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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数学基础篇 

序言（A4+2;B2+4课时） 

序言单元 教学设计 

课题 序言 
课

时 

A2 线

上 

A4 学习

平台 

云班课 教学

形式 

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 B4 B2 爱课程 

学

习

目

标 

 

 

 

1.建立沟通渠道、熟悉学习平台具体操作，培养具备批判质疑、基本的信息、媒体与技术、跨学科科

学素养。 

2.了解数学的背景、地位、作用、内容、基本研究方法、分析经济数学课程和个人发展、本专业该具

有的数学文化基础。 

3.通过建立团队活动，包括自由组队、制定团队名字、设计团徽、分配团队职责、组员制定团队纪律

等，培养自我管理、团队协作、敢于担当、社会认同、劳动意识等社会参与能力。 

4.通过学习学习计划书活动，学会学习、具有设计思维、实践创新等自我发展能力。 

5.通过加权算术平均数和计划书的情景设计，能结合数学概念、事实、过程、推理等从情境中的问题

表述数学问题，应用数学结果，阐述情境中的结果，再评估情境中的问题，进行简单的数据分析和数

学建模。 

重

难

点 

重点 学习平台的操作、团队组建 

难点 制定学习计划、管理决策问题的加权平均数解决 

学

习

内

容 

形式 内容结构 设计意图 

线下 PPT《开学第一课》 建立沟通渠道、熟悉学习平台具体操作，培养具备批判质

疑、基本的信息、媒体与技术、跨学科科学素养。了解数学

的背景、地位、作用、内容、基本研究方法、分析经济数学

课程和个人发展、本专业该具有的数学文化基础。 

线上 PPT《数学的本质和特点》 跨学科、数学核心素养的提升，数学的科学、应用、文化、

审美价值的熏陶。 PPT《数学与诸学科关系》 

情

景

设

置 

线下 任务一、团队组建 

 

包括自由组队、制定团队名字、设计团徽、分配团队职责、

组员制定团队纪律等，培养自我管理、团队协作、敢于担

当、社会认同、劳动意识等社会参与能力。 

任务二、加权算术平均数与学习

计划书 

指导学习方法、制定学习计划。 

考

核

内

容 

线上 摸底自我测试题 调查问

卷 

线上活动 在线讨论 

线下 个人作业 分组任务 

作业一 、数学学习计划书 任务一、团队组建 

任务二 、加权算术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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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学

大

纲

20

20 

 

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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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微积分先修基础（A12+4;B12+2课时） 

第一单元 教学设计 

课题 第一单元 微积分先修基础 
课

时 

A12 线

上 

A4 学习

平台 

云班课 教学

形式 

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 B12 B2 爱课程 

学

习

目

标 

 

 

 

1.能回忆并背诵初等数学部分集合与函数思想、内容和方法；能理解经济数学中邻域的概念、复合函

数的概念、几种常见的经济函数、初等函数、分段函数的概念，会举出例子分析。进一步培养数学抽

象、逻辑推理能力。 

2.分析、归纳实数系、整合 6个基本初等函数的形式和性质等，学会概括、综合的大学学习方法。 

3.练习函数的概念、初等函数定义域的计算、复合函数的分解，训练使用符号化、形式化的术语及计

算能力。 

4.能结合函数图像分析常见函数的图像和性质，具有数形结合的分析能力、整合归纳、作图能力和技

巧，为后记微积分的学习打好良好基础。 

5.拓展无界、上界、下界等概念，学会类比、举一反三、特别是大学数学举反例的学习方法。 

6.能结合数学概念、事实、过程、推理等从情境中的问题表述数学问题，应用数学结果，阐述情境中

的结果，再评估情境中的问题，进行简单的数据分析和数学建模。 

重

难

点 

重

点 

数学的语言与符号表示、函数的定义域求法、复合函数的分解计算 

难

点 

邻域的概念、抽象函数的定义域和分解、函数的有界性分析 

学

习

内

容 

形

式 

内容结构 课

时 

设计意图 

线

下 

第 1讲集合与函数 2 能回忆并背诵初等数学部分集合与函数思想、

内容和方法，熟悉数学的语言和符号表示，进

一步培养数学抽象、逻辑推理能力。 

第 2讲反函数 2 学生自我反思高考不考，致使学生基础薄弱部

分，查漏补缺，并训练类比与举一反三能力。 

第 3讲分段函数与初等函数 2 学会综合归纳的学习方法，大学数学方法建构 

第 4讲 复合函数 2 训练使用符号化、形式化的术语及计算能力。

为微积分学习打好良好基础。 

第 5讲函数的四个主要特性 2 熟悉数形结合分析的方法，具有数形结合的分

析能力、整合归纳能力、举反例的学习方法。 

第 6基本初等函数作图 2 培养作图的能力和技巧。  

线

上 

PPT《常见经济函数与一次函数模型》 2 跨学科、数学核心素养的提升，数学的科学、

应用、文化、审美价值的熏陶。 PPT《个人所得税与函数的解析式》 2 

情

景

设

置 

线

上

自

学 

任务一、常见经济函数与一次函数模型 

任务二、个人所得税与函数的解析式 

能结合数学概念、事实、过程、推理等从情境

中的问题表述数学问题，应用数学结果，阐述

情境中的结果，再评估情境中的问题，进行简

单的数据分析和数学建模。 

考

核

内

线

上 

自我检测题（每堂课） 线上活动 在线讨论 

线 个人作业 分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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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下 作业一、函数的定义域计算 

