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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7_BB_9F_E8_c67_254061.htm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

对自学者进行的以学历教育为主的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

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是国家高等教

育制度的组成部分。命题工作是自学考试标准工作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自学考试质量保证体系的核心环节，为做好

《高等数学（工专）》课程全国统一命题工作，特制定本课

程考试说明。 一、课程的性质及其设置的目的和要求 1 课程

性质和地位 《高等数学（工专）》课程在工科各专业高等专

科自学考试计划中是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是自学考试

计划中技术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先修课程。通过本门课程的学

习，为以后学习后继专业课程提供必要的高等数学基础（微

积分学与线性代数）。 2 本课程的基本要求与重点 本课程的

基本要求为 ●获得一元函数微积分的系统的基本知识、基本

理论和基本方法。 ●获得线性代数的初步知识。 本课程的重

点是：一元函数的导数和积分的概念、计算及其应用。 在学

习的过程中，要求考生切实理解有关内容的基本概念，掌握

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使考生能具有比较熟练的运算能力和

逐步达到能应用所获得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去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同时注意培养抽象思维能力与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

并不断提高自学能力，从而为学习后继课程打好自学基础。

3 本课程与有关课程的联系 本课程由一元函数微积分学和线

性代数初步两部分构成。学习《高等数学（工专）》时，要

用到中学学过的代数、三角、平面解析几何。对中学物理学



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和定理例如速度、加速度、牛顿第二运动

定理等也要用到。 二、课程的考试内容和考核要求 本课程的

考试内容和考核要求以课程考试大纲为依据。其内容和考核

要求为： 第一章函数。函数是数学中最重要的基本概念之一

，它是客观世界中量与量之间的依存关系在数学中的反映，

也是高等数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第一章的重点是：函数的定

义；基本初等函数。难点是：复合函数。 第二章极限和连续

。极限理论是微分学的基石，函数连续性的概念就是在它的

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极限也是研究导数、积分、级数等必不

可少的基本概念和工具。第二章由极限、数项级数的基本概

念、函数的连续性三部分构成。第二章的重点是：极限和无

穷小量的概念，极限的运算法则，两个重要极限及其应用；

连续概念与初等函数的连续性。难点是：极限概念。 第三章

一元函数的导数与微分。导数概念是根据解决实际问题（如

求曲线的切线和变速直线运动的速度）的需要，在函数与极

限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是微分学中最重要的

概念。微分概念是微分学中又一个重要概念，它与导数有着

密切的联系。第三章重点是：导数和微分的定义及其相互关

系；导数的几何意义，导数作为变化率的实际意义；可导函

数的求导法则；初等函数的求导问题。难点是：复合函数的

求导法则。 第四章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微分学应用

的理论基础是微分中值定理。第四章知识点中，重点是：拉

格朗日中值定理；洛必达法则的应用；函数单调性的判定；

函数的极值及其求法；函数的最大、最小值的求法及其实际

应用问题。难点是：函数的最大、最小值及其应用问题。 第

五章一元函数积分学，其中包含三部分内容：不定积分概念



与积分法、微分方程初步，定积分及其应用。第五章知识点

中，重点是：原函数与不定积分概念；基本积分公式；换元

积分法则与分部积分法则；定积分的概念；牛顿－莱布尼兹

公式；定积分的应用。难点是：求不定积分，定积分的应用

。 第六章线性代数初步，介绍线性方程组、行列式和矩阵的

最初步的知识，它们在科技和工程中有广泛的应用。第六章

重点是：行列式的性质和计算；矩阵的各种运算及其运算规

则；解线性方程组的消元法。第六章难点是：矩阵运算；解

线性方程组的消元法。 三、自学考试要求中内容掌握层次的

说明 在自学要求中，对其各部分内容掌握程度的要求由低到

高分为四个层次，其表达用词依次是：了解、知道；理解、

清楚、会；会用、掌握；熟练掌握。 四、知识点考核层次的

说明 自学考试中将对各知识点按其在课程中的地位、作用及

知识自身的特点不同分别按四个认知层次确定其考核要求。

这四个认知层次从低到高依次为：识记；领会；简单应用；

综合应用。 识记能对考试大纲中的定义、定理、公式、性质

、法则等有清淅准确的认识并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 领

会要求对大纲中的概念、定理、公式、法则等有一定的理解

，清楚它与有关知识点的联系和区别，并能给出正确的表述

和解释。 简单应用会用大纲中各部分的一些知识点解决简单

的计算、证明或应用问题。 综合应用在对大纲中的概念、定

理、公式、法则理解的基础上，会运用多个知识点经过分析

，计算或推导解决稍复杂一些的问题。 五、命题原则 命题的

基本原则是科学、准确、规范、公平。 1.考试标准的准确性 

为了准确把握考试标准，命题严格按照课程自学考试大纲进

行。命制的试题的考核目标准确反映考试大纲规定的考试要



求。比如对课程自学考试大纲要求“领会”的知识点，就应

命制考核“领会”层次的试题而不命制成“综合应用”层次

的试题。另一方面试题的难易程度，能够使试卷及格分数线

（60分）反映出“刚达标”考生的基本水平。 2.试题内容和

参考答案没有科学性错误；试题表述在学术上没有争议，试

卷中没有偏题、怪题。概念用语及符号表示与课程自学考试

大纲及教材一致。 3.试题编制的规范性 试题编写规范；试题

命制过程规范；试卷、试题答案及评分参考的格式规范。 4.

试题素材的公平性 试题素材对所有参加考试者都是公平的。

以《高等数学（工专）》（吴纪桃、漆毅主编，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6年9月出版）教材为命题范围。以全国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制定的高等数学（工专）自学考试大纲为

依据（大纲见教材319～331）。 六、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1.

考试形式 本课程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方式，考试时间为150分

钟，评分采用百分制，60分为及格线。 2.考试的内容结构 考

试大纲各章节所提到的考核要求中各条知识细目都是考试的

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突出重点章节，加大重点内容的

覆盖密度。 各章内容分数的分布大致是： 第一、二章：函数

，极限和连续 约15分 第三、四章：一元函数微分学 约40分 

第五章：一元函数积分学 约30分 第六章：线性代数初步： 

约15分 3.试卷的能力结构 试卷中不同能力层次的试题所占比

例大致是： “识记”为15％，“领会”为35％，“简单应用

”为：35％，“综合应用”为15％。 4.试卷的难度结构 试题

难易程度可分为四档：易、中等偏易、中等偏难、难。这四

档在每份试卷中所占的比例依次约为：2∶4∶3∶1（即20分

、40分、30分、10分）。 5.试卷的题型结构 选择试题与非选



择试题的比例为1∶9 题型包括：单项选择题、填空题、计算

题、综合题（包括应用题和证明题）。题量依此为：5，10

，8，2，共计25题。所占分数依次约为10分，30分，48分，12

分，共计100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