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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基础奠定，强化训练，冲刺模拟。现

阶段正处于重要的强化训练阶段，这个阶段是需要将教材中

的基础知识进行总结归纳，强化解题技巧，培养解题思路。 

一、考查内容分析 1.考查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基础知识包括

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运算等； 2.考查简单的分析综合

能力； 3.考查考生解题速度和解题的准确程度。 二、依据题

型复习 考研数学考试题型有三种：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

。前两种可统称为客观题，后一种称之为主观题。对于客观

题，其难度系数不会太高，也就是说在考试时在这一类题目

上花的时间不应太多，这也就需要在平时多下功夫。这里的

多下功夫，不仅仅指对基础知识点融会贯通，而且当基础知

识掌握到一定程度时，（百考试题）要在总结方法技巧上花

心思。 比如对选择题来说，如果同学们在做这些题目时计算

量过大，就要考虑到是否用错了方法。考研教育网专家提醒

广大考生：同学们千万不能把选择题做成单纯的计算题！是

的，客观题目中可能会用到一定的运算，但决不会是完全从

头至尾的计算，一定有或称为技巧或称为捷径的东西包含在

里面。这一点可以用来检测自己在做题时方法应用是否正确

。通常应对选择题的方法有： 1.推演法 提示条件中给出一些

条件或者一些数值，你很容易判断，那这样的题就用推演法

去做。推演法实际上是一些计算题，简单一点的计算题。那

么我们从提示条件中往后推，推出哪个结果选择哪个。 2.举



反例排除法 这是针对提示中给出的函数是抽象的函数，抽象

的对立面是具体，所以我们用具体的例子来核定，这个跟我

们刚才的赋值法有某种相似之处。一般来讲举的范例是越简

单越好，而且很多考题你只要简单的看就可以看出他的错误

点。 3.类推法 从最后被选的答案中往前推，推出哪个错误就

把哪个否定掉，再换一个。我们推出3个错误最后一个肯定是

正确的。后面三种方法有些相似之处，类推法这种方法是费

时费力的，一般来讲我们不太用。 4.赋值法 给一个数值马上

可以判断我们这种做法对不对，这个值可以加在给出的条件

上，也可以加在被选的4个答案中的其中几个上，我们加上去

如果得出和我们题设的条件矛盾，或者是和我们已知的事实

相矛盾。比方说2小于1就是明显的错误，所以把这些排除了

，排除掉3个最后一个肯定是正确的。 举一实例进行分析：

设A为n阶非零矩阵，E为n阶单位矩阵。若A3=O，则 （A

）E-A不可逆，E A不可逆； （B）E-A不可逆，E A可逆； 

（C）E-A可逆，E A可逆； （D）E-A可逆，E A不可逆。 如

果在其中取特殊值，即令A就是零矩阵，立即就能得到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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