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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时 

课  题 

§ 3.1.3 导数的概念(三) 

教学目标 

一、教学知识点 

1.函数 y=f(x)的平均变化率，函数的导数的概念. 

2.函数 y=f(x)在点 x0处的导数的求法. 

3.函数 y=f(x)在开区间(a,b)内的导函数的定义. 

4.函数 y=f(x)在某一点 x=x0处可导，函数 y=f(x)在这点 x=x0 处连续. 

二、能力训练要求 

1.理解并掌握导数的概念，学会求函数在一点处的导数的方法. 

2.理解并掌握开区间内的导数的概念，会求一个函数的导数. 

3.深刻理解“函数在一点处可导，则函数在这点连续”的内在含义和实际意义. 

4.能灵活运用导数的定义及导函数的定义求解导数. 

三、德育渗透目标 

1.培养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如量变与质变、分类与整合、运动与静止等等，都

是进行唯物主义教育的素材. 

2.根据函数的可导性与连续性的关系，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思辩能力. 

3.由切线的斜率与瞬时速度的关系，加深学生对特殊与一般、运动与静止的理解，培养

学生的直觉思维中的类比能力. 

4.培养学生的总结、归纳、抽象与概括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实际动手操作的能力. 

教学重点 

导数的定义、导函数的概念是本节课的教学重点内容，它是研究函数的基本性质的基础，

求导数的方法也是重点内容. 

教学难点 

导数概念的理解，通过曲线切线的斜率与瞬时速度引出导数的概念，从导数的定义归纳

出求导数的方法.关于函数 y=f(x)在点 x0 处可导，与 y=f(x)在 x=x0处连续的辨析是难点. 

教学方法 

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的课堂教学——在教师的正确引导下，由学生已学过的有关知识，

如函数的极限、瞬时速度、曲线的切线斜率等概念，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建构出函数 y=f(x)在

x0 处的导数的概念，由函数 y= f(x) 在 x=x0 处的导数建构出函数 y= f(x) 在开区间(a,b)

上的导函数的定义. 

教具准备 

实物投影仪(或幻灯片、幻灯机). 

教学过程 

Ⅰ.课题导入 

1.概念的引入 

［师］同学们，前面我们已经学习了曲线在点 P0(x0,y0)处的切线斜率及切线方程的求法.

请同学们回忆一下，切线的斜率是怎样定义的? 

［生 1］在 P0(x0,y0)附近，设 Q 点是曲线上的点，其坐标为 Q(x0+Δx,y0+Δy)，当 Δx→0

时，割线 P0Q 的斜率
x

y

xxx

yyy
k QP











00

00

)(

)(
0

的极限，就是曲线在点 P0 处的切线的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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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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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运用函数的极限研究了物体运动规律如瞬时速度、瞬时加速度等等.那么瞬时速

度是如何定义的呢？ 

［生 2］如果物体的运动规律是 s=s(t)，那么物体在时刻 t 的瞬时速度 v，就是物体在 t

到 t+Δt 这段时间内，当 Δt→0时平均速度的极限，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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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3］(突然站起)请问老师，物体的瞬时加速度是否可以用瞬时速度在 Δ t→0 时

的平均加速度的极限来定义呢？ 

［师］生 3 提问得好.我们广大同学就应该有这种精神，敢于质疑，勇于探索和创新.他

问的问题仍然是研究物体运动规律的变化性.物体的运动规律(瞬时速度)v=v(t),那么物体在

时刻 t 的瞬时加速度 a(t)，就是物体在 t 到 t+Δt 这段时间内，当 Δt→0时平均加速度的极限，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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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提出问题质疑老师，这一点在以往的常规教学中还是不常见到的，在新的形势下，

教师应有为学生学习服务的意识，不单纯是讲授知识，而还应该传道解惑也.教师的工作方

法、学识的渊博、热情的态度、人格的力量都能深深地影响学生的一辈子，可以让更多的学

生有更好的发展，让所有的学生都有较好的发展，所以，我们课堂教学应鼓励学生大胆提问，

找出问题) 

［师］刚才两位同学所述都是正确的.切线的斜率和瞬时速度都是极限问题，这是共性

问题，今天我们共同来学习新的内容(教师板书课题)：导数的概念(三). 

