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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 $%&'

数学是研究模式的一门科学，主要研究对象为数与形，对科学技术的进步发挥着

基础理论和基础应用的作用，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形成人类的理性思维，促

进人的智力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数学与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紧密关联，已渗透

到现代社会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数学素养是现代社会合格公民和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必备的基本素养。

中高职贯通教育数学课程（以下简称“中高职贯通数学课程”）承载着发展素质教

育的任务，对学生的道德品质、科学素养和人文精神的培养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作

用不仅体现在逻辑思维等科学素养培养的途径上，更多地体现在将德育融合于数学知

识教学全过程之中，产生一种“润物细无声”式的潜移默化效应，这既促进学生的数学

学科学习，又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供了独特的融合途径，达到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德育、智育的双重教育之目的。

中高职贯通数学课程是中高职贯通和五年一贯制学生的一门必修的公共基础课

程，是中高职贯通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强的工具功能，是学生学习其

他文化基础课程、专业课程以及职业生涯发展的基础。它对学生认识数学与自然界、

数学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认识数学的科学价值、文化价值、应用价值，提高发现问题、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形成理性思维和提升有条理的交流水平都具有重要作用，对于

学生智力的发展和健康个性的形成起着有效的促进作用。

中高职贯通数学课程的任务是巩固和进一步提高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形成的数






















































































































































２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学基本素养，加深对数学文化的认识，对数学知识和方法的理解，并通过学习获得新的

数学知识与方法，形成在未来生活工作中所必备的自觉发现数学信息，运用数学知识、

数学方法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 $%)*

　　１．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提升学生素养

中高职贯通数学课程内容的选择、设计和实施时，课程思政元素应贯穿于全局，始

终如一地将立德树人放在首位，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内容，以及不同教与学的形态

中，都要充分体现中高职贯通数学课程思政的育人价值，考虑达成目标的有效途径。

中高职贯通数学课程可以从科学理论、时代精神、历史文化、国际视野、道德自律、

立志成才、爱国情感、真善美等方面，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多形式地开展数学课程

思政的活动，在数学教学活动中，凸现德育培养目标，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

　　２．构建必需基础，体现职业教育特点

中高职贯通数学课程要确保学生学习“必需的数学”，对所学的数学知识，所要形

成的基本能力内涵的界定，在理论与方法上应是基本的，在现代生活和生产的应用中

又是广泛的。要构建既能体现职业教育特点，又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数学课程。

中高职贯通数学课程要增加实际应用、问题探究、数学文化等内容，并采用整体规

划与局部调整相结合的方式，形成公共基础和拓展选修两部分简明合理的内容结构。

要尽可能满足不同专业、不同学生对数学的不同需要，并为学生个性发展提供平台。

　　３．内容精简实用，树立大众数学理念

中高职贯通数学课程要精选基本的和应用广泛的数学内容，体现近现代数学思想

方法。应摒弃不必要的繁杂运算与高难度的解题技巧，学习水平要求与学生认知水平

相适应。要贴近学生实际生活，引导学生会用数学眼光观察世界，会用数学思维思考

世界，会用数学语言表达世界；要注重数学文化的渗透，感悟数学的美学价值。

　　４．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有机融合，提升中高职贯通有效性

中高职贯通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实现中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






















































































































































一、导言 ３　　　　

必然选择。对于初中数学与中高职贯通数学衔接内容，以及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内

容，要做好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有机衔接，重视相关要求的一致性

和层次性，在螺旋式学习和发展中，提升中高职贯通数学教与学的效率和质量。

　　５．注重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整合，优化课程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普及，数学课程面临新的机遇。中高职贯通

数学课程必须大力加强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机整合，强化工具的使用，从现代信息技

术的角度，优化课程内容，拓宽数学学习渠道，利用技术手段，拓展学生学习时空，重视

在探究学习活动过程中理解数学。改善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改进教学过程和组织方

式，拓展数学教学手段。根据当代信息技术新成果，不断探索技术助力数学教学的新

思路、新途径。

　　６．实施有效的学习评价，提高质量

中高职贯通数学课程的学习评价要以促进学生发展为目的，充分发挥评价的诊断

功能、激励功能和教育功能。要通过学习评价，收集信息，动态改进教与学。要对不同

的学生提出不同的评价要求，既要关注学生知识与技能的理解和掌握、能力的提高，又

要关注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






















































































































































二、 学科核心素养

　　

　 !"# +,-.

数学核心素养是人们通过数学活动所形成的数学观念、了解的数学文化、获得的数

学知识与能力的总称。中高职贯通数学核心素养主要包括“数学知识”“数学文化”“数

学意识”和“数学能力”这四部分，这四方面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其关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　中高职学生数学素养结构图

数学知识主要包含数学事实、概念、公理、法则、性质、公式、定理等客观知识，是形

成其他数学素养的载体和基础。

数学文化表现为数学对社会文明贡献的认可，了解数学发展中的人文成分，形成

对数学美感的赞赏，认识到数学与未来生活的联系，数学思想方法在数学内部和外部

中的作用等。

数学意识表现为用数学眼光看世界的理念，求真理性精神的认同，有条理思考的






















































































































































二、学科核心素养 ５　　　　

认知风格等。

数学能力是中高职贯通数学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个性心理特征在与数

学相关的问题解决过程中形成，又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得以体现。

　 !(# /012

中高职贯通数学课程应更多体现数学的工具性，培养学生解决各类问题的能力，

在问题解决的各种形态转化过程中，需要数学知识和认知情感方面的保障，需要相应

的数学能力，尤其需要最核心的“建模、解模、释模”三个环节中的数学能力。

建立数学模型环节中，首要关注情境类别易于辨识、过程方法清晰、数学模型明确

单一的数学模型建立，并根据各自专业培养目标，分层次、有计划地提升建立数学模型

能力的要求。

　　１．数学能力与问题形态结构

中高职贯通数学课程中的能力主要是指解决生活、生产实际和数学自身问题的能

力，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随着问题形态的不断转化得以体现。其关系如图２所示。

图２　数学能力与问题形态关系图

　　２．数学能力保障的简要关系

数学能力需要有数学知识和数学方法作为基础保障，需要有认同数学的作用以及

运用数学的愿望作情感保障。其关系如图３所示。






















































































































































６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图３　数学能力保障的简要关系图

　　３．数学能力结构内涵表

数学能力体现在数学问题解决的“建模、解模、释模”三个环节中，具体能力结构内

涵如下表所列。

能力类型 能　力　内　涵

１．建模能力

１．１　能从具体情境中识别与数学相关的信息。

１．２　能从识别的信息中筛选有效、有用的信息，确认现实情境中提供的条件和目标。

１．３　能对所筛选的信息选择适当的数学语言进行简化表达，将不同的信息和数学语言

进行联系，作出合理假设。

１．４　能联想适当的数学对象，确定问题类别，将具体情境抽象概括成数学问题，建立相

应的数学模型。

２．解模能力

２．１　能判断数学模型类型，选择解题策略。

２．２　能根据解题策略，作出适当的解题计划，明确解题步骤。

２．３　能根据解题步骤，运用运算求解、空间想象、逻辑分析推理等获得数学问题的正确

结果。

２．４　能对解题过程、方法、数学思想作适当的归纳评价。






















































































































































二、学科核心素养 ７　　　　

续　表

能力类型 能　力　内　涵

３．释模能力

３．１　能将解模结果转化为原情境中的语言。

３．２　能在原情境中解释解模结果的含义，表达自己的观点，对是否符合实际情境，作出

适用性判断。

３．３　能对问题解决的方法、过程、策略作出适当合理的反思，对得到的观点进行交流和

解释，并对是否需要修正作出判断。

３．４　能对此类情境作出新的假设，并作拓展性的探索、思考。






















































































































































三、 课程目标

　　通过中高职贯通数学课程的学习，获得学习中高职贯通教育其他课程、进一步学

习工作和未来公民所必需的数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了解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产生

的背景、关联及应用；了解数学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及其与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提

高数学学习重要性的认识，激发数学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为适应社会生活、继续教

育和职业发展做准备，为终生发展奠基。

在数学学习活动中，通过体验、感受、探究、应用等过程，提高数学建模、数学解模

和数学释模的能力，提高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能力，针对源于生活实际及与专业相关

的情境，提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数学思考、数学表达、数学交

流和合作的能力，体会数学课程中知识内容所蕴涵的基本数学思想方法及其在数学思

考中的积极作用。

通过中高职贯通数学课程的学习，激发对现实世界中数学现象的好奇心，提高学

习数学的兴趣与学好数学的信心，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审美情趣。逐步认识数

学的科学价值、应用价值和文化价值，逐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具

有理想信念和社会责任感，具有科学文化素养和终身学习能力，具有自主发展能力和

沟通合作能力。






















































































































































四、 学习内容与要求

　　

　 !"# $%32

　　１．课程内容结构

本课程学习内容由公共基础和拓展一、拓展二共三部分组成。共２２个主题，总课

时为４３２课时，其中，公共基础部分为必修内容，２８８课时，计１６学分；拓展一、拓展二

均为７２课时，各计４学分，各校可根据专业需要进行选修，具体见下表。

模　　块 性　质 学　时 学　分

公共基础 必修 ２８８ １６

拓展一 选修 ７２ ４

拓展二 选修 ７２ ４

　　　　２．学习水平内涵

各主题由“能力描述”“知识点”“学习水平”“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和“实施案例”五

部分组成。对各主题中的具体内容，提出Ａ、Ｂ、Ｃ、Ｄ四个层次的学习水平要求，各层次

水平的内涵见下表。

学习水平 内　涵　描　述

Ａ水平
　　在结构完备、简单且熟悉的问题中，通过模仿，能直接运用概念、公式或常用结论

等，按常规的步骤解答知识点单一的数学问题。

Ｂ水平
　　在类型易于判别的问题中，通过清晰的步骤，能找出相关知识点之间的联系，选择

和运用简单的解决策略，直接运用运算、推理等数学方法解答数学问题。






















































































































































１０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续　表

学习水平 内　涵　描　述

Ｃ水平
　　在各类熟悉的情境中，通过选择和运用常见的数学建模方法，建立明确的数学模

型。运用娴熟的运算、灵活的推理等解决数学问题，能将得到的数学问题结果回到原情

境中加以合理解释，并能简单交流表达自己的观点。

Ｄ水平

　　在各类情境中，能通过符号化等数学策略，建立清晰的数学模型。比较、选择和适

当重组解题策略，运用较高水平的数学运算、推理等，解决相对复杂的数学问题。将得

到的数学问题结果在原情境中进行反思，明确地表达交流自己的观点，合理回顾、解释

和反思建模、解模和释模三个环节。

　　Ａ、Ｂ、Ｃ、Ｄ四个层次的学习水平要求逐渐提高，后者包含前者，是累积递进的。

　　３．学习主题与课时分配

模　块 序　号 主　　题 建议课时

公共基础

１ 集合与命题 １２

２ 不等式 １２

３ 函数 ２６

４ 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 ２４

５ 三角函数 ３０

６ 数列 ２２

７ 空间几何体 ２０

８ 平面向量 ２０

９ 直线与圆锥曲线 ４８

１０ 二元线性规划 １６

１１ 数系的扩展 １２

１２ 排列与组合 １４

１３ 概率与统计初步 １８

１４ 流程框图 １４






















































































































































四、学习内容与要求 １１　　　

续　表

模　块 序　号 主　　题 建议课时

拓展一

１５ 空间点线与平面 ２２

１６ 极限 １８

１７ 导数与微分 ３２

拓展二

１８ 不定积分 １２

１９ 定积分 １２

２０ 空间曲面 １２

２１ 行列式与矩阵 ２２

２２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１４

４３２

　　

　 !(# 45678

　　主题１　集合与命题

集合是数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

集合的概念可通过对现实生活、数学实例的观察分析来进行描述，在此基础上，通

过实例学习集合的有关概念和表示方法，以及集合之间的关系和基本运算。

作为一种数学语言，使用集合语言可以简洁、正确地表达现实生活、数学内部中的

一些对象及其关系，感受数学符号化的简洁性和抽象性。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１．会根据集合的概念对生活和数学实例中的对象进行划分，会判断

元素与集合的关系。

２．会用常用数集的表示符号，识别空集并用记号标记。

３．能用“列举法”和“描述法”来表示集合，并逐步形成特殊到一般和

一般到特殊的能力。

４．正确判断集合之间的包含关系，会求给定集合的子集、真子集。

集合概念与表示 Ｂ

集合间基本关系 Ｂ






















































































































































１２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续　表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５．会判断两个集合是否相等。

