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等数学（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高等数学（上）>>

13位ISBN编号：9787040118841

10位ISBN编号：704011884X

出版时间：2003-6

出版时间：厦门大学出版社

作者：仇庆久 编

页数：36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等数学（上）>>

前言

　　1996年上半年，本书作者向原国家教委呈报《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立项申请书
》，1997年5月得到批准，本书正式立为《“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项目。
自1996年9月起，作者领导的教学小组在南京大学基地班开始进行教学改革试点，经过3年的教学实践
，1999年9月开始，又在南京大学基础学院进行第4次教学，边教、边改、边总结，并在2000年初，由
原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教学与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姜伯驹院士推荐作为“面向2l世纪课程教材”出
版。
2000与200l两个学年继续在南京大学基础学院进行第5、6次教学，在此基础上写成了现在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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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数学（上）》是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面
向21世纪课程教材，同时也是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
《高等数学（上）》思路新、观点高、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并注意运用近代数学的思想解决问题。
《高等数学（上）》分上、下两册。
上册内容包括：几何与代数方法初步，导数——函数的分析与研究1，积分——函数的分析与研究2。
《高等数学（上）》可作为高等院校理科各专业的教材，也可供各类专业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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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几何与代数方法初步　　本章介绍高等数学中用到的最基本的几何与代数方法，包括向
量、三维空间中平面、直线与常见的二次曲面的方程；行列式、矩阵的概念与性质以及它们在解多元
线性代数方程组中的应用。
　　§1.1　引　　言　　数学是研究事物（对象）的存在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它是一切科学的基
础。
近年来，数学已被诸多领域的科学家称为“数学科学”，足见其对科学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及产生的
深远影响。
　　当代科学的发展需要数学，需要用数学工具定量地、定性地刻画事物内在的规律，通过建立数学
模型，使用数学方法并借助电脑的计算与控制，从而得到所需的结果，以达到高新科技的各种技术特
性与数据的要求。
数学已渗透到各个学科中，推动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数学的发展也需要当代科学，如物理学、
天文学、生命科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乃至一切科学，它们都是数学的源泉与数学发展的动力
。
大自然就是在各科学分支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相互推动的微妙关系中被认识、被研究
、被改造、被发展，从而服务于人类的。
　　数学在研究事物（对象）存在形式与数量关系时，有其自身的特点其着眼点不仅是事物的具体内
容，而且是事物的内在结构。
通过具体事物，分析其存在的空间形式、自身的以及与其它事物之间的数量关系，总结、升华，得到
普遍规律与数学模型，使数学科学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广泛的应用性。
　　那么，如何研究事物存在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呢？
数学科学蕴含着丰富的思维方法和技巧，而高等数学则着重介绍数学的基本概念、重要理论、解题技
巧，展示数学的思维方法，进行数学素质教育，培养使用数学工具的能力。
这里，首先给出一个例子，就是作为数学思维方法之一的几何方法与代数方法的结合。
　　早在17世纪，法国科学家笛卡儿（Descartes，R.）在他的数学著作《几何学》中，就已阐明了关
于解析几何的思想。
笛卡儿将空间形式的研究与相应的数量关系的研究结合起来，显示了极大的优越性。
他的做法是：首先引入“坐标系”，然后将空间中的点与坐标系中的数（或有序的数组）建立起“一
一对应”关系，从而把对空间形式的研究与对坐标系中数的关系的研究结合起来。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等数学（上）>>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