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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根据高职教育的目的和特点，针对当前高职学生实际状况编写的。
编者注意突出如下特点：①所有概念引入都从生活、生产中的实例人手；②内容阐述注重简明、直观
、易谨，避免过深的理论知识和数学推导；③选编了一些有趣的数学和数学家小资料，以培养学生的
数学素养，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教材内容包括：函数、极限、连续，导数与微分及其应用，不定积分、定积分及其应用，多元函数微
分学，线性代数初步，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初步。

本教材适合作为学时数为70-100的理工、经管等各专业高职高专教材，也适合作为高职高专文科专业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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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牛顿、莱布尼兹之前，尝试解决这四类问题已有不少知名数学家，并积累了不少
经验，比较有名的有罗贝瓦尔、巴罗（牛顿的老师）、开普勒、费马、卡瓦列利、格利哥利等，他们
都有一些具体的结果。
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如微积分的主要特征——积分与微分的互逆性，也早为人们所遇到。
但他们不是没有看到其普遍意义，就是没有引起重视。
17世纪的前三分之二的时间内，微积分的工作被困扰在一些细节问题里。
作用不大的细微末节的推理，使数学家们精疲力竭了。
 在微积分的大量知识已经积累起来的时代里，牛顿和莱布尼兹认识到了微分与积分这种互逆关系的重
要性和普遍性，建立起成熟的方法，并且提出了前面叙述的几个主要问题的内在联系，从而创立了微
积分。
 但是不论牛顿还是莱布尼兹，在创立微积分时都并未弄清微积分的逻辑基础，他们对于极限和无穷小
量的概念是含混不清的。
以致在一些推导过程中，常常出现逻辑矛盾，比如有时将无穷小量当作非零因子，作约分运算，有时
又将无穷小量当作真正的零将其省略去。
这种逻辑混乱，必然会引起一些人对微积分的批评和指责，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主观唯心论哲学家、爱
尔兰主教贝克莱，他更多地从宗教的偏见出发批评微积分。
他说牛顿的微积分的无穷小是“已死量的幽灵”，微积分中的“原则、推理与论断不比宗教的教义说
得更为清晰”，但他的批评并非完全无理，辩论进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也由于他们的挑战，促使数学家们奋力去“自圆其说”。
 终于到1821年大数学家柯西在他的《分析教程》，以及此后的《无穷小计算讲义》中，给出了微积分
中一系列基本概念的严格定义，从而澄清了历史上微积分的逻辑基础。
但在柯西时代，实数理论尚未完备，因而柯西的极限定义尚有不足之处。
现在的极限定义是大数学家魏尔斯特拉斯加工完成的。
 微积分两位伟大的奠基者 牛顿，1642年12月25日生于英格兰林肯州的一个名叫乌乐索浦的小村里。
他是一个不足月的遗腹子，生得十分瘦弱，妈妈说：一个盛1千克水的杯子就可装下了他。
他生下来就要用药，两个到附近为他去取药的妇女，心想等不到回来这个小孩就会死去的。
由于他小时候体质很差，亲戚们都担心他不会长大成人。
可是由于他后来注意锻炼身体，体质逐渐强壮起来，一直到晚年仍非常健康，他一生只掉了一只牙，
头发虽然在30岁时已开始变白，但到老都没有脱落，他一直活到85岁，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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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高职高专数学系列规划教材:高等应用数学学习指导与技能训练(套装共2册)》适合作为学时数
为70～100的理工、经管等各专业高职高专教材，也适合作为高职高专文科专业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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