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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微积分是近代数学的第一个伟大创造，同时也是近代科学精神诞生的一个重要标志。
微积分的出现为数学的发展带来了光辉的前景，是现代数学乃至整个自然科学的基石，它从物理模型
和几何模型中抽象出来，又广泛地应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中，深刻地影响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学的发展。
　　微积分作为一种科学方法、一种研究工具，具有极其广泛的应用领域，随着计算机技术及其他高
科技的普及和发展，它在其他学科中的重要性、基础性日渐突出，因而越来越多地渗透到更广阔的领
域。
微积分学是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是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数学素质”，是一种必需的文化素养，是接
受高等教育的标志。
　　高等教育在综合国力的形成和较量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人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加速成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在新思想、。
新技术的冲击下，在大众化教育的背景下，原有的微积分教材已不能满足新时期、新形势下教学的需
要。
　　本书是为成人高等教育非数学专业编写的公共必修基础理论课教材。
在先进的数学教育理论的指导下，在充分考虑成人学员的数学基础、学习特点以及心理特点的基础上
，针对性强，具有鲜明特点。
全书注重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之间的衔接问题，也注重基础性学习与研究性学习之间的衔接问题；突
出微积分作为基础课程的工具性功能，引入了数学实验、数学模型等新理论；编写力求语言简洁、明
了、直观、生动有趣、图文并举。
本书不仅是数学知识的普及、数学技能的传授，更是数学文化的熏陶。
整本书的编写具有起点低、跨度小、终点高的特点，每一章都有学习要点和知识结构，例题量大、解
题步骤详尽、布局合理，特别适合初学者自学，也可作为微积分知识的普及读物。
　　教学过程是互动的，教材只是一个载体，良好的教学效果还依赖于学员的刻苦学习和得当的学习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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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适合成人高等教育院校学生的基础和学习特点，本书对传统的微积分学理论做了按需取舍的处理
，同时注重数学概念深入浅出的描绘，着重培养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的计算能力。
本书包括函数、极限与连续、导数与微分、不定积分与定积分、微积分的应用、无穷级数等内容。
    本书适合成人高等教育院校非数学专业学生使用，也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微积分知识的备考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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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3章　导数与微分　　17世纪后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数学分支——数学分析或者微积分。
它在数学领域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新数学的特点是：非常成功地运用了无限的过程，即极限的运
算。
而其中的微分和积分这两个过程则分别构成了微分学和积分学的核心，并奠定了全部分析学的基础。
微积分的系统发展归功于两位伟大的科学先驱——牛顿和莱布尼茨。
这一系统发展的关键在于认识到，过去一直是分别研究的微分和积分这两个过程是彼此互逆的两个过
程。
并由牛顿一莱布尼茨公式联系着。
事实上，牛顿和莱布尼茨研究微积分的基础都达到了同一目的，但各自的方法不同，牛顿主要是从力
学的概念出发，而莱布尼茨作为哲学家和几何学家则对这些方法感兴趣。
牛顿接近最后的结论比莱布尼茨早一些，而莱布尼茨发表自己的结论则早于牛顿。
　　从本章开始进入微积分学的主体。
微积分细分为微分学与积分学两部分。
只是经过长期发展以后，系统的微分法和积分法才给出几何学和自然科学中产生的直觉概念所需要的
精确的数学描述。
　　微分概念的产生是为了描述曲线的切线的斜率和运动质点的速度，更一般地说，是为了描述变化
率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不难掌握的，然而这一概念却打开了通向数学知识与真理的巨大宝库之门。
读者将会逐渐发现本章所阐述韵方法的各种重要应用及其威力。
　　3.1 导数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经常遇到一种变量相对于另一种变量的变化率问题。
例如，位移变量相对于时间变量的变化率就是速度；曲线上点的纵坐标相对于横坐标的变化率是斜率
；还有经济变量中的边际。
从这些问题中就可抽象出一个新的数学概念——函数的导数。
　　3.1.1 导数的定义　　在解决实际问题时，除了需要知道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以外，有时还需要研
究变量变化快慢的程度。
例如，物体运动的速度、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劳动生产率等。
而这些问题只有在引进导数概念以后，才能更好地说明这些变化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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