６．会求两个集合的交集与并集。

７．在具体情境中识别全集，会求给定子集的补集。

８．能使用Ｖｅｎｎ图来表达集合的关系及运算，直观图示集合关系式和

运算式。

９．理解原命题、否命题、逆命题和逆否命题，明确命题的四种形式及

其相互关系，判断四种命题的真假。

１０．理解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充分必要条件的意义。能在简单问题

中判断条件的充分性、必要性、或充分必要性。

集合基本运算 Ｃ

命题四种形式 Ｂ

充分条件和必要

条件
Ｂ

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体会集合语言的简洁性、抽象性和应用的广泛性，体会文字语言与集合语言之间的等

价转换。能借助常用逻辑用语进行数学表达，体会常用逻辑用语在数学中的作用，提升数

学运算、逻辑推理和从具体到抽象的能力。

实施案例

教学案例：

某中职校数学组共有ａ、ｂ、ｃ、ｄ、ｅ、ｆ、ｇ七位老师。他们上班使用交通工具的情况是：

ａ、ｃ两位老师步行上班，ｄ、ｅ两位老师骑自行车上班，ｂ、ｇ两位老师乘公交车上班，ｆ老师

先骑自行车到公交车站再乘公交车上班。用集合犃表示步行上班的老师，用集合犅表示

骑自行车上班的老师，用集合犈表示乘公交车上班的老师。

（１）试用一个Ｖｅｎｎ图表达全集犝及集合犃，犅，犈；

（２）求出犅∪犈，犅∩犈；

（３）求出瓓犝Ａ。

说明：

按确定的标准分类是人们生活、工作的重要思想方法，集合的学习有利于这种思想方

法的培养。本教学案例，通过给出的实例情境，抓住以教师到校上班的不同交通方式进行

分类，构成具有实际意义的相应集合（建模）。教学注重Ｖｅｎｎ图的应用，集合交、并、补运

算及其相关意义。

评价案例：

下列三个集合：

犃＝｛狓狘狓２－３狓＋２＝０｝，

犅＝｛狓狘狓－３＜０，狓∈犖｝，

犆＝｛狓狘狓－３＜０，狓∈犚｝，

其中可用列举法表示的集合是　　　　　　　　。

说明：

本评价案例涉及集合的表示法：列举法和描述法。描述法（｛狓｜犘（狓）｝，其中犘（狓）

表示元素狓的共同特征）简明而充分地揭示了集合中元素的共同特征，而列举法表示元

素具有直观清晰的特点。评价关注能否熟练地将描述法表示的集合用列举法表示，体会

在合适的情形下选用恰当表示法的优越性。

评价案例：

命题：如果狓＞１０，那么狓＞０。请写出该命题的逆命题、否命题和逆否命题，并判

断四个命题的真假。

说明：

能写出简单命题的逆命题、否命题和逆否命题，并判断命题的真假，进而在辩证思维

下理解四种命题之间的关系。






















































































































































四、学习内容与要求 １３　　　

　　　　主题２　不等式

不等关系是现实世界中的一种基本数量关系。建立不等观念，处理不等关系与处

理相等关系同样重要。

通过具体情境，感受在日常生活和现实世界中存在大量的不等关系，理解不等式

（组）对于刻画不等关系的意义和价值；掌握求解一元二次不等式的基本方法，并能解

决一些实际问题；会求解简单分式不等式和绝对值不等式。

本主题的学习有助于认识不等式（组）对于刻画数量关系的意义及应用价值，体会

不等式、方程及函数之间的联系，感悟辩证统一的观点。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１．能从实际情境中建立一元二次不等式模型。

２．会作二次函数图象，并能指出一元二次不等式与相应二次函数、一

元二次方程的联系；并能用数学软件体现方程、不等式和函数在图

象上的关系。

３．掌握一元二次不等式的解题流程，并用于解一元二次不等式，会用

一元二次不等式模型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４．理解区间的概念，能用区间表示不等式的解集。

５．理解邻域的概念，能从实际问题情境中抽象出含有绝对值不等式

的模型。

６．会解形如狘犽狓＋犫狘＞犪，狘犽狓＋犫狘＜犪（犪＞０，犽≠０）的含绝对值

不等式，并在转化为形如狘狓狘＞犪，狘狓狘＜犪（犪＞０）的含绝对值不

等式求解过程中，体会化归方法。

７．利用实数的非负性导出基本不等式

犪２＋犫
２
≥２犪犫　（犪，犫∈犚），

在此基础上，再导出相关的二元不等式。强调配方法思想的运用。

８．会用化归方法解形如
１

犪狓＋犫
＞犮，

１

犪狓＋犫
＜犮的分式不等式。

不等式的概念 Ａ

不等式的性质 Ｂ

一元二次不等式

的解法
Ｃ

含绝对值不等式

的解法
Ｃ

基本不等式 Ｃ

分式不等式 Ｂ

不等式应用 Ｄ

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１．认识不等式有丰富的实际背景和广泛的应用，体会相等关系与不等关系是数学中两种

基本的数量关系，逐步树立辨证思维和应用意识。

２．体会不等式、方程与函数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结合数轴和函数图象，体会数与形的有机

结合。

实施案例

教学案例：

当犮分别为－３，１，２时，用数学软件作出如下二次函数狔＝狓
２
－２狓＋犮的图象，根

据图象求出一元二次不等式狓２－２狓＋犮＞０的解集。






















































































































































１４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续　表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实施案例

图１ 图２ 图３

说明：

本教学案例运用数学软件画出相应的二次函数图象，悉数给出二次函数图象与狓轴

可能的三种位置关系，根据位置关系求出一元二次不等式的解集，体现数形结合的思想

方法。

评价案例：

问题１：下面哪个值满足不等式狘狓－１２狘≤２？

（Ａ）２　　　　　　（Ｂ）８　　　　　　（Ｃ）１３　　　　　　（Ｄ）２０
问题２：求不等式狘狓－１２狘≤２的解集。

问题３：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９日上海地区某居民用家庭温度表测得当天最高气温为１４℃，

最低气温为１０℃。若这一天气温狓的变化范围用一个含绝对值不等式表示，那么这个不

等式是　　　　。

问题４：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９日上海地区某市民家庭温度表测得当天最高气温为１４℃，最

低气温为１０℃。这一天气温狓的变化范围可用哪些方式来表示？比较这几种不同表示

方式，谈谈你的想法。

说明：

问题１为Ａ水平：直接运用代入验证的方法即可解决这个问题。

问题２为Ｂ水平：判别不等式的类型，按照含绝对值不等式的常规解题步骤，即可解

决该问题。

问题３为Ｃ水平：在真实的情境中，需要选择适当的数学语言表示情境中的信息，用

含绝对值不等式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建模）。

问题４为Ｄ水平：在真实的情境中，选择不同的数学语言表示同一情境中的信息，对

建立的不同数学模型进行比较分析（解模），对解题策略和解题过程进行回顾与反思，并交

流自己的观点（释模）。

　　　　主题３　 函数

函数是描述客观世界变化规律的重要数学模型。函数概念的建立使人们从常量

数学进入到变量数学，是数学思维质的变化，实现了数与形的有机结合。






















































































































































四、学习内容与要求 １５　　　

本主题在初中学习简单函数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解函数的本质是变量之间的相依

关系。

知道函数的概念有丰富的实际背景和实际应用，体验运用函数概念建立数学模型

的过程和方法，初步具备运用函数知识理解和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对函数

性质与图象的研究，培养数学抽象能力，领悟动态与静态之间辩证关系。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１．在丰富的生活、生产（包括数表、图象）实例中，识别变量之间关系

的函数模型，会求一些简单函数定义域，并能选择适当的工具求函

数的值。

２．会用恰当的方法（解析法、列表法、图象法）表示函数。指出生活、

生产实际和专业课程中大量出现的列表法、图象法表示函数关系

的实际含义。

３．理解函数奇偶性与单调性的概念，会判断函数的奇偶性与单调性，

会求常见函数的最值。

４．能根据具体实例，了解简单的分段函数，并能简单应用。

５．结合数学软件，理解函数零点与方程、方程与不等式之间的关系，

体会“二分法”和逼近思想。

６．理解复合函数的概念，会求简单复合函数的定义域和判断它的单

调性、奇偶性等。

７．会用描点法作出狔＝狓、狔＝狓
２、狔＝狓－

１、狔＝狓
３、狔＝狓

１
２ 的图象，

了解幂函数的概念和性质，会用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研究函数。

函数的概念 Ｂ

函数的表示法 Ｃ

函数关系的建立 Ｃ

函数的性质 Ｃ

函数的应用 Ｄ

函数的零点 Ｂ

复合函数 Ｃ

幂函数 Ｃ

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１．了解函数概念发展历史，感受数学发展的艰难历程。

２．发现身边函数实例，做到学以致用。

３．利用数学软件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形象直观地动态展示运动变化过程。

实施案例

教学案例：

小汪骑车上学，一路以匀速行驶，只是在途中遇到一次交通阻塞，耽搁了一点时间，……

上学路程狊是时间狋的函数。根据上述情境，可画出如下函数图象（图１）。

图１ 图２ 图３






















































































































































１６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续　表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实施案例

　　（１）小汪骑车上学，离家不久，天下雨了，于是立刻返回家中取了雨衣又继续赶路，……

根据这一情境，通过想象，你可画出一幅怎样的函数图象？试一试，画在图２中。

（２）小汪骑车上学，如果路程狊是时间狋的函数关系，他的赶路情境，可用图３的函数

图象表示，那么你能想象，小汪又具有怎样的赶路情境？

说明：

本教学案例通过同一情境的三种不同境况，“据文识图”“依文画图”“由图叙文”三种

不同状态，逐步深化递进。教学充分关注直观地表示变量间依赖关系，从而提升对函数概

念的认识。

活动案例：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４９２万辆，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呈快速增

长趋势。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与年份的关系用条形统计图表示如下：

根据统计图，请做如下分析：

（１）用函数的观点分析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与年份关系；

（２）按照上面的发展趋势，预测２０２３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到你所居住的小区居委会或物业公司调查：

小区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２１年每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将调查所得的数据用条形统计图表

示出来，然后用函数的知识进行解释。

说明：

本活动案例旨在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社会调查活动，通过活动发现生产生活中某些变

量之间存在依赖关系———函数关系，并感受函数的基本性质，从而加深对事物运动变化和

相互联系的认识，在实践活动中形成学数学、用数学的意识和能力。

评价案例：

已知函数狔＝槡狌，狌＝狓
２
－１，写出狔关于狓的函数表达式，求此函数定义域并判断

单调性。

说明：

本评价案例旨在理解简单复合函数概念，会求出简单复合函数的定义域，并判断它的

单调性等。






















































































































































四、学习内容与要求 １７　　　

　　　　主题４　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

本主题学习指数与对数的概念及运算法则，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的有关概念及基

本性质，并在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的研究过程中进一步领会研究函数的基本方法。

认识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在现实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体验简单的数学建模、解模

和释模的过程。

了解对数运算在历史上对数值计算发挥过的重要作用，了解对数形成的背景和意

义，渗透数学史与数学文化。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１．掌握指数运算的法则，会进行简单的指数运算。

２．掌握指数式与对数式的互化。

３．理解对数的意义，掌握对数的基本性质和积、商、幂的运算法则。

４．通过具体实例（如细胞分裂，企业产值的增长，社会人口的增长，药

物在人体内残留量的变化等），了解指数函数、对数函数的模型。

５．理解指数函数的概念和意义，能借助计算器或数学软件画出它们

的图象，了解在０＜犪＜１与犪＞１两种情况下指数函数图象及

性质。

６．由函数表达式引出反函数概念，理解函数与其反函数的定义域、值

域之间关系，并掌握互为反函数的两个函数图象间关系。

７．利用对数函数与指数函数互为反函数的关系，研究对数函数的性

质与图象。掌握对数函数的性质和图象。

８．理解指数方程和对数方程的概念，会解简单的指数方程和对数

方程。

９．能利用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解决简单的应用问题。

指数及运算性质 Ｂ

指数函数的概念 Ｂ

指数函数的图象

和性质
Ｃ

对数及运算性质 Ｂ

反函数 Ｃ

对数函数的概念 Ｂ

对数函数的图象

和性质
Ｃ

指数方程和对数

方程
Ｃ

指数函数、对数

函数的应用
Ｄ

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了解历史上对数在天文大数值运算中的作用，以及在当代电子计算技术中的发展。

实施案例

教学案例：

（１）已知放射性元素镭，一年衰变０．０４４％，那么１克的镭，经过１年，２年，……还剩

下多少？经过狓年呢？这样得到函数：

狔＝
９９９５６

１０００００（ ）
狓






















































































































































１８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续　表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实施案例

