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数学 B》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300007、300008 课程性质 必修 

适用专业 建工、机电学院各专业 开设学期 第一、二学期 

课程类别 基础通用课程 课程类型 A类 

学    分 6 总 学 时 120学时 

学时分配 理论学时：120；实践学时：0     

实施场所 教室 授课方式 理论讲授 

执笔人 王嫣 

审核人 代美丽 

制订时间 2019年 9月 

二、课程概述 

（一）课程定位 

“工程数学 B”是我院建筑工程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各专业对口学生的一门

必修公共基础课，不仅提供学习其它课程的必要基础知识以及解决问题的工具，

而且在提高学生素质、培养学生逻辑思维、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多方面

具有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学生影响深远。 

（二）先修后续课程 

学习本课程的基础是初等数学课程，《工程数学 B》作为最重要的基础课，

既是连接初等数学的桥梁，又为学生学习专业知识打下基础。 

（三)本课程与中职、本科、培训班同类课程的区别。 

层次 区别 

本科 更侧重于一元微积分的学习应用。 

中职 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地学习高等数学。 

培训班 更注重数学素养的养成，不止局限于会做题。 

 三、课程目标 

（一）总体目标： 

通过学习，使学生从理论、方法、能力三方面得到基本训练，不仅使学生掌

握工程数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学习其他相关课程打基础；而且使学生掌

握数学的思维方式和特点，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的意识，为后继课程和终身学习打

下扎实的基础。 

（二）素质目标： 



 1.具有“严谨细致”的品质：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考虑问题要具有全面

性，严谨性，在计算过程中时刻要细心，切勿粗心大意； 

2.具有“交流和沟通”的素质：在小组讨论活动，学生能做到积极交流和沟

通，能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 

3.具有“自主学习、团结协作”的品质：课堂上讨论组内学生互相帮助、共

同探讨所遇的问题； 

4.具有“主动探索，勇于发现”的科学精神：以案例引入为开端，引导学生

为主线，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欲望，并能够将知识迁移到其他问题中。 

（三）知识目标： 

理解一元函数微积分、微分方程的基本思想方法、知识结构，能运用微分、

积分和微分方程进行简单的专业问题或案例分析并能求解。 

理解二元函数的几何意义、二元微分的基本思想方法、知识结构，能建立简

单的专业或实际问题的数学模型，并能求解。 

了解数学建模的概念、步骤和过程，能建立简单实际问题的数学模型。 

（四）能力目标： 

1.概念互译能力：会将实际问题相关概念与数学概念相互转换； 

2.模型构建能力：会将实际问题转换成数学问题，并构建出数学模型； 

3.数学计算能力：会计算实际问题； 

4.解释能力：会将数学解转换成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 

四、课程内容 

表 1  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序号 课程单元 主要教学内容 学时分配 适用专业 

