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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差数列概念的引入教学设计与反思

陈纪华　（江苏省昆山市教研室　２１５３００）
陶　华　（江 苏 省 昆 山 中 学　２１５３００）

　　 概念是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高中

数学课程标准指出：教学中应加强对基本概念的

理解和掌握，对核心概念要贯穿高中数学教学的

始终．因此，加强概念教学研究是提高课堂教学有

效性的重要手段．在概念教学中，概念引入是帮助

学生认识概念、渗透意识、提升能力的重要环节．
笔者通过设计等差数列概念的引入教学，旨在和

同行一起交流探究数学概念教学的有效模式．

１　 基本情况
１．１　 授课对象

学生来自四星级重点高中普通班，基础较好，
有一定的理解、运算和推理论证能力．
１．２　 教学设计

（１）教材分析

所用教材为《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数学（必修５）》（苏教版），教学内容为“等差数列的

概念”．这节内容是学生深入研究特殊数列模型的

开始，在整个数列学习过程中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２）教学目标

① 体会等差 数 列 是 用 来 刻 画 一 类 离 散 现 象

的重要数学模型，理解等差数列的概念；

② 在探 索 活 动 中 培 养 学 生 观 察、分 析 的 能

力，培养学生由特殊到一般的归纳能力．
（３）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等差数列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概念解决

问题；
难点：等差数列概念的形成过程，培养观察、

分析、归纳能力．

２　 教学过程
（等差数列概念形成教学片段）
师：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数列的概念．请同学

们回顾一下，怎样的数学模型我们称之为数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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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评　通过一题多变，旨在提高学生思维能
力．这一变式题求解过程并不复杂，但通过对原
题的适当的变形、适度的引申，有利于引导学生深
入挖掘、大胆猜想、积极探求，有利于激发和培养
学生的探究精神．
４　 启示

追求课堂高效，实施“问题导学”，还要注意以

下几点：
（１）引导 学 生 主 动 思 考，创 设 问 题 情 境 是 方

向

在教学活动开始时，针对教学目标和教学内

容，提出一个或几个问题，让学生思考，对问题进

行分析、解答．精心设计问题引入课题，能够集中

学生注意力，引发学生的学习思考，让学生产生悬

念，吸引、诱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探索知识．在探究

新知时，把数学知识中所涉及的内容通过问题串

的形式分解难点，逐步让学生发现其中蕴含的数

学规律．
（２）引导 学 生 敢 想，营 造 民 主 和 谐 的 氛 围 是

途径

教师与学生要形成相互尊重、信任的人际关

系，对学生提出的新观点、新问题和不同意见要悉

心聆听，并尽可能地对其思想的标新立异之处和

思维闪光点给予鼓励评价．教师要善于运用教学

契机，充分利用教学中生成的资源，使学生敢于亮

出自己的观点，体会到不同观点的价值，共同分享

提高．
（３）引导学生有效突破难点是关键

教师应根据教学目标，不断设置富有启迪性、
拓展思维和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的问题，让学生

发生错误时迷途知返；让学生在理解重点处画龙

点睛；让学生在理解参差不齐时拨开云雾见青天；
还能够让学生在理解不全时追求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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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１：按照一 定 次 序 排 列 的 一 列 数 我 们 称 为

数列．
师：那么，这三列数是数列吗？

（教师板书如下三个数列）
（１）奥运 会 举 办 的 年 份（２３届 至 今）：１９８４，

１９８８，１９９２，１９９６，２０００，２００４，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２）鞋 子 的 尺 码：４３，４２，４１，４０，３９，３８，３７，