　　（２）已知放射性元素镭，一年衰变０．０４４％，那么１克的镭经过多少年的衰变，所剩下

的镭是
１

２
克，
１

４
克，
１

８
克，……？所剩下镭是狓克呢？这样得到函数：

狔＝ｌｏｇ９９９５６
１０００００

狓

说明：

本教学案例关注科学研究中存在的许多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的数学模型。如放射性

元素的衰变，细胞分裂，产值增长，人口增长，药物残留，考古科学等等，都有广泛的应用。

预测、推断和精细化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思想方法，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在这一方面具

有重要作用。

本例中的两个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蕴含着反函数的基本思想。

活动案例：

使用计算器或数学软件进行运算：

（１）１．０１３６５；１．０２３６５；

（２）０．９９３６５；０．９８３６５．

１．交流用计算器计算时的按键顺序，比较哪种按键顺序最简明；

交流用数学软件时的操作顺序，比较不同操作的思路；

２．如果近似值的精确度取为０．１和０．０１，其运算结果各为多少？

３．从数学文化的角度进行思考，上述运算结果对我们有哪些启发？组织同学进行交流。

说明：

本活动案例的目标可设定以下三个方面：

１．通过用计算器、数学软件的操作活动，提高使用工具的能力，加深数学理解。

２．通过指数运算，培养学生 “数”感：底数大于１的实数，正数次幂后，越来越大。底

数小于１大于零的实数，正数次幂后，则越来越小。

３．从数学文化上解释本题有一定意义，３６５表示一年３６５天，１．０１＝１＋０．０１，即表

示每天多做百分之一，１．０１３６５＝（１＋０．０１）３６５≈３７．８，即表示一年中每天都比前一天多做

百分之一，那么一年后的成就是第一天的３７．８倍，因而有人称１．０１３６５≈３７．８是励志公式。

同样，对于１．０２３６５、０．９９３６５、０．９８３６５ 等运算结果，可组织学生积极思考，查阅资料，交流心

得，找到具有积极意义的解释。

　　　　主题５　三角函数

本主题学习任意角的概念、弧度制、任意角的三角比、基本诱导公式及同角三角比

的基本关系；三角函数的性质和图象及解三角形的方法；反三角函数与简单三角方程。

在运用三角函数知识和方法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增强数学的应用意识；

体会三角函数作为刻画周期现象的数学模型的意义与价值。

认识周期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体会周期在现实生活等领域中具有重要的

作用。






















































































































































四、学习内容与要求 １９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１．了解任意角的概念，掌握终边相同的角的集合表示，能进行角的运

算。了解弧度制概念，会进行弧度与角度的互化。

２．以正弦、余弦和正切为主，理解任意角三角比的定义。掌握同角三

角比的两个关系式：

ｓｉｎ２α＋ｃｏｓ
２
α＝１，ｔａｎα＝

ｓｉｎα

ｃｏｓα
，会进行简单的运算。

３．借助直角坐标系中角的表示与三角比的定义推导简化公式（主要

是π

２
±α，π±α，２犽π±α，犽∈犣的正弦、余弦和正切的公式）。

４．能用两角和与差的正弦公式、余弦公式、正切公式进行简单的求值

运算、化简、恒等变形。

５．能用二倍角和半角公式求值、化简、恒等变形。

６．引进三角函数概念（狔＝ｓｉｎ狓，狔＝ｃｏｓ狓，狔＝ｔａｎ狓）。会利用描

点法画出正弦函数和余弦函数在一个周期内的图象，并利用信息

化手段画出三角函数图象，体会三角函数的周期性。借助函数图

象理解正弦函数、余弦函数在 ［０，２π］上的性质（单调性、最大值、

最小值、图象与狓轴的交点、周期、奇偶性等）。

７．理解正切函数的图象和性质。

８．在实例中了解狔＝犃ｓｉｎ（ω狓＋φ）的意义。能借助数学软件画出

狔＝犃ｓｉｎ（ω狓＋φ）＋犽的图象，观察参数犃、ω、φ、犽对函数图象

变化的影响。

９．认识三角形的边角关系，能用正弦定理、余弦定理解决简单的实际

问题。

１０．理解反正弦函数、反余弦函数和反正切函数的概念，了解它们的

图象和基本性质。会用计算器或数学软件求反三角函数的值，能

用反三角函数的值表示角的大小。掌握最简三角方程解集的概

念，会解简单的三角方程。

角的概念的推广 Ｂ

弧度制 Ｂ

任意角的三角比 Ｂ

诱导公式 Ｂ

两角和与差的正

弦公式、余弦公

式、正切公式
Ｂ

二倍角及半角公

式的正弦、余弦、

正切

Ｂ

正弦函数的图象

和性质
Ｃ

余弦函数的图象

和性质
Ｂ

正切函数的图象

和性质
Ｂ

正弦型函数的图

象和性质
Ｃ

正弦定理与余弦

定理
Ｄ

反三角函数与简

单三角方程
Ｂ

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１．认识同角三角比之间的相互联系，体会数学的转化思想。

２．了解三角函数在机电、数控等专业领域的应用，增强应用意识。

３．体会解三角形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作用。

实施案例

教学案例：

（１）在直角坐标系中，用“五点法”作出函数狔＝ｓｉｎ狓和函数狔＝ｓｉｎ狓－１在狓∈
［０，２π］上的图象（要求先列表找点，再描点作图），并根据图象写出这两个函数在狓∈
［０，２π］上的单调递减区间及其相互关系；

（２）利用图形计算器或数学软件作出函数狔＝ｓｉｎ狓和函数狔＝ｓｉｎ狓－１在狓∈
［０，２π］上的图象，并对（１）中你所作的图象精确状况作比较评价。

说明：

用“五点法”作正弦函数狔＝ｓｉｎ狓在狓∈［０，２π］上的图象是教学的基本要求，看图

识性，同时，感受技术手段作图与手工作图之间的联系与差别。






















































































































































２０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续　表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实施案例

活动案例：

考察生活和生产中的旋转现象，开展交流讨论。

下面是小王同学考察周边环境，发现了旋转门：

他首先发现旋转门有安全、美观、环保的优点，其次旋转门有三叶、四叶、多叶等不同

造型，下面是他所摄制的照片：

结合任意角的知识，做如下思考：如果１５位同学，从饭店的三叶旋转门右边进入（如

图），两个转叶之间每次同时进入３位。１５位同学全部进入，叶片至少要旋转多少度？合

多少弧度？

说明：

本活动案例旨在通过周边环境的考察活动，了解生活、生产中的旋转现象。实际上，

如风力发电机叶片的旋转，计量水表指针的旋转，钟表时针、分针的旋转等等都与角度有

密切相关（建模）。在实践活动中体会角度（弧度）的变化，理解角度、弧度的实际意义，掌

握角度与弧度的换算关系。

评价案例：

如图为２０１０年中国上海世博园区的平面图（局部）。图中犃、犅、犇 分别是世博园区

犃展区、犅展区和犇 展区中三点。现测得犃、犅 之间的距离为８７３ｍ，∠犃 ＝１２８．２°，

∠犅＝２６．３°，求犃、犇之间的距离．（精确到０．１ｍ）






















































































































































四、学习内容与要求 ２１　　　

续　表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实施案例

说明：

本评价案例关注以下三点：

１．评价学生能否根据题中信息，恰当选择使用哪个数学模型———正弦定理还是余弦

定理（建模）；

２．评价学生能否准确、迅速地求得结果（解模）；

３．评价学生能否对本题题意和结果进行多层次的反思。例如判断“求得的结果是否

合理”，若题中信息改变为“已知测量所得的是展区犃与展区犅距离，展区犃与展区犇间

的距离，那么如何求得展区犅与展区犇的距离”（释模）。

　　　　主题６　数列

数列是一个重要的数学概念，它在工农业生产以及经济生活中都有广泛的应用。

通过对日常生活中实际问题的分析，建立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这两种数列模型，

探索并掌握它们的一些基本数量关系，感受这两种数列模型的应用，并利用它们解决

一些实际问题。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１．能从实际问题中抽象、概括出数列问题，能描述简单数列的构成规

律，并能根据构成规律写出其中前几项。

数列的概念 Ａ

等差数列的概念

及通项公式
Ｂ






















































































































































２２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续　表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２．会判断某个给定的数列是否是等差数列、等比数列，能求出它们的

通项与前狀项和。

３．会求等差中项、等比中项。

４．能在具体的情境中，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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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差数列前狀项

和公式
Ｃ

等比数列的概念

及通项公式
Ｂ

等比数列前狀项

和公式
Ｃ

等差、等比数列

的应用
Ｄ

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１．认识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有着广泛的应用，体会这两种数列模型的作用。

２．体验“观察、归纳、猜想”的过程，体会数学发现的一般方法。

实施案例

教学案例：

汽车变速器等用齿轮传动变速。输出的齿轮与输入的齿轮的转速之比，叫做齿轮传

动的传动比。

对于档位比较多的汽车变速器，各档位的传动比近似于等比数列的关系，称之“等比

数列传动比分配方式”。

某种型号汽车五档变速器的各档传动比按从高到低的顺序为

犻犵１＝６．８５４，犻犵２＝４．２３６，犻犵３＝２．６１８，犻犵４＝１．６１８，犻犵５＝１．０００

计算各档传动比与高一档传动比的比值，并判断该型号汽车变速器各档位传动比是

否采用等比数列传动比分配方式。（精确到０．００１）

说明：

本教学案例情境取自汽车变速器，教学中首先要求通过计算来验证变速器各档位传

动比是否满足等比数列的定义，关注等比数列等数学知识在专业或生活中的体现与作用

（建模），在本情境中感受公比与黄金分割比之间的联系。

评价案例：

如图为喜筵中的一个四层香槟台，搭建香槟台

时，先用１０个香槟杯拼出一个等边三角形形状作为

底层，然后相邻３个香槟杯上叠放一个香槟杯，向上

搭建。若由上而下，把每一层的香槟杯数量组成数列

｛犪狀｝，则犪１＝１。

（１）填空：

犪２＝　　　　，

犪３＝　　　　，

犪４＝　　　　；

（２）判断数列｛犪狀｝是否是等差数列？并说明理由；

（３）观察数列犪１，犪２，犪３，犪４的变化规律，若按上述方式搭建一个狀层的香槟台，则

最底层香槟杯的数量犪狀 应为多少？

（４）该四层香槟台共用了多少个香槟杯？若分别搭建这样的五层、六层香槟台，各需

要多少个香槟杯？






















































































































































四、学习内容与要求 ２３　　　

续　表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实施案例

　　（５）搭建这样的香槟台越高现场效果越好，若现有８０个香槟杯，如果让你负责这项

工作，为取得最好效果，你会搭建几层的香槟台？

说明：

本题情境选用喜筵中香槟酒杯的放置境况，学生喜闻乐见。评价关注在酒杯自上而

下，由少到多的放置状况下，能否概括出每层酒杯数量形成一个数列｛１，３，６，１０｝，通过

判断相邻两项之差是否是等差数列的同时，得出数列 ｛犪２－犪１，犪３－犪２，犪４－犪３，犪５－

犪４…｝是等差数列，进而导出犪狀＝１＋２＋…＋狀。评价上关注学生采取具体数数与抽象

推导的不同解题策略，及体现出的不同数学思维品质。

　　　　主题７　空间几何体

在观察、实验的基础上了解平面的概念和基本性质，能用数学语言表示点线面及

其基本关系。

从观察基本的柱、锥、球等几何体出发，了解它们的结构特征。学习三视图的初步

知识，会识别生活、生产中简单物体的三视图，并能画出这些三视图，掌握多面体直观

图的“斜二测”画法，掌握空间几何体的面积、体积计算公式。

在研究简单几何体的过程中，通过直观模型、直观图形，认识空间线面之间的位置

关系。通过作图训练，进一步提高空间想象能力。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１．通过实例描述平面的概念。会用平行四边形表示平面以及用字母

表示平面。初步体会从现实世界中抽象出空间形式的方法。

２．在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归纳平面的基本性质；通过用基本性质解释

实际事例和证明有关推论，加深对基本性质的理解。会用文字语

言、图形语言、集合语言表述平面的基本性质，并会用于进行简单

的推理论证；掌握确定平面的方法。

３．利用实物、模型，观察大量空间图形，认识棱柱、棱锥、圆柱、圆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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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学习三视图的初步知识，会画简单几何体的三视图。初步掌握由

几何体的三视图想象、表示几何体的能力。会用斜二测画法画长

方体、正三棱柱（锥）、正四棱柱（锥）的直观图。

５．掌握正棱柱、正棱锥、圆柱、圆锥与球的表面积和体积的计算公式，

会进行有关的计算。

平面及其表示法 Ｂ

平面的基本性质 Ｂ

空间几何体 Ｂ

直观图 Ｃ

三视图 Ｃ






















































































































































２４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续　表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６．经历柱体与锥体的表面积和体积的计算公式的获得过程，体会“三维空

