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摸准命题规律 2011年考研高等数学不是难点  考研频道  PDF

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8/2021_2022__E6_91_B8_E

5_87_86_E5_91_BD_E9_c73_648253.htm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

统一考试数学考试的科目包括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其中数学二对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不做要求)。在

数学一、数学三的试卷中，三科所占的比重分别为56%、22%

、22%。在数学二试卷中，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分别占78%

和22%的比例。不难看出，高等数学在考研数学中举足轻重

的地位。对于现已进入备战2011状态的广大考生而言，只要

找出高数的特点，针对这些特点高效地组织复习，能取得理

想的成绩不是难事。 命题特点是复习计划制定的根本，就像

是治病需要对症下药一样。考研出题者年年都会在命题上想

要有所创新，但是总归是“万变不离其宗”，变来变去考察

的还是我们熟悉的知识点，只是考察的方式变换。所以，掌

握了命题规律是完全可能并且可行的，基于考研命题规律有

针对性地制定复习计划、展开复习，这样比盲目复习效果好

得多。 那么，高数的命题规律究竟是怎样的呢？命题研究中

心的老师基于对最新考纲规定及近年命题规律的深入研究，

发现以下一些现象： 一、重视考察基础知识 从数学考试大纲

的考试要求看，要求考生比较系统地理解数学的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掌握数学的基本方法，这个要求也是命题人的基

本出发点；近几年考研真题来看，对基础知识的考察越来越

多，占得分值也越来越大。由此得出基础的决定性地位。如

果只从试卷的表面来看，似乎只是通过第一大题单选题及第

二大道填空题来考核基础概念和理论。但事实并不如此，后



面的计算题和证明题如果没有基础做前提，分数还是拿不到

。所以抓住基础，也就抓住了重点。把知识点系统归类到整

体的知识框架中可以避免杂乱无章、毫无头绪的现象。对于

很多同学来说，在复习每一章时应将这一部分的知识点做系

统的梳理，颇具难度因此，因此就更重视基础上知识点的理

解以帮助知识点系统梳理。 二、重视考察综合能力 在80年代

末90年代初时，考查综合题比重较小，但近几年，综合能力

的考查不但出现在大的计算题中，而且在单选题和填空题中

也时见身影。每年试题中，每道题往往都是以两个或者两个

以上的知识点整合、再通过一两次的变形而来的。所以综合

题的解题能力能不能提高，关系到考生的数学能不能考高分

。 三：重视考察总结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高数题海无边，

好多同学做很多题之后还是摸不到方向，症结还是在于没有

在做题中认真总结方法、规律和技巧。在解题的时候遇到问

题要及时总结归纳，熟练掌握各类重要题型解题的要领和关

键。考经济类的考生，只要把微积分在经济中的运用方法抓

住就可以了。着重掌握少见的几个题型并牢固把握解题思路

。不过，考理工类的同学在这方面比较难，每年几乎都会有

一道应用题，考查考生通过所学知识，建立数学模型(微分方

程)以及解微分方程的能力。这里涉及的知识面比较宽广，要

求的解题方法、技巧也比较高。 四：重视熟练解题和准确找

知识点的能力 总的来说近年考试中高等数学的命题呈现出明

显的规律性，如求极限、中值定理、函数极值、重积分的计

算等，都是每年试题中都会设计命题的重要知识点。这就要

求大家在认真梳理考点的基础上着重对这些问题多下工夫彻

底解决，在“难点、疑点解析及重要公式与结论”当中老师



集中总结了许多对解题大有益处的公式与结论，起到画龙点

睛的效果。一套试题由23道题构成，我们需要用180分钟来完

成。如果不能熟练的解题，时间上肯定是不够的。从历年的

真题来看，试卷的运算量也是比较大的，如果我们解题速度

上不去，要想考出比较好的成绩，这是不太可能的。认为要

想提高解题速度，一要把基础打得非常扎实。再者，同学们

应该做有心人，也就是说应该把常见的一些公式的运算结果

记住，这样在考试的时候，就可以减少中间的运算过程。另

外，熟练掌握常见的变量替换以及常见的辅助函数的做法，

也可以减少一些思索和分析的过程，把时间省出来。 具体来

说，针对高数的这些特点，同学们在备考的过程中应该注意

以下几点： 第一，按照大纲对数学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基

本定理准确把握。数学是一门演绎的科学，靠侥幸押题是行

不通的。只有对基本概念有深入理解，对基本定理和公式牢

牢记住，才能找到解题的突破口和切入点。 第二，要加强解

综合性试题和应用题能力的训练，力求在解题思路上有所突

破。在解综合题时，迅速地找到解题的切入点是关键一步，

为此需要熟悉规范的解题思路，同学们应能够看出面前的题

目与他曾经见到过的题目的内在联系。为此必须在复习备考

时对所学知识进行重组，搞清有关知识的纵向与横向联系，

转化为自己真正掌握的东西。解应用题的一般步骤都是认真

理解题意，建立相关数学模型，如微分方程、函数关系、条

件极值等，将其化为某数学问题求解。建立数学模型时，一

般要用到几何知识、物理力学知识和经济学术语等。 第三，

重视历年试题的强化训练。统计表明，每年的研究生入学考

试高等数学内容较之前几年都有较大的重复率，近年试题与



往年考题雷同的占50%左右，这些考题或者改变某一数字，

或改变一种说法，但解题的思路和所用到的知识点几乎一样

。通过对考研的试题类型、特点、思路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

，并做一定数量习题，有意识地重点解决解题思路问题。对

于那些具有很强的典型性、灵活性、启发性和综合性的题，

要特别注重解题思路和技巧的培养。尽管试题千变万化，其

知识结构基本相同，题型相对固定。提练题型的目的，是为

了提高解题的针对性，形成思维定势，进而提高解题的速度

和准确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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