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使得大学生整体素质普遍

下降，近年来每况愈下。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学生

基础差尤为严重，由于高中数学知识掌握差缺和没

有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高等数学成为大学生

学习的拦路虎，如果处理不当，将影响后续课程及

专业课的学习，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信心。

因此教师在高数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对数学问题的

归纳和总结，让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易于理解，便于

学生掌握和应用，帮助学生克服畏难情绪，培养学

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求解一阶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

教材介绍的方法一般有两种：公式法和常数变易

法。公式法即利用通解公式

求解[1]。这种方法直截了当，但是公式比较繁杂不

易记牢。在考试中，部分同学因为没有记住公式，考

试过程中碰到这类的试题只能放弃。常数变易法即

先求出对应齐次方程 的通解

再令非齐次方程的通解为 ，对 求导后

代入方程，确定出 和通解，但是过程比较繁琐。

且如果 的形式比较复杂，则对 的求导就更

加繁杂。笔者在教学中针对学生出现的问题，通过

证明两个定理，利用定理得出两种相应的求解一阶

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方法，达到化繁为简，化难

为易的目的，从而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上的困难。

1 两个定理
从方程1的左边结构特点和乘积的求导法则，

我们假设方程的左边乘以一个适当的函数 后成

为一乘积求导式子，即设想存在函数 使得：

由此得到定理1。

定理1：一阶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若设 则该方程的等价方程为

（注： 不含积分常数。）

证明：方程（1）两边同时乘以 得：

由前面推导知左边

由此得原方程可化为：

定理2：若 是一阶齐次线性方程

的通解，则一阶非齐次线性方程 的通

解 满足 。

证明：把 代入方程 得：

对 求导，得

代入方程 ，得

所以 得证。

2 应用举例
例1 求 的通解[2]。

解：利用定理1求解

方程两边同乘 ，

则原方程可化为

两边积分得

所以原方程的通解为 。

显然，该方法省去了常数变易法必须的乘积和

复合求导后再代入方程化简的复杂过程，使问题的

解决更加简单方便。

例2 求微分方程 的通解。

解法一：利用常数变易法求解

对应齐次方程的通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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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通解为

代入原方程得：

化简后得

所以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通解为：

解法二：利用定理2求解

对应齐次方程的通解为

设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通解为

所以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通解为：

通过两种方法的对比，可以发现，利用常数变

易法对非齐次线性方程的通解求导过程中，涉及到

了三个函数相乘的导数和复合函数求导，是学生学

习的难点，也是学生比较容易出错的。而利用定理

2求解，则避免了上述求导运算，简化了求解过程。

例3 求微分方程： 的

通解。

解法一：利用定理1求解

方程可化为

则

方程 两边同乘

则该方程可化为

所以原方程的通解为：

解法二：利用定理2求解

方程化为

对应的齐次方程的通解为

设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通解为

由定理2得

所以原方程的通解为

3 小结
两个定理的结论简单易记，对应的求解方法通

俗易懂，省略了一些复杂的计算过程，直观明了。

高职院校基础课程教育改革，各学科在教学中,应以

增进学生创造才能为主要任务,以解决问题为主题、

以学生自主活动为主要方式，加强探究性学习。教

师在高等数学的教学中，应针对学生学习中存在的

问题和遇到的困难，采取有效的方法，注重对数学

问题的归纳和总结，让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通俗易

懂，便于学生掌握和应用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创新性。

则

=1

由定理2得

。

积分得

积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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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olving Problems of First Order Non Homogeneous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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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nd proves two theorems, using the two theorems for the solutions of first order

non homogeneous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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