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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数学考试是为招收工学、经济学、管理学

硕士研究生而实施的具有选拔性质的水平考试。根据不同学

科不同专业对数学知识的要求，将数学考试分为四类，并制

定相应的考试大纲。大纲是教育部颁布的法规性文件，是命

题工作和考生复习的唯一依据。每一位考生在做考前准备时

，务必要认真阅读大纲，根据大纲编写的样卷，明确自己报

考的专业应参加的数学考试类别，并全面了解考试的范围、

题型和难度，以增加复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全国硕士研究

生入学统一考试数学考试(经济类)主要分数学三和数学四两

类考试，全国统一命题经过20多年调整、完善，其内容、题

型结构、难易度的把握，以及命题的风格已经具有相当的稳

定性、连续性、可信性，比较好地体现了大纲的要求。根

据2004年调整后的考试大纲，试卷总分为150分，其中微积

分74分，选择填空占32分，尤其是选择题比重比以前有较大

的增加；线性代数和概率论各占38分，选择和填空题比重与

以前比较变化不大。命题从布局上看，覆盖面宽，几乎所有

重点章节均有涉及，各个知识点分布合理。从难易度上讲，

试题主要以考查数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

本能力为主，尤其是它们的延伸、扩展、转换、综合和应用

。从发展趋势看，这种命题特点将持续，难度将会向下调整

，计算技巧性过强的题将逐渐减少，而且绝不会出现超纲题

、偏题、怪题，但由于选择题比重增加，题量有所增加，时



间越来越紧。因此，在复习时，不要听信谣传，不要迷信押

题，不要偏科，不要忽视基本功而去啃偏题、明显超纲题和

计算量繁杂的题，相反，应该强调的是要整体把握好大纲各

知识点，这些知识点是前后之间有逻辑联系的网络，网络的

结点就是考点和重点；在做一个题目时，不要满足于会做，

更不要只满足于做对答案，而是需要研究题目考查的是什么

知识点，它所代表的题型特点，可能犯的概念性、逻辑性的

错误，以及对这类题型用什么方法应对才是最快捷的，并举

一反三；要有时间意识，要有扎扎实实的学风，要在点点滴

滴的积累中提高自己。 如何看待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数学统

一命题的难与易?在与考生接触中，许多考生都认为考研数学

难，似乎信心不足。其原因是历年来考研数学及格率偏低，

当然这其中也有思想认识上的盲目性。应该承认研究生入学

考试与大学数学课程的考试不同，考研试题与教科书上的习

题的不同点在于，前者是在对基本概念、基本定理、基本方

法充分理解基础上的综合应用，有较大的灵活性，往往一个

命题覆盖多个内容，涉及概念、直观背景、推理和计算。许

多考生往往难以适应，其突出感觉是没有思路，这种难度是

客观实在的，也正是考生考前准备应解决的突破口。另一方

面，由于考研人数迅速增加等因素，整体数学水平有所下降

。加之考研是选拔性的考试，及格线高低并不重要，因此考

试分数不高也属正常情况。有些考生听说考研数学难，就不

加分析地一味地钻难题、偏题、怪题，而个别考研辅导书为

了迎合这些考生的心理，不恰当地选用超纲题，或增添一些

大纲要求之外的方法技巧，也起到了误导作用。其结果是，

一些考生不去仔细分析考纲，忽略系统复习，知识掌握得不



完整，基本概念理解得不透，基本功不扎实，转换能力差，

甚至比较常规的题也常常出现低级错误，该得分的不得分，

很多教训是深刻的。如果对考试的难与易问题有一个理性认

识，任何一个考生，即使基础较差，只要复习方法得当，塌

实努力，难和易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历年来都有不少实现这

种转换的成功之士。每个考生都要有必胜的信心，保持一个

良好的心态，这是考前复习成功的前提。如何实现转换?首先

还是要强调抓住基础，要重视和加强对基本概念、基本定理

和基本方法的复习和理解，并要熟悉常见考点的题型和解题

思路。虽然仅靠此得不到高分，但这是取得好成绩的基础和

前提。历年都有相当数量的考生考后实际成绩大大低于自我

估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基本功不扎实，这也直接影响到

