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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数学的高分策略 
湖北工业大学   叶盛标 

长期深入研究历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真题（国题），和长期从事考研数学辅导工作之后，

笔者认为，考研数学的高分策略应该是：“以考纲为纲，以课本为本，以思维定势拿高分，以常考题型论

输赢！”  
以考纲为纲。考研数学大纲是专家命题和考生备考的唯一的法律依据。 
大纲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讲考试性质、考查目标、考试形式、考试内容、考试要求、试卷分类、试卷结构等，是考生

必须知道的政策、规定、要求。这部分是虚的。 
第二部分是参考试题及其答案，以及附录的前三年的真题（国题）及其答案。2009 年的考纲只附录了

前两年的真题（国题）及其答案。这部分是实的。 

研究表明，参考试题和附录的真题极为重要。 

2007年 1月 5 日网友 penbaggio在 sina 的考研数学心得交流的网页上发帖：请问有谁知道数学大纲

里的参考试题有多大的借鉴意义？ 

2007年 1月 17 日，我偶尔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帖子，痛心至极，感慨万千，当即回帖，指出： 

考试大纲极为重要,大纲很薄,主要是 16 份试卷,其中 2004,2005,2006 三年,数一,数二,数三,数四的试卷共

12 份,参考试卷(样卷)共 4 份.这 16 份极为重要,特别是 4 份样卷!我断言:2007 年考卷上的考题的题型有 136

分以上的题目就在这 16 份试卷中,多次出现 16 份试卷中的原题.但要注意:例如,数一的考题可能出现在其他

类的试卷中,如 2004 年数一,数二对角化的那道题就出现在当年数四的样卷上,且数四在 1997 年,2000 年考过.

又如,2006 年数一的第 14 题就是当年数一样卷上的第 14 题.还可讲很多很多,我可以在每年的考卷上,对照当

年的考纲,找出考题在当年考纲的什么地方!因此,本人写了一本<解读大纲>,在我编著的<考研数学秘诀>(中

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出版)也提到过!我有秘诀一首：一本考纲就足够,考题就在纲里头,思维定势夺天下,

常考题型写春秋! 请点击：http://edu.sina.com.cn/exam/kaoyan/kysx/.html(查找：考研数学大纲里的

参考试题有何作用) 

2007年 1月 21 日上午全国考研数学统考。 

2007年 1月 30 日我在 sina 上发表文章，以 2007年数学一为例，列表对照，证实我在 1 月 17 日的断

言完全正确！ 

Sina 编辑给这篇文章冠名：叶盛标点评 07 考研数学真题：一本考纲就足够 

http://edu.sina.com.cn/exam/kaoyan/kysx/.html


文章的结尾强调： 

“考试大纲是专家命题和考生备考的法律依据，是任何复习资料所不能取代的，极为重要。研究表明，

每年的考题，其题型基本上都在考纲上的 16 套试卷之中，例如，2007 年数一考卷上的（12）、（13）、（17）、

（18）、（19）、（23）、（24）题和考纲上相应的题目有什么两样！因此，考生一定要认真研究考纲，以自己

的考纲（例如数一）来研究考纲上的 16 套试卷，特别是其中的 4 套参考试卷。点评者曾在武汉、南京、

太原、宜昌做过大量的调查，发现每年只有 6%的考生买了考纲。这应该是考生的成绩不能提高的重要原

因。因此，点评者呼吁：2008 年的考生一定要认真研究考纲，认真研究考纲上的 16 套试卷，特别是其中

的 4 套参考试卷。 

一本考纲就足够，考题就在纲里头。思维定势夺天下，常考题型写春秋！这是点评者多年来的一点感

想，欢迎批评指正。” 

请点击：http://edu.sina.com.cn/exam/kaoyan/kysx/.html（查找：叶盛标点评 07 考研数学真题：

一本考纲就足够） 

一年过去了，2008 年的考卷上的考题的题型包括原题，也有 136 分以上的题目就在 2008 年的考纲上，

我在湖北工业大学的一次讲座上，以铁的事实列表对照证实了这一点。例如 

例 1.全国 2008 数一（9）题： 

微分方程 满足条件 的解是0=+′ yyx ( ) 11 =y .=y  

对照全国 2008 考研数学大纲 142 页（2）题： 

微分方程 满足初始条件0=+′ yyx ( ) 21 =y 的特解是 . 

