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考研数学做题方法论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

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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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649545.htm 学习数学就是解题，做题，总结

题型，归纳解题思路。考研数学更是如此。 前期的解题过程

非常重要，大家想从题海中跳出来，通过适量的习题来达到

我们的目的。因此就需要寻找一种比较好的方法来避免做更

多的题！下面就和大家来探讨一下做题的目的和解题的方法

。明确做题的目的可以让我们有的放矢，清楚解题的方法可

以使我们明确前进的方向，避免盲目！ 一、做题的目的 做题

主要有三个目的： （1）更深刻地理解概念、定理和公式 考

研考的是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这些都体现在概

念、定理和公式中，通过做题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这些

内容，以及更深刻地了解这些内容所应用的条件。那么看一

个例子。 2005年数一选择第7题，设函数 ，则在内（ ） A 处

处可导 B 恰好有一个不可导点 C 恰好有两个不可导点 D 至少

有三个不可导点 我们知道可导的充要条件是左右导数存在且

相等，也就是说要判断函数在一点是否可导可以求出它们在

这一点的左右导数，并判断它们是否相等。 通过这道题我们

可以重新熟悉了可导的充要条件，并要熟练应用。因为这是

历年考试的重点，我们看一下09年大题第18题第二小题、08

年数三选择题第2题考的是二元函数的偏导、07年数一选择

第4题、06年数三选择题第8题、04年数二大题第16题等等。

这些题都要求我们掌握可导的充要条件并熟练应用的。 （2

）熟练解题方法与技巧，提高速度 考研数学要求我们在三个

小时内做完23道题，一般是8道选择题、6道填空题和9道证明



题和计算题。时间相当紧，难度相当大。这就要求我们要有

成熟的解题思路和熟练的解题技巧，以求能在规定的时间内

完成这些题。所以在我们平时的练习中一定要整理和规范自

己的解题方法和解题思路，提高解题的效率。这是做题的第

二个目的。 （3）积累经验为以后的做题做准备 这是一个相

当重要的部分。大家如果做完题后，脑子一片空白，那还不

如不做，没有必要这么辛苦想一道对自己没有一点启发的题

，不值得。所以就要要求大家不能为了做题而做题，而是要

在做完之后研究题目考查的是什么知识点，它所代表的题型

的特点，可能犯的概念性、逻辑性的错误，以及对这类题型

用什么方法应对才是最快捷的，达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比如Lagrange中值定理（09年数一第18题第一小题），我们知

道Lagrange中值定理的证明是通过作辅助函数来进行证明的，

那么以后我们做一些与Lagrange中值定理有关的题目时，是否

也可以通过构造辅助函数来求解呢？很显然有好多题可以通

过类似于这种方法进行证明，比如07年数一证明题第19题

、05年数一证明题第18题、04年数一证明题第15题等等。 做

题中只要大家能明白这三点，我们就可以通过做适量的典型

题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能做到事半功倍、游刃有余。 二、

解题的方法 （1）明确已知量、未知量和条件 （2）探索已知

量和未知量之间的关系：能否找到一个相似的、熟悉的问题

来解决这些题？能否先解决一部分问题？是否利用了所有的

条件？ （3）写出你的详细步骤，要保证你能说出每一步骤

的理由 （4）回顾：能否一眼就看出结论？能否用别的方法

导出这个结论？能否把这个题目或这种方法用于解决其他的

问题？ 通过以上的解题步骤，我们就把整个问题弄清楚了，



不但弄清楚了问题的来源以及它的出题目的，也搞清楚了这

个题的结论是否有用，是否能用它来解决其它问题。 相关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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