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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导数的定义

2.1.1   引例

1   直线运动的速度

      设 s 表示一运动物体从某一时刻 开始到时刻
t 所走过的路程。

显然：路程 s 是时间 t 的函数，即 s=s(t)

(1). 物体作匀速直线运动

时间 t:           
           

tt 0 0ttt 

路程的变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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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体作变速直线运动

.时间内的平均速度不是常数，它表示在则 t
t

s





.,0 0处的瞬时速度表示在则若令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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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处的瞬时速度，在时刻

来表示物体用物体作变速直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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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 路程对于时间的变化率 .( 此公式同样适用于匀速

直线运动 )



2. 曲线的切线斜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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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 上面两例都归结为如下极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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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问题的共性 :

所求量为函数增量与自变量增量之比的极限 .

类似问题还有 :

加速度

角速度

线密度

电流强度

是速度增量与时间增量之比的极限

是转角增量与时间增量之比的极限

是质量增量与长度增量之比的极限

是电量增量与时间增量之比的极限

变
化
率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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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导数的定义

定义 1 . 设函数 在点 的某邻域内有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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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称处可导在点则称函数 ,)( 0xx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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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xxyxxfy  记为处的导数在点此极限为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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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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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导数定义的不同形式，常见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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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若函数 y=f(x) 在点 x0 处可导也称为 f(x) 在点 x0

       具有导数或导数存在 ,若极限不存在，

如果不可导的原因是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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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 则称导数为无穷大

则称 f(x) 在点 x0 处导数不存在或不

可导

4.
记作的导函数这个函数叫做原来函数值

的一个确定的导数都对应着对于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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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右导
数 :

5. 单侧导数

1 ） . 左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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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xf 在点0x处可导左导数 )(0xf 和右 

导数 )(0xf 都存在且相等. 

★

如果)(xf 在开区间 ba,内可导，且)(af及 

)(bf都存在，就说)(xf 在闭区间 ba,上可导. 



2.1.3 、由定义求导数

步骤 : );()()1( xfxxfy  求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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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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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 的导数为正整数求函数 nxy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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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 .)1,0()( 的导数求函数  aaaxf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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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 .)1,0(log 的导数求函数  aaxy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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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以下几个函数的导数公式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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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 .0)( 处的可导性在讨论函数  xx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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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导数的几何意义与物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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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理意义 非均匀变化量的瞬时变化率 .

变速直线运动 :路程对时间的导数为物体的
瞬时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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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电路 :电量对时间的导数为电流强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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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均匀的物体 :质量对长度 ( 面积 , 体积 ) 的
导数为物体的线 ( 面 , 体 ) 密度 .



2.1.5 、可导与连续的关系

定理 1  凡可导函数都是连续函数 .

证明 ,)( 0可导在点设函数 x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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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该定理的逆定理不成立 .

.0)( 处连续但不可导在例  xxxf



2.1.6  利用导数定义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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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试确定常数 a 、 b, 使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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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小结

1 .  理解导数的概念 :

 (1).  导数的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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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导与连续的关系 : 可导一定连续 , 反之不成
立 . 

(2). 可导的等价条件 : 函数 f(x) 在点 x 处可导的充
要
条件为 f(x) 在该 点的左右导数存在且相等 .

 (4). 导数的几何意义与物理意义 .

2 、 熟记导数基本公式

 作业 : 习题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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