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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积分 B1》课程教学大纲（OBE 模式）

一、课程基本信息

1．课程名称

微积分 B1 ／ Calculus B1

2．课程代码

13208003

3．课程类别

数理基础课程

4．课程性质

必修

5．学时/学分

64/4

6．先修课程

初等数学

7. 后续课程

微积分 B2、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统计学等

8．适用专业

国际贸易、财务管理 、市场营销、会计、旅游、金融、公共事业管理等各经济本科

专业

二、课程的主要任务及目标

1.课程的主要任务

《微积分 B1》课程是高等学校经济管理各专业必修的一门重要基础理论课。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一方面要使学生掌握微积分 B1 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运算技能，为学

习后继课程和进一步获得数学知识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本课程的学习，逐

步培养学生具有比较熟练的运算能力，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以及运用所学

知识去分析、解决各类经济活动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准确理解和勇于创新的能力,提高

学生的素质。在讲授该门课程时，应结合应用型大学数学课程的特点和思政教育的内涵，

通过学习数学定义、公式、定理，理解数学思想，使学生对事物的方法规律有本质的认识，

培养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观。在立足知识的前提下，借助数学发展史、典故以及优秀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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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奋斗历程等，培养学生不畏艰难、坚持到底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同时引导学生学

会有效沟通交流，增强其团队合作意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就业能力和创

业能力。

2.课程目标

根据课程的主要任务，现确定微积分 B1 课程目标如下：

课程目标 1：掌握经济管理中有关问题所需的微积分相关基础理论知识。

熟练掌握微积分的相关基础理论知识，培养学生对相关数学概念、定理及一些结论的

理解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

课程目标 2：提升在经济管理等各方面解决相关问题所需的计算能力及应用能力。

熟练掌握微积分中遇到的各种计算问题的计算方法，并能够以此为工具分析和处理经

济管理中的实际问题。通过计算结果，能准确地分析其在经济管理中的意义。

三、课程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

序

号

知识单

元/章节
知识点 教学基本要求

推

荐

学

时

教

学

方

式

支

撑

课

程

目

标

1
第 一 章

函数

第一节：集合与函数

知识点：集合、区间与邻域、函数概念，函数

基本性质，反函数概念，六类基本初等函数，

复合函数概念，初等函数概念。

第二节：经济学中的常用函数

知识点：五类常见的经济函数——需求函数、

供给函数、成本函数、收入函数、利润函数。

1、了解函数的四个基本性质—

—单调性、有界性、奇偶性和周

期性。

2、理解反函数、复合函数、分段

函数的概念、理解常见的经济函

数。

3、掌握复合函数的复合过程以及

基本初等函数的性质及其图形，

能列出简单实际问题中的函数关

系。

4

讲

授

讨

论

1、2

2

第 二 章

极 限 与

连续

第一节：数列的极限

知识点：数列概念，数列极限的概念。

第二节：函数的极限

知识点：自变量趋于有限数时的极限概念，自

变量趋于无穷时的极限概念，极限的基本性质。

第三节：极限的运算法则

知识点：极限的四则运算法则，无穷小量与无

1、了解函数（数列）极限概念，

知道极限的〝ε－δ〞、〝ε－

N〞定义；了解两个极限存在准

则、无穷小、无穷大的概念；了

解初等函数的连续性，闭区间上

连续函数的性质。

2、理解函数在一点处连续的概

12

讲

授

讨

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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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大量，极限的复合运算法则。

