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黑龙江职业学院单独招生数学考试大纲

Ⅰ.考试性质

黑龙江职业学院单独招生数学考试，依据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要求，结

合高职特点，采用适当难度，本着公平、公正原则，进行统一考试。

Ⅱ.考试要求

一、考核目标与要求

（一）知识要求

知识是指《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程标准》)中所规定的必修课

程、选修课程系列 2 和系列 4 中的数学概念、性质、法则、公式、公理、定理以及由其内容

反映的数学思想方法，还包括按照一定程序与步骤进行运算、处理数据、绘制图表等基本技

能。

各部分知识的整体要求及其定位参照《课程标准》相应模块的有关说明。

对知识的要求依次是了解、理解、掌握三个层次。

1．了解

要求对所列知识的含义有初步的、感性的认识，知道这一知识内容是什么，按照一定的

程序和步骤照样模仿，并能(或会)在有关的问题中识别和认识它。

这一层次所涉及的主要行为动词有：了解、知道、识别、模仿、会求、会解等。

2．理解

要求对所列知识内容有较深刻的理性认识，知道知识间的逻辑关系，能够对所列知识作

正确的描述说明并用数学语言表达，能够利用所学的知识内容对有关问题进行比较、判别、

讨论，具备利用所学知识解决简单问题的能力。

这一层次所涉及的主要行为动词有：描述、说明、表达、推测、想象、比较、判别、初



步应用等。

3．掌握

要求能够对所列的知识内容进行推导证明，能够利用所学知识对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讨论，并且加以解决。

这一层次所涉及的主要行为动词有：掌握、导出、分析、推导、证明、研究、讨论、运

用、解决问题等。

（二）能力要求

1．空间想象能力

2．抽象概括能力

3．推理论证能力

4．运算求解能力

5．数据处理能力

6．应用意识

二、考试范围与要求

（一）集合

1．集合的含义与表示

（1）了解集合的含义、元素与集合的“属于”关系。

（2）能用自然语言、图形语言、集合语言（列举法或描述法）描述不同的具体问题。

2．集合间的基本关系

（1）理解集合之间包含与相等的含义，能识别给定集合的子集。

（2）在具体情境中，了解全集与空集的含义。

3．集合的基本运算



（1）理解两个集合的并集与交集的含义，会求两个简单集合的并集与交集。

（2）理解在给定集合中一个子集的补集的含义，会求给定子集的补集。

（3）能使用韦恩图（Venn）表达集合的关系及运算。

例 1（判断题）已知集合  3,5,7,9A  ，  2,4,6,8B  ，则集合 A B 为。（ √ ）

例 2（选择题）已知集合  1,3A  ，  3,6,8B  ，则集合 A B 为（ A ）。

A． 1,3,6,8 B． 2,5 C． D．{0}

（二）函数概念与基本初等函数 I（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幂函数）

1．函数

（1）了解构成函数的要素，会求一些简单函数的定义域和值域；了解映射的概念。

（2）在实际情境中，会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恰当的方法（如图象法、列表法、解析法）

表示函数。

（3）了解简单的分段函数，并能简单应用。

（4）理解函数的单调性、最大值、最小值及其几何意义；结合具体函数，了解函数奇偶

性的含义。

（5）会运用函数图像理解和研究函数的性质。

2．指数函数

（1）了解指数函数模型的实际背景。

（2）理解有理指数幂的含义，了解实数指数幂的意义，掌握幂的运算。

（3）理解指数函数的概念，理解指数函数的单调性，掌握函数图像通过的特殊点。

3．对数函数

（1）理解对数的概念及其运算性质，知道用换底公式能将一般对数转化成自然对数或常

用对数；了解对数在简化运算中的作用。



（2）理解对数函数的概念；理解对数函数的单调性，掌握函数图像通过的特殊点。

（3）了解指数函数 xay  与对数函数 xy alog 互为反函数（a>0，a≠1）。

4．幂函数

（1）了解幂函数的概念。

（2）结合函数 2
1

32 1 xy
x

yxyxyxy  ，，，， 的图像，了解它们的变化情况。

5．函数模型及其应用

（1）了解指数函数、对数函数以及幂函数的增长特征，知道直线上升、指数增长、对数

增长等不同函数类型增长的含义。

（2）了解函数模型（如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幂函数、分段函数等在社会生活中普遍使

