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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普通高校“专转本”选拔考试

计算机专业大类专业综合基础理论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计算机专业大类专业综合科目基础理论考试是为江苏省普

通高校招收计算机专业大类的“专转本”学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

性质的全省统一考试，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在

高职（专科）阶段相关专业知识、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掌握水平。

考试评价的标准是报考该专业大类的高职（专科）优秀毕业生应

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利于各普通本科院校择优选拔，

确保招生质量。

二、适用专业

本考试大纲适用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0901）、软件工程

（080902）、网络工程（080903）、信息安全（080904K）、物联

网工程（080905）、数字媒体技术（080906）、遥感科学与技术

（081202）、地理信息科学（070504）。

三、命题原则

1. 计算机专业大类专业综合基础理论考试命题标准

《计算机专业大类专业综合基础理论考试》笔试统考命题，

体现专科阶段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的特点，在题量上保

证中等水平的考生能够在规定考核时间内全部完成试题的解答，

并有适量的时间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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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算机专业大类专业综合基础理论考试依据和范围

以《计算机专业大类专业综合基础理论考试》考试大纲为依

据，考试范围不能超出考试大纲。在命题中，既要体现对基础理

论的掌握程度的考核，又要体现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知识面的考核。

四、考查内容

（一）课程 A：计算机应用基础

【考查目标】

1.了解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组成、常见设备和基本原理，了解

集成电路，掌握信息在计算机中表示。

2.熟悉计算机软件定义和分类，掌握操作系统基本概念，熟

悉程序设计语言语法基础，掌握几种常见数据结构及基本操作，

掌握软件工程基础。

3.掌握计算机网络基础，熟悉局域网和广域网特点，掌握 IP

地址和域名系统，了解信息安全相关基础知识。

4.掌握文本、图形图像、音频、视频等多媒体技术。

【考查内容】

1.计算机硬件

1.1 计算机基本原理

1.1.1 计算机发展及分类，软件概述，硬件概述。

1.1.2 常见的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中央处理器。

1.1.3 计算机内存储器、外存储器概述，系统总线，I/O 总

线。

1.1.4 微处理器发展、字长、处理速度，指令与指令系统。

1.2 集成电路



76

1.2.1 集成电路概念。

1.2.2 集成电路发展与分类，IC卡。

1.3 PC机组成

1.3.1主板、芯片组、BIOS、内存储器概述，I/O总线和 I/O

接口。

1.3.2 BIOS 组成及运行过程，内存储器 RAM 和 ROM 各种

类型。

1.3.3 DDR SDRAM 各项参数，数据传输率计算，内存条封

装形式。

1.3.4 I/O 总线，I/O 操作方式，常用的几类 I/O 设备接口，

I/O总线带宽计算。

1.4 常用输入设备

1.4.1 键盘，鼠标，笔输入设备，扫描仪，数字摄像头概述。

1.4.2 键盘，鼠标的分类，工作原理，基本操作，采用的接

口类型。

1.5 常用输出设备

1.5.1 常用输出设备的工作原理、主要分类、特点。

1.5.2 常用输出设备的主要性能参数，采用的接口类型。

1.6 外存储器

1.6.1 常用几类外存储器的工作原理，组成，分类情况，接

口类型。

1.6.2 存储器存储结构，各项性能参数设置，数据分布，容

量计算。

1.7 信息在计算机中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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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信息表示单位，常用进制数，BCD编码，传输速率单

位。

1.7.2 整数编码表示，8位原码、补码和反码表示，实数编

码表示，机器数，真值，数据溢出。

1.7.3 比特位逻辑运算，二/八/十/十六进制数之间的转换，

进制数的运算；原码、反码与补码之间的转换，原码和补码表示

数的范围。

2.计算机软件

2.1 软件基本概念

2.1.1 软件的定义。

2.1.2 软件的分类。

2.2 操作系统

2.2.1 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作用。

2.2.2 操作系统的类型、特征。

2.2.3 操作系统的基本功能。

2.2.4 常用操作系统。

2.3 程序设计语言

2.3.1 程序设计语言的分类。

2.3.2 程序设计语言的组成。

2.3.3 程序的控制结构。

2.3.4 源程序执行方式。

2.3.5 常用程序设计语言。

2.4 算法和数据结构

2.4.1 算法的基本概念，算法复杂度的概念和意义(时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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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空间复杂度)。

