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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号：M10851 

《高等数学 A（1）》课程教学质量标准 

32 学时（课内学时）  学分：2 

8 学时（课外学时） 

《高等数学 A1》课程是高等院校中的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是我校重要的专业大类基础

必修课程，适用于全校理工类及管理类各本科专业，其先修课程是初等数学的基本内容。该课程

主要讲述函数、极限和连续、导数及微分、微分中值定理、洛必达法则等高等数学的基本内容。

该课程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通过此课程的各个教学环节，

培养学生具有抽象概括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及自主学习能力，特别是具有比较熟

练的运算能力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及数学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以及实践创新的综

合能力。 

一、课程目标 

教学总目标：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获得函数、极限和连续、导数与微分、微分中值定理、洛必达法

则等基本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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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课程思政融入课程教学，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1： 

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应掌握数列及函数的极限、函数的连续及间断、连续函数在闭区间上

的性质、导数及微分、微分中值定理、洛必达法则的概念、计算及应用等数学知识和方法。（支

撑本专业毕业要求“专业知识与能力”） 

教学目标 2： 

培养学生数学运算求解能力、抽象思维、逻辑推理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学生应用数学

知识学习后续课程、专业知识、专门技术等的能力。培养学生具有建立实际问题的数学模型的能

力，并利用数学的方法完成必要的计算、分析和判断的能力。（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专业知识

与能力”） 

教学目标 3： 

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实践动手能力。（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专业

知识与能力”） 

教学目标 4： 

通过结合将课程思政融入课程教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学生灵活、抽象、猜想、

活跃的数学思维，逐步形成数学意识，让数学这一工具进入到学生的生活实践。培养学生理论联

系实际、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融为一体；培养学生的科学精

神、科学品位、科学道德、科学思维；增强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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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内容、要求及学时分配 

本课程主要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及学时分配情况见下表。 

1．主要教学内容 

序号 章节 内容及要求 学时 课程思政教学点 备注 

1 
第 1 章 

函数与极限 

1、理解函数概念，能准确地阐述函数的定义，熟练

掌握函数值的计算，能列出简单实际问题中的函数

关系（包括分段函数）； 

2、了解极限的 定义，了解函数的左、

右极限及其与函数极限的区别和关系； 

3、掌握极限运算的四则运算法则及无穷小的比较，

了解两个极限存在准则，会用两个重要极限求极

限； 

4、理解函数连续的概念，会判断间断点的类型； 

5、了解初等函数的连续性，掌握在闭区间上连续函

数的性质，并会用性质解决一些方程求根等问题。 

12 

任课教师结合教学实际

展开课程思政，将课程

思政融入教学内容。如

我国古代极限思想的提

出，培养学生的家国情

怀和文化自信。 

习题

课 2

学时 

2 
第 2 章 

导数与微分 

1、理解导数的概念，掌握导数的几何、物理意义。

了解函数的可导性与连续性的关系； 

2、能熟练地求初等函数的一阶、二阶导数及简单函

数的 阶导数； 

3、掌握反函数、复合函数、隐函数、参数方程及分

段函数求导方法； 

4、理解微分的概念，熟练掌握微分的运算法则（包

括微分形式不变性）。 

12 

任课教师结合教学实际

展开课程思政，将课程

思政融入教学内容。如

无穷小概念的发展，微

积分学的发展简史，牛

顿的故事。极限的过

程，水滴石穿，锲而不

舍的精神。 

习题

课 2

学时 

3 

第 3 章 

微分中值定理

与导数的应用 

1、掌握微分中值定理； 

2、掌握洛必达法则。 
6 

数学家拉格朗日的故

事。让学生学习刻苦努

力钻研的精神。 

习题

课 2

学时 

4 课程总结 

对本课程教学内容进行总结，通过典型例题使学生

进一步理解和掌握本课程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

本数学方法及其应用。 

2   

合计   32   

2．课外学时教学安排 

序号 章节 内容及要求 学时 课程思政教学点 备注 

1 
第 1 章 

第一节 

1、学习“映射与函数”视频； 

2、学习“第一章典型题目”视频。 
4 

学习数学如同登山

一样，既要步步登

高，循序渐进。 

任课教师组织开展

形式多样的自主学

习环节的教学活

动。 2 

第 2 章 

“相关变化率” 

“微分的近似计算” 

