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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专业（专科） 

《数论初步》 

自学考试课程大纲 

一、课程性质与设置目的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数论初步》课程是小学教育专业（专科）核心课程。它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和“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为指导,根据数学课程发展的趋势，研究数的规

律。主要涉及整数、素数、有理数、模、同余等数论基本概念，素数测试、素数生成、不定

方程求解等数论算法。数论初步课程内容丰富，概念抽象，学习难度较大，与其他数学学科

课程联系紧密，如离散数学、代数、几何等。数论初步课程中包含大量的数学证明和推理过

程，需要学生掌握数学基础知识，如代数、集合、概率论等，同时还需要具有较强的逻辑思

维能力、分析能力和归纳能力等。 

（二）本课程的基本要求 

设置《数论初步》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较为系统的数论知识、概念和算法，提升学

生的数学素养。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主要实现如下目标： 

第一，让考生掌握基础的数论知识，构建起较为全面、合理的数学知识体系与框架。 

第二，理解数论当中的重要概念，能够用这些概念解释数论领域和小学数学数与代数领

域的基本规律。 

第三，掌握数论领域基本的算法，基于算法能够解决数论领域和小学数学数与代数领域

的常规性问题，提升考生分析和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 

（三）本课程与相关课程的关系 

由于本门课程是一门注重理论和逻辑的课程，它阐明的是数论领域的基本知识、概念和

算法，因而要求学习者首先应具备基础的数学知识，宜在先修《离散数学》的基础上来学习

本课程。又由于数论初步课程与理性思维发展密切关联，因此学习本课程可以为后续其他数

学类课程、科学类课程提供重要支撑。 

二、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整数与整除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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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章的学习，识记整除及其性质，哥德巴赫猜想；领会整数及其四则运算，奇数与

偶数，质数与合数，互质；简单应用带余除法，简单约数的判别法，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

数，取整函数；综合应用算术基本定理，自然数的约数个数。 

（二）课程内容 

第 1 节 数 

1. 整数及其四则运算 

2. 带余除法 

3. 整除及其性质 

4. 奇数与偶数 

第 2 节 数的规律 

1. 简单约数的判别法 

2. 质数与合数 

3. 算术基本定理 

4. 最大公约数 

5. 互质 

6. 最小公倍数 

7. 取整函数 

8. 自然数的约数个数 

9. 哥德巴赫猜想及其它 

（三）考核知识点 

第 1 节 数 

第 2 节 数的规律 

（四）考核要求 

1. 数 

（1）识记：整除及其性质。 

（2）领会：整数及其四则运算，奇数与偶数。 

（3）简单应用：带余除法。 

2. 数的规律 

（1）识记：哥德巴赫猜想。 

（2）领会：质数与合数，互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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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简单应用：简单约数的判别法，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取整函数。 

（4）综合应用：算术基本定理，自然数的约数个数。 

第二章 同余与同余式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识记同余的概念；领会完全剩余系，欧拉函数与简化剩余系，梅森数

与费马数，完全数，费马小定理，中国剩余定理；简单应用同余的基本性质，多项式的同余

性质，弃九法，有限小数，纯循环小数，混循环小数，一次同余式的解法，解一次同余式组。 

（二）课程内容 

第 1 节 同余理论基础知识 

1. 同余的概念 

2. 同余的基本性质 

3. 多项式的同余性质 

4. 完全剩余系 

5. 欧拉函数与简化剩余系 

6. 弃九法 

7. 梅森数与费马数 

8. 完全数 

9. 有限小数 

10. 纯循环小数 

11. 混循环小数 

12. 费马小定理 

第 2 节 解同余式 

1. 一次同余式的解法 

2. 解一次同余式组 

3. 中国剩余定理 

（三）考核知识点 

第 1 节 同余理论基础知识 

第 2 节 解同余式 

（四）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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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余理论基础知识 

