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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128003 

课程名称：离散数学 

学分/学时：4.5学分/72学时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模块 

课程性质：专业基础课 

开课学期：第三学期 

授课对象：22网络工程本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 

执笔人：张君          审核人： 张君        批准人：  

  二、课程简介 

《离散数学》课程在讲授利用离散问题进行建模、数学理论、计算机求解方

法和技术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数学抽象能力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可以增强学生使用离散数学知识进行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为后续的计算机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主要内容包括命题逻辑基本概念、

等值演算、推理理论，一阶逻辑基本概念、推理理论，集合代数、二元关系、函

数、基本组合计数公式、图的基本概念、欧拉图与哈密顿图、树、代数系统。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离散数学的基本知识、概念、公式及其应

用，掌握离散数学中的常规逻辑推断方法，能够具备有效地收集、整理和分析数

据的能力，并对所考察的问题作出推断或预测，以及应用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方

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为今后学习、工作和发展建立良好的知识储备。 

三、课程具体目标 

1. 通过该课程的教学，了解并掌握计算机科学中普遍地采用离散数学中的一

些基本概念、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将得到良好的数学训练，

提高 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掌握有关逻辑和证明的基本技巧和方法，

理解并能初步运用离散结构进行问题建模和求解，从而为其学习计算机专业各门

后续课程做好必要的知识准备，并为从事计算机的应用提供理论基础。【毕业要

求 1.1工程知识】（M） 

2. 掌握命题逻辑基本概念、等值演算、推理理论，一阶逻辑基本概念、推理理

论，集合代数、二元关系、函数、基本的组合计数、图论等知识的相关的基本概

念、基本表示和一些相关运算。【毕业要求 1.1 工程知识】（M） 

3. 在传统模式课堂上让学生自带移动智能终端（BYOD， Bring Your Own Device）



开展即时互动反馈的信息化教学新模式，以满足教师和学生课堂教学互动与即时

反馈需求，从而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自主学习和探究的能力。通过课上和课下

（移动终端）的资源推送和作业任务，使学生学会自我评价与互评，同时培养学

生的诚信意识及竞争意识。【毕业要求 2.2 问题分析】（H） 

4.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运用可以培养

大学生理想信念、价值取向、政治信仰、社会责任的题材与内容，进一步融入社

会主义价值观，全面提高大学生缘事析理、明辨是非的能力，让学生成为德才兼

备、全面发展的人才。【毕业要求 2.2 问题分析】（H）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表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工程知识（M） 

1.1 掌握解决软件工程问

题所需的数学工、自然科

学、软件工程工程基础和

专业知识并能将其用于

软件工程问题的表述、建

模和求解。 

通过该课程的教学，了解并掌握计算机科学

中普遍地采用离散数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

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将

得到良好的数学训练，提高 抽象思维能力和

逻辑推理能力，掌握有关逻辑和证明的基本

技巧和方法，理解并能初步运用离散结构进

行问题建模和求解，从而为其学习计算机专

业各门后续课程做好必要的知识准备，并为

从事计算机的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2.问题分析（H） 

2.2 能够基于相关科学原

理和数学模型方法正确

表达复杂软件工程问题。 

通过课上和课下（移动终端）的资源推送和

作业任务，使学生学会自我评价与互评，同

时培养学生的诚信意识及竞争意识。 

四、教学内容、方法与进度安排              

第一章命题逻辑（课程目标 1、2、3）(16 课时) 

学习目标 

1.能够准确判断命题，会运用联结词进行命题符号化； 

2.能够准确判断命题公式、范式、公式的类型；  

3.能够利用推理规则进行推理演算； 

4.能够将具体问题抽象为数学模型，透过现象看本质，运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问

题。（课程思政要素：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精神） 

教学内容 

1.1 命题符号化及联接词 

1.2 命题公式及类型 

1.3 等值演算法 

1.4 范式 

1.5 联接词完备集 

1.6 组合电路 

1.7 推理理论 



重难点 

【重点】 

命题公式基本等值式；命题公式的类型；等值演算；命题公式的主范式；推理规则

与定律 

【难点】 

命题公式的主范式。 

教学方法 

1.混合教学法：让学生在课前观看视频，学习命题逻辑章节内容。及时完成课前作

业，课上教师通过学习通平台进行课前学习内容的检测，并通过对测试题目的分析，

帮助学生进一步巩固知识点。 

2.讲授法 

3.案例分析法 

案例 1：敏感性问题 

案例 2：诚信案例 

课外学习任务 
1. 课前观看本章教学视频  

2. 章节作业（纸质作业，下节课提交）： 

第二章一阶逻辑（课程目标 1、2、3）(8 课时) 