基础 

核心 

模块 

单元 1 

函数及其应用 

1.1  函数及其性质 

1.2  函数模型和工程曲线 

1.3  数学思维与数学实验（一） 

14 建工、机电类 

单元 2 

极限及其应用 

2.1  极限的概念 

2.2  求极限的方法 

2.3  极限的应用 

2.4  数学思维与数学实验（二） 

18 建工、机电类 

单元 3 

一元函数微分学

及其应用 

3.1  导数概念 

3.2  求导方法 

3.3  导数的应用 

3.4  微分及其应用 

3.5  数学思维与数学实验（三） 

24 建工、机电类 

单元 4 

一元函数积分学

及其应用 

4.1  定积分的概念 

4.2  定积分的计算 

4.3  定积分的应用 

32 建工、机电类 



4.4  数学思维与数学实验（四） 

岗位 

能力 

提升 

模块 

单元 5 

常微分方程及其

应用 

5.1  微分方程的概念 

5.2  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及应用 

5.3  数学思维与数学实验（五） 

20 机电类 

单元 6 

多元函数微分学

及其应用 

6.1  多元函数微分学 

6.2  多元函数微分学的应用 

6.3  数学思维与数学实验（六） 

20 建工类 

拓展 

知识 

模块 

单元 7 

数学建模简介 

7.1  数学建模 

7.2  数学建模过程及实例 
12 建工、机电类 

数学文

化模块 单元 8 

数学文化漫谈 

数学家传记 

数学发展史 

趣味数学 

日常教学 

渗透 
建工、机电类 

合  计 120 

 五、课程实施 

（一）课程教学设计 

《工程数学 B》为后续学生学习专业课程做准备，改变原高等数学课程内容

和体系，加强结构与内容与专业课程知识和必须能力的连贯性，构建适合与建工、

机电类专业适用的数学知识和能力体系。采用“教、学、做”相结合，以实用能

力为主导的教学方式，加强学生能力的培养，使学生主动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 

表 2  单元一 函数及其应用 

单元名称 函数及其应用 

知识目标 

1.理解函数的定义，掌握函数的表示法 

2.了解函数的单调性、奇偶性、周期性和有界性 

3.掌握基本初等函数的性质及其图形 

4.了解反函数、复合函数、初等函数的概念 

能力目标 

1.会求函数的定义域 

2.能够分清函数的复合过程，并将复合函数分解成简单函数 

3.会建立简单实际问题中的函数关系 

教学重点、难点 函数的概念与性质，复合函数的复合过程，函数有界性的判断 

教学方法 讲授、图形、练习 



教学活动设计 

阐明函数概念，使学生了解函数的三种表达形式；引导学生复习基本初等

函数及其特性，通过函数模型的建立，使学生了解数学建模的基本过程及

意义,以实例剖析的方法讲授数学模型的建立，帮助学生理解问题的要求，

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了解建立数学模型的基本过程及意义。 

  

表 3  单元二 极限及其应用 

单元名称 极限及其应用 

知识目标 

1.理解极限的概念，掌握函数在一点处极限存在的充要条件 

2.理解无穷小和无穷大的概念、性质和关系 

3.掌握函数极限的四则运算法则 

4.了解连续的概念 

5.了解初等函数的连续性和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能力目标 

1.会求函数在一点处的左右极限 

2.会利用极限的四则运算法则求极限 

3.能找出函数的连续区间和间断点（特别是分段函数） 

4.能利用零点定理判断方程根的存在问题 

教学重点、难点 极限的基本思想，极限的计算，连续、间断点的概念 

教学方法 讲授、图形、练习 

教学活动设计 

1.利用生活中的例子引出“极限”问题。通过函数图像变化趋势，概括出函

数极限的描述性概念；结合函数的几何特征直观解释极限的存在定理及性

质、讨论分段函数在分段点处的极限存在问题；要强调指出极限运算法则的

成立条件。 

2.通过生活实例引出“连续”问题。通过图形直观说明间断点类型和判别条

件；能利用复合函数及初等函数连续性求函数极限；闭区间上连续函数性质

采用几何图形直观说明。 

  