（1）识记：同余的概念。 

（2）领会：完全剩余系，欧拉函数与简化剩余系，梅森数与费马数，完全数，费马小定理。 

（3）简单应用：同余的基本性质，多项式的同余性质，弃九法，有限小数，纯循环小数，

混循环小数。 

2. 解同余式 

（1）领会：中国剩余定理。 

（2）简单应用：一次同余式的解法，解一次同余式组。 

第三章 不定方程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识记不定方程的概念，费马大定理简介；领会二元一次不定方程，多

元一次不定方程，多元一次不定方程组，勾股数组；简单应用无穷递降法。 

（二）课程内容 

第 1 节 基本不定方程 

1. 不定方程的概念 

2. 二元一次不定方程 

3. 多元一次不定方程 

4. 多元一次不定方程组 

第 2 节 解不定方程 

1. 勾股数组 

2. 无穷递降法 

3. 费马大定理简介 

（三）考核知识点 

第 1 节 基本不定方程 

第 2 节 解不定方程 

（四）考核要求 

1. 基本不定方程 

（1）识记：不定方程的概念。 

（2）领会：二元一次不定方程，多元一次不定方程，多元一次不定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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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不定方程 

（1）识记：费马大定理简介。 

（2）领会：勾股数组。 

（3）简单应用：无穷递降法。 

三、关于大纲的说明与考核实施要求 

为了使本大纲的规定能在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考试命题中得到切实的贯彻和落实，特

对有关问题作如下说明并提出具体实施要求。 

（一）自学考试大纲的目的和作用 

本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根据小学教育专业（专科）自学考试计划的要求，结合自学考试

的特点而确定的。其目的是对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课程考试命题进行指导和规定。 

本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明确了本门课程学习的内容以及深广度，规定了本门课程自学考试

的范围和标准。因此，它可以作为编写自学考试教材和辅导书的依据，是社会助学组织进行

自学辅导的依据，是自学者学习教材、掌握课程内容知识范围和程度的依据，也是进行自学

考试命题的依据。 

（二）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与教材的关系 

本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进行学习与考核的依据，教材是大纲的具体化，教材的内容是对

大纲规定的内容的具体而系统的阐述。教材是学习者学习和社会助学的主要参考依据，是学

习者掌握本门课程知识的基本内容与范围，教材的内容是大纲所规定的课程知识和内容的扩

展与发挥。 

本大纲与教材所体现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凡是大纲所规定的内容和所要考核的知识

点，教材都作了系统和全面的阐释。教材比大纲详尽，大纲比教材扼要。由于知识的系统性

和理论体系表达的需要，教材内容有时超出大纲规定的范围，常常不在考核范围之内。 

（三）关于自学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学习教材： 

周春荔编：《数论初步》，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推荐参考书： 

1. 朱伟义编：《数论初步》，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23 年版。 

2. 陈肇曾编：《数论初步》，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年版。 

（四）关于自学要求和自学方法的指导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6%EC%CE%B0%D2%E5&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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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纲的课程基本要求是依据本专业的考试计划和专业培养目标而确定的。课程基本要

求还明确了课程的基本内容，以及对基本内容掌握的程度。基本要求中的知识点构成了课程

内容的主体部分。因此，课程基本内容掌握程度、课程考试知识点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核

的主要内容。 

在自学要求中，对各部分内容掌握程度的要求由低到高分为四个层次，其表达用语依次

是：了解；理解；掌握；着重掌握等。 

本课程共 4 个学分。 

为有效地指导个人自学和社会助学，本大纲已指明了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在各章的学习

目的要求中也指明了各章内容的重点和难点。现根据学习者情况就自学方法提出以下指导意

见： 

1．全面系统地学习课程内容 

对于一门课程的学习要想取得好的成绩，根本的一条就是全面系统地学习课程内容，掌

握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掌握基本方法。本课程的内容涉及数论初步的多个方面，

知识范围较广，也有一定深度。考生在学习本门课程时，首先要从总体上把握其内容框架，

弄清楚各部分之间的逻辑联系，全面系统地学习各章节，识记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初步掌

握基本方法，在此基础上，再对所学知识进行系统化和总结概括，从知识点、知识块到知识

体系深入领会和掌握。 

2．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本课程阐述的内容来源于数论初步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与考生的数学素养密切相

