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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吕同富教授主编的《高等数学及应用》是针对高等职业院校特点的一部新教材。
该书的突出特色包括：　　1.作者在构思本教材时，从“将数学建模的思想融入数学基础课教学”的
角度进行了思考，值得肯定；本书借鉴国内外优秀教材，大量使用了应用实例引出问题，这是目前国
内同类教材中比较少见的，也是本书的亮点；作者所选用的百余个“实际问题”作为应用示例，无疑
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　　2.与传统的教材相比，作者也努力融文化性
于数学内容。
很多篇章的“实际问题”涉及古今中外，相映成趣，通而不同，很有启发性，也增添了教材的趣味性
；　　3.将现代数学软件融入数学基础课程教学，无疑非常有意义，这可以是本书进一步修订和改版
的努力目标，如果本书能够在这方面有所推进，无疑会成为另外一个亮点。
　　高职教育的特色决定其数学课程无疑应当突出实用性。
但数学教育中实用性（或称工具性）与文化性f或称思维性）的矛盾与平衡，是多年来备受关注但始终
困扰不断的问题。
数学作为理性思维的重要载体，对学生理性思维发展的作用也是不应当忽视的。
即便是高职的学生也是属于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数学的教育如何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是今后
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希望作者与出版社共同努力，经过教学实践，将本书打造成为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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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数学及应用》是编者在多年教学研究的基础上、以基于实际应用的课程开发设计模式编写
而成的《高等数学及应用》在讲解经典而传统的高等数学知识时，列出了大量实际问题及图形图像，
以便于学习者明确学习目的、了解知识背景、强化思维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应用实践的自觉。
《高等数学及应用》主要内容包括：极限与连续、导数与微分、导数应用、不定积分、定积分及应用
、常微分方程、Fourier级数与Laplace变换、向量与空间解析几何、多元函数微分学、多元函数积分、
线性代数初步等。
　　《高等数学及应用》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理工类专业的高等数学课程教材或参考书，也可在应用
型本科、成人高校相关课程中使用，还可作为知识拓展和更新的自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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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程的对应关系.这表明几何问题不仅可以归结成为代数问题，而且可以通过代数变换来发现几何性
质，证明几何性质.　　这种对应关系的建立，不仅标志着函数概念的萌芽，而且表明变数进入了数学
，使数学在思想方法上发生了伟大的转折——由常量数学进入变量数学时期.Descartes的这一天才创见
，为后来Newton、Leibniz发现微积分及一大批数学家的新发现开辟了道路.从而开拓了变量数学的广阔
领域.　　解析几何分平面解析几何和空间解析几何.平面解析几何主要研究直线、圆锥曲线（圆、椭
圆、抛物线、双曲线）的有关性质.空间解析几何主要研究直线、圆锥曲线（椭圆、双曲线、抛物线）
、平面、柱面、锥面、旋转曲面、二次曲面等的有关性质.　　总的来说，解析几何运用坐标法可以解
决两类基本问题：一类是满足给定条件点的轨迹，通过坐标系建立它的方程；另一类是通过方程的讨
论，研究方程所表示的曲线性质.　　运用坐标法解决问题的步骤是：首先在平面上建立坐标系，把已
知点的轨迹的几何条件“翻译”成代数方程；然后运用代数工具对方程进行研究；最后把代数方程的
性质用几何语言叙述，从而得到原几何问题的答案.　　坐标法的思想促使人们运用各种代数的方法解
决几何问题.有些几何学中的难题，运用代数方法后迎刃而解.坐标法对近代数学的机械化证明也提供
了有力的工具.　　建立坐标系.如图8.2 所示，取三条相互垂直的具有一定方向和度量单位的直线，叫
做三维直角坐标系R。
或空间直角坐标系Oxyz（也称右手坐标系，图8.3 ）.利用三维直角坐标系可以把空间的点P与三维有序
实数组（z，y，z）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除了直角坐标系外，还有斜坐标系、极坐标系、球坐标和
柱坐标系等.坐标系在几何对象和数、几何关系和函数之问建立了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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