Ⅱ.讲授新课 

［师］我们知道，Δt 是时间增量，Δs是位移增量，对于一般的函数 y=f(x),Δx 称为自变

量在 x0 处的增量，Δy 称为函数的增量.切线的斜率与瞬时速度都是以极限来定义的，而且在

形式上也是类似的. 

［板书］ 

切线的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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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时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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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t) y=f(x) 

Δt 时间增量 Δx 自变量 x 在 x0 处的增量 

Δs位移增量 Δy 函数在 x0处的增量(函数的增量) 

t

s




平均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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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y=f(x)在 x0 到 x0+Δx 之间的平均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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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 ，即为 f(x)在 x0处的切线斜率 

我们把函数 y=f(x)在 x=x0处的函数的平均变化率的极限，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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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 叫做 f(x)在 x0处的

导数.现请同学们概括并叙述导数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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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4］函数 y=f(x)，如果当 Δx→0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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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极限，就说函数 y=f(x)在点 x0 处可导，

并把这个极限叫做 f(x)在点 x0处的导数(或变化率)，记作 f′(x0)或 y′|x=x0. 

［师］如何用数学符号来表示呢？ 

［生 5］f′(x0)=y′|x=x0=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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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大家认为这个定义中应注意到什么问题？请同学们先讨论一下，然后再总结. 

(教室内的气氛开始活跃了，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发言，发表自己的见解.只有在宽松和谐

的氛围中学习，才能实现有意义的建构) 

［生 6］如果 Δx→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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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先有极限，才有 f(x)在点 x0处可导，进而才能得到 f(x)

在点 x0 处的导数. 

［师］回答得很好！同学们能否从导数的定义，概括出求函数 y=f(x)在点 x0处的导数的

方法和步骤？ 

［生 7］求函数 y=f(x)在点 x0 处的导数的方法是： 

(1)求函数 y=f(x)的增量 Δy=f(x0+Δx)-f(x0); 

(2)求平均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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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极限，得函数 f′(x0)=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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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同学们，刚才同学 7 总结得是否全面呢？ 

［生］(众生)总结得很全面. 

［师］我们根据导数的定义和求导数的步骤，来研究上节课中求自由落体在 t=3 时的瞬

时速度，其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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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ts  .求它在 t=3 时的瞬时速度实质就是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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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s  在时刻 t=3 处的导数.

请同学们来说说看. 

［生 8］第一步：先写出位移函数的增量 Δ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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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Δ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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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步 ： 求 出 t 由 3 到 3+Δt 内 的 位 移 的 平 均 变 化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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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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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极限，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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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3×9.8=29.4(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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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自由落体在 t=3 时的瞬时速度就是 v=29.4m/s. 

［师］从这个题目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生］瞬时速度就是位移函数 s(t)对时间 t 的导数，即 v=s′|t=t0. 

［师］我们可以根据开区间上连续函数的定义，类似地定义函数在开区间上可导. 

［ 生 ］ 如 果 函 数 f(x) 在 开 区 间 (a,b) 内 任 一 点 x0 处 可 导 ， 即

f′(x0)=y′|x=x0
x

xfxxf

x

y

xx 











)()(
limlim 00

00
在 x0 处是存在的，由于 x0 是开区间(a,b)上

的任意一点，当 x0取遍(a,b)内的所有值时，这个极限都是存在的，就称函数 f(x)在开区间(a,b)

内可导. 

［师］你的理解和解释是很好的.一般地，如果函数 f(x)在开区间(a,b)内可导，那么对于

(a,b)内每一个确定的点 x0，对应着一个确定的导数 f′(x0)，根据函数的定义，在(a,b)内构成一

个新的函数，把这一新函数叫做 f(x)在开区间(a,b)内的导函数，前提是 f(x)在(a,b)内可导.它

的数学符号如何表示呢？ 

［生 9］f′(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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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学到了由特殊

到一般的科学思维方法，体现了动与静的辩证关系. 

［师］当 x0∈(a,b)时，函数 y=f(x)在 x0 处的导数 f′(x0)等于函数 f(x)在开区间(a,b)内的导

函数 f′(x)在点 x0处的函数值.f′(x0)可以直接根据 f(x)在点 x0 处的导数得到，也可以先求 f(x)在

开区间(a,b)内的导数 f′(x)，然后再将 x=x0 代入 f′(x)中得到. 

