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与应用结合,素养与能力并重
———数列专题复习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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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中从考点、考查方式、命题背景等方面对近几年高考数列试题进行研究．认为:新一轮的高考数列

专题复习备考要着力引导学生深化三个方面的理解,即理解数列的递推关系与数列的概念、理解 a n 与 S n 的关

系及其函数属性、理解数列的基本性质及其生成过程;要重视回归教材、重视知识的综合应用、重视数学思想的

渗透、重视情景化教学;做好从解题到解决问题、从课堂上学到生活中学、从模式化应试到力求创新三方面的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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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数列是高中数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培育学生

数学运算,逻辑推理、数学抽象等核心素养的重要载

体．在数列专题复习教学中,怎样有效利用数列知识,
培养学生数学“四基”、提升数学“四能”、发展数学素

养? 这是值得一线教师思考的课题．笔者认为:数列专

题复习教学要着力引导学生既要理解数列的递推关

系与数列的概念、理解 a n 与 S n 的关系及其函数属

性、理解数列的基本性质及其生成过程;又要重视回

归教材、重视知识的综合应用、重视数学思想的渗透、
重视情景化教学;还要做好从解题到解决问题的转

变、从课堂上学到生活中学的转变、从模式化应试到

力求创新的转变．

２ 深化三个理解

２．１ 理解数列的递推关系与数列的概念

在复习备考过程中,需要引导学生在元认知发展

水平的基础上再次认识数列的递推关系与数列的概

念,帮助学生真正理解数列是反映自然界变化规律的

基本数学模型,是数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是研究其他

类型函数的基本工具[１]．高中数学重点学习等差和等

比两个特殊的数列,之所以特殊是由于它们从第二项

开始后一项与前一项总存在着一定的数量关系,这种

关系就叫做递推关系,用递推关系来定义数列可以清

晰地刻画每一组排列数的规律．要求学生能用自己的

语言准确描述数列的概念,结合生活实际列举生活中

的等差等比数列实例,既可以让学生再次认识数列的

本质又可以养成用数学的眼光看世界,用数学的思维

分析问题的良好习惯．

２．２ 理解 a n 与 S n 的关系及其函数属性

深化“数列是一种特殊函数”的理解,将数列与函

数有机结合起来,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学习数列的

关键．等差等比数列的通项公式是可以通过对等差等

比数列概念中的递推关系进行合理的运算推理得到

它们的排列顺序(序号)与数列对应项之间的特殊规

律,将这种规律用文字描述出来就是数列的通项公

式,通项公式是一个关于 n,n∈N∗ 的特殊函数．研究

等差或等比数列前 n 项的和可以得出前 n 项和 S n 与

项数n 的关系,这个关系也是一个关于 n,n∈N∗的特

殊函数,称之为数列的前 n 项和公式．当然,不是所有

的数列都能用简练的数学语言将其通项公式或者前 n
项和公式描述出来,我们研究的往往是一些特殊的数

列．引导学生去发现前 n 项和 S n 与第 n 项 a n 之间存

在的关系 a n＝S n－S n－１(n≥２),并尝试去发现和挖掘

其他的一些重要性质．

２．３ 理解数列的基本性质及其生成过程

数列基本性质的学习要强调探究性与过程性,还
原知识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帮助学生在体验知识形成

逻辑的同时构建知识网络．设计好问题情景引导学生

开展探究活动,及时提炼课堂生成,比如在推导等差

数列或等比数列通项公式与前 n 项和公式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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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学生体验到总可以由五个关键的基本量来刻画

数列,它们分别是首项 a １,公差 d 或公比 q,项数 n,第

n 项a n 与前n 项和S n;如果给出数列的前几项或者某

几项之间的关系,亦或者直接给出 ５ 个基本量中的 ３
个就可以计算出另外 ２ 个基本量．

３ 引起四个重视

３．１ 重视回归教材,强调基础扎实

３．１．１ 挖掘典型的教材例题与习题

教材是教与学最重要的素材,立足教材研究高考

试题寻找命题规律是备考中的重要环节,只有清楚高

考考什么、怎么考,备考工作才能有的放矢．教材中有

很多经典的例题或者习题可以结合不同认知发展水

平学生的实际需要进行合理开发,形成研究性学习的

素材或者变式题组．限于篇幅,文章仅举两例．
试题 １　(人教 A 版必修 ５ 第 ３８ 页例 ３)已知数

列{a n}的通项公式为 a n＝pn＋q,其中 p,q 为常数,
那么这个数列一定是等差数列吗?

