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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高等数学，分值约占92%，是主要部分

；第二部分为概率论初步，分值约占8%。 1.高等数学部分的

复习方法。 考生复习高等数学部分时，可遵循以下复习方法

： （1）深刻理解考试大纲要求掌握的内容及相关的考核要

求，将主要知识点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梳理，分析各知识点之

间的内在联系，形成知识网络。 高等数学部分贯穿始终的一

条主线是极限导数积分，其知识网络图如下： 把握住这个知

识网络，即可把握高等数学部分的基本内容。 （2）对复习

内容要分清主次，突出重点，系统复习与重点复习相结合。 

“极限”是高等数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基本概念，无论是导

数，还是定积分、广义积分、曲线的渐近线等概念无不建立

在极限的基础上，极限是研究微积分的重要工具。但极限的

概念与理论只是高等数学的基础知识，并不是复习的重点，

复习的重点是高等数学的核心内容微分学与积分学，特别是

一元函数的微积分，对微分与积分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基本运算和基本应用要多下功夫。 考生应深刻理解高等数学

中的基本概念，特别是导数与微分的定义、原函数与不定积

分的定义、定积分的定义等概念。要熟练掌握基本方法和基

本技能，特别是函数极限的计算，函数的导数与微分的计算

，不定积分与定积分的计算，这是高等数学部分运算与应用

的基础。复习中应当狠抓基本功，从熟记基本公式做起，如

基本初等函数导数公式，不定积分基本公式。要熟练掌握导



数的四则运算法则及复合函数求导法则。要熟练掌握计算不

定积分与定积分的基本方法，特别是凑微分法与分部积分法

。考题中会有相当数量的关于导数与微分、不定积分与定积

分的基本计算题，试题并不难，考生只要达到上述要求，都

能正确解答这些试题。 （3）要高度重视导数与定积分的应

用。 如利用导数讨论函数的性质和曲线形状，利用导数的几

何意义求曲线的切线方程与法线方程，利用函数的单调性证

明不等式，利用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证明等式，利用定积分

的几何应用求平面图形的面积和平面图形绕坐标轴旋转得到

的旋转体的体积，以及二元函数的无条件极值与条件极值等

。 （4）讲究学习方法，追求学习效益。 要加强练习，注意

解题思路和解题技巧的训练，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

性质进行多侧面、多层次、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辨析。如

由导数与微分的概念推广到偏导数与全微分的概念，比较它

们之间的异同，分析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本质区别。只要

把这些关系理清，则可从掌握导数与微分的运算上升到掌握

偏导数与全微分的运算。 2.概率论初步的复习方法。 （1）概

率论的基本理论涉及的知识范围广，联系现实生活紧密，特

别是古典概型部分，以集合论、两个原理、排列与组合等知

识为基础，所以学习概率之前要适当补习排列与组合知识。 

（2）要理解随机现象、随机试验、随机事件等有关概念，理

解并掌握事件的四大关系（包含关系、相关关系、互不相容

关系、对立关系）和三大运算（事件的和、事件的积、事件

的差），会用正确的符号表示事件。会概率的有关计算，突

出古典概型的概率计算，会运用概率的加法公式，以及条件

概率、事件的独立性、概率的乘法公式计算事件的概率。会



求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列，会求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期望与

方差。 3.加强练习，熟悉考题中的各种题型，掌握选择题、

填空题和解答题等不同题型的解题方法与解题技巧。 对基本

公式、基本方法、基本技能要进行适度、适量的练习，在做

题的过程中熟悉运算公式和运算法则，在练习的过程中加强

理解与记忆。理解和记忆是相辅相承的，在理解中加深记忆

，记忆有助于更深入的理解，理解愈深，记忆愈牢。练习中

应注意分析与类比，掌握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学会总结与归纳，寻求一般性的解题规律及解题方法，提高

解题能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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