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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考试全国统一命题的第一年。记者就考生所考科目和关心

的问题，分别采访了河南农业大学有关专业老师。 夏百根老

师谈《有机化学》 以《大纲》为准进行复习。从2008年考试

《大纲》看，与1995年教育部在原浙江农业大学召开的全国

农业院校有机化学教学研讨会上制定的教学大纲基本一致，

但有个别延伸，延伸部分要复习到。重视基础知识、基本理

论的掌握。理科都是相通的，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掌握了基

础知识、基本理论就能够做到以不变应万变，灵活应用，即

使是没见过的题，也能利用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得出结论。

不要急于做题，首先要认真理解、吃透教材内容。只有在真

正理解、吃透教材内容的基础上，才能顺利做题，否则，就

是事倍功半。常常会出现即使是同一类型的题，这个题会做

，换个题就不会做的现象。不要就事论事，要注意相互联系

，把知识系统化，做起题来才能应变。注意总结归纳。复习

到一定程度，在掌握基本知识的基础上，要进行归类复习。

复习到鉴别题时，要把各章、各类化合物的鉴别方法进行总

结、归纳，这样才能系统、全面地掌握各类化合物的鉴别。

对于基本概念一定要在理解的基础上掌握，才能正确答题。 

胡晓娟老师谈《普通化学》与《分析化学》 农科化学要全面

复习，熟练掌握基本概念、基本理论，提高综合分析问题的

能力。 从《大纲》看，《普通化学》部分与往年的差距并不

大，但今年增加了分析化学部分。以前农科化学考研试卷，



考分析化学的院校不多，例如河南农业大学就不考分析部分

。所以，分析部分是今年的薄弱环节，分析化学中沉淀滴定

法、电势分析法等在教学中讲得很少，给考生备考带来了一

定难度。正是如此，考生一定要在加强分析化学的同时，不

能丢掉普通化学和有机化学的复习。 考试答题时，要注意分

步骤写清楚，特别要注意计算公式中的单位换算。注重综合

分析能力。有些题是综合了普化、分析和有机三部分。复习

时要考虑理论和实践结合化学实验，特别是在农业方面的具

体应用。 刘华山老师谈《植物生理学》 《植物生理学》是研

究植物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了解它的功能及其调控代谢，

便于提高植物生命力。在考试科目中植物生理学的命题立足

于本科教学的基础核心内容，是进入研究生学习必备的基本

理论、专业基础知识及动手的能力。 植物生理学备考应该注

意：按照植物生理学《大纲》的范围，认真全面地学习植物

生理学教材，系统学习、理解，灵活应用，融会贯通，达到

深入理解植物生理学的内容，充分认识植物生命活动的基本

规律；掌握基本概念及基础理论。如：光合产物运出叶绿体

的主要物质形式，这样命题就属于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的内

容。能够运用植物生理学的基本理论，综合分析、判断、解

决有关理论和实际问题。如：果实成熟时有哪些生理生化变

化，论述光对植物生长发育的影响。这种类型题要考查学生

综合分析利用有关理论解释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掌握实验原

理与方法，如：设计一个实验证明赤霉素具有诱导大麦种子

产生α-淀粉酶的作用。这主要考查学生的推测思维及动手能

力。考生要全面系统学习，加强理解能力的培养，充满自信

心，认真思考，综合分析，提高答题的准确性是取得好成绩



的保证。 刘卫群老师谈《生物化学》 《生物化学》的考查目

标主要为两个方面，一是生物化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及发展简

史，理解和掌握生物化学有关的基本概念、理论以及实验原

理；二是能够运用辩证的观点正确认识生命现象的生物化学

本质和规律，具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考查目标

和试卷题型结构分析，更注重利用所学基本知识点和基本概

念对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同时考查学生对实验技术

原理的掌握和实验设计的能力。从考查范围来看，除了代谢

调控一章不在考查范围之内外，对生物膜一章的考查，增加

了膜上受体介导的细胞信号传导部分。建议考生先看一本简

明教材，把一些基本的概念和知识点掌握好，注意知识点之

间的相互关联，然后总结、归纳相关内容，将所学的相对凌

乱的知识贯穿应用，去解释一个生物化学现象。这不但有利

于记忆知识点，也有助于锻炼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 过去我

省很多涉农专业在考研时基本不考《生物化学》，在植物生

产类专业中《生物化学》的教学学时相对较少，很多内容没

有讲授或跳跃性地讲授，明年的考生考《生物化学》确实存

在一定的难度。 叶耀军老师谈农科统考《数学》 农科《数学

》统考以后，由于各地农业院校教学内容和水平层次不同，

整体难度可能有所下降，但考查的知识点会更加灵活多样，

考生复习时应以中国农业大学历届考研所指定的教材和考试

模式为准。 农科统考《数学》内容有三部分：《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所占分值比例约

占整个试卷的56%、22%、22%。农科统考的《数学》内容要

求的较少，难度也稍低，应更注重基本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复习中要注重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的掌握。 根



据2008年农科统考《数学》考点分析，《高等数学》的考查

内容绝大部分是《微积分》，而且这方面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一个难点，复习时无疑要格外重视这方

面的内容，需要多做些习题来学习巩固。 《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本身就是研究试验设计和数据统计中的问题的，统考要

求掌握的是非常基础的内容，研究明白不仅可以考得高分，

还为以后试验打下了基础。 在第一次的全面复习中，要扎扎

实实地把《大纲》要求的每个知识点都过一遍，查缺补漏。

在研读教材时要重视习题，不要求每个概念都背下来，但一

定要熟悉它是如何反映在题目中的。另外，农学统考中的知

识点都是数学中比较基本的，难度也不会很高，所以不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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