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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福建省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考试

中学数学学科考试大纲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立德树人，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学科关

键能力和核心素养的考查，选拔新任教师，特制定本大纲。

一、考试性质

福建省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考试是符合招聘条件的考生参加的全省统

一的选拔性考试。考试结果将作为福建省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参加面试的依

据。招聘考试从教师应有的专业素质和教育教学能力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核，择优

录取,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二、考试目标与要求

着重考查考生的数学专业基础知识、中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知识的掌握情

况。考查运用数学基础知识与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考查运用教育教学基

本理论、知识与方法分析和解决有关中学数学教育教学问题的能力，考查从事中

学数学教育教学工作所必需的基本理论、基本教学技能和专业素养。

1．数学专业基础知识包括高中数学课程的主要内容及大学相关课程的部分

内容，其考查要求分为了解、理解、掌握三个层次。

⑴了解：要求对所列知识的含义及其背景有初步的、感性的认识，知道这一

知识内容是什么，并能在有关的问题中识别它。

⑵理解：要求对所列知识内容有较深刻的认识，能够解释、举例或变形、推

断，并能利用知识解决有关问题。

⑶掌握：要求系统地掌握知识的内在联系，能运用所列知识分析和解决较为

复杂的或综合性的问题。

2．基本能力包括思维能力、运算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

力，其考查要求如下：

⑴思维能力：能对问题或资料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与概括；

能用类比、归纳和演绎进行推理；能合乎逻辑地、准确地进行表述。

⑵运算能力：能根据法则、公式进行正确运算、变形和数据处理；能根据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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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条件和目标，寻找与设计合理、简捷的运算途径；能根据要求对数据进行估

计和近似计算。

⑶空间想象能力：能根据条件作出正确的图形，根据图形想象出直观形象；

能正确地分析图形元素及其相互关系；能对图形进行分解、组合与变换；能运用

图形与图表等手段形象地揭示问题的本质。

⑷实践能力：能综合应用所学数学知识、思想和方法解决问题，包括解决在

相关学科、生产、生活中简单的数学问题；能理解对问题陈述的材料，并对所提

供的信息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和分类，将实际问题抽象为数学问题，建立数学模

型；能运用相关的数学方法解决问题并加以验证；能运用数学语言正确地表述和

说明。

⑸创新能力：能选择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对教学信息、情境进行分析；

能综合运用所学的数学知识、思想和方法，进行独立的思考、探索和研究，提出

中学数学教学中的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方法和手段，创造性地解决教

学问题。

3．数学学科核心素养包括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观想象、数

学运算、数据分析。其考查要求如下：

（1）数学抽象：能获得数学概念和规则，提出数学命题和模型，形成数学方

法与思想，认识数学结构与体系。

（2）逻辑推理：掌握推理基本形式和规则，能发现问题和提出命题，会探索

和表述论证过程，能理解命题体系，会有逻辑地表达与交流。

（3）数学建模：能发现问题和提出命题，能建立和求解模型、检验和完善模

型，能分析和解决问题。

（4）直观想象：能建立形与数的联系，能利用几何图形描述问题、借助几何

直观理解问题，会运用空间想象认识事物。

（5）数学运算：能理解运算对象、掌握运算法则，会探究运算思路、求得运

算结果。

（6）数据分析：能收集和整理数据、理解和处理数据、获得和解释结论、概

括和形成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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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学教育教学基本理论主要包括数学教育学、课程与教学的相关基础性

理论，基本技能和专业素养主要包括教学设计、课例分析和教学实施的基本方法。

其考查要求如下：

（1）理解数学教育学、课程与教学的相关基础性理论，掌握教学设计和课例

分析的基本方法。

（2）能运用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解决相关问题。

三、考试范围与要求

（一）数学专业基础知识

1．集合与常用逻辑用语

考试内容：

集合。命题。常用逻辑用语。

考试要求：

（1）了解子集、交集、并集、补集有关术语和符号表示，会求集合的交、

并、补运算。

（2）理解命题、充要条件等概念的意义；掌握四种命题之间的关系，以及

充分、必要、充要条件的判断。

（3）了解逻辑联结词“或”、“且”、“非”的含义， 理解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

