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数学(A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高等数学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必修

课程英文名称：Advanced Mathematics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96/6/6 其中实验学时：0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A2)

授课时间：周二（1-2）、周四（3-4）、周五（3-4）

第 1-16 周
授课地点：松山湖/7C301

授课对象：2018通信 1-2 班

开课院系：电子工程与智能化学院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林安德/博士

联系电话：13622603712 Email: linander@qq.com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

1.每次上课的课前、课间和课后，采用一对一的问答方式；

2.每次发放作业时，采用集中讲解方式；

3.qq，微信等方式在线答疑。

课程考核方式：开卷（ ） 闭卷（） 课程论文（ ） 其它（ ）

使用教材：《高等数学》（下册），同济大学数学系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第 7 版

教学参考资料：

1、《高等数学习题全解指南》（下册），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第 7 版

2、《数学分析》（下册），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 4 版

课程简介：《高等数学》是我校通信工程专业的一门必修的重要通知教育课程，为学生学习后续专业

课程和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必不可少的数学基础知识及常用的数学方法，培养学生的数学运算能力、抽

象思维能力、空间想象能力、科学创新能力，以及综合运用数学知识结合通信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高等数学(C2)》以《高等数学》下册作为教学内容，以《高等数学(C1)》课程为基

础，学习内容包括空间解析几何与向量代数、多元函数的微分法及应用、二重积分与三重积分、曲线

积分与曲面积分、无穷级数等。

课程教学目标

1.掌握向量的向量积几何与坐标运算，会求空间

直线方程及直线与直线、直线与平面的夹角，会

求点到直线、点到平面的距离，并会利用它们的

关系解决有关问题，识别常用二次曲面的方程及

其图形，会求简单的柱面和旋转面的方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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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求隐函数的一阶偏导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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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求条件极值的拉格朗日乘数法；

3.掌握二重积分的计算方法，会计算简单的三重

积分；

4.掌握格林公式，会使用平面线积分与路径无关

的条件，会求二元函数全微分的原函数，了解高

斯公式、斯托克斯公式，会建立某些简单的几何

量和物理量的积分表达式；

5.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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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判定交错级数的收敛性，掌