1、学习“相关变化率” 视频； 

2、学习“微分的近似计算”视频； 

3、学习“第二章典型题目”视频。 

4 

合计   8   

三、师资队伍 

高等数学课程实行课程负责人制，由课程负责人全面负责本课程的教学活动及课程建设等工

作。课程负责人应由长期承担高等数学课程教学任务、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授或副教授担任。 

课程主讲教师为高等数学校优秀教学团队成员、以及长期承担高等数学课程具有丰富的教学

经验的教师和具有博士学位的优秀青年教师。 

 −−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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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材及教学参考 

1．主体教材 

《高等数学》，同济大学数学教研室编，第七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2．教学参考 

[1]《高等数学》，张兴永等编，第二版，煤炭工业出版社，2014。 

[2]《高等数学习题全解指南》，同济大学数学教研室编，第七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3]《高等数学学习指南》，杨宏晨等编，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9。 

[4]《高等数学试题与解答》，中国矿业大学教学团队编。 

3．网络学习资源 

[1] 网络资源：中国矿业大学《高等数学》网络视频共享课程。 

[2] 中国矿业大学《高等数学》课程教学网站。 

五、教学组织 

1．教学构思与教学设计 

为实现课程的培养目标，体现本课程的教学特点，采用启发性、探究性、导向性学习，体现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育理念。教师应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教学设计。教师利

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开展教学活动，引导学生创造性的学习，鼓励学生线上线下研讨，促进学生

自我学习能力和创造性思维的发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 

2．教学方法 

1）根据教学内容及授课对象，详细制定并认真执行课程的教学日历。 

2）任课教师应深入钻研课程的教学内容、课程的基本要求和教材，认真备课，根据实际需

要和学生提出的实际问题进行创新性教学。 

3）课堂教学教师应做到理论阐述准确，概念清晰，条理分明，逻辑性强；重点突出，难点

分散；注意激发学生积极思考，融会贯通所学知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教师注意本课程教学内容与中学初等数学的衔接，针对本课程是基础理论课程的特点，以

讲授为主，加强习题课、讨论课教学，通过典型例题加深学生对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4）教学团队定期举行教学法活动，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研讨，进行示范教学活动，

集体备课，交流教学经验。 

5）教学团队制定教师互相听课制度，交流教学经验，特别是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 

3．教学服务 

1）授课教师除了组织课堂教学外，还要进行课外的指导与讨论，任课教师要参加为学生安

排的辅导答疑活动，包括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在线辅导答疑。 

2）加强对学生作业环节的管理，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原则上要求学生一周交一次作业，

教师批改作业量不少于作业总量的三分之一。对于作业要求做到理由充分、步骤完整、逻辑严谨、

结果正确。 

3）实现学生学习自主化、师生交流互动多样化。任课教师通过组织学生开展“师生教学沙龙”、

“课内+课外研讨”、“线上+线下辅导”等形式多样的自主学习环节的教学活动，实现“课内+课外”、



 

213 

“线上+线下”的教学形式的有机衔接。 

4）深入推行启发式研讨、线下和线上翻转课堂等新形态教学方法，通过师生角色互换，实

现“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的转换。 

六、课程考核 

采用过程性考核（30%）与结果性考核（70%）相结合的形式。 

1．过程性考核（30%） 

过程性考核成绩包括包括学生自主学习情况、出勤情况、作业情况、课堂表现情况、实验及

实验报告完成情况等 

2．结果性考核（70%） 

课程结课考试为闭卷考试。 

七、说明 

1. 本课程标准适用中国矿业大学 2020 级及以后入学各理工科和经管类等专业学生。课程标

准的变更需由课程负责人提出申请，报学校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审批。本课程标准由承担此课

程的主讲教师负责执行。 

2. 本课程以中学数学为基础，是其他工科等专业课程的基础，要求学生掌握好此课程的基

本理论和知识；学生除了课堂学习外，要积极进行自主学习，以更好的掌握此课程的教学内容。 

 

制定者：董红昌 

审定者：祁永强 

批准者：张慧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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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号：M10852 

《高等数学 A（2）》课程教学质量标准 

48 学时（课内学时）  3 学分 

16 学时（课外学时） 

《高等数学 A（2）》课程是高等院校中的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是我校重要的专业大类

