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大社资深主编曹显兵等点评07考研数学真题 PDF转换可能

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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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4_A7_E7_A4_BE_E8_c73_114444.htm 主持人：2007年研究

生入学考试的大幕已经落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一

考网特别邀请黄先开老师和曹显兵老师为广大网友详细点

评2007年考研数学真题和答案。欢迎两位老师。 主持人：首

先请黄老师和曹老师点评一下和曹老师点评一下对07年数学

考题的整体印象。 黄老师：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

和大家来交流一下我们今年考研数学的一些相关的情况，我

先把高等数学这一部分相关内容给大家做一个整体印象的介

绍，然后再请曹老师对我们今年的线性代数和概率统计的相

关内容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今年考试完了以后，实际上我们

接触到了很多同学，包括我们在网上的同学。很多网友对整

个今年试题的整体印象是分两个极端的，一部分同学感觉今

年的试题很难，甚至是有史以来最难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

分同学认为我们今年的试题是比较简单的。今年我们考研数

学这一块题到底是难还是不难，其实难和不难我认为是相对

的，对高等数学的这一部分内容来看，我自己的判断应该比

去年应该是难一些，特别是在选择题的部分，应该说我们今

年选择题高等数学这一部分的这几个题我认为出的还是比较

有水平的。那么作为我们考研数学这一块，他为什么要这样

出题呢？其实作为整个我们数学这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平常

授课的时候也好、再辅导书里也谈到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

就是要考察大家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掌握情

况，那另一方面作为我们这种选拔性的考试，还希望能够考



察大家灵活去运用知识的能力，我认为我们今年这样一个考

研数学的试题可以说把这样两个方面都比较好的结合起来了

，所以就是说复习的确确实实比较扎实，基本概念、基本理

论、基本方法掌握的非常好，又能够灵活的去运用相关的知

识，那可能我们做起来的时候，感觉这个题不会有多难，但

是如果我们再这样两个方面不是很好的、真正的做到，那有

可能我们在做题的时候确实会感到有一些难度。因此我们各

位网友也好、我们今年考过的同学也好，有这么两个极端的

反映其实我认为也是比较正常的。今年我们的考研数学特别

是高等数学部分总体上看我认为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知

识的覆盖面比较广。可以说考试大纲要求我们掌握的主要知

识点，都在这个试卷里面反映出来了。第二个特点就是计算

量大。跟往年比较，我们今年的不管是选择题还是计算题，

计算量跟往年作比较应该说要大一些。第三方面，试题的灵

活性，特别是几个选择题， 很好地考查了我们灵活应用知识

的能力。以上是我们对今年高等数学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和整

体的印象。我想下面我们先请曹老师来讲一下线性代数和一

些具体问题跟各位网友做一个具体的分析。 曹老师(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考研数学书主编)：大家好，非常高兴我和大家分

享一下我们07年考试的特点。07年考试给我的一个总的印象

应该来说整个试卷的难度比06年有略微的上升，但是对于线

性代数和概率统计部分来说，应该说难度差不多、持平。它

主要考查的是基本概念、重要的概型，可以说是大家比较熟

悉的题型。比方说，独立重复试验、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比方说举。这都是大家在平常复习的时候见的比较多的。但