学习目标 

1.了解一阶逻辑的定义，熟练运用一阶逻辑对命题进行符号化。 

2.会在给定解释下将一阶公式翻译成自然语言，然后判断其真值。 

3.会判断一阶公式的类型。 

4.会求解一阶公式的前束范式。 

5.初步掌握处理随机现象的方法，建立偶然性始终受内部规律支配的意识，养成良

好的思维习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课程思政要素：科学精神、敬业、诚信、文化自信） 

教学内容 

2.1 一阶逻辑基本概念 

2.2 一阶逻辑合式公式及解释 

2.3 一阶逻辑等值式与前束范式 

重难点 

【重点】 

一阶逻辑的命题符号化；一阶公式的基本等值式；一阶公式的前束范式；一阶公式

的解释及类型 

【难点】 

判断一阶公式类型  

教学方法 

1. 混合教学法：让学生在课前观看视频，学习一阶逻辑相关知识等内容。  

2.讲授法 

3.案例分析法 

案例 1：命题逻辑和一阶逻辑的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课外学习任务 1.课前观看本章教学视频，  



2.章节作业（纸质作业下节课提交）： 

第三章集合的基本概念和运算（课程目标 1、2、3）(6 课时) 

学习目标 

1.能够准确说出集合的两种表示 

2.熟练的运用集合的算律及文氏图表示集合的运算 

3.利用集合计数原理解决实际问题 

4.能够将具体问题抽象为数学模型，选择合适恰当的概率分布模型计算概率， 

具备利用概率的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不确定问题的运算能力和数据处理能力。 

教学内容 

3.1 集合的基本概念 

3.2 集合的基本运算 

3.3 集合中元素的计数 

重难点 

【重点】 

集合的表示；集合基本运算；集合计数问题 

【难点】 

含排斥原理的定理；欧拉函数的推理过程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传统教学法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3.纸质作业和《蓝墨云班课》测试活动相结合 

4.课堂讨论 

5.课后自学 

课外学习任务 

1.课前观看本章教学视频  

2.章节作业（纸质作业下节课提交）： 

3.将集合和人类的力量进行类比 

第四章二元关系和函数（课程目标 1、2、3）(12 课时) 

学习目标 

1.掌握二元关系的定义、性质，能正确使用集合表达式、矩阵、关系图表示给定

的二元关系 

2.会进行关系的运算（定义域、值域、域、合成、限制、项、幂运算）。 

3.给定关系 R，会判断其性质，会构造其闭包关系。 

4.给定 A 上的等价关系 R，会求其等价类、商集和与其对应的划分，反之亦然。 

5.给定 A 上的偏序关系，会画出其哈斯图，反之亦然。会从哈斯图判断出极大

元、极小元、最大元、最小元、最大下界、最小上界 

6.给定集合 A、B 和函数 f，会判断 f 是否是从 A 到 B 的函数，会判断函数的单

射、双射、满射。 

7.会求给定函数的反函数，和复合函数 

教学内容 
4.1 集合的笛卡儿积与二元关系 

4.2 关系的运算 



4.3 关系的性质 

4.4 关系的闭包 

4.5 等价关系和偏序关系 

4.6 函数的定义和性质 

4.7 函数的复合和反函数 

重难点 

【重点】 

笛卡尔积；二元关系的运算和性质；函数的性质；复合函数；反函数 

【难点】 

1.关系的运算：f 在 A 上的限制与 A 在 f 下的项 

2.偏序关系 

3.复合函数的求解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传统教学法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3.纸质作业  

