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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大纲说明 

（一）课程的性质、地位、作用和任务（主要阐述该课程在该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及任务） 
《高等数学II1》是一门必修的公共基础课，是面向考研数学科目为“数二”、“数三”或对高等数学要求一般

的理工类及其他非数学类专业学生开设的学科基础课课程。 
数学是研究客观世界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学。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数学科学的发展，“数量关系”和

“空间形式”具备了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广泛的外延。现代数学内容更加丰富，方法更加综合，应用更加广泛。

数学不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一种思维模式；不仅是一种知识，而且是一种素养；不仅是一种科学，而且是

一种文化。能否运用数学观念定量思维是衡量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一个重要标志。数学教育在培养高素质科

学技术人才中具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大学数学泛指非数学专业本科生的数学基础课程，包括微积分、线性代数、空间解析几何、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它们都是必修的重要基础理论课。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应使学生获得一元函数微积分及其应用、

多元函数微积分及其应用、无穷级数、常微分方程与差分方程、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线性代数、概率

论与数理统计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运算技能，为今后学习各类后继课程和进一步扩大

数学知识面奠定必要的连续量、离散量和随机量方面的数学基础。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注意培养学生进行

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的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逐

步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 
《高等数学II1》是大学数学课程的一门子课程，不仅仅是学习后继课程必不可少的基础，也是培养理性

思维的重要载体。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仅要传授大纲所列教学内容内的数学知识，也要努力揭示蕴含在

数学知识中的重要思维方法。要以知识（概念、理论和应用等）为载体，将渗透在知识中的思维方法，用通

俗而精炼的语言画龙点睛地揭示出来，使学生受到理性思维的熏陶和美感的享受，对学生能力和素质的提高

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为达成工程认证、师范认证毕业要求所对应的大学数学课程教学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要达到

以下课程教学目标。 
（二）课程教学目标及其与专业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1.课程教学目标： 
1.1 知识与能力 
课程目标1:  掌握一元函数微分学、积分学的基本概念，了解微积分的发展历史，掌握科学的数学方

法。 
课程目标2：掌握一元函数微分学、积分学的基本方法，具备较严谨的数学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

与数学运算能力,养成认真、求实、勤奋良好的教学科研精神与学风。 
课程目标3：掌握一元函数微分学、积分学的基本理论，培养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

力及函数运算能力，为专业课程学习奠定相应基础。 
1.2 过程与方法 
课程目标4：培养建立数学模型的能力以及综合运用高等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领悟数学语言的简洁

性，培养反思及自主学习能力。 
1.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课程目标5：塑造学生高尚的数学情操。通过对一元函数微分学、积分学的相关理论、方法的学习与思

考，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3.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矩阵关系 
 

表2-2 高等数学II1与毕业要求的矩阵关系(师范认证)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一）践行师德 （二）学会教学 （三）学会育人 （四）学会发展 

1.师德规范 2.教育情怀 3.学科素养 4.教学能力 5.班级指导 6.综合育人 7.学会反思 8.沟通合作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课程目标1   H     H H  H       M     

课程目标2   H     H H  H       M M    

课程目标3   H     H H  H       M M    

课程目标4                  M     

课程目标5   H                M    

 
（三）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指教学过程中拟采用的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的教学以课堂教学为主，辅以习题练习与自学。基本内容由老师讲授，通过习题课巩固。在课堂

教学中加强启发式、讨论式教学运用，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将现代教学手段的应用纳入教学计划内，有

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教学方法与模式改革。 
 

（四）课程与其它课程的联系（指本课程的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提出本课程在教学内容及教学环节等方面
与相关课程的联系。） 

后续课程为：高等数学II2，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各专业相关课程。 

 

（五）教材与教学参考书（排列格式为：作者，教材名称，出版社，出版时间） 
教材：作者，教材名称，出版社，出版时间（优先选用近五年出版的优秀教材） 

表2-1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序号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 
课程目标1:  掌握一元函数微分学、积分

学的基本概念，了解微积分的发展历史，

掌握科学的数学方法。 

 

2 

课程目标2：掌握一元函数微分学、积分

学的基本方法，具备较严谨的数学语言表

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与数学运算能力,养

成认真、求实、勤奋良好的教学科研精神

与学风。 

 

3 

课程目标3：掌握一元函数微分学、积分

学的基本理论，培养抽象思维能力、逻辑

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及函数运算能

力，为专业课程学习奠定相应基础。 

 

4 

课程目标4：培养建立数学模型的能力以

及综合运用高等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

力，领悟数学语言的简洁性，培养反思及

自主学习能力。 

 

5 

课程目标5：塑造学生高尚的数学情操。

通过对一元函数微分学、积分学的相关理

论、方法的学习与思考，培养学生积极向

上的人生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学参考书：作者，教材名称，出版社，出版时间 
电子资源： 
教材：林伟初，郭安学，《高等数学》(经管类)(上)(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教学参考书： 
1.吴赣昌，《微积分》（经管类·简明版·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2.朱健民，李建平，《高等数学》（第二版）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3.詹姆斯·斯图尔特,《微积分》（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4.张顺燕，《数学的思想、方法和应用》（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5.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高等数学》（上册第七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 
6.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高等数学学习辅导与习题选解》，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二、课程的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 

第一章  函数 

教学要求： 

（1）了解基本初等函数的性质，了解反函数的概念。 

（2）理解复合函数的概念，理解初等函数的概念。 

（3）会建立简单实际问题中的函数关系式。 

教学内容： 

1-1 函数概念 

1-2 函数的几种特性 

1-3 反函数、复合函数 

1-4 基本初等函数、初等函数 

教学重点： 

反三角函数的概念，复合函数的概念，初等函数的概念。 

教学难点： 

反三角函数的定义域与值域，基本初等函数的函数图像辨认。 

思政融入点：在介绍基本初等函数的图像时，强调函数的奇偶性，周期性等体现了数学的对称之美，并指出

在后续课程中利用导数工具，研究一元函数的单调性、凹凸性、极值、最值、渐近线等，对函数图像达到更为深刻的认

识，体现数与形的完美结合。 

 