是有的同学做起来感觉不好，那就是因为计算量比往年要大



一些。但是同学们开始看到题时，感觉比较容易，做完以后

又感觉不是很理想。所以我想，今年的这次考试呢平常复习

比较扎实，能够把每个步骤都做到位，那么做这样的题应该

来说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成绩。当然，在线性代数里面，对这

个秩的考查，对这个线性方程组的考查，对它的特征值它的

特征向量的考查，它是多个知识点综合起来了。如果你只是

对单个知识点熟悉了，那么做起来还不是很顺。正如我们所

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今年的总的线性代数和概率统计难度应

该和去年相当、持平。等会儿我在就一些具体的提问做一些

分析。 主持人：黄老师、曹老师，很多网友对今年的试题有

些争议，现在网上公布的有些答案还是相互矛盾的，请谈谈

你们对这些题目的看法。来源：www.examda.com 黄老师：好

的。刚才我也说了，有几个题今年出得比较灵活一些。所以

，我们在网站上也看到了一些同学对试题有争议，甚至个别

给出的答案差别还比较大。我自己认为在今年的高数里头有

这样几个题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在数学一里面，大家比

较关心的是第2个小题，也就是求渐近线。这个题数学三数学

四也考，当然我们这个数学二也把这个题着重讲一下。对于

这个求渐近线，大家知道我们一般地求这个渐近线，第一步

，是垂直渐近线，作为一个统一的数学式子来表示的函数，

我们这个垂直渐近线，其实就是找这个没有定义点，大家都

比较熟悉。第二步，我们要考虑水平渐近线，在很多教材里

面也谈到，如果有水平渐近线，那么就没有斜渐近线，或者

说我们就不用考虑斜渐近线，可是今年这个题的特点是什么

呢，垂直渐近线，一般来讲，大家都不会有问题，关键是水

平渐近线，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平常学过也好，还是我们



这个辅导书里面也讲到，考虑水平渐近线，首先我们看 X 趋

向于无穷大的时候， 对应的函数极限 是不是还存在，那么如

果不存在，那么是不是就没有水平渐近线了呢？这个时候我

们要区分 x 趋向于负无穷大 x 趋向于正无穷大，来进行讨论

。所以说，今年这个题，灵活性就体现在这里。大家可以发

现，由于指数函数ex 当x趋向于无穷大的时候是一个典型的极

限不存在的情况，平常我们一再强调，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好，马上我要分 x 趋向于负无穷大 x 趋向于正无穷大来讨

论，结果呢， x 趋向于负无穷大的时候，极限是存在的，也

就是说在小于零的这一侧，有水平渐近线，那 x 趋向于正无

穷大的时候，极限是不存在的，那在这一侧，我们还应该讨

论，在这一侧有没有斜渐近线，因此这个题做下来以后，有

一条垂直渐近线，在小于零的这一侧有一条水平渐近线，在

大于零的这一侧，有一条斜渐近线，因此渐近线有三条，也

就是说第四个选择项是我们的正确答案。从这个题也提示我

们，做这种题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平常在复习这种题的时候

，一定要把做题的步骤，做题的思路，遇到什么情况我们应

该怎么去讨论，必须是真正的理解了，搞明白了，否则可能

做这种题会有些困难。 在数学一里面，从这位网友反映的情

况来看，应该说大家争执比较多的是选择题第4小题， 这个

题，我们数学二、三、四也都考到这个题，其实对于这个题

，如果我们对历年试题比较熟悉，可以发现在01年数学一，

考过一道可以说相当类似的题，但是当时这个题，得分率是

相当低的，它涉及到我们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在这个题里

头，实际上告诉我们极限是存在的，然后要我们进行相关的

推理，这种题，在我们辅导书里面，在我们平时授课中，专



门把这种题总结出来了，这就是高等数学中的最典型的所谓

隐含条件，见到这种条件，马上想到我们可以引出什么样的

结论来，有这个基础了，那这个题答案是很明显的，可以找

得到的。我刚才说的已经总结归纳出来了，我们可以很轻松

地把正确答案找到。如果没有这种基础，那么我们也完全可

以用构造反例的方式，来分析和判断，所以在这个题里头，

我认为第一个答案和第二个答案，由于分母的极限为零，分

子是一个连续函数，所以分子的极限一定是存在的，而且肯

定是 零 的，所以第一个和第二个是正确的命题，没有问题。

但这个题要我们找的是不正确的命题。这道题出现争执的是

第三个和第四个，其实，第三个，如果这个极限是存在的，

那么它在这一点的导数值是存在的。第四个，如果说极限是

存在的，在这一点的导数值也是存在零的。那么象这种题，

我们能够通过一个(一点导数不存在的例子在)X的绝对值，你

把它代进去，其实我们也可以轻松的找到第四个实际上是一

个不正确的命题。以上是在高等数学一里面争执比较多的两

个题。在数学二里面，有的同学也提出了一个有争执的问题

，主要就是数学二选择题的第7小题，有的地方是第三个是正

确答案，也有的地方是第四个是正确答案。大家知道，我们

多元函数的微分学里面，对于这个多元函数的极限、连续、

偏导存在、可微，这四个概念里面，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差别

，可以作为一个常识性的知识。这个题，问我们的是，什么

时候这个函数在这个点是可微，那我们有一个书上的定理，

大家知道，那就是，如果在这一点的一阶偏导数，是一个连

续的函数，那它在这点上是可微的，那我们可以发现，第一

个和第二个，仅仅是告诉我们，在这一点是连续，告诉我们



偏导数是存在的，要推出可微，这个是做不到的，所以这两

个大家一般都不会选。问题是三、四两个选项，而之所以有

部分同学认为第四个是正确答案，是因为把第四个的这两个

条件理解成了偏导数在这点是连续的，其实大家仔细看一下

第四个答案就会发现，它的这个极限条件是f’对x求偏导，

右边是X和0，如果右边是X和Y，那就表明这个偏导数在(0

，0)这个点是连续的，但实际上，由于它已经限定了这个 y 

是 0 ，所以不能得出偏导函数在(0,0)这个点是连续的这个结

论。因此第四个也不是 充分条件。而第三个，利用这个条件

，我们可以推导出两个极限偏导数都是等于零的，从而按照

极限微分的定理，可以证明它这个极限微分在这点是存在的

，因此这个是正确答案。还有的涉及线性代数和概率统计的

问题，我们请曹老师做一个介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