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等比数列的前 n项和》教学设计 

一、教材分析 

    等比数列的前 n项和人教 B版教科书必修 5第二章 2.3.2的内容。是高中数学新教

材的一个重要问题，等比数列的前 n项和不但是“等差数列及其前 n项和”与“等比数

列”内容的延续、也与函数等知识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通过这部分

内容的学习，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特殊到一般、类比与转化、分类讨论的思想。有

助于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探索精神,是培养学生应用意识和数学能力的良好载体． 

二、学情分析   

认知：学生已经学习了等差数列、等差数列的前 n项和、等比数列，掌握了等差数列和

等比数列的部分知识. 

能力：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自学能力，初步具备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对知识的

整合能力、问题的探究能力及思维的严密性上还需要进一步培养和提高. 

情感：多数同学学习兴趣比较浓, 积极性较强，但合作交流的意识等方面尚有待加强.  

 

从认知、能力和情感态度三个方面分析学生的基础、优势和不足，它是制定教学目

标的重要依据。  

三、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理解等比数列的前 n 项和公式及公式的推导过程；掌握等比数列前 n

项和公式的推导方法；并能运用公式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通过公式的灵活运用，进一

步渗透递推的思想、方程的思想、分类讨论的思想、等价转化的思想. 

2，过程与方法：通过公式的推导，培养学生观察、分析、类比、猜想、归纳、综合的

能力，提高学生的探究问题、思考问题、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体会公式探求过程中

从特殊到一般的思维方法，加强类比与转化、分类讨论等数学思想的培养，进一步渗透

方程的思想。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过程，使学生受到辨证唯物主义思

想的熏陶；体验数学发现和创造的历程，体验到思考与探索的乐趣，增进对数学应用价

值的认识；并且培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合作交流的个性品质；敢于创新的科学精

神。  

四、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等比数列的前 n项和公式及其推导过程。 

教学难点：等比数列的前 n项和的公式的多种推导方法以及公式的深入挖掘。 

五、学法与教法 

学法： 本节课采用讲解与练习相结合作为主体，适当穿插交流讨论的活动形式，利用

多媒体课件提高教学的直观性和趣味性，以分组小讨论的形式激活学习气氛，配以直观

完整的板书设计来突出本节教材的重难点 

 

教学用具：电脑、多媒体、粉笔，黑板。 

教法：类比法，启发引导法，探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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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课引入：提出设计好的问题, 创设情境，调动学生的兴趣，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 

2，问题探究：根据得到的结论，如何总结出可以应用的公式。 

3，提出疑问：探究的得到的结论能不能适用于所有情况。  

4，讲解分析：带着问题来讲解解题思路，解题技巧，渗透分类的思想，方程的思想等，

并分析该公式适用的情况。 

5，巩固提高：从一些简单的例题出发，进一步巩固学生对于等比数列的前 n 项和公式

的理解。 

6，触类旁通：通过对 nx1 进行因式分解，结合公式进一步分析，得出公式中隐含的因

式分解公式。 

7，布置作业：书后针对性的习题。 

 

六、教学过程 

教

学

环

节 
教学内容 师生互动 设计思路 

创

设

情

景 

旧课复习：我们学过的等比数列定义和通项

公式，关键在于每一项与前一项的比是一个

固定的常数。 

例题引入：1，已知等比数列 na 的公比为

2,且 7321  aaa ，求 ?432  aaa  

2，已知等比数列  na 的公比为 2,且

54321  aaaa ，求 ?5432  aaaa  

3，已知等比数列  na 的公比为 q ,且

Xaaa n  121  ， 

并且 Yaaa n  32 ， 

那么 X 和Y 满足什么关系？ 

通过几道小

题的引入，学生

能从中发现教师

希 望 得 到 的 规

律，并能将这种

规律加以延续。 

用精心设计

的习题吸引

学生的注意

力，激发学

生求知欲，

锻炼学生归

纳，类比，

分 析 的 能

力，也是本

节课的教学

重 难 点 之

一。 

 

 

提出问题：从例题中能不能找出什么规律？

如果能，请尝试把这种规律公式化。 

提出问题，由特

殊到一般，能不

能把这种规律公

式化？ 

由特殊到一

般，锻炼学

生的总结归

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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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提出问题：结合着我们刚才的计算，试着

用 nqa ,,1 表示一下等比数列的前 n项和？ 

?21  nn aaaS   

锻炼学生的自我

分析，归纳总结

能力 

培养学生的

类比思想 

 

