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变量分离方程 课程教学设计

课程名称 常微分方程 主讲教师 XXX

授课时间 90分钟 授课内容 §2.1 变量分离方程

所属学科 数学 课程类型 专业基础课

适用对象 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
教学平台和

教学工具
超星学习通、钉钉课堂和多媒体

先修课程 数学分析、高等代数代数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情分析

（1）学生已学习过导数、隐函数求导、微分、积分等知识，基本掌握了不定积

分的求解方法和技巧；

（2）通过第一节内容的学习，学生已经了解微分方程以及它的阶、解、通解、

特解、初值条件等定义，会验证微分方程的解，对微分方程有了初步认识；

（3）会利用微分的定义和两边积分方 法求解简单的一阶微分方程；

（4）通过一学期的高等数学课程学习，已适应了高等数学课程高度抽象、更加

灵活、应用广泛的特点，基本具备了自学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内容分析

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是“常微分方程”课程中一阶微分方程部分第一节的内

容，选用的教材是中山大学数学系编的《常微分方程》（第三版），由高等教育出

版社出版。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是一类最简单、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阶微分方

程，掌握好可分离变量微分方程的定义及解法是学习一般的一阶线性微分方程、齐

次方程、高阶线性微分方程的基础，很多复杂的微分方程求解问题最终都转化为可

分离变量微分方程的求解问题。另外，可分离变量微分方程在物理、力学、天文、

化学、考古学、生态学、医学、航空航天、工程技术等多个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所以说，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是微分方程的基石，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教学目的

 知识目标：掌握可分离变量微分方程的求解方法和步骤，会将现实生活中

简单的变化率问题 转化为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模型来解决。

 能力目标：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数学建模能力、数形结合思想和发现、

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利用所学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 意识以及团队意

识，提升学生数学素养和学以致用的意识。

教学重点

和难点

 教学重点：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的定义与特征

 教学难点：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的解法



教学资源与技

术手段

建立线上视频教学资源和线上任务，采用“学习通”随堂练习、实时监控 教学

进程与课后反思；建设网上资源实现共享；结合多媒体教学与传统黑板板书展示多

元素教学内容；创设小组讨论、师生问答的互动情境激活课堂活力，提高学生的课

堂参与度；设置以建模竞赛真题为基础的案例教学资源，充分体现了课程教学的挑

战性，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和动手能力。

教学模式及方

法

1. 教学组织：1）理论教学内容以教师讲授为主，结合黑板板书和多媒体教学

方法。课堂教学结合提问、讨论、先自学后讨论、或者部分内容安排学生讨论后由

学生讲解、部分习题和作业题利用课程的机动时间讲解来组织。2）严格要求学生，

将考勤和学生思想教育相结合，老师安排课程答疑，用教师自身的个性品质影响学

生，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3）精选课外习题，采用指定与选做，难题答疑与集中

讲解相结合的进行课外练习。

2. 教学方法：对于本课程的教学，采用因材施教、基于问题、面向学生实际、

合作互动的方法。1）首先采用基于问题的探究式学习方法，对于典型的人口增长

问题，发动学生主动思考； 2）对于重点、难点采用重点讲授的方法，配合例题结

合实际讲解。3）整个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对科学问题发现、提出及解

决的能力，在知识掌握、 能力培养达到较好的效果。

所用教材 《常微分方程》，书号：9787040193664，王高雄、 周之铭、朱思铭，高等教

育出版社，2006.



【教学安排】

教学进程表

教学意图 教学任务 教学环节设计

创设情境，引

入新课。

两张景区游客爆满的照片：

由生活场景出发，

吸引学生注意力。

提出问题

接着分析 2016 年和 2017 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数据

和 2017 年底中国大陆人口数量，说明人口预测对于国家

的发展至关重要，从而引出第一个案例“人口预测”。习近

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到 2035 年中国要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那么我们能预测 2035 年的中国大陆人口数