4.课堂讨论 

5.课后自学 

课外学习任务 
1.课前观看本章教学视频 

2.课后作业（纸质作业下节课提交）： 

第五章图的基本概念（课程目标 1、2、3）(6课时) 

学习目标 

1.牢记握手定理及其推论、并且能灵活应用。 

2.记住简单图的概念和性质，掌握完全图、正则图、补图的概念。 

3.清楚图的同构的概念，会画出 4 阶无向完全图和 3 阶有向完全图的所有非同构

的子图。 

4.清楚通路与回路的概念及其分类。 

5.会判断有向图的强连通、若联通和单向连通，掌握三者的关系。 

6.会利用几种矩阵表示法表示相关的图。 

教学内容 

5.1 无向图及有向图 

5.2 通路, 回路和图的连通性 

5.3 图的矩阵表示 

5.4 最短路径, 关键路径和着色   

重难点 

【重点】 

握手定理；图的矩阵表示 

【难点】 

1.同构图的判断 

2.利用邻接矩阵及各次幂求解图中通路数和回路数 



3.图的连通性之间的关系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传统教学法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3.纸质作业  

4.课堂讨论 

5.课后自学 

课外学习任务 

1.课前观看本章教学视频  

2.课后作业： 

3．每个小组搜集 3 个关于和数学家故事图的连通性的案例，制作 PPT，随机抽取汇

报组别和汇报人，进行 PPT 汇报。 

第六章特殊的图（课程目标 1、2、4）(6 课时) 

学习目标 

1.了解二部图、欧拉图、哈密顿图和平面图的基本概念。 

2.弄清完美匹配与完备匹配的区别 

3.弄清哈密顿图的判断方法（有必要条件，无充分条件） 

4.了解 K5 和 K3，3 在平面图理论里的特殊意义 

教学内容 

6.1 二部图 

6.2 欧拉图 

6.3 哈密顿图 

6.4 平面图   

重难点 

【重点】 

1.二部图、欧拉图、哈密顿图的定义与判断 

2.平面图的平面嵌入、及对偶图的画法 

3.极大平面图与极小非平面图的性质 

4..K5 和 K3，3 在平面图里的意义 

5.欧拉公式 

【难点】 

1.二部图的几种匹配 

2.哈密顿图的判断法（有必要条件，无充分条件） 

3.极大平面图、极小非平面图 

4.K5 和 K3，3 在平面图里的意义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传统教学法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3.纸质作业  

4.课后自学 

课外学习任务 1.课前观看本章教学视频 



2.课后作业： 

第七章树（课程目标 1、2、4）(4 课时) 

学习目标 

1.会灵活的将无向树的边点的关系 m=n-1 与握手定理相结合使用，求解求解无向

树的相关问题。 

2.给出任意无向树，会划出其非同构的无向树。 

3.熟练的使用哈弗曼算法求解最佳前缀码。 

4.会用中序、先序、后序 3 种方法行遍 2 叉树。 

教学内容 
7.1 无向树及生成树 

7.2 根树及其应用   

重难点 

【重点】 

1.最小生成树 

2.r 叉树的相关概念及 2 叉树的概念 

3.用哈弗曼算法求解最佳前缀码 

4.用中序、前序、后序 3 种行遍法行遍 2 叉树 

【难点】 

1.基本回路系统和基本割集系统 

2.用哈弗曼算法求解最佳前缀码 

3.用中序、前序、后序 3 种行遍法行遍 2 叉树 

4.波兰符号法与逆波兰符号法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传统教学法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3.纸质作业  

4.讨论法 

课外学习任务 
1. 课前观看本章教学视频  

2. 课后作业 

第八章组合分析初步（课程目标 1、2、4）(4课时) 

学习目标 
1.会使用加法法则、乘法法则等计数规则进行组合计数； 

2.会正确使用排列、组合、多重集排列、多重集组和解决实际的计数问题。 

教学内容 
8.1 加法法则与乘法法则 

8.2 基本排列组合的计数方法 

重难点 

【重点】 

加法规则与乘法规则；排列组合的基本公式、 

【难点】 

多重集排列；多重集组合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传统教学法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3.纸质作业和  

