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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 A2》课程教学大纲（OBE 模式）

一、课程基本信息

1．课程名称

高等数学 A2 ／ Advanced Mathematics A2

2．课程代码

13208012

3．课程类别

数理基础课程

4．课程性质

必修

5．学时/学分

88/5.5

6．先修课程

线性代数、高等数学 A1

7. 后续课程

大学物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等

8．适用专业

计算机、通信、光信、电气、机电、自动化、土木、生物、工管、给排水等工科本科各专

业

二、课程的主要任务及目标

1.课程的主要任务

《高等数学 A2》课程是高等学校理工科各专业必修的一门重要基础理论课。其基本内

容是介绍空间解析几何与矢量代数，多元微分学，多元积分学，无穷级数等，其应用涉及

理工科的多个方面。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使学生掌握高等数学 A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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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

各个教学环节逐步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自学能力，

还要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熟练运算能力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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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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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足掌握知识的前提下，借助数学发展史、典故以及优秀的数学家奋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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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岗敬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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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确定高等数学 A2 课程目标如下：

课程目标 1：具备解决工科各类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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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解决工科各类复杂工程问题所需的计算能力和应用能力。

掌握微积分在工程实际应用中的各种复杂问题的计算方法，初步具备数学模型的建立

的能力、科学分析问题的能力、理论联系工程实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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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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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撑

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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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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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章

向 量 代

数 与 空

间 解 析

几何

第一节：向量及其线性运算

知识点：向量的概念，向量的线性运算，

空间直角坐标系，空间两点之间距离。

第二节：数量积、向量积、混合积

知识点：两向量的数量积，两向量的向量

积、混合积，向量的线性运算。

第三节：平面及其方程

知识点：平面方程，两平面夹角。

第四节：空间直线及其方程

知识点：空间直线方程，两直线的夹角，

直线与平面的夹角。

1、了解曲面的交线在坐标面上

投影的求法；知道空间曲线的参

数方程和一般方程；了解常用的

二次曲面的方程及其图形。

2、理解向量的概念，熟悉单位

向量、向量的方向余弦以及向量

的坐标表示，理解曲面方程的概

念。

3、掌握平面的方程和直线的方

16

讲

授

讨

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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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曲面及其方程

知识点：曲面方程，旋转曲面，柱面，二

次曲面。

第六节：空间曲线及其方程

知识点：空间曲线一般方程、参数方程，

空间曲线及其在坐标面上的投影。

第八章知识点复习。

程及其求法；熟练掌握向量的运

算以及以坐标轴为旋转轴的旋

转曲面方程和母线平行于坐标

轴的柱面方程的求法。

2

第 九 章

多 元 函

数 微 分

法 及 其

应用

第一节：多元函数的基本概念

知识点：区域，多元函数的概念，二元函

数的极限与连续。

第二节：偏导数

知识点：偏导数的定义及计算，高阶偏导

数。

第三节：全微分

知识点：全微分的定义，全微分在近似计

算中的应用。

第四节：多元复合函数求导法则

知识点：复合函数求导法。

第五节：隐函数的求导公式

知识点：隐函数的求导法则。

第六节：多元函数微分学的几何应用

知识点：一元向量值函数及其导数，曲线

的切线与法平面，曲面的切平面与法线。

第七节：方向导数与梯度

知识点：方向导数、梯度。

第八节：多元函数的极值及其求法

知识点：极值与最值，条件极值。

第九章知识点复习。

1、了解全微分存在的必要条件

和充分条件，了解条件极值的概

念。

2、理解二元函数的极限和连续

的概念，知道有界闭区域上连续

函数的性质；理解偏导数与全微

分的概念、多元函数极值的概

念，理解方向导数与梯度。

3、掌握求复合函数的一阶、二

阶偏导数的方法，会求函数的极

值、方向导数与梯度。会用拉格

朗日（Lagrange）乘数法求条件

极值；会求解较简单的最大值和

最小值应用问题。

20

讲

授

讨

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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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章

