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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需要，参照高等学校数学与统计学教学指导
委员会发布的《理工类本科数学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参考《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数学
考试大纲》编写而成的。

全书分上、下册出版，本书为上册。
上册内容包括：绪论，函数、极限与连续，导数与微分，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不定积分，定
积分，定积分的应用，空间解析几何与矢量代数8章内容。
书末附有初等数学常用知识、几种常用曲线及其方程、积分表、Mathematica软件包的常用系统函数。
全书每节后都配有精选的习题，既有基础题又有应用广泛的综合题。
每章后还附有分层次教学测试练习题、Mathematica数学实验和数学欣赏。
充分考虑分层次教学的需要，对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书可作为高等本科院校理工类专业的高等数学教材，也可作为学生自学和考研的参考书。

本书是根据“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需要，参照高等学校数学与统计学教学指导
委员会发布的《理工类本科数学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参考《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数学
考试大纲》编写而成的。

全书分上、下册出版，本书为下册。
下册内容包括：多元函数的微分法及其应用，重积分，曲线积分与曲面积分，微分方程，无穷级数5
章内容。
全书每节后都配有精选的习题，既有基本题又有应用广泛的综合应用题。
每章后还附有分层次教学测试练习题、Mathematica数学实验和数学欣赏，充分考虑分层次教学的需要
，对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等方面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本书可作为高等本科院校理工类专业的高等数学教材，也可作为学生自学和考研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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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导数与微分
2.1 导数概念
2.1.1 导数概念的引入
2.1.2 导数的定义
2.1.3 求导函数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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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泰勒公式的应用
习题3.3
3.4 函数的单调性与极值
3.4.1 函数单调性的判定
3.4.2 函数的极值
3.4.3 函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习题3.4
3.5 函数的凹凸性与拐点
3.5.1 函数的凹凸性
3.5.2 曲线的拐点
习题3.5
3.6 函数图形的描绘
3.6.1 曲线的渐近线
3.6.2 依据函数特性作图
习题3.6
*3.7 导数在经济中的应用——边际分析与弹性分析
3.7.1 边际与边际分析
3.7.2 弹性与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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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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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 y"=f(y,y')型的微分方程
习题11.3
11.4 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习题11.4
11.5 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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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常微分方程在数学建模中的应用
11.6.1 人口预测模型
11.6.2 市场价格模型
11.6.3 混合溶液的数学模型
11.6.4 振动模型
习题11.6
11.7 用Mathematica解常微分方程
习题11.7
第11章分层次测试题
数学欣赏 模糊数学概览
第12章 无穷级数
12.1 常数项级数的概念和性质
12.1.1 常数项级数的基本概念
12.1.2 无穷级数的基本性质
习题12.1
12.2 常数项级数的审敛法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等数学（上下册）>>