4.讨论法 

课外学习任务 
1. 课前观看本章教学视频  

2. 课后作业 

第九章代数系统（课程目标 1、2、4）(8 课时) 

学习目标 
1. 理解二元运算的定义，会求 3 个特异元素单位元、零元、逆元； 

2. 能够根据代数系统的性质判断不同的代数系统。 

教学内容 

9.1 二元运算及其性质 

9.2 代数系统 

9.3 几个典型的代数系统 

重难点 

【重点】 

二元运算；特异元素 

【难点】 

特异元素的求法；典型代数系统的判断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传统教学法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3.纸质作业和  

4.讨论法 

课外学习任务 
1. 课前观看本章教学视频  

2. 课后作业 

五、考核方案 

（一）课程目标与考核内容、考核方式的关系矩阵图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 占比 考核方式 

1. 通过该课程的教学，了解

并掌握计算机科学中普遍地

采用离散数学中的一些基本

概念、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将得到良

好的数学训练，提高 抽象思

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掌

握有关逻辑和证明的基本技

巧和方法，理解并能初步运

用离散结构进行问题建模和

求解，从而为其学习计算机

专业各门后续课程做好必要

的知识准备，并为从事计算

1. 了解离散数学课程的地位与作用。 

2 .系统掌握离散数学课程中命题逻辑、

一阶逻辑以及集合论的基本概念、基础

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3. 了解离散数学课程内容中具体与抽

象、特殊与一般、一阶逻辑与命题逻辑等

辩证关系，获得严谨的数学语言表达能

力、抽象运算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掌握

本课程中离散结构和离散数量关系及课

程内部的有机联系，提高专业修养。 

4. 具备运用离散数学知识体会和领悟离

散数学深刻的内涵和应用价值，综合运

用所学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30% 

1.课堂表现 2% 

2.课后练习 1% 

3.闭卷考试 20% 

4.抽题测试 7% 



机的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力、初步抽象概括问题的能力以及一定

的逻辑推理能力。 

5. 具备运用离散数学知识体会和领悟离

散数学深刻的内涵和应用价值，综合运

用所学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初步抽象概括问题的能力以及一定

的逻辑推理能力。 

2. 掌握命题逻辑基本概

念、等值演算、推理理论，

一阶逻辑基本概念、推理理

论，集合代数、二元关系、

函数、基本的组合计数、图

论等知识的相关的基本概

念、基本表示和一些相关运

算。 

1.比较分析命题逻辑与一阶逻辑的不同。 

2.比较归纳命题逻辑和一阶逻辑的推理

理论。 

3.分析集合、二元关系、函数的关系。 

4.归纳图论的概念。 

5.分析归类代数系统中的几个典型代数。 

30% 

1 课堂表现 2% 

2.课后练习 4% 

3.闭卷考试 20% 

4. 抽题测试 4% 

3. 在传统模式课堂上让学

生 自 带 移 动 智 能 终 端

（BYOD， Bring Your Own 

Device）开展即时互动反馈

的信息化教学新模式，以满

足教师和学生课堂教学互动

与即时反馈需求，从而激发

学生的独立思考、自主学习

和探究的能力。通过课上和

课下（移动终端）的资源推

送和作业任务，使学生学会

自我评价与互评，同时培养

学生的诚信意识及竞争意

识。 

1.说出学习本课程的意义和方法。 

2.说出数理逻辑的基本内容。 

3.说出集合论的基本内容。  

4.说出图论的基本内容。 

5.说出组合数学的基本内容。 

6.说出代数系统的基本内容。 

7.说出哥尼斯堡七桥问题的基本原理。 

8.说出悖论的基本方法。 

9.说出集合的实际意义。 

10.说出数的基本原理。 

37% 

1.抽题测试 19% 

2.闭卷考试 10% 

3.课堂表现 6% 

4.课后练习 2% 

 