关。考生应善于把初等数论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与自己接触、了解、学习到的

小学数学知识体系联系起来学习。从数论的视角深度认识小学数学问题，把具体的小学数学

知识用数论理论加以提升和系统化，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和掌握小学数学内容，提高考生发现

数学问题和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 

3．学会科学地学习 

考生应根据自己在职、业余等特点，善于利用时间，用零散的时间学习个别知识点、个

别概念，在集中的时间系统综合地学习大块教材内容，消化和理解教材，应用已学的知识分

析和解决一些小学数学问题。应先阅读大纲，抓住重点、要点，而后系统地学习教材。要始

终抓住数论理论与小学数学知识相连接这条主线，弄懂小学数学规律与原理的相关问题。应

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制定学习计划，制定全年、学期计划，还要制定分阶段的单元学习计划，

按部就班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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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社会助学者应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课程内容和考核目标，钻研指定教材，参考推荐书

籍，对考生进行有效的指导，把握正确的助学导向，避免考生走弯路。 

2．正确处理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能力培养的关系。引导学生将识记、领会和应用联

系起来，把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转化为应用能力。在全面辅导学生掌握知识理论的基础上，

培养他们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学能力，使他们“学会学习”。 

3．要正确处理重点和一般的关系。课程和知识是有系统的和有逻辑的，这就是它们的

内在联系，重点内容就是这个逻辑的轴线和各个关节点，一般内容就是围绕这个轴线的关节

点的分枝和细节。着眼点是关节点和轴线，但要从分枝和细节下手，这样去掌握知识的整个

系统。社会助学者应指导考生在掌握全部考试内容和考核知识点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并把重

点学习同兼顾一般结合起来，切勿孤立地抓重点，把自学应考者引向猜题押题的偏途。 

4．社会助学者在指导学习者应考时应注意课堂集中辅导和课后实践引导相结合。本课

程的课堂集中辅导时间应给予充分保证，一般不得少于 36 个学时。 

（六）对考核内容和考核目标的说明 

1．本课程要求考生学习和掌握的知识点内容都源于考核的内容。课程上各章的内容均

由若干知识点组成，在自学考试中成为考核知识点。因此，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中所规定的考

试内容，是以分解为考核知识点的方式给出的。由于各知识点在课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知

识自身的特点不同，自学考试将对各知识点分别按四个认知（或叫能力）层次确定其考核要

求。 

2．四个能力层次是等级递进关系，由低到高依次是：识记；领会；简单应用；综合应

用。各能力层次的含义是： 

识记：要求考生知道本课程中的名词、概念、原理、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表述

或识别。 

领会：要求在识记的基础上，能把握本课程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掌握

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 

简单应用：要求在领会的基础上，运用本课程中的基本概念、基本认识和基本方法中的

少量知识点，分析和解决一般的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 

综合应用：要求考生在简单应用的基础上，运用学过的本课程规定的多个知识点，综合

分析和解决稍复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七）关于试卷结构及考试的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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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课程的考试采用笔试闭卷方式，时间为 120 分钟。60 分为及格线。考试时允许带

钢笔或圆珠笔、2B 铅笔、橡皮。 

2．本大纲各章所规定的基本要求、知识点及知识点下的知识细目，都属于考核的内容。

考试命题覆盖到章，并适当考虑课程重点、章节重点，加大重点内容的覆盖面。 

3．命制的试题中不应有超出大纲中考核知识点范围的题目，考核目标不得高于大纲中

所规定的相应最高能力层次要求。命题应着重考核自学者对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

是否了解或掌握，对基本方法是否会用或熟练。不应命制与基本要求不符的偏题或怪题。 

4．本课程在试卷中对不同能力要求的分数比例大致为：识记占 20%，领会占 30%，简

单应用占 30%，综合应用占 20%。 

5．试题要合理安排难易程度，试题的难度可分为：易、中等偏易、中等偏难和难四个

等级。每份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易占 20%；较易占 30%；较难占 30%，

难占 20%。 

6．本课程考试命题的主要题型一般有：单项选择题、填空题、计算题、证明题、应用

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