2.4.2 数据结构的定义，数据的逻辑结构与存储结构，数据

结构的图形表示，线性结构与非线性结构的概念。

2.4.3 线性表的定义，线性表的顺序存储结构及其插入与删

除运算。

2.4.4 栈和队列的定义，栈和队列的顺序存储结构及其基本

运算。

2.4.5 线性单链表、双向链表与循环链表的结构及其基本运

算。

2.4.6 树的基本概念，二叉树的定义及其存储结构，二叉树

的前序、中序和后序遍历。

2.5 软件工程基础

2.5.1 软件工程基本概念与生命周期。

2.5.2 结构化设计方法，总体设计与详细设计。

2.5.3 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OOD，UML图。

2.5.4 软件测试的方法，白盒测试与黑盒测试。

2.5.5 程序的调试，静态调试与动态调试。

3.计算机网络与互联网

3.1 计算机网络基础

3.1.1 计算机网络的定义、组成和分类。

3.1.2 网络服务分类，网络软件，网络操作系统，网络应用

软件。

3.2 计算机局域网

3.2.1 局域网的特点、组成、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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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有线局域网。

3.2.3 无线局域网。

3.3 计算机广域网

3.3.1 广域网基础知识，广域网接入技术。

3.3.2 分组交换与路由。

3.4 互联网及应用

3.4.1 互联网发展，网络互联与 TCP/IP协议。

3.4.2 IP地址（IPv4、IPv6）及分类，域名。

3.4.3 交换机与路由器。

3.4.4 互联网提供的服务。

3.5 网络信息安全

3.5.1 信息安全基本概念。

3.5.2 信息安全规范。

3.5.3 常见的网络安全威胁。

3.5.4 入侵检测、防火墙、计算机病毒。

3.5.5 加密和解密基本概念。

3.5.6 威胁防范与信息安全发展趋势。

3.5.7 应急响应处理流程。

4.多媒体技术

4.1 文本与文本处理

4.1.1 文本，文本处理，文本输入方法。

4.1.2 文本的表示与字符编码。

4.1.3 文本的保存与文本文件的类型。

4.1.4 文本的编辑处理，检索与文本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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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图像与图形及应用

4.2.1 色彩产生，色彩的表达方法，色彩空间。

4.2.2 数字图像的获取与重现。

4.2.3 模拟图像的数字化过程。

4.2.4 数字图像的表示及存储数据量的计算，压缩编码类型，

数字图像的性能指标。

4.2.5 常用图像文件格式，数字图像处理及应用，常用软件。

4.2.6 计算机合成图像，合成过程，优点，常见的绘图软件。

4.3 波形声音的获取与播放

4.3.1 模拟声音信号的数字化。

4.3.2 波形声音的获取设备，波形声音的表示及存储数据量

的计算，压缩编码和编辑。

4.3.3 计算机合成声音的制作与播放。

4.4 数字视频及应用

4.4.1 视频信号的组成、原理，彩色电视的三种制式。

4.4.2 数字视频的获取、播放。

4.4.3 视频信号的数字化。

4.4.4 数字视频存储数据量的计算、压缩编码、编辑和应用。

4.4.5 计算机合成数字视频。

4.4.6 流媒体。

（二）课程 B：信息技术导论

【考查目标】

1.掌握信息、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等相关基础知识，了解信

息系统和关系数据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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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物联网相关概念，了解物联网关键技术及典型应用。

3.熟悉移动互联网相关概念，了解移动互联网关键技术及典

型应用场景。

4.熟悉云计算相关概念，了解云计算关键技术、部署方式和

服务模式，了解主流云服务平台。

5.熟悉大数据相关概念，了解大数据关键技术和典型应用领

域。

6.熟悉人工智能相关概念，了解人工智能技术分类及常用平

台，了解人工智能典型应用领域。

7.熟悉区块链相关概念，了解区块链关键技术和典型应用领

域。

【考查内容】

1.信息和信息系统

1.1 信息和信息技术

1.1.1 信息特性及定义，数据、信息、知识，信息处理系统。

1.1.2 信息分类及信息处理，信息技术内容。

1.2 信息通信技术

1.2.1 通信系统基本原理，信道、信源、信宿，模拟信号，

数字信号。

1.2.2 信道的传输模式，信道的带宽，信道的传输速率，多

路复用技术，交换技术。

1.2.3 有线传输，无线传输，有线载波通信，传输介质，光

纤通信。

1.2.4 无线电通信，微波通信，卫星通信，红外线通信，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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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通信。

