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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级规划教材（高职高专教育）。
　　本书是中国计算机学会大专教育学会大专计算机教材编委会编写计划系列教材之一，并由大专计
算机教材编审委员会负责征稿、审定、推荐出版。
　　在科学技术的研究中，数学方法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
数学方法不但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活动中，而且也广泛渗透到其他的研究活动中。
所谓数学方法，就是运用数学所提供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定量的分析、描述、推
导和计算，以便从量的关系上认识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的方法。
但是，必须说明，这里所说的数学方法，不是指数学家研究数学的方法，而是指除此之外的科研人员
以数学概念和理论揭示所研究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的方法。
　　在科学技术的研究中，定量分析和精确计算是掌握客观规律的根本途径。
而数学方法是对客观事物进行定量分析和精确计算的重要手段。
由于数学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严格的确定性和广泛的适用性的特点，由于它自身在长
期的发展中创造了一系列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再加上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和运用，使得数学方法能适
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在科学技术研究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书所介绍的高等数学方法，称为高等数学，它是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数学方法。
因此，高等数学是高职高专各专业必修的一门重要基础课，它的内容主要包括一元函数微积分学，多
元函数微积分学，微分方程，无穷级数，矩阵等等，其核心内容是微积分。
本书在介绍函数和极限的概念基础上，利用极限分别引出了导数与积分的运算及其方法，利用微积分
解决工程技术与其他实际问题的方法，常微分方程、无穷级数与矩阵等内容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方
法，利用数学软件包去解决实际问题或者解决比较复杂的微积分问题的方法，为后继课程的学习打下
良好基础。
　　为满足高职高专院校培养技术应用性人才的需要，贯彻“以能力为主线，必需、够用为度”的原
则，结合多年从事在高等数学方面的科研和教学改革的经验，将高等数学、矩阵两部分内容融合在一
起，编写了适应高职高专院校计算机专业与工科类各专业的《高等数学》教材，这本教材具有以下几
个特点：　　1.依据《高职高专高等数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内容必须覆盖高职高专学校计算机专
业与工科类各专业对高等数学的需求。
　　2.贯彻“掌握概念、强化应用”的教学原则。
掌握概念要落实到用数学思想及数学概念结合工程实际方面上；强化应用要落实到使学生能运用所学
数学方法求解数学模型上。
注重学生掌握基本概念，学会用数学方法建模，运用计算机的数学软件包求解。
　　3.对难度较大的基础理论不要求严格的论证，只作简单的几何说明。
　　4.适当注意数学自身的系统性与逻辑性。
　　5.注意到与实际应用联系较多的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但不要求过分复杂的计
算和变换。
.6.在教学内容上注意到对学生抽象概括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自学能力、熟练的运算能力和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并对解题的步骤和思路进行适当的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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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根据教育部最新制定的《高职高专高等数学
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的。
全书共15章。
在介绍函数和极限概念的基础上，利用极限概念分别引出了导数与积分的运算及其方法，利用微积分
解决工程技术、经济领域与其他实际问题的方法，将常微分方程、无穷级数与矩阵等内容应用于解决
实际问题的方法，最后介绍了利用数学实验去解决实际问题或者解决比较复杂的微积分问题的方法。
　　本书注重突出应用，各章通过例题，介绍解题思路，学会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
每章都有小结，其内容为本章的基本概念、基本定理、基本方法；其疑点解析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所学
知识，逐步提高读者用高等数学的方法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书既可作为计算机学科和工程各专业高职高专的教材，也可供有关经济专业的师生和科技工作
者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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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数学方法概述与作用　　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一门基础学科。
在人类活动的早期，由于生产的需要，产生了算术与几何学，算术运算后来又发展到一般字母符号的
运算，形成了代数学。
从16世纪开始，由于社会生产的要求，使得代数与几何相结合，产生了解析几何学。
在解析几何学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微积分，形成了数学分析学。
代数、几何与数学分析三大数学学科各自独立地发展，互相联系和渗透，加上其他学科的纵横交叉从
而产生和分化出众多的数学分支。
相对于初等数学，它们被称为高等数学。
　　所谓数学方法，就是运用数学所提供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定量的分析、描述
、推导和计算，以便从量的关系上认识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的方法。
但是，必须说明，这里所说的数学方法，不是指数学家研究数学的方法，而是指除此之外的科研人员
以数学概念和理论揭示所研究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的方法。
　　那么，数学方法具有哪些特点呢？
数学方法的特点与数学本身的特点是统一的。
这些特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数学方法具有高度的抽象性。
数学概念和理论的抽象性，决定了数学方法的抽象性。
在用数学方法解决问题时，已经舍弃了研究对象的其他性质，把全部问题变成了数学符号之间的运算
关系。
第二，数学方法具有严密的逻辑性。
数学方法在揭示事物量和量的关系时，不是通过直接的实验方法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的逻辑推
理和逻辑证明之后才认为是正确的。
这样，数学方法具有比其他科学方法更严格的逻辑特性。
第三，数学方法具有严格的确定性。
数学是描述事物量的关系的科学，而量是严格确定的。
虽然量也可能以变化状态出现，但它在每个确定条件下都有确定值。
第四，数学方法具有应用的广泛性。
这是数学方法最重要的特点。
数学的生命力的源泉在于它的概念和结论尽管极为抽象，但是它们都是从实践中来的，在实践中研究
对象量和量的关系。
任何科学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应用范围，而量和量的关系贯穿于一切领域和一切事物中，在对不同
的领域和不同的事物进行定量分析时，都离不开数学方法。
因此，同其他科学方法相比，数学方法具有更加广泛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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