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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8F_A1_E7_BB_BC_E5_c73_382433.htm 考研成绩里，我数

学成绩也还可以，140分。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想借此机

会就考研数学谈谈我的想法，希望对师弟师妹有所帮助。考

研数学主要考查：基本概念、运算能力、综合分析的思维方

法。 先讲基本概念。 在接触辅导书之前最好先过一遍教材，

以便大致有个了解，最好结合考纲，这样有针对性。同济版

《高等数学》大家应该都有，看教材时，所有定理的证明都

可以跳过，比如第一章极限，看上去就让人头晕的“εδ”

语言是数学系的同仁作的工作，不用管它，你只需要看到一

个初等函数后会用“代入法”求其在某一点的极限就可以了

，书上有很多东西写得很详细，看的时候要抓主要矛盾，有

所取舍，具体说起来就是着重考纲中要求为“理解”和“掌

握”的部分。但因为了解过程也有助于记忆结论，所以如果

时间允许，也可以大致了解一下重要定理的证明思路。不管

看不看过程，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记得公式和定理。不同

于高考，考研数学要求记忆的知识点非常多，所以必须要像

学习英语单词那样时常回忆，加深印象。 记得知识点以后要

做什么？自然是用于解题。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

问题，那就是定理和公式成立的条件，还是拿上面这个例子

来说，函数能够代入某点的取值来求极限的条件是什么？那

就是这个函数是连续函数，虽然说我们碰到的大部分函数都

是连续的，但最好还是不要想当然。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而且就我个人的经验以及和以前一起复习的同学交流的情况



