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部分 技术要求

1.项目说明

1.1 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

1.2 本项目共分为 1 个包进行招标。投标人所报价格应为含税全包价，包含提

供相关服务的所有费用，合同存续期间采购人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

2.服务要求（包括附件、图纸等）

2.1 课程服务要求

名称 序号
功能

模块
参数内容 数量

定西

市竞

赛强

基培

优课

程及

培训

项目

1

整体

服务

要求

(1) 需根据采购方要求，针对数学、物理、化学

学科竞赛，以及数学、物理、化学、语文、

英语学科强基培优，提供特别量身定制开发

课程，不接受已有普适的标准化课程。

(2) 需根据采购方实际需求，组织数学、物理、

化学、语文、英语课程指导教授专家团队，

对将参加学习的学生进行常规考试成绩分析

及学情分析，同时根据学生基本情况，提供

选拔测试试题、评分标准、试卷解析，并协

助甲方完成学生测试及选拔。

(3) 需根据采购方要求及学生基本情况，制定课

程教学计划，开发定制化课程，提供配套资

料，建立学习群，组建线下服务团队，根据

采购方要求提供线下及线上相结合的教学，

做好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巩固、练习、

答疑、辅导和学习效果测评工作。

(4) 需负责组织项目采购方及采购方自建的辅导

教师团队进行课程实施培训，及全程跟课学

习。参加培训人员及跟课教师由采购方负责

1宗



组织，课程实施培训的内容、方式等由课程

提供方负责。

(5) 需承担日常管理、课程管理、学情跟踪、成

绩分析、档案管理、数据统计、生涯规划等，

确保项目正常运营。

(6) 需负责提供学习过程中的各类检测及数据分

析以及冲刺阶段的模拟训练。

(7) 按照学校及学生发展需求与水平，根据政策

变化，提供有针对性地测试试题，按甲方要

求，提供有针对性的成绩分析。

(8) 需提供针对学科竞赛、强基计划招生要求的

学科素养、专业认知、大学先修、高校校测

能力提升课程。

(9) 需提供学科竞赛、强基计划校测、新高考备

考策略分析，以及历年清北强基录取数据、

命题原则、考试标准、备考策略的分析。

(10) 需根据采购方要求，提供不同地区优秀

的模拟真题及学习资料。

(11) 需提供专业认知及面试指导课程，课程

需提供顶尖高校老师共同参与、面向高中生

的专业认知和研究性学习课程平台，支持学

生用个人账号登录并自主开展学习。平台上

的课程需涵盖不少于 35 个大学专业方向，研

究性学习指导课程数量不少于 150 门、录播

课程总时长不少于 250 课时。同时提供与平

台内容相匹配的面试指导课程，并帮助搭建

能够直通高校的学习交流平台，便于高校早

期发现、跟踪优秀学生的发展。



2

课程

师资

要求

(1)需提供专业竞赛、强基、新高考培优专家教

师团队及相关的创新科研课程指导教授、专家，

按照采购方要求完成教学任务。提供专业认知、

大学先修和高校校测能力提升课程的指导教师

团队，团队成员具备多年教学经验并且取得丰硕

的教学成果。

(2)授课教师要在专业领域有多年教学经验，并

取得丰硕的教学成果，需提供教学成果佐证材

料。

（3）指导学生学习并完成高水平科研课题研究

及报告撰写，保证优秀学生取得“双一流高校”

