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留学生本科入学考试大纲 

数学 

一、考试目的 

留学生本科入学数学考试是为上海交通大学留学生招生而进行的选拔考

试。数学考试旨在测试考查考生的数学素养，包括数学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逻

辑推理能力、运算能力、空间想象能力、数学应用与探究能力。 

 

二、 考试基本要求 

留学生本科入学数学考试测试考生各项数学素养如下： 

1. 记忆。能识别或记住有关的数学事实材料，使之再认或再现；能在标准

的情景中作简单的套用，或按照示例进行模仿； 

2. 解释性理解。明了知识的来龙去脉，领会知识的本质，能用自己的语言

或转换方式正确表达知识内容；在一定的变式情境中能区分知识的本质属性

与非本质属性，会把简单变式转换为标准式，并解决有关的问题； 

3. 探究性理解。能把握知识的本质及其内容、形式的变化；能从实际问题

中抽象出数学模型或作归纳假设进行探索，能把具体现象上升为本质联系，

从而解决问题；会对数学内容进行拓展或对数学问题进行延伸，会对解决问

题过程的合理性、完整性、简捷性作有效的思考。 

 

三、试卷结构 

数学考试釆用笔试的方式进行。笔试试卷结构如下： 

 

 

 

 

测试题型 题量 计分 

多项选择 12 题  

22题 

48 

填空题 8 题 40 

解答题 2 题 12 



合计 100 

  

数学各部分内容在试卷中的占分比例:         

代数 50% 

三角 20% 

平面解析几何 30% 

 

按测量目标划分: 

数学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40% 

逻辑思维能力、运算能力、空间想象能力 40% 

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数学探究与创新能力 20% 

 

三、 答题要求 

数学笔试要求考生在 90分钟内完成。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规定的区域上，

写在试卷上无效。对进入考场的计算器品牌和型号不作规定，但附带计算器功能

的无线通讯工具、记忆存储等设备和附带无线通讯功能、记忆存储功能、具有图

像功能的计算器不得带入考场。 

 

四、考试内容和要求 

文理科共同考试内容： 

一、集合与命题：集合及其表示、子集、交集、并集、补集；命题的四种形

式；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充分必要条件；子集推出关系。 

二、不等式：不等式的基本性质及其证明；基本不等式；一元二次不等式（组）

的解法；分式不等式的解法；含有绝对值的不等式的解法。 

三、数列与数学归纳法：数列的有关概念；等差数列；等比数列；简单的递

推数列；数列的极限；无穷等比数列各项的和；数列的实际应用问题；数学

归纳法；归纳-猜测-论证。 

四、函数及其基本性质：函数的有关概念；函数的运算；函数关系的建立；

函数的基本性质；简单的幂函数、二次函数的性质；指数函数的性质与图像；



对数；反函数；对数函数的性质与图像；指数方程和对数方程；函数的实际

应用。 

五、三角比：弧度制，任意角及其度量；任意角的三角比；同比三角比的关

系；诱导公式；两角和与差的余弦、正弦、正切；二倍角及半角的正弦、余

弦、正切；正弦定理和余弦定理。 

六、三角函数：正弦函数和余弦函数的性质；正弦函数与余弦函数的图像；

正切函数的性质和图像；函数 y=Asin(wx+φ )的图像和性质；反三角函数与

最简三角方程。 

七、平面向量的坐标表示：平面向量的数量积；平面向量分解定理；向量运

算的坐标表示；向量平行及向量垂直的坐标关系；向量的度量计算。 

八、平面直线的方程：直线的点方向式方程；直线的点法向式方程；直线的

一般式方程；直线的倾斜角与斜率；两条直线的平行关系与垂直关系；两条

相交直线的交点和夹角；点到直线的距离。 

九、曲线与方程：曲线与方程的概念；圆的标准方程和一般方程；椭圆的标

准方程和几何性质；双曲线的标准方程和几何性质；抛物线的标准方程和几

何性质。 

十、排列、组合、二项式定理：乘法原理、排列与排列数、组合与组合数、

加法原理、二项式定理。 

十一、概率与统计初步：随机事件与概率；等可能事件的概率；总体；抽样

调查；统计实习。 

十二、复数初步：数的概念的扩展；复数的概念；复平面；复数的四则运算；

实系数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 

 

 

 

单文科考查内容和要求： 

1. 生活中的概率与统计。通过对一些典型的统计案例的探究和分析，

能初步应用于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2. 数学与文化艺术。会用数学思想方法解释和处理一些音乐美术中的

一些问题。 

 

单理科考查内容和要求： 

1. 概率与统计。掌握两个相互独立事件积的概率计算方法。能熟练运

用概率初步的知识，观察、思考和处理一些现实问题。 

2. 空间向量。掌握空间向量的线性运算和数量积；领悟类比和推广的

数学思维方法。 

3. 直线与平面。会在简单的空间图形中用向量方法进行有关距离的计

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