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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分析习题课讲义（上册）》

前言

数学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素质教育，学习数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学到一些数学的概念、公式和结论，
更重要的，是要了解数学的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真正掌握数学这门学科的精髓，只有这样，所学的
数学知识才不致沦为一堆僵死的教条，变得似乎毫无作用，相反，能做到触类旁通，在现实世界中提
出的种种问题面前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威力，终生受用不尽。要做到这一点，单靠教师把课讲好是远远
不够的，只有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使他们自觉地接受经常、充分而又严格的数学训练
，才能使他们真正走近数学，取得切身的体会，从而加深对数学的理解，这些数学训练的内容，在大
学学习阶段，包括复习课文、做习题、阅读参考书、相互切磋、讨论班报告以及参加与数学有关的实
践活动等等，其中，在认真复习的基础上做好习题，是和课堂教学联系最直接与紧密、同时也最利于
经常实施和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的数学训练，多讲不如多练，对数学这样一门注重思考的学科，情况
更是如此，老师讲课再好，多媒体等先进教学手段用得再五彩纷呈，也代替不了学生自己的思考和领
悟，只有通过严格的训练，使学生手脑并用，才能启迪心智，推动思维，使认识不断深入。由于解题
在训练数学思维方面的极端重要性，更由于对学生的解题（至少在初期阶段）必须进行必要的指引，
长期以来，对一些大学基础数学课程都开设了相应的习题课，并安排老师精心指导，实践证明，这对
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是一个颇有成效的培养方式，然而也毋庸讳言，近些年来这一个重要的教学环节
在一部分学校中却有明显削弱的趋势：老师布置的习题在数量及质量两方面都降低了要求；老师批改
作业只是象征性的，有的甚至干脆不改，简单地公布一个标准答案了事；习题课不少已名存实亡，有
的干脆已经取消；极个别的学校甚至将数学课程的考试也采用了TOEFL考试的方式等等，这样做的结
果，在硕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中也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出来：有些平时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
甚至一些免试直升的优等生，对一些基本概念和重要基础理论的似是而非的回答，对一些基本运算的
生疏和迟疑，往往使主考老师大失所望，更使他们本人入学后的深造面临重重的困难，所有这些，不
能不使众多的有识之士深表忧虑和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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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学分析习题课讲义(上册)》是教育部“国家理科基地创建名牌课程项目”的研究成果，其目的是
为数学分析的习题课教学提供一套具有创新特色的教材和参考书。《数学分析习题课讲义(上册)》以
编著者们近20年来在数学分析及其习题课方面的教学经验为基础，吸取了国内外多种教材和研究性论
著中的大量成果，非常注意经典教学内容中的思想、方法和技巧的开拓和延伸，在例题的讲解中强调
启发式和逐步深入，在习题的选取中致力于对传统内容的更新、补充与层次化。
《数学分析习题课讲义(上册)》分上下两册出版。上册内容为极限理论和一元微积分，下册内容为无
穷级数和多元微积分。
《数学分析习题课讲义(上册)》可作为高等院校理工科教师和学生在数学分析习题课方面的教材或参
考书，也可以作为研究生入学考试和其他人员的数学分析辅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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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一章只是一些准备工作。读者可先浏览一下，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使用。在51.1 节中对于
如何上习题课提出一些建议。在§1.2 节中列出了本书中的常用记号。在51.3 节中介绍几个常用的初等
不等式，供自学。根据我们的经验，在学期开始时如能关于初等不等式组织一次课外讲座是很合适的
。就初学者而言，化点力气学好这一节（包括练习题）对今后大有好处。这不仅因为其中的平均值不
等式、三点不等式和cauchy不等式是以后的常用工具，而且还可以通过这些不等式的证明熟悉所用的
方法。§1。4节的对偶法则很重要，也可自学。除第二章外，本书不提供具体的习题课教案。附有教
案的参考书已有很多，例如[13，58，62，66]等。我们认为担任习题课的教师应当根据所用的具体教
材、大课内容和学生的动态情况来写出自己的习题课教案。与主讲教师所上的大课相比，这里有更为
广阔的天地可以发挥教师的创造性。我们在下面先提出一些原则性的建议供参考，然后从第二章起，
于每章的最后一节提出学习要点和对习题课的建议，并附有一定难度的若干参考题供选择使用。注意
：较难的参考题，特别是第二组参考题，可供学有余力的学生或考研使用，对习题课则不尽合适。在
讨论习题课的内容之前，需要强调指出：上习题课的教师必须自己动手解题和选题。随随便便从一本
书上抄个题，不明白它的来龙去脉，就拿来作为习题课上的例题或练习题，这不是对学生负责的做法
，效果也一定不会好。一旦出了问题，就会砸锅，使自己下不了台。以其昏昏，怎能使人昭昭？写教
案的另一个依据则是掌握学生不断变化的具体情况，特别是作业批改中出现的活材料。教师认真批改
作业和思考其中出现的问题是上好习题课的必要条件。对于学习中出现的情况是不可能举尽的，完全
要靠教师的辛勤劳动和对教学内容的把握来作出正确的处理。“教无常法’在这里是非常合适的。一
、课堂提问与讨论这方面可以参考本书中为部分章节安排的思考题。但往往最好的材料来自习题批改
和学习中出现的具体情况。要从一开始引导学生学习数学的思维方式。例如，对于所提出的问题，若
回答“一定”，则要求能给出证明；若回答“不一定”，则要求会举出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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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学分析习题课讲义(上册)》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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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虽然是习题书，但并不只是罗列题目，很多典型问题的讨论很细致
2、很难⋯⋯
3、书很好，很多题都有启发性
4、真心是良心之作。
5、目前为止见过最nb的数分，表示没看过pma
6、在数学分析的书中算是小众的 但绝对高质量 不论是前面的讲解还是后面的习题 有一定的连贯性
7、被虐的死去活来
8、现今最佳的数分辅读
9、谢老师的习题课教材
10、还是不错的习题册，随便做了一些题
11、感觉有点难！
12、很好的书，证明有意思
13、适合我的书，有探究性，能打好基础
14、这本习题做完数分就哦了！
15、业界良心！看完就不觉得玄乎了，比单纯罗列一堆习题的习题书强太多。
16、很好的习题课讲义书
17、数分中认真想过的问题这里几乎都有
18、暑假隔热垫之一
19、这本书上还是有会做得题的
20、大一时学高数的时候学校图书馆能找到的最佳参考书
21、一本可以让人终于不在怀疑自己的智商的书，因为读过之后就不在对自己的智商有不切实际的幻
想了。
22、还在读<数学分析>的时候看过, 挺不错的, 真用心的.
23、latex排版 好评
24、很不错~很有助于理解数分
25、不错
26、做不来，刚开始学，好好干～
27、有种相见甚晚的赶脚
28、同类最好
29、很好的书，要多翻阅才有收获
30、当年做了里面一道题 第二天就考到了。。。
31、一套谢惠民足以
32、去年
33、不完全是习题集
34、没答案 气人。。。不过应付考试还是好东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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