第二章  极限与连续 

教学要求： 

（1）理解极限的概念，了解极限 N  ，  定义（不要求学生做给出 求 N 或 的习题）。 

（2）掌握极限的四则运算法则，会用变量代换求某些简单复合函数的极限。 

（3）了解极限的性质（唯一性、有界性、保号性）和两个存在准则（夹逼准则与单调有界准则），会用

两个重要极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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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极限。 

（4）了解无穷小、无穷大、高阶无穷小和等价无穷小的概念，会用等价无穷小求极限。 

（5）理解函数在一点连续和在一个区间连续的概念。 

（6）了解函数间断点的概念，会判别间断点的类型。 

（7）了解初等函数的连续性和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介值定理与最大值、最小值定理。 

教学内容： 

2-1 数列的极限 

2-2 函数的极限 

2-3 无穷小与无穷大 

2-4 极限的运算法则 

2-5 极限存在准则与两个重要极限 



2-6 无穷小的比较 

2-7 函数的连续与间断 

教学重点： 

极限的概念，极限的四则运算法则，函数连续性的概念。 

教学难点： 

极限定义中“ 的意义”，夹逼定理的应用，等价无穷小在怎样的情形下可作代换，函数间断点的分类。 

思政融入点： 

极限是将运动的观点引入数学，说明物质世界是运动变化的，要以变化的观点看问题; 处理问题的极限

思想；局部影响整体，整体决定局部的辩证思想。 

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古代哲学名著《庄子》记载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就体现了极限思

想。 

魏晋时期刘徽引入的割圆术：“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

体现了数学家坚持理想，砥砺前行，精益求精，方得始终的精神追求。后来南北朝时期的祖冲之在刘徽研究

的基础上，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7位，这一成就比欧洲早了一千多年。以此让学生感受中国古代人民的伟

大智慧，增强民族自豪感。 

 

第三章  导数与微分 

教学要求： 

（1）理解导数的概念及其几何意义（不要求学生做利用导数的定义研究抽象函数可导性的习题），了解

函数的可导性与连续性之间的关系。 

（2）了解导数作为函数变化率的实际意义，会用导数表达科学技术中一些量的变化率。 

（3）掌握导数的四则运算法则和复合函数的求导法，掌握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公式。 

（4）理解微分的概念，了解微分概念中所包含的局部线性化思想，了解微分的四则运算法则和一阶微分

形式不变性。 

（5）了解高阶导数的概念，掌握初等函数一阶、二阶导数的求法（不要求学生求函数的n阶导数的一般

表达式）。 

（6）会求隐函数和由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一阶导数以及这两类函数中比较简单的二阶导数，会解一

些简单实际问题中的相关变化率问题。 

教学内容： 

3-1 导数概念 

3-2 导数基本运算与导数公式 

3-3 隐函数与参变量函数求导法则 

3-4 微分及其运算 

3-5 高阶导数 

教学重点： 

导数的概念及其几何意义，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公式，导数的运算法则，求初等函数的一阶、二阶导数，

微分的概念。 

教学难点： 

用导数描述一些物理量，分段函数的可导性，求隐函数和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二阶导数。 

思政融入点： 

导数同样反应事物的运动变化，从宏观到微观、线到点的变化过程。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通过复合函

数，反函数，参变量函数的求导法则的教学，可以阐述事物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孤立的事物不存在。 

导数的数学符号表示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牛顿曾经用来 yx , 表示导数，被称之为点主义。后来德国

数学家莱布尼兹才引入微商表达式
x

y

d

d
，而 y这种表达方式是由法国数学家拉格朗日在1979年第一个给出，



并沿用至今。通过简要的语言介绍导数的符号表示，可以让学生感受数学符号发展的历史，将数学文化的元

素润物无声地浸透到数学课堂，使学生受到数学文化的熏陶，丰满了数学教学的内涵。 

 

第四章  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 

教学要求： 

（1）理解罗尔定理和拉格朗日中值定理，了解柯西中值定理（对三个定理的分析证明不作要求，并且不

要求学生掌握构造辅助函数证明相关问题的技巧），会用洛必达法则求不定式的极限。 

（2）理解函数的极值概念，掌握用导数判断函数的单调性和求极值的方法。会求解较简单的最大值与最

小值的应用问题。 

（3）会用导数判断函数图形的凹凸性，会求拐点，会描绘一些简单函数的图形（包括水平和铅直渐近

线）。 

教学内容： 

4-1 微分中值定理 

4-2 泰勒公式 

4-3 洛必达法则与不定式的极限 

4-4 函数的单调性与凹凸性 

4-5 函数的极值与最值 

教学重点： 

罗尔定理，拉格朗日中值定理，洛必达法则，判断函数的单调性，函数的极值及其求法，函数的最大值和

最小值的求法。 

教学难点： 

利用微分中值定理对一些命题作证明，不定式的极限计算，利用函数的单调性证明不等式。 

思政融入点： 

从微分的近似计算公式，联想泰勒公式，介绍做学问的方法：仔细分析，大胆猜测，小心求证；通过讲

解函数的凹凸性与性质，阐释对立统一的观点，说明世界是个矛盾的统一体。 

函数的极值的局部性，犹如漫长的人生道路中所遇到的高低起伏，短暂而局部。告诫学生身处高峰需要

居安思危，谋求上进，而身处低谷也要坚持不懈，努力反弹。 

 