例 2.全国 2008 数一（13）题： 

设 A为 2 阶矩阵， 21 ,αα 是线性无关的 2 维列向量， ,2,0 2121 αααα +== AA 则 A的非零特征值

为 . 

对照全国 2008 考研数学大纲 162 页（21）题： 

设 A为 3 阶矩阵， 321 ,, ααα 是线性无关的 3 维列向量，且满足

,2, 3223211 ααααααα +=++=A A ,32 323 ααα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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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求矩阵 B ，使得 ( ) ( ) ;,,,, BA 321321 αααααα =  

A的特征值； （Ⅱ）求矩阵

（Ⅲ）求可逆矩阵 使得,P APP 1−
为对角矩阵. 

有什么两样! 

    因此,我在这里再次呼吁：2009年的考生一定要以自己的考纲为纲,认真研究 2009 年考纲上的 11 份试

卷，特别是其中的 3 份参考试卷。 

    同学们，教育部考试中心给我们参考试卷，这是政府行为，我们没有理由不参考！ 

    以课本为本。考纲源于教学大纲，但又不同于教学大纲，因此，首先要用考纲圈定课本上的复习内容。

考纲上没有而课本上有的内容，一定要划掉；考纲上有而课本上没有的内容，一定要补充。在考纲的指导

下，认真研读课本，才能全面地系统地掌握所要考的内容。 

课本是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最完整的论述，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必须认真研读课本，

认真做课后习题！有很多考题就是课本上的定理，例题，习题。例如 

例 3．全国 2008 数一（18）题（同济大学高等数学课本上的一条定理）： 

设函数 连续，利用定义证明函数 可导，且( )xf ( ) ( )∫=
x

dttfxF
0

( ) ( ).xfxF =′  

例 4．全国 2008 数二（20）题（同济大学高等数学课本上的一条定理）： 

证明积分中值定理：若函数 在闭区间( )xf [ ]ba, 上连续，则至少存在一点 [ ba,∈ ]η ，使得

. ( ) ( )( )abfdxxf
b

a

−=∫ η

例 5．全国 2008 数三,数四（18）题（同济大学高等数学课本上的一道习题）： 

设 是周期为 2 的连续函数.证明对任意的实数 t ,有  ( )xf ( ) ( ) .
2

0

2

dxxfdxxf
t

t
∫∫ =

+

例 6．全国 2008 数一,数二,数三,数四（5）题（同济大学线性代数课本上的一道习题）： 

设 A为 阶非零矩阵,n E 为 阶单位矩阵,若 ,则 n 03 =A

( ) AEA − 不可逆. AE + 不可逆.    ( )B AE − 不可逆. AE + 可逆. 

( ) AEC − 可逆. AE + 可逆.        ( ) AED − 可逆. AE + 不可逆. 

例 7．全国 2004 数四（23）题（浙江大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本上的一道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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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随机变量 X 在区间 ( )1,0 上服从均匀分布,在 ( )10 pp xxX = 的条件下, 随机变量Y 在区间 ( )x,0

上服从均匀分布,求: 

X 和Y 的联合概率密度; (Ⅰ) 随机变量

(Ⅱ)Y 的概率密度; 

(Ⅲ)概率 . { }1fYXP +

以思维定势拿高分。思维定势就是人们的一种思维倾向，它是人们在长期的思维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