设计意图:学生会根据首项和公差求通项公式,
但是对等差数列的证明很多学生还达不到深刻理解

的要求．解决这个课本例题,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回顾

等差数列的证明过程,另一方面加深对等差数列通项

公式的认识,发现 p 为公差,p ＋q 为首项,经历了一

个二级结论的生成过程,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获得了

额外的收获．
试题 ２　(人教 A 版必修 ５ 第 ６ ９ 页第 ６ 题)已知

数列 a n{ }中,a １＝５,a ２＝２,a n＝２a n－１＋３a n－２(n≥３),
对于这个数列的通项公式作一研究,能否写出它的通

项公式?
设计意图:在给出足够条件的情况下学生能顺利

计算等差或等比以及其他常见递推关系的数列通项

公式,借助这一典型问题可以引导学生更加深入地认

识如何根据已知递推关系求解数列的通项公式,在问

题解决的过程中落实四基、发展四能．
３．１．２ 对典型例习题开展变式拓展

选定典型的问题后,可以对其进行适当的变式拓

展以丰富教学素材．试题 １ 与试题 ２ 可以做以下变式．
变式 １-１　已 知 数 列{a n}的 前 n 项 和 为 S n ＝

pn ２＋qn＋r,其中 p,q,r 为常数,且 p≠０,数列{a n}在
何种情况下是等差数列?

变式 １-２　已知数列{a n}是等差数列,２a n＝a n－１＋
a n＋１(n＞１)是否成立? ２a n＝a n－k＋a n＋k(n＞k＞０)是否

成立? 据此你能得出什么结论．
变式 ２-１　已知各项均为正数的数列 a n{ } 满足

a n＋２＝２a n＋１ ＋ ３a n,证明 a n＋a n＋１{ } 是等比数列;若

a １＝
１
２
,a ２＝

３
２
,求出它的通项公式,你能有几种方法?

变式 ２-２　求解满足递推关系 a n＋２＝pa n＋１＋qa n
的正项数列 a n{ }的通项公式,用到了什么思想方法?

３．１．３ 研究高考试题的命题规律

引导学生以历年高考真题作为练习素材,对试题

按照知识点、考查方式、难度进行分类,归纳总结解题

方法,探究试题的命题意图,不仅要知道怎么解答,还
要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解,清楚试题的命制逻辑,以不

变应万变．模仿高考试题的命题特点对教材中的典型

例题和习题开展一系列的变式拓展,采取小组合作的

形式从不同的角度对试题进行改编,给出解答过程,
最后讨论并优化问题的设置,实现在解题的过程中研

究试题,在改编试题的过程中发展能力．

３．２ 重视知识的综合应用,强调融会贯通

首先,夯实四基,提升运算求解能力．以基础试题为

素材,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深化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感悟数学思想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应用价值,积累基

本活动经验,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解决

综合性强或者富有创新性的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熟练解答高考真题,体会试题生成逻辑．以

高考试题为载体,研究高考试题的命题意图,分解试

题中的考点,基于试题的呈现方式和设问方向思考知

识点的整合逻辑,在能解题的基础上弄清楚试题是如

何命制的,为什么要这样考,我该如何应对等问题．
再者,需要引导学生关注由多个知识点交汇命制

的试题．这类试题由于综合性较强、思维难度较大、对
学生的逻辑推理和运算求解能力要求较高而成为试

卷中的中等以上难度的试题,往往具有明显的区分度．
需要及时归纳总结求解策略,研究试题的命题原理．

３．３ 重视数学思想的渗透,强调灵活创新

３．３．１ 感悟函数与方程的思想

在实际问题情境中,根据已知条件提炼出等差或等

比数列中的五个关键基本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建立方程

或方程组,通过解方程完成对问题的解答．素材的选取要

具有典型性,突出基础性,强调通法常法,如试题 ３．
试题 ３　(２０２０ 年全国 ２ 卷文 ６ 题)记 S n 为等比

数列 a n{ }的前n 项和．若 a ５－a ３＝１２,a ６－a ４＝２４,则
S n
a n
＝(　　)．

A．２n－１　　　　　　　　B．２－２ １－n

C．２－２n－１ D．２ １－n－１
３．３．２ 深化转化与化归的思想

引导学生将不好解决的问题转化为容易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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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进而实现对问题的解答,感悟转化与化归的数