第五章  不定积分 

教学要求： 

（1）理解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掌握不定积分的性质，了解原函数存在定理。 

（2）掌握不定积分的基本公式。 

（3）掌握不定积分的换元法与分部积分法（淡化特殊积分技巧的训练，对于求有理函数积分的一般方法

不作要求，对于一些简单有理函数、三角有理函数和无理函数的积分可作为第二类换元法的例题作适当训

练）。 

教学内容： 

5-1 不定积分的概念与性质 

5-2 基本积分公式 

5-3 换元积分法 

5-4 分部积分法 

教学重点： 

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不定积分的性质，基本积分表，换元积分法和分部积分法。 

教学难点： 

分部积分法，特殊函数的积分。 



思政融入点： 

不定积分换元法，本质上通过变换，将复杂积分化为表内简单积分；讲述基础的重要性，任何困难都是若

干个基本问题的叠加，有理函数与无理函数的积分，计算复杂，需要有耐心，细心，阐述遇到困难要冷静，不

放弃就能成功。 

 

第六章  定积分 

教学要求： 

（1）理解定积分的概念和几何意义（对于利用定积分定义求定积分与求极限不作要求），了解定积分的

性质和积分中值定理。 

（2）理解变上限的积分作为其上限的函数及其求导定理，掌握牛顿-莱布尼茨公式。 

（3）掌握定积分的换元法与分部积分法。 

（4）了解两类反常积分及其收敛性的概念。 

（5）掌握科学技术问题中建立定积分表达式的元素法（微元法）。 

（6）会建立某些简单几何量和物理量的积分表达式。 

教学内容： 

6-1 定积分的概念与性质 

6-2 微积分基本公式 

6-3 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和分部积分法 

6-4 定积分的应用 

6-5 反常积分初步 

教学重点： 

定积分的概念，变限积分函数，牛顿-莱布尼兹公式，定积分的换元法和分部积分法，无穷限的反常积

分，微元法，利用定积分求平面图形的面积、旋转体的体积。 

教学难点： 

定积分的概念，变限积分函数，定积分的换元法，微元法，建立物理量的积分表达式。 

思政融入点： 

定积分的本质是无穷小量的累积在宏观上的表现；讲述了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从量变到

质变的道理；通过变限积分的性质的教学，阐释一些看似无关联的事物，它们之间也是有联系的，关键是找

出它们的关系；通过定积分的教学，强调积累的意义，启发学生在生活中也要“积善”，从而养成良好的道德

品质。 

平行截面求体积中，通过对祖暅原理的解释，说明我国古代数学的非凡成就，要有民族自豪感；通过微

元法的思想学习，讲述积累的重要性.说明微观与宏观的关系。 

在讲授定积分的定义时，我们要将“分割、近似、求和、取极限”的数学方法传授给学生，同时更重要的

是让学生理解、掌握“以直代曲，以不变代变”的转化思想，“化整为零，合零为整”的“微元法”的数学思想等，

体会其中严密的逻辑推理过程; 让学生今后会用数学方法和数学思想去解决理论研究和生活实际中的问题。 

 

三、学时分配 

 

教学单元学时分配 其中：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章节 主要内容 
学时

分配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习

题 

实

践 

在线 

学习 
其它 

支撑课程 

教学目标 

第一章 函数 2 2       1、2、3、5 

第二章 极限与连续 14 11   3    1、2、3、5 

第三章 导数与微分 12 9   3    1、2、3、5 



第四章 
微分中值定理与

导数的应用 
12 9   3    2、3、4、5 

第五章 不定积分 12 9   3    1、2、3、5 

第六章 定积分 14 10   4    1、2、3、5 

 机动、节假日 6       6  

合计 72 50   16   6  
 

 

四、课程考核 

考核方式 考核要求 考核权重（%） 

平

时

成

绩 

课堂考勤 

每旷课一次扣除5分，每迟到、早退一次扣2分。全勤

者得10分。同时，根据广州大学教务规定，以下情况

不予考核、无成绩：旷课累计达到总学时1/4者（8学

时）；缺课（含旷课或请假）累计达到总学时1/3者

（11学时）。 

10  

40 

 随堂测验与

讨论 

安排1-2次随堂测验，每次随堂测验（讨论）满分为

100分，按测验正确度、讨论参与度、深度和广度打

分，并明确对应的课程目标点，最终成绩采用平均

分。 

15 

课后作业 

每周安排一次作业，每次作业满分为100分，按完成

度、正确度和整洁度打分，抄袭为0分，并明确对应

的课程目标点，最终成绩采用平均分。 

15  

期末考试 闭卷考试  60  

合计 100 

（根据《广州大学本科课程考核方式改革实施指导意见(试行)》，课程考核平时成绩（百分制）由课堂考勤、随堂

测验和课程作业三部分组成。其中，课堂考勤占总评成绩10%以内，随堂测验占10%或以上，课程作业占10%或

以上。随堂测验包括课堂提问、课堂讨论、随堂小测验等形式；课程作业包括课后习题、课程论文或设计，以及

实验、实习、社会调查、读书报告等类型。考核要求指作业次数、课程论文要求等。考核权重指该考核方式在总

成绩中所占比重。） 

 
五、课程目标、考核内容与评价方式关系矩阵 

 