间问题”向“二维平面问题”转化的思想，会解决空间几何体的计算。

简单几何体的表

面积和体积
Ｃ

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１．通过直观模型、图形学习抽象的几何知识，体会数学学习方法的多样化。

２．通过直观图、三视图的学习，体会空间图形与平面图形之间的相互转化，体会数学知识

之间的联系。

３．了解空间图形对建筑等设计中的美学价值。

实施案例

教学案例：

某甜品屋推出四款新品，如下图所示：

图（１） 图（２） 图（３） 图（４）

图（１）中的新品外观形状类似四棱锥，请写出其他三款的类似几何体名称：

图（１）为类似四棱锥；图（２）为　　　　　；

图（３）为　　　　　；图（４）为　　　　　。

若图（２）中几何体的底面直径为８ｃｍ，体积为４８πｃｍ
３，

求该几何体的高，并画出它的主视图。（实物与主视图尺寸

比例为２∶１）

若为题（２）中蛋糕设计一个长方体的包装盒子，至少要

用多少平方厘米的纸板材料？

说明：

本教学案例中选用常见的蛋糕造型，直观形象，情趣盎然。运用空间几何体的知识识

别生活中几何体的主要特征，将它们简化、抽象为理想状态下的数学模型（建模），经过简

单的面积和体积计算（解模）后，将结果在实际情境中加以合理解释（释模）。

活动案例：

下面是某同学的卧室和他自己画的卧室平面图：

　　






















































































































































四、学习内容与要求 ２５　　　

续　表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实施案例

　　（１）要求每个同学，画一张自己家里卧室的平面图，画出家具安放位置及标出相关尺

寸，并在班级里开展一次展示活动。

（２）计算出各自卧室的面积（精确到０．０１ｍ２）。

（３）如图，床头柜的高为５００ｍｍ，画出它的直观图，并求出它的体积（单位：ｍ３）。

说明：

人们的生活与空间几何体息息相关，经常需要对这些几何体进行测量估算、位置分

析。本活动案例意在通过活动，将空间几何体用平面图形（如视图）表示，再按要求进行一

定的测算，通过活动经历平面图形与空间几何体相互转化的认识过程。

评价案例：

现有一座如图１所示的储粮仓库，其顶部是圆锥，下部是圆柱，其三视图的主视图尺

寸如图２所示：

图１ 图２

（１）写出下部圆柱的底面半径狉和高犺１的值；

（２）求顶部圆锥的高犺２的值；

（３）求这座仓库的容积（精确到０．１ｍ３）；

（４）若在顶部铺防水布，试计算所铺布料的面积约为多少？（不计损耗，精确到

０．１ｍ２）

说明：

本评价案例关注是否能正确读懂三视图，是否能通过三视图中所标注的尺寸，进行简

单的几何量计算，是否能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主题８　平面向量

向量是近代数学中重要且基本的数学概念之一，它是沟通代数、几何与三角函数

的一种工具，有着极其丰富的实际背景。

通过多样化的实际情境理解平面向量，以及它们的加法、减法、数乘运算的意义，

了解平面向量的数量积以及简单的应用。






















































































































































２６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１．能在实际情境中抽象出向量，会判断两个向量之间的关系（相等、

共线、平行），会进行向量的几何表示。

２．会进行向量加法、减法和数乘运算，并能进行几何表示。

３．在直角坐标系中，会对平面向量进行坐标表示。

４．会用平面向量坐标表示的形式进行加、减及数乘运算。

５．经历由简单实例引入平面向量的数量积，掌握数量积运算的概念，

会进行平面向量数量积的运算。

６．会求向量的长度和两个向量的夹角，能讨论向量的平行和垂直

关系。

７．会用平面向量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向量的概念 Ｂ

向量线性运算的

几何意义
Ｂ

向量的坐标表示

及线性运算
Ｃ

向量的数量积 Ｂ

平行向量及垂直

向量的坐标关系
Ｂ

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１．体会向量坐标化的意义，提高学习向量知识的兴趣。

２．认识向量是一种处理几何、物理等问题的工具，形成数学抽象和应用的意识。

实施案例

教学案例：

已知向量犪表示“由小赵家向正东４ｋｍ的电影院”，向量犫表示“由小赵家向正北

３ｋｍ的超市”。

（１）若向量犪＋犫表示“小赵家到火车站的方向和距离”，试问小赵家离火车站多少

千米？

（２）小赵的学校恰好处在电影院与超市的中间，用向量犪和犫如何表示学校与小赵

家的位置？小赵家离学校多少千米？

（３）试画出符合上述情境的图象。

说明：

向量是物理量，方向和大小是它的两个基本要素。本教学案例抓住向量的要素，与向

量的线性运算联系在一起，聚焦掌握向量的基本概念及其线性运算。

评价案例：

某水站供应甲、乙两种桶装水，它们的单价分别为２５元、３５元，把（２５，３５）叫做该两

种桶装水的价格向量；某一天，该水站卖出甲、乙两种桶装水的数量分别为２００桶和１５０
桶，把（２００，１５０）叫做这两种桶装水的销售向量。

（１）计算价格向量和销售向量的数量积；

（２）试解释价格向量与销售向量数量积的意义。

说明：

评价应关注向量数量积的求解，在实际模型中数量积的意义，以及向量在平面几何中

的简单应用。引导学生用向量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和几何问题。

　　　　主题９　直线与圆锥曲线

学习直线和圆的方程的基本概念，直线与直线、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在平面直角

坐标系中建立直线和圆的方程，学习椭圆、双曲线、抛物线的概念及其标准方程，能根

据标准方程画出圆锥曲线大致形状，探究其简单性质。在数学活动的过程中，初步体






















































































































































四、学习内容与要求 ２７　　　

会用代数方法研究它们的几何性质，体现数形结合的重要思想。

曲线的参数方程和极坐标方程是在普通方程基础上的拓展，借助信息技术工具加

深对曲线参数方程和极坐标方程的理解。

体会用坐标方法对建立形与数之间关系的意义，逐步建立事物间相互联系和相互

转化的观点；通过直线与圆锥曲线的位置关系的研究，体会用代数方法研究几何问题

的简捷性。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１．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能找出确定直线位置的几何要素，会求直线

的倾斜角和斜率。会求点斜式、斜截式和一般式的直线方程。

２．会画出二元一次方程所表示的直线。

３．能根据直线斜率判断两条直线平行或垂直的位置关系。

４．会根据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求出两条相交直线的交点坐标。

５．会求点到直线的距离，及两平行直线之间的距离。

６．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能找出确定圆的几何要素，会求圆的标准方

程与圆的一般方程。

７．能根据直线方程和圆方程，判断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８．会用直线与圆的方程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９．能根据椭圆、双曲线、抛物线的定义，写出相应的标准方程。

１０．能通过椭圆、双曲线、抛物线的标准方程，探究其主要性质，会画

出相应的图形。

１１．会用椭圆、双曲线、抛物线及其方程解决一些简单的应用问题。

１２．理解参数方程的意义，领会建立曲线的参数方程的方法；知道常

见曲线的参数方程，掌握参数方程与直角坐标方程的互化。

１３．掌握极坐标与直角坐标的互化，会简单地进行极坐标方程与直角

坐标方程的互化。

直线的倾斜角与

斜率
Ｂ

直线的方程 Ｃ

两条直线的位置

关系
Ｂ

两条直线的交点 Ｃ

点到直线的距离

公式
Ｂ

圆 Ｂ

圆的标准方程 Ｃ

圆的一般方程 Ｃ

直线与圆的位置

关系
Ｄ

椭圆的定义、标

准方程与性质
Ｂ

双曲线的定义、

标准方程与性质
Ｂ

抛物线的定义、

标准方程与性质
Ｂ

圆锥曲线的简单

应用
Ｃ

参数方程 Ｂ

极坐标 Ｂ






















































































































































２８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续　表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感悟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了解解析法在方法论中的作用。在曲线方程各种形态转

化过程中，体验数学知识点之间的联系，结构的统一美、和谐美。

实施案例

教学案例：

图１所示为古镇的一座石桥，它是由一个个圆拱构成的。图２是最高的一个圆拱，其

跨度（桥孔宽）犃犅＝８ｍ，拱高４ｍ，在建造时，每隔２ｍ需建一个支柱，以支撑桥面。为求

支柱的高，宜以犃犅所在的直线为狓轴，线段犃犅的垂直平分线为狔轴，建立平面直角坐

标系狓犗狔．设该圆为犆，圆心坐标为（０，犽），半径为狉。

图１

图２

（１）求圆犆的方程；

（２）求支柱犃１犘１的高度。

说明：

选用古镇石桥为背景，桥孔是圆拱。教学目的在于圆方程的正确建立与圆内相关线

段（弦）的计算。教学重点是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掌握圆的标准方程及进行相关的计算。

实施案例

教学案例：

如图所示为国家税务局规定的一种财务发票专用章，其设计要求呈椭圆形状，长

轴长为４ｃｍ，短轴长为３ｃｍ。若将它置于如图所示的直角坐标系中，则它的标准方程

为　　　　　 。






















































































































































四、学习内容与要求 ２９　　　

续　表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实施案例

说明：

本教学案例所涉及的情境，是一枚国家税务局规定的一种椭圆型财务发票专用章。

教学中可根据椭圆的定义和标准方程直接解决问题。

在生活、生产和科学研究中遇到的椭圆是较多的，如椭圆形的喷水池、椭圆型桥拱以

及卫星的运行轨道等等，教学中可关注各种情境中的椭圆（建模）。

评价案例：

已知曲线犆的参数方程为
狓＝２ｃｏｓθ

狔＝２ｓｉｎθ
｛ （θ为参数），以直角坐标系的原点犗为极点，

狓轴非负半轴为极轴建立极坐标系。

（１）求曲线犆的直角坐标方程；

（２）求曲线犆的极坐标方程。

说明：

本教学案例要求了解直线和圆的参数方程，并能转化为直角坐标方程。要求了解极

坐标系，能将直线与圆的极坐标方程和直角坐标方程互化。

　　　　主题１０　二元线性规划

线性规划是二十世纪为解决经济生活中一些问题发展起来的。在当今的国民经

济各个部门得到广泛应用，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通过实际事例引入二元线性规划的数学模型和有关概念，加强与二元一次不等式

组等数学知识的联系，会结合平面区域的图示或者信息化手段解简单的二元线性规划

的数学模型，并将其解再回到实际情境加以检验和解释。

通过本主题的学习，体验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的数学化过程，尝试利用信息

化手段解决实际情境问题，初步形成最优化意识和解决简单优化问题的能力。






















































































































































３０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１．能根据给定的二元一次不等式组画出相应的平面区域。

２．能通过观察分析，从实际情境中找出限制条件，得到二元一次不等

式组，建立相应的目标函数。

３．能解决简单的线性规划问题，并能回到实际情境中对结果加以检

验和解释。

二元一次不等式

（组）与平面区域
Ｂ

二元线性规划 Ｃ

二元线性规划的

应用
Ｄ

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１．了解二元一次不等式的几何意义，进一步体验数形之间的有机结合，体验数与形之间

的和谐统一。

２．经历从实际情境中抽象二元线性规划数学模型的过程，体会现实需要是数学发展的原

动力，培养最优化意识。

实施案例

教学案例：

为了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提升艺术欣赏力，某职校开展了“走进企业看文化，走近

芭蕾赏艺术”的活动，１５００名师生饶有兴趣地来到文化广场。某出租汽车公司担任这次

活动的接送工作。该出租汽车公司有大巴１５辆，中巴３０辆；大巴每辆限乘５０人，中巴每

辆限乘３０人；大巴每辆租金为５６０元，中巴每辆租金为３５０元。学校组织方如何预定好

车辆，使这次参观活动的租车成本最低？最低成本可为多少元？

（１）理解题意，整理数量关系，填写表格：

车辆数量（辆） 每辆车载客量（人） 每辆车的租金（元）

大巴

中巴

（２）设出变量并写出线性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

（３）计算目标函数在平面区域顶点的值，比较大小，得到目标函数的最小值。

说明：

本教学案例通过实际情境，引导学生阅读所给材料，筛选有用信息，利用数表整理数

据，用适当的数学语言写出线性约束条件，在直角坐标平面上画出相对应的平面区域，并

根据题意表示出目标函数，建立数学模型（建模），求出相应的最值（解模），将结果回到实

际情境中加以解释，培养学生最优化意识（释模）。学习中，应重视信息化手段的应用。

　　　　主题１１　数系的扩展

在实数的基础上，将数的概念扩展到复数，并进行复数的四则运算以及对实系数

一元二次方程的解进行完整的讨论。

了解数的产生和发展简史，体会数文化的博大精深，认识数系的扩展是数学发现

和创造的源泉之一，体会人类理性的力量，进一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四、学习内容与要求 ３１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１．领会引入虚数单位犻的必要性，了解复平面在认识复数中的重要