的相关证书，为多元升学奠定基础。

3

课程

其他

要求

(1)需提供课程配套的学生版讲义、习题、试题、

解析、授课板书及符合学科竞赛要求、强基校测、

高考命题趋势的测试卷和模拟卷等资料，帮助采

购方建立学习资料库，交付后该资料所有权归采

购方所有。

(2)定期提供针对学习过程和成果的数据分析报

告，重点学生要重点追踪，必要时提供单独的一

对一免费辅导，确保学习效果。

(3)按照学科竞赛要求、每年强基命题变化、高

考命题要求，及时调整课程，保证课程实效。

(4)需提供提升学生学习能力的学习平台，不断

提升学生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创新能力。

(5)服务团队：需要有丰富的课程服务经验，提

供线上/线下的成绩分析和教学指导，能提供丰

富的学习资源，能对定西市重大考试的学生成绩

进行科学的分析，组织学生的选拔考试，提供考

试样卷，确保考试的信度、效度，并提供过往的



服务佐证材料。

4

课程

内容

规划

等要

求

（1）需提供稳定的专家教师团队，原则上中途

不得随意更换老师。

（2）需根据定西市学生发展要求、国家与甘肃

省的发展要求特别定制化课程，授课过程中如出

现学生不适应的情况，需根据采购方要求，随时

更新调整课程，直至采购方满意，不使用标准化

课程。

（3）需根据采购方要求，提供优质的、针对教

师的培训课程，课程指向竞赛、强基及新高考培

优三个方面。

（4）需根据采购方发展情况，不定期提供优质

的专题学习资料，给与教师教学教法指导、给与

学生学习学法指导。

（5）课程采用线上+线下课程模式，课程相互关

联，前后呼应，成一体系，总课时数不得少于 450

课时，资料不得少于 400 套，视频资料不得少于

450 套，专题讲座不得少于 5次。

（6）课程安排、上课和培训的时间与方式需根

据采购方的要求随时进行调整，要按照采购方的

要求，定期邀请专家老师到校指导授课。

后附明细

2027 届数学科目竞赛培优课程目录

课次 专题 课程内容



1

平面几何

三角形的相关知识

2 圆的相关知识

3 重要定理及其应用

4 平面几何问题的证明

5 几何不等式与极值

6 轨迹问题

7 变换问题

8

集合与函数

集合的概念与运算（一）

9 集合的概念与运算（一）

10 有限集元素的数目（一）

11 有限集元素的数目（二）

12 函数的图像及其应用

13 函数的性质及其应用

14 函数的值域——最值（一）

15 函数的值域——最值（二）

16 函数的迭代

17 函数与方程（一）

18 函数与方程（二）

19 高斯函数及其应用

20

初等数论

整除及其性质

21 带余除法与辗转相除

22 素数及算术基本定理

23 高斯函数及其应用

24 不定方程与勾股数

25 同余及其性质

26 剩余类与完全剩余系

27 简化剩余系及欧拉函数

28 欧拉定理、费马小定理及其应用

29 同余式及其解法

30 中国剩余定理



31

综合练习

著名不等式及其应用（一）

32 著名不等式及其应用（二）

33 著名不等式及其应用（三）

34 著名不等式及其应用（四）

35 二试不等式证明方法与技巧（一）

36 二试不等式证明方法与技巧（二）

37 几何不等式选讲（一）

38 几何不等式选讲（二）

39 复数及其运算（一）

40 复数及其运算（二）

41 复数的几何表示（一）

42 复数的几何表示（二）

43 复数综合题（一）

44 复数综合题（二）

45 向量与几何（一）

46 向量与几何（二）

2027 届物理科目竞赛培优课程目录

课次 专题 课程内容

1

运动学与

动力学

ETA、物理体系、运动学基本概念

2 运动学图像法、简单直线运动

3 抛体运动综合

4 圆周运动、知识迁移、曲率半径

5 力学基本概念、重力弹力摩擦力

6 力学分析与平衡

7 质点组牛二定律、非惯性系与惯性力

8 功与能量

9 冲量动量

10 碰撞、爆炸、反冲



11 角动量与转动定理

12 质点组角动量定理

13 天体运动与万有引力

14 万有引力与航空航天

15

电磁学

静电学现象和库仑定律

16 静电学理论-高斯定理

17 静电学理论-静电场唯一性定理

18 静电学运用-电容

19 恒定电流概念-理论-实验

20 静磁学现象和毕奥萨伐尔定律

21 静磁学理论-环路定理

22 静磁学运用-带电粒子在复合场中运动

23 静磁学运用-近代六项

24 电磁感应现象和楞次定律

25 电磁感应理论-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26 电磁感应运用-自感互感

