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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0年考研数学试题有两大特点：一是卷中最难的试题又回归2008年以前的规律，考积分中值定
理有关的证明题，而不是考定理的证明（2008和2009两年试卷中最难的题都是考高等数学教材中定理
的证明）；二是长期不考的非重点内容也出了两道题（反常积分敛散性判定，二重积分定义求极限）
，望读者给予足够的重视，本版也相应做了适当的调整，回顾大纲变化及要求2009年数学考试大纲做
了较大的调整，将原来的数学三和数学四合并为数学三，并对考试内容和要求做了调整。
2007年数学考试大纲对客观题由原来的14道题增加到16道题，客观题比例由原来的37％增加到43％，
时隔一年，2008年数学考试大纲又将客观题比例调整到原来的比例，即14道客观题，约占37％，调回
原来比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客观题部分得分率低，比例越大，考试成绩越低，事实上，长期以来考
生在客观题部分得分率较低，直接影响了考生的数学总成绩，本书自始至终对于客观题给予高度的重
视，这是本书的主要特点之一，本书第1章通过历届考题中的典型试题，归纳总结了客观题的解题方
法和技巧，并在后面的各章中对每道客观题的解题思路和方法都给出了详尽的分析和介绍，同时对很
多客观题还给出了多种巧妙的解法，目的只有一个，使读者在解决客观题这个问题上有新的突破，复
习方法与途径数学考试要考三门课程，点多面广难度大，准备考研的同学都会面临如何备考的问题，
如果按部就班地重新将三门课重学一遍，势必是复习效率低，水平提高有限；如果大量做题，盲目的
题海战术，往往是有的考点没有复习到，有的考点复习过了头，复习不得要领，关于复习方法，我们
建议紧紧围绕考研真题来复习，24年来积累的近两千道真题，是命题专家根据考试大纲精心设计出来
的，综合反映了考研要求的全面信息，如，从某考点历年考到的分数累计多少，反映出该考点的重要
程度；从某题型历年出现的频度，反映出该题型的重要性；考核基本概念的方式和角度，考点综合性
的形式等等，无一不体现在真题中，所以，“数学复习最好的辅导书莫过于历年真题”，最好的复习
方法是“反复琢磨历年真题”，这是往届考生的经验和体会，紧紧抓住历年真题，沿着真题提供的信
息来指导复习，真正理解和掌握真题的内涵，就能把握住复习的主动权，这是有效、保险的复习方法
和简捷、高效的复习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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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学考试要考三门课程,点多面广难度大,准备考研的同学都会面临如何备考的问题. 如果按部就班地重
新将三门课重学一遍,势必是复习效率低,水平提高有限;如果大量做题,盲目的题海战术,往往有的考点没
有复习到,有的考点复习过了头,复习不得要领. “数学复习最好的辅导书莫过于历年真题”,最好的复习
方法是“反复琢磨历年真题”,这是往届考生的经验和体会. 紧紧抓住历年真题,沿着真题提供的信息来
指导复习,真正理解和掌握真题的内涵,就能把握住复习的主动权,这是有效、保险的复习方法和简捷、
高效的复习途径.    本书内容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典型例题介绍、归纳客观题的解题方法和技巧;
第二部分,汇集了1987年至2010年全部数学考研试题,并逐题分类给出详细解答,透彻分析每题所考的知
识点,归纳总结出常考的题型;第三部分,在研究分析历年试题的基础上,精心设计了有针对性的自测练习
题,同时附有答案与提示供考生复习之用;第四部分,在本书附录中,收录了近六年的考研试卷（每题均附
有解答索引）,可供最后综合检验复习效果之用.    本书适合考研读者使用,也可供大专院校师生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学考研历年真题分类解析>>

作者简介

武忠祥
　　陕西省教学名师，西安交通大学理学院教授，西安交通大学数学学科副主任。
从事高等数学及工科数学教学二十多年。
曾获得国家、省、校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二十多项，多次参加全国数学考试命题工作，具有丰富的教学
、命题及辅导经验。
著有《大学数学教程》《高等数学典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学考研历年真题分类解析>>

书籍目录

目录2011版前言第1版前言(2010年修改)第1章  客观题解题方法与技巧  1.1  填空题的求解方法与技巧    1 
利用几何意义    2  利用对称性和奇偶性  1.2  选择题的解题方法和技巧    1  直接法    2  排除法第2章  高等
数学  1  函数 极限 连续    1.1 历年试题分类统计及考点分布    1.2 历年试题    1.3 试题解析    1.4 自测练习
题    答案与提示  2  一元函数微分学    2.1 历年试题分类统计及考点分布    2.2 历年试题    2.3 试题解析   
2.4 自测练习题    答案与提示  3  一元函数积分学    3.1 历年试题分类统计及考点分布    3.2 历年试题    3.3 
试题解析    3.4 自测练习题    答案与提示  4  多元函数微积分    4.1 历年试题分类统计及考点分布    4.2 历
年试题    4.3 试题解析    4.4 自测练习题    答案与提示  5  常微分方程    5.1 历年试题分类统计及考点分布   
5.2 历年试题    5.3 试题解析    5.4 自测练习题    答案与提示第3章  线性代数  1  行列式    1.1 历年试题分类
统计及考点分布    1.2 历年试题    1.3 试题解析    1.4自测练习题    答案与提示  2  矩阵    2.1 历年试题分类
统计及考点分布    2.2 历年试题    2.3 试题解析    2.4 自测练习题    答案与提示  3  向量    3.1 历年试题分类
统计及考点分布    3.2 历年试题    3.3 试题解析    3.4 自测练习题    答案与提示  4  线性方程组    4.1历年试
题分类统计及考点分布    4.2历年试题    4.3试题解析    4.4自测练习题    答案与提示  5  矩阵的特征值和特
征向量    5.1 历年试题分类统计及考点分布    5.2 历年试题    5.3 试题解析    5.4 自测练习题    答案与提示 
6  二次型    6.1 历年试题分类统计及考点分布    6.2 历年试题    6.3 试题解析    6.4 自测练习题    答案与提
示附录  2005年~201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数学(二)试题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学考研历年真题分类解析>>