作用。

２．会用复平面上的点表示复数，会进行复数的向量表示，会求复数的

模和共轭复数，会进行相关的计算。

３．会利用运算性质进行复数代数形式的四则运算，会用向量运算表

示复数加减运算。

４．理解复数的三角形式，并能用三角形式进行复数的乘法、除法、乘

方的运算。

５．掌握解实系数一元二次方程的解题流程，会在复数范围内解实系

数一元二次方程。

数的概念的扩展 Ａ

复数的有关概念 Ｂ

复数的四则运算 Ｃ

复数三角形式的

乘法、除法、乘方

运算

Ｃ

实系数一元二次

方程在复数范围

内的解

Ｂ

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通过数学史料的查阅交流，了解人类在数系扩展过程中的艰难探索。

实施案例

教学案例：

１．已知复平面上的向量犗犣１
→
＝（１，－２），犗犣２

→
＝（３，４），分别写出这两个向量所对

应的复数狕１、狕２，并求狕１狘狕２狘的值。

２．若复数狕＝２－犻是实系数一元二次方程狓
２
＋狆狓＋狇＝０的根，求狆，狇的值。

说明：

从认识论上来说，鉴于复数的抽象性，它很难让人接受。然而通过复平面上复数

所对应的有序实数对、或对应的向量，让复数由抽象变得具体。从而使复数的模、共轭

复数、复数的四则运算等等的复数“双基”，都赋予直观的几何意义。在本教学案例的教

学过程中，应着重贯彻这一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力求理解和掌握复数的有关概念与

运算。

活动案例：

网上查阅复数诞生的故事，小组交流发言，让学生了解数学文化的重大意义，培养学

生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说明：

复数的产生与发展，充满着人类社会的智慧，有着许多精彩传奇的故事，特别是一些

数学家为之付出的艰辛令人感动。这一活动案例，要求学生通过查阅资料，组织交流，感

知数学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主题１２　排列与组合

排列、组合是一种重要的数学方法，它是进一步学习概率统计等数学知识的基础。

在本主题中，通过实例分析，学习计数的两个基本原理，排列、组合的概念，排列

数、组合数的计算公式及其简单应用。






















































































































































３２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１．能根据具体问题的特征，运用分类加法计数原理和分步乘法计数

原理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２．在具体的情境中，能判断排列问题或组合问题。

３．会用树形图对排列组合问题进行分析，会用枚举法、分类讨论法等

常用方法解决简单的计数问题。

４．会用排列数公式、组合数公式进行相关计算，会用计算器或数学软

件求排列数、组合数。

５．结合实际问题，能对组合数的性质

犆犿狀 ＝犆
狀－犿
狀 （狀，犿∈犖

，犿≤狀）作出合理的解释。

６．经历导出二项式定理的过程，掌握二项式定理；通过归纳杨辉三角

形并展开研究，发展探究能力。

７．会解决一些简单的排列、组合实际问题。

两个基本计数

原理
Ａ

排列的概念及排

列数公式
Ｂ

组合的概念及组

合数公式
Ｂ

二项式定理 Ｂ

排列组合应用

问题
Ｃ

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认识计数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领悟特殊到一般的思想方法。

实施案例

教学案例：

用“读”“书”“好”这三个中文字，列出所有由这三个没有重复文字组成的不同短语。

说明：

由“读”“书”“好”三个字，组成的“读书好”“读好书”“书好读”“书读好”“好读书”“好

书读”六个不同短语，从语义、学习态度、学习内容等不同角度上研读，都体现出积极向

上的精神。

评价案例：

１．如图为一块上海汽车牌照，按照牌照上１，３，５，７，９
五个数字，可以组成多少块没有重复数字的沪Ｇ牌照？

２．问题１中如果９位于五个数字首位，那么可以组成

多少块没有重复数字的沪Ｇ牌照？

３．请你给问题１附加限制条件，提出一个新的问题。

说明：

本评价案例的情境为汽车牌照一种字母和数字排列方式。评价关注真实的情境下，

排列、组合模型的准确选择（建模），并关注情境的差别与相应数学模型的差异，考查提出

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主题１３　概率与统计初步

概率论是研究客观世界中随机现象规律性的科学，在自然科学和经济学中都有广

泛的应用，同时也是数理统计的理论基础。

统计的研究对象是数据，是研究如何收集、整理、分析数据的学科，统计的核心是

数据分析。






















































































































































四、学习内容与要求 ３３　　　

在本主题中，通过实例分析，学习概率与统计的基本概念、计算公式，并体会概率

统计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１．理解随机事件的概念，掌握事件间的关系与运算，理解样本点、样

本空间概念。

２．理解频率的定义及频率的稳定性，理解并掌握概率的定义及基本

性质，了解事件的频率与概率的区别与联系。

３．理解古典概型，会解决简单古典概型的应用问题。

４．理解条件概率的概念，会运用概率的加法公式、乘法公式计算概

率，了解全概率公式及贝叶斯公式。理解事件的独立性概念，会用

独立性计算事件的概率，理解伯努利概型，会简单应用。

５．理解总体、个体、样本和样本容量等概念，理解简单随机抽样、系统

抽样和分层抽样的概念，了解抽样方法的应用。

６．了解频率分布表和频率直方图，会根据具体情境，选择适当的统计

图表表达相关信息；会根据统计图表数据进行分析运算，作出合理

解释。

７．理解总体和样本的均值、方差和标准差的含义，掌握其计算方法，

能应用现代技术手段进行计算。

随机事件 Ｃ

频率与概率 Ｂ

古典概型 Ｂ

条件概率与事件

的独立性
Ｂ

抽样方法 Ｂ

统计图表 Ｃ

统计量 Ｂ

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１．认识单一随机试验结果的不确定性、大量随机试验结果频率的稳定性，体会偶然中的

必然。

２．通过对具体实例的分析研究，对样本观察值进行整理和分析，体会用样本估计总体的

思想。

实施案例

教学案例：

将一枚均匀的硬币连续投掷三次，观察正面Ｈ，反面Ｔ出现的情况，以Ｘ表示每次试

验正面Ｈ出现的总次数，请回答以下问题：

（１）写出该试验的样本空间；

（２）写出Ｘ的所有可能取值，并计算Ｘ不大于１的概率。

说明：

本教学案例综合考察了随机事件和概率的概念，并为后续学习随机变量的概念做了

铺垫。

活动案例：

某小区打算在已有安防系统甲的基础上独立加装安防系统乙，已知每套系统单独运

行时不失灵的概率分别为０．９５和０．９６，请问甲、乙两套安防系统同时运行时安防水平有

没有提高。

说明：

本活动案例评价学生能否结合实际情境正确应用概率论的知识解决问题，该活动案

例体现了概率论的实用价值。






















































































































































３４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主题１４　流程框图

流程设计的思想方法广泛应用于生活生产实践之中，已成为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之一。

通过实例分析和经验概括，学习流程设计中的三种逻辑结构，并通过流程框图的

形式表达设计过程。

在模仿、探索、构思、操作的学习设计流程框图过程中，体会流程设计在解决问题

中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发展有条理的思考与逻辑关联的表达能力。了解中国古代数学

算法中流程设计特征，从数学文化中增强数学素养。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１．能读懂流程框图所表示的实际意义和数学上的操作步骤。

２．能识别流程框图中的三种基本逻辑结构：顺序、条件和循环。

３．能够对简单的实际问题进行合理的流程设计。

流程的概念 Ｂ

流程框图的基本

逻辑结构
Ｃ

流程设计应用

问题
Ｄ

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１．通过对典型问题解决过程与步骤的分析，体会流程设计思想。

２．通过模仿、探索、构思、操作，经历通过设计流程框图表达解决问题的过程。

３．了解中国古代数学机械化算法的特点，体验古老流程设计的魅力，增强民族自豪感。

实施案例

教学案例：

初中阶段我们学习过绝对值的概念：狘狓狘＝

狓 狓＞０

０ 狓＝０

－狓 狓＜０
烅
烄

烆

，下面程序框图表示求某

个实数狓绝对值的过程，试在判断框中填入适当的判

定条件。

说明：

本教学案例借助通过求实数绝对值的过程，加深

对流程框图的逻辑结构的理解，反之，通过对流程框图

的分析加深对实数的绝对值概念的理解。

活动案例：

（１）下图是互联网上购买火车票的流程示意图，购

票流程由三个模块组成：注册模块、订票模块、支付

模块。

请仔细阅读流程示意图中注册模块部分，理解它

的含义，介绍相应注册模块流程框图的逻辑结构，阅读

流程示意图中的支付模块部分，绘制支付模块的流程

框图并阐述实际含义。






















































































































































四、学习内容与要求 ３５　　　

续　表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实施案例

购票流程示意图

　

注册模块

支付模块






















































































































































３６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续　表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实施案例

　　（２）张师傅从早晨起床到去单位上班要完成下列各项生活事务：起床穿衣、整理卧

室与物品、烧热水（若有备用，则不烧）、洗脸刷牙、上卫生间、电饭煲煮稀饭、吃早饭、开车

出发。试根据这一生活情境，绘制合理的流程框图。

（３）就生活、生产中的保险理赔流程图、汽车保养流程图、公安验车流程图等等，展开

调研活动，发现现实流程示意图中的数学逻辑结构和作用，交流并体验这些流程图的意义

和作用。

说明：

本活动案例通过给定和学生自主发现的生活、生产中的流程问题，引导学生发现现实

流程与数学流程框图的关联与差别，识别现实流程中的三种逻辑结构，并用数学流程框图

合理地表达（建模），使现实流程的含意更为直观简明，体现数学流程框图理解、表征、解释

现实情境的优越性（释模）。

　　　　主题１５　空间点线与平面

空间解析几何是用代数方法研究空间几何图形的学科。它分析解决问题的基本

思想方法，类同平面解析几何，通过代数方法的运算，认识图形的性质及图形间的

关系。

类比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点、线相关内容，在三维空间中运用数形结合思想方法，研

究空间点、线、面相关性质。将三维的空间问题转化为二维的平面问题，感悟三维和二

维的转化关系。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创建空间点、线、面，理解其相互关系和性质。

通过三维空间真实情境的数学化，逐步建立事物间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观点，

培养空间想象能力，在数学活动过程中，体会用代数方法研究空间问题的简捷性。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１．会找出确定空间点和直线位置的几何要素，会求空间两点间的距

离以及线段的定比分点。

２．会对空间向量进行坐标表示，会求空间直线的方向向量和平面的

法向量。

３．会计算向量积。

４．会找出确定空间直线的几何要素，会求空间直线的一般式方程、对

称式方程（又称点向式方程）与参数方程。

空间直角坐标系 Ｂ

空间点 Ｃ

空间向量 Ｂ

向量积 Ｂ

空间直线方程 Ｃ






















































































































































四、学习内容与要求 ３７　　　

续　表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５．会判断空间直线位置关系，会求两直线间的距离、两直线所成

的角。

６．会找出确定空间平面的几何要素，会求空间平面的一般式方程和

点法式方程。

７．会判断两个平面位置关系，会求直线与平面所成的角以及两个平

面所成的角。

８．会求点到直线的距离、点到平面的距离、直线到平面的距离以及两

平行平面之间的距离。

９．会根据直线方程和平面方程，判断直线与平面的位置关系。

１０．会用相关知识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空间直线的位置

关系
Ｃ

空间平面方程 Ｂ

空间点与线面位

置关系
Ｂ

空间线面位置

关系
Ｃ

空间面面位置

关系
Ｃ

空间点线面的

应用
Ｃ

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１．感悟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了解解析法在解决几何问题中的作用。

２．体会三维和二维转化的思想方法，认识事物间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关系。

３．认识空间与现实的关系，通过数学理想化的点线面来描绘现实空间的关系，形成数学

抽象和应用的意识。

实施案例

教学案例：

证明每一个平行六面体的三条对角线交于一点并且互相平分。

说明：

本教学案例可通过建立空间坐标系来解决问题，坐标系选取适当可以简化证明。

也可借助数学软件绘制平行六面体的空间图形，不仅几何直观强，便于观察发现，证

明也变得简洁。






















































































































































３８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续　表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实施案例