表 4  单元三 一元函数微分学及其应用 

单元名称 一元函数微分学及其应用 

知识目标 

1.理解导数的概念，了解导数的几何意义，知道函数可导与连续之间的关

系 

2.掌握导数的运算法则和基本初等函数求导公式 

3.掌握复合函数求导法则 



4.了解高阶导数的概念，掌握高阶导数的概念 

5.掌握洛必达法则求未定式的方法 

6.掌握单调性的判定法 

7.理解极值的概念，知道极值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 

8.掌握曲线凹凸的判断定理，知道拐点的概念 

9.了解导数解决曲率问题的思想和方法 

10.了解微分的概念，理解可导与可微的关系，了解微分在近似计算中的应

用 

能力目标 

1.会利用导数的定义判断某点的导数（特别是分段函数） 

2.能用导数描述一些实际问题的变化率 

3.会求函数的导数、高阶导数、微分 

4.能利用洛必达法则求未定式 

5.能利用导数判断曲线的单调性、极值、最值，并能求出实际问题中的最

值 

6.能利用导数判断曲线的凹凸性与拐点 

教学重点、难点 
可导性的判断，基本求导公式，常见的求导方法，微分的概念和计算，洛

必达法则，单调性，极值、最值、凹凸的判断 

教学方法 讲授、图形、练习 

教学活动设计 

1.通过几个实例引入与讲清导数的概念， 结合图形，讲清导数的几何意义。 

2.从导数的定义，部分地推出导数的基本公式，重点应放在记忆上。讲授

导数的四则运算法则。讲授复合函数求导法则时，首先强调的是要分清复

合的层次，然后按照复合次序由外向里，层层求导。 

3.从实际问题出发，讲授高阶导数的概念与求导方法，重点放在求函数的

二阶导数上。 

4.通过分析正方形面积的变化引出微分的概念，并推导出微分的计算方法，

交待清楚导数与微分的关系，同时让学生了解微分在近似计算中的优势。 

5.结合图形与导数的几何意义讲清单调性的判定定理，通过训练学会求函

数的单调区间。利用图形讲授极值的概念，求出函数的极值点是求函数极

值的关键。利用讲练结合的方式掌握函数最值的概念与求法，通过实例让

学生掌握解决实际问题中最优问题的思想。 

6.重点讲授“ 零比零”与“无穷比无穷”型的洛比达法则。 

7.结合图形讲清凹凸的判定定理，通过训练学会求拐点的方法。 

  

表 5  单元四 一元函数积分学及其应用 



单元名称 一元函数积分学及其应用 

知识目标 

1.理解不定积分、原函数、定积分的概念和性质 

2.了解原函数存在定理，掌握牛顿-莱布尼兹公式 

3.掌握直接积分法、换元积分法和分部积分法 

4.理解微元法，掌握定积分在几何中的应用—平面面积和旋转体体积 

5.了解定积分在物理中的应用 

能力目标 
1.会用直接积分法、换元积分法和分部积分法求不定积分和定积分 

2.能利用微元法求平面图形的面积和旋转体的体积 

教学重点、难点 积分方法、定积分在几何中的应用 

教学方法 讲授、图形、练习 

教学活动设计 

1.从计算实际问题不规则图形面积引入定积分的概念，结合图形讲清定积分

的一些基本性质，了解和式极限求定积分的方法。 

2.通过对求导数问题的逆向问题讨论，引入原函数、不定积分的概念。通过

例题理解并掌握不定积分的性质。以基本积分公式为基础，通过变量替换不

改变公式“结构”引入第一换元积分法（凑微分法）。 

3.通过例题、课堂练习让学生掌握用牛顿-莱布尼兹公式计算定积分的思想

方法。 

4.用例子引入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与分部积分法。 

5.通过例题引入微元法思想解决平面图形面积与旋转体体积的计算问题. 

  

表 6  单元五 常微分方程及其应用 

单元名称   常微分方程及其应用 

知识目标 

1.了解微分方程、阶、解、通解、特解、初始条件的概念 

2.掌握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的一般形式和分离变量法 

3.掌握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的一般形式和常数变易法 

4.了解二阶常系数线性齐次微分方程的一般形式和特征根法 

5.了解微分方程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 

能力目标 

1.会用分离变量法求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的解 

2.会用常数变易法求一阶线性非齐次微分方程的解 

3.会建立实际问题的微分方程并求解 

教学重点、难点 微分方程求解 



教学方法 讲授、练习、讨论 

教学活动设计 

1.在分离变量法教学中，要注意：①分离变量后取不定积分时要明确是取作

为积分变量；②分离变量法在变形中可能要失解；③在化简解的表达式时，

有时积分常数用 代替更为方便。 

2.注意讲清常数变易法的来源及通解公式的结构特征。 

3.通过案例（悬崖高度的测定模型、刑事侦查中死亡时间的鉴定模型、人口

增长模型、跳伞模型、长沙马王堆墓葬年代推算模型），加强微分方程建模

能力的培养，提高数学建模能力。 

  

表 7  单元六  多元函数微分学及其应用 

单元名称   多元函数微分学及其应用 

知识目标 

1.理解多元函数的概念和几何意义 

2.知道二元函数的极限和连续的判定 

3.理解偏导数、全微分的概念，掌握偏导数、高阶偏导数的计算方法 

4.了解多元函数极值的概念， 知道极值的必要条件，掌握极值的充分条件

和拉格朗日乘数法 

能力目标 

1.会求二元函数的定义域 

2.会求二元函数的偏导数 

3.会求多元函数的全微分 

4.会求二元函数的极值，并能利用拉格朗日乘数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最值 

教学重点、难点 偏导数、全微分、极值的计算 

教学方法 讲授、图形、练习 

教学活动设计 

1.通过实例介绍多元函数的概念，并对比一元函数，以二元函数定义区域

和图形为讲授重点。 

2．通过实例介绍二元函数偏导数的概念，讲清偏导数概念与计算的原则是

多元问题一元化。 

3.高阶偏导数以二阶偏导数为主，多元复合函数的偏导数宜从多元复合关

系图出发介绍链导法则，对多元复合函数求导法则的掌握应把重点放在分

析函数结构，弄清复合关系。 

4.多元函数极值以二元函数的极值为主，类比一元函数理解极值存在的必

要条件和充分条件，适当地结合实际问题，介绍无条件极值和条件极值的

优化方法。 

5.教学中适当增加多元函数优化模型实例，培养学生数学建模能力。 



  