1，方程思想： 

1

1

2

1

2

111

  nn

n qaqaqaqaaS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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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nqaqaqaaqa   

11  nq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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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qaSqa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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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注意 q1 不能等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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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刚才的习题

可以很容易的总

结出这种方程思

想，方程思想是

高中数学学习最

重要的部分之一 

锻炼学生对

于方程思想

的理解和应

用。 

 

2，错位相减： 

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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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qaqaqaqaqaq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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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注意 q1 不能等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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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相减法：从

等比数列的通项

公式入手，注意

到了各项之间的

关系，我们总结

公式的目的就是

如何消除省略号

部分，使之变成

准确的代数式。 

但是在化简公式

的过程中要注意

分母不为零的条

件。 

结合已

有的理论，

联系学生自

己的思路，

将最困难联

想的错位相

减法尝试推

导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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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推导公式的方法不仅仅适用于等比数

列求和，它还适用于通项公式形如 n

n nqa 

等数列，至于错位相减法适用范围的具体变

化和研究，是我们下节课讲解的重点。 

  

教

学

参

考 

3，累加求和：（方程思想） 

由等比数列的定义可知： 

qaa 12   

qaa 23   

qaa 34   

………… 

qaa nn 21    

qaa nn 1  

将这 )2(1  nn 个式子两边分别相加， 

可得： 

qaaaa

aaaa

n

n

)( 1321

432








 

即： qaSaS nnn )(1   

q

qa
S

n

n





1

)1(1  

分析：注意 q1 不能等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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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加求和是

这些推导方法中

最易于想象的，

而且在累加之后

得到的等式中，

进一步体现了方

程的思想。在化

简的过程中要注

意分母不为零的

条件。 

从已经掌握

的 知 识 入

手，来探索

未知领域的

问题，学以

致用，在解

决新知识的

同时要善于

与已经掌握

的 知 识 挂

钩。更要学

会善于利用

方程思想，

方程思想贯

穿整个高中

数 学 的 始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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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参

考 

4，合比定理： 

根据等比数列的定义： 

q
a

a

a

a

a

a

a

a

a

a

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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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1，注意此方法不适用于 n 为奇数，

1q 的情况。（分母此时为 0） 

2，注意 q1 不能等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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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初中的

知识去解题，是

我们要注意知识

之间横向和纵向

的联系，但是除

了在化简的过程

中分母不为零的

条件之外，还要

注意到这种方式

还不适用于 n 为

奇数， 1q 的情

况。 

帮助学生看

到知识点之

间的联系，

有助于知识

的重组和迁

移,寻找不

同实际背景

下的数学共

性，尽可能

的把所掌握

的知识用到

解题中来。 

回

顾

例

题 

现在我们回顾一下书上的例题：印度舍罕王

打算重赏国际象棋发明人——大臣达依尔. 

达依尔说：“陛下，请您在这张棋盘上的第

１格内，赏给我１粒麦子，在第２格内给２

粒，第３格内给４粒，照这样下去，各小格

内的麦粒都是前１小格的２倍，陛下，把这

样摆满棋盘的所有 64 格麦粒，都赏给您的

仆人吧！”. 假设小麦 1000粒重 40克，那

么国王要给发明者大约多少吨小麦？ 

按照我们刚刚得出的公式来分析，这是一个

首项为 1，公比为 2，项数为 64的等比数列

求和问题。 

全部麦子的数目： 

37095516151844674407
21

)21(1 64

64 



S  

191084.1   

根据已经推

导出来的公式来

计 算 书 上 的 例

题，并且与实际

情况相联系，让

学生能更容易的

理解等比数列前

n项和的意义 

通过例

题结论的分

析，理论结

合实际，更

容易巩固学

生对新知识

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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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小麦 1000粒重 40克，那么总质量约为

7379亿吨。 

这些麦子究竟有多少？打个比方，如果造一

个仓库来放这些麦子，仓库高 4 公尺，宽

10 公尺，那么仓库的长度就等于地球到太

阳的距离的两倍。而要生产这么多的麦子，

全世界要两千年。 

 
 

