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中小学教师录用考试 

中学数学考试说明 

 

Ⅰ. 考试性质 

浙江省中小学教师录用考试是为全省教育行政部门招聘教师而进行的选拔性考试, 其目的是

为教育行政部门录用教师提供智育方面的参考。各地根据考生的考试成绩，结合面试情况，按已

确定的招聘计划，从教师应有的素质、文化水平、教育技能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核，择优录取。因

此，全省教师招聘考试应当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Ⅱ. 考核目标与要求 

根据中学录用教师的文化素质要求，本科目的考试，按照“数学素养为本”的原则，确立以

考察数学素养立意命题的指导思想，既考查中学数学（初中以及高中）的教学内容，也考查高等

数学中对中学数学内容有指导作用的相关知识，还考查中学数学教材教法的有关知识，将素质、

知识和能力融为一体，综合检测考生对中学数学教学内容的掌握程度、对数学本质的理解水平以

及进入中学从事数学教育工作的基本潜能与基本素质。 

一、知识要求 

1. 对中学数学教学内容的考查，既要全面又要突出重点，对于支撑中学数学知识体系的重

点内容，要占有较大的比例，构成数学试卷的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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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对中学数学教学内容的知识考查达到必要

的深度。 

2. 对高等数学中对应于中学数学教学内容相关知识的考查，要立足于相应知识点的深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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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对数学知识本质的理解。 

3. 对中学数学教材教法知识内容的考查，侧重体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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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能力要求 

能力包括思维能力、运算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 

1. 思维能力：会对问题或资料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与概括并会反向思考，由果

溯因；会用类比、归纳和演绎进行推理；能合乎逻辑地、准确地进行表述。 

2. 运算能力：会根据法则、公式进行正确运算、变形和数据处理；能根据问题的条件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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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空间想象能力：根据条件作出正确的图形，根据图形想象出直观形象；能正确地分析出图

形元素及其相互关系；能对图形进行分解、组合与变换；会运用图形与图表等手段形象地揭示问

题的本质。 

4.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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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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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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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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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和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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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数学素养要求 

1. 主动探寻并善于抓住数学问题的背景和本质的素养； 

2. 熟练地准确、简明、规范的数学语言表达自己数学思想的素养； 

3. 具有良好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合理的提出新思想、新概念、新方法的素养； 

4. 对各种问题以“数学方式”的理性思维，从多角度探寻解决问题方法的素养； 

5. 善于对现实世界中的现象和过程进行合理的简化和量化，建立数学模型的素养。 

四、技能要求 

掌握中学数学知识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教育学、心理学及现代教育技术的基础理论知识，

并能运用这些理论知识分析教材、设计教学方案。 

 

Ⅲ. 考试范围与要求 

中学数学科目考试的范围主要涉及到三个部分：中学数学教学内容、高等数学内容、数学

教材教法内容。三个部分在试卷中的总体比例为：中学数学教学内容约占 40％、高等数学相关内

容约占 30％、中学数学教材教法内容约占 30％，具体要求如下： 

一、中学数学教学内容 

（一）初中数学教学内容 

1. 数与代数 

1）了解数与代数的发展简史，理解有理数、实数、代数式、整式、分式等概念，掌握相应的

运算性质与法则。 

2）理解方程与不等式的概念，掌握方程与不等式的同解原理，会解一元一次方程（组）或不

等式（组）、二元一次方程或不等式。 

3）了解函数概念的发展历史，掌握函数的有关概念，会求函数解析式、定义域、值域，理解

一次函数（含正比例函数）、反比例函数、二次函数的概念、图像与性质，并能够综合利用函数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 

2. 空间与图形 

1）了解点、线、面、角、距离、面积、体积等概念，掌握各种常见平面图形（如三角形、平

行四边形、圆等）和空间几何体（如圆柱、圆锥、圆台、球）的面积（表面积）以及体积计算公

式与应用。 

2）了解尺规作图、视图与投影的原理，理解图形的轴对称、中心对称、图形平移、图形旋转、

图形相似等变换的基本性质与应用。 

3）了解证明与推理的涵义，掌握平面几何的推理与证明方法。 

3. 统计与概率 

理解平均数、方差、频率、概率等统计量的概念，掌握统计图表的制作方法，体会用样本估

计总体的思想。 

4. 课题学习 

了解课题学习的价值与意义，掌握数学课题学习的组织方式与评价方式。 

（二）高中数学教学内容 

1. 集合与简易逻辑 

理解子集、交集、并集、补集、命题、充要条件等概念、有关术语和符号表示。理解集合之

间的运算法则，会求集合的交、并、补运算。掌握四种命题之间的关系，以及充分、充要条件的



 

