) 亮点 
以真实问题驱动学习，体现数学的应用价值；通过函数视角统整数列知识，强化知识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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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进方向 
增加跨学科案例(如生物学中的种群增长模型)，拓宽数列应用场景；引入数字化工具，直观展示数列

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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