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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度市教委重点课程项目 

 

申 报 表 

 

课程名称  《数学分析》（一年制，面对力学等技术科学专业）        

 

课程类别 

 

 

负 责 人   谢锡麟                               

 

职    称   副教授                                

 

学    校   复旦大学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学院(系、部) 力学类（含航空航天类）专业 

 

填表日期  2011      年    6     月   22    日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制 

公共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课 专业特色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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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情况 

课程面向专业 力学类（包括航空航天类）， 

总学时 讲授课时 习题课时 应开实验数 实开实验数 

108×2＝216 216 30×2＝60   

本课程是否校级重点课程: 否 

本课程是否具备以下属性，若具备，请在空格上打“√” 

1. 能实现校际优质资源共享的跨校课程__√__ 

2. 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中的专业核心课程__√__（对此可作考虑）_ 

3. 为加快培养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相关学科专业建设中改革和引进的重要课程_____ 

4. 尝试新的课程教学方法，并已有所突破和成效的课程:  

(1)案例教学课程__√__  (2)研讨型课程__√__  (3)其他______  

  名    称 出版社 主编 主编学校 

现使用的教材情况 

《数学分析新

讲》 

北京大学出版

社 

张筑生 北京大学 

《Mathematical 

Analysis》 

世界图书出版

公司 

卓里奇 莫斯科大学；俄罗斯

数学教材选译之一 

注：前者作为主要教材，后者作为主要参考教材，特别用于多元微积分部分。 

课程教学文件 

（大纲、教案、参考

书目、习题集）情况 

名    称 已使用几届 使用效果 

《微积分讲稿》 

   

4 

  

课程讲授中知识体系的来源主要基于上

述教程，但都经过自己的理解和提炼以形

成带有自身风格的知识体系，同教材也有

一定差别；故《讲稿》作为课程补充起到

了满意的效果；目前《讲稿》尚未完全完

成，每届使用中都有完善。 

CAI 课件 

      

      

现有教学条件 

（运用现代教学技术、 

实践教学、网络教学） 

情况 

经几年积累，自己拍摄有一定的课程录像，以供学生学习；也作为自身教

学研究与实践方面的具体工作之一。 

课程教研室师资情况 

职称结构 人数 学历结构 人数 年龄结构 人数 

正副教授 3 博士生 5 55岁以上 2 

讲    师 2 硕士生 0 45—55岁 0 

助    教 0 本科生 0 35—44岁 1 

教    员 0 专科生 0 35岁以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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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课程师资队伍建设计划与落实情况（包括主讲教师教学与学术水平、教学队伍结构及整

体素质） 

项目负责人，谢锡麟  2005年初留校工作以来，一直进行微积分方面的教学，07年 9月起

承担力学类专业的《数学分析》（一年制）教学至今；热爱教书育人的崇高事业，结合复旦大学

坚持内涵发展以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事业，积极探索具有国内外一流水平的教与学的途径。

持续性坚持学习与研究同教学的紧密结合，现已基本形成如下二条教学路径：“微积分的一流化

进程”，包括《数学分析》（一年制必修课）、《经典力学数学名著选讲》（数学分析深化，专业选

修）、《流形上的微积分》（专业选修）。“基于现代张量分析的连续介质力学理论及其在流体力学

中的实践”，包括《张量分析与微积几何基础》、《连续介质力学基础》、《涡量与涡动力学基础》

等专业选修课程。获得 2008年度复旦大学香港人奖教金；教学研究与实践阶段性成果“基于现

代张量分析的连续介质力学理论及其在流体力学中的实践”获得 2010年度复旦大学教学成果二

等奖（独立获奖）。2010年教师节，作为课程质量优秀教师被邀请参加“第 26届教师节复旦大

学本科教学座谈会”，并进行了发言。目前已通过全国力学课程论坛交流并发表教学论文 3篇；

2011 年 3 月主要组织和主持“全国理论与应用力学专业教学教育复旦大学研讨会”，会上进行

教务及自身教学研究与实践两个报告，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作为负责人主持 09－11年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一项，作为合作者参与市科委启明星等项目，科研资助充实，且研究全部联