作业二、判断两个函数是否同一个函数 

作业三、复合函数的分解 

任务一、常见经济函数与一次函数模型 

任务二、个人所得税与函数的解析式 

升

学

大

纲 

20

20 

 

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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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极限和连续性（A14+6;B14+6课时） 

第二单元 教学设计 

课题 第二单元 极限和连续 
课

时 

A14 线

上 

A6 学习

平台 

云班课 教学

形式 

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 B14 B6 爱课程 

学

习

目

标 

 

 

 

1. 回忆理解数列的概念的性质并会集合图像分析常见数列的有界性，自主复习应用无穷递缩等比数列

无穷想的和，记为 S。培养乐学善学的自主学习能力、勇于探究的科学精神、勤于反思、学会学习，培

养自我管理、团队协作精神。 

2. 学习并理解极限的哲学思想，能运用 S探究芝诺悖论，猜想无限多个数的和可能是有限的，并完成

推理和证明。在分析有限和无限的案例中，跨学科、数学核心素养的提升，培养数学的数学建模、数

学抽象、逻辑推理能力、论证能力，思考数学的文化、审美、科学、应用价值，增强批判质疑、勇于

探究的科学精神和国家认同感。 

3.能理解数列和函数极限、无穷小的概念及性质，训练数学交流、使用符号化、形式化的术语及计算

能力，培养细心认真、精益求精、创新的习惯，塑造工匠精神。 

4.能结合图像分析常见数列的敛散性、基本初等函数的极限，训练数形结合的分析能力、运用数学软

件工具的技术信息意识和应用能力、整合归纳能力、增强数学的工具意识、养成勤于反思的习惯。 

5.拓展无穷大、不连续的概念，进一步训练类比、比较、举一反三、特别是大学数学举反例的学习方

法。 

6.能结合数学概念、事实、过程、推理等从情境中的问题表述数学问题，应用数学结果，阐述情境中

的结果，再评估情境中的问题，进行数据分析和数学建模。 

重

难

点 

重点 数列极限的敛散性、多项式和有理函数极限的计算、连续函数求极限 

难点 极限的思想、无穷小的概念和性质、函数的连续性和间断点类型、两个重要的极限、等价无穷小代

换 

学

习

内

容 

形式 内容结构 课

时 

设计意图 

线下 第 1讲 极限的思想 2 跨学科、数学核心素养的提升，培养数学的数学

建模、数学抽象、逻辑推理能力、论证能力，思

考数学的文化、审美、科学、应用价值，增强批

判质疑、勇于探究的科学精神和国家认同感。 

第 1-2讲 数列的概念和性质、数列

极限的概念 

第 2讲 图解常见数列的敛散性 2 训练数形结合的分析能力、运用数学软件工具的

技术信息意识和应用能力、整合归纳能力，增强

数学的工具意识、养成勤于反思的习惯。 

第 3讲 数列极限的性质、四则运算

法则 

2 训练数学交流、使用符号化、形式化的术语及计

算能力，培养细心认真、精益求精、创新的习

惯，塑造工匠精神。进一步训练类比、比较、举

一反三、特别是大学数学举反例的学习方法。 

第 4讲 无穷大和无穷小的概念、性质

和计算 

2 

第 5讲 数列极限计算基础题-有理数列 2 

第 5-2讲 图解基本初等函数的极限 

第 6讲 函数的连续性和间断点 2 

第 7讲 函数极限的计算 2 

线上 第 1-2讲 数列的概念和性质 2 乐学善学的自主学习能力、勇于探究、勤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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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2讲 图解函数的极限 2 的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培养自我管理、团队协

作精神。 第7-2讲 函数极限的计算 2 

情

景

设

置 

线上

自学 

任务一《税收中的乘数效应与无穷级数》 

任务二《连续计息与复利》 

进行简单的数据分析和数学建模，增强跨学科、

批判质疑、勇于探究的科学精神，体会数学的文

化、审美、科学、应用价值。 

考

核

内

容 

线上 自我检测题（每堂课） 线上活动 在线讨论 

线下 个人作业 分组任务 

作业一、数列极限的符号书写 

作业二、数列极限的计算 

作业三、函数极限的计算 

任务一《税收中的乘数效应与无穷级数》 

任务二《连续计息与复利》 

升

学

大

纲 

20

20 

 

