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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提高大学数学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教师，但一套较好的教材也是重要的。
随着我国大学数学教学内容改革的逐步深入，当前不少高等学校在基础数学教学内容的改革方面有了
一些进展，例如单纯“面向专业”的观念有所淡化，代数课程的内容和学时有所增加，开设了一些新
的课程，如“数学实验”和“随机数学”等；相应地有一批新教材出版。
本套教材也在试用了两年多以后，进行了部分修订。
这就是《大学数学》的第二版。
　　在保持原有的指导思想和风格的前提下，这一套教材由原来的五本：《一元微积分》、《多元微
积分及其应用》、《代数与几何》、《随机数学》及《数学实验》改编、扩充为七本，即：《微积分
（一）》、《微积分（二）》、《多元微积分及其应用》、《流形上的微积分》、《代数与几何》、
《随机数学》及《数学实验》，其中《流形上的微积分》是新编入的。
其它几本修订的大致情况如下：　　《微积分（一）》以原来的《一元微积分》中的第一篇，即“直
观基础上的微积分”为其主要内容，力求做到“返璞归真”。
除了进一步强调了计算和应用之外，还增加了一些对“极限”的朴素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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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数学》是教育部“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大学数学”系列
教材的第二版，相当于第一版中《一元微积分》的第二篇。
内容包括：实数和极限理论、函数的连续性、函数序列的一致收敛性、定积分和广义积分、级数（幂
级数和付氏级数）的各种收敛性，其中黎曼积分理论以阶梯函数逼近为基础，融入了函数空间扩张的
思想，为学生进一步学习作一个铺垫。

　　《大学数学》着重训练学生领会严格证明的必要性以及一此证明的基本技巧，有利于培育学生理
性思维的习惯；内容虽然理论性较强，但有较好的启发性，并不显得枯燥。

　　《大学数学》可作为高等学校理工科各专业的教材，也可供其他专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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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实数、实数序列及其极限
　1．1实数集
　1．2实数序列的极限及其基本性质
　1．3实数集完备性的几个等价命题
　1．4实数序列的极限举例
　习题1
　补充题
　
第2章　数值函数、极限和连续函数
　2．1函数的概念
　2．2函数极限
　2．2．1函数极限的定义
　2．2．2函数极限的一些性质
　2．3函数的连续性
　2．4函数列的一致收敛性和阶跃函数
　2．4．1函数列及其一致收敛性
　2．4．2阶跃函数
　习题2
　补充题
　
第3章　定积分
　3．1阶梯函数的积分
　3．2Riemann积分(定积分)
　习题3
　
第4章　广义积分
　4．1无穷区间上的广义积分
　4．1．1无穷区间上广义积分的定义
　4．1．2非负函数无穷限积分的判敛准则
　4．1．3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
　4．2无界函数的广义积分
　4．3Euler积分(r函数与B函数)
　习题4
　补充题
　
第5章　无穷级数
　5．1数项级数及其判敛法则
　5．1．1基本概念
　5．1．2数项级数的性质
　5．1．3非负项级数的判敛法则
　5．1．4任意项级数
　5．2函数项级数及其一致收敛性
　5．3幂级数和Taylor(泰勒)级数
　5．3．1幂级数的收敛域及其一致收敛性
　5．3．2幂级数的运算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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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函数展成幂级数的问题——Taylor级数
　5．3．4函数展成Taylor级数的方法
　习题5
　补充题
　
第6章　Fourier(傅里叶)级数
　6．1三角函数系的正交性与三角级数的系数
　6．2函数的Fourier级数
　6．3其它形式的Fourier级数
　6．3．1以T为周期的函数的傅氏级数
　6．3．2奇、偶函数的Fourier级数一奇延拓与偶延拓
　6．3．3复数形式的Fourier级数
　6．4平均收敛
　习题6
附录　积分简表
部分习题参考答案
名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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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1 实数集17世纪微积分发明后，很快在力学、物理和几何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在这个
过程中人们却发现它的基础不牢固：例如“无穷小”、“极限”等概念就很不清楚，因而受到一些人
的怀疑甚至攻击，为了把微积分建立在一个坚实的理性基础上，数学家们进行了近两个世纪的探索
，1821年，Cauchy给出了极限的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但直到1850年，Weierstrass才最终给出了现在还
通用的极限的严格定义，即极限的e-8语言式定义，在本章将简要地阐述为把微积分建立在坚实的理性
基础上而集中面临的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建立起的主要成果。
通过对极限、导数和积分等微积分的基本内容的学习，我们已知微积分的理论是建立在极限的基础之
上的一门实函数理论，因此要在严格的数学理性下建立起微积分，就要弄清楚实数集在极限意义下的
结构，让我们把这一点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们对极限已有了直观的认识，或者说我们已知极限大致说
的是什么，就是一个趋向的目标加上一个趋向的动态方式，然而这个直观的但又非常重要的认识是在
忽略了一些基本的重要事实上完成的，我们忽略的基本事实来自于对实数集的结构的认识，给定一个
实数列有趋向的目标，那么这个目标一定是个实数吗？
让我们用直观的方法把这话说得更清楚些，我们把给定的这个实数列中的每个元素在一条直线轴上标
记出来，那么在该条直线轴上就对应出一个点列，这个点列向一个确定点趋近的话，问这个被趋近的
点对应一个实数吗？
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设想一下，我们学了导数就是变化率，而作为平均变化率的极限的变化率可
能不是实数，或者从几何上讲，割线的极限切线的斜率可能不是实数，那么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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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数学:微积分2(第2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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