来看，很多人容易忽视这个环节。连续函数的若干性质，如

最大值最小值定理、零点定理等，都是指的闭区间上连续函

数的性质；中值定理那一章节里，很多定理成立的条件都是

所给函数在闭区间上连续、开区间上可导；应用得非常多的

格林公式和高斯公式成立的条件是对应的闭合曲线或闭合曲

面所包围的区域内不含奇点，在所求积分区域不闭合时要用

补线或补面的方法，当有奇点时要想办法把单连通区域转化

成多连通区域，使得对应的多连通区域不含奇点后才能应用

相应的定理。强烈建议大家在复习过程中自己多总结，总的

来说，记得知识点不是难事，但是一定要注意同时把某一知

识点对应的适用条件也掌握好！只有同时把这两方面把握住

了，概念这一块才算过关，才算打好了基础。 接下来谈谈运

算能力。 这里所说的运算能力包括速度和准确率两个方面，

多数人一定有这样的感受：一张数学卷子发下来，题目都会

做，都有思路，但是一做起来就漏洞百出，总有地方出错，

结果时间自然不够。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自己平时从来不练，

看到一道题，先想思路，如果方法上没有什么障碍的话就认

为不会有问题了，其实事实上如果真的动手去做很可能发现

并非想象那么简单。我的建议是：书后习题不用全做，因为

拿高数书来说，每章后边的习题都是分大题小题的，一道大

题可能有若干小题，那么这些小题基本算上同一类的，有选

择性的做就可以了，注意把不同类型的题目都涉及到就差不

多了，然后是李永乐或者其它复习参考书后的习题。下面总

结了一些我个人觉得比较重要的运算方面的内容：求极限、

求导数、求高阶导数、求不定积分、求向量的点积和叉积、

复合函数求导的链式法则、行列式或矩阵的初等变换、矩阵



的乘法，基本上就这些吧，一定要练到熟得不能再熟，基本

不出错的地步。运算速度到后期显得比较重要，因为冲刺阶

段都是要整张卷子的做，这时不仅要分配好各部分题目的时

间，而且要确保能在预计的时间里完成相应的任务，否则会

对个人的情绪产生影响，考研数学九道大题，至少应该留两

个小时来做，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的时间分配是：选填题45分

钟，解答题2小时。 最后是综合分析的思维方法。 由于考研

数学的知识点涉及面很广，而一张卷子能考查的覆盖面是有

限的，那很自然会在综合要求上有所提高，试想一道仅涉及

求导数的题目和一道把求导、极值和空间解析几何结合起来

的题目哪个更容易作为考题？举个例子，陈文灯的临考演习

里有一道题目是在椭球面上找一点，使过该点的切面与三坐

标面所夹的几何体体积最大，这就是一道很好的综合题目。 

还有一些数学上的思想方法：分类讨论、数形结合、微元分

析等。因为高等数学里面函数的地位是很重的，所以很有必

要熟悉一些常用函数的性态，在涉及到此的时候最好能数形

结合，便于分析，而且不要仅限于直角坐标的，极坐标下某

些曲线的图形也应该掌握，比如星形线、对数螺线等，如果

把对象扩大到空间坐标系，那还有各种旋转面、柱面、锥面

等，要会写它们的柱坐标或者球坐标方程，这在求重积分的

时候是重要的解题手段。在涉及到利用对称性时，数形结合

有助于分析。至于分类讨论，线性代数用得比较多，尤其是

在涉及线性方程组的题目时，对于未知参数常常需讨论取值

。微元分析可谓是大学数学里最重要的思维方法了，不仅数

学要用到，很多后续课程都要用到，具体的思路大家可以参

考定积分的应用部分，书上也有很多具体例子，就不详细解



释了，因为它实在是太有用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必须熟练掌

握。 还有一些数学上的思想方法：分类讨论、数形结合、微

元分析等。因为高等数学里面函数的地位是很重的，所以很

有必要熟悉一些常用函数的性态，在涉及到此的时候最好能

数形结合，便于分析，而且不要仅限于直角坐标的，极坐标

下某些曲线的图形也应该掌握，比如星形线、对数螺线等，

如果把对象扩大到空间坐标系，那还有各种旋转面、柱面、

锥面等，要会写它们的柱坐标或者球坐标方程，这在求重积

分的时候是重要的解题手段。在涉及到利用对称性时，数形

结合有助于分析。至于分类讨论，线性代数用得比较多，尤

其是在涉及线性方程组的题目时，对于未知参数常常需讨论

取值。微元分析可谓是大学数学里最重要的思维方法了，不

仅数学要用到，很多后续课程都要用到，具体的思路大家可

以参考定积分的应用部分，书上也有很多具体例子，就不详

细解释了，因为它实在是太有用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必须熟

练掌握。考研里的应用题就是一个从实际问题到数学模型的

建模过程，然后再对这个数学模型求解，那么如何建立？一

般就都是用微元法分析了，比如求面积、体积、弧长、变力

作功、流量等等等等，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相通的。有时还会

结合极值问题，分一元函数和多元函数的极值两部分，多元

函数有有条件极值和非条件极值。 剩下就是一些易混淆点了

，比如在单变量函数时，可导必能推出连续并且可导和可微

等价，但在多变量函数时就算偏导数都存在也不一定可微，

条件加强为偏导数连续。线性代数里面的几个概念，等价（

与相抵说法同）、相似、合同之间相互有无关系？比如等价

是否一定相似，相似是否一定合同，反过来呢？这些一定要



搞清楚，不能一知半解。我说过最好要掌握原理，而不需要

强记，个人觉得这两者是结合起来的吧，能掌握原理的就掌

握原理，实在不能在短时间内掌握再强记。前边提到了公式

和定理，其实基本概念里还有一个内容：定义。我学习的过

程中就是把定义作为掌握原理的出发点的，拿上面的例子来

说，何谓等价？何谓相似？何谓合同？把这些说法用数学语

言严格的表示出来就是定义，然后再分析相互之间有甚联系

。考研数学中会出现一些考察说法的选择题，这类题就是专

捡那些易混淆部分来考的，无孔不入，大家可以翻翻历年真

题看看。 最后我还要说一下心理因素。心理因素看起来是个

软因素，其实在整个复习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小到影响

你的记忆力，理解力，复习效率，大到影响你考研的信心和

决心，万万不能忽视。 要保持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注意劳

逸结合，既要保持适度紧张，也要适当放松心情。烦恼烦琐

，烦杂的与考研无关的事要暂时搁下，更不要去自寻烦恼。 

不过心理这个东西也是见仁见智，我想我们多想象一些美好

的事情，比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等，都会让我们心情舒

畅。 最后祝大家08考研战场上一路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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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