编辑推荐

　　2010年考研数学试题有两大特点：一是卷中最难的试题又回归2008年以前的规律,考积分中值定理
有关的证明题,而不是考定理的证明(2008和2009两年试卷中最难的题都是考高等数学教材中定理的证
明);二是长期不考的非重点内容也出了两道题(反常积分敛散性判定,二重积分定义求极限).望读者给予
足够的重视,本版也相应做了适当的调整.　　回顾大纲变化及要求　　2009年数学考试大纲做了较大的
调整，将原来的数学三和数学四合并为数学三，并对考试内容和要求做了调整。
2007年数学考试大纲对客观题由原来的14道题增加到16道题,客观题比例由原来的37%增加到43%.时隔
一年,2008年数学考试大纲又将客观题比例调整到原来的比例,即14道客观题,约占37%.调回原来比例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客观题部分得分率低,比例越大,考试成绩越低.事实上,长期以来考生在客观题部分得
分率较低,直接影响了考生的数学总成绩. 本书自始至终对于客观题给予高度的重视,这是本书的主要特
点之一, 本书第1章通过历届考题中的典型试题,归纳总结了客观题的解题方法和技巧,并在后面的各章中
对每道客观题的解题思路和方法都给出了详尽的分析和介绍,同时对很多客观题还给出了多种巧妙的解
法,目的只有一个,使读者在解决客观题这个问题上有新的突破.　　复习方法与途径　　数学考试要考
三门课程,点多面广难度大,准备考研的同学都会面临如何备考的问题. 如果按部就班地重新将三门课重
学一遍,势必是复习效率低,水平提高有限;如果大量做题,盲目的题海战术,往往是有的考点没有复习到,
有的考点复习过了头,复习不得要领. 关于复习方法,我们建议紧紧围绕考研真题来复习. 24年来积累的近
两千道真题,是命题专家根据考试大纲精心设计出来的,综合反映了考研要求的全面信息. 如,从某考点历
年考到的分数累计多少,反映出该考点的重要程度;从某题型历年出现的频度,反映出该题型的重要性;考
核基本概念的方式和角度,考点综合性的形式等等,无一不体现在真题中. 所以,“数学复习最好的辅导书
莫过于历年真题”,最好的复习方法是“反复琢磨历年真题”,这是往届考生的经验和体会. 紧紧抓住历
年真题,沿着真题提供的信息来指导复习,真正理解和掌握真题的内涵,就能把握住复习的主动权,这是有
效、保险的复习方法和简捷、高效的复习途径.　　本书使用指南　　1．首先,根据各部分内容的“考
点分析”,对考研大纲所要求的基本内容进行必要的复习. 一般可借助大学相应课程的教材进行复习,重
点复习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公式.　　2．其次,动手试做历年试题(不要直接去看试题
解答). 如果可以做出来,做完后再与后面的解答作对照分析：做法是否一样？
若不一样,哪个方法好？
好在什么地方;如果经过反复思考还是做不出来,这时带着问题去看解答. 不仅要看懂,而且要特别注意分
析做不出来的原因,问题出在哪里？
是概念？
是题型？
是技巧？
还是根本没有头绪.　　3．然后,试题无论是否会做,试题解析部分的“注释”和“分析”都应该认真看
看. “注释”主要归纳了本题的考点和解决方法,以及解答的关键和易出现的错误;“分析”主要指出解
答此类问题从何处入手,如何破题.　　4．当一章的历届试题研究完后,要结合本书归纳的“本部分的重
点”及“本部分常考的题型”,总结本章的考点、重点和常考题型的解题方法和技巧.　　5．为了适当
地扩大复习面,检验和巩固已复习的内容,再做一做“自测练习题”. 我们为本书精心编写的自测练习题
有很强的针对性,题型和考点都与考题十分接近,有些甚至几乎与考题完全一样. 我们对考生反映比较难
的“线性代数”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部分的自测题,几乎给出了全部解答.　　6.最后,为了检验复
习效果,将往年的试卷做一遍. 做全真试卷的另一目的是操练考试策略,即,在规定的时间内是否有把握地
做完全部题目,如果来不及,应采取什么策略,以求取得最高的分数.　　7．另外,从历年阅卷反馈的信息
得知,选择题和填空题(即,客观题)的得分率很低. 选择题主要考基本概念,填空题主要考基本运算. 两类题
的共同点是概念性强,技巧性强,不管过程,只看结果. 不掌握这一特点,按部就班地去解题,很可能费时费
力,还得不到正确的结果. 本书第1章专门归纳总结了客观题的解题方法和技巧,研究和掌握这些方法和技
巧,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复习效果.　　　　数学复习归纳成一句话,就是反复琢磨历年真题. 愿本书能为
考研同学助一臂之力,祝考研同学复习顺利,考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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