（1）课程目标、考核内容与评价方式对应关系表 

课程学习目标 考核内容 评价依据 

课程目标 1:  掌

握一元函数微分

学、积分学的基

本概念，了解微

积 分 的 发 展 历

史，掌握科学的

数学方法。 

基本初等函数的概念，函数的几

何特性，一元函数的极限，左右极

限的定义，一元函数连续性，数列

与子列的关系，一元函数的导数

及其微分的定义与计算，不定积

分与定积分的概念，无穷限反常

1.课堂出勤； 

2.课后作业与课堂讨论；（小组协作，课堂

展示）； 

3.期末考试 



积分，无界函数反常积分的概念。 

课程目标 2：掌握

一元函数微分学、

积 分 学 的 基 本 方

法，具备较严谨的

数 学 语 言 表 达 能

力、逻辑思维能力

与数学运算能力,

养成认真、求实、

勤奋良好的教学科

研精神与学风。 

函数的几何特性，数列极限计算，

一元函数极限的通俗定义，一元

函数连续性，一元函数的导数及

其微分的计算方法和相关性质，

不定积分与定积分计算。 

1.课堂出勤； 

2.课后作业与课堂讨论；（小组协作，课堂

展示）； 

3.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3：掌握

一 元 函 数 微 分

学、积分学的基

本理论，培养抽

象思维能力、逻

辑推理能力、空

间想象能力及函

数运算能力，为

专业课程学习奠

定相应基础。 

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相关性质的应

用，一元函数的导数及其微分的

性质及应用，不定积分与定积分

相关性质及应用。 

1.课堂出勤； 

2.课后作业与课堂讨论；（小组协作，课堂

展示）； 

3.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4：培

养建立数学模型

的能力以及综合

运用高等数学知

识解决问题的能

力，领悟数学语

言的简洁性，培

养反思及自主学

习能力。 

一元函数的连续性的相关性质在

实际中的应用，一元函数的导数

及其微分的应用，求函数的单调

区间与极值，凹凸性区别与拐点

计算，利用定积分求平面图形的

面积、空间物体的体积。 

1.课堂出勤； 

2.课后作业与课堂讨论；（小组协作，课堂

展示）； 

3.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5：塑造

学生高尚的数学

情操。通过对一

元函数微分学、

积分学的相关理

论、方法的学习

与思考，培养学

生积极向上的人

生观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基本初等函数的概念，数列极限

概念，一元函数极限概念，左极限

与右极限的定义，一元函数的连

续性，数列与子列的关系，一元函

数的导数及其微分的定义，微分

中值定理，不定积分与定积分的

概念，无穷限反常积分，无界函数

反常积分的概念和性质。 

1.课堂出勤； 

2.课后作业与课堂讨论；（小组协作，课堂

展示）； 

3.期末考试。 

 

（2）考核方式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表 

     评分权重：平时表现（含出勤、课堂测验）20%，课后作业 20%；期末考试 60%。 



课程学习目标 期末考试（%） 课后作业（%） 平时表现（%） 

课程目标 1 25 30 25 

课程目标 2 35 30 30 

课程目标 3 30 25 25 

课程目标 4 5 10 10 

课程目标 5 5 5 10 

小计 100 100 100 

考核方式占 

总成绩比例 
60 20 20 

 

六、过程性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学习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60-79 0-59 

