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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组织编写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教材作为学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在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新
人才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随着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高校教学改革在不断地深入进行。
《应用数学》（经济类）是为了适应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要求和高等职业教育培养高技能人
才的需要，适应高等职业教育大众化发展趋势的现状，更好地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
强人才工作的决定》中提出的“实施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工程和技能振兴行动，通过学校教育培养、
企业岗位培训、个人自学提高等方式，加快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和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
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04]12号）的文件精神，在认真总结全国高职高专院校经济类
各专业经济数学课程教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我们遵循以下原则：　　1。
本书是严格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管理的通知》（教
高厅[2006]6号文件）的要求出版。
　　2。
本书是在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课题和教育部重点课题的研究成果上，由全国知名专家组成的教材编
写小组编写而成，确保了国家级规划教材的质量。
　　3。
注重以实例引入概念，并最终回到数学应用的思想，加强对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兴趣及能力培养。
重点培养学生用数学的原理和方法消化吸收经济概念、经济原理的能力和消化吸收专业知识的能力。
将经济问题转化为数学模型的思想贯穿各章，加强数学建模教学，注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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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追求过分复杂的计算和变换。
　　4。
缓解课时少与教学内容多的矛盾，恰当把握教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遵循基础课理论知识以必需够用
为度的教学原则，不过分追求理论上的严密性，尽可能显示微积分的直观性与应用性，适度注意保持
数学自身的系统性与逻辑性。
　　5。
为培养学生用计算机及相应数学软件求解数学问题的能力，结合具体教学内容，本书专设一章数学软
件包Mathematica，便于各校结合实际教学条件灵活处理，力求做到易教、易学、易懂、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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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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注重培养学生应用数学概念、数学思想及方法来消化吸纳经济概念及经济原理的能力，强化学生
应用所学的数学知识求解数学问题的能力，特别是把数学软件包 Mathematica结合数学内容讲授，可极
大地提高学生利用计算机求解数学模型的能力。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函数模型、极限与连续、导数与微分、导数应用、不定积分、定积分、定积分的应
用、常微分方程、向量与空间解析几何、偏导数与全微分、矩阵、线性方程组、概率论、数理统计、
数学软件包及其使用。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经济类各专业通用数学课程教材，也可作为经济管理人员更新知识的自学用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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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数学软件包及其使用附录A 标准正态分布表附录B t分布表附录C γ2分布附录D 泊松分布附录E 部分
综合练习答案与提示附录F 关键词索引主要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应用数学>>

章节摘录

　　由于用曲线来表达函数很直观，因而在工程技术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它无论是对于定性分析还是
对于定量的计算，都大有益处．描绘函数图形最直接的方法是描点法，但这种方法只适用于简单的曲
线，而对于一般的平面曲线就不适用了．因为我们既不能保证所取的点是曲线上的关键点（最高点或
最低点），又不能保证通过取点来判定曲线的增减与凹向的准确性．为了更准确、更全面地描绘平面
曲线，我们必须确定出反应曲线主要特征的点与线．下面给出作函数图形的一般步骤：　　（1）确
定函数的定义域及值域（确定图形范围）；　　（2）讨论函数的奇偶性、周期性；　　（3）讨论函
数的单调性与极值、曲线的凹向与拐点，并列成表；　　（4）考察曲线的渐近线；　　（5）为了使
图形描绘得更准确，需要确定曲线与坐标轴的交点，有时还得适当再多补充一些点．根据上述讨论的
结果最后作出函数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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