学思想,体验化难为易、化繁为简的便捷,如试题 ４ 就

需要将问题转化为等差数列求和来处理．

图 １

试题 ４　(２０２０ 年全国 ２
卷理 ４ 题)北京天坛的圜丘

坛为古代祭天的场所,分上、
中、下三层,上层中心有一块

圆形石板(称为天心石),环
绕天心石砌 ９ 块扇面形石板

构成第一环,向外每环依次

增加 ９ 块,下一层的第一环比上一层的最后一环多 ９
块,向外每环依次也增加 ９ 块,已知每层环数相同,且
下层比中层多 ７２ ９ 块,则三层共有扇面形石板(不含

天心石)(　　)．
A．３ ６ ９ ９ 块　　　　　　　　B．３ ４７４ 块

C．３ ４０２ 块 D．３ ３３ ９ 块

３．３．３ 强化分类与整合的思想

数列是特殊的函数,在实际问题中需要对其进行

严谨的分析与推理,实现在分类与整合的过程中解答

问题,分类的标准因问题而异,大多出现在奇偶项数

列不相同的情况下,如试题 ５ 的情形．
试题 ５　(２０２０ 年全国 １ 卷文 １ ６ 题)数列{a n}满

足 a n＋２＋(－１)na n＝３n－１,前 １ ６ 项和为 ５４０,则 a １＝
．

３．４ 重视情景化教学,强调学以致用

３．４．１ 再现知识的发生与发展情景

以问题为导向开展复习课教学,可以结合学生的

认知发展水平设计一系列的问题串引导学生在逐个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感悟知识的发生与发展过程,比如

在解决试题 １ 的基础上还可以设计以下问题串帮助

学生理解等差或等比数列通项公式的推导过程．
问题 １　请写出等差数列通项公式的推导过程,

用到什么方法?
问题 ２　已知数列 a n{ } 满足 a n＋１ －a n ＝n,a １ ＝

１,请写出数列 a n{ }的通项公式．
问题 ３　类比问题 １ 和问题 ２,能否对等比数列开

展同样的探究活动,为什么?

３．４．２ 了解数学文化,感悟数学之美

教科书的阅读与思考栏目会设置一些数学文化

素材,如斐波那契数列,可以引导学生在开展探究性

学习的同时联系与之相关的高考试题．如 ２０ １ ２ 年江西

高考理科第 ６ 题,观察各式:a＋b＝１;a ２＋b ２＝３;a ３＋
b ３＝４;a ４＋b ４＝７;a ５＋b ５＝１１;依此类推,求 a １ ０＋b １ ０的
值;再比如九连环的问题都在高考中考查过．

３．４．３ 关注生产生活实践,抽象数学问题

数学源于生活,又应用于社会生产生活实践．在学

习的过程中要学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世界,用数学的

思维思考世界,将实际生活问题抽象成数学问题进而

用数学的思想方法来解决．比如 ２０ １ ６ 年四川高考数学

理科第 ５ 题,某公司为激励创新,计划逐年加大研发

资金投入,若该公司 ２０ １ ５ 年全年投入研发资金 １ ３０ 万

元,在此基础上,每年投入的研发资金比上一年增长

１ ２％,则该公司全年投入的研发资金开始超过 ２００ 万

元的年份是哪一年? 该题考查的问题本质就是等比

数列的通项公式．

４ 寻求三个转变

４．１ 从解题到解决问题的转变

高考新一轮改革的步伐持续推进,需要在认真研

究《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２０１ ７ 年版)》和《中国高考

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开展复习课教学设计,紧扣课标

要求和“一核”“四层”“四翼”的评价理念,从以往的注

重解题教学转变为解决问题的教学,在具体问题情境

中去发现问题、思考并解决问题,杜绝纸上谈兵．

４．２ 从课堂上学到生活中学的转变

近年的高考数列试题涵盖了数列的核心知识点,
“四基”是基础也是关键．基础知识可以在课堂上获得,
但是运用基础知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还需

要我们有意识的思考和关注身边的现象,所以学习数

学应该适当融入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去,毕竟高考也

注重考查数列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既强调了综合性

还注重应用性．比如 ２０２０ 年全国Ⅱ卷理科 １ ２ 题考查

的是数列与信息技术的融合,需要类比研究周期函数

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４．３ 从模式化应试到力求创新的转变

在以往的复习备考过程中,我们习惯性地去归纳

考试题型,解题方法．在新高考改革背景下我们需要打

破思维定势,丰富备考策略．从学习数学解题方法到学

会创新性的思考数学问题的转变,基于数学基本概念

和性质,结合社会生产生活实际需要研究新问题,开
辟新思路．创新往往是开放的,也是最有价值的,它既

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人才培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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