(稍停顿一会，让学生体会、反思) 

［师］你们能举一个例子吗？ 

［生 10］刚才研究的自由落体运动在 t=3 时的瞬时速度就可以用导函数的方法来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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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t=3 时，v(3)=s′(3)=s′|t=3=g·3=9.8×3=29.4(m/s). 

v(t)=g·t 叫做
2

2

1
)( gtts  的导函数. 

［师］举的例子很恰当.我们从 f(x)在 x0 处可导的定义可以知道，f(x)在 x0 处有定义，那

么我们来看一下 f(x)在 x0处是否有极限？是否连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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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11］如果函数 y=f(x)在 x0处可导，那么 f(x)在 x0 处一定有极限，且连续. 

［众生］这是需要证明的.如果能证明出来才能说明你的猜想是正确的. 

［生 11］用定义法证明： 

已知 f′(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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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x=x0+Δx,当 Δx→0时，x→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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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0)·0+f(x0)=f(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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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在 x0处一定有极限，且连续. 

［师］妙,妙极了！他不仅给出了猜想，而且证明了自己的猜想.这种先猜后证是众多科

学家、发明家常用的方法.生 11 在证明过程中灵活运用代数式的变形，由 f(x0+Δx)经过添项

去项配凑出导数定义的基本结构形式. 

［师］刚才的命题逆命题是否成立呢？ 

［生 12］如果函数 f(x)在 x=x0处连续，那么函数 y=f(x)在 x0 处可导.例如函数 y=x
2
,y=x

3

等等. 

［师］你的举例能代表证明吗？ 

［生 13］他的结论是错误的.例如，函数 y=f(x)=|x|在 x0 处连续，但在 x=0 处不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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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x|在 x=0 处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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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Δx＞0 时， 1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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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lim ，即函数 y=f(x)=|x|在 x=0 处不可导，也就是其导数不存在.这就说

明：f(x)在 x0 处连续，但未必可导. 

［师］回答得完全正确，我们要学会辩证地看问题.你们能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 

［生 14］如果函数 y=f(x)在点 x0处可导，那么函数 y=f(x)在点 x0处连续，反之未必成立.

也就是说：函数具有连续性是函数具有可导性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2.课本例题 

［例 1］求函数 y=x
2 在点 x=1 处的导数 

［师］求函数在某一点处的导数的方法和步骤是什么呢？ 

［生 15］①求函数增量 Δy;②求函数的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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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求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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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16］解：Δy=(1+Δ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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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x=1=2. 

(学生在黑板上板演，教师在下面巡视指导，与学生共同研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师］刚才我在下面发现有的同学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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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漏掉了(Δx)

2
,但他的结果仍然是 2.若把题目

变为求 y=x
2 的导数 y′，又如何求呢？ 

［生 17］Δy=(x+Δ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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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已知 xy  ，求 y′. 

［师］求一个函数在区间上的导数的方法是什么？ 

［生 18］与求函数在一点处的导数的方法和步骤是一样的，也是三个步骤，只是把 x0

换成 x 即可.(然后该生走向黑板，边写边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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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回答得很好，求解也是完全正确的.从这道题可以看出求函数的导数也主要是求

极限的值，所以极限是求函数的导数的基础，求极限的一些基本方法和思想要熟记于心.同

时本题运用了分子有理化的变化技巧.若将本题变为求函数 3 xy  的导数 y′,又如何求解

呢？ 

［生 19］(自然而大方地走向讲台)求解 3 xy  的导数的思想方法和步骤与前面生 18

的完全相同，具体的是： 

解： 33 xx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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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 19 板演得非常正确，下面的同学在运算中存在不少的问题，例如对

33 xxx  不知道如何处理，而生 19 给出分子有理化的方法，这一点我们在学习函数的

极限时也讲过.所以我们应该积累一点代数的变形技巧才行. 

3.精选例题 

［例 1］已知 y=x
3
-2x+1，求 y′,y′|x=2.(投影放出) 

［生 20］解：Δy=(x+Δx)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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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y′=3x
2
-2，y′|x=2=10. 

［生 21］求 y′|x=2 时，可以直接运用 y′=3x
2
-2，将 x=2 代入即可.y′|x=2=3×2

2
-2=12-2=10. 

