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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本科生课程大纲 

 

课程名称 
初等数论 

Elementary Number Theory 课程代码 075113201280

课程属性 专业知识 课时/学分 48/3 

课程性质 选修 实践学时  

责任教师 范中平 徐云飞 课外学时 96 

课程属性：公共基础/通识教育/学科基础/专业知识/工作技能，课程性质：必修、选修 

 

一、 课程介绍 

1.课程描述：  

数论是一门研究整数性质的基础数学分支学科，其初等部分以整除理论为基础，

以同余理论为核心，包括整除性、不定方程、同余式、原根与指标、连分数、素数（即

整数）分布以及数论函数等内容，统称初等数论。 

2.设计思路：  

初等数论可以说是数学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得最完美的基础课程，近代数学

中许多重要思想、概念、方法与技巧都是从对整数性质的深入研究而不断丰富发展起

来的，而且近年来初等数论在计算器科学、组合数学、密码学、代数编码、计算方法

等领域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使得初等数论成为一门非常重要的数学基础课。 

数论是由具体问题指引前进方向的，其研究方法几乎涉及其它所有数学分支，同

时数论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也推动了其它数学方向的发展，因此本课程的开设有助于培

养学生综合全面的数学思维。初等数论的学习基本不以任何课程为基础，只需要简单

的算术和集合知识。因此本课程大学各年级的学生都可学习，建议尽早选修。 

本课程旨在引导学生通过对初等数论的学习，掌握数论中的最基本的理论和常用

的方法，加强理解和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培养对数学的兴趣与感觉，为今后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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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必要的基础。 

课程内容包括三个模块：整除理论、同余理论、不定方程；这几方面相互关联，

层层递进，能够体现初等数论的基本特征。 

整除理论是初等数论的基础。课程从整除的概念出发，引进带余除法与辗转相除

法，介绍基本的数论函数，建立起最大公因数与最小公倍数理论，最终证明十分重要

而深刻的算数基本定理。 

同余理论是初等数论的核心。课程从同余的基本性质出发，引入完全剩余系与简

化剩余系的概念，并由此证明欧拉定理和费马小定理；然后介绍同余式，探讨如何将

实际问题转化为同余式，并利用中国剩余定理等性质进行求解；引入二次剩余的概念，

介绍二次同余式、勒让德符号和雅可比符号，并由此探讨二次同余式的解法；为研究

高次同余式引入原根与指标的概念，并利用其讨论高次同余式解的存在性。 

  不定方程是初等数论中一个重要课题。课程通过整除理论讨论一次不定方程解的存

在性与解法，通过同余理论对部分二次和二次以上不定方程解的存在性进行了初步探

讨，并介绍费马大定理的证明情况。 

3. 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 

    并行课程：实分析，高等代数；  

    后置课程：抽象代数，代数数论。 

二、课程目标 

数论被高斯誉为“数学中的皇冠”，而本课程的目标就是引领数学类专业的学生开

启一条通向“皇冠”之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能： 

    （1）初步了解数论这门学科的特点、所研究的问题、所使用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以

及在数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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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点掌握初等数论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并能应用所学知识解决数论问题

和能转化为数论问题的实际问题；  

（3）培养数学思维的丰富性、灵活性，激发对数学研究的兴趣与热情，为后续数

论及相关学科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学习要求 

   要完成所有的课程任务，学生必须： 

  （1）按时上课,上课认真听讲，积极参与课堂讨论、随堂练习和测试。本课程将包

含较多的随堂练习、讨论、小组作业展示等课堂活动，课堂表现和出勤率是成绩考核

的组成部分。 

  （2）按时完成常规练习作业。这些作业要求学生按书面形式提交，只有按时提交作

业，才能掌握课程所要求的内容。延期提交作业需要提前得到任课教师的许可。 

  （3）完成教师布置的一定量的阅读文献和背景资料、案例分析和理论探讨等作业，

其中大部分内容要求以小组合作形式完成。这些作业能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促进

同学间的相互学习、并能引导对某些问题和理论的更深入探讨。 

四、参考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1、选用教材： 

 闵嗣鹤，严氏健.初等数论（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主要参考书： 

[1] 《初等数论》，潘承洞，潘承彪，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03-1-1。 

[2] 《数论——从汉穆拉比到勒让德的历史导引》（法）韦伊 著，胥鸣伟 译，高

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时间：2010-5。 

[3] 《数论基础》，（俄罗斯）维诺格拉多夫 著，裘光明 译，哈尔滨工业大学出

版社, 出版时间：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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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度安排 

 

