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数学 C1》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开课教学系、

研究室（所）
数学系

课程

代码
L07010002

课程名称
中文 高等数学 C1

英文 Advanced Mathematics C1

课程类别 通识平台课程 学科平台课程 专业平台课程 实践平台课程

总学时 48

理论学时 48

学分 3

建议

授课

时间

第 1 学期

实验学时 0

课程负责人 吴慧伶 面向对象

小学教育、小学教育（全科）、化

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学、环境工

程、生态学、工业设计、园艺、园

林、生物制药、国际商务、电子商

务、国际经济与贸易、财务管理、

旅游管理等专业学生

先修课程 高中数学 可替代课程 高等数学 B1

课程教学团队 高等数学教学团队

二、课程定位

《高等数学 C1》 是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的学习，使学生系统地获得

函数、极限和连续、导数和微分、微分中值定理和导数应用、不定积分等基本知识，掌握必

要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运算技能，并为学生学习后续课程和解决实际问题奠定坚实

的数学基础；逐步培养学生抽象概括问题的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熟练的运

算能力和自学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数学素质，培养学生创造性地应用数学知识和技术来分

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让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提高自身的数学素质，

能创造性地应用数学知识和技术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三、课程目标

1.知识目标：使学生理解函数、极限和连续的概念，掌握极限的运算法则和方法，能够

熟练计算一般函数的极限；理解函数的导数、微分的概念，掌握导数、微分的运算法则和方

法，能够熟练计算一般函数的导数和微分；理解微分中值定理，掌握洛必达法则，并利用导

数来判断函数的单调性、凹凸性、极值和最值；理解不定积分的概念，掌握不定积分的运算

法则和方法。

2.能力目标：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具有严密的数学思维能力、逻辑推理的能



力和创新能力，获得较熟练的演算技能和初步应用知识能力，具备一定的数学建模思想，并

将这种思想贯穿于整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时使学生具有一定的自学能力

和将数学思维扩展到其它领域的能力。

3.素质目标：让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理解和掌握数学文化，能用数学的

语言、思想和方法描述和解决实际问题。让学生具有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良好的思想品