３６，３５；
（３）常数列：２，２，２，２，２，２，２，２，２．
并且，它们有什么共同点吗？

（学生观察这三个数列一分钟）
生２：第 一，项 与 项 之 间 的 间 距 相 等．第 二，

（１）中的数越来越大，（２）中的数越来越小，（３）中

的数不变．
师：三者的共同特征呢？

（独立思考后，又进行片刻的分组讨论）
生３：数列中相邻两项的差都一样．
师：你所指的相邻两项是什么意思？请具体地

说．
生３：１９８８－１９８４＝１９９２－１９８８，４３－４２＝

４２－４１，２－２＝２－２．
师：可以用数学语言描述吗？

生３：数列中每一项与前一项的差都相等．
师：如果对于一般的数列ａ１，ａ２，ａ３，ａ４，… 又

该如何用符号表示呢？

生４：应该是ａ２－ａ１＝ａ３－ａ２＝ａ４－ａ３＝…
（同学们都点头赞同，表明他们的想法与生４

相同）
师：如 何 用 文 字 语 言 描 述 数 列 的 这 个 特 点

呢 ？

（稍停顿后）
生５：数列中的每一项与前一项的差相等．
师：这个差究竟是什么呢？

生５：差为同一个数．
师：一定要是数吗？

生５：哦，不一定，比如数列３，３＋ｂ，３＋２ｂ，３
＋３ｂ，３＋４ｂ，…它的每一项与前一项的差也相等．
所以，只要差为同一个值，不一定要是同一个数．

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生６：第一项与前一项无法作差，所以应该是

从第二项起．
（老师满意地点点头）
师：如果按照另一种想法，就是数列每一项与

后一项的差相等，那会有什么问题呢？

众生：最后一项没法与后一项相减．
师：哪种表示比较好呢？

众生：前者比较好表达．
师：那么，你们认为像这样的数列，我们应该

给个什么称呼呢？

（学生们讨论后，大家决定称其为等差数列，
也有同学称其为差等数列）

（老师在黑板上板书课题及等差数列的完整

定义，并把刚才的结果书写出来）
师：ａ２－ａ１＝ｄ，ａ３－ａ２＝ｄ，ａ４－ａ３＝ｄ，…

就这样写下去写得完吗？如果写不完，能否用一个

式子来表示？

生７：ａｎ＋１－ａｎ ＝ｄ（ｎ∈Ｎ＊）．
生８：ａｎ－ａｎ－１ ＝ｄ（ｎ∈Ｎ＊）．
师：这两个同学的答案都是对的吗？

生８（立刻补充）：ａｎ－ａｎ－１＝ｄ，这里ｎ∈Ｎ＊

且ｎ≥２．
师：非常 好！如 此 与 刚 才 的 文 字 描 述 就 一 致

了．请大家再思考，等差数列的定义，除了用上述

表示法，还可以用其他语言或式子表示吗？

生９：可以写成ａｎ－ａｎ－１ ＝ａｎ＋１－ａｎ，对任意

ｎ≥２成立．
师：其他同学认为可以吗？

（片刻讨论之后）
生１０：可以．若ｎ＝２，则ａ２－ａ１＝ａ３－ａ２；若

ｎ＝３，则ａ３－ａ２＝ａ４－ａ３；……这样符合等差数

列的定义了．
师：很好，大家对等差数列有了一定的认识．

那 么，如果写成ａｎ－ａｎ－１＝ａｎ＋２－ａｎ＋１ 对任意ｎ≥
２成立，也能表示等差数列吗？

（停留半分钟，同学们各自研究起来．老师发

现学生１１已经在草稿纸上写起来，于是请他起来

说说自己的想法．）
生１１：对于给出的这个式子，当ｎ＝２时，则

ａ２－ａ１＝ａ４－ａ３．此时，未必有ａ２－ａ１＝ａ３－ａ２．
由于前三项未必成等差数列，故不能这样表示．只
能说明ａ２－ａ１＝ａ４－ａ３＝ａ６－ａ５＝ … 和ａ３－
ａ２ ＝ａ５－ａ４ ＝ａ７－ａ６ ＝ …

师：非常好！他用了特殊化的方法，此方法我

们在研究数学问题中经常要用到．能否再举一个

具体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呢？

生１２：可 以，数 列１，２，５，６，９，１０，… 满 足 条

件，但不是等差数列．
师：很好，说明一个命题不成立，只需举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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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例 ——— 事实胜于雄辩！

师：通过这个问题我们发现，当面对一个问题

无从下手时，往往可以把这个问题特殊化，尤其是

对于含有字母的式子．我们有的同学每次看到问

题中含有字母就头疼，原因在于不理解字母的含

义和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先取几个特殊

值来帮助理解，再作判断．请同学们通过下面的练

习题巩固等差数列的概念．
（教师板书如下练习）
练习１　 判断下列数列是否是等差数列：
（１）１，１，１，１，１，１；
（２）７，１２，１７，２２，２７；
（３）１，０，１，０，１，０；
（４）－３，－２，－１，１，２，３；
（５）ａ，ａ＋ｍ，ａ＋２ｍ，ａ＋３ｍ，ａ＋４ｍ．
练习２　 已知ａ１，ａ２，ａ３，…，ａｎ，ａｎ＋１，…，ａ２ｎ

