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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卷 分 析 表 
课程代码 MATH120008.09 

课程名称 数学分析（Ⅰ） 教师姓名 谢锡麟 职称 副教授 

上课地点 

周一，1－2； H4201 

周三，3－4； H4201 

周四，1－2； H4204 
周学时数 6 学时 

修读学生系

科、专业、

年级、人数 

基本为 10 级航空航天类一年级学生，共计 57 名 

注：2010 级本系相关专业第一次以航空航天类进行招生 

实考 

人数 
56 

平时成绩 期中 期末 其它 评定学生成

绩内容所占

%比 作业作为参考 20 80   

  A 等 

（含 A-） 

B 等 

（含 B+、B-）

C 等 

（含 C+、C-）

D F 

人数 18 19 13 0 7 
成绩分布统

计 

百 分

比 % 
31.58 33.33 22.81 0.00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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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整体情况所反映出的教与学的问题（含命题难度、命题质量）                       

§1. 就 urp 数据分析课程质量及今后改进计划 

 

注：各教学单位每学期所有课程评估的平均值的取值区间，定义了上图中的院系涨落。一般而言，每

教学单位每学期总有几十门课程，由此每个教学单位所有课程的平均值应该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教学单

位的教学质量。 

自己从 07－08 第一学期开设一直承担本系一年制《数学分析》的教学，总体情况还

算可以，特别 09－10 第二学期以及 10－11 第一学期评估成绩均为 5，样本数分别为 25

和 46。 

个人认为只要自己尽足够的努力，学生的评估总会是好的；在此基础上，课程追求较

高的广度及深度，考核上的严格等并不会“反面的”影响评估。当然，课程评估应该是一

项复杂的工作，影响因素诸多，但我们在复旦教学的目的是切实追求“教与学的一流化”，

对此追求需要师生共同的努力。由此，当师生明确了共同的目标，评估将有效地起到应有

的作用。 

就学生书面意见及建议（包括本学期开始的期中学生反馈），总体意见为： 

1. 对于教师的教学投入程度等给予较为充分的肯定。 

2. 有个别学生反映，学习上有点跟不上，包括讲述次序不严格一致于教材等。 

 

以下就这学期教与学方面的方式方法，进行分析以期后续教学获得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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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习题辅导方面 这学期，请了二位程度较好的学生（均听取过二遍《数学分析》以及数

学学院有关课程等）担任助教工作，隔周周末晚进行习题辅导，一般每次在 3 小时左

右，学生反映效果较好。对此，下学期将继续采取这样的形式。 

2. 课外补充方面 这学期结合复旦学院经典读书小组活动，自己开设了学习卓里奇著

《Mathematical Analysis》的读书小组，课上很多学生参与了此小组，主要目的为为

有兴趣学生提供更进一步的知识，采取师生主讲和讨论的形式。本学期，开设次数较

少，且组织形式尚不成熟。寒假期间，将制定好下学期读书小组的学习内容并发送学

生做些准备，以期有更好的效果。活动周期拟隔周进行（一般同习题辅导错开）。 

3. 考前综合补习 一般期终考试之前总会进行集中补习，以重述主要的知识体系，主要的

理论及应用，本学期进行了三次，每次 3小时左右，效果较为理想。下学期将继续。

 

2010－2011 学年第二学期《数学分析》方面读书小组 学习计划 

时间 学习及讨论内容 

1 基于有限维 Euclid 空间之间向量值映照的微分学，学习一般运动坐标系下单参数向

量值映照的导数表达形式及其应用，应用方面可涉及速度及加速合成原理，单位正交

系（柱、球等坐标系）下速度、加速度表达形式等 

2 基于有限维 Euclid 空间之间向量值映照的微分学理解曲线坐标系，基于链式求导获

得单位正交系（柱、球等坐标系）下速度、加速度表达形式 

3 基于向量值映照的微分学，学习曲线的基本几何性质：Frenet 标架及其运动方程等 

4 基于向量值映照的微分学，学习曲面的基本几何性质：曲面标架及其运动方程等 

5 关于矩阵秩的说明（矩阵秩的概念澄清及秩的各种估计），基于分块矩阵运算技术 

6 Jandon 零测集基本概念及体积分换元公式的严格证明 

7 Fourier 级数的经典分析理论 

注：对于第二学期，结合多元微积分的课外辅导至今已开设有 2、3次，内容安排已较为确定。 

 