握简单幂级数收敛区间的求法，会将定义在

(-π,π)和(-l,l)上的函数展开为傅里叶级数，

本课程与学生核心能力培养之间的关联（可多选）：

通过本专业的学习，学生应具备如下核心能力：

C1. 运用数学、基础科学及通信工程基础知识的

能力；

C2. 独立完成通信工程相关实验，以及分析与解

释数据的能力；

C3. 掌握通信工程相关领域所需基本技术、技巧

及使用软硬件工具的能力；

C4. 具有对常用通信系统进行安装、调试、维护

的工程实践能力；

C5. 项目管理、有效沟通、领域整合与团队合作

的能力；

C6. 发掘、分析及解决复杂通信工程问题的能

力；

C7．认识时事议题和珠三角产业趋势，较高的外



会将定义在(0,l)上的函数展开为傅里叶正弦或

余弦级数。
语水平，了解工程技术对环境、社会及全球的影

响，并培育跨领域持续学习的习惯与能力；

C8．具有社会职业道德，尊重多元观点并勇于承

担社会责任。

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次 教学主题
教学

时长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 教学方式 作业安排

1

向量及其线性运

算；数量积、向

量积、混合积

6
向量的概念和线性运算；空间直角坐标系；

数量积、向量积的几何含义和运算 课堂讲授

8-1:13,1

5,17,18,

19

8-2:5,9,

10,11,12

2

平面及其方程；

空间直线及其方

程

6
曲面方程与空间曲线方程；计算两平面夹角、

两直线夹角；计算直线与平面的夹角 课堂讲授

8-3:5,6,

7,8,9

8-4:11,1

2,13,14,

15

3

曲面及其方程；

空间曲线及其方

程

6
旋转曲面、柱面、二次曲面；空间曲线的一

般方程和参数方程；空间曲线的投影 课堂讲授

8-5:4,5,

7,9,10

8-6:3,4,

6,7,8

4
多元函数的基本

概念；偏导数 6
多元函数的极限和连续性；偏导数的计算方

法 课堂讲授

9-1:6,7,

8,9

9-2:2,3,

6(2)(3),

8

5

全微分；多元复

合函数的求导法

则

6
全微分的定义；全微分在近似计算中的应用；

多元复合函数求导 课堂讲授

9-3:2,3,

8,11,13

9-4:9,10

,12(3)(4

),13

6

隐函数的求导公

式；多元函数微

分学的几何应用

6

单方程、方程组的求导；向量值函数的求导；

空间曲线的切线与法平面；曲面的切平面与

法线

课堂讲授

9-5:5,6,

7,10(3)(

4),11

9-6:3,6,

8,12,13

7

方向导数与梯

度；多元函数的

极值及其求法

6
方向导数、梯度的概念；多元函数的极值、

极大\极小值；拉格朗日乘数法 课堂讲授

9-7:2,5,

6,7,10

9-8:7,9,

10,12,13

8
二重积分的概念

与性质；二重积
6

二重积分的概念和性质；利用直角坐标计算

二重积分；利用极坐标计算二重积分 课堂讲授

10-1:2,3

,5(2)(3)

,6(4)



分的计算方法 10-2:13,

14,15,17

,18

9
三重积分；重积

分的应用 6
三重积分的概念和计算方法；计算曲面面积、

质心、转动惯量、引力 课堂讲授

10-3:5,6

,7,8,9

10-4:4,7

(1),9,13

10

对弧长的曲线积

分；对坐标的曲

线积分

6

对弧长的曲线积分的概念、性质、计算；对

坐标的曲线积分的概念、性质、计算；两类

曲线积分的联系

课堂讲授

11-1:1,3

(5)(6),5

11-2:3(4

)(5)(7),

5,7

11

格林公式及其应

用；对面积的曲

面积分

6

格林公式；平面曲线积分与路径无关的条件；

二元函数的全微分求积；对面积的曲面积分

的概念、性质、计算

课堂讲授

11-3:3,6

,7

11-4:4(3

),5(2),6

(1)(3)(4

),8

11-5:3(1

)(2)(4),

4(1)(2)

12

对坐标的曲面积

分；高斯公式；

斯托克斯公式

6

对坐标的曲面积分的概念、性质、计算；两

类曲面积分之间的联系；高斯公式；斯托克

斯公式

课堂讲授

11-6:1(1

)(4)(5),

4

11-7:2(1

)(4),3(1

)(3),4(1

),5(2),7

13

常数项级数的概

念和性质；常数

项级数的审敛法

6

常数项级数的概念和基本性质；正项级数的

审敛法；交错级数的审敛法；绝对收敛与条

件收敛

课堂讲授

12-1:2,3

12-2:1,2

,5

14

幂级数；函数展

开成幂级数；函

数的幂级数展开

式的应用

6

函数项级数的概念；幂级数及其收敛性；幂

级数的运算；函数展开成幂级数；近似计算；

微分方程的幂级数解法；欧拉公式

课堂讲授

12-3:1(2

)(4)(6)(

8),2

12-4:2(2

)(3)(5)(

6),3(2),

4,6

15 傅里叶级数 6
三角函数；三角函数系的正交性；函数展开

成傅里叶级数；正弦级数和余弦级数 课堂讲授
12-7:2(1

),3

16
一般周期函数的

傅里叶级数 6 周期为 2l 的周期函数的傅里叶级数 课堂讲授
12-7:2(1

),3

17 复习、答疑 0 复习、答疑 课堂讲授

合计： 96



成绩评定方法及标准

考核形式 评价标准 权重

平时成绩

1. 依照进度表给学生布置课本习题作业，定期缴交并批改作

业给予成绩，缺交作业以零分计算。

2. 依学生上课出勤缺课情况，及上课表现 (上课睡觉、玩手

机 ) 加减分数。

15%

期中测试（闭卷）

1. 评价标准：试卷参考解答。

2. 要求：能灵活运用所学高等数学知识和方法进行求解，独

立、按时完成题目的解答。

25%

期末考试（闭卷）
1. 评价标准：试卷参考解答。

2. 要求：能灵活运用所学高等数学知识和方法进行求解，独

立、按时完成考试。

60%

大纲编写时间：2019 年 2 月 25 日

系（部）审查意见：

已审核。

系（部）主任签名： 日期： 2019 年 3 月 18 日

注：1、课程教学目标：请精炼概括 3-5 条目标，并注明每条目标所要求的学习目标层次（理

解、运用、分析、综合和评价）。本课程教学目标须与授课对象的专业培养目标有

一定的对应关系

2、学生核心能力即毕业要求或培养要求，请任课教师从授课对象人才培养方案中对应

部分复制（http://jwc.dgut.edu.cn/）

3、教学方式可选：课堂讲授/小组讨论/实验/实训

4、若课程无理论教学环节或无实践教学环节，可将相应的教学进度表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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