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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 2023 年中小学教师公开招聘省命题

考试中学数学学科笔试大纲

一、考试目标与要求

（一）考试目标

全面考查考生从事中学数学教育、教学工作所必备的数

学专业知识与教育教学能力；对国家课程性质、课程标准和

现代教育教学理论的理解与应用能力；分析教学问题和教学

设计与实施能力；持续发展自身专业素养的能力。

（二）考试要求

1．全面考查《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所要

求的学科基础知识、技能和基本思想，重点考查支撑中学数

学知识体系的重点内容，注重中学数学教学内容的内在联系

和知识的综合性，从中学的整体高度和思维价值来考虑问

题。

2.对高等数学中对应于中学数学教学内容的相关知识的

考查，立足于相应知识点的深化，能用高等数学的观点、原

理和方法来认识、理解和解决中学数学未能深入解决的一些

问题，体现高等数学与中学数学教学内容的紧密联系，突出

对数学知识的本质理解。

3.对中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及其应用，侧重考查对中学

数学教材教法的内容与意义、中学数学教学目的与教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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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中学数学教学方法与基本原则、知识教学与能力培养、

以及中学数学教师常规教学工作的理解程度与认识程度，以

此来检测考生进入中学从事数学教育工作的潜能与基本素

质。

试题要从中学数学教师入职的基本要求出发，注重考生

对考查内容的理解，淡化机械记忆与特殊技巧。试题设计力

求公平，贴近考生实际，在熟悉的情境中考查能力；试题设

计力求入口宽，方法多样，并且具有层次，以使考生在公平

的背景下展示真实水平。

二、考试范围与内容

（一）学科专业知识

第一部分 初中数学知识

1.数与代数

有理数、实数、代数式、整式、分式。方程与不等式。

函数。

2.图形与几何

常见平面图形（如三角形、平行四边形、圆等）性质。

尺规作图。图形的平移、对称、相似变换。证明与推理。

3.统计与概率

数据的收集、统计图表的制作。平均数、方差、频率、

概率等概念以及意义。用样本估计总体的思想。

4.综合与实践

综合与实践的价值与意义，综合与实践活动的组织方式

与评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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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高中及大学数学相关知识内容

1.集合与常用逻辑用语

（1）子集、交集、并集、补集。

（2）四种命题之间的关系。充分、必要、充要条件的

判断。

（3）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逻辑联结词“或”、“且”、

“非”的含义。

2.函数

（1）映射。函数及其基本性质（定义域、值域、最大

（小）值，单调性、奇偶性、周期性）。

（2）有理数指数幂及运算。对数及运算。指数函数、

对数函数、幂函数及其图象和性质。反函数。

（3）任意角的三角函数。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式，

诱导公式，两角和与差的正弦、余弦、正切公式，二倍角、

半角公式。正弦函数、余弦函数、正切函数的图象及性质。

正弦定理、余弦定理。解三角形。

（4）基本初等函数的图象与性质及其应用。

3.不等式、数列与极限

（1）不等式的基本性质。不等式的证明、不等式的解

法。含绝对值不等式。方程与不等式的同解原理。初等超越

方程的解法。

（2）基本不等式、贝努利不等式、柯西不等式。凸函

数定理与排序定理。

（3）等差数列、等比数列通项公式，以及前 n 项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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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线性递归数列以及通项公式。

（4）极限。数列极限、函数极限。连续函数的概念。

4.算法初步

（1）算法。程序框图的三种基本逻辑结构：顺序、条

件、循环。

（2）基本算法语句。算法的基本思想。

5.排列组合与二项式定理

（1）排列、组合、排列数、组合数。

（2）分类计数原理和分步计数原理，常见排列或组合

问题的解决方法。

（3）相异元素允许重复的排列与组合、不尽相异元素

的排列与组合。抽屉原理。

（4）二项式定理，二项展开式的性质以及应用。

6.向量与复数

（1）平面向量的意义、几何表示以及向量运算的法则。

平面向量的加法与减法、实数与向量的积、平面向量的坐标

表示、平面向量的数量积、平面两点间的距离。

（2）空间向量。空间向量的基本定理。空间向量的线

性运算及其坐标表示。空间向量的数量积及其坐标表示。直

线的方向向量与平面的法向量。向量方法证明有关直线和平

面位置关系。用向量方法解决直线与直线、直线与平面、平

面与平面的夹角的计算。向量方法在研究几何问题中的应

用。

（3）数系扩充。复数的概念。复数的运算。复数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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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表示。