系与教学工作，取得较佳的效果。 

本申请项目的教学队伍，包括：资深教师田振夫教授，数学专业本科，流体力学博士学位，

长期从事《数学物理方程》、《计算流体力学》等课程教学；本课程建设过程中，首先将由田振

夫教授和项目负责人轮流进行教学，以促进《数学分析》同后续课程间的融合等。青年教师王

盛章博士、吴云岗博士，力学专业本科，流体力学博士，目前从事《微分方程》等课程教学；

王盛章博士、吴云岗博士将积极参与本课程建设，包括习题课讲解，课程讲稿整理，教学研讨

等，以作为本课程主讲教师的储备师资。资深教授陈纪修教授，数学专业本科，复旦大学数学

科学学院教授，曾获首届“全国高校教学名师奖”、2001 年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获 2001 年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获 2002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2002 年获政府特殊津

贴；获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奖）等；主持编写 21 世纪课程教材《数学分析》；本项目将邀请

陈纪修教授进行全程的学术指导和督导，主要包括审核讲稿，听取课程，参与研讨等。 

三、课程建设申请负责人及主要合作者情况 

姓 名 年 龄 学 历 所学专业 职 称 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及获奖情况 

谢锡麟 

(负责人) 
37 博士 流体力学 副教授 

对面对力学专业的数学及专业教学具有浓

厚兴趣，并持续性进行相关教学研究与实

践；相关研究成果获得 2010 年度复旦大学

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田振夫 50 博士 计算数学 教授  

王盛章 32 博士 流体力学 讲师  

吴云岗 35 博士 流体力学 讲师  

陈纪修 65 博士 基础数学 教授 
首届全国高校教学名师奖；01 年国家级教

学成果二等奖、02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

秀教材一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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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建设目标，内容和意义（重点解决的教学问题，并写明在提高教学质量和在专业教学计划

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思想和教学观念改革、教学内容深化、教学方法和手

段改进、考核方式改革等方面的教改设想） 

基本目标 

研习当今具有国内外一流水平的微积分教程，如我国北大张筑生著《数学分析新讲》、复旦陈

纪修等著《数学分析》、俄罗斯卓里奇著《Mathematical Analysis》等著名教程，此处的“一流化”

可以表征为以下特点：① 在讲述一元微分学基础上（第一学期），多元微分学则直接建立在有限维

Euclid 空间之间向量值映照之上。② 在讲述一元函数 Riemann 积分的基础上（第一学期），多元

积分学则沿用有限维 Eucild 空间上 Lebesgue 积分建立的思想和方法，一般引入 Jordan 测度，适

当引入测度论的基本思想及方法。③ 作为微积分基础知识体系的进一步发展，系统讲述一般赋范

线性空间之间映照的微分学，适当引入泛函分析的基本思想及方法；基于有限维 Euclid 空间之间

微分同胚的知识，发展微分流形上的微积分等。 

对于一年制《数学分析》课程的建设，我们将继续进行教学研究与实践，形成有效的教与学

的方式方法，以切实实现上述特点 ① 和 ②。对于特点 ③ 则通过后续课程《经典力学数学名著

选讲》（数学分析深化）、《流形上的微积分》得以实现。 

基本理念 

为实现“微积分一流化教学”的基本目标，结合我们现有体会，对如下理念将继续研究与实践： 

（1）将数理知识体系认识为：以严格的量化观点（包括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认识自然及非

自然世界的系统的思想和方法，而非纯粹逻辑过程，此处强调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另一方面，往