的意义，能正确地对含有一个量词的命题进行否定。

2．函数

考试内容：

映射。函数的概念及其表示。函数的有界性、单调性、奇偶性、周期性。

基本初等函数及其图像。有理数指数幂的运算性质。对数的运算性质。三角函数

的概念。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式。三角函数的诱导公式。两角和与差、二倍

角的正弦、余弦、正切公式。初等函数。函数极限的概念、意义以及运算法则。

连续函数的概念。导数的概念与意义。函数的和、差、积、商的求导法则。复合

函数的求导法则。二阶导数。隐函数的导数。函数的微分。导数的简单应用。不

定积分的概念与性质。定积分的概念、性质。牛顿一莱布尼茨公式。二重积分的

概念与性质。二元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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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要求：

（1）了解映射的概念。掌握函数的基本性质（定义域、值域、有界性、单调

性、奇偶性、周期性）。了解函数的零点与方程根的联系。理解基本初等函数的

图形与性质之间的关系，掌握基本初等函数的性质以及应用。

（2）理解分数指数幂的概念，掌握有理数指数幂的运算性质。理解对数的概

念，掌握对数的运算性质。

（3）了解角、弧度制、任意角的三角函数、三角函数线等概念。掌握同角三

角函数的基本关系式、诱导公式，掌握两角和与差、二倍角的正弦、余弦、正切

公式，掌握二倍角等三角公式的内在联系以及公式在求值、化简、证明中的应用。

掌握正弦函数、余弦函数、正切函数的图像、性质以及图像之间的变换规律，掌

握正弦定理、余弦定理在解斜三角形中的应用。

（4）了解初等函数的概念。能够运用初等函数的性质解决某些简单的实际问

题。

（5）理解函数极限的概念、意义以及运算法则，掌握函数极限的计算方法。

掌握连续函数的概念与性质。

（6）了解导数概念的实际背景，理解导数的几何意义。

（7）掌握基本导数公式，能利用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公式和导数的四则运算

法则求简单函数的导数，能求简单的复合函数的导数，能求隐函数的导数。了解

二阶导数的定义及求法。

（8）能利用导数研究函数的单调性，会求函数的单调区间；会用导数求函数

的极大值、极小值；会求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最大值、最小值；会利用导数解决

某些实际问题。

（9）了解不定积分的定义、性质。掌握基本积分表。会用不定积分的性质和

基本积分公式求简单函数的不定积分。

（10）理解定积分、二重积分的定义、性质、几何意义。掌握牛顿一莱布尼

茨公式。会用定积分的性质和牛顿一莱布尼茨公式求简单函数的定积分。理解用

定积分、二重积分求曲边梯形的面积、曲顶柱体的体积的思想方法。

（11）了解微积分基本定理的含义。了解微积分的发展历史，理解微积分的

基本思想，能够从数学分析的观点、原理与方法，处理解决一些初等数学中无法

深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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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掌握二元函数的背景，了解偏导数的定义，能计算简单函数的偏导数，

会求简单二元函数的驻点，并能相应实际问题的极值，会求函数 f(x,y)=ax+by在

闭凸多边形区域上的最值，会求闭圆域、闭椭圆域上二元二次函数的最值。

3．不等式、数列

考试内容：

不等式。不等式的性质。不等式的证明。不等式的解法。含绝对值不等式。

基本不等式。数列的概念。等差数列与等比数列。数列的前 n项和。数列极限的

概念。数列极限的运算。

考试要求：

（1）掌握不等式的基本性质，会用分析法、综合法、比较法证明简单不等式，

掌握简单不等式的解法，理解含绝对值不等式及其解法。能利用基本不等式解决

实际问题。

（2）了解方程与不等式的同解原理。掌握一元代数方程（特殊类型）的解法，

掌握初等超越方程的解法。

（3）理解算术平均与几何平均不等式、贝努利不等式、柯西不等式以及应用。

掌握凸函数定理与排序定理在证明不等式中的应用。

（4）掌握等差数列、等比数列的概念、通项公式以及前 n项和公式的推导以

及应用。

（5）掌握线性递归数列的概念以及通项公式的求法。

（6）了解极限的概念。理解数列极限的概念、意义以及运算法则，掌握数列

极限的计算方法。

4．排列组合与二项式定理

考试内容：

排列。组合。二项式定理。

考试要求：

（1）了解分类计数原理和分步计数原理。

（2）理解排列、组合、排列数、组合数等概念，掌握常见排列或组合问题的

解决方法。

（3）掌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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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的解法。理解抽屉原理以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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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掌握二项式定理以及二项展开式的性质以及应用。