第一学期《数学分析》方面读书小组 学习计划（今后拟进行） 

时间 学习及讨论内容 

1 基于俄罗斯教程，研究基于集合基的函数极限的理论 

2 平面运动方程理论及应用的进一步补充（注：本部分基本内容属于必修内容） 

3 基于单调性、凹凸性研究函数全局性质基本思想和方法的进一步推广，如推广至以参

数形式给出的一般平面曲线 

4 基于俄罗斯教程，叙述有限增量公式的其它形式及其应用，主要应用于误差估计，包

括（1）利用 Lagrange 余项估计 Lagrange 插值公式等的误差；（2）利用积分余项估



2010－2011 学年第一学期《数学分析》（I）——试卷分析表 

第 4页 共 11 页 

计若干基本定积分近似计算的误差。（注：课程上仅叙述 Lagrange 余项及其基本应用

以及积分余项） 

5 基于俄罗斯教程，叙述非常见的不定积分处理的归类思想及方法 

注：对于第一学期，结合一元微积分的课外辅导本学期首次进行，内容安排需再明确。 

 

§2. 试卷分析 

各题得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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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图右方最后一列为总得分 

 

题目编

号 

得分率 

% 
考察内容 说明 

1(1) 86 复杂函数的多项式逼近，涉及逐项求积的技术性引理 掌握较好 

1(2) 90 复杂函数的多项式逼近，涉及应用复合函数极限定理。注：上述

二个小题，实践了分析复杂问题时“抓住主要矛盾而忽略次要矛

盾”的基本思想及方法；课程对此发展了系统的方法，学生多已

掌握。 

掌握较好 

2(1) 69 渐近线求法，涉及较复杂函数极限计算，涉及应用复合函数极限

定理 

掌握欠佳 

2(2) 91 基于渐近性、单调性、凹凸性定性作出函数图像。注：此方面能

力一直为教学重点，必考内容。教学中我们也将知识点分成函数

局部性质和全局性质二类，以强调所学内容在于深化对一元函数

的认识，而一元函数常则从研究自然及非自然世界的过程中提取。 

掌握较好 

3(1) 86 基于自变量变换化简常微分方程，涉及复合函数求导法则 掌握较好 

3(2) 69 二阶线性常系数常微分方程求解，仅需掌握基本公式 掌握欠佳，一部分原因未

能获得相关的常微分方程

4(1) 57 掌握不佳，反映学生对基

本理论出处的掌握，“正本

清源”实际对于理论及应

用的真正掌握具有根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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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 义的重要性。 