用的函数模型）的广泛应用。

例 1（选择题）函数 2

1
1

y
x




的定义域是( C )。

A． 0x x  B． 1x x  C． 1x x   D． 1x x  

例 2（选择题）已知函数 2y x ，则该函数的最小值是( B )。

A． 1 B．0 C． 4 D． 4

例 3（填空题）已知函数 ( )y f x 为奇函数，且 ( ) 2017f x  ，则 ( )f x  -2017 。

例 4（判断题）已知 2 2 2log log 5 log 3m   ，则 15m  。 ( √ )

例 5（判断题）已知函数 5 8y x  ，则该函数是 R 上的减函数。 ( × )

（三）立体几何初步

1．空间几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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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了解球、棱柱、棱锥、台的表面积和体积的计算公式（不要求记忆公式）。



2．点、直线、平面之间的位置关系

（1）理解空间直线、平面位置关系的定义，并了解可以作为推理依据的公理和定理。

（2）认识和理解空间中线面平行、垂直的有关性质与判定定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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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解答题）直三棱柱 1 1 1ABC-A B C 中， 1CC CA 2,AB BC   ，

D是 1BC 上一点，且CD 平面 1ABC ．

（1）求证：AB 平面 1 1BCC B ；

（2）求异面直线 1AC 与 BC 所成的角。

（四）平面解析几何初步

1．直线与方程

（1）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结合具体图形，确定直线位置的几何要素。

（2）理解直线的倾斜角和斜率的概念，掌握过两点的直线斜率的计算公式。

（3）能根据两条直线的斜率判定这两条直线平行或垂直。

（4）掌握确定直线位置的几何要素，掌握直线方程的几种形式（点斜式、两点式及一般

式），了解斜截式与一次函数的关系。

（5）能用解方程组的方法求两直线的交点坐标。

2．圆与方程

（1）掌握确定圆的几何要素，掌握圆的标准方程与一般方程。

（2）能用直线和圆的方程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

例 1（选择题）在同一平面内，直线 //a b，直线 a c ，直线b和直线 c的关系为( C )。

A．相交 B．平行

C．垂直 D．位置不确定

例 2（选择题）直线 3 2 0x y   截圆 2 2 4x y  得到的弦长为（ B ）。

A．1 B． 2 3 C． 2 2 D．2

例 3（填空题）已知直线 4 7y x  与直线 l平行，则直线 l的斜率 k  4 。



例 4（填空题）已知圆O 的标准方程为 2 2 23x y  ，则该圆半径为 3 。

（五）统计

1．理解样本数据标准差的意义和作用，会计算数据标准差。

2．能从样本数据中提取基本的数字特征（如平均数、标准差），并作出合理的解释。

例（填空题）某选秀活动的一名参赛选手在前五轮比赛中的得票情况如下：

场 次 第 1 轮 第 2 轮 第 3 轮 第 4 轮 第 5 轮

得票数 4200 4400 3900 3800 4200

则该选手的平均得票数是 4100 。

（六）概率

1．事件与概率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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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频率与概率