优 良 中/及格 不及格 

课程目标 1 

熟练掌握高等数

学 II1 的基本概

念，深入了解高等

数学的发展历史，

熟练掌握科学的

数学思想和方法。 

较熟练掌握高等数

学 II1 的基本概

念，全面了解高等

数学的发展历史，

较熟练掌握科学的

数学思想和方法。 

基本掌握高等数学

II1 的基本概念，

基本了解高等数学

的发展历史，理解

科学的数学思想和

方法。 

未掌握高等数 II1

的基本概念，未全

面了解高等数学的

发展历史，了解科

学的数学思想和方

法。 

课程目标 2 

熟练掌握高等数学

II1 的基本方法，

完全具备严谨的数

学语言表达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与数

学运算能力 ,养成

了认真、求实的教

学科研精神与学

风。 

较熟练掌握高等数

学 II1 的基本方

法，较全面具备严

谨的数学语言表达

能力、逻辑思维能

力与数学运算能

力 ,基本养成了认

真、求实的教学科

研精神与学风。 

基本掌握高等数学

II1 的基本方法，

初步具备严谨的数

学语言表达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与数

学运算能力 ,基本

养成了认真、求实

的教学科研精神与

学风。 

未掌握高等数 II1

的基本方法，未形

成严谨的数学语言

表达能力、逻辑思

维能力与数学运算

能力 ,认真、求实

的教学科研精神与

学风正在培养中。 

课程目标 3 

熟练掌握高等数学

II1 的基本理论，

全面培养了抽象思

维能力、逻辑推理

能力、空间想象能

力及复杂运算能

力，全面养成了独

立思考的习惯。 

较熟练掌握高等数

学 II1 的基本理

论，具备了抽象思

维能力、逻辑推理

能力、空间想象能

力及复杂运算能

力，基本养成了独

立思考的习惯。 

基本掌握了高等数

学 II1 的基本理

论，初步具备了抽

象思维能力、逻辑

推理能力、空间想

象能力及复杂运算

能力，基本养成了

独立思考的习惯。 

未掌握高等数 II1

的基本理论，不完

全具备了抽象思维

能力、逻辑推理能

力、空间想象能力

及复杂运算能力，

独立思考的习惯正

在形成中。 

课程目标 4 
具备熟练建立数学

模型的能力以及综

具备较熟练建立数

学模型的能力以及

基本具备建立数学

模型的能力以及综

不具备建立数学模

型的能力以及综合



合运用高等数学

II1 知识去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深入领悟数学的简

洁性与深刻性，全

面提高了数学思维

能力和科学素养，

已具备科学研究能

力。形成了自主学

习能力。 

综合运用高等数学

II1 知识去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能领悟数学的简洁

性与深刻性，提高

了数学思维能力和

科学素养，已初步

具备科学研究能

力。形成了自主学

习能力。 

合运用高等数学

II1 知识去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能部分领悟数学的

简洁性与深刻性，

数学思维能力和科

学素养有所提高，

已基本具备科学研

究能力。基本形成

了自主学习能力。 

运用高等数学 II1

知识去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不能

深入领悟数学的简

洁性与深刻性，数

学思维能力和科学

素养有所提高，科

学研究能力有待形

成。基本形成了自

主学习能力。 

课程目标 5 

塑造了高尚的数学

情操。通过对高等

数学 II1 的相关理

论、方法的学习与

思考，全面培养了

学生积极向上的人

生观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较全面塑造了高尚

的数学情操。通过

对高等数学 II1 的

相关理论、方法的

学习与思考，较全

面培养了学生积极

向上的人生观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基本塑造了高尚的

数学情操。通过对

高等数学 II1 的相

关理论、方法的学

习与思考，基本培

养了学生积极向上

的人生观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未能塑造高尚的数

学情操。通过对高

等数学 II1 的相关

理论、方法的学习

与思考，学生积极

向上的人生观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正在形成。 

七、持续改进 

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平时作业、平时测验情况及教学督导的反馈，检验学生对本课程涉及的学科素养和

学会反思的达成情况，及时对教学中的不足之处进行改进，调整教学指导策略；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平时作

业、平时测验及期末考试成绩，检验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的达成度情况；根据本课程所支撑的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的达成度情况，参考优秀专业经验，在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下，重新

修订本课程大纲，实现持续改进。 

 



《高等数学II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高等数学II2 英文名称 Higher Mathematics II 2 

课程编码 181500704 课程类型 公共必修课 

学分数 2.5 先修课程 初等数学 

学时数 40 其中实验学时 0 

其中实践学时 0 适用范围 考研数学科目为“数二”、“数三”或对高等数学要

求一般的理工类及其他非数学类专业 

制订单位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课程负责人 冯永平 

执笔者 黎允楠 审核者 钟育彬 
 

一、教学大纲说明 

（一）课程的性质、地位、作用和任务（主要阐述该课程在该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及任务） 
《高等数学II2》是一门必修的公共基础课，是面向考研数学科目为“数二”、“数三”或对高等数学要求一般

的理工类及其他非数学类专业学生开设的学科基础课课程。 
数学是研究客观世界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学。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数学科学的发展，“数量关系”和

“空间形式”具备了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广泛的外延。现代数学内容更加丰富，方法更加综合，应用更加广泛。

数学不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一种思维模式；不仅是一种知识，而且是一种素养；不仅是一种科学，而且是

一种文化。能否运用数学观念定量思维是衡量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一个重要标志。数学教育在培养高素质科

学技术人才中具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大学数学泛指非数学专业本科生的数学基础课程，包括微积分、线性代数、空间解析几何、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它们都是必修的重要基础理论课。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应使学生获得一元函数微积分及其应用、

多元函数微积分及其应用、无穷级数、常微分方程与差分方程、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线性代数、概率

论与数理统计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运算技能，为今后学习各类后继课程和进一步扩大

数学知识面奠定必要的连续量、离散量和随机量方面的数学基础。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注意培养学生进行

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的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逐

步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 
《高等数学II2》是大学数学课程的一门子课程，不仅仅是学习后继课程必不可少的基础，也是培养理性

思维的重要载体。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仅要传授大纲所列教学内容内的数学知识，也要努力揭示蕴含在

数学知识中的重要思维方法。要以知识（概念、理论和应用等）为载体，将渗透在知识中的思维方法，用通

俗而精炼的语言画龙点睛地揭示出来，使学生受到理性思维的熏陶和美感的享受，对学生能力和素质的提高

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为达成工程认证、师范认证毕业要求所对应的大学数学课程教学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要达到

以下课程教学目标。 
（二）课程教学目标及其与专业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1.课程教学目标： 
1.1 知识与能力 
课程目标1:  掌握多元函数微分学、二重积分、无穷级数、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了解微积分的发展历

史，掌握科学的数学方法。 
课程目标2：掌握多元函数微分学、二重积分、无穷级数、微分方程的基本方法，具备较严谨的数学语言

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与数学运算能力,养成认真、求实、勤奋良好的教学科研精神与学风。 
课程目标3：掌握多元函数微分学、二重积分、无穷级数、微分方程的基本理论，培养抽象思维能力、逻

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及函数运算能力，为专业课程学习奠定相应基础。 
1.2 过程与方法 
课程目标4：培养建立数学模型的能力以及综合运用高等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领悟数学语言的简洁

性，培养反思及自主学习能力。 
1.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课程目标5：塑造学生高尚的数学情操。通过对多元函数微分学、二重积分、无穷级数、微分方程的相关

理论、方法的学习与思考，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3.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矩阵关系 
 

表2-2 高等数学II2与毕业要求的矩阵关系(师范认证)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一）践行师德 （二）学会教学 （三）学会育人 （四）学会发展 

1.师德规范 2.教育情怀 3.学科素养 4.教学能力 5.班级指导 6.综合育人 7.学会反思 8.沟通合作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课程目标1   H    H  H  H       M     

课程目标2   H    H  H  H       M M    

课程目标3   H    H  H  H       M M    

课程目标4                  M     

课程目标5   H                M    

 
（三）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指教学过程中拟采用的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的教学以课堂教学为主，辅以习题练习与自学。基本内容由老师讲授，通过习题课巩固。在课堂

教学中加强启发式、讨论式教学运用，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将现代教学手段的应用纳入教学计划内，有

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教学方法与模式改革。 
 

（四）课程与其它课程的联系（指本课程的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提出本课程在教学内容及教学环节等方面
与相关课程的联系。） 

后续课程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各专业相关课程。 

表2-1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序号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 

课程目标1:  掌握多元函数微分学、二重

积分、无穷级数、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

了解微积分的发展历史，掌握科学的数学

方法。 

 

2 

课程目标2：掌握多元函数微分学、二重

积分、无穷级数、微分方程的基本方法，

具备较严谨的数学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

维能力与数学运算能力,养成认真、求实、

勤奋良好的教学科研精神与学风。 

 

