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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高速发展，规模已占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高职教育培养了大量社会急需的实用人才，为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高职教育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主要是这种教育类型顺应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需要和市场对
实用型人才的急切需求。
我认为高职院校现在应将主要精力放到学校的内涵式发展上，进一步构建和优化以工学结合为特征的
人才培养体系，注重人才培养质量，为国家培养大量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为此，一方面专业建设必须强化实践教学，通过生产性实训和顶岗实习增强学生就业能力，提高毕业
生的就业率和企业认可度，另一方面要同时抓好实践教学和基础课两个课程系统建设，着眼于学生综
合素质培养，提高学生的社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高职院校偏重于职业训练，对基础理论课不予重视，学生往往只掌握
较单一的职业技能，缺乏必要的理论根基。
而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企业技术与设备在不断更新，毕业生的
职业角色也会不断改变。
我们培养的学生不能只满足于找到第一岗位的工作，还应该能够适应职业的流动和变化。
文化基础课特别是数学课的基础，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专业的理论基础，有利于更好地学习知识，有利
于发展人的智力，有利于不断掌握新技术，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学生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
展。
高等职业教育一定要充分重视包括数学在内的文化课，一定要处理好基础知识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
专业培训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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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根据高职高专人才培养要求，本着帮助学生打好必要的应用数学基础，培养学生数学应用能
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目的而编写的，包含线性代数、计算方法、概率统计和离散数学四部分内容，
共15章。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各专业教材使用，也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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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篇　计算方法　　第4章　误差　　4.1　误差及其来源　　数值计算过程中会出现各种误差
，它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于算题者在工作中的粗心大意而产生的，例如笔误将886写成868以
及误用公式等，这类误差称为过失误差或疏忽误差，它们是人为造成的，只要工作中仔细、谨慎，是
完全可以避免的，我们就不再讨论它。
而另一类为非过失误差，在数值计算中则往往是无法避免的，例如近似值带来的误差，还有模型误差
、观测误差、截断误差和舍入误差等。
对于它们，应该设法尽量降低其数值，尤其是控制住经多次运算后误差的积累，以确保计算结果的精
度。
这些存在于数值计算过程中的无法避免的非过失误差，按照它们来源的不同，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
　　1.模型误差　　用计算机解决科学计算问题首先要建立数学模型，对被描述的实际问题进行抽象
，将其归结为数学模型，其间往往忽略一些次要因素的影响，而对问题作某些必要的简化。
这样建立的数学模型实际上必定只是所研究的复杂客观现象的一种近似的描述，它与真正客观存在的
实际问题之间有一定的差别，这种误差称为模型误差。
　　2.观测误差　　在建立数学模型和具体运算过程中所用的一些初始数据，如温度、长度、电流等
，都是通过人们实际观察、测量得来的，由于受到所用观测仪器、设备精度的限制，这些测得的数据
都只能是近似的，即存在着误差，这种由观测产生的误差称为观测误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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