表 8  单元七 数学建模简介 

单元名称   数学建模简介 

知识目标 
1.了解数学建模的概念 

2.了解数学建模的过程及步骤 

能力目标 能建立实际问题的数学模型 

教学重点、难点 建立数学模型 

教学方法 讲授、讨论 

教学活动设计 

由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展开，介绍数学建模和数学建模竞赛。通过具体

的实例（公平的席位分配问题、易拉罐的设计、输油管道的优化设计），介

绍数学建模的步骤和常用方法，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竞赛，锻炼自己。 

（二）实施方法 

为实现本课程的目标，体现本课程的基本理念，提倡多种教学形式，教师应

结合实际情况，创造性开展教学，在教学中总结经验，探索教学规律。 

1.用“案例教学法”引入数学概念 

在微积分的教学过程中，对于极限、导数、微分、不定积分、定积分、微分

方程、向量、偏导数、全微分、级数、极值与最值等重要数学概念都通过不同实

例引入，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为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解决类似的实

际问题奠定基础。 

2. 用“问题驱动法”展开教学内容 

在微积分的教学过程中，用问题驱动法逐步展开教学内容，问题一环扣一环，

便于启发式教学原则的实现，充分调动学生听课的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3. 用“讨论法”展开习题课的教学 

在习题课的教学过程中，提出问题，并引导大家讨论问题，不但可以达到释

难解疑的目的，而且还能培养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4.用“对比法”引入新的数学概念与运算 

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适时采用对比法引入新的数学概念与运算。这样，有

利于学生消化吸收新的数学概念与运算，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5.适时地利用直观性教学原则处理抽象的数学概念 



直观性教学法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数学概念，还帮助学生记忆，培养学生形

象思维能力。 

六、课程考核 

本课程关注学生平时的学习，注重过程监控与期末考核结合对学生评价。 

肯定性评价：对学生的闪光点，及时地给予鼓励，加以肯定，帮助学生认识

自我，建立自信。 

形成性评价：考核由平时成绩、期末考试成绩组成，具体如下： 

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课后作业，占总成绩的 40%。 

期末考试：本课程由学院统一命题，采取闭卷考试，满分 100分，考试时间

120分钟，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60%。 

七、课程实施条件 

（一）师资队伍要求 

本课程的教学队伍主要以专任、校内兼任为主，少量聘请水平较高的教师兼

职，使课程授课教师与学生的人数比例保持为 1:90。教学团队的学历结构合理，

知识结构优化、年龄结构合理，形成传、帮、带梯队，是一支学历层次高，教育

理论扎实，教风严谨，结构合理的优秀教学团队。 

（二）教学场所要求 

主要授课场所为普通教室和多媒体教室。 

八、课程资源 

（一）教材编写情况 

教研室编写教材《高等数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ISBN 978-7-5602-6300-7 

（二）课程资源 

推荐教材 

教材名称 主编（著）姓名 出版社名称 出版日期 

高等数学（工科类） 湖南教科所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8 

推荐参考书 

参考书名称 主编（著）姓名 出版社名称 出版日期 

高等数学（同济版） 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7 

数学分析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6 

高等数学（理工科

用） 

方晓华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8 

高等数学（文科用） 刘立德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8 

1．常规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可开发并应用一些直观且形象的幻灯片、

录像片等，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促进学生理解、接受课程知识和

基本运算技能训练。 



2．教师通过教学软件以及多媒体设备等进行教学，申请数学实验室建设的

工作，力争做到教师和学生应每人拥有一台计算机，通过教师机可以看到学生机

的操作内容（学生演示、屏幕监视等），可以更好地掌握学生的情况。 

3．充分运用网络课程资源。可以利用现有的精品课程网站、多媒体课件、

电子期刊、数学图书馆、各大网站等网络资源，使教学内容从单一走向多元，使

学生的知识和能力的拓展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