3 

课程目标3：掌握多元函数微分学、二重

积分、无穷级数、微分方程的基本理论，

培养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

想象能力及函数运算能力，为专业课程学

习奠定相应基础。 

 

4 

课程目标4：培养建立数学模型的能力以

及综合运用高等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

力，领悟数学语言的简洁性，培养反思及

自主学习能力。 

 

5 

课程目标5：塑造学生高尚的数学情操。

通过对多元函数微分学、二重积分、无穷

级数、微分方程的相关理论、方法的学习

与思考，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五）教材与教学参考书（排列格式为：作者，教材名称，出版社，出版时间） 
教材：作者，教材名称，出版社，出版时间（优先选用近五年出版的优秀教材） 
教学参考书：作者，教材名称，出版社，出版时间 
电子资源： 
教材：林伟初，郭安学，《高等数学》(经管类)(下)(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教学参考书： 
1.吴赣昌，《微积分》（经管类·简明版·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2.朱健民，李建平，《高等数学》（第二版）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3.詹姆斯·斯图尔特,《微积分》（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4.张顺燕，《数学的思想、方法和应用》（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5.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高等数学》（下册第七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 
6.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高等数学学习辅导与习题选解》，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二、课程的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 

第七章  多元函数微分学 

教学要求： 

（1）理解空间直角坐标系，了解竖直柱面与旋转曲面（竖轴为旋转轴）的方程特点。 

（2）理解二元函数的概念和几何意义。 

（3）了解二元函数的极限与连续性的概念，了解有界闭区域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4）理解二元函数偏导数与全微分的概念，了解全微分存在的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 

（5）掌握复合函数一阶偏导数的求法，会求复合函数的二阶偏导数。 

（6）会求隐函数的一阶偏导数（对求二阶偏导数不作要求）。 

（7）理解二元函数极值与条件极值的概念，会求二元函数的极值，了解求条件极值的拉格朗日乘数法，

会求解一些比较简单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应用问题。 

教学内容： 

7-1 空间解析几何基础 

7-2 多元函数的概念 

7-3 偏导数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7-4 全微分及其应用 

7-5 多元复合函数与隐函数的微分法 

7-6 多元函数的极值及其应用 

教学重点： 

偏导数、全微分的概念及其计算，复合函数求导公式，隐函数求导公式，二元函数极值的求法。 

教学难点： 

求抽象多元复合函数的二阶偏导数，全微分存在的充分条件，求条件极值的拉格朗日乘数法。 

思政融入点：多元函数微分学，是以一元函数微分学理论为基础而进行的理论拓展，两者关系密切，既

存在一些共同的性质，也有很多不同点。说明认识事物需要全面，不能简单地以点代面，以免产生错误。 

 

第八章  二重积分 

教学要求： 

（1）理解二重积分的概念和几何意义，了解二重积分的性质。 

（2）掌握二重积分的计算方法。 

教学内容： 

8-1 二重积分的概念与性质 

8-2 直角坐标系中二重积分的计算 

8-3 极坐标系中二重积分的计算 



8-4 无界区域上简单反常二重积分的计算 

教学重点： 

二重积分的概念和几何意义，二重积分的计算。 

教学难点： 

化二重积分为极坐标形式的二次积分。 

思政融入点： 

二重积分的计算本质上是将它转化成两次定积分进行的.这渗透着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思想，也说明了基础

的重要性。处理复杂的问题时，我们可以考虑讲问题逐步分解为容易解决的问题。 

二重积分的计算方法有很多种，形式灵活多样，在直角坐标系或极坐标系下将二重积分转化为二次积分

仅是最为常用的方法之一。根据所要求解的积分还可以选择换元法、分部积分等。每种方法都有各自的特

点，学习时可以多做思考，灵活运用各种方法化简二重积分。这说明一个问题往往有多种解决途径，条条大

路通罗马，思维要发散。 

 

 

第九章  无穷级数 

教学要求： 

（1）理解无穷级数收敛、发散以及和的概念，了解无穷级数的基本性质及收敛的必要条件。 

（2）了解正项级数的比较审敛法以及几何级数与 p 级数的敛散性，掌握正项级数的比值审敛法和根值

审敛法。 

（3）了解交错级数的莱布尼茨定理，会估计交错级数的截断误差。了解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的概念及二

者的关系。 

（4）了解函数项级数的收敛域与和函数的概念，掌握简单幂级数收敛区间的求法。了解幂级数在其收敛

区间内的一些基本性质（对求幂级数的和函数只要求作简单训练）。 

（5）会利用 xe ， sin x ， cos x， ln(1 )x 与 (1 )x  的麦克劳林展开式将一些简单的函数展开成幂级

数。 

（6）了解利用将函数展开成幂级数进行近似计算的思想。 

教学内容： 

9-1 常数项级数的概念和性质 

9-2 正项级数及其审敛法 

9-3 任意项级数 

9-4 幂级数 

9-5 函数展开为幂级数 

9-6 级数的应用（需要吗？） 

教学重点： 

无穷级数收敛、发散以及和的概念，比值审敛法和根值审敛法，幂级数收敛区间的求法，将函数展开成幂

级数。 

教学难点： 

比较审敛法，求幂级数的和函数。 

思政融入点： 

调和级数作为一个通项趋于零，而其和趋于无穷大的正项级数的标准例子，蕴含着一种蜗牛精神，蜗牛 

虽然走得慢，可它不放弃，继续往前走，相信总会看到希望。这也体现着愚公精神，积微方能成著。以此激

励学生坚持不懈，砥砺前行，方能实现人生理想。 
 



第十章  微分方程与差分方程初步 

教学要求： 

（1）了解微分方程、解、通解、初始条件和特解等概念。 

（2）掌握变量可分离的方程及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 

（3）会解齐次方程，并从中领会用变量代换求解微分方程的思想。 

（4）会用降价法求下列三种类型的高阶方程： ( ) ( )ny f x ， ( , )y f x y  ， ( , )y f y y  。 

（5）理解二阶线性微分方程解的结构。 

（6）掌握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了解高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 