往对自然及非自然世界深层机制或规律的理解需要数理知识体系。微积分自然为数理知识体系的核

心基础，由此微积分知识体系的建立将始终注重三方面内容：① 研究对象（数学定义）的实际来

源；② 基于数学逻辑研究数学定义（一般课程主要内容）；③ 数学逻辑所得结果（数学定理及结

论等）对深入认识实际问题的具体意义。 

（2）按我们认识，微积分知识体系（甚至数理知识体系）的建立为“辐射型递进形式”，故：

① 对单一知识体系的建立追求“正本起源”，体现为归纳系统化的思想及方法。如归纳获得一般函

数的带有 Peano余项的展开式的系统方法等。② 单一知识体系间追求“融会贯通”，往往体现为将

一元微积分研究中的思想及方法借鉴（往往是直接应用）到多元微积分，体现“温故而知新”的认

识效果。③ 基于所建立的微积分知识体系实现对其他数学课程（包括复变函数、微分方程等）以

及专业课程（包括理论力学、连续介质力学等）所涉及知识体系间的“触类旁通”。如基于多元微

分学澄清速度及加速度合成原理等，表现为数学知识在不同方面的应用，可以跨课程甚至跨学科。 

基本内容 

基于基本理念，追求一流化目标，课程主要内容讲授考虑采用如下教学路径： ① 微分学方面。

几乎可完全借鉴一元微分学建立的思想和方法，建立有限维 Euclid 空间之间映照的微分学；注重

一般形式隐映照定理、逆映照定理等的理论分析及应用。② 积分学方面。基于一元函数的在有限

闭区间上的 Riemann积分理论（Darboux和分析），建立有限维 Euclid空间上 Riemann积分理论。

此过程中引入 Jordan 可测集及一般形式的体上积分换元公式；线积分、面积分通过数学建模的思

想引入等。③ 级数方面。基于 Cauchy收敛原理，结合“比较的思想”（包括比较形式及比较对象）

以及 Abel和式估计归类各种敛散性判别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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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建设实施方案 

 

为实现上述微积分教学的一流化，需要持续性进行相关学习、教学研究与实践。具体实施

方案，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1）课程内容完善。① 主要借鉴张筑生、陈纪修以及卓里奇等著教程，进一步明确课程

所需涉及知识体系的广度与深度，包括面对所有学生的必修内容以及面对部分学生的选修内容

（往往以课程讲座等形式进行）。② 完成《微积分讲稿》，主要反映自身对微积分知识体系的认

识，包括理解和认识各单一知识体系及整个知识体系的发展，课堂讲授方式方法等。《微积分讲

稿》需先作为教学参考资料试用以评估其作用；计划课题结题前申请出版。 

（2）教程质量评估。① 积极开展项目组内外教学研究与实践方面的学术研讨，包括请相

关资深教师进行系统性听课等。② 在一定基础上，积极争取向校、内外相关院系汇报教学研究

与实践的结果，以进一步听取意见及建议等。③ 课题结题前，计划组织《数学分析》复旦大学

研讨会，试邀请俄卓里奇教授等国内外专家进行研讨，届时系统性汇报课题研究结果以评估微

积分教与学的水平。 

 

六、计划进度及阶段目标 

 

2011年暑期 

基本完成《微积分讲稿》（初稿），主要包括一维 Eucild 空间上的微积分，有限维 Eucild

空间上的微积分，级数等三部分；每部分分成若干章，每章含若干节，对应课堂讲授的顺序。

《讲稿》包括相关知识体系的讲授方式方法。结合 2011－2012年度《数学分析》课程，《讲稿》

作为辅助教程；随时进行更新和完善；另此一轮课程拟按知识体系进行课程摄像。 

 

2011年下半年 

进一步完善一元及多元微分学教学的广度与深度（包括应用事例等），以及具体知识体系的

讲授方式方法。主要借鉴卓里奇著教程，进一步研究多元积分学的知识体系发展，并进一步澄

清有关知识体系的核心知识要素，以求正本清源，提炼高效的讲授方式方法。 

 

2012年上半年 

进一步完善一元及多元积分学以及级数教学的广度与深度（包括应用事例等），以及具体知

识体系的讲授方式方法。系统收集并分析学生对 2011－2012年度《数学分析》课程教与学效果

等的意见及建议。 

 

2012年下半年 

    2012年暑期基本完成《微积分讲稿》（正式稿），结合 2012－2013年度《数学分析》课程，

《讲稿》再次作为辅助教程；本一轮课程拟进行全程课程摄像。筹划 2013年春季《数学分析》

复旦大学研讨会。 

 

2013年上半年 

全面完成《微积分讲稿》，申请出版。计划 2013 年春季组织《数学分析》复旦大学研讨会，

邀请俄卓里奇教授等国内外专家与会，较为系统和全面地评估本项目所取得的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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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现本课程建设目标的基础和已有条件（近年来该课程已实行的教学改革与基本措施，系

部对该课程建设的重视程度和已创造的条件） 

 

项目负责人，至 05 年初工作以来一直承担力学类专业一年制的微积分教学，07 年 9 月承

担《高等数学》，07年 9月承担《数学分析》（一年制，6周学时）。 

项目负责人，坚持研修具有国内外一流水平的教程以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并在教学中积极