5．向量与复数

考试内容：

向量的概念。向量的运算。向量基本定理及坐标表示。向量的运用。复数的

概念。复数的运算。

考试要求：

（1）了解平面向量的概念、意义、几何表示以及平面向量运算的法则。掌握

平面向量的加法与减法、实数与平面向量的积、平面向量的坐标表示、平面向量

的数量积。

（2）了解空间向量的概念，了解空间向量的基本定理及其意义；掌握空间向

量的线性运算及其坐标表示；掌握空间向量的数量积及其坐标表示。理解直线的

方向向量与平面的法向量。能用向量方法证明有关直线和平面位置关系的一些定

理；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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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了解向量方法在研究几何问题中的应用。

（3）了解数系扩充的必要性，理解复数的概念、复数的运算及其几何意义，

掌握复数代数形式的加、减、乘、除运算，掌握复数三角形式乘、除的运算。

6. 推理与证明

考试内容：

推理的概念。直接证明和间接证明。反证法。数学归纳法。

考试要求：

（1）了解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的含义，能利用归纳和类比等进行简单的推理，

了解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在数学发现中的作用；了解演绎推理的重要性，掌握演

绎推理的基本模式，并能运用它们进行一些简单推理；了解归纳推理、类比推理

和演绎推理之间的联系和差异。

（2）了解直接证明的两种基本方法——分析法和综合法；了解分析法和综合

法的思考过程、特点。了解间接证明的一种基本方法──反证法；了解反证法的

思考过程、特点。了解数学归纳法的原理，能用数学归纳法证明一些简单的数学

命题。

7．立体几何

考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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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几何体的结构。三视图。直观图。平面的基本性质。空间两直线、两平

面、直线与平面的位置关系。多面体。柱、锥、台、球。

考试要求：

（1）认识柱、锥、台、球及其简单组合体的结构特征，并能运用这些特征描

述现实生活中简单物体的结构。能画出简单空间图形（长方体、球、圆柱、圆锥、

棱柱等的简易组合）的三视图，能识别上述的三视图所表示的立体模型，会用斜

二侧法画出它们的直观图。

（2）了解球、棱柱、棱锥、台、球的表面积和体积的计算公式。

（3）了解空间两直线、两平面、直线与平面的几种位置关系；了解可以作为

推理依据的公理和定理，并能运用公理、定理和已获得的结论证明一些空间位置

关系的简单命题(延伸平面几何的相关命题)。

8．解析几何

考试内容：

直线的斜率。直线的方程。圆的方程。曲线与方程。椭圆、双曲线、抛物线。

空间直线与平面。

考试要求：

（1）理解直线的倾斜角和斜率的概念，掌握过两点的直线的斜率公式。掌握

直线方程的点斜式、两点式、一般式，并能根据条件熟练地求出直线方程。

（2）掌握两条直线平行与垂直的条件，两条直线所成的角和点到直线的距离

公式。能够根据直线的方程判断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

（3）掌握圆的标准方程和一般方程。理解椭圆、双曲线、抛物线之间的内在

联系。掌握椭圆、双曲线、抛物线的定义以及标准方程、几何性质。

（4）了解曲线与方程的概念。理解坐标法解决问题的基本思想，理解直线与

圆的位置关系，掌握直线与椭圆、双曲线、抛物线的位置关系。

（5）理解空间曲线与方程的概念。掌握空间直线、空间平面的方程。

（6）了解极坐标与参数方程的概念，会用极坐标法解决解析几何中的简单问

题。掌握直线、圆、椭圆、双曲线、抛物线的参数方程，并会利用参数方程解决

解析几何中的简单问题。

9．概率与统计

考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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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抽样。抽样方法。统计图表。总体分布的估计。正态分布。成对数据的

统计相关性。独立性检验。线性回归。随机事件与概率。古典概型。随机事件的

条件概率。全概率公式。互斥事件有一个发生的概率。相互独立事件同时发生的

概率。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列。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期望值和方差。连续型随

机变量及其分布。二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参数估计。假设检验。二元线性回归

模型。聚类分析。正交设计。

考试要求：

（1）理解随机抽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会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从总体中抽取

样本；了解简单随机抽样和分层随机抽样。

（2）了解随机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和频率的稳定性，了解概率的意义。了解

两个互斥事件的概率加法公式。

（3）理解古典概型及其概率计算公式，会计算一些随机事件所含的基本事件

数及事件发生的概率。了解几何概型的意义。

（4）理解取有限个值的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概念，理解取有限个值的离散型随

机变量的均值、方差及其分布列的概念，会求取有限个值的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

布列，能计算简单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均值、方差，并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5）了解伯努利试验，掌握二项分布及其数字特征，并能解决简单的实际问