基础必修课程，适用于全校理工类及管理类各本科专业；其先修课程是中学初等数学及《高等数

学 A（1）》课程的基本内容。该课程主要讲述微分中值定理及导数的应用、不定积分、定积分、

定积分的应用等高等数学的基本内容，该课程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广泛

的应用性。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获得微分中值定理及导数的应用、不定积分、定积分及其

应用的基本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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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此课程的各个教学环节及高等数学实验，培养学生具有抽象概括能力、逻辑推

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及自主学习能力，特别是具有比较熟练的运算能力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及

数学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以及实践创新的综合能力。 

一、课程目标 

教学总目标：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微分中值定理及其应用、导数的应用、不定积分和定积分概

念及其计算、定积分的应用等基本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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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课程思政融入课程教学，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教学目标。 

教学分目标： 

教学目标 1： 

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应掌握微分中值定理及其应用、导数的应用、不定积分和定积分概念

及其计算、定积分的应用等数学知识和方法。（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专业知识与能力”） 

教学目标 2： 

培养学生数学运算求解能力、抽象思维、逻辑推理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学生应用数学

知识学习后续课程、专业知识、专门技术等的能力。培养学生具有建立实际问题的数学模型的能

力，并利用数学的方法完成必要的计算、分析和判断的能力。（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专业知识

与能力”） 

教学目标 3： 

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实践动手能力。（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专业

知识与能力”） 

教学目标 4： 

通过结合将课程思政融入课程教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学生灵活、抽象、猜想、

活跃的数学思维，逐步形成数学意识，让数学这一工具进入到学生的生活实践。培养学生理论联

系实际、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融为一体；培养学生的科学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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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科学品位、科学道德、科学思维；增强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 

二、课程内容、要求及学时分配 

1. 主要教学内容 

序号 章节 内容及要求 学时 课程思政教学点 备注 

1 

第 3 章 

中值定理

与导数的

应用 

1、理解函数的单调性、极值与最值、凹凸性及拐点，

掌握及其应用； 

2、知道曲率及曲率半径的概念并会计算； 

3、会求曲线的渐近线方程，会描绘函数的图形。 

12 

任课教师结合教学实

际展开课程思政，如

函数极值与人生曲线

的关系，从容面对生

活中的波折和荣耀。 

习题课

2 学时 

2 
第 4 章 

不定积分 

1、理解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熟悉它们的性质； 

2、熟练掌握不定积分的基本公式； 

3、熟练掌握不定积分的第一类与第二类换元积分法； 

4、熟练掌握不定积分的分部积分法； 

5、掌握较简单的有理函数及三角有理函数的积分； 

6、会求较简单无理函数的积分。 

12 

任课教师结合教学实

际展开课程思政，将

课程思政融入教学内

容。 

习题课

2 学时 

3 
第 5 章 

定积分 

1、理解定积分概念，熟悉定积分性质及积分中值定

理； 

2、理解变限积分求导概念，会求变限积分导数； 

3、掌握牛顿-莱布尼兹公式。熟练掌握定积分的换元积

分法与分部积分法； 

4、了解广义积分的概念并会计算广义积分。 

12 

任课教师结合教学实

际展开课程思政，如

根据牛顿-莱布尼兹公

式阐述从不同角度看

待问题之间的辩证关

系。 

习题课

2 学时 

4 

第 6 章 

定积分的

应用 

1、理解定积分的元素法； 

2、掌握定积分在几何（面积、体积、弧长）上的应

用； 

3、掌握定积分在物理（功、水压力、引力）上的应

用。 

10 

元素法化整为零的思

想与积少成多、聚沙

成塔之间关系。 

实验 2

学时 

5 课程总结 

对本课程教学内容进行总结，通过典型例题使学生进一

步理解和掌握本课程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数学方

法及其应用。 

2   

 合  计  48   

2．课外学时教学安排 

序号 章节 内容及要求 学时 课程思政教学点 备注 

1 第 3 章第 7 节 
1、学习“曲率”视频； 

2、学习“第三章典型题目”视频。 
6 

学习数学如同登

山一样，既要步

步登高，循序渐

进。 

任课教师组织学生

开展形式多样的自

主学习环节的教学

活动 

2 第 5 章第 4 节 
1、学习“反常积分”视频； 

2、学习“第五章典型题目”视频。 
6 

3 第 6 章第 3 节 
1、学习“定积分在物理上的应用”视频； 

2、学习“第六章典型题目”视频。 
4 

合计   16   

3．实验安排内容 

为了加强课程教学的实践环节，培养学生提高应用数学知识、计算机软件解决实际问题的综

合实践能力，将一元函数微积分的教学内容及其应用与计算机软件应用相结合融入实验中，提高

学生应用一元函数微积分及数学软件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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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名称 内容及要求 学时 