1.3 计算机信息系统

1.3.1 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含义及特点。

1.3.2 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类型。

1.3.3 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结构。

1.3.4 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发展趋势。

1.4 典型信息系统介绍

1.4.1 制造业信息系统。

1.4.2 电子商务。

1.4.3 电子政务。

1.4.4 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地球。

1.4.5 远程教育。

1.4.6 远程医疗。

1.4.7 数字图书馆。

1.5 关系数据库系统

1.5.1 数据库系统的组成和特点。

1.5.2 数据模型的基本概念及类型。

1.5.3 关系数据模型。

1.5.4 关系运算。

1.5.5 关系数据库语言 SQL。

1.5.6 数据库系统及应用新技术。

2.物联网技术

2.1 物联网概述

2.1.1 物联网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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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物联网发展历程及国内外现状。

2.1.3 物联网与互联网的区别。

2.2 物联网关键技术

2.2.1 物联网三层体系结构。

2.2.2 物联网感知层关键技术，RFID、EPC、传感器等技术

基本原理。

2.2.3 物联网网络层关键技术，ZigBee、Wi-Fi、蓝牙等技术

基本原理与特点。

2.2.4 物联网应用层关键技术原理，物联网应用与云计算、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融合。

2.3 物联网主要应用领域

2.3.1 物联网技术在智慧物流、智慧医疗、智能家居、智能

制造、智能交通、现代农业等领域应用。

2.3.2 物联网技术未来发展趋势。

3.移动互联网技术

3.1 移动互联网概述

3.1.1 移动互联网的基本概念。

3.1.2 移动互联网的特征。

3.1.3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历程。

3.1.4 5G关键技术和主要优势。

3.2 移动互联网的关键技术

3.2.1 SOA面向服务架构的基本概念。

3.2.2 Web2.0的含义。

3.2.3 HTML5的新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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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Android的系统架构。

3.2.5 iOS的系统架构。

3.3 移动互联网的应用领域

3.3.1 移动互联网在金融服务、电子政务、娱乐等领域的应

用。

3.3.2 移动互联网未来发展趋势。

4.云计算技术

4.1 云计算概述

4.1.1 云计算的基本概念。

4.1.2 云计算产生的历史背景。

4.1.3 云计算的优势。

4.2 云计算的关键技术

4.2.1 分布式计算的概念及特点。

4.2.2 虚拟化技术的概念及特点。

4.2.3 存储技术的概念及特点。

4.3 云计算的技术应用

4.3.1 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

4.3.2 IaaS、PaaS、SaaS。

4.3.3 AWS、Google、阿里云、华为云、腾讯云等国内外主

流云服务提供平台。

5.大数据技术

5.1 大数据概述

5.1.1 大数据产生背景与基本概念、主要特性。

5.1.2 大数据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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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大数据与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的关系。

5.2 大数据的关键技术

5.2.1 Hadoop、MapReduce、NoSQL等技术基本功能。

5.2.2 爬虫、清洗等技术基本概念及常用工具认知。

5.2.2 大数据分析、挖掘、可视化技术基本概念。

5.3 大数据主要应用领域

5.3.1 大数据在农业、工业互联网、服务业等领域的典型应

用。

5.3.2 大数据未来发展趋势。

6.人工智能技术

6.1 人工智能概述

6.1.1 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

6.1.2 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

6.1.3 人工智能发展历程。

6.2 人工智能技术分类

6.2.1 深度学习的概念，常用算法。

6.2.2 自然语言处理的概念。

6.2.3 计算机视觉的概念。

6.2.4 数据挖掘的概念，常用算法。

6.3 人工智能主要应用领域

6.3.1 腾讯、阿里、华为、科大讯飞等国内常用人工智能平

台。

6.3.2 人工智能在智能家居、智能交通、智能制造、智慧医

疗、智慧金融、智慧教育等领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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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人工智能未来发展趋势。

7.区块链

7.1 区块链概述

7.1.1 区块链基本概念。

7.1.2 区块链技术基础、技术特点及价值。

7.1.3 区块链的发展历程。

7.2 典型区块链技术介绍

7.2.1 以太坊技术框架。

7.2.2 超级账本 Fabric技术框架。

7.3 区块链主要应用领域

7.3.1 区块链在金融、供应链、保险、慈善、教育就业等行

业的应用。

7.3.2 区块链发展趋势。

五、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闭卷、笔试。

（二）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专业综合基础理论满分 150分。考试时间 100分钟。