4(2) 46 基于 Cauchy 中值定理获得无限小增量公式，涉及极限过程。注：

本次教学统一利用 Cauchy 中值定理获得无限小及有限增量公式，

而替代原对于前者所利用的 L’Hospital 法则。注：无限小增量公式

的主要应用为获得多项式逼近，为解决复杂函数极限提供了重要

的方法，本试卷涉及考核。 

掌握不佳，对于前者需要

更近一步的分析。课程上

曾细致阐述一遍，学生未

能广泛掌握。 

5 64 不定积分基本处理方法，涉及分部积分、换元法 掌握欠佳 

6(1) 65 R 上数列极限基本分析性质。注：本问题涉及的证明实际非常简

单，利用夹逼性即可证明；有部分同学采用反证法证明。 

掌握欠佳 

6(2) 51 涉及 Riemann 积分较为深入的分析，有一定的难度。注：课上就

有限间段点情况做过细致说明，就无限但收敛间断的点给予了说

明。此方面分析很反映 Riemann 积分理论的分析特质。 

掌握一般 

6(3) 23 涉及 Riemann 积分分析性质，Newton－Leibnize 公式的应用条件

及实际应用处理 

掌握较差，反映学生应用

基本理论发展相关理论或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不

足。对此，教学中应充分

重视。 

7(1) 35 涉及反函数及其求导，实际求解需要一定的灵活性以及对实际问

题的认识 

掌握不佳 

7(2) 31 涉及解决大学物理或理论力学中质点运动有关问题，所涉及的平

面运动的基于自然基的表达，课程上做过细致叙述，解决本问题

需要处理曲率 

掌握不佳，反映学生基于

理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

不足。对此，今后应进一

步加强。 

7(3) 40 利用无限小增量公式，分析前提所需证明的结论，获得多项式逼

近，主要考查(1+x)^μ在 x=0 点的展开式（区别于 1 题所考查的

实际对象）；实际本问题非常易于处理，不少学生能写出一般的展

开式，但却不会具体处理 

掌握不佳，反映学生理论

联系实际能力的不足，对

此应始终是本课程所需坚

持的理念。 

7(4) 30 基于导数与单调性的关系，分析所需证明的结论 掌握不佳 

8(1) 8 灵活运用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介值定理获得简单的积分形式的中

值定理。注：有学生引入变动积分上限的函数，对此利用 Cauchy

中值定理亦获得结论，显得很新颖，同时反映了复旦学生的一流

才智。 

掌握很槽糕；主要的原因

为这方面的知识未能受到

足够重视，反映学生对系

统知识体系理解的欠缺。

8(2) 47 将课程上细致阐述的曲线弧长积分的定积分应用理论推广到曲线

上积分（往往称为第一类曲线积分），考察基于已有理论发展新理

论的能力 

掌握一般；仍有小部分学

生处理得很好。 

8(3) 37 题意设计如上题，相对于上题仅是技术层面的不同，实际通过二

者也能反映定积分应用理论中采用不同的“微元逼近”也能获得

相同的结论。注：此次结论属于数学逻辑上正确，但 终尚需实

践检验分析结论是否为真正的“真理”。定积分应用理论中，我们

将有关结论分成二类，一类为数学逻辑即可确认所得结果为“真

理”，包括曲边扇形面积、旋成体体积的积分计算式等，另一类则

需通过实践检验结论是否为“真理”，包括旋成体测面积、曲线弧

长的积分计算式等。此方面，也反映所学知识的真正目的在于认

识自然及非自然世界本身，数学可谓一种认识的方式方法，数学

逻辑所得的结论并非 终的或全部的对象。 

掌握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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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49 基于前提所证明的曲线上积分的结论应用于解决一个具体问题；

本问题其实不难，就是对具体的函数形式需结合具体运算采用适

合的形式。 

掌握欠佳；一个重要的原

因在于应用理论解决“不

熟悉”问题时的“稚嫩”

或缺乏经验。 

总分 53   

 

对于力学及其相关专业（可面对物理、化学、天文、生物等自然科学，面对力学、航

空航天、环境、材料等技术科学）的微积分教学，自己一直持有的基本理念为：—— 数

学是我们认识自然及非自然世界系统的思想和方法，而非仅是数学逻辑；就此目的或实践

过程，对数学的作为的认识取决于对数学本身的认识。需指出，上述第一部分观点，实际

为俄罗斯以及欧美发达国家的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教材所反映并实践，第二部分观点，感

觉联系与我们目前所追求的对拔尖及创新人才的培养理念，个人认为，对于力学等以历经

长期发展的学科，对其上的创新一般应基于坚实的基础，创新过程实际就是基于坚实基础

之上的对已有知识体系的融会贯通、触类旁通，籍此发展出解决实际复杂问题的新的思想

和方法。 

由此，今后有关数学方面的教学仍将遵守以下的原则： 

1.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具体包括所研究数学对象的实际来源，以及经数学逻辑研究后获

得的数学结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2. 对于知识体系，注重正本清源，具体包括核心思想、核心数学依据（可能常表现为某