7.推理与证明

（1）合情推理。演绎推理。

（2）直接证明的两种基本方法—分析法和综合法。间

接证明的一种基本方法──反证法。数学归纳法。

8.导数与积分

（1）导数概念的实际背景，导数的几何意义。

（2）基本导数公式。导数的四则运算法则。简单的复

合函数的导数。隐函数的导数。

（3）利用导数研究函数的单调性、求函数的单调区间、

求函数的极大值、极小值。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最大值、最

小值。用导数解决实际问题。微分中值定理。

（4）不定积分的定义、性质。基本积分公式。简单函

数的不定积分。

（5）定积分的性质及其几何意义。牛顿一莱布尼茨公

式。用定积分求曲线长度、区边梯形面积。

（6）微积分基本定理。微积分的基本思想。

9.立体几何

（1）柱、锥、台、球及其简单组合体。斜二测法画简

单立体图形的直观图。

（2）棱柱、棱锥、台、球的表面积和体积的计算公式。

（3）空间两直线、两平面、直线与平面的几种位置关

系；可以作为推理依据的公理和定理。

10.解析几何



- 6 -

（1）直线的倾斜角和斜率。直线方程的几种形式（点

斜式、两点式、一般式等）。

（2）两条直线所成的角和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两条

直线的位置关系。

（3）圆的标准方程和一般方程。椭圆、双曲线、抛物

线的定义以及标准方程、几何性质。

（4）曲线与方程。坐标法解决问题的基本思想。直线

与圆、椭圆、双曲线、抛物线的位置关系。

（5）空间曲线与方程的概念。空间直线、空间平面的

方程。

（6）极坐标与参数方程。直线、圆、椭圆、双曲线、

抛物线的参数方程。利用参数方程解决解析几何中的简单问

题。

11.概率与统计

（1）随机抽样。简单随机抽样，分层抽样和系统抽样

及方法。

（2）随机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和频率的稳定性，概率

的意义。两个互斥事件的概率加法公式。

（3）古典概型及其概率计算公式。几何概型。

（4）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列。简单离散型随机变

量的均值、方差、百分位数。

（5）条件概率和两个事件相互独立的概念。二项分布。

（6）分布的意义和作用，频率分布表，频率分布直方

图、频率折线图、茎叶图。用样本估计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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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正态分布曲线的特点及曲线所表示的意义。

（8）超几何分布。

（9）独立性检验（只要求 2×2 列联表）的基本思想、

方法。回归的基本思想、方法。成对数据的相关性。

12.线性代数

（1）线性代数的基本内容。

（2）行列式。行列式的性质。行列式的计算。

（3）矩阵、向量空间。矩阵的初等变换以及向量间的

线性关系。解线性方程组。

（二）学科课程与教学论及其应用

1.了解《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和《普通

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的相关内

容，理解课程性质、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学业

质量、课程实施等。

2.能根据中学数学教材内容与学生的认知规律，分析所

给内容在中学数学学科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理解教材

编排意图，分析教学重点、难点等，科学设计教学目标和教

学计划；能根据提供的中学数学教学资源设计教学过程或教

学片段；能引导和帮助学生设计个性化的学习计划。

3.理解中学数学教学过程的本质，理解中学数学教学的

常用方式：互动式、启发式、探究式、体验式等；注重信息

技术与数学课程的深度融合；能引导中学生独立思考、主动

学习、合作探究，发展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能理解核

心素养的内涵和水平要求，注重将核心素养的培养贯穿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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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活动的全过程。

4.了解数学教育评价的基础知识与方法，能对提供的教

案或教学片段进行分析、评价与改进等。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1.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2.考试时间: 150 分钟，试卷分值 120 分。

3.主要题型：试卷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客观试

题有选择题、填空题等题型，主观试题有简答题、论述题、

材料解析题、案例分析题、教学片段设计等题型。

4.内容比例：学科专业知识部分约占 70%，学科课程与

教学论及应用部分约占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