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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本语言，是应用模式探索现实世界物质运动机理的主要手段。
对于非数学专业的大学生而言，大学数学的教育，其意义不仅仅是学习一种专业的工具而已。
中外大量的教育实践事实充分显示了：优秀的数学教育，是一种人的理性的思维品格和思辨能力的培
育，是聪明智慧的启迪，是潜在的能动性与创造力的开发，其价值是远非一般的专业技术教育所能相
提并论的。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自1999年开始迅速扩大招生规模，至2008年的短短九年间，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从
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过渡，走完了其它国家需要三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走完的路程。
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给我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问题与挑战，如大众化教育阶段入学
群体的多样化问题、学生规模扩张带来的大班和多班教学问题、由于院校合并导致的“一校多区”及
由此产生的教学管理不科学以及师生间缺乏交流等问题，这些都是在过去精英教育阶段没有遇到的。
进人大众化教育阶段，大学数学的教育问题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过去大学数学教育是面向少数精英的教育，由于学科的特点，数学教育呈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一
贯制，仍处于经典状态。
当前大学数学课程的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教材建设仍然停留
在传统模式上，未能适应新的社会需求，传统的大学数学教材过分追求逻辑的严密性和理论体系的完
整性，重理论而轻实践，剥离了概念、原理和范例的几何背景与现实意义，导致教学内容过于抽象，
也不利于与其它课程及学生自身专业的衔接，进而造成了学生“学不会，用不了”的尴尬局面；二是
在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信息化技术本应给数学教育提供空前广阔的天地，但遗憾的是，在数
学教育领域，信息化技术的使用远没有在其它领域活跃。
正如我国著名数学家张景中院士所指出的，计算机进人数学教育在国内还只是刚刚起步，究其原因主
要有两方面：一是没有充分考虑把信息化技术和数学教学的学科特点结合起来；二是在强调教育技术
的同时没有充分发挥教师的作用，这样就难以把信息化技术和数学教学完美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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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高等院校经管类本科专业微积分课程的教学大纲及考研大纲编写而成，并在第二版的基础上
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本次修订对教材的深度和广度进行了适度的调整，并精选了大量有实际背景的例题和习题，以培养学
生的数学素质、创新意识及运用数学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内容包括函数与极限、一元微分学、一元积分学等知识。
书中融入了数学历史、数学文化的教育。
书后配有内容丰富、功能强大的《微积分多媒体学习系统》（光盘），其内容覆盖了课堂教学、习题
解答、数学实验、综合训练等模块。
在教学过程中，把光盘与本书配合使用，形成了教与学的有机结合。
    本书被评为教育部推荐教材，可作为高等院校经管类本科专业的数学教材。
与书配套建设的《微积分多媒体教学系统》（光盘）将随教材配送给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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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函数、极限与连续函数是现代数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是高等数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极限概念是微积分的理论基础，极限方法是微积分的基本分析方法。
因此，掌握、运用好极限方法是学好微积分的关键。
连续是函数的一个重要性态。
本章将介绍函数、极限与连续的基本知识和有关的基本方法，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必要的基础。
§1.1 函数在现实世界中，一切事物都在一定的空间中运动着。
1 7世纪初，数学首先从对运动（如天文、航海等问题）的研究中引出了函数这个基本概念。
在那以后的200多年里，这个概念几乎在所有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占据了中心位置。
本节将介绍函数的概念、函数关系的构建与函数的特性。
一、实数与区间公元前三千年以前，人类的祖先最先认识的数是自然数l，2，3，⋯。
从那以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数的范围不断扩展，这种扩展一方面与社会实践的需要有关，另
一方面与数的运算需要有关。
这里我们仅就数的运算需要做些解释，例如，在自然数的范围内，对于加法和乘法运算是封闭的，即
两个自然数的和与积仍是自然数。
然而，两个自然数的差就不一定是自然数了。
为使自然数对于减法运算封闭，就引进了负数和零，这样，人类对数的认识就从自然数扩展到了整数
。
在整数范围内，加法运算、乘法运算与减法运算都是封闭的，但两个整数的商又不一定是整数了。
探索使整数对于除法运算也封闭的数的集合，导致了整数集向有理数集的扩展。
任意一个有理数均可表示成（其中p，q为整数，且q≠0），与整数相比较，有理数具有整数所没有的
良好性质，例如，任意两个有理数之间都包含着无穷多个有理数，此即所谓的有理数集的稠密性；又
如，任一有理数均可在数轴上找到唯一的对应点（称其为有理点），而在数轴上有理点是从左到右按
大小次序排列的，此即所谓的有理数集的有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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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积分:经管类·第3版(上册)》（1）选用“21世纪数学教育信息化精品教材”的所有数学教师都能
免费获得相应教材的“大学数学多媒体教学系统”；（2）教材采用达到一定量的院校能免费安装“
大学数学试题库系统”与相应的“大学数学精品课程网站”（基本版），详情可通过下面的联系方式
咨询；（3）“21世纪数学教育信息化精品教材”中有《高等数学》（理工类）与《微积分》（经管类
）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此外，经管类系列教材全部入选“教育部推荐
教材”；（4）若想了解本系列教材及其信息化配套建设的详情与动态，请登录“数苑网”
（www.math123.cn）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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