形式的数学结构，要比性质、定理等更基础）。我们的知识体系的发展应该是辐射型

的，如同极限思想（太阳）照亮整个微积分系统（太阳系）。 

3. 对整个知识体系，注重融会贯通、触类旁通。融会贯通，指微积分系统知识体系间的

相关关系；触类旁通，指微积分知识体系对于认识其他数学分支，力学专业甚至其他

专业知识系统有关内容的作用。这一部分，也是实践将数学视作认识自然及非自然世

界系统思想及方法的重要表现。 

4. 基于上述原则，参照具有国内外一流水平的教材，我们持续性追求教与学的一流化。

就上述原则暨目标，我们在现今的实践中需着重以下方面： 

1. 争取在下学期开学前，完成设想中的讲稿，以进行实践并请提交教学团队，请有关老

师审阅。 

2. 注重学生学习环节，在扎实掌握基本思想及方法的基础上，加强理论联系实践能力的

练习及辅导。 

3. 进一步提升讲述路径及方式方法，易于学生对整个知识体系的正本清源以至融会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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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触类旁通，包括习题辅导、课外辅导等形式的切实完成。 

 

 

上图为总评分类统计，按教务处本学期规定，最终评定需适当考虑平时成绩，本次总

评，期中考试占 20%，期末考试占 80%。实际给分中，我们依据的信息有：期中考试成绩、

期末考试成绩，总评成绩，另有学生的期中－期末的进退步，对此总评完全单调一致与总

评成绩，但等地划分上考虑期中－期末的进退步名次。 

当然，对于成绩给定，现所持观点为：公平公正是第一原则，同时我们考虑给予“较

好的成绩”，这既考虑本课程学时数高对今后总绩点影响较大，也考虑到给予一年级新生

充分的鼓励。此外，课上也向学生表明，最终成绩实际并不严格对应于实际理解及掌握的

程度，成绩仅是一种衡量，自己努力掌握系统的知识体系才是根本。 

需指出，此次成绩统计时发现，学生“期中－期末进退步名次”变动较为剧烈，此信

息应该反映学生在不同阶段对于知识体系接受程度的变化。 

所有学生“期中－期末进退步名次”的总和为零，由此有“进步”必然也有“退步”；

理想的状况应该是当“进步”的总数确定时，对应的“退步”总数不应集中于少数的学生。

对此，在今后的教学研究中值得关注。 

 

附：试卷得分明细及最终总评评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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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该课程教学的进一步设想 

 

相关内容，前文中已做叙述。 

 

 

 

 

 

* 本表在学期结束前交院系教务室，并与考卷一同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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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试卷得分明细及最终总评评定信息 

 

姓名 1/(1) 1/(2) 2/(1) 2/(2) 3/(1) 3/(2) 4/(1) 4/(2) 5 6/(1) 6/(2) 6/(3) 7/(1) 7/(2) 7/(3) 7/(4) 8/(1) 8/(2) 8/(3) 8/(4)
期末

总分

期中

排名

期末

排名

进退

步

期中

分数
综合 

综合

排名 
总评 

分值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200           

 10 10 10 9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5 10 10 10 5 189 2 1 1 122 94.4  1 A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2 10 10 10 9 8 10 10 10 189 3 1 2 122 94.4  2 A 

 10 10 10 10 10 10 10 8 8 10 9 5 5 10 10 10 10 10 10 8 183 1 4 -3 129 93.0  3 A 

 10 10 8 10 10 10 10 8 7 10 10 7 10 10 9 10 10 10 10 10 189 10 1 9 104 91.6  4 A 

 10 10 7 10 10 10 8 10 7 10 10 8 5 10 9 7 10 10 10 9 180 5 5 0 113 89.4  5 A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8 10 9 8 10 8 7 5 0 10 8 7 170 9 6 3 106 84.3  6 A 