12.2.1 正项级数及其审敛法
12.2.2 交错级数及其审敛法
12.2.3 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
习题12.2
12.3 幂级数
12.3.1 函数项级数的一般概念
12.3.2 幂级数及其收敛性
12.3.3 幂级数的运算与和函数的性质
习题12.3
12.4 函数展开成幂级数
12.4.1 泰勒级数
12.4.2 函数展开成幂级数
*12.4.3 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的应用
习题12.4
12.5 傅里叶(Fourier)级数
12.5.1 三角级数 三角函数系的正交性
12.5.2 以2π为周期的函数展开成傅里叶级数
12.5.3 [-π,π]或[0,π]上的函数展开成傅里叶级数
习题12.5
*12.6 周期为2l的周期函数的傅里叶级数
习题12.6
12.7 用Mathematica进行级数运算
12.7.1 数项级数
12.7.2 求幂级数的收敛域
12.7.3 函数的幂级数展开
习题12.7
第12章分层次测试题
数学欣赏 数学史上的三次危机
部分习题参考答案
参考文献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等数学（上下册）>>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上述两个例子代表了微积分中两类典型问题，具有普遍的意义，其求解的思想方法
就是微积分思想方法的具体体现。
由此可以看到，与初等数学不同，高等数学不是个别地讨论问题，而是普遍地解决问题。
有了导数，就可以解决一批关于函数在某点变化快慢程度的问题；有了积分，就可以解决一批关于求
函数的某区间变化大小的问题。
其次，导数和积分分别是从局部和整体认识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导数是研究函数在一点处的变化情况的，仅与函数在该点附近局部性态有关；而积分则研究函数在一
区间上的变化，与函数在该区间上的整体性态有关。
虽然如此，它们的研究方法是类似的。
在上面两个例子中，采取的方法都是：在微小局部“以匀代非匀”，“以直代曲”，求得近似值，通
过求极限转化为精确值。
这是微积分解决问题的基本思想方法，体现了通过矛盾的转化解决矛盾的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方法
，与初等数学主要依据形式逻辑的推演方法有很大不同。
 0．1．3 高等数学与初等数学的比较 从对微积分的两个典型问题的讨论我们已经看到，微积分学研究
的问题及处理问题所依据的基本观念和基本方法具有不同于初等数学的特点，现概括如下： (1)贯穿
基本问题讨论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变化的观点。
用变化的观点去考察问题，从变化中去认识解决问题。
 如在速度问题的变化中，对于变速运动，从局部时间段内的平均速度的变化中去理解和计算瞬时速度
；在平面图形面积计算中，从局部内的直边形去代替曲边形。
 (2)从变化的观点出发研究问题，就是引入变量，了解变量的依赖关系，从变量之间的联系去考察问
题，这就决定了微积分主要研究的是变量和变量间关系即函数。
与此相反，初等数学则主要研究常量，即固定不变的量。
如代数中的解方程，所求的未知数是固定不变的量，几何学上研究的是一些固定的、规则图形。
因此，初等数学基本上是常量数学，而微积分则属于变量数学。
 (3)在微积分中，经常要处理矛盾，这些矛盾有的表现为曲与直的矛盾，变与不变的矛盾；有的表现
为有限与无限，匀与不匀的矛盾等。
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首先是局部“以直代曲”，“以不变代变”，“以有限代无限”等，从而求得
近似解答，最后归结为近似与精确的矛盾。
为了解决近似与精确的矛盾，通过极限方法实现从近似值到精确值的过渡。
 (4)极限理论与方法是解决微积分基本问题的基础，它从方法论上突出地表现了微积分学不同于初等
数学的特点。
 0．1．4 学习高等数学的方法 由于高等数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与初等数学有很大的不同，因此，
高等数学呈现出概念更复杂、理论性更强、表达形式更加抽象和推理更加严谨的显著特点。
读者在学习高等数学的时候应当认真阅读和深入钻研教材的内容。
一方面，要透过抽象的表达形式，深刻理解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实质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正确领
会一些重要的数学思想方法，另一方面，也要培养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
学习数学，必须做一定数量的习题，做习题不仅是为了掌握数学的基本运算方法，而且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地理解概念、理论和思想方法。
但是，读者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做题，更不能认为，只要做了题，就算学好了数学．作为高校的大学生
，学习数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用数学。
当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要求我们掌握更多的数学知识，而且要求我们会运用这些知识去解决
实际问题。
因此，我们应当逐步培养自己综合运用所学的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兴趣，培养建立实际问
题的数学模型、运用数学方法分析解决实际模型问题的能力，使自身的数学素质得到充分的发展和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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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中还要提倡独立钻研，勤于思考，敢于大胆地提出问题，善于研究问题，培养自己的创造性思
维和学习能力。
 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一定要善于利用计算机与数学软件包来完成一些典型的习题，一方面可以逐步
培养我们用计算机及数学软件包处理数学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对有关问题的感性认识，
加深对数学概念及方法的理解。
因此，在学习高等数学的基本概念及方法的同时，要特别注意数学软件包的学习及使用。
 最后，我们要谈谈如何读数学书。
读数学书与读其他书有明显的差别，由于数学书在表达形式上的抽象性，这使得数学书往往有些难懂
。
读者不能期望数学书一读就懂，复杂的地方要反复读和反复思考，甚至要读到后面再返回来重读才能
真正理解。
在读数学书时要特别留意定义及定理的叙述。
我们不主张单纯记忆或背诵，但是，在理解的基础上，适当地记忆一些基本公式、重要定义以及定理
的条件与结论也是必要的。
 为了加深理解，在读数学书时，手边放些草稿纸，边读边做些练习或画个草图是非常有益的。
数学书中为了突出重点或节省篇幅，经常要省略一些推导或演算，有时会用“显然”、“化简”或“
整理”之类的话放在某个结论之前。
凡是对你来说并不是那么“显然”的事实，或者你认为有必要去验算的地方，不妨去试着补上自己的
证明或计算，这对初学者加强对内容的理解是一个很好练习。
 学好数学并不是一件难事，只要你付出必要的努力，数学就不会是枯燥乏味的，数学不是一堆繁琐无
用的公式，掌握了它的真谛，就会给你增添智慧与力量。

Page 1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等数学（上下册）>>

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高等数学(上下册)》可作为高等本科院校理工类专业的高等数学教材
，也可作为学生自学和考研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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