4.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

导，坚持知识传授与价值引

领相结合，运用可以培养大

学生理想信念、价值取向、

政治信仰、社会责任的题材

与内容，进一步融入社会主

义价值观，全面提高大学生

缘事析理、明辨是非的能力，

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

发展的人才。 

1.讨论离散数学课程与实际生活相关的

实例。 

2.结合离散数学相关知识举例说明课程

的重要性 

3% 
1.课后练习 3% 

  

课程成绩评定方法及其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平时考核 20%、阶段考核 30%、结课考核 50% 

 

考核方式及成绩比例 % 

权重 
结课考核 

50% 

阶段考核 

30% 

平时考核 20%（平台成绩） 

作业 

10% 

课堂表现

10% 
    

课程目标 1 30 40 23 10 20    



课程目标 2 30 40 14 40 20    

课程目标 3 37 20 63 20 60   

课程目标 4 3   30    

 

（二）课程目标评价标准的对应关系 

  1.期末考核 +（50%）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75-89 60-74 0-59 

优 良 及格 不及格 

课程目标 1 

1.熟练掌握了命题的

符号化 

2.熟练掌握了等价式、

蕴含式的证明。 

3. 熟练掌握了主析取

范式与主合取范式的

求法。 

1.较好掌握了命题的

符号化 

2. 较好掌握了等价

式、蕴含式的证明。 

3. 较好掌握了主析

取范式与主合取范式

的求法。 

1.基本掌握了命题

的符号化 

2.基本掌握了等价

式、蕴含式的证明。 

3.基本掌握了主析

取范式与主合取范

式的求法。 

对离散数学的基

本概念、基本理

论和基本方法了

解欠缺。 

 

课程目标 2 

1.熟练掌握了命题逻

辑的三种推理方法。 

2.熟练掌握了命题逻

辑中推理理论。 

3. 熟练掌握了用谓词

公式表达自然语言命

题。 

1.较好掌握了命题逻

辑的三种推理方法。 

2.较好掌握了命题逻

辑中推理理论。 

3.较好掌握了用谓词

公式表达自然语言命

题。 

1.基本掌握了命题

逻辑的三种推理方

法。 

2.基本掌握了命题

逻辑中推理理论。 

3.基本掌握了用谓

词公式表达自然语

言命题。 

 

对离散数学中的

计算、证明问题

演练不够，逻辑

推理方法不严

密，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没有达到预期效

果。 

课程目标 3 

1.熟练掌握了前束范

式、前束析取范式、前

束合取范式的书写。 

2.熟练掌握了一阶逻

辑的推理理论。 

3.熟练掌握了集合的运

算性质、集合恒等式

的证明。 

1.较好掌握了前束范

式、前束析取范式、

前束合取范式的书

写。 

2.较好掌握了谓词演

算的推理方法。 

3.较好掌握了集合的

运算性质、集合恒等

式的证明。 

1.基本掌握了前束

范式、前束析取范

式、前束合取范式

的书写。 

2.基本掌握了谓词

演算的推理方法。 

3.基本掌握了集合

的运算性质、集合

恒等式的证明。 

由于对本课程基

本知识了解不

够，基本理论掌

握不牢，基本证

明技能欠缺，导

致几乎不能达到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4 

1.能准确说出哥尼斯堡七

桥问题的基本原理。 

2.能准确说出悖论的基本

方法。 

3. 能准确说出集合的实

际意义。 

1.能较好地说出哥尼斯

堡七桥问题的基本原

理。 

2. 能较好地说出悖论

的基本方法。 

3. 能较好地说出集合

1. 能基本地说出哥尼

斯堡七桥问题的基本

原理。 

2. 能基本地说出悖论

的基本方法。 

3. 能基本地说出集合

不能写出知识点，专

业基础知识不达标。 



4. 能准确说出数的基本

原理。 

  

的实际意义。 

4. 能较好地说出数的

基本原理。 

 

的实际意义。 

4. 能基本地说出数的

基本原理。 

 

 

2.课堂表现（10%）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75-89 60-74 0-59 

优 良 及格 不及格 

课程目标 1 

 