能否“上线”。其次，要加强综合解题能力的训练，力求在

解题思路上有所突破，具体来说就是要抓住能够集中体现和

综合各知识点的若干考点，进行重点突破。考虑到数学学科

的特点，要求考生自己琢磨出来所有考点并给出相关的解题

思路是十分困难的。这方面的问题通常可以通过求教有经验

的老师，参加有较好信誉的辅导班，或者阅读有关的辅导书

来解决。必须强调的是，辅导班或辅导书只是学习的一种手

段，最终解决问题还要自己动手动脑。要充分利用一切学习

机会，力求对常见的考题类型、题型、思路、特点有一个系

统的把握，并在此基础上自己动手做一定数量的综合性练习

题，温故而知新，不断巩固扩大学习的成果。我们相信，每

位考生只要认真地了解考研数学的内容、要求及命题的特点

、重点，理性地分析问题和不足，制定一个有针对性、分阶

段、讲效率、系统的复习计划，并扎扎实实地去执行，就一



定能得到预期的效果。 如何科学安排数学考试的考前复习，

有什么好的建议?首先应该明确，数学解题能力和应试能力的

提高，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切忌搞突击

，既不要先松后紧，也不要前紧后松。对基础稍差的考生，

复习时应当首先在适当的基础上对考试必备的基础知识进行

系统的复习，目标是熟悉涉及考试的基本概念、基本定理和

基本运算；然后再通过阅读辅导材料或参加辅导班，对考研

的试题类型、特点、思路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将微积分、

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三门课程的内容，“由厚看薄

”，最终归纳为若干考点，提纲挈领，重点突破，然后再“

由薄到厚”，做一定数量的习题进行练习，练习时不必追求

答案的完整，也不必做重复的繁杂的计算，以便腾出更多时

间分析题型和应对方法。这段时间应该是应考准备的关键阶

段，时间可以适当长一些，目标是明确研究生考试考什么及

如何应对的问题，也即有意识地重点解决解题思路问题，基

本做到拿到试题后能立即作出反应，找到针对性强的有效的

求解方法。在临考前的最后冲刺阶段，主要是对考点再作最

后梳理，熟记公式，要系统、完整、规范、限量限时、认认

真真地做若干套模拟试卷，进行实战训练，在3个小时内要完

成一份试卷，包括如何审题，如何安排答题顺序，如何严格

、规范、准确、有层次地写出答案。这一阶段的目标是自测

复习成果，并针对薄弱环节再做一次努力，以调整心态，提

高实战能力，争取使自己的实际水平和能力能够再上一个台

阶。 最后对考生选购考研辅导书时注意几个要点。我们认为

，一本好的考研辅导书，首先是全书的内容、题型和难度，

要符合考研大纲的要求；其次应该从整体上把握住研究生入



学考试的难点、重点和趋势，并给出清晰准确的表述和归纳

；同时还应该有足够数量的经过精心挑选的例题和练习题，

有针对性地指出、说明各类别的考研数学应该理解和熟练掌

握的考点、知识点和思路，并总结历届考生在考试中易犯的

错误，指点迷津，避免不必要的失分。 在此我们对如何使用

好辅导书提出几点建议：一是使用辅导书前，最好已经系统

学完经济管理类各专业大学数学的全部课程。如果有部分内

容未曾学过，应该在复习的第一阶段补习，如果已学过但属

学习不够扎实的，可以重点补习，也可以在阅读、解题中遇

到问题时，有针对性地查阅课本相关章节的知识。不必将大

学课本从头到尾再看一遍，这样做既费时又效果不佳。二是

在学习每章时，希望大家认真阅读，弄清本章有几个考点和

知识点，及其题型特点、注意点和解题思路，以纲带目，以

点带面，统领本章的复习。三是做练习题时应该尽可能独立

完成，要多思考，多归纳，多用几种方法对照比较，不能满

足于会做和做对答案，时间和效率才是关键。四是根据历届

考生使用本书的成功经验。考生如果同时看几本辅导书，不

仅经济代价高，而且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所谓“吃透”，是

指要将书至少认认真真看两遍，包括做题，第一遍至多算了

解，第二遍则可以温故而知新，上升到理性认识层面，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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