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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今年数学的考试基本上结束了，我们很多同学都会有自己

的一些体会。今年填空题和选择题是大家比较容易做的，绝

大部分的题都是答得很好，因为这个题大部分一个是我们讲

过，另外一个，也和原来大家练习的题，还有以前的真题是

相类似的。除了个别几个小题不太好做以外，其余的填空题

和选择题一共16道题目，大家应该说这是64分，答个50分左

右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我们今年的难度主要是从大题这个方

面体现出来，我们在考试之前就提醒大家有两点，第一个，

前面的填空题和选择题时间要控制在40分钟到45分钟之间，

这样的话留下主要的时间做后面的大题，我们很多同学也确

实是这样做的，把一些前面的小题比较困难的就放一放，然

后集中精力做后面的大题，这样做就能保证我们后面的大题

有充分的时间来考虑。今年后面的大题是我们今年数学四题

主要难点集中的地方，我们在考试之前冲刺还有点题的时候

我反复和同学强调，今年的数学四题题目的难度不是很高，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数学一二三四的考试题，这些考试题都

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些题型，但是题目做起来并不顺手，很多

同学有这样切身的体会，就是前面思路很简单，公式也都很

容易，甚至我们说的一些变化的题干脆老师就没有出，出的

都是我们在复习的过程中反复给大家练的一些基本的题型。

这样的话大家做起来就往往是中间转折的地方会有一些困难

，数学一二三四基本上都处于这样一个状态，这样的话，我



们觉得今年数学的分数线不会太低，但是要比去年有所降低

，因为每道大题如果大家答得都不完整，中间转折的地方，

或者说拐弯的地方做不下去，这样的话势必要影响到我们的

成绩，所以从题目来看，我们07年的数学四题要比06年还要

简单。但是从做题的过程来看，它要比前几年的，就是05

、06年都要难，这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总体的印象。 铁军：我

们很多同学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把考研进行到底，很多同

学想静下心来休息一下，大部分同学还很关心自己的成绩，

想看一看答题的思路，还有结果是否正确。我们把大题，主

要把数学一二三四的大题和大家共同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看

今年的四题和前两年数学的四题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后

面的大题，前面的小题也如此。前面选择题的五道小题基本

上数学一二三四差不多是类似的，后面的大题也有两、三道

大题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复习的时候就要提醒大家，像我

们领航在最近几年反复的安排课程这个过程中做的这样，就

是文科和理科要在放在一起复习，因为我们这几年是数学一

二三四理工类很多大题都是一样的，所有要求理工类难度率

降低，经济类难度升高，从考试的试题来说也确实如此，因

此下一届准备继续考研的同学，应该文科和理科在一起上课

应该比较好。 来源：考试大 我们看数学一的17题，是求一个

二元函数在一个半圆内它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这样的题我们

前两年出过，出过类似的问题，它的做法也基本上是一样的

，首先要求这个二元函数在一个有解蔽区域内它的最大和最

小值，我们先求在这个有借地区这个半圆里边，也就是半圆

的内部它的极子点，或者说求得它可能取得极子的点，对于

我们这题就是求它的可能极子助点，所以第一步就是求偏导



数，令偏导数等于零，我们得到的助点就是三个，一个是坐

标圆点，还有一个就是正负更号二一这两个点。这一共是三

个助点，可以求二元函数的三个值，算完以后再求二元函数

在圆周的边界线，这个半圆的边界线可能取得极子的点，边

界有这么两个，一个是A的平方加Y方等于4，这是圆的方程

，这是一个边界。另外一个边界就是Y等于零，这也是一个边

界，就是X轴，我们就希望用拉布朗日求数法，第一个求这

个二元函数在A的平方加Y方等于4，且Y大于这个条件下，或

者Y大于等于零也行它可能的极子点。另外一个就是条件极子

，求二元函数，在X轴上这个条件极子，设了两个拉布朗日

函数，这个题基本上是白给分，它是比较基本的。 来源：考

试大 18题首先要添加一个平面，XOY做表面，也就是Z等于

零，取上策还是下策，我们说都可以。大家要算三重积分，

主要的18题难点就是计算三重积分，我们在最后冲刺题的时

候给大家讲三重积分的计算，事实上我只给大家列了一种，

就是计算三重积分的时候有两种做法，一种就是先二后一的

做法，还有一种叫先一后二的方法，我们练的主要是先二后

一，18题恰好就是先二后一的方法，我们也叫切片法。如果

用切片法来算这个题就很简单，如果用穿针法这个题就很难

做，主要的困难就集中在这个地方，最后的结果，刚才用三

分钟的时间大概算了一下，也没验证，大家可以看一看是不

是三分之π。 然后看数学一的大题19题，这是中值定理，我

们19题甚至连辅助函数也不需要大家很复杂的设很多辅助函

数，只要看都会写，但是看这个题的证明过程还有它的已知

条件，很多同学基本上就写了那么一步两步，中间做不下去

了。大概的思路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的已知条件说在两个函



数F和G有二节保数，并且存在相等的最大值，很多同学对于

这个相等的最大值处理的不好，相等的最大值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K区间AB内存在一点C，我们做题肯定要用到罗尔的

