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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基于MATLAB 软件的大学数学学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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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学院，中国·广西桂林

论文选取了积分计算、极限求解、矩阵应用和常微分方程求解四个方面例题，借助MATLAB软件，及时发现解题过程中的
错误，辅助大学数学的学习，为借助MATLAB软件辅助学习大学数学提供了参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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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数学课程本身比较抽象，较难理解，因为缺少对

数学知识的积累或学习方法运用不当等原因，所以高校中怕

学数学的现象普遍存在。MATLAB是一款具有强大计算能

力的数学软件，将MATLAB应用于数学学习中，对学生掌

握知识和解决问题等方面有很大的辅助作用。针对大学生在

数学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论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做出分析：

2 积分计算

定积分是积分学中的两大基本问题之一，计算定积分

时常出现的问题是使用换元积分法时没有做到全部换元。针

对此问题举例分析：

例 计算
1

2

0
1 dx x−∫ 。

分析：令 sin ,d d , 0,
2

x t t x t
 

= = ∈ 
 

，则 2 2 2 2sin ,1 sin cosx t t t= − =

2 2 2 2sin ,1 sin cosx t t t，

因此
1

2 22 2 2
00 0 0

1 d 1 sin d cos d sin | 1x x t t t t t− = − = = =∫ ∫ ∫ 。

使用 MATLAB 计算
1

2

0
1 dx x−∫ ，代码如下：

int(sqrt(1-x^2),x,0,1)。

求得结果是
4
，与先前结果不一致，再用MATLAB计

算 22

0
1 sin dt t−∫ ，代码如下： 。

计算结果是 1，本题出现的问题是换元时没有将变量

dx换算为 cos dt t。在使用换元法计算定积分时应注意：用新

变量表示原函数后，要作变量换元和积分限换算，只有全部

换算完才能使用换元积分法，否则会出现错误。定积分的计

算有一定的灵活性，而借助MATLAB可以对计算过程中的

错误点进行对照验证，及时发现错误，提高数学学习的效率。

3 极限求解

极限问题的求解是高等数学的重中之重，由于求解极

限问题的方法多样，常会出现容易混淆各种方法的适用情况

的问题。针对此问题举例分析：

例 求极限 30

tan sin
lim

sinx

x x

x→

−
.

分析：因为 tan ( 0), sin ( 0),x x x x x x∼ → ∼ →

所以
3 30 0

tan sin
lim lim 0.

sin sinx x

x x x x

x x→ →

− −
= =

利用MATLAB求解其极限，代码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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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得结果是
1

2
，本题求解错误，在求解的过程中直接

对极限式中相减的部分用等价无穷小量替代是错误的。利用

等价无穷小量代换求极限时应注意：只有对所求极限式中相

乘或相除的因式才能用等价无穷小量替代，对极限式中相加

或相减的部分不能随意替代，否则会出现错误。因此，在求

解极限的过程中，可以借助MATLAB软件有效地帮助学生

学习求解极限问题等方面的知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 矩阵

矩阵是高等代数的重要内容，在计算的过程中常出现

的问题是容易混淆求解齐次线性方程和非齐次线性方程的

通解的方法。针对此问题举例分析：

例 求线性方程组的通解：

1 2 3 5

1 2 3 4 5

1 3 4 5

1 2 3 4 5

2 2 2,

3 2 3 6 14 1,

2 11 18 8,

4 2 4 10 20 2,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析：将增广矩阵化成简化行阶梯矩阵：

1 0 0 5 8 3

0 1 0 3 2 1

0 0 1 1 2 2

0 0 0 0 0 0

A

− 
 

− − →
 − −
 
 

%

根据化简的矩阵，写出方程组为：

1 4 5

2 4 5

3 4 5

5 8 3

3 2 1

2 2

x x x

x x x

x x x

= − + +


= − −
 = − + +

，
4 5,x x 为自由未知量，

令 4 50, 0x x= = 得 0 (3, 1, 2,0,0);= − 令 4 50, 1x x= = 得 1 (11, 3,4,0,1);= −

(11, 3,4,0,1);

令 4 51, 0x x= = 得 2 ( 2,2,1,1,0).= −

求得通解为 1 2(3, 1, 2,0,0) (11, 3,4,0,1) ( 2, 2,1,1,0).k k− + − + −

借助MATLAB验证结果，输入如下代码：

A=[1,1,-2,0,-2;-3,-2,3,-6,14;-2,0,-1,-11,18;4,2,-4,10,-20];

B=[-2 ;-1;-8;2];t1=rref(A)；x0=sym(A)\sym(B)；

x=null(A,’r’)，

求得结果为： 1 23, 1,2,0,0 5,3, 1,1,0 8, 2,2,0,1 .k k− + − − + −

所以计算错误，在本题中出现的问题是直接用非齐次

线性方程组的增广矩阵求基础解系，而非齐次线性方程组的

基础解系应用其导出组的系数矩阵来求。在求线性方程组的

通解时，可以借助MATLAB验证结果，找出计算中的错误，

有效地掌握求非齐次线性方程组的通解的知识点。

5 常微分方程

线性微分方程是常微分方程中的基础，在计算高阶非

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通解时，常出现的问题是容易忽略该式

特征方程存在复根。针对此问题举例分析：

例 求
4

4

d
2 2

d

x
x t

t
= + 的通解。

分析：先求特征方程 4 2= ，再求特征根
1 1

4 4
1 22 , 2= = −

1 1

4 4
1 22 , 2= = − ，

所以通解为
1 1

4 42 2
1 2

t tc e c e−+ 。

借助MATLAB求
4

4

d
2

d

x
x

t
= 通解，输入如下代码：

‘D4x==2*x’)；simplify(s)。

使 用 MATLAB 求 出 的 结 果 是
1 1

4 42 2
1 2 3 4

t tc e c e c t c t−+ + +
1 1

4 4
1 2 3 4sin 2 cos 2c e c e c t c t+ + + ，通过对比发现之前的答案遗漏了两项，

而这两项正好是复根。本题中出现的问题是由于思维惯性只

会考虑到特征方程的实根 4 2= ± ，而忽视了方程还存在复

根 4 2i= ± 。由求根公式
2 4

2

b b ac

a

− ± − 和
24

2

b i ac b

a

− ± −
，

可以分别求出方程的实根和复根。因此在求特征方程的特征

根中，可以借助MATLAB检验是否忽略了复根，这对于大

学常微分课程学习有一定的帮助。

MATLAB作为一个高效的辅助工具，在数学学习中可

以判断解题时存在的问题，对掌握知识和高效解题等方面有

很大的帮助，使用MATLAB辅助数学学习可以起到较好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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