序号 专题 主题 
计划

课时
主要内容概述 

实验实践 
内容 

1 绪论 数论介绍 2 数论起源、发展和特征等 

数论人物、故

事、中国数论

发展等文献

查阅与综述 

2 整除理论 

整除 2 
整除；带余除法及辗转相除法；最大

公因数和最小公倍数；完全数 
教材作业 

质数 2 质数；质数分布；算术基本定理证明 教材作业 

基本数论函

数小结 
2 

数论函数［x］、｛x｝的基本性质和 N！

的标准分解式 
教材作业 

3 
不定方程 I 

 

一次不定方

程 
2 

二元一次不定方程；多元一次不定方

程 
 

教材作业 

多次不定方

程 
2 

勾股数；费马问题 
 

教材作业 
参考文献 

4 同余理论 I 

同余 2 同余和同余的基本性质 教材作业 

剩余系 2 剩余类与完全剩余系 教材作业 

欧拉定理 2 
简化剩余系；欧拉函数；费马―欧拉

定理 
教材作业 

Wilson 定理 2 
Wilson 定理 

 
教材作业 
参考文献 

5 
同余理论

II 

一次同余式 2 一次同余式；孙子定理 教材作业 

高次同余式 2 高次同余式的解数及解法（初步）； 教材作业 

质数模的高

次同余式 
2 质数模的高次同余式 教材作业 

6 
同余理论

III 

二次剩余 2 
二次剩余与二次非剩余；与同余式解

的关系；欧拉判别法 
教材作业 

勒让德符号 2 
勒让德符号；几个基本勒让德符号的

值；二次互反律；利用勒让德符号判

断二次同余式解的存在性 
教材作业 

雅可比符号 2 
雅可比符号；与勒让德符号的关系；

利用雅可比符号判定二次同余式无解 
教材作业 

二次同余式 2 二次同余式有解的充分条件和解数 教材作业 

7 
原根与指

标 
指数 2 指数及其性质 教材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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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根 2 原根及其存在的条件 教材作业 

指标 2 指标及 n次剩余 教材作业 

二项同余式 2 二项同余式有解的充要条件及其求解 教材作业 

8 
不定方程

II 

四平方数和 2 
利用同余理论讨论四平方数和的不定

方程 
教材作业 

两平方数和 2 
利用同余理论讨论两平方数和的不定

方程 
教材作业 

9 复习 复习 2 总结复习 教材作业 

 

六、成绩评定 

（一）考核方式   C   ：A.闭卷考试 B.开卷考试 C.论文 D.考查 E.其他 

（二）成绩综合评分体系：  

成绩综合评分体系 比例% 

1.课下作业、课堂讨论及平常表现 30 

2.平时测验成绩 20 

3.论文 50 

总计 100 

 

附：作业、平时表现和论文评分标准 

1）作业的评分标准 

作业的评分标准 得分 

1.严格按照作业要求并及时完成，基本概念清晰，问题解法正确，能提出不同

的问题解法。 
90-100 分 

2.基本按照作业要求并及时完成，基本概念基本清晰，问题解法基本正确。 70-80 分 

3.不能按照作业要求，未及时完成，基本概念不清晰，问题解法基本不正确。 40-60 分 

4.不能按照作业要求，未及时完成，基本概念不清晰，问题解法不正确。 0-30 分 

2）课堂讨论及平时表现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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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讨论、平常表现评分标准 得分 

1.能积极主动思考、查阅资料，熟练运用所学知识，积极参与讨论、清楚阐明

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主动与其他同学合作、交流，共同讨论并解决问题。 
90-100 分 

2.基本能积极主动思考、查阅资料，能运用所学知识，能参与讨论、能阐明自

己的观点和想法，能与其他其他同学合作、交流，共同讨论并解决问题。 
70-80 分 

3. 较不能积极主动思考、查阅资料，较不能运用所学知识、较不能阐明自己的

观点和想法，较不能与其他同学合作、交流，共同讨论并解决问题。 
40-60 分 

4.不能积极主动思考、查阅资料，不积极参与讨论，不能阐明自己的观点和想

法，不能与其他同学合作、交流，不能共同讨论并解决问题。。 
0-30 分 

 

3）论文评分标准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A 级） 满分 

论文（设计）质

量 

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文字表达准确流畅；条理清楚，重点突

出；格式、图、表规范；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或实际价值 
50 

论文（设计）报

告、讲解情况 

概念清楚，思路清晰；表达准确，重点突出，详略得当；报告

时间符合要求 
20 

答辩表现 
思维敏捷，语言流畅，回答问题准确，有专业深度；仪态端庄，

精神风貌好 
30 

 

七、学术诚信 

学习成果不能造假，如考试作弊、盗取他人学习成果、一份报告用于不同的课程等，均属造假

行为。他人的想法、说法和意见如不注明出处按盗用论处。本课程如有发现上述不良行为，将按学

校有关规定取消本课程的学习成绩。  

八、大纲审核 

教学院长：                               院学术委员会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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