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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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导数和微分（A12+6;B12+6课时） 
 

第三单元 教学设计 

课题 第三单元 导数和微分 
课

时 

A12 线

上 

A6 学习

平台 

云班课 教学

形式 

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 B12 B6 爱课程 

学

习

目

标 

 

 

 

1. 阅读微积分发现的背景，回忆平均速度的计算方法，分组探究瞬时速度和平均速度关系，位移和瞬

时速度关系；学习并理解函数在某一点出的导数的概念，并学会归纳导函数的概念，分析比较两个概

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理解导数的本质是变化率的极限；能举出生活和其他学科的有关导数的例子。

在数学探究中培养数学的逻辑推理、数学抽象、数学建模、论证能力，增强跨学科、批判质疑、勇于

探究的科学精神，体会数学的文化、审美、科学、应用价值。 

2.导数的计算中训练数学交流、使用符号化、形式化的术语及计算能力，培养细心认真、精益求精、

创新的习惯，塑造工匠精神。 

3.能结合图像分析导数的几何意义，训练数形结合的分析能力、运用数学软件工具的技术信息意识和

应用能力、整合归纳能力、增强数学的工具意识、养成勤于反思的习惯。 

4.比较学习微分的四则和复合运算，拓展不可导的类型，进一步训练类比、比较、举一反三、特别是

大学数学举反例的学习方法。 

6.拓展学习导数计算进阶题，培养乐学善学的自主学习能力、勇于探究、勤于反思的科学精神、学会

学习，培养自我管理、团队协作精神。 

7.能结合数学概念、事实、过程、推理等从情境中的问题表述数学问题，应用数学结果，阐述情境中

的结果，再评估情境中的问题，进行数据分析和数学建模。 

重

难

点 

重点 导数的 3个定义、导数的四则运算、复合运算、利用导数求微分 

难点 导数的本质、导数的进阶运算、微分概念和近似计算 

学

习

内

容 

形式 内容结构 课

时 

设计意图 

线下 第 1讲 导数的引例和概念 2 在数学探究中培养数学的逻辑推理、数学抽象、

数学建模、论证能力，增强跨学科、批判质疑、

勇于探究的科学精神，体会数学的文化、审美、

科学、应用价值。 

第 1-2讲 函数在某一点出的导数的

定义 

第 2讲 导函数的概念和导数公式的

简单应用 

2 训练数学交流、使用符号化、形式化的术语及计

算能力，进一步训练类比、比较、举一反三、特

别是大学数学举反例的学习方法，培养细心认

真、精益求精、创新的习惯，塑造工匠精神。 

第 3讲 导数的几何意义 2 训练数形结合的分析能力、运用数学软件工具的

技术信息意识和应用能力、整合归纳能力，增强

数学的工具意识、养成勤于反思的习惯。 

第 4讲 导数的四则运算法则 2 训练数学交流、使用符号化、形式化的术语及计

算能力，培养细心认真、精益求精、创新的习

惯，塑造工匠精神。进一步训练类比、比较、举

一反三、特别是大学数学举反例的学习方法。 

第 5讲 导数的复合运算法则 2 

第 6讲 微分的概念和计算 2 

线上 第 7讲 高阶导数和隐函数求导 2 乐学善学的自主学习能力、勇于探究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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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2讲 幂指函数、对数、双曲函

数、反函数、参数方程函数等求导 

2 勤于反思、学会学习，培养自我管理、团队协作

精神。 

任务一 微分与精度 2 能结合数学概念、事实、过程、推理等从情境中

的问题表述数学问题，应用数学结果，阐述情境

中的结果，再评估情境中的问题，进行数据分析

和数学建模。 

情

景

设

置 

线上

自学 

导数的引例 增强跨学科、批判质疑、勇于探究的科学精神，

体会数学的文化、审美、科学、应用价值。 

考

核

内

容 

线上 自我检测题（每堂课） 线上活动 在线讨论 

线下 个人作业 分组任务 

作业一、导数的四则运算 

作业二、导数的复合运算 

任务一 微分与精度 

升

学

大

纲 

20

20 

 

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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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 导数的经济应用（A6+6;B6+4课时） 

第四单元 教学设计 

课题 第四单元 导数的经济应

用 

课

时 

A6 线

上 

A6 学习

平台 

云班课 教学

形式 

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 B6 B4 爱课程 

学

习

目

标 

 

 

 