27 交变电流现象-理论

28 交流电中的 RCL 及其串并混联

29

热力学

分子系统的运动和力；分子动能和势能

30
理想气体模型；状态参量；实验定律；状态方程；

分压定律

31
热力学第零定律；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

定律

32 热对流；热传导；热辐射；热学综合

33 晶体和非晶体；晶体微观结构；物体热膨胀

34 液体微观结构；液体表面现象

35 气化液化；融化凝固；升华凝华；空气湿度露点

36 固体液体气体综合问题

37

近代物理

费马原理；光的直线传播；光的反射；光的折射

38
平面镜成像；球面镜成像；平面折射成像；球面

折射成像



39
棱镜及其色散；全反射；虹和霓；不均匀介质中

的传播

40
薄透镜；成像作图；成像公式；实物和虚物；公

式推导

41 简单光学仪器；视角放大倍数；

42 光的干涉；光的衍射；光子说；光的波粒二象性

43 光学综合；奥赛光学真题

44 核式结构；玻尔氢原子模型；受激辐射和激光

45
放射性元素的衰变；结合能与质能方程；核裂变

和核聚变

46 原子物理；原子核物理；综合训练

47 基本假设；洛伦兹变换；速度变换公式

48
同时的相对性；钟慢；尺缩；相对论质量；能量

动量关系

49
同时的相对性；钟慢；尺缩；相对论质量；能量

动量关系

50 热学；光学；原子物理；相对论

2027 届化学科目竞赛培优课程目录

课次 专题 课程内容

1

结构

原子的构成及电子排布

2 相关排布性质（元素周期律）

3 化学键

4 杂化轨道模型及 VSEPR 模型

5 分子性质及分子间作用力

6 晶体初步

7 晶体相关计算

8 配合物初步

9 晶体场理论

10 结构综合练习

11
无机化学

化学热力学

12 反应速率与限度



13 吉布斯自由能相关计算

14 电化学初步

15 电极电势及能斯特方程

16 平衡常数的应用

17 气体相关计算

18 水溶液的依数性

19 滴定相关计算

20 酸碱突变及缓冲溶液计算

21
元素化学

非金属元素总览

22 金属元素总览

23

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命名

24 烷烃及相关自由基反应机理

25 烯烃、炔烃相关性质及反应

26 有机化学中的电子效应

27 卤代烃相关性质

28 苯的相关性质及反应

29 醇的相关性质及反应

30 酚的相关性质及反应

31 醛、酮的相关性质及反应

32 羧酸的相关性质及反应

33 羧酸的衍生物相关性质及反应

34 芳香烃的相关性质及反应

35 杂环化合物的相关性质及反应

2026 届数学强基培优课程目录

课次 专题 课程内容

1

数列

数列：递推与通项（1）

2 数列：递推与通项（2）

3 数列：求和与不等式（1）

4 数列：求和与不等式（2）



5

解析几何

解析几何：强化补充与综合训练（1）

6 解析几何：强化补充与综合训练（2）

7 解析几何：强化补充与综合训练（3）

8
函数

函数与方程（1）

9 函数与方程（2）

10
不等式

不等式与最值（1）

11 不等式与最值（2）

12

导数

导数：研究函数性质

13 导数：探究参数取值范围

14 导数：各类创新题型与选填压轴

15 导数：综合应用拓展训练（1）

16 导数：综合应用拓展训练（2）

17 三角 三角：三角恒等变换与解三角形

18 复数 复数：复数运算与复平面

19
立体几何

立体几何：球体组合体问题

20 立体几何：动点轨迹问题

21
概率

概率统计与计数原理（1）

22 概率统计与计数原理（2）

23

强基拓展

强基拓展：平面几何（1）

24 强基拓展：平面几何（2）

25 强基拓展：初等数论（1）

26 强基拓展：初等数论（2）

2026 届物理强基培优课程目录

课次 专题 课程内容

1

力学

力学部分：静力学专题

2 力学部分：非惯性系

3 力学部分：v-t 图解决动力学压轴题

4 力学部分：曲线运动

5 力学部分：传送带模型



6 力学部分：板块模型

7 力学部分：弹簧类、连接体模型

8 力学部分：多次碰撞模型

9 力学部分：动能能量综合

10 力学部分：数列在压轴题应用

11

电学

电学部分：带电粒子在电场中的运动

12 电学部分：带电粒子在磁场中的运动

13 电学部分：组合场

14 电学部分：叠加场

15 电学部分：周期性多解问题

16 电学部分：单杆模型

17 电学部分：双杆模型

18 电学部分：电磁感应中动力学