判断。 

2. 函数 

理解映射、函数、反函数等概念，掌握函数的基本性质（定义域、值域、单调性、奇偶性、

周期性、有界性、最值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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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与应用。 

3. 三角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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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角和与差的正弦、余弦、二倍角、半角、积化和差、和差化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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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弦函数的图像、性质以及图像之间

的变化规律，掌握正弦定理、余弦定理在解斜三角形中的应用。 

4. 不等式 

掌握不等式的基本性质，不等式的证明、不等式的解法，含绝对值不等式。利用基本不等式

解决实际问题。 

5. 数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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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排列组合与二项式定理 

了解排列、组合、排列数、组合数等概念。理解加法原理和乘法原理，掌握常见排列或组合

问题的解决方法，掌握二项式定理以及二项展开式的性质以及应用。 

7. 向量 

了解向量的意义、几何表示以及向量运算的法则。掌握向量的加法与减法、数乘、向量的坐

标表示、线段的定比分点、两点间的距离、向量平移的意义以及计算公式。利用向量解决立体几

何的有关问题。 

8. 复数 

了解数系扩充的必要性，理解复数的概念、复数的运算以及复数与平面向量、三角函数的关

系，掌握复数的加、减、乘、除、乘方、开方运算性质与法则。 

9. 数学归纳法 

了解数学归纳法的思想。掌握数学归纳法在证明与自然数有关命题中的运用。 

10. 立体几何 

了解空间几何体的有关概念，掌握线与线、线与面、面与面之间的各种位置关系、判定定理

与性质定理及其应用，掌握空间各种角、距离、面积(侧面积、表面积)、体积的计算公式。 

11. 解析几何 

掌握曲线与方程的概念。掌握坐标法解决问题的基本思想，理解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理解

椭圆、双曲线、抛物线之间的内在联系。掌握直线与圆的各种方程的求法，掌握椭圆、双曲线、

抛物线的定义以及标准方程、几何性质。 

二、高等数学相关内容 

1. 掌握极限、连续、导数、偏导数、微分、积分等基本概念。理解微积分的基本思想，掌握

求导法则，能够从数学分析的观点、原理与方法，解决一些中学数学中的无法深究的问题。掌握

一元微分学在研究函数图像与性质的具体应用，掌握一元积分学在求平面图形面积、平面曲线的

弧长、几何体的体积中的应用。掌握多元函数偏导数、极值及应用。 

2. 了解线性代数的基本内容，掌握行列式、矩阵、向量空间的有关概念与意义。理解行列式

的性质、矩阵的性质以及向量间的线性关系。掌握一般线性方程组解的结构与解法。 

3. 了解空间直角坐标系。理解空间曲线与方程的概念。掌握空间直线、空间平面的方程及其

关系。 



 

4. 了解组合数学的基本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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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掌握数列的差分、数列的母函数等概念，应用差分法与母函数法求一些数列的前 n 项和，

掌握线性递归数列的概念以及通项公式的求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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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算术平均与几何平均不等式、白努利不等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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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数学教材教法内容 

1. 了解中学数学教材教法的内容，理解中学数学教材教法的学科特点，掌握中学数学教材教

法的重要意义以及中学数学教材教法研究的基本方法。 

2. 了解确定中学数学教学目的主要依据。掌握普通高中数学课程的总目标与具体目标。理解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的基本理念。 

3. 了解中学数学教材内容安排体系应符合的标准。掌握浙教版初中数学教科书的内容体系，

以及各章节的教学内容。理解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所确立的高中数学课程框架，掌握必修模块

中数学 1、数学 2、数学 3、数学 4、数学 5 中的数学内容。 

4. 了解中学数学教学的基本方法：讲授法、讨论法、发现法。掌握中学数学教学的基本原则：

严谨性与量力性相结合的原则、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原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发展与巩

