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数学(微积分)基础班

                                                2020年11月

2022年研究生入学考试



第二章 导数与微分



掌握要点
一、熟记求导公式和求导法则(基本功)
二、导数的定义（小题出现，常考）
三、分段函数的导数（重点，与其他知识点结合）
四、变限积分求导（几乎每年涉及）
五、高阶导数（难点）



1、理解导数和(了解)微分的概念，理解(了解)导数与微分的关系，
      理解 (了解)导数的几何意义，会求平面曲线的切线方程和法线 
      方程，了解导数的物理意义（经济意义，含边际和弹性），会
      用导数描述一些物理量，理解函数的可导性与连续性之间的关
      系。
2、掌握导数的四则运算法则和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掌握基本初
      等函数的导数公式，了解微分的四则运算法则和一阶微分形式
      的不变性，会求函数的微分。
3、了解高阶导数的概念，会求简单函数的高阶导数。
4、会求分段函数的导数。会求隐函数和由参数方程（数一、二）
      所确定的函数以及反函数的导数。

考试要求



考试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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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设函数 在点 的某个邻域内有定义，

当自变量 在 处取得改变量 时，相应地

函数 的改变量

　　　　

如果 与 之比当 时的极限存在，则称函数

在点 处可导 并称这个极限为函数

在点 处的导数 记为

一、导数与微分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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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作的导函数这个函数叫做原来函数数值

的一个确定的导都对应着对于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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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 , . .f x x x函数 在点 处可导 则它 在点 处一定连续 反之不成立

(3) 可导与连续的关系

注：左导数存在左连续，右导数存在右连续

       左导数存在+右导数存在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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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已知    y=
a+bx,   x≤0

在x=0可导，求a, b之值.e-x,        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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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0)=1

故  a=1.



由可导性：

故 b = –1， 此时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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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左导数存在但右导数不存在. 



答案：B左导数存在但右导数不存在. 





2、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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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设函数 在某区间内有定义 及

在这区间内 如果

　　　

成立 其中 是与 无关的常数 则称函数

在点 可微 并且称 为函数 在点 相

应于自变量增量 的微分 记作

　　　　 或 即

.的线性主部叫做函数增量微分 y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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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1)导数的几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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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导数与微分的几何意义

注：1)函数可导曲线有切线，反之不然；
        2)曲线有水平切线时



(2)微分的几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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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微分形式的不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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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分形式的不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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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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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导数公式和求导法则
1、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公式



(1)函数的和、差、积、商的求导法则

2、求导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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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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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因变量对自变量求导,等于因变量对中间变
量求导,乘以中间变量对自变量求导.(链式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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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 ( ) .F x y y y x 由方程 所确定的函数 称为隐函数

.)( 形式称为显函数xfy 
0),( yxF )(xfy 隐函数的显化

问题:  隐函数不易显化或不能显化如何求导?
隐函数求导法则:

(3)、隐函数的导数



解：方程两边对x求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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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反函数的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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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可得



(5)、参数方程确定函数的导数(数学一、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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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数求导法

方法:

先在方程两边(或函数)取对数,  然后利用隐函数
的求导方法求出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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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微分的求法
dxxfdy )(

求法: 计算函数的导数,乘以自变量的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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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阶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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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考题型与典型例题



一、导数的定义-命题形式







答案：B



答案：C





答案：D



答案：D



二、复合函数、隐函数、参数方程求导







三、   高阶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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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导数的应用 
1、导数的几何意义 









2、相关变化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