19 电学部分：电磁感应中动量、能量

20

实验

实验部分：力学实验一

21 实验部分：力学实验二

22 实验部分：电学实验一

23 实验部分：电学实验二

24 热学光学 热学光学部分：光学、热学常考题归纳

2026 届化学强基培优课程目录

课次 专题 课程内容

1

反应原理

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

2 化学反应原理综合题

3 三大守恒

4 四大平衡

5

结构化学

无机反应与能量变化

6 原子结构与元素周期律

7 分子结构与晶体结构



8 配位物与配位反应

9 电化学 电化学

10 电解质 电解质溶液

11 化学实验 化学实验

12

元素

元素化合物（1）

13 元素化合物（2）

14 元素化合物（3）

15

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1）

16 有机化学（2）

17 有机化学（3）

18 无机化学 无机化学专题训练

19 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专题训练

20 综合训练 校测真题与模拟题综合训练

2026 届数学竞赛课程目录

课次 专题 课程内容

1 平面几何 平面几何综合专题

2
函数

函数综合专题（一）

3 函数综合专题（二）

4
初等数论

初等数论（一）

5 初等数论（二）

6

综合练习

著名不等式及其应用

7 二试不等式证明方法与技巧

8 几何不等式选讲

9 复数综合题

10 向量与几何

2026 届物理竞赛课程目录



课次 专题 课程内容

1
运动学与

动力学
运动学与动力学综合

2
电磁学

静电学综合与静磁学综合

3 电磁感应综合与交流电综合

4

热力学

分子系统的运动和力；分子动能和势能

5
理想气体模型；状态参量；实验定律；状态方程；

分压定律

6 热力学定律综合与热学综合

7 固体液体气体综合问题

8

近代物理

光学综合

9 原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综合训练

10 热学；光学；原子物理；相对论

2026 届化学竞赛课程目录

课次 专题 课程内容

1
结构

结构综合练习

2 晶体综合、晶体场理论与配合物初步

3

无机化学

化学热力学、反应速率与限度

4 电化学综合

5
平衡常数的应用、气体与滴定、酸碱突变及缓

冲溶液相关计算

6
元素化学

非金属元素总览

7 金属元素总览

8

有机化学

烃类相关性质及反应

9 苯、醇、酚、醛、酮的相关性质及反应

10
羧酸及其衍生物、杂环化合物的相关性质及反

应



2025 届数学强基培优课程目录

课次 专题 课程纲要

1

导数（一）

导数题目的命题逻辑

2 切线问题

3 构造函数问题

4

导数（二）

特殊模型

5 函数零点问题

6 高等数学视角下的导数问题

7 导数综合训练
利用高考难题和强基真题进行本部分专题练

习

8

解析几何（一）

解析几何题目的命题逻辑

9 直线系和曲线系

10 解析几何中的常用结论

11

解析几何（二）

参数方程

12 极坐标

13 解析几何中的经典方法

14 解析几何综合训练
利用高考难题和强基真题进行本部分专题练

习

15

数列（一）

递推数列

16 数列求和

17 数列与不等式

18

数列（二）

数列和数论相结合问题

19 数列极限

20 周期数列等

21

不等式（一）

不等式的求解和证明

22 广义均值不等式

23 柯西不等式

24 权方和不等式

25

不等式（二）

排序不等式

26 琴生不等式

27 不等式综合

28 数列不等式综合训练
利用高考难题和强基真题进行本部分专题练

习



2025 届物理强基培优课程目录

课次 专题 课程纲要

1 基础运动
伽利略速度加速度变换、相对运动、物系交

叉、物系接触、线轴模型

2 曲线运动与自然坐

标

平抛、斜抛的射程，运动方程，轨迹方程

3 法向加速度，曲率半径的求法，滑落问题

4
平衡与静力学分析

摩擦角，多点摩擦平衡，球柱堆放

5 物体的一般平衡，力平衡与力矩平衡

6
动量能量综合

功能转化，变力做功

7 变质量问题，冲量计算

8
碰撞问题

质心系和资用能

9 完全弹性碰撞的对称性

10

静电场基本定理

静电场高斯定理，环路定理，叠加原理

11 静电平衡，静电场唯一性定理，电像法

12 带电平行板电容器

13 静电能求静电力

14

静磁场基本定理

安培定律，毕奥萨法尔定律