［师］很好!生 20 着重强调了定义在解题中的作用，而生 21 则灵活运用题目之间的内

在联系，两个同学的做法都值得我们学习.如果题目中求 y′和 y′|x=x0 时，运用定义求 y′，然后

利用 y′的表达式求 y′|x=x0 就很简单了；如果只要求 y′|x=x0，运用定义解就很简便了. 

［例 2］已知 f(x)=ax
3
+3x

2
+2,若 f′(-1)=4，求 a 的值.(投影放出) 

［师］这道题函数 f(x)中含有字母 a,已知 f′(-1)=4,那么先要把 f′(-1)用 a 表示出来，这样

才能求出 a 的值. 

［生 22］Δy=a(-1+Δx)
3
+3(-1+Δx)

2
+2-［a(-1)

3
+3(-1)

2
+2］=a·(Δx)

3
+(3-3a)(Δx)

2
+(3a-6)Δx. 

∴
x

xaxaxa

x

y








 )2(3)()1(3)( 23

 

=a·(Δx)
2
+(3-3a)·Δx+3a-6. 

∴
00

limlim







xx x

y
［a(Δx)

2
+(3-3a)Δx+3a-6］=3a-6. 

∴f′(-1)= 
x

y

x 



 0
lim =3a-6. 

又∵f′(-1)=4, 

∴3a-6=4.∴
3

10
a . 

故所求 a 的值为
3

10
. 

［例 3］已知使函数 aaxxy
3

4
_ 23  式 a 的导数为 0 的 x 值使 y 值也为 0，求常数 a

的值.(投影放出) 

［师］本题是已知 y′=0，从中求出 x，此 x 对应的函数值是 0，从而求出实常数 a.问题

是先求出导数 y′,利用定义求解. 

［生 23］解：Δy=(x+Δx)
3
+a(x+Δx)

2
- a

3

4
-(x

3
+ax

2
- a

3

4
) 

=x
3
+3x

2
·Δx+3x·(Δx)

2
+(Δx)

3
+a·x

2
+2ax·Δx+(Δx)

2
- a

3

4
-x

3
-ax

2
+ a

3

4
 

=(Δx)
3
+(3x+1)·(Δx)

2
+(3x

2
+2ax)·Δx. 

∴
x

xaxxxxx

x

y








 )22()()13()( 223

 

=(Δx)
2
+(3x+1)·(Δx)+(3x

2
+2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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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limlim








xx x

y
y ［(Δx)

2
+(3x+1)Δx+(3x

2
+2ax)］ 

=0+(3x+1)×0+3x
2
+2ax=3x

2
+2ax. 

∵y′=0，∴3x
2
+2ax=0. 

∴x=0 或
3

2a
x  . 

由题设,知当 x=0 时，y=0，即 

aa
3

4
000 23  ， 

∴a=0; 

当
3

2a
x  ，y=0，即 

0
3

4
)

3

2
()

3

2
(0 23 

aa
a

a
, 

∴ 0
3

4

9

4

27

8 33


aaa

. 

∴ 0
3

4

27

4 3


aa

. 

∴a
3
-9a=0.∴a=0,a=±3. 

∴所求的实数 a 的值为 0,±3. 

［师］生 23 求解非常正确，解题思路也十分严密，请同学们注意，刚才我看到同学们

解的大部分是不全面的，有的同学仅仅求出 a=±3.原因是在 y′=0 时，仅解出
3

2a
x  ，遗

漏了 x=0，而在将
3

2a
x  代入 y 的式子，解 a

3
-9a=0 时，又漏掉了 a=0.也有的同学漏掉

3

2a
x  ，仅求出 x=0，再代入函数式，求出 a=0.而生 23 的解题思维的严谨性值得广大同

学学习. 

［例 4］(打出投影片)已知函数 f(x)=x
2
(x-1)，当 x=x0时，有 f′(x0)=f(x0)，求 x0 的值. 

［师生共析］该题也要先求 f′(x0)，再根据 f′(x0)=f(x0)，列出关于 x0 的一个方程，求出方

程的解就是 x0 的值. 