第四节：极限存在准则与两个重要极限

知识点：两个极限存在准则——夹逼准则、单

调有界准则；两个重要极限。

第五节：无穷小的比较

知识点：无穷小的比较概念，等价无穷小概念，

等价无穷小的性质及其应用。

第六节：函数的连续性

知识点：函数连续概念，间断点的类型，连续

函数的运算法则，初等函数的连续性，闭区间

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念，会判断间断点的类型。

3、掌握极限四则运算法则以及极

限的一些基本计算方法（如利用

两个重要极限公式、极限存在准

则、等价无穷小作代换、初等函

数变形、连续性及变量代换等）；

会进行无穷小的比较。

3

第 三 章

导 数 与

微分

第一节：导数的概念

知识点：导数概念，左右导数概念，导数的几

何意义，函数可导与连续的关系。

第二节：导数的运算

知识点：函数的和（差）求导法则、积商求导

法则，反函数的求导法则，高阶导数概念及其

求法，数学归纳法求 n阶导数。

复合函数求导的链式法则，基本求导法则，导

数公式表。

第三节：隐函数及由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

导数

知识点：隐函数求导法，由参数方程确定的函

数的导数；隐函数和由参数方程确定的函数的

二阶导数求法。

第四节：函数的微分

知识点：函数微分的概念，可微的条件，微分

几何意义，微分运算法则，微分在近似计算中

的应用。

1、了解高阶导数的概念。

2、理解导数与微分的几何意义。

3、掌握初等函数的求导（包括高

阶导数）及微分，隐函数、参数

方程确定的函数的一阶、二阶导

数的求法；会用导数的几何意义

解决几何问题。

10

讲

授

讨

论

1、2

4

第 四 章

中 值 定

理 与 导

数 的 应

用

第一节：微分中值定理

知识点：罗尔定理，拉格朗日中值定理，柯西

中值定理。

第二节：洛必达法则

知识点：洛必达法则，利用洛必达法则求极限。

第三节：函数的单调性与极值

知识点：函数单调性的判别法，利用单调性证

明不等式；函数极值的定义及其求法，极值存

在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极值的求法，函数

最值及其求法，极值最值应用。

第四节：曲线的凹凸性、拐点及函数图形的描

绘

知识点：曲线凹凸性定义、判别方法，拐点定

义；曲线的渐近线，函数图形的描绘。

第五节：导数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知识点：边际函数的概念，经济中常用的边际

函数；弹性的概念，常见的弹性函数，需求弹

1、了解柯西（Cauchy）中值定理。

2、理解罗尔（Roller）定理和拉

格朗日（Lagrange）中值定理，

会应用 Lagrange 中值定理；理解

函数的极值概念。

3 、 掌 握 利 用 洛 必 达 （ L ′

Hospital）法则求极限的方法；

会求函数的极值、掌握判断函数

的单调性与函数图形的凹凸性、

函数图形的拐点的方法，会描绘

函数的图形；会求函数的边际函

数和弹性函数，掌握由边际函数

求总量函数的方法,能求解较简

单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应用问

题。

14

讲

授

讨

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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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供给弹性。

5

第 五 章

不 定 积

分

第一节：不定积分的概念与性质

知识点：原函数、不定积分的概念，不定积分

的几何意义，不定积分的性质，基本积分公式，

直接积分法。

第二节：换元积分法

知识点：第一换元法（凑微分法），第二换元

法。

第三节：分部积分法

知识点：分部积分公式，分部积分法的应用。

第五节：积分表的使用

知识点：积分表的使用方法。

1、了解特殊积分技巧训练，对于

简单有理函数、三角有理式和无

理函数可作例题训练。

2、理解不定积分的概念，牢记基

本积分公式。

3、掌握不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

分部积分法。

10

讲

授

讨

论

2

6

第 六 章

定 积 分

及 其 应

用

第一节：定积分的概念与性质

知识点：定积分的概念，定积分几何意义；定

积分的运算性质、估值定理、积分中值定理。

第二节：微积分基本公式

知识点：积分上限函数的定义、求导，原函数

存在定理，微积分基本定理（牛顿――莱布尼

兹公式）。

第三节：定积分的计算

知识点：定积分的换元法，定积分的分部积分

法。

第四节：广义积分与函数

知识点：无限区间上的广义积分概念及其求法，

无界函数的广义积分概念及其求法，函数的

概念及递推公式。

第五节：定积分的应用

知识点：微元法，应用定积分求平面图形的面

积、旋转体的体积、平面曲线的弧长；用定积

分求经济管理中的总量问题，贴现问题。

1、了解广义积分收敛与发散的概

念以及函数的概念及性质。

2、理解定积分的概念及性质以及

定积分的几何意义，熟记微积分

公式；理解用微元分析法解决应

用问题的方法。

3、掌握变上限积分函数及其求导

方法，熟悉牛顿――莱布尼兹公

式，熟练运用定积分的换元积分

法与分部积分法求定积分，注意

定积分换元法与不定积分换元法

之间的相似性与区别，掌握计算

两种广义积分的方法。掌握求平

面图形的面积方法；会求已知平

行截面面积的主体的体积和旋转

体的体积；会求平面曲线的弧长

（包括直角坐标和参数方程形式

下的曲线）；会用定积分求经济

管理中的总量问题。

14

讲

授

讨

论

1、2

四、课程教学方式

1．采用启发式教学，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主动通过实践和自主学习获得相关的知识。