活动案例：

下图为位于上海的中华艺术宫，“东方之冠”融合了多种中国元素，造型借鉴夏商周时

期鼎器文化的概念。鼎有四足，起支撑作用。这就需要用四组巨柱将上部展厅托起，给人

一种“振奋”的视觉效果，而挑出前倾的斗拱又能传达出一种“力量”的感觉。

（１）平面ＡＢＣＤ与平面ＥＦＧＨ位置关系是什么？

（２）平面ＥＦＧＨ与平面ＩＪＫＬ的位置关系是什么？

（３）直线ＩＪ与直线ＡＢ是什么位置关系？它们所成的夹角是多少度？

说明：

本活动案例选用上海地标建筑，融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为一体。运用空间几何体的

知识识别生活中的空间几何体的主要特征，将它们简化、抽象为理想状态下的数学模型

（建模），经过空间点、线、面位置关系的分析（解模）后，将结果在实际情境中加以合理解释

（释模）。

　　　　主题１６　极限

极限是研究自变量变化的某一特定过程中函数的变化趋势，是微分、积分和无穷

级数的基础，是初等数学迈向高等数学的第一个台阶，极限思想方法贯穿于高等数学

始终，在数学各个分支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深刻地影响现代社会的发展。

借助已学过的函数知识，引入极限的概念，主要介绍数列极限和函数极限、极限的

运算方法、无穷大和无穷小的关系、无穷小的比较及函数的连续和间断。

关注与极限内容相关的实际背景，重视数学建模，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帮助学生直

观理解无穷的含义，进而培养数学抽象能力，为进一步学习高等数学的其他知识奠定

基础。






















































































































































四、学习内容与要求 ３９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１．理解数列极限和函数极限的定义，会判断数列收敛或发散，理解函

数极限存在的条件。

２．掌握极限的运算方法；会求两个重要函数及其简单变形的极限。

３．掌握无穷大和无穷小的定义，理解无穷大和无穷小的关系及无穷

小的性质，掌握无穷小的比较方法。

４．理解函数连续和间断的定义，掌握函数的连续和函数间断点的判

断方法。

５．理解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定理、介值定理及其

推论。

６．能运用极限的知识，借助信息化手段，建立简单实际问题的数学

模型。

数列和函数的

极限
Ｂ

极限的四则运算

法则
Ｂ

两个重要函数

极限
Ｂ

无穷大和无穷小 Ｃ

无穷小的比较 Ｃ

函数的连续性 Ｃ

函数的间断点 Ｃ

闭区间上连续函

数性质
Ｂ

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１．结合数学史料，了解数学家对极限概念的艰难探索和不断完善过程。

２．了解极限思想揭示变量与常量、无限与有限的对立统一，彰显唯物辩证法在数学领域

中的应用。

３．极限思想从直线形认识曲线形，从有限认识无限，推而广之，极限思想帮助人们从“不

变”认识“变”，从量变认识质变，从近似认识精确。

实施案例

教学案例：

１．等比数列首项犪１＝１００，公比狇＝０．６５，求狀→∞时的前狀项和

犛＝ｌｉｍ
狀→∞

１００（１－０．６５狀）

１－０．６５

２．求ｌｉｍ
狓→２

狓－２

狓２－４

３．求ｌｉｍ
狓→０

（１－狓）
２
狓

说明：

１．理解狀→∞时等比数列求和方法；

２．掌握不定型“
０

０
”“∞
∞
”“∞－∞”的极限求法；

３．掌握两个重要函数极限：ｌｉｍ
狓→０

ｓｉｎ狓

狓
＝１、ｌｉｍ

狓→∞
１＋

１

狓（ ）
狓

＝犲，会求其简单变形的

极限。

活动案例：

１．让学生了解极限的由来及发展过程，了解相关数学家的生平与贡献。

２．某城市电话费计价如下：前２分钟为０．５２元／分钟，以后每增加１分钟或不满１分

钟再加０．３６元。试建立费用犆（元）和时间狋（分钟）的函数关系式，并讨论此函数的连续性。






















































































































































４０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续　表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实施案例

说明：

１．本活动案例旨在渗透数学文化，培养学生人文素养。

２．通过实例，让学生运用建模思想方法探寻费用与时间的函数关系；在与生活相关

的实际情境中理解连续和间断的含义，判断函数是否连续（解模）。

评价案例：

求犳（狓）＝
狓＋槡 ２

狓２－狓－２
的连续区间和间断点，并判断间断点的类型。

说明：本评价案例关注以下二点：

１．评价学生能否根据题中信息，选择恰当方法寻找可能的间断点；

２．评价学生能否准确、迅速地判断间断点的类型。

　　　　主题１７　导数与微分

１７世纪，随着用代数的方法解决几何问题，辩证法和运动思想进入数学领域，数

学的发展进入变量数学时期，微分思想应运而生。

函数的变化率是求切线的斜率和求物体的瞬时速度等问题的数学抽象体现，从而

形成导数的概念。导数（微分）是微积分的基础，是研究函数变化特征的有力手段。

众多的实际问题可以用微分解决，诸如，求曲线的切线、法线问题；求变速物体运

动瞬时速度问题；求函数最大（小）值问题等。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１．理解导数概念和导数的定义式及其几何意义。

２．熟悉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掌握导数的四则运算法则。

３．会求简单复合函数的导函数。

４．掌握简单的隐函数求导；会求由参数方程确定的函数的导数。

５．了解高阶导数的定义，掌握高阶导数的求法。

６．了解微分概念，掌握微分的运算法则。

７．掌握函数单调性的判定法。

８．理解极值的概念，极值存在的判定方法，掌握函数的极值求法。

９．掌握函数最值的求法；会解决实际情境中的最值问题。

导数的概念 Ｂ

导数的四则运算 Ｃ

复合函数求导 Ｃ

隐函数求导 Ｂ

参数方程所确定

的函数求导
Ｂ

高阶导数 Ｂ

微分及其运算 Ｂ






















































































































































四、学习内容与要求 ４１　　　

续　表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１０．了解曲线的凹凸与拐点的定义；掌握曲线的凹凸与拐点的判定

方法。

１１．会运用洛必达法则求极限。

函数单调性的

判断
Ｃ

函数的极值与

最值
Ｄ

曲线的凹凸与

拐点
Ｂ

洛必达法则 Ｃ

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１．导数概念形成过程中，体会从简单到复杂，从特殊到一般的思想方法。

２．了解导数在物理学、经济学等领域的运用，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考虑变化率，进而形成

优化思想。

实施案例

教学案例：

如图，求过曲线在Ｍ点处的切线斜率。

说明：

用平面解析几何求切线斜率问题，直观地引

出导数的概念，体会从特殊到一般的思想方法，了

解导数作为函数的变化率与极限的关系。

活动案例：

近年来，我国每年使用６０亿到７０亿个易拉

罐，如果优化易拉罐的形状和尺寸，每个易拉罐节

约一点用料，聚少成多，节约总量就很大了。

（１）实际测量一个易拉罐，测量易拉罐的高

度、底面直径、材料厚度。

（２）假设易拉罐是一个圆柱体，而且使用材料厚度均匀一致，说明所测量的易拉罐的

形状和尺寸（例如半径和高之比）合理性，能否优化它的设计？

说明：

本活动案例旨在通过观察身边生产、生活中的现象，在优化思想下，提出数学问题，运

用导数等数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评价案例：

设工厂犃到铁路垂直距离为２０ｋｍ，垂足为犅．铁路上距犅点１００ｋｍ处有一原料供应

站犆，如图所示．现要在铁路犅犆段上选一处犇修建一个原料中转站，再由中转站犇向工厂

犃修一条连接犇犃的直线公路．如果已知每公里铁路运费与公路运费之比为３∶５，试问中

转站犇选在何处，才能使原料从供应站犆途径中转站犇到达工厂犃所需的运费最省？






















































































































































４２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续　表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实施案例

说明：

本评价案例关注以下三点：

１．评价学生能否根据题中信息，找到变量之间关系，建立目标函数数学模型（建模）；

２．应用导数知识求解数学模型，评价学生能否准确求得结果（解模）；

３．把数学模型解得结果回到实际情境中，验证结果的正确性（释模）。

　　　　主题１８　不定积分

不定积分是导数的逆运算，即已知函数的导数，求它的原函数，它是学习定积分计

算的基础。

本主题学习不定积分的概念与性质，学习直接积分法、换元积分法和分部积分法。

通过了解不定积分的发展简史，感受互逆思想的形成过程，通过求各种不定积分的方法，

加深对不同函数之间联系的认识，在基本数学技能的演练过程中，提高运算和思辨能力。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１．了解原函数和不定积分的概念，掌握不定积分的性质。

２．会利用不定积分的运算性质和基本积分公式直接求出不定积分。

３．会通过适当的变量替换（换元），把某些不定积分化为可利用基本

积分公式的形式，再计算出所求不定积分。

４．会用分部积分法计算不定积分。

原函数与不定积

分的概念
Ｂ

不定积分的性质

与直接积分法
Ｂ

第一类换元积

分法
Ｂ

第二类换元积

分法
Ｃ

分部积分法 Ｂ

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１．以不定积分与导数互逆运算为例，体验互逆思想方法在社会各方面的运用；

２．通过对不定积分符号的应用，感受数学符号的简洁美，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实施案例

教学案例

已知曲线狔＝犳（狓）在任一点狓处的切线的斜率为３狓
２，且曲线经过点（１，２），求此

曲线的方程。






















































































































































四、学习内容与要求 ４３　　　

续　表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实施案例

说明：

教学中，首先根据已知条件得出曲线在任一点处的切线斜率表达式，再求一个可导函

数，使它的导数等于已知函数，体会不定积分的运算就是求导运算的逆运算。

评价案例：

１．求下列不定积分

（１）∫（狓
２
＋２狓－８）犱狓；　　（２）∫ｓｉｎ

３狓ｃｏｓ狓犱狓；　　（３）∫狓ｌｎ狓犱狓
２．一物体以速度犞（狋）＝２狋２＋１（犿／狊）作直线运动，当狋＝２ｓ时，物体经过的路程

狊＝３ｍ，求物体的运动方程。

说明：

评价案例１涉及不定积分的直接积分法、不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和分部积分法，它们

是微积分学中重要方法，评价关注学生能否熟练运用这三种方法求得结果，为进一步解决

相关情境问题打下基础。

评价案例２通过了解位置、速度、加速度的关系，关注学生能否用积分方法解决物理

学、经济学和其他专业领域中的实际问题。

　　　　主题１９　定积分

定积分在理论和实践应用中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然科学与生产实践中的许多

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定积分问题。

本主题通过几何问题引入定积分的概念，探究定积分的性质和计算方法，感悟从初

等数学到高等数学的过程，初等数学中不能解决的求曲边梯形面积等问题，用定积分可

以有效解决，感受无限分割思想的形成过程，体验高等数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１．了解定积分的概念从现实原型抽象出来的过程，会用定积分表示

曲边梯形的面积，了解定积分的几何意义，掌握定积分的性质。

２．会用微积分基本公式进行相关的定积分计算。

３．会用定积分的换元法和分部积分法计算定积分。

４．会用定积分的微元法计算平面图形的面积和旋转体的体积。

定积分的概念和

性质
Ｂ

微积分基本公式 Ｂ

定积分的换元法 Ｂ

分部积分法 Ｂ

定积分的几何

应用
Ｂ






















































































































































４４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续　表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体验从无限分割到求和的过程，通过无穷小量的求和，体验辩证思维下对无穷的认识。

实施案例

教学案例：

已知函数犳（狓）＝狓
２
－１和函数犵（狓）＝狓＋１，

（１）作出犳（狓）和犵（狓）的图象；

（２）写出它们的交点坐标；

（３）求由函数犳（狓）及函数犵（狓）所围成图形的面积。

说明：

在日常生活和专业中，经常需要计算由曲线所围成的图形面积和旋转体的体积，本案

例不仅要求学生掌握计算由曲线所围图形的面积，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深刻领会用定积分

解决问题的基本思想方法。

活动案例：

经过坐标原点犗和点犘（４，２）的直线与直线狓＝４及狓轴围成一个直角三角形，将

这个三角形绕狓轴旋转一周构成一个底面半径为２，高为４的圆锥体，如图所示，求这个

圆锥体的体积。

说明：

本活动案例通过学生操作数学软件，关注能否用定积分解决初等数学中空间几

何体的圆柱、圆锥、球的体积计算问题，感受定积分在解决初等数学问题与实际问题中

的作用。

评价案例：

１．求下列定积分

（１）∫
１

－１
狘狓狘犱狓；

（２）∫
π
２

０
ｓｉｎ３狓ｃｏｓ狓犱狓；

（３）∫
２

１
狓ｌｎ狓犱狓

２．某市绿化市容局，要把如图所示的一块区域，改造成以蒲公英为主题的公共绿地，

问这块区域的面积有多大？（单位：平方米）






















































































































































四、学习内容与要求 ４５　　　

续　表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实施案例

说明：

评价案例１涉及了微积分基本公式、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和分部积分法，评价关注学