理论，怎么来分析呢？首先我们设这样的一个辅助函数，

令F(X)等于小f(X)减去G(X)，这就是我们讲的最简单的设辅

助函数的做法，然后把区间端点A带到F(X)里面去，F(A)等于

零，F(B)也等于零，接下来就设C和D是这两个函数，F(X)

和G(X)在K区间里B内的最大值点。这样我们就设最大值为M

，分成两种情况进行讨论，第一种情况，当这两个函数的最

大值点，C等于D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知道C和D就是同一个

点，F，我刚才设的辅助函数等于f(X)减去G(X)，对于这个辅

助函数把这个相同的最大值点C带进去，F(C)就等于零，这

样就有三个点的函数值相等，F(A)等于零，F(d)等于零，还

有F(c)等于零，这样我们就知道用两次罗尔定理结论成立。

这是一种情况。 来源：考试大 第二种情况，当这两个函

数f(X)和g(X)它的最大值点C和D不相等的时候，这个时候怎

么做呢？我们这样来处理，计算F(c)这个c就是小F(X)的最大

点，F(c)带进去算一算大于等于零，大家可以看一看，我设

零点为ET，这样就有F(a)等于零，大F(b)等于零，又有三个函

数值相等，再用两次罗尔定理，大家感到困难的就是设辅助

函数没有问题，主要就是把已知条件中存在相等的最大值和

最大值扁有机的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很多同学做不好，所以

很多同学这个题没有做完整，但是我们看它只是做题不顺手

，并不是很难，因为我们在点题班冲刺的时候和大家讲，这

些证明题都是短小精悍的题，你只要把已知条件表述出来，

然后推导一下，基本上就出来了，但是我们很多同学还是没



有把已知条件完整的写出来，然后就想直接分析去做，结果

没有做好。 我们再看数学一的第二十道大题，这个题计算量

很大，我们说第一问，他要推导幂级数的系数，这个第一步

很多同学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应该能推出来，而且有的同学

我相信一定做得也不错，因为这个就是把已知方程利用幂级

数逐项求导的性质带到方程里去，这个系数怎么比较才能把

第一问这个系数写出来，就是要把下标N都变成N等于零，因

为我们求导以后求幂级数逐向求导，如果我们把下标全都变

成N等于零，第一问基本上就推出来了。 20题难就难在第二

问，很多同学拿过来第二问就想解，我们看到已知的这个方

程不是我们学过的类型，也就是说它不是二阶常系数的方程

，所以不好解，很多同学还在硬解，我们说这个就不可取，

应该怎么做呢？你肯定做第二问是用第一问的结果来做，我

们在冲刺的时候还给大家讲过即使第一问做不出来，利用第

一问的结果做第二问这个也给分，很多同学应该想到这个问

题。如果我们要做的话应该这样来考虑，用第一问数列AN的

递推公式把数列AN推导出来，就是一项一项推导，写出前面

几项，基本上这个数列AN的通解就出来了，然后把AN带到

原来的幂级数里面去，然后逐项求导，再求和函数。这块就

是一个拐弯的地方，我们很多同学都没有想到，说我应该

用20题第一问的结果把AN这个数列写出来，而是集中精力解

，最后发现解不了，结果发现就吃亏了。 21题这个就简单了

一些，这是线性代数的问题，线性代数这个问题，21题这是

方程组有公共解的问题，这个题很多同学我相信是做得很不

错的，已知的一个方程组与另外一个方程有公共解，这就表

示我把已知方程组和另外一个方程放在一起，就有四个方程



，联立方程组，他们就应该有解。他们要有解的话四个方程

放在一起构成的方程组就是非奇次线性代数组，大家进行初

等行变换就把参数A算出来了，一个应该是1，另外一个是A

等于2，这两个参数我们都带到原来的方程组里边去，这样分

析两种情况，求出公共解，A等于2的时候公共解就是零解

，A等于1的时候公共解就应该有无穷多解，这就是1、0、-1

，这样一个向量再乘以K，这个题是白给分的。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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