（三）试卷内容结构

（1）课程 A 约 60%

（2）课程 B 约 40%

（四）试卷题型结构

题型 题量、分值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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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约 10小题，每小题 1分 约 6.7%

单选题 约 50小题，每小题 2分 约 66.7%

多项选择题 约 10小题，每小题 2分 约 13.3%

填空题 约 10空，每空 2分 约 13.3%

（五）试卷难度结构

较易题约占 30%，中等难度题约占 50%，较难题约占 20%。

六、其他

本大纲由省教育厅负责解释。

本大纲自 2022年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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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普通高校“专转本”选拔考试

计算机专业大类专业综合操作技能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计算机专业大类专业综合科目操作技能考试是为江苏省普

通高校招收计算机专业大类的“专转本”学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

性质的全省统一考试。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在

高职（专科）阶段相关专业操作技能的掌握水平。考试评价的标

准是报考该专业大类的高职（专科）优秀毕业生应能达到的及格

或及格以上水平，以利于各普通本科院校择优选拔，确保招生质

量。

二、适用专业

本考试大纲适用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0901）、软件工程

（080902）、网络工程（080903）、信息安全（080904K）、物联

网工程（080905）、数字媒体技术（080906）、遥感科学与技术

（081202）、地理信息科学（070504）。

三、命题原则

1. 计算机专业大类专业综合操作技能考试命题标准

《计算机专业大类专业综合操作技能考试》笔试统考命题，

重点考核对基本编程、数据库应用、局域网搭建、操作系统应用、

UML建模等能力要求，并体现专转本考试中以培养应用型人才

为主要目标的特点。在题量上保证中等水平的考生能够在规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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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全部完成技能考核，并有适量的时间进行检查。

2. 计算机专业大类专业综合操作技能考试依据和范围

以《计算机专业大类专业综合操作技能考试》考试大纲为依

据，考试范围不能超出考试大纲。在命题中，既要体现对计算机

类所必需的专业综合操作技能的考核，又要体现对程序设计逻辑

思维能力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核。

四、考查内容

（一）技能一：程序设计(C语言)

【考查目标】

1.掌握 C语言程序结构。

2.掌握 C语言的基本数据类型及数据运算。

3.掌握基本语句的使用。

4.掌握选择结构编程。

5.掌握循环结构编程。

6.掌握数组存储与处理批量数据。

7.了解模块化程序设计思想，学会使用函数进行简单编程。

【考查内容】

1 Ｃ 语言程序的结构

1.1程序的构成，main函数和其他函数。

1.2头文件，数据说明，程序注释。

1.3 源程序的书写格式。

2 数据类型及其运算

2.1 Ｃ语言的基本数据类型及定义方法。

2.2 Ｃ语言运算符的种类、运算优先级和结合性。



90

2.3 不同类型数据间的转换与运算。

2.4 Ｃ语言表达式类型（赋值表达式，算术表达式，关系表

达式，逻辑表达式，条件表达式，逗号表达式）和求值规则。

3 基本语句

3.1 表达式语句，空语句，复合语句。

3.2 输入输出函数的调用，正确输入数据并正确设计输出格

式。

4 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4.1 用 if语句实现选择结构。

4.2 用 switch语句实现多分支选择结构。

4.3 选择结构的嵌套。

5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5.1 for循环结构。

5.2 while和 do-while循环结构。

5.3 continue语句和 break语句。

5.4 循环的嵌套。

6 数组的定义和引用

6.1 一维数组的定义、初始化和数组元素的引用。

6.2 二维数组的定义、初始化和数组元素的引用。

6.3 字符串与字符数组。

6.4 使用一维数组解决批量数据查找或排序等问题。

7 函数定义与调用

7.1 库函数的正确调用。

7.2 用户自定义函数的定义、类型与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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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函数的正确调用、参数的值传递。