联

想

归

纳 

在推导公式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种

1na 的情况好像我们在初中的因式分解部

分学习过，它们到底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举两个例子来看： 

)1)(1(12  aaa  

)1)(1(1 23  aaaa  

)1)(1(1 224  aaa  

)1)(1)(1( 2  aaa  

)1)(1( 23  aaaa  

那么 15a ？ 

我们可以尝试猜测结论 

)1)(1(1 21   aaaaa nnn   

这个结论如何证明，我们看看和本堂课

的知识有什么联系。 

q

qa
S

n

n





1

)1(1  

1

1

2

1

2

111

  nn qaqaqaqaa   

)1( 122

1

  nn qqqqa   

因为 01 a ，当我们把两侧的 1a 消去可以得

到： 

两边整理一下可得： 

)1)(1()1( 221   qqqqqq nnn 

 

利用验证刚

才的猜测，联想

到曾经学习过的

因式分解公式，

发现各个等式之

间的联系，尝试

猜测结论，结合

本节课知识，发

现等比数列前 n

项和公式中隐藏

着的因式分解公

式。但是要注意

前提，这个公式

仅能揭示这种分

解的第一步，分

解出来的结果是

否能继续分解，

与该因式本身有

关。 

锻炼学生发

现和总结的

能力，从新

学习的东西

中尽可能的

去挖掘更深

一 层 的 意

义。感受到

数学中的创

造美。这个

例子提示我

们，在研究

任何问题的

时候，除了

要注意我们

的 目 标 之

外，还要留

意过程和结

果，看看是

否能在期中

发现另外的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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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

序

渐

进

、

延

伸 

拓

展 

例题： 

1，已知等比数列的首项 31 a ，公比 2q ，

求 5S 。 

2，中
2

3
1 a ,

2

1
q ,

64

3
na ,求 n， nS 。 

3，已知等比数列 2q ， 646 a ，求 6S 。 

4，已知等比数列 21 a ， 325 a ，求 5S 。

（讨论） 

5，求值 nqqqq  321 。（讨论） 

思考： 

1，求数列 
16

1
4,

8

1
3,

4

1
2,

2

1
1 的前 n项和。 

2，求数列 5432 25,24,23,22,21 

的前 n项和。 

 

通过几道简

单的练习来巩固

对公式的理解，

并且通过第 3 题

学习并掌握分类

求和的方法，通

过第 4 题进一步

加深错位相减法

的印象，并尝试

总结错位相减法

适用的范围。 

渗透方

程思想 .通

过公式的正

用和逆用进

一步提高学

生运用知识

的能力 .加

强学生对于

新问题的分

析和理解能

力。 

增加思维的

梯 度 的 同

时，提高学

生的模式识

别能力，渗

透 转 化 思

想． 

归

纳

总

结 

 

1，等比数列的公式 

2，推导等比数列公式时所运用的思想方法。 

3，学习用多种方法解题。 

4，注意联想与类比。 

5，错位相减法的应用范围。 

让学生自己

小结，不仅仅总

结知识更重要地

是总结数学思想

方法。 

让学生自己

形成知识模

块，从知识

的归纳延伸

到思想方法

的提炼，优

化学生的认

知结构，养

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 

作

业

安

排 

1，P51练习 B。 

2，P51习题 2-3A：3，7，9。 

3，P51习题 2-3B：4 

作业的目的是让学生能在不断

的练习中对新知识加以巩固，

并且在具体问题中对自己加以

反思，取得更大的提高。 

板

书

设

计 

见后面 
板书设计清楚整洁,便于突出

知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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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评价分析 

本节课，由实现布置的例题引入，让学生总结答案，猜想公式，对结果加以联想

类比，验证自己的猜想正确与否，并尝试对结论加以证明，在教师的讲解中尽可能的使

用多种方法，并在讲解过程中对方法进行总结归纳，并且渗透方程的思想，让学生从多

方面，多角度去认识问题，通过逐步提高练习的难度让学生学会类比联想，并且逐步渗

透转化思想，打破学生原有的认知平衡，让学生的认知结构在“平衡——不平衡——新

的平衡”的循环中得到不断的丰富、提高和发展。并且教师在这一过程中要成为学生的

帮助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形成学习动机。并且要坚持以 “等比数列的

前 n项和”为中心，形成知识模块，通过对公式的讲解，从知识、方法、思想三个方面

简要回顾，形成知识网络，便于信息的储存和提取。同时还要突出核心概念，强化思想

方法。 

（附）板书设计 

 

 

 

 

 

 

 

 

 

等比数列的前 n 项和 

一、例题引入 

二、总结公式 

三、证明公式 

四、归纳小结 

五、作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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