1. 归纳导数的变化率的本质，结合导数的几何意义，分析单调性的判定定理，训练数形结合的分析能

力、运用数学软件工具的技术信息意识和应用能力、整合归纳能力、增强数学的工具意识、养成勤于

反思的习惯。 

2.理解极值点和极值、驻点和极值点的区别和联系，结合不可导的的类型，进一步训练类比、比较、

举一反三、特别是大学数学举反例的学习方法。 

3.能结合数学概念、事实、过程、推理等从情境中的问题表述数学问题，应用数学结果，阐述情境中

的结果，再评估情境中的问题，增强数学的工具性、应用性意识，提升数据分析和数学建模能力。 

重

难

点 

重点 单调性判别、极值的求法 

难点 极值点和驻点的关系、凹凸性概念 

学

习

内

容 

形式 内容结构 课

时 

设计意图 

线下 第 1讲 函数单调区间的判断 2 增强数学的工具性、应用性意识，提高数学的数

据分析和数学建模能力。进一步训练类比、比

较、举一反三、特别是大学数学举反例的学习方

法。 

第 2讲 函数的极值 2 

第 3讲 极值的经济应用 2 

线上 任务一 边际分析与弹性分析 

任务二 经济最优化与函数的极值和最

值 

2 提高数学的数据分析和数学建模能力。增强跨学

科、批判质疑、勇于探究的科学精神、数学的工

具性、应用性意识，体会数学的文化、审美、科

学、应用价值。 

2 

情

景

设

置 

线上

自学 

第 4讲 微分中值定理 2 乐学善学、学会学习，培养自我管理、团队协作

精神，提升数据分析和数学建模能力。进一步训

练类比、比较、举一反三、特别是大学数学举反

例的学习方法。 

第 5讲 洛必达法则 2 

第 6讲 函数的凹凸性  

考

核

内

容 

线上 自我检测题（每堂课） 线上活动 在线讨论 

线下 个人作业 分组任务 

作业一、函数单调区间的判定 

作业二、求函数的极值 

任务一 边际分析与弹性分析 

任务二 经济最优化与函数的极值和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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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 积分的计算和应用（A14+6;B12+4课时） 
 

第五单元 教学设计 

课题 第五单元 积分的计算和应用 
课

时 

A14 线

上 

A6 学习

平台 

云班课 教学

形式 

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 B12 B4 爱课程 

学

习

目

标 

 

 

 

1. 类比导数和微分的运算，根据逆运算和反函数的性质，理解原函数和不定积分的概念，掌握不定积

分计算公式，进一步训练类比、比较、举一反三、整合归纳、特别是大学数学举反例的学习方法。 

2.理解定积分的概念和几何意义，训练数形结合的分析能力、运用数学软件工具的技术信息意识和应用

能力、整合归纳能力，增强数学的工具意识、养成勤于反思的习惯。 

3.掌握计算积分会用 5种方法，训练数形结合的分析能力、运用数学软件工具的技术信息意识和应用能

力、整合归纳能力、增强数学的工具意识、养成勤于反思的习惯。 

4.能结合数学概念、事实、过程、推理等从情境中的问题表述数学问题，应用数学结果，阐述情境中的

结果，再评估情境中的问题，增强数学的工具性、应用性意识，提升数据分析和数学建模能力。 

重

难

点 

重

点 

积分公式、简单计算、微积分基本定理、定积分的几何意义 

难

点 

函数和不定积分的概念、第一、二类换元积分法、分部积分法、定积分的概念 

学

习

内

容 

形

式 

内容结构 课

时 

设计意图 

线

下 

第 1讲 原函数和不定积分的概念 2 进一步训练类比、比较、举一反三、整合归

纳、特别是大学数学举反例的学习方法。 

第 2讲 不定积分的简单计算 2 训练数学交流、使用符号化、形式化的术语及

计算能力，进一步训练类比、比较、举一反

三、特别是大学数学举反例的学习方法，培养

细心认真、精益求精、创新的习惯，塑造工匠

精神. 

第 3讲 不定积分的第一类换元积分法 2 

第 4讲 不定积分的第一类换元积分法 2 

第 5讲 定积分的概念和几何意义 2 

第 6讲 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 2 

第 7讲 定积分的分部积分法 2 

线

上 

第 8讲 定积分的几何应用 2 提高数学的数据分析和数学建模能力。增强跨

学科、批判质疑、勇于探究的科学精神、数学

的工具性、应用性意识，体会数学的文化、审

美、科学、应用价值。 

任务 经济总量预期、消费者生产者剩余与积分 2 

情

景

设

置 

线

上

自

学 

定积分的几何意义 2 训练数形结合的分析能力、运用数学软件工具

的技术信息意识和应用能力、整合归纳能力，

增强数学的工具意识、养成勤于反思的习惯。 

考

核

内

容 

线

上 

自我检测题（每堂课） 线上活动 在线讨论 

线

下 

个人作业 分组任务 

作业一、不定积分的简单计算 

作业二、不定积分的第一类换元积分法 

作业三、定积分的计算 

任务 经济总量预期、消费者生产者剩余与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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