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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理工科、经管类学

生必修的一门基础课程。这门课程的教学方式往往

重视逻辑推理的严密性与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忽略

了数学理论与现实生活联系的密切性，经常使得教

学内容趋于理论化、抽象化与系统化，而忽视了理论

的可操作性、可应用性，结果很多学生对高等数学学

习产生了错觉，产生了畏惧感，误认为高等数学是一

门与实际联系无关的、抽象难懂的课程，殊不知高等

数学已广泛应用于理学、工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各

个领域。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将高等数学

理论与应用实际联系起来，通过教学案例来展现数

学理论的精髓与应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

生的应用和创造能力、提高教学质量。

1 在高等数学教学中案例教学法的重要性
所谓案例教学法，就是将应用案例作为教学材

料,结合教学理论内容,通过对案例进行合理的讨

论、分析和推导，从而引出数学理论知识，让学生掌

握到解决案例相关的数学概念、理论和方法,从而培

养学生应用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相比于传统的

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有如下几大的优势:

（1）案例教学可以把抽象的数学概念、数学理

论具体化，通过对案例的提出、解决，学生可以清楚

地掌握到这些数学概念、理论的真正含义与应用。

（2）案例教学在课堂中提供了一种数学的教学

情景,让学生在特定的案例环境中对问题进行认真地

思考、分析、归纳与决策，把握问题的关键所在, 进一

步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案例教学可以改变学生认为的数学教学其

实是纸上谈兵的错觉，拉近了课堂教学与现实实际

联系的距离。

（4）案例教学法能够拓宽学生的思路，调动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求知欲，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和数学应用意识。

由此可见，在高等数学教学中案例教学法具有

切实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在教学过程中应加以重视

和应用。

2 经济领域中的几个案例分析
案例1 最优化的产出水平问题

多元函数极值、最值的理论与方法是高等数学

非常重要的理论知识之一，而多元函数偏导数计算

又是一种重要的数学方法，在经济领域中偏导数又

有相应的经济意义，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结合经济方

面的最优化问题加深学生对这两方面知识的理解

与应用。

假设某厂生产两种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两种

产品的产量q1和q2是不相关的，但两种产品在生产

技术上又是相关的。这样，不仅总成本C是产量q1

和q2的函数C=C（q1，q2），而且两种产品的边际成本

（分别用MC1、MC2表示）也是q1和q2的函数：

，

经济学中一般总认为产出水平与销售水平是

一致的，所以总收益R也是q1和q2的函数R=R（q1，

q2）。现在问如何确定每种产品的产量，可使厂商获

得最大的利润？

分析：厂商的利润函数是L（q1，q2）=R（q1，q2）-C

（q1，q2）

由极值存在的必要条件

可得 （*）

（其中 是边际收益）

由（*）式可知：当每种产品的产量达到能使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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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恰好相等时，厂商可获得最大利

