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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大学文科数学课程的教材。
适合于大学本专科中的经济，法律，哲学，历史，新闻，外语，中文，建筑学，艺术设计等人文艺术
类学科的学生使用。
　　大学数学课程的设置在不断地变化。
过去只给机械，电子类的理科学生开设为期两年的高等数学和工程数学，这些数学知识是理科学生进
入自己的专业学科学习的必要基础，其重要性是显然的。
后来又对经济与管理类的学生开设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与统计等数学课程，以满足与世界经济接
轨之后这些专业的基本需要。
而随着大学教育思想改革的不断发展，强调文科和理科相互交流的呼声愈来愈高，让理科学生了解一
定的人文知识，文科学生懂得基本的理科思想便逐步成为共识。
于是，对理科学生开设人文课程或讲座，对文科学生开设理科课程便纳入教学计划之中。
‘　　在确定向文科学生介绍理科的思想与方法的课程方面，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人类文明发展史
中的最重要的一大成果--数学文化。
中国人民大学自1993年以来便开始了对人文类大学生的高等数学教育，北京大学则在2000年开设了以
加强数学素质教育为宗旨的数学通修课程，向各类学科的学生介绍数学的思想与方法。
这些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深受学生的欢迎。
　　数学知识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
从扳着指头数数开始，到背诵乘法表，解一元二次方程，证明三角形的相似，大量的数学习题等等。
应该说，小学和中学的数学教育已经为我们建立了扎实的初等数学基础。
那么在大学里，学习什么样的数学？
从数学课程中学习什么呢？
对于这些问题，很难做出非常全面的回答。
比较一致的看法应当有以下几点：首先，在初等数学中，我们学习的数学涉及的主要对象是常量，这
些内容是在中世纪之前形成的知识，而大学数学则主要将变量作为研究对象，是在16到19世纪之间发
展起来的数学。
其次，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应当着重学习数学的思考方法，了解问题的提出，分析，到解决的全过程
，体会数学方法的特点。
毫无疑问，抽象的思想和方法隐含在具体的问题和解答过程之中，要想真正体会和了解数学的思想与
方法特点，就必须认真学习这门理论的背景问题、概念形成、计算规则、基本应用等环节。
当然，与对理科学生的要求明显不同的是，我们不需要做大量的习题或难题，原则上是以理解为主，
点到为止。
　　参照已有的同类教材的做法，本教材选择了微积分学、微分方程、线性代数作为教学内容。
计划课时为80学时，一学期讲完。
如果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各专业的特点，安排学生撰写课程论文并作为评定课程成绩的一部分，则可
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数学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深刻的部分。
数学既是一门推理严谨、计算准确的分析与计算的科学，也是一门洞察宇宙万物的共性规则的哲学方
法，更是一门人类智慧文化的思想艺术。
如同汽车、飞机提高了人类的移动能力，互联网扩大了人类的交流能力，计算软件提高了人类的计算
能力，而数学文化则加强了人类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相信数学素质的提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
未来。
　　本教材在华中科技大学数学系的组织下完成。
由魏宏和毕志伟主编，刘金山承担了部分工作。
王汉蓉、救国钧参与了教材的组织和策划工作。
由于编写文科类教材的经验不足，编写的时间较紧，不当之处难免，欢迎使用本书的教师和同学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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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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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大学文科数学课程的教材。
适合于大学本专科的经济，法律，哲学，历史，新闻，外语，中文，建筑学，艺术设计等人文艺术类
学科的学生使用。
    本着向文科类学生介绍数学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宗旨，本书特别注重数学问题的背景介绍，阐明逻
辑推导过程，穿插历史人物与故事的交代，适时地总结数学理论中的思想方法。
    全书共分五章，包括函数与极限，微分学，积分学，微分方程和线性代数。
各章配有基本的习题和参考答案。
本书可作为一学期80学时的课程教材辅导读物。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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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函数概念的形成历经了不同时期数学家的不断发展及完善过程。
函数（function）一词，最初见于德国数学家、微积分创始人之一的莱布尼兹在1692年的著作之中。
而今天所用的记号厂（z）则是瑞士数学家欧拉（Euler）在1724年首次使用的。
但最初的使用中，人们对函数概念的定义并不太在意，表述不够清楚，是德国数学家黎曼（Rieman）
给出了其准确定义。
今天，函数概念已经进一步推广到更大的范畴，以适应其应用的需要。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生产经营、工作学习与科学研究中，总免不了要与数字打交道·-对一位去外
地上大学的学生来说，他要面对的数字是：学费、路费、旅途路程与时间，携带多少书本与衣物。
对一位工厂的管理者来说，他要操心的则可能是，员工人数、资产总量、流动资金、员工水平、生产
流程、生产报表等一系列复杂的数量及这些量之间的相互联系。
对t位到大学进行招聘的人事经理来说，他所考虑的可能是招聘的员工数、应聘者的英语水平等级、计
算机水平、年龄、相貌、专业分布等。
　　在这些要考虑的量当中，有一些量本身便是以数字形式出现的，而有一些量则似乎与数字无关，
例如员工的工作能力，模特的漂亮程度等等。
但是为了应用的需要，人们可以设置一定的规则来对这些属性进行量化。
例如，员工的工作能力可以用某一种考试的成绩来量化，对漂亮的排序也可以组织一场选美大赛，根
据评委的打分来确定·NiNi-~算机的使用，人的相貌、声音、指纹等都可以按照一定的方法用数据表
现。
人类正走向数字化的时代，数字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影响重大。
　　事物存在于一定的时问与空间范畴之中。
当我们在一定的时空范畴中考察一个事物的数字特征时，可以根据其数量是否变化而将它们分为两类
：常量与变量·　　例如，当我们乘火车行进在去某大学所在地的这一段旅途之际，就读大学的地点
，知名度应当没有改变，而学校里的迎新工作进度，已到校的新生人数、火车与家乡的距离则正在改
变。
　　我们将某一过程中保持不变的量称做相对于该过程的常量，简称常量，而将发生变化的量称做相
对于该过程的变量，简称变量。
由于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故有时也，说常量是变最的特殊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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