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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专学前教育专业公共基础课程《数学》（合订本，第三版）教材编写提纲 

《数学》（合订本，第三版）教材编写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党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要求，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和价值导向，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以课程标准中的学业质量水平描述为依据，让高职高专学前教育的数学学科核心素养在教材中落地生根。教材体现高职高专学前教育数学教学的规律和特点，凸显高

职高专学前教育数学教学的特色和风格。教材编写贯彻执行国家职业类学校数学课程设置和部分高职高专学校（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遵循规范性、科学性、

适用性、职业性、人文性、时代性等基本原则。教材编写设计八个单元，共 128 学时。具体编写安排如下: 

一、课程内容与学时安排 

一级内容 二级内容 学时 

第一单元  集合 

1.1  集合及其表示 2 

1.2  集合之间的关系 2 

1.3  集合的运算 2 

1.4  复习与巩固 2 

第二单元  不等式 

2.1  不等关系 2 

2.2  一元二次不等式 2 

2.3  含绝对值的不等式 2 

2.4  不等式的解法举例 2 

2.5  基本不等式及其应用 2 

2.6  复习与巩固 2 

第三单元  函数 

3.1  函数的概念 2 

3.2  函数的表示方法 2 

3.3.1 函数的单调性 2 

3.3.2 函数的最值 2 

3.3.3 函数的奇偶性 2 

3.4  复习与巩固 2 

第四单元  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 

4.1  指数与指数幂运算 2 

4.2  指数函数及其性质 2 

4.3  对数及其运算性质 4 

4.4  对数函数及其性质 4 

4.5  复习与巩固 3 

第五单元   数列 

5.1  数列的概念 2 

5.2.1 等差数列及其通项公式 2 

5.2.2 等差数列的前 n 项和 2 

5.3.1 等比数列及其通项公式 4 

5.3.2 等比数列的前 n 项和 2 

5.4   复习与巩固 2 

第六单元  三角函数 

6.1  角的概念推广 2 

6.2  弧度制 2 

6.3  任意角的正弦函数、余弦函数和正切函数 4 

6.4  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 4 

6.5  诱导公式 4 

6.6  两角和与差的三角函数 6 

6.7  正弦函数的图像和性质 2 

6.8  余弦函数的图像和性质 2 

6.9  正切函数的图像和性质 2 

6.10 已知三角函数值求角 2 

6.11 复习与巩固 2 

第七单元   排列与组合 

7.1  两类计数原理 4 

7.2  排列 2 

7.3  组合 6 

7.4  复习与巩固 2 

第八单元  概率与统计 

8.1.1  随机事件的概率 2 

8.1.2  古典概率 4 

8.1.3  互斥事件有一个发生的概率  4 

8.1.4  相互独立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 2 

8.1.5  独立重复实验 2 

8.2.1  抽样方法 2 

8.2.2  总体分布的估计 2 

8.3   复习与巩固 2 

二、编写内容与教学要求 

根据“全国学前教育专业系列教材”编审委员会观点，部分院校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国家对高职高专基础文化课开设的指导意见以

及数学知识的特点，本课程的教学内容由八个单元组成。教学内容与要求具体如下： 

1、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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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集合、元素及其关系，空集；集合的表示法；集合之间的关系（子集、真子集、相等）；集合的运算（交、并、补）。 

教学要求 : 

（1）理解集合、子集、补集、交集、并集的概念。 

（2）了解空集和全集的意义；了解属于、包含、相等关系的意义；掌握有关的术语和符号，并会用它们正确表示一些简单的集合。 

（3）运用集合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2、不等式 

教学内容：不等关系；含绝对值的不等式；一元二次不等式；基本不等式及其应用。 

教学要求: 

（1）理解不等式的性质。会用不等式的性质和基本不等式解决一些简单问题。 

（2）会解一元一次不等式、一元一次不等式组和可化为一元一次不等式。 

（3）了解绝对值不等式的性质，会解形如 和 的绝对值不等式。 

（4）通过解一元二次不等式的教学，培养学生计算技能。 

3、函数 

教学内容：函数的概念；函数的表示法；映射；函数的单调性；函数的最大最小值；函数的奇偶性；反函数的概念；互为反函数的函数图像间的

关系；  

教学要求: 