实践。目前，已逐步形成了“微积分一流化进程”的教学路径，包括《数学分析》（一年制必

修课）、《经典力学数学名著选讲》（数学分析深化）、《流形上的微积分》。课程内容均源于具有

国内外一流水平的教程（特别注重俄罗斯数学教材选译丛书），经自身理解及提炼，课程上所

述的知识体系具有一定的深度及广度；对于相关知识体系的系统建立，注重“正本清源、温故

而知新”，讲究利用核心知识体系发展新的知识；同时注重不同知识体系间的“融会贯通、触

类旁通”；几乎所有课程、所有叙述均以脱稿板书的形式给予清晰叙述，教学效果优良，受到

学生的好评。 

关于微积分教学，通过第五届全国力学课程报告论坛，已交流和发表教学论文《面对力学

专业有关微积分教学的若干体会》（独立作者），获得较好的结果。 

在系里的积极支持和课程教学团队的积极配合下，现相配于《数学分析》的课外讲座（面

对有兴趣的部分同学）已有约二十小时的课程录像；《经典力学数学名著选讲》（数学分析深化）

已有全程课程录像，为提高教与学的质量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复旦教务处组建有全校范围的“数学分析教学团队”（陈纪修教授为负责人），将为本项目

开展提供良好的学术环境；我们将有充足的机会听取有关专家的批评、意见及建议。 

 

 

 

 

 

 

 

 

八、经费预算 

项                  目 金额（万元） 

开展日常教学研究与实践办公用品等 
注：5人计，每年 0.1万，共计 5×0.1*2=1.0 

1.0 

资料复印及学术书籍购买 
注：包括复印给学生的试用《讲稿》等 

0.6 

《数学分析讲稿》出版费用（此处预算部分费用，其它另筹） 1.0 

《数学分析》复旦大学研讨会（此次预算部分费用，其它另筹） 
注：主要用于会议组织费用，与会专家复旦住宿费等 

2.0 

课程建设研究生工作津贴：主要包括《讲稿整理》，资料收集

整理等。注：2人计，每年 0.1万，共计 2×0.1*2=0.4 
0.4 

合计：（大写）     伍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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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考核指标及考核方法（考核指标请具体列明最终的成果形式、效益等指标） 

 

1． 针对一年制《数学分析》课程的《微积分讲稿》正式文本，可申请正式出版。结题时，此

文稿按计划已作为课程主要辅助教程试用二年。《讲稿》不仅包括微积分知识体系的主流内

容，而且包括相关知识体系讲授的方式方法。 

2． 争取《讲稿》的叙述水平能接近或类比于具有国内外一流水平的相关教程；其实际学术水

平将通过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系统化的评估，注重教与学的效果；在相关意见及建议基础上

会不断争取完善。 

3． 基于《讲稿》的一年制《数学分析》课程的录像资料。 

 

 

 

 

 

 

十、项目完成预期效益 

 

基于对国内外一流大学力学及航空航天类人才培养的调研，以微积分及线性代数为核心

基础的知识体系在整个培养过程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不同于数学专业，力学等相关

专业的微积分教学往往持续一年（对应 6 周学时）；结合力学等技术科学相关专业的整体知识

体系，一年制数学分析教学也将具有自身特点，主要表现为知识体系的讲授会有一定的侧重点

等以及更为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等。 

另一方面，基于对具有国内外一流水平的微积分教学的调研，使我们认识到在建设世界

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教学一流化”实际是非常本质的。它不仅决定了一所大学基础教学的水

平，也将影响和决定青年教师的知识水平，从而可能长远地影响到大学将来的研究水平。 

本项目致力于借鉴具有国内外一流水平的微积分教学（主要面对数学专业），研究与实践

适合面对力学等技术科学相关专业的一年制《数学分析》的教学；相关教学研究与实践成果将

对力学等技术科学类，甚至自然科学类等优秀人才的培养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实践经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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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审核意见 

学校教务处意见 

 

 

 

                                             负责人：                  

                                             公  章：                  

                                             日  期：                  

 

 

 

学校意见 

 

 

 

 

 

 

                                             主管校长：                

                                             公    章：                

                                             日    期：                

 

 

 

市教委审定意见 

 

 

 

 

 

                                             公    章：                

                                             日    期：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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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1 年度市教委重点课程项目申报汇总表 

 

序号 申报学校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所属二级学科 课程负责人 所在院系 课程开设年份 备注 

   复旦大学 《数学分析》

（一年制，面对

力学等技术科学

专业） 

 文理基础/

专业数学基础 

力学（包括航空

宇航科学与技

术） 

注：本课程对应

一级学科 

谢锡麟 力学与工程科

学系 

 2007年 

指：申请人承担

本课程年份；本

系设立本课程

已有久远历史。 

  

                  

                  

                  

                  

                  

                  

                  

    

注：本汇总表于 7月 10日前用 Excel电子文档，发送至 zjxiao@shec.edu.cn。 

 

mailto:发送至ylijin@shec.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