7.4 函数的嵌套调用、递归调用。

7.5 局部变量与全局变量。

（二）技能二：数据库（MySQL）

【考查目标】

1.掌握绘制 E-R图的方法。

2.掌握创建配置数据库。

3.掌握创建表、表间联系等约束条件的方法。

4.掌握常用的 SQL数据操纵语言。

【考查内容】

1 数据库概述

1.1根据系统需求绘制 E-R图。

2 创建数据库和表

2.1创建配置数据库。

2.2使用合适的数据类型创建表。

2.3修改表结构。

2.4删除表和数据库。

3 SQL数据操纵语言

3.1数据的插入、删除和修改处理。

3.2简单查询、连接查询。

3.3嵌套子查询。

3.4对查询结果进行排序、计算及分组。

3.5求和、统计、求平均等常用函数在查询操作中的应用。

4 视图和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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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创建和查看视图。

4.2用视图检索和修改基本表中数据。

4.3创建索引。

（三）技能三：UML建模

【考查目标】

1.掌握用例图的绘制方法。

2.掌握类图的绘制方法。

3.掌握顺序图的绘制方法。

【考查内容】

1 用例图

1.1参与者、用例的基本概念。

1.2用例描述的格式要求。

1.3绘制用例图。

2 类图和对象图

2.1类图的基本概念。

2.2分析识别类，绘制类图。

2.3绘制对象图。

3 顺序图

3.1顺序图的组成。

3.2顺序图中的消息类型。

3.3绘制顺序图。

4 状态图

4.1状态机的含义。

4.2状态机图中的基本标记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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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绘制状态图。

（四）技能四：局域网搭建

【考查目标】

1.掌握有线局域网的拓扑结构和基本组成，并学会搭建有线

局域网。

2.了解无线局域网的组网模式和基本组成，并学会搭建无线

局域网。

【考查内容】

1 有线局域网

1.1根据实际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拓扑结构。

1.2根据实际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交换机、路由器等网络设

备。

1.3搭建有线局域网。

2 无线局域网

2.1根据实际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无线局域网的组网模式。

2.2配置无线局域网的 SSID、安全类型和加密类型。

2.3搭建无线局域网。

（五）技能五：操作系统配置与管理（Windows 10）

【考查目标】

1.掌握Windows 10操作系统下软件管理。

2.掌握Windows 10操作系统下用户账户管理。

3.掌握Windows 10操作系统下硬件设备管理。

4.掌握Windows 10操作系统下常用网络设置与应用。

【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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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indows 10操作系统下软件管理

1.1启动或关闭Windows功能。

1.2软件的安装、升级、卸载管理。

2 Windows 10操作系统下用户账户管理

2.1创建、删除本地或管理员账户。

2.2配置用户账户。

3 Windows 10操作系统下硬件设备管理

3.1查看系统设备信息。

3.2硬件设备驱动安装、更新。

4 Windows 10操作系统下常用网络设置与应用

4.1IP地址、DNS服务器的配置。

4.2文件及设备的共享配置。

4.3互联网的连接、应用及选项配置。

4.4远程控制的设置与远程桌面连接。

4.5 Windows防火墙配置。

（六）技能六：Linux配置与管理（CentOS7）

【考查目标】

1.掌握 Linux操作系统的安装与登录。

2.熟悉 Linux操作系统的基本命令。

3.掌握 Linux操作系统的网络配置和软件安装。

【考查内容】

1 Linux的安装（CentOS7）

1.1安装、启动、关闭 Linux系统。

1.2本地登录和远程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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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础操作命令

2.1目录与路径。

2.2 Linux的基础命令。

2.3常用文件处理命令。

2.4常用目录处理命令。

3 网络管理

3.1网卡配置文件、DNS配置文件、主机名配置文件。

3.2网络配置工具 NetworkManager。

4 软件包管理

4.1设置软件仓库。

4.2使用 yum安装软件。

五、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闭卷、笔试。

（二）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专业综合操作技能满分 80分。考试时间 50分钟。

（三）试卷内容结构

（1）技能一 约 40%

（2）技能二 约 20%

（3）技能三 约 10%

（4）技能四 约 10%

（5）技能五 约 10%

（6）技能六 约 10%

（四）试卷题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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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 题量、分值 占比

判断题 约 8小题，每小题 1分 约 10%

单选题 约 20小题，每小题 2分 约 50%

填空题 约 10空，每空 2分 约 25%

综合题 约 2小题，每小题 6分 约 15%

（五）试卷难度结构

较易题约占 30%，中等难度题约占 50%，较难题约占 20%。

六、其他

本大纲由省教育厅负责解释。

本大纲自 2022年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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