固相结合的原则。 

5. 了解数学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能力培养的重要意义。掌握数学概念、数学命题、数学思想

方法教学的一般要求与教学途径。理解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运算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空间

想象能力以及创新思维能力与实践能力的重要作用与基本途径。 

6. 了解中学数学教学工作。掌握备课、上课、说课、评课的基本要求。理解学生数学学习评

价的内容与方法。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在数学教学中的作用。 

 

Ⅳ. 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全卷满分为 100 分。试卷包括选择题、填

空题、解答题、论述题、材料分析题或案例设计题等题型。全试卷共 22 题，其中选择题是四选一

型的单项题；填空题只要求直接写出结果，不必写出计算过程或推证过程；解答题含简答题、计

算题、证明题或应用题，解答应写出文字说明、演算步骤和推证过程；论述题、材料分析题或案

例设计题等应明确表明观点、逻辑清晰、证据恰当、有理有据。 

各题型赋分和比例如下：选择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填空题共 5 小题，每小

题 4 分，共 20 分；解答题共 5 小题，共 30 分；论述题、材料分析题或案例设计题共 2 小题，共

20 分。试卷中的容易题，中等题，难题分值的比例约 3：5：2。 

 

 

 

 

 

 



 

 

题型示例 

（实考题型、题分可能变化，以实考为准） 

一、选择题：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

的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设a 是实数，且
1 i

1 i 2

a 



是实数，则a （     ） 

A．
1

2
  B．1  C．

3

2
  D．2  

（2）已知向量 ( 5 6)  ，a ， (6 5) ，b ，则a 与b （  ） 

A．垂直  B．不垂直也不平行  C．平行且同向  D．平行且反向 

（3）已知双曲线的离心率为 2 ，焦点是 ( 4 0) ， ， (4 0)， ，则双曲线方程为（  ） 

A．
2 2

1
4 12

x y
    B．

2 2

1
12 4

x y
    C．

2 2

1
10 6

x y
    D．

2 2

1
6 10

x y
   

（4）设a bR， ，集合 1 0
b

a b a b
a

 
   

 
， ， ，， ，则b a （    ） 

A．1  B． 1   C．2   D． 2  

（5）下面给出的四个点中，到直线 1 0x y   的距离为
2

2
，且位于

1 0

1 0

x y

x y

  


  

，
表示的平

面区域内的点是（    ） 

A． (11)，   B． ( 11) ，   C． ( 1 1) ，   D． (1 1)，  

（6）如图，正四棱柱 1 1 1 1ABCD A BC D 中， 1 2AA AB ，则异面直线

1A B 与 1AD 所成角的余弦值为（  ） 

A．
1

5
  B．

2

5
  C．

3

5
  D．

4

5
 

（7）设 1a  ，函数 ( ) logaf x x 在区间 2a a， 上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为
1

2
，则a （  ） 

A． 2   B．2   C．2 2   D．4  

（8） ( )f x ， ( )g x 是定义在R 上的函数， ( ) ( ) ( )h x f x g x  ，则“ ( )f x ， ( )g x 均为偶函数”

是“ ( )h x 为偶函数”的（  ） 

A．充要条件     B．充分而不必要的条件 

A

 

B

 

1B

 

1A

 

1D  
1C  

C

 
D

 



 

C．必要而不充分的条件  D．既不充分也不必要的条件 

（9） 2 1
n

x
x

 
 

 
的展开式中，常数项为15，则n （    ） 

A．3   B．4   C．5   D．6  

（10）抛物线 2 4y x 的焦点为 F ，准线为 l ，经过 F 且斜率为 3 的直线与抛物线在 x 轴上方

的部分相交于点 A， AK l⊥ ，垂足为 K ，则 AKF△ 的面积是（  ） 

A．4   B．3 3    C．4 3    D．8  

二、填空题：把答案直接填在横线上． 

（11）高中数学课程的总目标是：使学生在                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作为未来公

民所必要的             ，以满足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需要。 

（12）函数 y=ln(1+x)的 n 阶导数是              。 

（13）将杨辉三角中的每一个数都换成分数，得到一个如右图所

示的分数三角形，称莱布尼茨三角形.若用有序实数对(ｍ，ｎ)

表示第ｍ行,从左到右第ｎ个数,如(4,3)表示分数
12

1
.那么(9,2)

表示的分数是          . 