润。

例1：某工厂生产两种产品，这两种产品的总成

本函数为C（q1，q2）=q1
2+2q1q2+q2

2+5，需求函数分别为

q1=26-P1， ，试问这两种产品的产量分别

是多少，可使该工厂获得最大利润？

解：由q1=26-P1， 可知两种产品的价

格分别为 P1=26-q1，P2=40-4q2，则总收益函数为 R

（q1，q2）=P1q1+P2q2=26q1+40q2-q1
2-4q2

2

根据（*）式，有

解得：q1=5，q2=3

可以验证此组解满足极值存在的充分条件，因

此，当两种产品的产量分别为5和3时，工厂可获最

大利润，最大利润为Lmax=L（5，3）=R（5，3）-C（5，3）=

120

现在假设某厂商经营两个工厂，这两个工厂生

产同一产品且在同一市场上销售。但由于两厂的

经营情况不同，生产成本有所差别。现在问如何确

定每个工厂的产量，可使厂商获得最大利润？

分析：设这两个工厂的产量分别为q1、q2，两个

工厂的成本函数分别是C1=C1（q1）和C2=C2（q2），则

总成本函数为C=C1（q1）+C2（q2）

总收益函数为R=R（Q）（其中Q=q1+q2为总产

量）

故利润函数为L（q1，q2）=R（Q）-C1（q1）-C2（q2）

由极值存在的必要条件

可得R'（Q）=C1'（q1）=C2'（q2）

即MR=MC1=MC2 （**）

（**）式说明：当两个工厂的产量达到使每个工

厂的边际成本都等于边际收益时，可使厂商获得最

大利润。

例2：一厂商经营两个工厂，它们的成本函数分

别是C1=3q1
2+2q1+6和C2=2q2

2+2q2+4，价格函数为P=

74-6Q，其中Q=q1+q2，为使厂商获得最大利润，试求

每个工厂的产出水平。

解：因C1'（q1）=6q1+2，C2'（q2）=4q2+2，而总收益函

数为R=P·Q=74Q-6Q2，边际收益为MR=74-12Q。

故由（**）式，得

即

解得：q1=2，q2=3

可以验证此组解满足极值存在的充分条件，因

此，当两个工厂的产量分别为q1=2和q2=3时厂商可

获得最大利润，最大利润为Lmax=L（2，3）=R（2，3）-C1

（2）-C2（3）=170

通过对以上案例的分析，一方面加深了学生对

多元函数极值、最值的理论和多元函数偏导数等知

识的理解，另一方面又让学生掌握了多元函数偏导

数和最值的方法在实际中的相关应用。用理论教

学、案例分析的方式，将原本枯燥的数学理论知识

形象化、生动化，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了教

学质量。

案例2 怎样计算均匀货币流的价值

定积分概念中的微元法理论和定积分应用一

直是学生认为较抽象、较难懂的部分，在教学过程

中可以结合银行中“计算均匀货币流价值”的案例

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对这两部分理论知识

的理解。

将A元现金存入银行，年利率按r计算，若用连

续计息方式结算，t年后的存款总额为a（t）=Aert，因

此，A元现金T年后的价值为AerT，称AerT为A元现金

T年后的期末价值；相反，现有的A元现金相当于T

年前把Ae-rT元现金存入银行所得的，所以现有的A

元现金T年前的价值为Ae-rT，且称Ae-rT是A元现金T

年之前的贴现价值。

在银行业务中有一种叫“均匀流”的存款方式

—使钱币像水流一样按定常流量a源源不断地存入

银行。比如商店每天把固定数量的营业额存入银

行，就类似于这种方式。

例1：假设从t=0时开始按均匀流的方式向银行

存款，年流量为a元，年利率为r（按连续计息结算），

试求T年后在银行的存款有多少（期末价值）？这些

存款相当于初始时的多少元现金（贴现价值）？

解：根据连续计息结算方式可知，向银行存入A

元，T年之后的存款额为AerT。现对均匀货币流采用

微元法计算：

在[t，t+Δt]内向银行存入aΔt元，T年后这些存

款的存期是T-t，相应的存款额变为

aΔtr（T-t）=aetr（T-t）Δt

因此，T年后均匀货币流的总存款额为

（*）

这就是均匀货币流的期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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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F元现金相当于初始时的Fe-rT元，故

这就是均匀货币流的贴现价值。

例2：某公司一次投资了100万元建造一条生产

流水线，并在一年后建成投产，开始取得经济效

益。设流水线的收益是一种均匀货币流，年流量为

30万元。已知银行的年利率为10%，问几年后该公

司可以收回投资？

解：设x+1年后可以收回投资，此时流水线共运

行了x年，按照公式（*）可以计算出x年中流水线的

总效益是

（万元）

这A（x）万元在x+1年之前（即开始投资时）的

价值是

（万元）

因此，当B（x）=100万元时恰好收回投资，即

300e-0.1（1-e-0.1x）=100

解方程，可得：

年

所以，5.6年后该公司可以收回全部的投资。

通过对以上案例的讲解，不仅加深了学生对定

积分概念和微元法理论的理解，同时让学生掌握到

定积分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用理论结合实际的

教学模式，扩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增强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通过案例教学的实施，不仅可

以加深学生对高等数学理论知识的理解，而且可以让

他们切身地感受到数学知识绝对不是纸上谈兵，而是

广泛应用于客观实际中。在课堂教学中穿插数学应

用案例，增强了学生的数学素养，提高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进一步培养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

决问题的能力，这对日后更高层次地培养学生的实际

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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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Case Teaching of Higher Mathematics

LI Bao-ping
（Anhui Sanlian University，Hefei，Anhui 230601）

Abstract: Theoretical property and strictness of higher mathematics teaching often makes students have a
sense of fear，but the method of case teaching can make abstract mathematical theory specific and practical，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wo cases in economic filed，we know that case teaching method can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develop students’application and creative ability，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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