生能否准确进行定积分的有关运算。

评价案例２提供了学生身边的、具有实际背景的学习内容，意在巩固对新知识的理解

和掌握，感觉数学知识源于生活，应用于生活，有助于培养学生将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

题，并加以解决的能力，逐步形成良好的应用意识。

　　　　主题２０　空间曲面

球面、椭球面、双曲面、抛物面是常见的二次曲面，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广泛的运用。

延伸对二次曲线代数化研究的思想，进一步体会用代数方法研究空间几何图形性

质的思想方法，掌握常见二次曲面的标准方程和参数方程。

借助数学软件创建常见二次曲面，通过数形结合，探究简单性质。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１．理解球面的定义，掌握球面的标准方程、参数方程及其性质。

２．理解椭球面的定义，掌握椭球面的标准方程、参数方程及其性质。

３．理解双曲面的定义，掌握双曲面的标准方程、参数方程及其性质。

４．理解抛物面的定义，掌握抛物面的标准方程、参数方程及其性质。

５．能通过球面、椭球面、双曲面、抛物面的方程，探究其主要性质，会

画出相应的图形。

６．会用球面、椭球面、双曲面、抛物面及其方程解决一些简单的应用

问题。

球面 Ｂ

椭球面 Ｂ

双曲面 Ｂ

抛物面 Ｂ

二次曲面简单

应用
Ｃ






















































































































































４６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续　表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１．体会空间曲面与平面曲线之间的关联，从运动变化观点体会动点成线、动线成面的基

本思想方法。

２．从实际情境的空间曲面物件中，体会数学的功用性，并感悟数学的形态美、统一美、和

谐美。

实施案例

教学案例：

一个椭球面，以３个坐标面为对称面，并且经过点犃（２，２，４）、犅（０，０，６）、犆（２，４，

２），求该椭球面方程，并画出其空间图形。

说明：

１．本教学案例可直接将三点的坐标代入椭球面的一般方程，通过计算求得方程。

２．借助数学软件绘制椭球面的空间图形。

评价案例：

广州塔是广州市的地标性建筑，如下图所示，广州塔的主体由一根主轴和若干倾斜的

直钢柱构成，这些钢柱看似在围绕着广州塔的中轴线旋转。






















































































































































四、学习内容与要求 ４７　　　

续　表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实施案例

　　（１）由广州塔的外形，思考一条直线围绕另一条与其不垂直的异面直线旋转所形成

的曲面是什么？

（２）广州电视塔的外型与本主题学习的哪个二次曲面相关？

说明：

城市地标建筑是地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结合数学的建筑设计理念，为世界创建出形

态万千的美妙建筑。

本评价案例关注是否能根据空间几何体的几何特征，正确识别二次曲面。

　　　　主题２１　行列式与矩阵

行列式和矩阵源于解线性方程组，随着不断发展完善，在数学分析、控制论、生物

学、经济学等学科有大量应用。

本主题围绕解线性方程组展开矩阵与行列式的学习，进一步介绍矩阵的运算和初

等变换，行列式计算，以及矩阵与行列式相关性质。

重视矩阵、行列式与解线性方程组之间关系，基本运算性质和方法，对于较复杂的

运算，提倡运用数学软件等，以降低繁杂运算的难度。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１．掌握二、三阶行列式的对角线法则，会用对角线法则计算二、三阶

行列式。

２．理解余子式与代数余子式的概念，理解狀阶行列式的概念；掌握行

列式的性质，会用行列式的性质计算行列式。

３．理解矩阵的概念，掌握一些特殊类型的矩阵。

４．掌握矩阵的和、差、数乘、乘积、转置、方阵的幂等的运算规则，会进

行矩阵的和、差、数乘、乘积、转置、方阵的幂等运算。

５．理解矩阵的逆的概念，以及伴随矩阵与逆矩阵的关系，会用伴随矩

阵求矩阵的逆矩阵。

６．掌握矩阵的初等变换以及用初等变换求逆矩阵的方法。

７．理解矩阵的秩的概念，会用矩阵的初等变换求矩阵的秩。

８．理解消元法解线性方程组与矩阵初等行变换的关系，会运用矩阵

的初等行变换（高斯消元法）解线性方程组。

９．会判断非齐次线性方程组是否有解以及解是否唯一；掌握齐次线

性方程组有非零解的充要条件；会对含字母系数的二、三元线性方

程组解的情况进行讨论。

二、三阶行列式 Ｂ

狀阶行列式 Ｂ

狀阶矩阵的概念 Ａ

矩阵的运算 Ｂ

逆矩阵 Ｃ

矩阵的初等变换 Ｃ

矩阵秩的概念 Ｂ

高斯消元法 Ｃ

一般线性方程组

解的讨论
Ｂ






















































































































































４８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续　表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１．认识线性方程组和矩阵有丰富的实际背景，以及广阔的运用领域，体现“源于实践，又

指导实践”。

２．行列式定义及基本形式相互转化过程中，体现化归思想的运用。

实施案例

教学案例：

某地区有四个工厂Ⅰ、Ⅱ、Ⅲ、Ⅳ，生产甲、乙、丙三种产品，矩阵犃表示一年中各工厂

生产各种产品的数量，矩阵犅表示各种产品的单位价格（元）及单位利润（元），矩阵犆表

示各工厂的总收入及总利润，

犃＝

犪１１ 犪１２ 犪１３

犪２１ 犪２２ 犪２３

犪３１ 犪３２ 犪３３

犪４１ 犪４２ 犪４３

烄

烆

烌

烎

Ⅰ

Ⅱ

Ⅲ

Ⅳ

，犅＝

犫１１ 犫１２

犫２１ 犫２２

犫３１ 犫３２

烄

烆

烌

烎

甲

乙

丙

，犆＝

犮１１ 犮１２

犮２１ 犮２２

犮３１ 犮３２

犮４１ 犮４２

烄

烆

烌

烎

Ⅰ

Ⅱ

Ⅲ

Ⅳ

　甲 乙 丙　　　　
单位 单位

价格 利润
　　　总收入 总利润

其中，

犪犻犽（犻＝１，２，３，４；犽＝１，２，３）是第犻个工厂生产地犽中产品的数量；

犫犽１、犫犽２（犽＝１，２，３）分别是第犽种产品的单位价格及单位利润；

犮犻１、犮犻２（犻＝１，２，３，４）分别是第犻个工厂生产三种产品的总收入及总利润；

试用矩阵的运算表示矩阵犃、犅、犆之间的关系。

说明：

本教学案例有助于理解矩阵乘法独特运算方式，进而认识到数学中一切的概念与运

算方式皆是来源于现实生活。

评价案例：

设有行列式犇＝

犪１１ 犪１２ 犪１３ 犪１４

犪２１ 犪２２ 犪２３ ０

犪３１ 犪３２ ０ ０

犪４１ ０ ０ ０

，

（１）根据行列式的定义计算该行列式；

（２）利用行列式的性质计算该行列式；

（３）思考能否像二、三阶行列式一样使用“对角线法则”展开计算该行列式。

说明：

本评价案例涉及运用定义计算行列式（降阶法），等价变形为上（下）三角形行列式的

三角化法，将两种方法与“对角线法则”相比较，分析适用范围和各自特点。

活动案例：

如图，是上海某区域单行道路网，据统计，交叉

路口犃每小时车流量为５００辆，而交叉路口犆、犇
的车流量分别是每小时１５０辆和３５０辆。请求出该

道路网内每一条道路每小时的车流量。

说明：

本活动案例，旨在通过生活中的一个实例，考察

学生能否根据题中信息，恰当选择使用哪个数学模

型（建模）、是否能够准确地求得结果（解模）、能否对






















































































































































四、学习内容与要求 ４９　　　

续　表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实施案例

本题题意和结果进行多层次的反思。例如“若犆犇路段封闭，那么每一路段每小时的车流

量又是多少呢？”（释模）。

本活动案例涉及一个六元线性方程组求解，有一定计算量，可借助数学软件进行运算。

　　　　主题２２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数据分析与处理是当代社会的重要思想方法，是众多数学模型的基石，特别是在

大数据时代，数据处理可以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快速完成，从而了解模型背后的数学原

理就显得尤其重要。

本主题是在“概率与统计初步”主题基础上进行的拓展。在概率方面，通过具体实

例，引入了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分布，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等知识点。在统计方面，结合

具体任务，学习参数估计、假设检验以及回归分析。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１．了解随机变量的概念，理解分布函数的概念及性质，会利用分布函

数计算概率。

２．掌握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函数的概念与性质，掌握两点分布、

二项分布、泊松分布等常用离散型随机变量。

３．掌握连续型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密度的概念与性质；掌握均匀分布、

指数分布及正态分布的定义和性质。

４．了解多维随机变量定义，了解随机变量的独立性定义，了解随机变

量函数的分布。

５．掌握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方差等数字特征的定义及性质，掌握常

用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６．了解χ２分布、狋分布和犉分布的定义；理解相关α分位数的概念，会

应用技术手段计算分位点；掌握正态分布总体的一些常用抽样分布。

７．理解点估计的概念，了解评价估计量的标准；理解参数区间估计的

概念，会选取合适的公式求正态总体均值与方差的置信区间。

８．理解显著性检验的基本思想，掌握假设检验的一般步骤，理解假设

检验的两类错误。理解单个正态总体的均值与方差的假设检验，

会在给定公式的情况下选择合适的公式进行相关计算。了解双正

态总体的均值与方差的假设检验。

９．了解回归分析的基本思想；了解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含义以及模

型参数的统计意义，掌握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参数估计方法，能运用

数学软件建立回归模型，并检验回归方程的显著性。

随机变量及其分

布函数
Ｂ

离散型随机变量 Ｂ

连续型随机变量 Ｂ

多维随机变量 Ａ

随机变量的数字

特征
Ｂ

抽样分布 Ｂ

参数估计 Ｂ

假设检验 Ｂ

回归分析 Ｂ






















































































































































５０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续　表

能　力　描　述 知 识 点 学习水平

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１．现代社会离不开数据，数据处理离不开数学，要从“心有中数”意识的培养，到“数据思

维模式”的了解与掌握。

２．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工具解决运算量较大问题，进一步体现数学的工具性。

实施案例

教学案例：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学生的平均身高也在不断增长。某地区２０２０
年入学的“中高职贯通”男生平均身高为１７２．７ｃｍ，标准差是６ｃｍ，假设这些学生的身高

近似服从正态分布，求：

（１）大小为９的随机样本平均身高落在１６８ｃｍ和１７６ｃｍ年之间的概率；

（２）大小为９的随机样本平均身高小于１８５ｃｍ的概率。

说明：

本教学案例涉及正态分布、抽样分布等知识点，通过对日常生产、生活中概率统计问

题的分析，培养学生将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的能力。

活动案例：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推进，上海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在不断地

增长，２０１８年上海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６４１８３元（上海市统计局官网数据）。现有

２０１９年上海市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个样本为：７４０２８、７３１３０、６５６８１、６１０６７、

６９８８９、７２５４７、６３８４３、７２１００、７２０６０（单位：元）。假设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服从正态分

布。求：

（１）计算２０１９年上海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样本均值；

（２）计算２０１９年上海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样本方差；

（３）在置信水平９５％下，试检验２０１９年上海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否比２０１８年

有显著上涨。

说明：

本活动案例通过本市人民日益美好的生活数据，融课程思政于案例之中，培养学生对

日常经济活动数据的观察了解，进而提出统计问题，并分析和解决问题，从而体现统计学

的实用价值。

评价案例：

下表是某企业连续６年的销售收入与广告投入的数据：

广告投入狓（百万元） １８ ３２ ４１ ５２ ７４ ８７

销售收入狔（百万元） ２４ ４４ ５６ ７８ ９７ １０８

（１）请分析广告投入与销售收入的关系，并估计广告投入为１００（百万元）时，企业的

预期销售收入。

（２）你对选择的模型有什么看法？

说明：

本评价案例评价学生能否根据题中信息，恰当选择统计方法来解决问题（建模），评价

学生能否应用统计方法求得结果（解模），反思建立的模型，判断是否需要重建模型（释模）。






















































































































































五、 学业质量

　　

　 !"# 9:;<4=

学业质量是学生在完成课程阶段性学习后的学业成就表现，反映学科的核心素养

要求。以核心素养为主要维度，结合本课程标准中的内容与要求，对学生学业成就的

具体表现特征进行整体描述。

中高职贯通数学课程学业质量标准是教材编写的参照依据，是学业质量考核命题

与评价的依据，对学生的学习活动、教师的教学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 9:;<>?