1 高等数学实验 1 

1、利用 MATLAB 软件求方程的根、极限、导数、一元函数的极值及定积分； 

2、利用 MATLAB 软件解决一元函数微积分的应用题； 

3、学生解决所给的实验问题并提交实验报告。 

2 

合  计  2 

三、师资队伍 

高等数学课程实行课程负责人制，由课程负责人全面负责本课程的教学及课程建设等工作，

课程负责人应由长期承担高等数学课程教学任务、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授或副教授担任。 

课程主讲教师为高等数学校优秀教学团队成员、以及长期承担高等数学课程具有丰富的教学

经验的教师和具有博士学位的优秀青年教师。 

四、教材及教学参考 

1．主体教材 

《高等数学》，同济大学数学教研室编，第七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2．教学参考 

[1]《高等数学》，张兴永等编，第二版，煤炭工业出版社，2014。 

[2]《高等数学习题全解指南》，同济大学数学教研室编，第七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3]《高等数学学习指南》，杨宏晨等编，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9。 

[4]《高等数学试题与解答》，中国矿业大学教学团队编。 

3．网络学习资源 

[1] 网络资源：中国矿业大学《高等数学》网络视频共享课程。 

[2] 中国矿业大学《高等数学》课程教学网站。 

五、教学组织 

1．教学构思与教学设计 

为实现课程的培养目标，体现本课程的教学特点，采用启发性、探究性、导向性学习，体现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育理念。教师应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教学设计。教师利

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开展教学活动，引导学生创造性的学习，鼓励学生线上线下研讨，促进学生

自我学习能力和创造性思维的发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 

2．教学方法 

1）根据教学内容及授课对象，详细制定并认真执行课程的教学日历。 

2）任课教师应深入钻研课程的教学内容、课程的基本要求和教材，认真备课，根据实际需

要和学生提出的实际问题进行创新性教学。 

3）课堂教学教师应做到理论阐述准确，概念清晰，条理分明，逻辑性强；重点突出，难点

分散；注意激发学生积极思考，融会贯通所学知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教师注意本课程教学内容与中学初等数学的衔接，针对本课程是基础理论课程的特点，以

讲授为主，加强习题课、讨论课教学，通过典型例题加深学生对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4）教学团队定期举行教学法活动，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研讨，进行示范教学活动，

集体备课，交流教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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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学团队制定教师互相听课制度，交流教学经验，特别是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 

3．教学服务 

1）授课教师除了组织课堂教学外，还要进行课外的指导与讨论，任课教师要参加为学生安

排的辅导答疑活动，包括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在线辅导答疑。 

2）加强对学生作业环节的管理，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原则上要求学生一周交一次作业，

教师批改作业量不少于作业总量的三分之一。对于作业要求做到理由充分、步骤完整、逻辑严谨、

结果正确。 

3）实现学生学习自主化、师生交流互动多样化。任课教师通过组织学生开展“师生教学沙龙”、

“课内+课外研讨”、“线上+线下辅导”等形式多样的自主学习环节的教学活动，实现“课内+课外”、

“线上+线下”的教学形式的有机衔接。 

4）深入推行启发式研讨、线下和线上翻转课堂等新形态教学方法，通过师生角色互换，实

现“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的转换。 

六、课程考核 

采用过程性考核（30%）与结果性考核（70%）相结合的形式。 

1．过程性考核（30%） 

过程性考核成绩包括包括学生自主学习情况、出勤情况、作业情况、课堂表现情况、实验及

实验报告完成情况等 

2．结果性考核（70%） 

课程结课考试为闭卷考试。 

七、说明 

1. 本课程标准适用中国矿业大学 2020 级及以后入学各理工科和经管类等专业学生。课程标

准的变更需由课程负责人提出申请，报学校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审批。本课程标准由承担此课

程的主讲教师负责执行。 

2. 本课程以中学数学为基础，是其他工科等专业课程的基础，要求学生掌握好此课程的基

本理论和知识；学生除了课堂学习外，要积极进行自主学习，以更好的掌握此课程的教学内容。 

 

