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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_E7_A0_94_c73_649774.htm 第一：求极限。 无论数学一、

数学二还是数学三，求极限是高等数学的基本要求，所以也

是每年必考的内容。区别在于有时以4分小题形式出现，题目

简单.有时以大题出现，需要使用的方法综合性强。比如大题

可能需要用到等价无穷小代换、泰勒展开式、洛比达法则、

分离因子、重要极限等中的几种方法，有时考生需要选择其

中简单易行的组合完成题目。另外，分段函数个别点处的导

数，函数图形的渐近线，以极限形式定义的函数的连续性、

可导性的研究等也需要使用极限手段达到目的，须引起注意! 

第二：利用中值定理证明等式或不等式，利用函数单调性证

明不等式。 证明题虽不能说每年一定考，但也基本上十年有

九年都会涉及。等式的证明包括使用4个微分中值定理，1个

积分中值定理.不等式的证明有时既可使用中值定理，也可使

用函数单调性。这里泰勒中值定理的使用是一个难点，但考

查的概率不大。 第三：一元函数求导数，多元函数求偏导数

。 求导数问题主要考查基本公式及运算能力，当然也包括对

函数关系的处理能力。一元函数求导可能会以参数方程求导

、变限积分求导或应用问题中涉及求导，甚或高阶导数.多元

函数(主要为二元函数)的偏导数基本上每年都会考查，给出

的函数可能是较为复杂的显函数，也可能是隐函数(包括方程

组确定的隐函数)。 另外，二元函数的极值与条件极值与实际

问题联系极其紧密，是一个考查重点。极值的充分条件、必

要条件均涉及二元函数的偏导数。 第四：级数问题。 常数项



级数(特别是正项级数、交错级数)敛散性的判别，条件收敛

与绝对收敛的本质含义均是考查的重点，但常常以小题形式

出现。函数项级数(幂级数，对数一来说还有傅里叶级数，但

考查的频率不高)的收敛半径、收敛区间、收敛域、和函数等

及函数在一点的幂级数展开在考试中常占有较高的分值。 第

五：积分的计算。 积分的计算包括不定积分、定积分、反常

积分的计算，以及二重积分的计算，对数学考生来说常主要

是三重积分、曲线积分、曲面积分的计算。这是以考查运算

能力与处理问题的技巧能力为主，以对公式的熟悉及空间想

像能力的考查为辅的。需要注意在复习中对一些问题的灵活

处理，例如定积分几何意义的使用，重心、形心公式的反用

，对称性的使用等。 第六：微分方程问题。 解常微分方程方

法固定，无论是一阶线性方程、可分离变量方程、齐次方程

还是高阶常系数齐次与非齐次方程，只要记住常用形式，注

意运算准确性，在考场上正确运算都没有问题。但这里需要

注意：研究生考试对微分方程的考查常有一种反向方式，即

平常给出方程求通解或特解，现在给出通解或特解求方程。

这需要考生对方程与其通解、特解之间的关系熟练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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