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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单元 求导的方法 单元学时 3 

本课时 

任务 
高阶导数 课时数 2学时 

授课场所 多媒体教室 授课形式 讲授法 

学情分析 

学生已学习导数的基本公式，了解求导的各种方法，但对求导

的公式和方法运用不够熟练，做题有畏难情绪。根据学生基础知识

和计算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强弱搭配分组，取长补短，增强学生

之间的合作能力，提高做题效率。 

教学目标 

思政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1、培养学生脚踏

实地、严谨细致、

精益求精的学习

态度； 

2、培养学生主动

探索、勇于发现的

科学精神。 

1、理解高阶导数的

定义； 

2、熟练掌握常见函

数高阶导数的求法； 

3、了解高阶导数的

应用。 

培养学生的运算能力、

逻辑推理能力、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思政  

 

融入知识点 高阶导数的求法 

融入方式 
层层深入，逐阶求导，脚踏实地，严谨细致，精益

求精 

思政元素 
脚踏实地，久久为功； 

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 

思政资源 
万丈高楼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齐。相似九层之台

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教学重点及

解决办法 

逐层求解函数的高阶导数，熟练掌握求导的基本公式和性质，

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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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难点及

解决办法 

利用数学归纳法求解函数的 n阶导数，由简单到复杂逐步增加

题目的难度，让学生真正理解数学归纳法的内涵，并探索用其解决

问题。 

教学设计思

路 

1、复习函数求导公式和方法，引入高阶导数概念； 

2、介绍高阶导数的概念，数学家主动探索、锲而不舍的研究精

神； 

3、结合数学归纳法求高阶导数，求解过程严谨细致，精益求精；

融入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和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的思政教育； 

4、高阶导数在物理中的应用，感受数学的博大精深； 

5、读书指导。 

 

 

教学实施 

1、复习函数求导公式和方法，引入高阶导数概念 

观察函数 )(xf 求导后的结果 )(xf  ，还是一个 x的函数，把它

看做一个新的函数，仍然是可以对其进行求导，就是函数 )(xf 进行

了两次求导。依次类推，只要函数可导，就可以一直求下去。引出

高阶导数的概念。 

2、介绍高阶导数的概念  

定义：若函数 )(xfy  的导数 )(xf  在点 x 处可导，则称 )(xf  在

点 x处的导数为 )(xf 在点 x处的二阶导数，记作： 

2

2

2

2

,,)(
dx

yd

dx

fd
yxf  ，  

对历史上二阶导数符号的形成过程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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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融入：二阶导数经过 Lagrange、Newton 和 Leibninz等众

多科学家的探索和创新，最终确立了现在我们使用的二阶导数的记

号。引导学生理解一门学科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是科学家

们锲而不舍、用于创新的结晶，凝结了科学家们的心血。 

二阶及二阶以上的导数统称为高阶导数，记作： 

    ).()......()()( 4 xfxfxfxf n，，   

函数 )(xfy  的各阶导数在点 0xx 
处的函数值记为： 

    ).()......()()( 00

4

00 xfxfxfxf n，，      

3、结合数学归纳法，求解高阶导数  

例 1   求
6xy  的四阶导数. 

任务 1：学生分组对
nxy  （ n为正整数）的高阶导数进行研究，

应用数学归纳法得出结论.       

例 2 求 n次多项式 n

nn axaxay   1

10 的各阶导数. 

例 3 求
axey  的 n阶导数.        

例 4 设 )1ln( xy  ，求 ).0(,),0(),0(),0( )(nyyyy   

.nsinx的y5
n

n

dx

yd
阶导数求例   

引导学生学习运用求导的四则运算法则，结合三角函数诱导法

则，用数学归纳法进行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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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2：学生分组对课后练习题 1进行练习。 

在一阶导数的基础上再求导就是二阶导数；在二阶导数的基础

上再求导就是三阶导数......以此类推. 

小故事：从前有一个傻财主,看到别人家住的三层楼，宽敞明亮、

高大壮丽，心里非常羡慕，他想：“我要是有这样一座楼该多好

呀！”于是他回到家中，马上派人把最好的工匠找来，说：你们照

样子给我盖一栋。记住要和那栋一模一样。” 

过了几天，财主来到工地，看见工匠们正在打地基、垒砖，心

里很气愤，大声说：“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呀？” 

“照您的吩咐，造一座三层楼呀！” 

“我盖楼望远，所以只要第三层，不要下面两层！快拆了，先

盖上面那层。” 

工匠们大笑：“没有一二两层做基础，只有第三层的空中楼阁，

谁能盖得出来啊？”随后，工匠们都走了，只留下傻财主望着地基

发愣。 

 
思政融入：通过小故事，结合讲练的函数高阶导数求解的题目，

教育学生“万丈高楼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齐。相似九层之台起于

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函数求导过程严谨细致，同学们做事

要脚踏实地，精益求精，切忌好高骛远脱离实际。古人云：慎易以

避难，敬细以远大。习大大告诉我们“脚踏实地，久久为功”。 

4、高阶导数的应用 

例 6  一质点作直线运动，运动方程为 4352 23  ttts 位置

函数，求速度函数和加速度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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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思考：路程对时间的一阶导数是速度，二阶导数是加

速度，三阶导数是加加速度，四阶导数、五阶导数......是什么？ 

“加加速度”实际上可以跟汽车的“推背感”联系起来。就是

汽车的瞬时加速性能即加速度的导数愈大，说明汽车加速度增加越

快，从而能在瞬间加速。 

 

5、读书指导 

教师基于学生后续学习的需要、扩展课堂知识的需要，运用“陶

冶法”“读书指导法”让学生查阅拉格朗日的生平事迹，让学生了

解数学发展过程中每一项重大发现都不是偶然的，它的发明是通过

许多学者长期的辛勤探索发展起来的一连串数学思想的结晶，蕴藏

着众多数学家们严谨、踏实、不畏艰难困苦、追求真理的精神。组

织学生开展阅读打卡、读后感交流等活动，并给予学生积分奖励等。

通过这篇 阅读材料可以培养学生吃苦耐劳、 敢于创新的精神，也

有效的发展学生良好的个人品质。 

教学反思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让学生体验到饭要一口口的吃，水要一口

口的喝，事要一件件的做，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做事，切忌不

要好高骛远，脱离现实，总有一天会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时，引导

学生理解一门学科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是科学家们锲而不

舍、用于创新的结晶，凝结了科学家们的心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