2．在教学内容上，按照章节结构系统讲述，重点分析各知识点、定义、定理，强调

知识的应用，训练学生的理解能力和计算与应用能力。

3．在教学过程中采取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板书、教具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提高课

堂教学信息量，增强教学的直观性。重视课后的习题练习，不定期讲解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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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内讨论和课外答疑相结合，线上线下相结合，灵活使用现代教学技术和手段，

如超星信息化手段。

五、课程的考核环节及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式

（一）课程的考核环节

1.课程考核环节描述

本课程的考核方式为考试，闭卷。课程的考核以考核学生能力培养目标的达成为主要

目的，以检查学生对各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和应用能力为重要内容，包括平时考核和期末考

核两个环节，平时考核包括课后作业和到课率，期末考核为期末考试。相应地，课程总评

成绩由平时考核成绩和期末考核成绩两部分加权而成，平时成绩、考试成绩及总评成绩均

为百分制，在总评成绩中，平时成绩、考试成绩所占的权重分别为、，其中、根

据学校相关规定分别定为 0.2、0.8。

2.各考核环节所占分值比例及考核细则

各考核环节所占分值比例及考核细则如下。

课程成绩构成及比例 考核环节

目标

分值

考核/评价细则

对应课

程目标

平时

成绩

平时成绩分，占

总评成绩的比例为

，

考勤 50

主要考核学生到课的基本情况；成绩以百分

计，取各次成绩的平均值，乘以其在平时成绩

中所占的比例计入平时总评成绩。

1

作业 50

主要考核学生基本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成绩以

百分计，取各次成绩的平均值，乘以其在平时

成绩中所占的比例计入平时总评成绩。

2

考试

成绩

期末考试分，占

总评成绩的比例为





目标 1试题（基础理论） 20

（1）卷面成绩 100 分，以卷面成绩乘以其在

总评成绩中所占的比例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2）主要考核各个章节的概念理解及计算分

析能力。考试题型为：选择题、填空题、计算

题、证明题。

1

目标 2 试题（计算与应

用能力）

80 2

（二）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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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公式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包括课程分目标达成度评价和课程总目标达成度评价，具体计算

方法如下：

分标相关考核环节目标总总评成绩中支撑该分目

计算后的总得分标相关考核环节按权重总评成绩中支撑该分目
课程分目标达成度 

分）(该课程总评成绩总分

均值该课程学生总评成绩平
课程总目标达成度

100


2.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方法

（1）课程目标评价内容及符号意义说明

（2）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值计算方法

课程目标 考核环节 目标分值 学生平均得分 达成度计算示例

课程目标 1

考勤 50

A1+B

课程目标 1达成度

268.0020.250
12111211 BABA  





目标 1试题 20

课程目标 2

作业 50

AB

课程目标 2达成度

748.0802.005
22212221 BABA  





目标 2试题 80

课程总体目标 总评成绩 100 A1+A+(B1+B2)

课程总目标达成度

100
)( 2122111 BBAA 




六、建议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一）推荐教材

张文钢，李春桃主编. 高等数学及其应用（上册）.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7.

（二）主要参考资料

[1] 阎国辉主编.高等数学学习指导.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6.

课程目标评价内容 考勤 作业

期末考试

课程总评成绩目标 1试题(基

础理论）

目标 2试题（计

算与应用能力）

目标分值 50 50 20 80 100

学生平均得分 A1 A2 B1 B2 A1+A2++（B1+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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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济大学数学系编著.高等数学（第七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7.

[3] 同济大学数学系编著.微积分（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2.

七、其他说明

无

执笔人（签字）： 年 月 日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