（7）会求自由项形如 ( ) x
nP x e ， ( cos sin )xe A x B x   的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特解，其

中 ( )nP x 为实系数n次多项式， ， ， A，B 为实数。 

（8）会通过建立微分方程模型，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教学内容： 

10-1 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 

10-2 一阶微分方程的分离变量法 

10-3 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10-4 可降阶的高阶微分方程 

10-5 二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 

10-6 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需要吗？） 

教学重点： 

变量可分离的微分方程、一阶线性微分方程、二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线性微分方程解的结构。

教学难点： 

微分方程通解的辨析，微分方程的建立，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求解。 

思政融入点： 

用微分方程刻画现实中的模型，说明事物之间是彼此关联的；常数变易法是分析解决微分方程问题常见

的手段之一，对于更复杂的高维度微分方程问题，可进一步推广。 

微分方程学习立足于学生已掌握的一元函数微积分的相关知识，是处理变化率与函数关系，探索解决实

际生活中的问题的具体算法。讨论一阶微分方程的分离变量法，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的常数变易法等，为后继

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三、学时分配 

 

教学单元学时分配 其中：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章节 主要内容 
学时

分配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习

题 

实

践 

在线 

学习 
其它 

支撑课程 

教学目标 

第七章 多元函数微分学 14 12   2    1、2、3、5 

第八章 二重积分 5 4   1    2、3、4、5 

第九章 无穷级数 8 6   2    1、2、3、5 

第十章 
微分方程与差分

方程初步 
7 6   1    3、4、5 

 机动、节假日 6       6  

合计 40 28   6   6  
 

 

四、课程考核 



考核方式 考核要求 考核权重（%） 

平

时

成

绩 

课堂考勤 

每旷课一次扣除5分，每迟到、早退一次扣2分。全勤

者得10分。同时，根据广州大学教务规定，以下情况

不予考核、无成绩：旷课累计达到总学时1/4者（8学

时）；缺课（含旷课或请假）累计达到总学时1/3者

（11学时）。 

10  

40 

 随堂测验与

讨论 

安排1-2次随堂测验，每次随堂测验（讨论）满分为

100分，按测验正确度、讨论参与度、深度和广度打

分，并明确对应的课程目标点，最终成绩采用平均

分。 

15 

课后作业 

每周安排一次作业，每次作业满分为100分，按完成

度、正确度和整洁度打分，抄袭为0分，并明确对应

的课程目标点，最终成绩采用平均分。 

15  

期末考试 闭卷考试  60  

合计 100 

（根据《广州大学本科课程考核方式改革实施指导意见(试行)》，课程考核平时成绩（百分制）由课堂考勤、随堂

测验和课程作业三部分组成。其中，课堂考勤占总评成绩10%以内，随堂测验占10%或以上，课程作业占10%或

以上。随堂测验包括课堂提问、课堂讨论、随堂小测验等形式；课程作业包括课后习题、课程论文或设计，以及

实验、实习、社会调查、读书报告等类型。考核要求指作业次数、课程论文要求等。考核权重指该考核方式在总

成绩中所占比重。） 

 
五、课程目标、考核内容与评价方式关系矩阵 

 