（14）与两平面 x－4z＝3 和 2x－y－5z＝1 的交线平行且过点 

（－3，2，5）的直线方程是：               。 

（15）从 1，2，2，3，3，3，4，4，4，4 中每次取出四个数码，可以组成不同的四位数有    个。 

三、解答题：解答应写出文字说明，证明过程或演算步骤． 

（16）简要回答备课的基本要求。 

（17）求极限

xx

xx

x 3
sin

)
2

sin1ln()
2

1ln(

0
lim




 

（18）已知 1 2 2 10, 4, 2 2 , 1,2,3,...,n n na a a a a n      求 na 。 

（19）假定通过观测或实验得到如下一组数据（即列表函数）： 

k  1 2 3 4 5 6 7 8 

kx  0 1 2 3 4 5 6 7 

ky  1.4 1.3 1.4 1.1 1.3 1.8 1.6 2.3 

我们的目的是用一尽量简单的式子表出这些数据间的关系。 

（1） 那么我们该如何做？请写出你选择方法的理由。 

（2） 能否推广到一般情形？ 

 

（20）问题：有一堆谷粒（设如 100粒）甲、乙轮流抓，每次可抓 1～5粒。甲先抓，规定谁

抓到最后一把谁赢。问：甲是否有必胜策略？甲应该如何抓才能赢？为什么？ 

 

 



 

四、论述题、材料分析题或案例设计题：论述、分析或设计等应明确表明观点、逻辑清晰、证据

恰当、有理有据。 

（21）什么是数学思想方法？在中学数学教学中如何渗透数学思想方法？ 

（22）以“抛物线及其标准方程”为内容撰写一份说课稿。 

 

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B  （2）A  （3）A  （4）C  （5）C 

（6）D  （7）D  （8）B  （9）D  （10）C   

二、填空题 

（11）九年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数学素养 

（12）
n

n

xn )1()!1(

1
)1( 1


 

 

（13）
1

72
 

（14）
3 2 5

4 3 1

x y z  
   

（15）175 

三、解答题 

（16）备课的基本要求：1）钻研教材：弄清教材的基本要求，明确教材的系统，掌握教材的重点、

难点和关键，备好习题。2）了解学生：了解学生掌握数学基础知识和具备的能力，了解学生的思

想状况和思维特点。3）确立教学目标：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4）选择

和组织教学内容：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抓住关键。5）考虑教学方法：各种方法的有机结合，现

代信息技术的运用等。6）评价教学效果：把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 

（17）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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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解  特征方程 2 2 2x x  有两个相异的根 1 21 , 1x i x i    ，所以，通项公式为 

1 2(1 ) (1 )n n

na c i c i         



 

代入前两项的值，得 

1 2

1 2

(1 ) (1 ) 0,

2.

i c i c

ic ic

   


 
 

解得                             
1 21 , 1 .c i c i           

3

1 1 2
1

(1 ) (1 ) 2 cos .
4

n

n n

n

n
a i i 



  
             

（19）解（1） 分析数据看出，这些点差不多分布在一条直线上，因此自然想到用一次函数

baxy  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就须确定参数 a 和b 的值。这实际上是多余观测问题，用插

值法不能确定出a和b 的值。待定参数的确定归结为矛盾方程组的求解问题。   

假定有某方法可以定出a 和b ，则按 bxay  ，给出一个 x 便可以算出一个 y 。我们记 

              ).8,,1(  kbxayk  

ky 称为 ky 的估计值，显然它们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它们之间的差（通常称为残差） 

                  )8,,1(  kyy kkk  

无疑是衡量被确定的参数a 和b （也就是近似多项式 baxy  ）好坏的重要标志。   

可以规定许多原则来确定参数 ba, 。例如 

（1） 参数的确定，将使残差绝对值中最大的一个达到最小，即 

k

k

T max 为最小； 

（2） 参数的确定，将使残差绝对值之和达到最小，即
k

k 为最小； 

（3） 参数的确定，将使残差的平方和达到最小，即
2

k 为最小。 

（1）和（2）两个原则是很直观的，也很理想，但很不好用；而原则（3）既直观又很好用。

按原则（3）确定待定参数，从而得到近似多项式的方法。这一方法的理论根据是，概率理

论已证明，只有这样的原则才能使得观测或实验的偶然误差对于所作的近似多项式有最小

的影响。 

回到所提出的问题上来，确定参数 ba, ，应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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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最小值。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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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解得 ,110.0,142.1  ba 从而得近似多项式 .110.0142.1)(1 xxp         