课堂讨论积极，主动发

言，能够有效的激发自

己和周围同学的学习热

情。回答正确记满分。 

课堂讨论积极， 主动发

言，能够较有效的激发

自己和周围同学的学习

热情。 

课堂讨论不够积极，

不主动发言，不能有

效的激发自己和周

围同学的学习热情。 

不发言、被动发言

且回答不准确。 

课程目标 2 

 

根据教师给出的离散数

学相关主题，解读命题

逻辑与一阶逻辑并做正

确归类总结，讨论积极，

主动发言，能够有效的

激发自己和周围同学的

学习热情。 

根据教师给出的离散数

学相关主题，较为解读

命题逻辑与一阶逻辑并

做正确归类总结，讨论

较为积极，主动发言，

能够较有效的激发自己

和周围同学的学习热

情。 

根据教师给出的离散

数学相关主题，基本

能解读命题逻辑与一

阶逻辑并做正确归类

总结，有基本讨论，不

主动发言，不能有效

的激发自己和周围同

学的学习热情。 

不发言、被动发言

且回答不准确。 

课程目标 3 

能针对教师的提问，准

确说出离散数学五大部

分的基本内容，给出有

理有据的回答。 

针对教师提问，能较好

说出离散数学五大部分

的基本内容，有说出，

依据不够充足。 

能根据经验回答离散

数学五大部分的基本

内容，但所回答的知

识点缺少理论性。 

不发言、被动发言

且回答不准确。 

课程目标 4 

能针对教师的提问，准

确说出离散数学知识的

基本内容，给出有理有

据的回答。 

针对教师提问，能较好

说出离散数学知识的基

本内容，有说出，依据

不够充足。 

能根据经验回答出离

散数学知识的基本内

容的知识点，但所回

答的知识点缺少理论

性。 

不发言、被动发言

且回答不准确。 

3 抽题测试（30%）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75-89 60-74 0-59 

优 良 及格 不及格 

课程目标 1 

1.熟练掌握了命题的

符号化 

2. 熟练掌握了等价

式、蕴含式的证明。 

3. 熟练掌握了主析

取范式与主合取范式

的求法。 

1.较好掌握了命题的

符号化 

2.较好掌握了等价式、

蕴含式的证明。 

3. 较好掌握了主析取

范式与主合取范式的

求法。 

1.基本掌握了命题的

符号化 

2.基本掌握了等价式、

蕴含式的证明。 

3.基本掌握了主析取

范式与主合取范式的

求法。 

对离散数学的

基本概念、基

本理论和基本

方法了解欠

缺。 

 



课程目标 2 

1.熟练掌握了命题逻

辑的三种推理方法。 

2.熟练掌握了命题逻

辑中推理理论。 

3. 熟练掌握了用谓

词公式表达自然语言

命题。 

1.较好掌握了命题逻

辑的三种推理方法。 

2.较好掌握了命题逻

辑中推理理论。 

3.较好掌握了用谓词

公式表达自然语言命

题。 

1.基本掌握了命题逻

辑的三种推理方法。 

2.基本掌握了命题逻

辑中推理理论。 

3.基本掌握了用谓词

公式表达自然语言命

题。 

 

对离散数学中

的计算、证明

问题演练不

够，逻辑推理

方法不严密，

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

没有达到预期

效果。 

课程目标 3 

1.熟练掌握了前束范

式、前束析取范式、前

束合取范式的书写。 

2.熟练掌握了一阶逻

辑的推理理论。 

3.熟练掌握了集合的

运算性质、集合恒等

式的证明。 

1.较好掌握了前束范

式、前束析取范式、前

束合取范式的书写。 

2.较好掌握了谓词演

算的推理方法。 

3.较好掌握了集合的

运算性质、集合恒等

式的证明。 

1.基本掌握了前束范

式、前束析取范式、前

束合取范式的书写。 

2.基本掌握了谓词演

算的推理方法。 

3.基本掌握了集合的

运算性质、集合恒等

式的证明。 

由于对本课程

基本知识了解

不够，基本理

论掌握不牢，

基本证明技能

欠缺，导致几

乎不能达到课

程目标。 

课程目标 4 

1.能准确说出哥尼斯堡

七桥问题的基本原理。 

2.能准确说出悖论的基

本方法。 

3. 能准确说出集合的实

际意义。 

4. 能准确说出数的基本

原理。 

  