 9 10 10 10 10 10 10 8 3 10 9 5 10 10 10 10 2 10 9 5 170 20 6 14 98 83.1  7 A 

 10 10 10 5 10 10 10 7 10 10 10 7 10 0 10 10 0 10 5 10 164 22 8 14 97 80.5  8 A 

 10 10 7 10 10 8 10 10 10 10 10 8 5 5 10 0 0 10 10 2 155 23 9 14 96 76.8  9 A 

 10 10 7 10 10 10 10 10 7 10 5 0 9 8 7 3 0 8 2 10 146 8 10 -2 111 75.5  10 A 

 10 10 10 10 10 10 7 9 7 10 7 7 2 8 0 4 0 10 7 5 143 15 13 2 102 72.9  11 A- 

 10 10 10 10 10 10 8 9 10 2 10 3 10 8 5 0 0 5 3 5 138 4 14 -10 114 72.7  12 A- 

 10 10 10 10 10 10 10 9 10 10 10 5 10 0 10 0 0 3 2 5 144 25 12 13 95 72.2  13 A- 

 7 7 7 9 10 10 5 5 9 10 10 7 9 10 9 8 0 6 2 5 145 31 11 20 87 71.4  14 A- 

 10 7 10 10 10 8 10 10 8 10 2 0 10 5 8 5 0 0 5 0 128 6 18 -12 113 68.6  15 A- 

 10 10 7 10 10 8 8 10 8 9 8 5 5 2 2 8 0 3 2 10 135 36 15 21 83 66.8  16 A- 

 10 10 9 10 8 0 10 10 7 10 5 2 2 0 10 5 2 2 9 10 131 33 16 17 86 65.6  17 A- 

 10 10 7 10 10 10 10 10 5 0 8 0 10 0 0 0 0 10 3 10 123 18 20 -2 99 64.4  18 A- 

 10 10 10 10 10 10 10 9 7 2 3 1 10 3 3 6 0 3 2 5 124 24 19 5 95 64.2  19 B+ 

 10 10 7 10 10 10 10 0 7 10 3 3 10 0 7 10 0 5 3 5 130 38 17 21 77 63.8  20 B+ 

 7 10 7 10 10 10 2 6 10 10 7 0 5 3 3 1 0 0 3 10 114 7 22 -15 113 63.0  21 B+ 

 10 10 0 10 10 10 8 3 7 3 2 2 9 3 2 8 0 5 10 5 117 17 21 -4 100 62.2  22 B+ 

 10 10 7 7 10 2 2 0 10 10 7 3 0 10 10 3 0 0 3 10 114 14 22 -8 103 61.4  2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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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7 10 10 10 10 8 2 10 10 1 0 0 1 5 0 3 2 1 110 34 25 9 85 57.1  24 B 