（1）理解函数的概念，会求一些常见函数的定义域。 

（2）了解函数的单调性和奇偶性的概念，会判断一些常见函数的单调性和奇偶性。 

（3）理解一次函数、反比例函数的概念，掌握它们的图像和性质，会求解析式。 

（4）理解二次函数的概念，掌握它的图像和性质及二次函数图像间的关系；会求二次函数的解析式及最大、最小值，能灵活运用二次函数的知识

解决有关问题。 

4、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 

教学内容：根式；分数指数幂；无理数指数幂；指数函数及其性质；对数的概念（含常用对数、自然对数）；对数的运算性质；对数函数及其性

质。 

教学要求: 

（1）了解反函数、指数函数、幂函数、对数函数的概念，图像及性质。 

（2）通过函数图像及其性质的研究，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和数据处理技能。 

（3）通过幂与对数的计算，培养学生计算工具使用技能；结合生活、生产实例，讲授指数函数模型，培养学生数学思维能力和分析与解决问题能

力。 

5、数 列 

教学内容：数列的概念；等差数列的定义，通项公式，前 n项和公式；等比数列的定义，通项公式，前 n项和公式。 

教学要求: 

（1）了解数列及其通项、前 n项和的概念。 

（2）理解等差公式、等差中项的概念，会灵活运用等差数列的通项公司、前 n项和公式解决有关问题。 

（3）理解等比数列、等比中项的概念，会灵活运用等比数列的通项公式、前 n项和公式解决有关问题。 

（4）通过等差数列与等比数列的教学，培养学生计算工具使用技能，数据处理技能和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 

6、三角函数 

教学内容：角的概念推广；弧度制；任意角的三角函数；同角三角函数基本关系式；诱导公式：2kπ+α、-α、π±α的正弦、余弦及正切公式；

两角和的三角函数；两角差的三角函数；二倍角的三角函数；正弦函数、余弦函数的图像和性质；已知三角函数值求角。 

教学要求: 

（1）了解任意角的概念，理解象限角和终边相同角的概念 

（2）理解弧度的概念，会进行弧度与角度的换算。 

（3）理解任意角三角函数的概念。 

（4）掌握同角三角函数间的基本关系式、诱导公式，并会计算、化简和证明。 

（5）掌握正弦函数、余弦函数的图像和性质，会用这两个函数的性质解决有关问题。 

（6）了解正切函数的图像和性质。 

（7）通过本单元教学，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计算技能和计算工具使用技能 

7、排列与组合 

教学内容：分类计数原理；分步计数原理。排列；排列数公式。组合；组合数公式；组合数性质。 

教学要求: 

（1）理解分类计数原理和分步计数原理。 

（2）能用分类计数原理及分步计数原理分析和解决一些简单的应用题。 

（3）理解排列的意义，掌握排列数公式。 

（4）理解组合的意义，掌握组合数公式和组合数性质。 

（5）能用排列组合知识解答一些简单的应用题。 

8、概率与统计 

教学内容：随机事件的概率；古典概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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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重复试验。简单随机抽样；系统抽样；

分层抽样；频率分布表；频率分布直方图。 

教学要求: 

（1）了解随机事件发生存在着规律性，了解随机事件概率的意义。 

（2）了解古典概型的特点，掌握古典概型的计算公式。 

（3）了解互斥事件的意义，并会用互斥事件的概率公式计算一些事件的概率。 

（4）了解相互独立事件的意义，并会用相互独立事件概率公式计算一些事件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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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会计算事件在 n次独立重复试验中恰好发生 k次的概率。 

（6）会用简单随机抽样、系统抽样、分层抽样的方法从总体中抽取样本。 

（7）了解频数、频率的概念，了解全距、组距的概念。 

（8）会画频率分布表及频率分布直方图，会用样本频率分布去估计总体分布。 

四、 教学安排 

《数学》（合订本，第三版）课程学时安排表 

序号 教学内容/实践环节 课堂教学学时 实践教学学时 总计 

1 集合 8 0 8 

2 不等式 12 0 12 

3 函数 12 0 12 

4 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 14 0 14 

5 数列 14 0 14 

6 三角函数 28 4 32 

7 排列组合 14 0 14 

8 概率与统计 18 4 22 

合计 120 8 128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数学教研室 

 

                                                                              2021 年 8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