重积分

第一节：二重积分的概念与性质

知识点：二重积分的定义，二重积分的性

质。

第二节：二重积分的计算法

知识点：利用直角坐标系计算二重积分，

利用极坐标系计算二重积分。

第三节：三重积分

知识点：三重积分的概念，三重积分的计

算。

第四节：重积分的应用

知识点：曲面的面积，质心，转动惯量，

引力。

1、了解球面坐标，对球面坐标

下的计算仅介绍简单计算，不作

太高要求。

2、理解二重积分、三重积分的

概念。

3、掌握重积分的性质，会用重

积分求一些几何量和物理量（体

积、曲面面积、质量、重心、转

动惯量等）；掌握二重积分的计

算方法（直角坐标、极坐标），

16

讲

授

讨

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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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知识点复习。
以及三重积分的计算方法（直角

坐标、柱面坐标）。

4

第 十 一

章 曲

线 积 分

与 曲 面

积分

第一节：对弧长的曲线积分

知识点：对弧长曲线积分的概念，对弧长

曲线积分的计算。

第二节：对坐标的曲线积分

知识点：对坐标的曲线积分的概念，对坐

标的曲线积分的计算。

第三节：格林公式及其应用

知识点：格林公式，平面上曲线积分与路

径无关的条件，二元函数全微分的判定求

解。

第四节：对面积的曲面积分

知识点：对面积的曲面积分的概念，对面

积的曲面积分的计算。

第五节：对坐标的曲面积分

知识点：对坐标的曲面积分的概念，对坐

标的曲面积分的计算，两类曲线积分之间

的联系。

第六节：高斯（Gauss）公式

知识点：高斯（Gauss）公式。

第七节：斯托克斯（Stokes）公式

知识点：斯托克斯（Stokes）公式。

第十一章知识点复习。

1、了解格林公式、高斯公式的

推导过程。

2、理解两类曲线积分的概念和

性质、两类曲面积分的概念和性

质。

3、掌握两类曲线积分的计算方

法；掌握格林（Green）公式，

会运用平面曲线积分与路径无

关的条件；掌握两类曲面积分的

计算方法和高斯（Gauss）公式

的应用。

20

讲

授

讨

论

1、2

5

第 十 二

章

无 穷 级

数

第一节：常数项级数的概念和性质

知识点：常数项级数的概念，收敛级数的

基本性质。

第二节：常数项级数的审敛法

知识点：正项级数及其审敛法，交错级数

及其审敛法，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

第三节：幂级数

知识点：函数项级数的概念，幂级数及其

收敛性，幂级数的运算。

第四节：函数展开成幂级数

知识点：泰勒级数，麦克劳林级数。

第七节：傅里叶级数

知识点：基本三角函数系及其正交性，傅

里叶系数与傅里叶级数，收敛定理，[0, ]

上的函数展开为正弦级数或余弦级数。

1、了解无穷级数的基本性质以

及幂级数在收敛区间内的基本

性质；了解任意项级数的绝对收

敛与条件收敛的概念；了解函数

项级数的收敛域及和函数的概

念。

2、理解函数展开为傅里叶级数

的充分条件，能将定义在[-π，π]

上的函数展开为傅里叶级数，能

将定义在[0，π]上的函数展开为

正弦或余弦级数。

3、掌握几何级数和 P—级数的

收敛性；掌握正项级数的比较判

16

讲

授

讨

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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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一般周期函数的傅里叶级数

知识点：周期为 2l 的周期函数的傅里叶级

数。

第十二章知识点复习。

全书总复习。

别法、比值判别法、根值判别法

以及交错级数的莱布尼兹判别

法；掌握幂级数的和函数的求

法；掌握一些基本初等函数的麦

克劳林级数的展开式，并能利用

这些展开式将一些简单的函数

展开成幂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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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实际问题和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积极引导学生主动通过实践和自主学习获得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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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的应用范围，训练学生的理解能力和计算能力与应用能力。

3.在教学过程中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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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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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核为期末闭卷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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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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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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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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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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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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2211 BB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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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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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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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1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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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2211 BBAA  
课程总目标达成度

100
)()( 212211 BBAA 




六、建议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一）推荐教材

同济大学数学系编. 高等数学(下册)(第七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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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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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