根据职业教育各阶段学生核心素养表现、课程目标及学业要求，中高职贯通数学

课程学业质量标准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评估学生的核心素养达成及发展情况。

（１）以模块化的数学知识主题为载体，获得必需的数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

思路和基本活动经验，逐步提高数学运算、直观想象、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据处理和

数学建模等核心素养。

（２）学生经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数学课程学习，提高学习兴趣，增强学习自信

心和主动性，结合日常生活和专业课程，认识数学的功用，逐步形成“建模、解模、释模”

的能力，会用数学眼光观察世界、用数学方法分析世界、用数学语言表达世界。

具体学业质量标准如下表：






















































































































































５２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板　块 学 业 质 量 描 述

公共基础

代数部分

　　能结合生活和数学实例，理解集合和不等式概念，能进行集合基本运算、不等式求解，

体会数学语言的表达与应用。能掌握指数、对数运算法则，理解指数函数、对数函数的概

念、性质及图象特征。理解任意角三角比定义，掌握同角三角比的关系，灵活运用三角公

式进行求值、化简、恒等变形等运算；借助信息化手段理解和掌握正弦、余弦、正切等三角

函数的图象和性质。理解复数、排列、组合、概率等概念，并能进行相关的运算；能发现一

些基本数量关系，建立等差、等比数列模型。能运用以上知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能运用数学符号，感受数学语言的简洁、严谨和抽象。能感悟用函数描述客观世界的

变化规律，体验用函数建立简单数学模型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逐步形成用数学

的能力。

在数学知识点的关联中，能感悟辩证统一思想；在函数图象与性质中体会数形结合思

想方法；在对实际情境分析中，增强数学的应用意识。

公共基础

几何部分

　　能借助实物、模型、信息技术手段观察理解棱柱、棱锥、圆柱、圆锥、球等空间几何体的

结构特征，掌握正棱柱（锥）、圆柱（锥）及球的表面积、体积计算公式，会画简单几何体的三

视图、直观图。理解平面向量、空间向量，能进行平面向量和空间向量的相关运算，了解向

量是沟通代数、几何与三角函数重要的工具之一。掌握直线和圆的方程、直线和圆的位置

关系，理解椭圆、双曲线和抛物线的概念、标准方程、曲线形状及简单性质；能理解点、线、

面之间的位置关系，并解决相关问题。掌握运用二元线性规划解决问题的基本流程。

能感悟三维空间问题与二维的平面问题之间的转化，增强空间想象能力，能体会用代

数方法研究几何问题的便捷性，能通过二元线性规划养成优化思想和数形结合的思想，并

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之中。

体会从现实世界中抽象数学知识的方法，经历体验、感受、探究、应用等过程，感受数

学文化，养成良好的数学学习态度和习惯，形成一定的应用意识和能力。

拓展部分

　　能结合信息技术手段理解极限、无穷大、无穷小的概念，掌握极限的运算方法，了解函

数的连续和间断。理解导数、微分的概念，掌握导数和微分的运算法则，掌握导数的运用。

能理解不定积分的概念及性质，掌握不定积分的计算方法；理解定积分的概念、几何意义、

性质，能用定积分的基本公式、换元法和分部积分法等进行定积分的计算，能用定积分知

识对平面图形面积和旋转体体积进行计算。理解球面、椭球面、双曲面、抛物面等常见二

次曲面概念，并能掌握它们的方程、性质及图形特征。掌握行列式和矩阵的概念及相关运

算，会对线性方程组解的情况进行讨论。理解随机变量的概念，掌握常见随机变量及其数

字特征，理解参数估计、假设检验及回归分析等基本统计方法并会简单应用。

能体会导数（微分）研究函数变化特征的价值，感受积分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意义，通过

极限思想和对无穷的理解，提升数学抽象能力。能用概率和数理统计相关知识进行数据

处理，不断提高发现数学信息的能力，形成用数学的眼光和方法去观察、思考世界，提升敏

锐提出问题、有条理分析问题、系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能逐渐认识到数学学科的科学价值、应用价值和文化价值，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形成批判质疑、克服困难、勇于探究的科学精神，具备一定的创新意识、科学文化素养和终

生学习能力。






















































































































































六、 实施建议

　　

　 !"# @ABC

教材是实施教学的主要资源，也是执行课程标准的重要载体。中高职贯通数学学

科教材的编写须以此课程标准为依据，在与义务教育内容衔接的基础上，注重初等数

学和高等数学知识体系的一体化设计，体现数学学科为学生专业学习、职业发展服务，

以及助力实现职业教育为区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培育技术技能人才的目标。

１．要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教材编写要体现职业教育新的发展要求，注

重数学的科学价值、文化价值、应用价值，以及职业精神、工匠精神的有机渗透，突出教

材内容的德育功能，发挥数学学科独特的育人价值。

２．要体现数学学科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教材要落实本课程标准提出的目标任务

和学业水平要求，严谨规范、科学系统地呈现数学的本质内容、概念和结论形成过程，

体现数学的思想与方法。注重数学发展史、数学文化、数学之美以及敢于质疑、探索的

科学精神的适时渗透。

３．要体现数学学科的工具性和职业性。教材要突出数学普遍适用的特征，避繁就

简。同时，要注重选择与学生学习生活、专业实践密切相关有实际意义的素材，强化数

学的应用、问题的解决及实践探究能力的培养，增加学生基于真实情境下问题解决的

活动体验机会，体现职业教育数学学科特色。

４．要体现时代和科技的进步。教材在呈现近现代数学基本内容和观点的基础上，

要体现内容的时代气息，带领学生了解数学对人类社会进步的贡献。重视数学内容与

信息技术的融合，借助科技进步成果、信息化手段来推动数学知识的学习和数学能力






















































































































































５４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的培养。

５．要把握各主题内容间的内在关联。在考虑数学知识本身内在逻辑关系的基础

上，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在不违背知识逻辑顺序的前提下，可对本

课程标准的具体内容安排的顺序及结构作适当调整。结合相关主题内容可适当拓展

背景材料和示范案例，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与探究交流的机会。

６．要建立有效的训练系统。须精选例题、习题，在例题习题的内容及呈现形式上

体现分层、多样、实用的特点。通过适度的训练，帮助学生理解基础知识，掌握基本技

能，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数学的核心素养。

　 !(# @9DE

教学实施是实现教学目标的核心阶段，要体现课程的基础性、应用性、职业性和发

展性，选择符合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切合中高职贯通培养模式的教学实施策略，帮助

学生理解和掌握数学学科的基本思想、基本方法，培养满足社会发展、职业生涯发展所

必备的数学能力、数学素养。

１．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坚持正确的育人理念，关注学生道德品质、价值观念、文化

素养、严谨精神的培育。帮助学生逐渐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培养积极向上的心态和善于思考、敢于实践的习惯，知行合一，体现数学活动

过程中的育人作用。

２．强化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和基本活动经验的培养。立足中高职贯通

数学教学的实际，在教学实施中把开展基础知识的学习，以及问题探究、实际应用等基

本能力的提升落到实处。丰富数学活动的内容和形式，重视学生核心数学思想和方法

的培养。

３．要注重学生数学能力的培养。注意选取和学生职业生涯、生活相关、开放性强

的情境问题，倡导通过这些有实际意义问题的解决，提升学生数学抽象、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采取有助于学生综合能力发展的教学方法和途径，适度运用变式训

练，使学生掌握通性通法，让学生在数学活动中，提升建模、解模、释模能力。






















































































































































六、实施建议 ５５　　　

４．树立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要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信心，鼓励学生主

动学习、主动思考。要在教学设计中加强信息技术的运用，教师有责任指导和帮助学

生掌握现代信息技术辅助数学学习的基本技术，运用适当的教学手段和资源，为学生

提供思考的机会，多采用自主探索、动手实践、合作交流等形式，让学生动手又动脑。

同时，要引导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进行总结、反思和交流，鼓励学生学会质疑，培养实事

求是、严谨理性的科学精神。

５．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能力。要在继续教育、自我学习中体会数学在研究领域、

研究方式以及应用范围上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教师要学会反思自己的教学理念、教学

行为，不断改进和调整教学方式方法，提高自身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尤其要主动学

习和应用现代化教育手段，重视数学软件在认知层面上的运用，通过信息技术带动学

生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探究，教学相长，不断促进教学效率的提高、教学效果的提升。

　 !F# 9GHI

学习评价是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应遵循职业教育规律，以中高职贯通数学

学科统一评价为基础，建设客观、全面、系统的评价体系，发挥好评价的诊断、激励、调

节和教育的作用，体现评价的增值功能，从而促进学生的道德品质、科学素养和人文精

神的成长。

１．要以本课程标准作为评价依据。全面了解学生学科知识掌握的内容、范围、广

度和深度，以及对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进行客观评价。综合学生学习能力的发展水平、

学习的兴趣与态度、提出问题和探究问题的能力，以及对质疑、创新、科学精神等方面

作出系统评价。

２．构建多元评价体系。学习评价包括教师对学生的评价，还要体现学生的自评、

互评，同时注意内容分类与要求分层相结合，建立目标多元、内容多元、主体多元、形式

多元的多元评价体系。同时，提倡要以人为本，关注学生的成长，以发展的、动态的理

念发挥评价的积极作用。

３．评价要科学合理。要把握对知识、能力要求的高度，同时要关注学生在学习过






















































































































































５６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程中的行为，加强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形成等过程性评价。在客观公正的量化评价

基础上，可采用综合评定、成长行为记录等形式的定性评价，激励学生更加自信，更加

主动地参与到数学活动中。

４．体现评价的激励功能。在数学知识的学习、数学思想的领悟、问题的解决、数学

的表达以及探究的过程中，都要合理发挥学习评价的诊断功能。及时发现并反思教师

“教”及学生“学”过程中的不足，体现评价的激励与教育功能，促使师生共同成长，让更

好的评价促进更好的教与学，不断提升教学质量。

　 !J# $%KL

课程资源是一切能运用到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各种工具、材料、人力以及环境。开

发和利用好课程资源，能更好地促进课程目标的达成。课程资源要注重学科知识、技

术技能、人文素养等有机融合。

１．文本资源。文本资源包括教材、教学参考书、练习册等，这些资源承载着教学内

容、数学思想方法、教学的实施建议、历史背景材料、人文性资料以及现代信息技术应

用等。要根据教学实际需要，以提高教学效果为目的，对学科的文本资源进行整合和

优化，充分挖掘蕴含其中的价值，落实教学目标。同时，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文本资源的

建设、开发，拓宽分享渠道，提高使用效率。

２．数字化资源。数字化资源包含视频、音频、软件、网站、在线学习管理系统等，具

有多样、交互、形象、共享和便捷等特点。在教学中，有机融合课件、实验、教具、学具、

动态演示视频等数字化资源，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拓展学习内容和途径，提升教学

成效。教师要不断提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水平，结合教学内容，积极开发、制作、运用、

再创造学科的数字化资源，并融合到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体现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科技

成果是现代职业教育的有效手段和必要途径。

３．社会资源。社会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人才资源、环境资源，社会资讯、实践活动

资源等，是课程资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应结合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积极开发和利

用好社会、企业、行业等与数学课程相关的各种资源。利用好校级层面、市级层面、数






















































































































































六、实施建议 ５７　　　

学与专业学科之间丰富的人力资源，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可以为教学活动提供有力

支撑。

　 !M# NOPE

有效的保障措施是实现教学目标、提升教学质量的保证。在教学保障中要突出以

人为本，创造好的教学环境，培育与时俱进的师资队伍，重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把先

进的信息技术作为学习数学和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１．提升学科教研活动质量。学校要结合教学实际，有计划地开展教研工作，组织

教学研究、业务学习和交流探讨，促进教学方式、教学效率的改进与提升。挖掘数学学

科与专业课程间的互联互动，凸显课程的职教特色，加强数学在专业及社会上的运用，

体现学科的工具性。同时，鼓励教师积极参加市级、校际的教学、教研、竞赛、交流等活

动，相互促进、相互提高。

２．加强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学校须构建数量充足、质量过硬的专职数学学科教师

队伍，建立健全教师培训的长效机制，有效落实教师培训各项举措和要求。教师应加

强自我学习、自我提升，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育人理念，更新课程理念，学习本学科相

关专业书刊，了解学科前沿，不断提升业务水平和教育教学能力。

３．开发利用信息技术及课程资源。学校要积极组织开发各类课程资源，如优秀的

教学案例、教学课件、数字化课程等，整合好各类教学信息平台的资源。教师要通过培

训和自学，掌握必备的现代信息技术，具备有效利用技术手段的技能和素养，能立足于

课程内容和教学目标，有机融合知识呈现形式、问题解决方式以及教学方法的选择。

教师必须要紧跟时代的要求，用现代信息技术为教学服务，有效地去指导学生改善学

习方式，提升学习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