是公差为ｄ的等差数列．
（１）ａｎ，ａｎ－１，…，ａ２，ａ１也是等差数列吗？如

果是，公差是多少？

（２）ａ２，ａ４，ａ６，…，ａ２ｎ 也是等差数 列 吗？如

果是，公差是多少？可以用定义证明吗？

教师小结 　（１）等差 数 列 是 指 从 第 二 项 起，
每一项与前一项的差为同一个常数．用符号可表

示为ａｎ－ａｎ－１ ＝ｄ或ａｎ－ａｎ－１ ＝ａｎ＋１－ａｎ（ｎ∈
Ｎ＊，ｎ≥２）．

（２）等差 数 列 的 概 念 的 形 成 过 程，是 由“特

殊”来研究“一般”的过程，将具体问题抽象概括

为数学问题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归纳”的意识．

３　 教学反思
３．１　 认识概念引入的重要性

目前数学概念教学中，有一些教师只是让学

生知道概念是什么，以及通过练习帮助学生掌握

概念．这种方式虽然能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概念，
但是会模糊概念产生的背景，甚至导致学生不知

道为什么要学这个概念，从而严重影响了学生学

习数学的兴趣，隐含在概念形成过程中的数学思

想方法的培养和渗透更是无法实现．所以，只有充

分认识到教学中概念引入的重要性，教师才能抓

住概念教学的契机，进行有效教学．
３．２　 注重概念形成的主体性

概念引入要体现以学生为主体．首先，概念引

入要充分 考 虑 学 生 的 知 识、经 验、思 维 和 判 断 能

力．奥苏伯尔说过：“影响学习的唯一重要的因素，
就是学习者已经知道了什么，要探明这一点，并应

据此进行教 学．”学 生 熟 知 的 生 活 情 景 和 经 验 往

往是概念引入的重要切入点，比如在本课中提到

的奥运会举办年份、鞋子尺码等．当然，引入时不

要刻意用比较繁琐的问题，这样反而会冲淡主题．
其次，概念形成过程应该是老师引导下的学

生探究过程．教师可以根据教材要求和学生的实

际情况，预先设计好问题串，促进学生完成对整个

概念的理解．学生可以通过自主探究、合作交流、
问题反馈和问题辨析等，在问题解决过程中逐渐

实现对概念的理解．
再次，概念引入时的举例要有代表性，如本课

中的三个例子分别反映了递增、递减和常数列这

三类等差数列．
３．３　 透析概念的本质属性

首先，重视概念中重要字、词的理解．学生掌

握概念的关键是正确理解概念中的重要字、词．例
如，等差数列定义中的“从第二项起”、“每一项与

它的前一项的差”、“同一个常数”的含义，一定要

理解透彻．对于概念中的重要字、词应从多角度、
多层次进行剖析，从而有利于学生对概念的理解．

其次，重视对新旧概念联系的理解．数学中有

很多定义都有密切的联系，如等差数列和等比数

列、数列与函数等．我们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善于

寻找、分析、归纳，用类比方法引入定义，从而有利

于学生对概念的理解．
最后，通过对比和反例加深对概念的理解．在

本课中学生１１回答的问题，正是通过与前者的对

比，加深对等差数列概念的理解．
３．４　 重视概念的应用性

数学概念形成之后，引导学生利用概念解决

数学问题和发现概念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是数

学概念 教 学 的 一 个 重 要 环 节．主 要 教 学 方 法 有：
（１）加强对易混 淆 的 概 念 的 辨 析．通 过 对 易 混 淆

的概念的对比和辨析，加深对概念知识结构的理

解和巩固；（２）设计配套的题组．概念深化与熟练

运用一定要有一个过程，需要学生在后续学习中

不断加深理解．
总之，数学概念教学是整个高中数学教学的

重要环节，是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教学的核心．教
师们一定 要 走 出 轻 视 概 念 引 入 和 形 成 教 学 的 误

区，精心设计，大胆尝试，和学生们共同参与到概

念的形成过程中，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从
而达到对概念本质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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