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培养学生爱岗敬业与团队合作的基本素质。

四、课程内容及其要求

课程

模块
课程单元 学习内容

学

时

教学

方式

学习

要求

支撑课

程目标

极限

理论

第一章

函数与极限

1.函数概念，函数的四特性，

基本初等函数及其图形。

2.数列极限和函数极限的简

单及精确定义，无穷小与无

穷大的定义及性质，无穷小

的比较。

3.极限四则运算法则，极限

存在准则，两个重要极限。

4.函数在一点处的连续和间

断的概念。

5.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

质。

14

课堂讲

授、提问、

讨论，课

后练习及

课外辅导

相结合

1.理解函数概念，

特性，掌握基本初

等函数及其图形。

2.理解数列极限和

函数极限的定义，

了解无穷小与无穷

大的定义及性质，

会进行无穷小阶的

比较。3.掌握求极

限的法则，会运用

两个重要极限求极

限。4.理解函数在

一点处的连续和间

断的概念，知道初

等函数在定义区间

上连续的结论，会

求函数的连续区

间，能判断间断点

的类型。

5.了解闭区间上连

续函数的性质，会

利用介值定理证明

方程根的存在性。

1，2，3



一元微

分学

第二章

导数与微分

1.导数的概念及几何及物理

意义

2.函数可导与连续的关系。

3.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公式

及求导数的法则

4.高阶导数的定义，简单函

数的高阶导数

5.隐函数及参数式函数的求

导法则

6.微分的概念及其几何意义

7.导数与微分的关系，微分

运算法则

10

课堂讲

授、提问、

讨论，课

后练习及

课外辅导

相结合

1.理解导数的概

念，知道导数的几

何及物理意义，会

求曲线的切线和法

线方程。

2.知道函数可导与

连续的关系。

3.掌握基本初等函

数的导数公式及导

数的四则运算法则

和复合函数求导法

则，并能熟练运用

它们计算初等函数

的导数。

4.了解高阶导数的

定义，会求简单函

数的高阶导数。

5.掌握隐函数及参

数式函数的求导法

则，熟练运用它们

求一阶、二阶导数。

6.理解微分是函数

增量的线性主部的

概念，了解微分的

几何意义。

7.了解导数与微分

的关系，会利用微

分运算法则和微分

形式不变性求微

分。

1，2，3

第三章

微分中值定

理与导数的

应用

1.微分中值定理

2.洛必达法则

3.泰勒公式

4.函数单调性的判定法

5.函数极值的求法

6.曲线的凹凸性判定法，曲

线的拐点

7.简单函数图象

8.曲率的计算

12

课堂讲

授、提问、

讨论，课

后练习及

课外辅导

相结合

1.理解微分中值定

理，会求介点 。

2.掌握洛必达法

则，会求（
0
0
型、




型及其它）未定式

极限。

3.了解泰勒公式，

会用泰勒公式求函

数的极限

4.掌握函数单调性

的判定法。

5.熟练掌握函数极

1，2，3



值的求法，会求函

数在给定区间上的

最值。

6.掌握曲线的凹凸

性判定法，会求曲

线的拐点。

7.描绘简单函数图

象。

8.掌握曲率的计

算。

一元积

分学

第四章

不定积分

1.不定积分的概念和性质

2.常用的基本积分表

3.不定积分的求法
12

课堂讲

授、提问、

讨论，课

后练习及

课外辅导

相结合

1.了解不定积分的

概念和性质

2.熟记常用的基本

积分表

3.掌握常用的几种

方法求不定积分。

1，2，3

五、课程思政建设

数学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一门学科，高等数学研究变量、无限量, 以

联系、发展、变化的观点看世界，其中蕴含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如马克思主义的

运动与静止、绝对与相对、量变与质变、一般与特殊、否定之否定等辩证唯物观点。通过本

课程学习，有利于学生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掌握理论联系实践的方法，坚定共产主义

信念。

为了纪念数学家对数学发展的贡献，高等数学中的许多定理都以数学家的名字命名。数

学家严谨治学的态度、不倦的求真精神及他们发现数学规律时的灵感，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

学习数学的兴趣，培养学生立志学习数学的远大理想，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自

信心，以及好的学习态度、学习习惯的养成都有积极的意义。特别是我国数学家的故事，如

庄子的极限思想，刘微的割圆木等，能激起学生的自豪感、爱国之心、为国争光的欲望。

高等数学具有和谐美、对称美、简洁美、奇异美、创新美、统一美、类比美、抽象美、

自由美和辩证美，通过本课程学习，能培养学生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增添学生

的学习乐趣和生活乐趣。

六、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

考核方式为考试、闭卷。

采用线上和线下融合、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多元化课程评价体系，总评成

绩 = 平时成绩 50%+期末考试 50%，其中平时成绩由线上成绩构成，是以“视频观看时长、

完成测试、考试、作业情况及论坛发帖”之成绩为计算依据，具体为视频观看占 10%;作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5%AD%A6%E7%BE%8E/9166315?fr=aladdin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5%AD%A6%E7%BE%8E/9166315?fr=aladdin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5%AD%A6%E7%BE%8E/9166315?fr=aladdin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5%AD%A6%E7%BE%8E/9166315?fr=aladdin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5%AD%A6%E7%BE%8E/9166315?fr=aladdin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5%AD%A6%E7%BE%8E/9166315?fr=aladdin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5%AD%A6%E7%BE%8E/9166315?fr=aladdin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5%AD%A6%E7%BE%8E/9166315?fr=aladdin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5%AD%A6%E7%BE%8E/9166315?fr=aladdin


成绩占 30%;测验成绩占 10%;考试成绩占 40%;发帖讨论成绩占 5%（普通帖子 0.5 分/个,精华

帖子 1分/个），笔记占 5%。

七、课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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