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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分析》课程中部分公式的记忆技巧
丁志良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湖南 怀化 418005）

摘要：在小学数学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数学分析》

是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其特点是系统性强、逻辑严谨与课程内容

广，而且需记忆的数学公式较多、较复杂，作为一名专业课程教师，

如何将枯燥的数学公式生动形象地传授给学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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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分析》是小学数学教育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其

特点是系统性强、逻辑严谨与课程内容广，并且数学公式较多、

较复杂。数学公式是以字母和符号表达的一种数学命题，是数学

命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学公式是《数学分析》教学中的一个关

键环节，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教学内容，直接影响到学生后续课程

内容的学习，以及数学习题的解答。如何将枯燥的数学公式生动

形象地传授给学生呢？

一、从整体意识记忆公式

对于《数学分析》的一些基本公式，不仅仅需记住其基本形式，

而且要记住其实用性更加广泛的推广形式，以便于学生的灵活运

用，不妨用“□”表示整体，读作“整体”。

（一）重要极限的基本公式的整体意识记忆

对 于 重 要 极 限 的 基 本 公 式 ， 可 扩 展 到

，此时自变量变化趋势不仅仅局限于 → 0，而是

任意变化趋势，只需确保□→ 0 即可。对于重要极限的基本公式

，也可扩展，也可扩展 ，此时自变量变化趋势

不仅仅局限于 x →∞，而是任意变化趋势，只需确保□→ 0 即可。例如，

， 。

（二）等价无穷小的基本公式的整体意识记忆

对于等价无穷小的基本公式，当 时，  ~ ~

~ ~ ~ ~ ，  ~ ，

~ ， ~ ， 可 以 进 行 推 广 到 当 □ → 0 时，

□ ~ □ ~tan □ ~ □ ~ □ ~  （1+ □）~e □ -

1，1-cos □ ~ □ 2/2，  □ -1~ □ ，

（1+ □）α ~α □。例如，当 时，  ~ ；

当 时，  ~ 。

（三）复合函数的基本公式的整体意识记忆

复 合 函 数 的 导 数 可 推 广 到 [f

（□）]= □ ，其中□即可以是一个简单函数，也

可以是复合函数，即 □ = □ ， □

□ □ 等。 例 如， 若 ，

。

二、从公式形式上找规律记忆公式

有些公式可以考虑其本身的特征，从公式的形式上找其规律，

使其易混淆的公式变得清晰明了。

（一）参变量函数的导数

对 于 平 面 曲 线 一 般 的 表 达 式 是 参 变 量（ 参 量） 方 程

所确定的函数 的导数，先写式子

，然后根据左边分式 在分子、 在分母，在右边分式

的 分 子、 分 母 的 括 号 中 对 应 填 上 与 关 于 的 表 达 式， 即

与 ，从而求导公式为 。例如，由上半

椭圆的参量方程 所确定的函数 的导

数为 。

（二）隐函数的求导公式

对于方程 确定的函数即 的导数公式，先

写式子 ，然后根据左边分式 在分子、 在分母，在

右边分式括号中交错填上 与 ，即得其公式 。相类似

地， 对 于 确 定 的 函 数 即 ， 偏 导 公 式 为

， 。

三、创建图形记忆公式

在《数学分析》中，可利用公式之间的联系，创建图形，使

其零散的公式整体化、形象化。

在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公式中，最难记忆部分为三角函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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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三角函数的导数，不妨创建图形（如上图），帮助学生有效记

忆 公 式。 正 弦 函 数 、 正 切 函 数 、 正 割 函 数

、反正弦函数 、反正切函数 等名

称中均含有“正”，从而上述函数求导符号均为正；余弦函数

、余切函数 、余割函数 、反余弦函数

、反余切函数 等名称中均含有“余”，“余”

在古语中有“多余”的意思，多了负号，从而上述函数求导符号

均为负。在解决求导的符号问题后，按照学习三角函数的顺序，

将正弦函数 与余弦函数 作为“第一层”，正切

函数 与余切函数 作为“第二层”，正割函数

与余割函数 作为“第三层”，第一层的导数进

行 互 换 ， 第 二 层 的 导 数 为 第 三 层 的 平 方

，第三层的导数为本身乘以上一层（第

二 层 ） 。 反 正 弦 函 数

与 反 余 弦 函 数 的 导 数 具 有 相 同 的 部 分

，反正切函数 与反余切函数 的导

数具有相同的部分 。

四、创设口诀记忆公式

在《数学分析》课程中，某些公式或结论可以结合图形，创

作一些口诀，使其原本枯燥难记的公式变得生动形象。

在定积分应用中平面图形由两条曲线在区间 上围成的面积

公式和重积分转化为累次积分中积分 型区域与 型区域 的分

解，可创设口诀“对 轴作垂线，从左往右移，从下往上看；对

轴作垂线，从下往上移，从左往右看”。

                    

图 1                               图 2

在平面图形由两条曲线在 围成的面积公式中，如图 1 中

的面积可理解为对 轴作垂线，与上下两条曲线分别相交两点，

从左往右移，扫过的范围为 为积分区间，从下往上看，上面

曲线 减去下面曲线 为被积函数，其面积公式为：

。相应地，图 2 中 D 的面积可理解为对

轴作垂线，与左右两条曲线分别相交两点，从下往上移，扫过的

范围为 为积分区间，从左往右看，右边曲线 减去左

边 曲 线 为 被 积 函 数， 其 面 积 公 式 为：

。

同时，此口诀也可用于重积分转化为累次积分中区域 的分

解：在图 1 中，区域 为 型区域：从左往右移，扫过的范围为

的范围，即 ，从下往上看，大于下面的曲线 小

于上面的曲线 为 的范围，即 ，从而

。在图 2 中，区域 为 型

区域，从下往上移，扫过的范围为 的范围，即 ，从左往

右看，大于左边的曲线 小于右边的曲线 为 的范围，即

，从而 。

五、利用一元函数与多元函数公式之间的相关性记忆公式

多元函数是一元函数的推广，因此它依旧保留着一元函数的

许多性质，某些公式在本质上与一元函数的相关的公式是一样的。

（一）复合函数求导公式

对于一元函数复合函数求导公式，可以看成外函数的导数乘

以内函数的导数，即 ，而对于多元复合

函数也可以看成外函数的偏导数与内函数的偏导数的数量积，其

中 外 函 数 的 偏 导 数 与 内 函 数 的 偏 导 数 均 为 向 量。 即

关于 的偏导数

，其中外函数偏导数为 ，内函数的偏导数

为 。 类 似 地， 可 以 理 解 关 于 的 偏 导 数

。

（二）（全）微分公式

对于一元函数的微分公式，可以看成是导数与自变量的微分

乘积，而多元函数的全微分可以看成是偏导数组成的向量与自变

量的微分组成的向量的数量积。即一元函数 在 上任一

点 处的微分公式为 ，相应地，多元函数 （以二

元函数 为例）在 上每一点 处的全微分的公式

为 。

六、运用与中学公式的相似性和相关性记忆公式

在高阶导数中，两个函数乘积的 阶导数公式，即莱布尼茨

公 式： ， 与 中 学 的 二 项 展 开 式 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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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形式上高度一致，因此可以通过二项

展开式记忆莱布尼茨公式。

不可否认，对于《数学分析》公式的教学，最好的方式是专

业教师利用理论依据进行逻辑推导与相关例题详细讲解相结合，

然后让学生利用相关习题进行巩固，但是运用一些技巧有效记忆

公式，对于学生学习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学习效率逐步提升，

学习兴趣随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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