的区别。

（2）了解两个互斥事件的概率加法公式。

2．古典概型

（1）理解古典概型及其概率计算公式。

（2）会用列举法计算一些随机事件所含的基本事件数及事件发生的概率。

例 1（选择题）某校有500名学生参加毕业会考，其中数学成绩在85～100分之间的一共有 200

人，这个分数段的频率是（ A ）。

A．0.4 B． 0.1 C．0.5 D．0.7

例 2（填空题）箱里有 3个红球和 6 个黄球，则随机任取一球是黄球的概率为（
2
3

）。

（七）基本初等函数 II（三角函数）

1．任意角的概念、弧度制

（1）了解任意角的概念。

（2）了解弧度制的概念，能进行弧度与角度的互化。

2．三角函数



（1）理解任意角三角函数（正弦、余弦、正切）的定义。

（2）能利用单位圆中的三角函数线推导出 απαπ
 ，

2
的正弦、余弦、正切的诱导公式，

能画出 xyxyxy tancossin  ，， 的图像，了解三角函数的周期性。

（3）理解正弦函数、余弦函数在区间 [0 2 ]， 的性质（如单调性、最大值和最小值以及与

x轴交点等），理解正切函数在区间（
22
ππ

， ）的单调性。

（4）理解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式：

x
x
xxx tan

cos
sin1cossin 22  ，

例 1（选择题）函数 2cosy x 的最小正周期是( D )。

A． 2 B．  C．
2


D． 2

例 2（填空题）在直角 ABC 中，
3sin
3

A  ，则

（八）平面向量

1．平面向量的实际背景及基本概念

（1）了解向量的实际背景。

（2）理解平面向量的概念，理解两个向量相等的含义。

（3）理解向量的几何表示。

2．向量的线性运算

（1）掌握向量加法、减法的运算，并理解其几何意义。

（2）掌握向量数乘的运算及其意义，理解两个向量共线的含义。

例 1（选择题）已知向量 (1,3)a 


，向量 (2, 4)b 


，则 a b 
 

（ D ）。

A． (1,1) B． ( 1, 1)  C． (0,0) D． (3,7)

例 2（判断题）已知向量 (9, 2)a 


，向量 (3,0)b 


，则 (6, 2)a b 
 

。 ( √ )

（九）解三角形



1．正弦定理和余弦定理

掌握正弦定理、余弦定理，并能解决一些简单的三角形度量问题。

2．应用

能够运用正弦定理、余弦定理等知识和方法解决一些与测量和几何计算有关的实际问题。

例（解答题）在△ABC 中,
2 2bc b a  ,且 80B A  

,求内角 C的余弦值。

（十）数列

1．数列的概念和简单表示法

（1）了解数列的概念和几种简单的表示方法（列表、图像、通项公式）。

（2）了解数列是自变量为正整数的一类函数。

2．等差数列、等比数列

（1）理解等差数列、等比数列的概念。

（2）掌握等差数列、等比数列的通项公式与前 n 项和公式。

（3）能在具体的问题情境中识别数列的等差关系或等比关系，并能用有关知识解决相应

的问题。

例（解答题）已知数列{ }na 为正项等比数列， 1 3a  ， 3 12a  。

（1）求 2a ；

（2）求数列{ }na 的通项公式；

（3）求数列前6项的和 6S 。

（十一）不等式

1．一元二次不等式

（1）会从实际情境中抽象出一元二次不等式模型。

（2）会解一元二次不等式，对给定的一元二次不等式，会设计求解的程序。



2．基本不等式： )0(
2


 baabba

，

（1）了解基本不等式的证明过程。

（2）会用基本不等式解决简单的最大（小）值问题。

例（解答题）解不等式组

2 5
6 5 1
2

x
x x

 

 

 

（十二）常用逻辑用语

1．命题及其关系

（1）理解命题的概念。

（2）理解必要条件、充分条件与充要条件的意义。

2．简单的逻辑联结词

了解逻辑联结词“或”、“且”、“非”的含义。

例（选择题） 3x  是
2 3 0x   的（ C ）。

A．必要但不充分条件 B．充要条件

C．充分但不必要条件 D．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十三）导数及其应用

1．导数概念及其几何意义

（1）了解导数概念的实际背景。

（2）理解导数的几何意义。

2．导数的运算

能利用下面给出的基本初等函数公式和导数的四则运算法则求简单函数的导数。

例 1（填空题）已知函数
2 7y x  ，则 y  2x。

例 2（判断题）已知函数
4 cosy x x  ，则 siny x  。 （ × ）

（十四）数系的扩充与复数的引入



1．复数的概念

（1）理解复数的基本概念。

（2）理解复数相等的充要条件。

（3）了解复数的代数表示法及其几何意义。

2．复数的四则运算

（1）会进行复数代数形式的四则运算。

（2）了解复数代数形式的加、减运算的几何意义。

例 1（选择题）复数 2 5z i  ，则 z的实部是( B )。

A．5 B．2 C．3 D． 4

例 2（选择题）复数 1 1 2z i  ，复数 2 1 2z i  ，则 1 2z z  ( C )。

A．0 B． i C．5 D． i

Ⅲ.考试形式

闭卷，笔试。试卷满分 150 分。考试不准使用计算器。

试题类型：单项选择题、判断题、填空题、计算题、证明题、应用题、画图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