15 磁场高斯定律

16 带电粒子在磁场中的运动

17 带电粒子在复合场中的运动

18 霍尔效应

19 动生感应电动势，发电机

20 感生感应电动势，加速器，涡旋电场



2025 届化学强基培优课程目录

课次 专题 课程纲要

1 原子结构 原子轨道，杂化轨道的深入，VSEPR的深入学习

分子性质 相关化学键及离域大π键补充，氢键等分子间作用力

3 晶体性质 晶胞相关概念，晶胞计算

4
非金属元素串讲

（一)
卤族元素、氧族元素、氮族元素相关计算、概念

5
非金属元素串讲

（二）
相关元素实验制备、性质检验

6 金属元素串讲（一） 碱金属、碱土金属、铁等元素计算

7 金属元素串讲（二） 相关元素实验，性质检验

8 弱电解质电离 弱酸、弱碱相关弱电解质计算

9 滴定 酸碱中和滴定，氧化还原滴定的实验及计算

10 盐类水解 盐类水解、水溶液中的离子平衡

11 难溶电解质 难溶电解质的相关计算

12 电化学综合 原电池、电解池相关计算和方程式书写

13 热化学综合 热化学实验

14 探究型实验 探究性实验解题步骤

15 工业流程解题思路 工业流程相关解题技巧



2025 届语文强基培优课程目录

课次 专题 课程纲要

1

文言文（论述）

哲理散文

2 政论散文（重点）

3 夹叙夹议（重点）

4

阅读理解（文学）

文字赏析型题目

5 段落结构作用型题目

6 象征意涵型题目

7

阅读理解（议论）

应用型文本·选择

8 应用型文本·归纳

9 应用型文本·分析与论述

10

文化常识（中古）

礼乐法度知识

11 经史典籍概览

12 重要文学成就

13

中国古代文学

先秦诸子散文·汉赋

14 唐宋文化气象

15 明清戏曲与小说

2025 届英语强基培优课程目录

课次 专题 课程刚要

1

阅读理解

词义猜测题目训练

2 细节理解题目训练

3 推理判断题目训练

4 主旨大意题目训练

5

应用文写作

有效审题“六要素”

6 应用文布局谋篇

7 文章首尾-体现语言交际感

8 准确达意的语言表达,合理的句式变化

9 表达逻辑-行文连贯,衔接自然

2025 届强基面试能力提升课程目录



课次 专题 课程内容

1

面试常识

强基面试的特点、流程与评价方式

2 强基面试中的要点和雷区（1）

3 强基面试中的要点和雷区（2）

4

答题技巧

分类型题目答题和备考策略（1）

5 分类型题目答题和备考策略（2）

6 分类型题目答题和备考策略（3）

7

知识积累

专业素养考核要点剖析与备考策略

8 时事热点素材积累与讨论（1）

9 时事热点素材积累与讨论（2）

10 模拟训练 强基面试模拟训练与冲刺备考

2025 届专业认知及研究性学习平台课程目录

科目 专业数量 课程数量 课时总数 课程内容

专业认知

及研究性

学习指导

不少于 35 不少于 150 不少于 250

大学专业知识解读、

基本科研方法培养、

研究性学习课题指导

2.2 技术要求

设 备

名称

序

号

功 能

模块
参数内容 数量

定西

市竞

赛强

基培

优课

程及

培训

1
总体

要求

(1)要求无需本地部署，学生可以在学校的统一

组织下进行在线学习。

(2)支持平台上百人并发情况下稳定上课。

(3)支持多终端使用，如电脑、平板、手机等终

端。

1宗



项目

2

学科

授课

系统

功能

要求

(1)课前预习：课前下发预习资料，系统要支持

文字材料、视频微课等，以满足各学校在线浏览

学习。

(2)观看课程：各学校可以在系统中下载课程讲

义，并在线观看课程。

(3)课后复习：课后可限时观看课程回放视频，

支持倍速播放、多端登录和无限次观看。

(4)答疑交流：系统支持群组内文字交流，群组

内的老师可以在交流群中反馈学生的问题、并由

课程主讲老师进行解答。

(5)作业反馈：系统支持老师将学生的作业完成

情况拍照或以附件的形式上传系统，由主讲老师

在系统中查收并批改反馈。

3

课 后

巩 固

复 习

要 求

(1)各学校可在课程结束后对老师补充上传的资

料进行下载。

(2)应在课程结束后为学生提供各科目知识点的

课程视频，进行重点难点的反复观看，以及多次

学习，加强对课程的消化理解。

(3)应在学期中的学习阶段组织统一调研，了解

各年级学习情况后，并针对性调整后续课程内并

针对优生进行个性化指导。

(4)应支持主讲老师和各校教师在课余时间进行

互动交流，方便主讲老师提前了解学生对知识点

的掌握情况，便于在课堂中对于重难点重点讲

解，进而提高讲课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