思维条件反射，亦称思维惯性。我们平时脱口而出的“七七四十九，九九八十一”就是思维定势。要对付

考试，必须掌握对付常考题型的思维定势！ 

在我们的考卷上共有 23 道考题，要求我们在 180 分钟内完成，平均每道 7 分 50 秒，时间非常紧张，

任务非常艰巨！考场如同战场，我们不能多想，更不能胡思乱想，只能是“想都不用想”——靠思维惯性

的作用！题目读完了，方法就出来了，这就是思维定势！这就是思维定势教学法！ 
例 8．（全国 2008 数一（12）题） 

设曲面 是Σ 224 yxz −−= 的上侧，则 ∫∫
Σ

=++ dxdyxxdzdxxydydz 2
. 

本题的思维定势是:若未封闭,加盖减盖. 

例 9. （全国 2008 数二,数三（18）题） 

计算 其中{ }∫∫
D

dxdyxy ,1,max ( ){ }20,20, ≤≤≤≤= yxyxD . 

本题的思维定势是:二重积分,五字方针. 

二重积分,五字方针:参阅《考研数学思维定势与常考题型》一书的 89 页. 

例 10. （全国 2008 数二,数三,数四（23）题） 

设 A为 3 阶矩阵, 21 ,αα 为 A的分别属于特征值-1,1 的特征向量,向量 3α 满足 323 ααα +=A . 

(Ⅰ)证明 321 ,, ααα 线性无关; 

(Ⅱ)令 ( )321 ,, ααα=P ,求 APP 1−
. 

本题的思维定势是:相关、无关,定义搞定.前组、后组,过渡矩阵. 

例 11. （全国 2008 数一,数三,数四（22）题） 

设随机变量 X 和Y 相互独立, X 的概率分布为 { } ( )1,0,1
3
1

−=== iiXP ,Y 的概率密度为

记( )
⎩
⎨
⎧

=
,0

1,1
yfY

≤
其他

0 py
YXZ += , 

(Ⅰ)求
⎭
⎬
⎫

⎩
⎨
⎧ =≤ 0

2
1 XZP ; 

(Ⅱ)求Z 的概率密度 . ( )zf Z

本题的思维定势是:二维混合,全概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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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一个是连续型随机变量, 一个是离散型随机变量,这时要用全概公式. 

例 12. （全国 2006 数一,数三（23）题） 

设总体 X 的概率密度为 

       ( )
⎪
⎩

⎪
⎨

⎧
≤−=
其他，

，

,0
21,1

,10,
; p

pp

x
x

xf θ
θ

θ

其中θ 是未知参数 ( )10 pp θ , 为来自总体nXXX ，，， L21 X 的简单随机样本,记 为样本值

中小于 1 的个数.求 

N

nxxx ,,, 21 L

(Ⅰ)θ 的矩估计; 

(Ⅱ) θ 的最大似然估计. 

本题的思维定势是:样矩、总矩,两矩相等. 似然函数,密度连乘! 

思维定势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它是解题方法的升华与结晶,通俗易懂，操作方便。 《考研数学思维定

势与常考题型》一书可供参考。 

以常考题型论输赢。常考题型是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具体化，是考纲的具体化，是对历

年国题的归纳整理，是对历年国题的深刻认识。国题集中体现了全国命题小组各位专家的智慧，剔除了题

海中的偏题、怪题、难题，是题海中的精品，所以我们必须研究国题，通过研究国题，真正掌握常考题型。 

研究表明，从考纲的考点分析，从 1987 年全国统考以来的考题分析，数一，数二，数三共有 119 个

常考题型。其中 

数一：114 个常考题型； 

数二： 69 个常考题型； 

数三： 92 个常考题型. 

要对付考试，必须熟练掌握这些常考题型和相应的思维定势! 

以考纲为纲，以课本为本，以思维定势拿高分，以常考题型论输赢！是考研数学最正确最实用的高分

策略.实践表明,对考研数学的复习具有刻骨铭心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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