 10 10 10 10 10 10 2 1 7 10 2 0 9 0 1 0 2 10 5 5 114 41 22 19 72 56.7  25 B 

 7 10 7 10 8 0 10 5 7 10 3 0 0 2 5 5 0 5 3 10 107 35 26 9 83 55.6  26 B 

 10 10 7 10 10 10 8 5 2 7 2 0 10 3 7 0 0 3 0 0 104 29 27 2 88 55.1  27 B 

 10 10 7 10 10 7 3 2 7 8 5 5 0 2 5 0 0 0 8 5 104 30 27 3 87 55.0  28 B 

 10 10 8 10 10 10 0 8 8 0 0 0 2 0 0 0 0 10 10 5 101 27 31 -4 92 54.6  29 B 

 10 10 10 9 10 0 6 2 10 10 7 3 5 0 0 0 0 7 0 0 99 21 35 -14 97 54.5  30 B- 

 10 10 0 10 10 10 7 7 0 10 7 0 0 5 0 0 0 0 5 10 101 32 31 1 87 53.8  31 B- 

 8 10 7 10 10 2 5 5 5 7 3 2 1 2 5 0 0 5 2 5 94 13 37 -24 103 53.4  32 B- 

 5 10 7 10 10 10 0 0 10 10 3 2 0 3 10 2 0 5 2 5 104 47 27 20 64 51.4  33 B- 

 10 10 10 8 10 9 3 2 7 5 8 2 0 0 0 0 0 3 0 5 92 28 38 -10 91 50.8  34 B- 

 7 10 7 8 10 10 5 2 3 2 7 0 0 10 0 2 0 8 3 10 104 49 27 22 59 50.7  35 B- 

 10 10 7 10 10 10 2 0 8 9 5 0 2 0 0 0 0 5 2 10 100 43 34 9 68 50.5  36 B- 

 9 10 8 10 5 1 10 9 7 10 5 5 0 0 2 0 0 3 2 5 101 46 31 15 65 50.4  37 B- 

 7 5 3 10 10 0 7 10 8 10 2 0 0 2 5 0 0 0 3 3 85 12 42 -30 103 49.8  38 C+ 

 10 10 7 10 10 10 1 0 8 2 1 5 0 3 5 5 0 9 3 0 99 51 35 16 47 46.8  39 C+ 

 10 7 7 10 10 8 7 7 3 2 0 0 0 3 5 3 0 1 1 5 89 44 39 5 67 45.9  40 C+ 

 10 10 7 5 10 10 7 0 5 2 5 0 0 0 0 0 0 2 0 0 73 19 48 -29 99 44.4  41 C 

 9 8 7 10 10 8 1 1 7 5 10 0 0 0 0 0 0 5 2 0 83 42 43 -1 70 44.0  42 C 

 5 5 7 10 10 10 2 0 7 2 1 0 0 0 2 4 0 5 8 0 78 37 45 -8 81 43.7  43 C 

 8 8 7 10 3 0 2 1 3 2 5 3 0 2 5 5 0 2 0 3 69 16 49 -33 101 43.1  44 C 

 10 10 7 10 5 0 2 0 3 3 0 2 0 2 2 8 0 10 3 3 80 48 44 4 61 41.4  45 C- 

 10 10 5 9 10 10 1 0 5 2 3 2 0 0 1 0 0 3 0 4 75 39 46 -7 74 41.4  45 C- 

 9 10 7 10 9 3 2 0 7 10 5 0 0 0 0 2 0 0 0 0 74 40 47 -7 73 40.8  47 C- 

 10 10 7 10 10 10 2 2 7 2 8 2 0 0 0 0 0 3 2 3 88 54 40 14 34 40.4  48 C- 

 3 5 1 5 5 0 3 3 7 10 5 1 0 2 5 0 0 1 2 5 63 26 50 -24 94 39.7  49 C- 

 10 10 7 7 10 10 2 0 5 7 0 2 0 0 0 0 0 7 4 5 86  41 -41  34.4  50 C- 

 10 10 7 8 5 5 3 0 3 0 5 0 0 0 0 0 0 0 0 0 56 55 51 4 25 26.2  51 F 

 10 10 5 10 3 0 1 1 2 0 0 0 0 0 2 0 0 0 0 0 44 53 52 1 44 24.4  52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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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0 7 10 0 0 0 2 0 2 0 0 0 0 0 0 0 0 0 3 34 45 53 -8 67 23.9  53 F 

 2 2 0 0 0 0 8 0 7 2 0 0 0 0 3 3 0 3 0 3 33 50 54 -4 55 21.7  54 F 

                           0 11 57 -46 104 16.0  55 缺考 

 0 0 0 0 0 0 1 0 5 0 2 0 0 3 0 0 0 0 0 0 11 52 56 -4 45 11.3  56 F 

 0 0 0 1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2 0 14 56 55 1 14 7.8  57 F 

平均分： 8.582 8.982 6.9091 9.0909 8.564 6.891 5.6545 4.62 6.36 6.491 5.14545 2.27 3.54545 3.07273 4.036 3.0182 0.8 4.69091 3.67273 4.9 105        

  86% 90% 69% 91% 86% 69% 57% 46% 64% 65% 51% 23% 35% 31% 40% 30% 8% 47% 37% 49% 53%        

学号/姓名 1(1) 1(2) 2(1) 2(2) 3(1) 3(2) 4(1) 4(2) 5 6(1) 6(2) 6(3) 7/(1) 7/(2) 7/(3) 7/(4) 8/(1) 8/(2) 8/(3) 8/(4) 总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