量吗？
通过提问，并借助

多媒体课件和动画

辅助，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为新知识

的引入做准备。



分析问题，构

建新知，引入

新课。

引入 Malthus 人口模型，分组解决案例提出的问题并给

出详细解题步骤；同时，引入可分离变量微分方程的概念

和求解步骤以及注意事项；

引导学生将人口增

长社会现象利用常

微分方程解决，引

入分离变量方程的

概念，进行求解计

算，并培养学生的

科学思维。

归纳知识和

举例进行课

程思政，再设

疑引出新课。

提问：为什么说现在用 Malthus 人口模型预测人口已

经不再合适了？并利用 Matlab 画出 Malthus 人口模型解

的曲线帮助学生理解，然后从 Malthus 人口模型的 通解寻

找其不合适之处的缘由。

(课程思政) 引导学生一定要节约资源，爱护环境，融

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绿色中国”的课程思政

元素。

举例加强学生对分

离变量方程的求解

的掌握，融入课程

思政元素，引导学

生节约资源，爱护

环境，再提问引出

Logistic 人口模

型。

设置问题，引

导学生探索

新知，小组讨

论研究，再解

决问题。

继续提问： Malthus 人口模型在现代已不太合适，那

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教师可以给出 Logistic 人口模型，

让学生继续讨论该模型与 Malthus 人口模型的区别、联系

以及优点，并让每个小组利用该模型来预测一下 2035 年

中国大陆人口数量。

进一步强化学生对

分离变量方程的计

算过程的掌握，为

引出分离变量方程

做好铺垫，在讲完

Logistic 人口模型

时，引出随机

Logistic 人口模

型，说明考虑随机

因素对于人口数量

的干扰很有必要，

从而完成学科前沿

的介绍与知识的升

华，拓展学生知识

面，激发学习兴趣。

引出定义，归

纳总结计算

过程。

分离变量方程：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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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过程：1.分离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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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求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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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求通解

补充：如果存在 �0使 � �0 = 0，还必须 � � = 0 求得

解�0，当 y = �0不包含在通解中时，必须补上特解 y = �0

引导学生从两个人

口预测模型分析共

性，引出分离变量

方程的定义，再分

析归纳计算过程，

进一步加强学生对

分离变量方程计算

的掌握。



举例计算，加

强巩固。

例 1：求解方程
��
��

=− �
�

例 2：求解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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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求解方程 � + � �� + (� − �)�� = 0
运用多媒体课件和

黑板板书演示计算

过程，加强对分离

变量方程计算的掌

握程度。师生互动，

引导学生学以致

用,培养了学生的

分析与解决问题的

能力。

举例应用，

掌握变量分

离方程。

例 4 电容器的充电和放电

如图（2. 1)所示的 RC电路，开始时电容 C上没有电荷，

电容两端的电压为零。我们把开关 S合上“1”后，电池 E就

对电容 C充电，电容 C两端的电压uc逐渐升高。经过相当

时间后，电容充电完毕，我们再把开关 S合上“2”，这时 10
电容就开始了放电过程。现在要求找出充、放电过程中，

电容 C两端的电压uc随时间 t的变化规律。

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用分离变量方

程来解释身边的现

象。



【教学反思和作业】

小 结

1.分离变量方程：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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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过程

3. 课后延拓：近两年央视大型文博探索类节目“国家宝藏”

热播，其中来自于湖南省博物馆的“辛追墓 T型帛画”受到

观众追捧，一度上了热搜。帛画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

墓，那么我们能够利用微分方程的知识和碳定年代法去估

计该墓葬的大致年代吗？（发布到学习通平台）

提问检查学生本节

课的掌握情况，然

后进行查漏补缺，

进一步提出用碳定

年代法估计该墓葬

的年代的课后拓

展。

教学反思 1. 学生兴趣浓。教学过程旅游人多引发热议-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为主线，

首先从两张景区旅游的人众多的问题展开，引出主题，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

2. 课堂教学效果好。教学中，结合生活中的实例，不断设疑，析疑，充

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求知欲。新课后，利用所学知识解决课开始时提出的

问题。学生学习兴趣高，课堂学习气氛浓厚，真正做到了“课开始，趣已生，

课进行，趣正浓，课结束，趣犹存”。
3. 德育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自然融合。通过探讨人口增长的问题，引

导学生节约资源，爱护环境，在分析两种人口预测模型，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

和探索精神。

作业 见教材本章练习第 1（发布到学习通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