制定者：董红昌 

审定者：祁永强 

批准者：张慧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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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号：M10853 

《高等数学 A（3）》课程教学质量标准 

48 学时（课内学时）  3 学分 

16 学时（课外学时） 

《高等数学 A（3）》课程是高等院校中的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是我校重要的专业大类

基础必修课程，适用于全校理工类及管理类各本科专业；其先修课程是中学初等数学、《高等数

学 A（1）》、《高等数学 A（2）》的基本内容；适用于全校理工类及管理类各本科专业。该课

程主要讲述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多元函数的微分学、重积分及其应用等高等数学的基本内

容，该课程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广泛的应用性。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获得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多元函数的微分学、二重积分与三重积分的基本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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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此课

程的各个教学环节，培养学生具有抽象概括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及自学能力，特

别是具有比较熟练的运算能力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及数学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一、课程目标 

教学总目标：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获得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多元函数的微分学、重积分及其

应用等基本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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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课程思政融入课程教学，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1： 

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应掌握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多元函数的微分学、重积分及其应

用等数学知识和方法。（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专业知识与能力”） 

教学目标 2： 

培养学生数学运算求解能力、抽象思维、逻辑推理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学生应用数学

知识学习后续课程、专业知识、专门技术等的能力。培养学生具有建立实际问题的数学模型的能

力，并利用数学的方法完成必要的计算、分析和判断的能力。（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专业知识

与能力”） 

教学目标 3： 

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实践动手能力。（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专业

知识与能力”） 

教学目标 4： 

通过结合将课程思政融入课程教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学生灵活、抽象、猜想、

活跃的数学思维，逐步形成数学意识，让数学这一工具进入到学生的生活实践。培养学生理论联

系实际、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融为一体；培养学生的科学精

神、科学品位、科学道德、科学思维；增强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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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感。 

二、课程内容、要求及学时分配 

本课程主要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及学时分配情况见下表。 

1．主要教学内容 

序号 章节 内容及要求 学时 课程思政教学点 备注 

1 

第八章 

空间解析

几何与向

量代数 

1、理解空间直角坐标系、向量的概念及其表示； 

2、掌握向量的运算及向量的数量积和向量积； 

3、掌握平面方程和直线方程及其求法； 

4、理解空间曲面、曲线方程的概念； 

5、掌握球面、锥面、旋转抛物面、柱面方程及图形； 

6、会求平面曲线绕坐标轴旋转的曲面方程及空间曲线在

坐标面上的投影； 

7、知道常用二次曲面的方程及其图形。 

14 

通过介绍单叶双曲

面、抛物双曲面、

抛物双曲面等生活

中的实例，培养学

生运用数学知识分

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习题课 

2 学时 

2 

第九章 

多元函数

微分法及

其应用 

1、理解多元函数的概念，知道二元函数的极限、连续等

概念及有界闭域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2、理解偏导数的概念，并能熟练地求函数的偏导数；理

解全微分的概念，了解全微分存在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

件； 

3、熟练掌握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并掌握求二阶偏导数

的方法；了解方向导数及梯度； 

4、会求曲线的切线和法平面及曲面的切平面与法线方

程； 

5、理解多元函数极值的概念，会求多元函数的极值，会

解一些简单的最大、最小值的应用题； 

6、了解条件极值的概念，会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求条件极

值。 

18 

引入北宋大文豪苏

东坡的诗句：“横

看成岭侧成峰，远

近高低各不

同。”，感悟观察

事物的视角不同，

结论相异。引导学

生在现实生活中也

要学会换位思考，

体谅和理解他人。 

习题课

2 学时 

3 
第十章 

重积分 

1、理解二重积分与三重积分的概念，知道它们的性质；

熟练掌握二重积分的计算方法； 

2、掌握三重积分的计算法； 

3、会应用重积分解决几何和物理上一些实际问题。 

14 

将微分和积分的对

立统一规律润物细

无声地融入到知识

点的讲授中。 

习题课

2 学时 

4 课程总结 

对本课程教学内容进行总结，通过典型例题使学生进一

步理解和掌握本课程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数学方

法及应用 

2   

合计   48   

2．课外学时教学安排 

序号 章节 内容及要求 学时 课程思政教学点 备注 

1 
第八章 

“向量及其线性运算” 