［生 24］解：Δy=(x0+Δx)
2
·(x0+Δx-1)-x0

2
·(x0-1)=(Δx)

3
+(3x0-1)·(Δx)

2
+(3x0

2
-2x0)·Δx. 

∴
x

y




=( Δ x)

2
+(3x0-1)· Δ x+ 3x0

2
-2x0 . 

∴
00

limlim







xx x

y
［(Δx)

2
+(3x0-1)·Δx+3x0

2
-2x0］=3x0

2
-2x0. 

∴f′(x0)=3x0
2
-2x0. 

又∵f′(x0)=f(x0)， 

∴3x0
2
-2x0=x0

2
(x0-1),即 x0(x0

2
-4x0+2)=0. 

∴x0=0,x0
2
-4x0+2=0. 

∴x0=0, 220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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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0 的值为 0 或 22  或 22 . 

Ⅲ.课堂练习 

(学生板演，形式多样，如一生一题，两生一题即一道题由两位同学解，进行解题比

赛等)  

1.求 y=2x
2
+4x 在点 x=3 处的导数. 

［生 25］解：Δy=2(3+Δx)
2
+4(3+Δx)-(2×3

2
+4×3)=2(Δx)

2
+16Δx. 

∴
x

xx

x

y








 16)(2 2

 

=2· Δ x+16. 

00
limlim







xx x

y
 (2·Δx+16)=16,即 

y′|x=3=16. 

2.已知 4 xy ，求 y′. 

［生 26］解： 44  xxxy . 

∴
x

xxx

x

y








 44
 

44

1

)44(

)44(

44














xxx

xxxx

x

xxxx

xxx

 

∴ .
42

1

44lim

1
)44(limlim

0

1

00 













 xxxx
xxx

x

y

x

xx
 

∴
42

1




x
y . 

3.设 f(x)在 x0 处可导,则
k

kxfkxf

k 2

)()(
lim 00

0




等于(  ) 

A. 2f′(x0)   B. )(
2

1
0xf  

C. f′(x0)  D. 0 

［生 27］解：由导数定义知: 

x

xfxxf
xf

x 






)()(
lim)( 0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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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k

kxfkxf

k 2

)()(
lim 00

0




 

)()(
2

1
)(

2

1

2

)()(
lim

2

)()(
lim

2

)()()()(
lim

000

00

0

00

0

0000

0

xfxfxf

k

kxfxf

k

xfkxf

k

kxfxfxfkxf

kk

k
















 

故选 C. 

4.
x

xxfxxf

x 





)()2(
lim 00

0
=A,则 f′(x0)等于(  ) 

A. A       B.
3

A
 C. 3A D. 可能不存在 

［生 28］解：选 D.例如，函数








,1

,0
)(

Qx

Qx
xf ,其中 Q 为有理数集，易见 f(x)处处不连

续，故处处不可导，但对固定的 x0∈Q，有 0
)()2( 00 





x

xxfxxf
,这是由于无论 Δx

是有理数还是无理数，均有 f(x0+2Δx)-f(x0-Δx)=0. 

5.物体运动方程为 3
4

1 4  ts ，则 t=5 时的瞬时速度为(  ) 

A. 5  B. 25  C. 125  D. 625 

［生 29］解：Δs=
4

1
 (t+Δt)

4
-3-(

4

1
t
4
-3) 

=
4

1
［t

4
+4t

3
·Δt+6t

2
·(Δt)

2
+4·t(Δt)

3
+(Δt)

4］-3-
4

1
t
4
+3 

=
4

1
［(Δt)

4
+4t·(Δt)

3
+6t

2
·(Δt)

2
+4t

3
·Δt］. 

∴
t

ttttttt

t

s










4

4)(6)(4)( 32234

 

=
4

1
［(Δt)

3
+4t·(Δt)

2
+6t

2
·Δt+4t

3］. 

∴
00

lim
4

1
lim









tt t

s
s ［(Δt)

3
+4t·(Δt)

2
+6t

2
·Δt+4t

3］ 

=
4

1
(0+0+0+4t

3
)=t

3
. 

∴s′| t=5=5
3
=125. 

∴t=5 时的瞬时速度为 125.故选 C. 