1.能较好地说出哥尼斯

堡七桥问题的基本原

理。 

2. 能较好地说出悖论的

基本方法。 

3. 能较好地说出集合的

实际意义。 

4. 能较好地说出数的基

本原理。 

 

1. 能基本地说出哥尼斯

堡七桥问题的基本原

理。 

2. 能基本地说出悖论的

基本方法。 

3. 能基本地说出集合的

实际意义。 

4. 能基本地说出数的基

本原理。 

 

不 能 写 出 知 识

点，专业基础知

识不达标。 

 

4.课后练习（10%）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75-89 60-74 0-59 

优 良 及格 不及格 

课程目标 1 

 

1.熟练掌握了命题的

符号化 

2. 熟练掌握了等价

式、蕴含式的证明。 

3. 熟练掌握了主析

取范式与主合取范式

的求法。 

1.较好掌握了命题的

符号化 

2.较好掌握了等价

式、蕴含式的证明。 

3. 较好掌握了主析

取范式与主合取范式

的求法。 

1.基本掌握了命题

的符号化 

2.基本掌握了等价

式、蕴含式的证明。 

3.基本掌握了主析

取范式与主合取范

式的求法。 

对离散数学的基

本概念、基本理

论和基本方法了

解欠缺。 

 

课程目标 2 

 

1.熟练掌握了命题逻

辑的三种推理方法。 

2.熟练掌握了命题逻

1.较好掌握了命题逻

辑的三种推理方法。 

2.较好掌握了命题逻

1.基本掌握了命题

逻辑的三种推理方

法。 

对离散数学中的

计算、证明问题

演练不够，逻辑

推理方法不严



辑中推理理论。 

3. 熟练掌握了用谓

词公式表达自然语言

命题。 

辑中推理理论。 

3.较好掌握了用谓词

公式表达自然语言命

题。 

2.基本掌握了命题

逻辑中推理理论。 

3.基本掌握了用谓

词公式表达自然语

言命题。 

 

密，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没有达到预期效

果。 

课程目标 3 

1.熟练掌握了前束范

式、前束析取范式、前

束合取范式的书写。 

2.熟练掌握了一阶逻

辑的推理理论。 

3.熟练掌握了集合的

运算性质、集合恒等

式的证明。 

1.较好掌握了前束范

式、前束析取范式、

前束合取范式的书

写。 

2.较好掌握了谓词演

算的推理方法。 

3.较好掌握了集合的

运算性质、集合恒等

式的证明。 

1.基本掌握了前束

范式、前束析取范

式、前束合取范式的

书写。 

2.基本掌握了谓词

演算的推理方法。 

3.基本掌握了集合

的运算性质、集合恒

等式的证明。 

由于对本课程基

本知识了解不

够，基本理论掌

握不牢，基本证

明技能欠缺，导

致几乎不能达到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5 

能够举出 3-5 个离散数

学课程与实际生活相关

的实例。 
  

能够举出 2-3 个离散数

学课程与实际生活相关

的实例。 
 

能够举出1个离散数学

课程与实际生活相关

的实例。 
 

不能举出离散数学

课程与实际生活相

关的实例。 
 

 

六、课程资源 

（一）选用教材： 

1.耿素云、屈婉玲、张立昂.《离散数学》（第五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二）参考书目： 

    1. 耿素云、屈婉玲、张立昂.《离散数学及其应用》.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5

月. 

（三）课程资源 

1.呼伦贝尔学院教学平台：http://123.178.101.25:81/ 

2.中国大学MOOC：https://www.icourse163.org/ 

3.希冀教学平台http://10.3.91.91/hlbrc_edu/ 

4.融智云考https://www.cctrcloud.net/admin 

 

 

https://www.icourse163.org/search.htm?search=%E6%95%B0%E6%8D%AE%E7%BB%93%E6%9E%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