题。

（6）了解条件概率和两个事件相互独立的概念，会用乘法公式计算概率，会

利用全概率公式计算概率。

（7）了解分布的意义和作用，会列频率分布表，会画频率分布直方图、频率

折线图、茎叶图，了解它们各自的特点。会用样本的频率分布估计总体分布，会

用样本的基本数字特征估计总体的基本数字特征，理解用样本估计总体的思想。

（8） 利用实际问题的直方图，了解正态分布曲线的特点及曲线所表示的意

义。

（9）了解超几何分布及其均值，并能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10）了解样本相关系数的统计含义，了解样本相关系数与标准化数据向量

夹角的关系，会通过相关系数比较多组成对数据的相关性。

（11）了解独立性检验（只要求 2×2列联表）的基本思想、方法及其简单应

用。了解回归的基本思想、方法及其简单应用。了解一些常见的统计方法，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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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这些方法解释一些实际问题。

（12）了解连续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知道连续型随机变量与离散型随机变

量的共性与差异；了解均匀分布、正态分布、卡方分布、t-分布，理解这些分布

中参数的意义，并能简单应用；知道均匀分布、正态分布、卡方分布、t-分布的

均值和方差及其意义。

（13）了解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概念及其分布列、数字特征（均值、方差、

协方差、相关系数），并能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了解两个随机变量的独立性；

了解二维正态随机变量及其联合分布，以及联合分布中参数得的统计含义。

（14）知道矩估计和极大似然估计，了解参数估计原理，能解决一些简单的

实际问题。

（15）了解假设检验的统计思想和基本概念；了解正态总体均值和方差检验

的方法，了解正态总体的均值比较的方法；了解正态分布的拟合优度检验。

（16）了解二维正态分布及其参数的意义；了解二元线性回归模型，会用最

小二乘原理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估计；会用二元线性回归模型解决简单的实际问

题。

（17）了解聚类分析的意义，了解几种聚类分析的方法， 解决一些简单的实

际问题。

（18）了解正交设计原理，了解正交表， 能用正交表进行实验设计。

10．空间向量与代数

考试内容：

空间向量代数。三阶矩阵与行列式。三元一次方程组。空间中的平面与直线。

等距变换。

考试要求：

（1）理解向量运算的几何意义；理解空间向量的内积与外积及其几何意义；

理解向量的投影与分解及其几何意义，并会应用；掌握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并

能判断；掌握向量的线性运算，理解向量空间与子空间的概念。

（2）掌握矩阵的三种基本运算及其性质；了解正交矩阵及其基本性质，能用

代数方法解决几何问题；掌握行列式的定义与性质，会计算行列式。

（3）了解三元一次方程组的常用解法（高斯消元法），会用矩阵表示三元一

次方程组；掌握三元齐次线性方程组的解法，会表示其一般解；掌握非齐次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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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组有解的判定，建立线性方程组的理论基础；理解三元一次方程组解的结构，

会表示一般解；理解克拉默（Cramer）法则，会用克拉默法则求解三元一次方程

组。

（4）了解向量的坐标表示，会建立空间平面的方程；掌握空间直线方程的含

义，会用方程表示空间直线；理解空间点、直线、平面的位置关系，会用代数方

法判断空间点、直线、平面的位置关系，会求点到直线（平面）的距离。

（5）了解平面变换的含义，理解三种基本的平面等距变换（直线反射、平移、

旋转），了解平面对称图形及变换群概念，掌握常见平面等距变换及其矩阵表示；

了解空间变换的含义，理解三种常见的空间等距变换（平面反射、平移、旋转），

了解空间对称图形及变换群概念，掌握常见空间等距变换及其矩阵表示。

（二）中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内容

1．中学数学课程的相关内容。《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初中数学）中的课程性质、基本理

念、课程目标、教学建议、评价建议等。

2．中学数学教学原则、教学过程、常用数学教学模式与方法、数学概念

教学、数学命题与推理教学、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教学手段应用、基本教

学技能、教学案例的设计和评析、教学评价、试题评价等。

四、考试形式

1．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2．考试时间：120分钟。

3．试卷分值：150分。

五、试卷结构

1．主要题型：选择题，非选择题，如单项选择题、填空题和解答题等。填

空题只要求直接填写结果，不必写出计算过程或推证过程；解答题包括计算题、

证明题、论述题和案例分析题等，解答应写出文字说明、演算步骤或推证过程。

2．内容比例：数学学科专业基础主干知识约占 60%，中学数学课程与教学

论约占 40%。

3．试题难易比例：容易题约占 30%，中等难度题约占 50%，较难题约占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