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分析Ⅰ》教学大纲 

 

课程编码：1512100505 

课程名称：数学分析Ⅰ 

学时/学分：80/5 

先修课程： 

适用专业：信息与计算科学 

开课教研室：分析与方程教研室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课程性质：《数学分析Ⅰ》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以一元

微分学为基本内容，是学生学习分析学系列课程及其后继课程的重要基础，也是高观点下深

入理解中学教学内容的基础．在第 1学期开设． 

课程任务：使学生对于实数集和函数、数列极限、函数极限、连续性、导数和微分等内

容的思想方法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注重理解和掌握极限的思想和方法；正确理解数学分

析的基本概念，基本上掌握数学分析的论证方法，具备熟练的演算和严谨的论证能力。掌握

一元函数微分学内容，为学习数学分析Ⅱ、数学分析Ⅲ及分析学系列课程（复变函数、变实

函数、微分方程、泛函分析等）及其后继课程打好基础，并自然地渗透对学生进行逻辑和数

学抽象的特殊训练． 

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讲授与作业使学生对极限思想有较深刻的认识，基本上掌握通过极限方法

研究初等函数性质的技巧。正确理解数学分析的基本概念，熟悉基础理论，基本上掌握数学

分析中的论证方法，获得熟练的演算技能，并具备初步的应用能力。 

成绩考核形式为考试成绩考核形式：末考成绩（闭卷考试）（70%）＋平时成绩（作业、

课堂提问、课堂讨论等）（30％)。成绩评定采用百分制，60 分为及格。 

三、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章 实数集与函数 

1.教学基本要求 

让学生掌握集合的相关概念；理解实属的相关性质；掌握反函数、初等函数的相关概

念和性质；正确使用量词符合，和简单的逻辑证明。 

2.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概念、理论、方法 

掌握无限集、有界集、无界集、邻域的概念。理解实数的连续性、有序性、稠密性、阿

基米德性质、实数对四则运算和正实数的开方运算的封闭性。掌握反函数的概念存在的必要

条件与充分条件。掌握初等绝对值不等式的证明技巧、能够证明简单函数的有界性、单调性、



奇偶性与周期性、以及函数图象的平移、放缩叠加方法。逐步正确使用量词符号。 

3.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是绝对值不等式的解法与证明，函数的各种性态，有界集，确界原理的概念。 

教学难点是确界原理的概念和理解。 

4.教学内容 

 第一节    实数 

1. 实数及其性质 

2. 绝对值不等式 

第二节    数集、确界原理 

1. 区间与邻域 

2. 有界集 

3. 确界原理 

第三节    函数概念 

1. 函数的定义 

2. 函数的表示方法 

3. 函数的四则运算 

4.反函数 

5.初等函数 

第四节    具有某些特性的函数 

1. 有界函数 

2. 单调函数 

3. 奇函数与偶函数 

4. 周期函数 

 

第二章    数列极限 

1.教学基本要求 

深刻理解数列极限的概念；掌握数列极限的性质；理解无穷小数列的相关概念；掌握

用数列极限的定义证明极限的方法；掌握数列极限存在的条件。 

2.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概念、理论、方法 

通过数列极限的教学将学生的认识领域从“有限”扩大到“无限”，逐步熟悉和理解极

限方法。深刻理解数列极限的ε-N定义，特别是ε的“任意”与“给定”的双重意义，以

及对 ε 的依赖性，但同时也须明确 N 不是 ε 的函数。理解无穷小数列的概念和它与极限

间的关系，以及无穷大数列和无界数列的关系。理解子序列的含义。掌握用 ε-N 定义证明

有理式与简单无理式的极限。深刻理解单调有界定理，迫敛性定理，子序列定理，逐步掌握



灵活使用这些定理的技巧。正确理解“
0

0
 ” ，“




 ”等不定型的含义及不确定性。

理解数列的“确界”与“极限”的关系。 

3.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是数列极限的定义，数列极限的计算，迫敛性定理, 单调有界定理, 数列极

限的柯西收敛准则，用子列刻划数列的收敛性。教学难点是数列极限的柯西收敛准则。 

4.教学内容 

 第一节    数列极限概念 

1. 数列极限的ε-N定义 

第二节    收敛数列的性质 

1. 收敛数列的唯一性、有界性、保号性、保不等式性，迫敛性、数列极限的四则运算  

2. 子列、收敛子列定理  

第三节    数列极限存在的条件 

1. 单调有界定理 

2. Cauchy 收敛准则 

 

第三章    函数极限 

1.教学基本要求 

理解函数极限的概念，掌握函数极限的性质和存在条件，熟练应用两个重要极限，理

解无穷大量和无穷小量。 

2.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概念、理论、方法 

深刻理解“ －M ”与“ － ”的定义，基本思想与几何意义，理解 f 在 0x 处的极

限与 f 在 0x 处取值情况的无关性。掌握在“∞”、“+∞”、“－∞”处极限的定义与无穷

大极限的定义，并能熟练地使用“ε－X”，“M－δ”等语言表述这些定义以及相应的逻辑

非命题。深刻理解有关无穷小量的一系列概念，无穷小量，等价无穷小，同阶无穷小等。深

刻理解归结原理的含义，掌握其证明。深刻理解函数极限的柯西收敛准则，掌握其证明。熟

练使用两个重要的极限计算某些不定型的极限。对比数列极限的性质，明确函数极限的某些

性质的局部性。 

3.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是函数极限的定义，性质（唯一性，局部有界性，保号性），归结原则，柯西