1、学习“向量及其线性运算”视频； 

2、学习“重积分的应用”视频。 
6 数学的思维方式寓于

数学内容之中。提高

数学知识水平必须把

学习数学知识和应用

数学结合起来。 

任课教师组

织学生开展

形式多样的

自主学习环

节的教学活

动。 

2 
第十章 

“重积分的应用” 

1、学习“第八章经典习题选讲” 视频； 

2、学习“第九章经典习题选讲”视频； 

3、学习“第十章经典习题选讲”视频。 

10 

合计   16   

三、师资队伍 

高等数学课程实行课程负责人制，由课程负责人全面负责本课程的教学活动及课程建设等工

作。课程负责人应由长期承担高等数学课程教学任务、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授或副教授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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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主讲教师为高等数学校优秀教学团队成员、以及长期承担高等数学课程具有丰富的教学

经验的教师和具有博士学位的优秀青年教师。 

四、教材及教学参考 

1．主体教材 

《高等数学》，同济大学数学教研室编，第七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2．教学参考 

[1]《高等数学》，张兴永等编，第二版，煤炭工业出版社，2014。 

[2]《高等数学习题全解指南》，同济大学数学教研室编，第七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3]《高等数学学习指南》，杨宏晨等编，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9。 

[4]《高等数学试题与解答》，中国矿业大学教学团队编。 

3. 网络学习资源 

[1] 网络资源：中国矿业大学《高等数学》网络视频共享课程。 

[2] 中国矿业大学《高等数学》课程教学网站。 

五、教学组织 

1．教学构思与教学设计 

为实现课程的培养目标，体现本课程的教学特点，采用启发性、探究性、导向性学习，体现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育理念。教师应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教学设计。教师利

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开展教学活动，引导学生创造性的学习，鼓励学生线上线下研讨，促进学生

自我学习能力和创造性思维的发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 

2．教学方法 

1）根据教学内容及授课对象，详细制定并认真执行课程的教学日历。 

2）任课教师应深入钻研课程的教学内容、课程的基本要求和教材，认真备课，根据实际需

要和学生提出的实际问题进行创新性教学。 

3）课堂教学教师应做到理论阐述准确，概念清晰，条理分明，逻辑性强；重点突出，难点

分散；注意激发学生积极思考，融会贯通所学知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教师注意本课程教学内容与中学初等数学的衔接，针对本课程是基础理论课程的特点，以

讲授为主，加强习题课、讨论课教学，通过典型例题加深学生对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4）教学团队定期举行教学法活动，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研讨，进行示范教学活动，

集体备课，交流教学经验。 

5）教学团队制定教师互相听课制度，交流教学经验，特别是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 

3．教学服务 

1）授课教师除了组织课堂教学外，还要进行课外的指导与讨论，任课教师要参加为学生安

排的辅导答疑活动，包括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在线辅导答疑。 

2）加强对学生作业环节的管理，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原则上要求学生一周交一次作业，

教师批改作业量不少于作业总量的三分之一。对于作业要求做到理由充分、步骤完整、逻辑严谨、

结果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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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现学生学习自主化、师生交流互动多样化。任课教师通过组织学生开展“师生教学沙龙”、

“课内+课外研讨”、“线上+线下辅导”等形式多样的自主学习环节的教学活动，实现“课内+课外”、

“线上+线下”的教学形式的有机衔接。 

4）深入推行启发式研讨、线下和线上翻转课堂等新形态教学方法，通过师生角色互换，实

现“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的转换。 

六、课程考核 

采用过程性考核（30%）与结果性考核（70%）相结合的形式。 

1．过程性考核（30%） 

过程性考核成绩包括包括学生自主学习情况、出勤情况、作业情况、课堂表现情况、实验及

实验报告完成情况等 

2．结果性考核（70%） 

课程结课考试为闭卷考试。 

七、说明 

1. 本课程标准适用中国矿业大学 2020 级及以后入学各理工科和经管类等专业学生。课程标

准的变更需由课程负责人提出申请，报学校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审批。本课程标准由承担此课

程的主讲教师负责执行。 

2. 本课程以中学数学为基础，是其他工科等专业课程的基础，要求学生掌握好此课程的基

本理论和知识；学生除了课堂学习外，要积极进行自主学习，以更好的掌握此课程的教学内容。 

 

制定者：王志俊 

审定者：祁永强 

批准者：张慧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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