（1）课程目标、考核内容与评价方式对应关系表 

课程学习目标 考核内容 评价依据 

课程目标 1:  掌

握多元函数微分

学、二重积分、无

穷级数、微分方

程的基本概念，

了解微积分的发

展历史，掌握科

学的数学方法。 

基本初等函数的概念，函数的几

何特性，一元函数的极限，左右极

限的定义，一元函数连续性，数列

与子列的关系，一元函数的导数

及其微分的定义与计算，不定积

分与定积分的概念，无穷限广义

积分，无界函数广义积分的概念，

微分方程相关概念。 

1.课堂出勤； 

2.课后作业与课堂讨论；（小组协作，课堂

展示）； 

3.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2：掌握

多元函数微分学、

二重积分、无穷级

数、微分方程的基

本方法，具备较严

函数的几何特性，数列极限计算，

一元函数极限的通俗定义，一元

函数连续性，一元函数的导数及

其微分的计算方法和相关性质，

不定积分与定积分计算，一阶线

1.课堂出勤； 

2.课后作业与课堂讨论；（小组协作，课堂

展示）； 

3.期末考试。 



谨的数学语言表达

能力、逻辑思维能

力 与 数 学 运 算 能

力,养成认真、求

实、勤奋良好的教

学 科 研 精 神 与 学

风。 

性微分方程，二阶线性微分方程

的计算。 

课程目标 3：掌握

多 元 函 数 微 分

学、二重积分、无

穷级数、微分方

程的基本理论，

培养抽象思维能

力、逻辑推理能

力、空间想象能

力及函数运算能

力，为专业课程

学习奠定相应基

础。 

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相关性质的应

用，一元函数的导数及其微分的

性质及应用，不定积分与定积分

相关性质及应用，常数变异法的

应用，二阶常系数微分方程的特

征方程方法。 

1.课堂出勤； 

2.课后作业与课堂讨论；（小组协作，课堂

展示）； 

3.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4：培

养建立数学模型

的能力以及综合

运用高等数学知

识解决问题的能

力，领悟数学语

言的简洁性，培

养反思及自主学

习能力。 

一元函数的连续性的相关性质在

实际中的应用，一元函数的导数

及其微分的应用，求函数的单调

区间与极值，凹凸性区别与拐点

计算，利用定积分求平面图形的

面积、空间物体的体积，以及求几

何体的质心，利用定积分求几何

体的质量，简单微分方程模型的

建立与求解。 

1.课堂出勤； 

2.课后作业与课堂讨论；（小组协作，课堂

展示）； 

3.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5：塑造

学生高尚的数学

情操。通过对多

元函数微分学、

二重积分、无穷

级数、微分方程

的相关理论、方

法 的 学 习 与 思

考，培养学生积

极向上的人生观

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基本初等函数的概念，数列极限

概念，一元函数极限概念，左极限

与右极限的定义，一元函数的连

续性，数列与子列的关系，一元函

数的导数及其微分的定义，微分

中值定理，不定积分与定积分的

概念，无穷限广义积分，无界函数

广义积分的概念和性质，微分方

程的分离变量法，特征方程方法，

常数变异法及待定系数法。 

1.课堂出勤； 

2.课后作业与课堂讨论；（小组协作，课堂

展示）； 

3.期末考试。 

 

（2）考核方式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表 

     评分权重：平时表现（含出勤、课堂测验）20%，课后作业 20%；期末考试 60%。 

课程学习目标 期末考试（%） 课后作业（%） 平时表现（%） 



课程目标 1 25 30 25 

课程目标 2 35 30 30 

课程目标 3 30 25 25 

课程目标 4 5 10 10 

课程目标 5 5 5 10 

小计 100 100 100 

考核方式占 

总成绩比例 
60 20 20 

 

六、过程性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学习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60-79 0-59 

优 良 中/及格 不及格 

课程目标 1 

熟练掌握高等数

学 II2 的基本概

念，深入了解高等

数学的发展历史，

熟练掌握科学的

数学思想和方法。 

较熟练掌握高等数

学 II2 的基本概

念，全面了解高等

数学的发展历史，

较熟练掌握科学的

数学思想和方法。 

基本掌握高等数学

II2 的基本概念，

基本了解高等数学

的发展历史，理解

科学的数学思想和

方法。 

未掌握高等数学

II2 的基本概念，

未全面了解高等数

学的发展历史，了

解科学的数学思想

和方法。 

课程目标 2 

熟练掌握高等数学

II2 的基本方法，

完全具备严谨的数

学语言表达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与数

学运算能力 ,养成

了认真、求实的教

学科研精神与学

风。 

较熟练掌握高等数

学 II2 的基本方

法，较全面具备严

谨的数学语言表达

能力、逻辑思维能

力与数学运算能

力 ,基本养成了认

真、求实的教学科

研精神与学风。 

基本掌握高等数学

II2 的基本方法，

初步具备严谨的数

学语言表达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与数

学运算能力 ,基本

养成了认真、求实

的教学科研精神与

学风。 

未掌握高等数 II2

的基本方法，未形

成严谨的数学语言

表达能力、逻辑思

维能力与数学运算

能力 ,认真、求实

的教学科研精神与

学风正在培养中。 

课程目标 3 

熟练掌握高等数学

II2 的基本理论，

全面培养了抽象思

维能力、逻辑推理

能力、空间想象能

力及复杂运算能

力，全面养成了独

立思考的习惯。 

较熟练掌握高等数

学 II2 的基本理

论，具备了抽象思

维能力、逻辑推理

能力、空间想象能

力及复杂运算能

力，基本养成了独

立思考的习惯。 

基本掌握了高等数

学 II2 的基本理

论，初步具备了抽

象思维能力、逻辑

推理能力、空间想

象能力及复杂运算

能力，基本养成了

独立思考的习惯。 

未掌握高等数学

II2 的基本理论，

不完全具备了抽象

思维能力、逻辑推

理能力、空间想象

能力及复杂运算能

力，独立思考的习

惯正在形成中。 

课程目标 4 

具备熟练建立数学

模型的能力以及综

合运用高等数学

II2 知识去分析和

具备较熟练建立数

学模型的能力以及

综合运用高等数学

II2 知识去分析和

基本具备建立数学

模型的能力以及综

合运用高等数学

II2 知识去分析和

不具备建立数学模

型的能力以及综合

运用高等数学 II2

知识去分析和解决



解决问题的能力，

深入领悟数学的简

洁性与深刻性，全

面提高了数学思维

能力和科学素养，

已具备科学研究能

力。形成了自主学

习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

能领悟数学的简洁

性与深刻性，提高

了数学思维能力和

科学素养，已初步

具备科学研究能

力。形成了自主学

习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

能部分领悟数学的

简洁性与深刻性，

数学思维能力和科

学素养有所提高，

已基本具备科学研

究能力。基本形成

了自主学习能力。 

问题的能力，不能

深入领悟数学的简

洁性与深刻性，数

学思维能力和科学

素养有所提高，科

学研究能力有待形

成。基本形成了自

主学习能力。 

课程目标 5 

塑造了高尚的数学

情操。通过对高等

数学 II2 的相关理

论、方法的学习与

思考，全面培养了

学生积极向上的人

生观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较全面塑造了高尚

的数学情操。通过

对高等数学 II2 的

相关理论、方法的

学习与思考，较全

面培养了学生积极

向上的人生观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基本塑造了高尚的

数学情操。通过对

高等数学 II2 的相

关理论、方法的学

习与思考，基本培

养了学生积极向上

的人生观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未能塑造高尚的数

学情操。通过对高

等数学 II2 的相关

理论、方法的学习

与思考，学生积极

向上的人生观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正在形成。 

七、持续改进 

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平时作业、平时测验情况及教学督导的反馈，检验学生对本课程涉及的学科素养和

学会反思的达成情况，及时对教学中的不足之处进行改进，调整教学指导策略；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平时作

业、平时测验及期末考试成绩，检验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的达成度情况；根据本课程所支撑的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的达成度情况，参考优秀专业经验，在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下，重新

修订本课程大纲，实现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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