准则，两个重要极限。教学难点是函数极限的局部性质，柯西准则。 

4.教学内容 

 第一节   函数极限的概念 

1. x时函数的极限 

2. 0x x 时函数的极限 



第二节   函数极限的性质 

1. 唯一性、局部有界性、局部保序性、保号性、迫敛性、函数极限的四则运算 

2. 复合函数的极限 

第三节    函数极限存在的条件 

1. Heine 归结原则 

2. 单侧极限存在定理 

3. Cauchy 收敛准则 

第四节    两个重要的极限 

1. 证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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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无穷大量与无穷小量 

1. 无穷小量 

2. 无穷小量阶的比较 

3. 无穷大量 

4. 曲线的渐近线 

 

第四章    函数的连续性 

1.教学基本要求 

理解函数连续、间断点的概念，深刻理解一致连续的概念，了解初等函数连续性。 

2.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概念、理论、方法 

牢固掌握函数在一点处连续的定义的二种形式。深刻理解单侧连续的定义及间断点的概

念及其分类。深刻理解“一致连续”的概念，理解“连续”是微观概念；“一致连续”是宏

观概念；掌握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基本性质。掌握一般连续的逻辑非命是非命题及其在具体

问题中的应用。了解初等函数在其定义域内的连续性。了解初等函数在其定义域内的连续性。 

3.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是连续性的概念 ，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基本性质，一致连续性。教学难点是

一致连续性。 

4.教学内容 

 第一节   连续性概念 

1. 函数在一点的连续性 

2. 间断点及其分类 

3. 区间上的连续函数 

第二节   连续函数的性质 



1. 连续函数的局部性质 

2. 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基本性质 

3. 反函数的连续性 

4. 一致连续性 

第三节    初等函数连续性 

1. 指数函数的连续性 

2. 初等函数的连续性 

第五章    导数和微分 

1.教学基本要求 

理解函数导数和微分的定义和几何意义，熟练掌握求导和求微分的方法。 

2.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概念、理论、方法 

深刻理解导数的定义与几何意义。深刻理解微分的定义与几何解释;以及一阶微分形式

不变性的确切含义.熟练掌握求导,求微分的方法。掌握用单侧导数的定义求出函数在一些特

殊点处的导数，掌握说明函数在该点的导数不存在的方法。 

3.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是导数的定义与几何意义；求导法则；参变量函数的导数；高阶导数；微分。

教学难点是反函数的导数;复合函数的导数；参变量函数的导数；高阶导数；微分在近似计

算中的应用。 

4.教学内容 

 第一节   导数的概念 

1. 导数的定义 

2. 导函数 

3. 导数的几何意义 

第二节   求导法则 

1. 导数的四则运算 

2. 反函数的导数 

3. 复合函数的导数 

4. 基本求导法则与公式 

第三节    参变量函数的导数 

1. 参变量函数的导数及高阶导数 

第四节    高阶导数 

1. 高阶导数的定义和运算 

2. Leibniz 公式 

第五节    微分 



1. 微分的概念 

2. 微分的运算法则 

3. 高阶微分 

4. 微分在近似计算中的应用 

 

四、学时分配 

1.讲授内容及学时分配 

章序 内容 课时 备注 

一 实数集与函数 10  

二 数列极限 13  

三 函数极限 15  

四 函数的连续性 13  

五 导数和微分 13  

合计  64  

2.实践内容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 

名称 
内容提要 学时 必/选开 

1 
实数集与函数

习题 

1．掌握集合相关概念 

2．掌握实数相关性质 

3．掌握函数基本性质 

3 必做 

2 数列极限习题 

1．掌握数列极限定义 

2．掌握数列极限的相关性质 

3．掌握数列子列相关性质 

3 必做 

3 函数极限习题 

1．理解函数极限的概念 

2．掌握函数极限的性质和存在条件 

3．熟练应用两个重要极限 

4．理解无穷大量和无穷小量 

3 必做 

4 
函数连续性习

题 

1．理解函数连续、间断点的概念 

2．深刻理解一致连续的概念 

3．了解初等函数连续性 

3 必做 

5 
导数和微分习

题 

1．理解函数导数和微分的定义和几何意

义 

2．熟练掌握求导和求微分的方法 

4 必做 

合计 16  



 

五、主用教材及参考书 

（一）主用教材： 

《数学分析》（上、下册）（第四版） 主编：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

版社  出版或修订时间：2010 年。 

（二）参考书： 

1. 《数学分析》（上、下册）（第三版）主编：复旦大学数学系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

版社 出版或修订时间：1992 年。 

2. 《数学分析》（上、下册）（第三版）主编：刘玉琏，傅沛仁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

版社       出版或修订时间：1991 年。 

3. 《数学分析习题课课程》（上、下册） 主编：郑英元，毛羽辉，宋国栋等 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或修订时间：1994 年。 

4. 《数学分析习题集》  主编：吉米多维奇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或修订时

间：1982 年。 

 

 

执笔：韦毅华 

审定：张秦 梁桂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