（2）更为一般的情形。设已知列表函数 ),,,1,0)(( mixfy ii  并且我们想用一个通常的

)( mn  次多项式     n

nn xaxaaxp  10)(          （1.1） 

去近似它。问题是应该如何选择 naaa ,,, 10  使 )(xpn 能较好地近似列表函数 )(xf 。按最小二乘

法，应该选择 naaa ,,, 10  使得 





m

i

inin xpxfaaaS
0

2

10 ))()((),,,(   

取最小。                                                               

 

（20）解 下面分“将问题一般化”、“将问题特殊化”、“猜测规律”、“证明规律”四个步骤来

解决“抓堆”问题。                                     

第一步，将问题一般化。 

原问题中是有“100粒”谷粒，现在把它一般化为“n粒”谷粒，问题变成：有一堆谷粒为 n

粒，甲、乙轮流抓，每次可抓 1～5粒。甲先抓，规定谁抓到最后一把谁赢。问：甲应该如何抓才

能赢？为什么？只要解决了这个一般化的问题，原来的问题当然也就解决了。        

第二步，将问题特殊化。 

现在把已经一般化了的问题中的 n再特殊化，分别看看有什么结论。 

n=1，2，3，4，5时，因为甲先抓，且每次可抓 1～5，甲当然一把就抓完了，甲赢。 

n=6 时，情况不一样了。因为甲先抓，且每次只可抓 1～5粒，“一把”是无论如何抓不完的，

而剩下的谷粒将被乙一把抓完，也就是乙抓到了最后一把，所以乙赢。 

n=7 时，甲先抓，可以抓 1粒，剩下 6粒让乙抓，根据上面的推理，n=6时是后抓者赢，所以

甲赢。 

n=8 时，甲先抓，可以抓 2粒，剩下 6粒让乙抓，根据上面的推理，n=6时是后抓者赢，所以

甲赢。 

类似地，n=9时，甲赢。 n=10时，甲赢。 n=11 时，甲赢。 

n=12 时，情况又不一样了。因为甲先抓，且每次只可抓 1～5 粒；会得到“乙赢”的结论。

通过推理，顺延正确的结论                                 

第三步，猜测规律。 

从上面许多的特殊情况中，可猜测出规律“谷粒数是 6的倍数时，后抓者赢”或者用一种“反

面说法”，说成“把 6的倍数留给乙方，甲会赢”。      

第四步，用数学归纳法证明规律“把 6的倍数留给乙方，甲会赢”。 

 



 

通过以上四个步骤，我们对“一般化”的问题找到了规律，并证明了规律。再反观原来“有

100 粒谷粒”的问题，就知道甲有必胜策略。甲应该抓 4 粒，留下 96 粒给乙方；由于 96 是 6 的

倍数，按照我们证明的规律“把 6的倍数留给乙方，甲会赢”，知道这样抓甲会赢。     

 

四、论述题、材料分析题或案例设计题 

（21）数学思想方法既是数学思想，也是数学方法。同一数学成就，当用它去解决别的问题时，

就称之为方法，当评价它在数学体系中的自身价值和意义时，称之为思想。与数学知识、数学命

题相比较，数学思想方法是数学知识在更高层次上的抽象与概括，蕴含于数学知识的发生、发展

和应用的过程之中，是在认识活动中被反复使用，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各种方式以及策略等。 

中学数学教学内容蕴含着丰富的数学思想方法，如函数与方程的思想方法、数形结合的思想

方法等。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通常有两种基本途径：第一，在数学知识的教学过程中归纳、提炼

数学思想方法；第二，在数学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使用数学思想方法。 

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应该注意两点：第一，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应该以渗透为主要特征；第

二，数学思想方法的渗透应该注重长期性和反复性。 

（22）说教材；说学情；说教学方法；说教学过程；说教学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