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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大学文科数学》自2001年出版以来，因其新颖独特、适用性强，被众多各
类高校连年选用，堪称幸事。
期间，部分教师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修改建议，倍生感激。
经多年应用实践，作者将原教材重新进行修订，其第二版已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
为顺应我国高等院校文科专业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发展趋势，本教材进一步突出了文而兼理、选
材适当、形式新颖、伸缩性强的特色，既可进行知识技能教育，又可进行文化素质教育，从而更适合
于各类高校文科专业教学需要。
作者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作了修订：各章适当增加了一些习题；简化了推断统计中较繁难的陈述；调
整了第一、二章中极限与函数的讲述顺序；删去了线性规划和数学方法论简介两章内容；在各章末附
设了两个阅读材料，一是数学思想方法简介，二是数学家简介。
其中数学思想方法简介是新增内容，叙述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并且联系各章数学内容作了例释，从
而有助于文科学生在学习数学知识的同时，理解、掌握基本的数学思想方法。
从素质教育的宗旨来考虑，这与学习数学知识同样重要。
本教材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篇内容，保持了教材的伸缩性，有利于不同学校、不同专业依据学时多少灵
活选用。
本次修订工作主要由张国楚、王立冬负责。
其中，第1-3章由张国楚完成，第4-6章由刘岗完成，第7章由于义良完成，第8-10章由王立冬完成；张
国楚、徐本顺撰写了各章的数学思想方法简介。
本书承蒙王梓坤院士热情指导，欣然题词，这里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同时，感谢高等教育出版社马丽、于丽娜、崔梅萍编辑为本书付出辛勤工作。
编写一本受历届师生欢迎的好教材实属不易，我们当尽绵薄之力。
然而，由于水平所限，本次修订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不当之处，诚望使用本教材的师生坦诚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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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原面向2l世纪课程教材的基础上，经反复锤炼，重新修订而成，已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
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书内容分两部分，其中必修内容包括实数、函数、极限、导数、不定积分、定积分、概率统计
初步；选修内容包括线性代数、微分方程、二元微积分。
教师可根据教学需要灵活选择教学内容。

　　本书从各个角度自然地引入数学的基本概念，既展现了数学知识的来龙去脉，又示范性地保持了
数学所特有的形式化本质特征；列举了不少有应用价值的实例，也扼要地阐明了具有启发意义的数学
思想方法；通过对数学内容的辩证分析、典型数学史料的穿插融合，以及章末附设的数学思想方法简
介和数学家简介两个阅读材料，介绍了数学与逻辑、数学与哲学、数学与教育、数学与文化、数学家
品质与业绩等内容，渗透了数学的人文精神。
本书在数学内容的选择与组织上，考虑到文科数学学时的限制，在必须精简的条件下，注意了学科的
系统性。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文科各专业教材。
第一版教材的配套辅导书《大学文科数学学习辅导》已出版发行，可配合第二版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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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函数极限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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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极限的四则运算
　　2.7 两个重要的极限公式
　§3 极限应用的一个例子——连续函数
　　3.1 连续函数的概念
　　3.2 连续函数求极限的法则
　　3.3 初等函数的连续性
　　3.4 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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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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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变量变化速度与局部改变量估值问题——导数与微分
　§1 函数的局部变化率——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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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基本初等函数的求导公式
　§3 局部改变量的估值问题——微分及其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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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微分在近似计算中的应用
　阅读材料(1) 数学思想方法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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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材料(2) 数学家简介
　　科学巨擘——牛顿
　习题三
第四章　导数的应用问题——洛必达法则、函数的性质和图像
　§1 联结局部与整体的纽带——中值定理
　　1.1 费马定理
　　1.2 中值定理(拉格朗日)
　§2 计算不定式极限的一般方法——洛必达法则
　　2.1 两个基本类型不定式
　　2.2 其他类型的不定式
　§3 用导数研究函数的性质——单调性，极值和最大最小值
　　3.1 函数的单调性
　　3.2 函数的极值
　　3.3 函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4 利用导数研究函数的图像——曲线的绘制
　　4.1 曲线的弯曲方向——凹凸性
　　4.2 利用导数绘制函数的图像
　阅读材料(1) 数学思想方法简介
　数学构造法
　阅读材料(2) 数学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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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题四
第五章　微分的逆运算问题——不定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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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
　　1.2 基本积分公式
　　1.3 不定积分的线性运算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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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换元积分法
　　2.2 分部积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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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映射反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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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和分部积分法
　§3 定积分的拓展——非正常积分
　§4 定积分魅力的显示——在若干学科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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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期望值的概念
　　4.2 期望值的性质
　§5 随机现象离散程度的描述——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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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由部分刻画整体的方法——统计推断
　　7.1 参数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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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解析几何的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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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客观世界的许多现象和事物不仅是运动变化的，而且其运动变化的过程往往是连绵不断的，比
如日月行空、岁月流逝、生命延续、物种演化等，这些连绵不断发展变化的事物在量的相依关系方面
的反映就是连续函数，连续函数是刻画变量连续变化的数学模型。
16、17世纪微积分的酝酿和产生，直接肇始于对物体的连续运动的研究，比如伽利略所研究的落体运
动等都是连续变化的量，这个时期以及18世纪的数学家，虽然已把连续变化的量作为研究的重要对象
，但仍停留在几何直观上，即把能一笔画成的曲线所对应的函数叫做连续函数，直至19世纪，当柯西
以及稍后的魏尔斯特拉斯等数学家建立起严格的极限理论之后，才对连续函数作出了纯数学的精确表
述。
连续函数不仅是微积分的研究对象，而且微积分中的主要概念、定理、公式、法则等，往往要求函数
具有连续性。
本节将以极限为基础，作为极限应用的一个例子，介绍连续函数的概念、运算以及连续函数的一些性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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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文科数学(第2版)》：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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