6.设 f(x)为可导函数,且满足 1
2

)1()1(
lim

0





 x

xff

x
,则过曲线 y=f(x)上点(1,f(1))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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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线斜率为(  ) 

A. 2  B. -1  C. 1  D. -2 

［生 30］解:∵ 1
2

)1()1(
lim

0





 x

xff

x
, 

2
)1(1

)1()1(
lim

0







 x

xff

x
, 

即 f′(1)=-2.故选 D . 

7.函数 f(x)=x(x-1)…(x-100)在点 x=0 处的导数为_____________. 

［生 31］解:当 x=0 时,f(0)=0·(0-1)·…·(0-100)=0. 

当 x=0+Δx 时,f(0+Δx)=Δx·(Δx-1)·…·(Δx-100), 

∴Δy=f(0+Δx)-f(0)=Δx(Δx-1)…(Δx-100). 

∵
x

y




=(Δx-1)(Δx-2)…(Δx-100), 

∴
x

y

x 



 0
lim =(-1)

100
·1·2·…·100=100!. 

∴应填 100!. 

Ⅳ.课时小结 

［师］这节课我们共同研究了什么内容？请同学们进行小结. 

［生 32］我们学习了导数的定义，以及求导数方法的三个步骤. 

.
)()(

limlim|)( 00

00
00

x

xfxxf

x

y
xxyxf

xx 










. 

x

xfxxf

x

y
yxf

xx 











)()(
limlim|)(

00
. 

三个步骤：①求函数的增量 Δy；②求平均变化率
x

y




；③取极限

x

y
xf

x 




 0
0 lim)( ,以

及函数的连续性是函数可导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师］生 30 总结得很全面、很精辟，同学们应该学会概括和总结. 

Ⅴ.课后作业 

(一)课本 P114 习题 3.1 4、5. 

(二)1.预习内容：课本 P112~114 导数的几何意义. 

2.预习提纲(打出投影片)： 

(1)用导数表示切线的方程. 

(2)预习例 3、例 4，学会通过求函数的导数来求函数在一点处的切线方程. 

板书设计 

 

§ 3.1.3 导数的概念(三) 

(一)有关概念 

1.导数的定义. 

2.求函数 y=f(x)在点 x0 处的导数的方法 .①求 Δy=f(x0+Δx)-f(x0);②求
x

y




;③求极限

x

y

x 



 0
li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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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瞬时速度是位移函数 s(t)对时间 t 的导数. 

4.如果函数 f(x)在开区间(a,b)内每一点都可导，则 f(x)在(a,b)内可导. 

5.导函数 f′(x)或 y′的定义. 

6.函数可导连续，反之不成立. 

(二)例题 

A. 课本例题 

1.求 y=x
2在 x=1 处的导数. 

2.求函数 xy  的导数 y′. 

变题:求 3 xy  的导数 y′. 

B. 精选例题 

例 1.已知 y=x
3
-2x+1,求 y′, y′|x=2. 

例 2.已知 f(x)=ax
3
+3x

2
+2，若 f′(-1) =4,求 a 的值. 

例 3.已知使函数 aaxxy
3

423  的导数为 0 的 x 值使 y 值也为 0，求 a 的值. 

例 4.已知函数 f(x)=x
2
(x-1)，当 x=x0时有 f′(x0)=f(x0)，求 x0的值. 

(三)课堂练习 

1.求函数 y=2x
2
+4x 在点 x=3 处的导数. 

2.求函数 4 xy 的导数 y′. 

3.设 f(x)在 x0 处可导,则
k

kxfkxf

k 2

)()(
lim 00

0




等于 (  ) 

A. 2f′(x0)    B. )(
2

1
0xf   

C. f′(x0)   D. 0 

4.
x

xxfxxf

x 





)()2(
lim 00

0
=A,则 f′(x0)等于(  ) 

A. A     B.
3

A
 

C. 3A  D. 可能不存在 

5. 3
4

1 4  ts 则 t=5 时的瞬时速度为 (  ) 

A. 5     B. 25  C. 125  D. 625 

6.设 f(x)为可导函数,且满足 1
2

)1()1(
lim

0





 x

xff

x
,则过曲线 y=f(x)上点(1,f(1))处的

切线斜率为(  ) 

A. 2  B. -1  C. 1  D. -2 

7.函数 f(x)=x(x-1)…(x-100)在点 x=0 处的导数为. 

(四)课时小结 

(五)课后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