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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观题解题技巧 

（一）选择题解题技巧 
1.推演法   
推演法是指从题设条件出发，按照习惯性思维方式，运用有关概念、性质和定理等，按部就班，经过

直接推理演算得出正确结论.推演法是解答选择题的最基本的方法，从理论上讲，所有的选择题均可由推演

法求解. 
对于围绕基本概念设置的选择题或题中备选项为数值”形式结果或某种运算律，或题干条件给出的是

某种运算形式时，常用推演法. 

【例 1】【08 年数三】设函数 ( )f x 在区间[ 1,1] 上连续，则 0x  是函数 0
( )

( )

x
f t dt

g x
x

  的（   ）. 

 A 跳跃间断点.       B 可去间断点. 

 C 无穷间断点.       D 振荡间断点. 

【例 2】【11 年数二、三】已知当 0x 时，   3sin sin3f x x x  与 kcx 是等价无穷小，则(    ). 

(A) 1, 4k c  ．  (B) 1, 4k c   ．  (C) 3, 4k c  ．  (D) 3, 4k c   ． 

【例 3】【09 年数一、二、三】设 ,A P均为 3 阶矩阵,
TP 为 P的转置矩阵,且

1 0 0
0 1 0
0 0 2

TP AP
 
   
 
 

.

若 1 2 3 1 2 2 3( , , ), ( , , )P Q         ,则 TQ AQ为(    ) 

(A) 

2 1 0
1 1 0
0 0 2

 
 
 
 
 

.                 (B) 

1 1 0
1 2 0
0 0 2

 
 
 
 
 

.       

(C) 

2 0 0
0 1 0
0 0 2

 
 
 
 
 

.                 (D) 

1 0 0
0 2 0
0 0 2

 
 
 
 
 

. 

【例 4】 【09 年数一、三】设随机变量 X 的分布函数为     10.3 0.7
2
xF x x      

 
,其中  x

为标准正态分布的分布函数,则  E X  (    ) 

(A) 0 .      (B) 0.3.        (C) 0.7 .     (D) 1. 
2.图示法 
图示法是只根据题设条件作出所研究问题的几何图形，然后借助几何图形的直观性，经过分析得出正

确的结论. 
对于题设条件有明显的几何意义，如对称性、奇偶性、周期性、单调性、凹凸性、渐近性等，或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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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面积、空间立体体积；概率论中有关两事件间的关系或概率关系的命题，以及数理统计中关于 分位

点的问题等，常用图示法。 

【例 5】【08 年数二】曲线方程为 ( )y f x 函数在区间[0, ]a 上有连续导数，则定积分
0

'( )
a
xf x dx

（   ）. 

 A 曲边梯形 ABCD面积.        B 梯形 ABCD面积. 

 C 曲边三角形 ACD面积.    D 三角形 ACD面积. 

【例 6】【97 年数一】设在区间[ , ]a b 上 ( ) 0, ( ) 0, ( ) 0f x f x f x    .即 1 2( ) , ( )
b

a
S f x dx S f b   

( )b a 3,S  [ ( ) ( )]
2

b a f a f b
 ，则 （    ）.                                            

   1 2 3( )A S S S       2 1 3( )B S S S        3 1 2( )C S S S        2 3 1( )D S S S   

【例 7】【13 年数一】 设随机变量 ~ ( )X t n ， ~ (1, )Y F n ，给定 (0 0.5)  ,常数c满足 

 P X c   ，则  2P Y c （     ）. 

(A)            (B) 1          (C) 2         (D)1 2  
3.赋值法  
赋值法是指用满足题设条件的“特殊值”，包括数值、矩阵、函数或图形等，通过推理演算，要么直

接得出正确结论；要么全部否定错误的选项，得到正确的结论。 
对于题干中有"对任意必 " 特征的题目，可先用赋值法，取复合条件的“特殊值”试

一试。另外，对备选项为抽象函数形式结果的，赋值法往往也能凑效。 
注意：运用赋值法解答选择题时，选取的“特殊值”必须符合题中限定的条件，而且形式越简单越好。 

【例 8】 【11 年数二】已知  f x 在 0x  处可导，且  0 0f  ，则
   2 3

30

2
lim
x

x f x f x
x


=(     ). 

(A)  2 0f  ．     (B)  0f  ．       (C)  0f  ．        (D) 0． 

【例 9】 【05 年数二】设区域 }0,0,4),{( 22  yxyxyxD ， ( )f x 为D上的正值连续函数，

,a b为常数，则 



 d

yfxf
yfbxfa

D )()(
)()(

 (     ). 

(A)  ab .     (B) 
2
ab

.     (C)  )( ba  .      (D) 
2
ba 

 .              

【例 10】【04 年数一】设 ,A B为满足 0AB  的任意两个非零矩阵，则必有(     ).              

(A) A的列向量组线性相关，B的行向量组线性相关.   
(B) A的列向量组线性相关，B的列向量组线性相关.   
(C) A的行向量组线性相关，B的行向量组线性相关.  
(D) A的行向量组线性相关，B的列向量组线性相关. 



                                                 

3 
 

4.排除法 
排除法是指从题设条件出发，利用推演法把备选项中不符合条件的干扰项逐个排除(此时的推演不能

直接得处正确的结论，但能得到哪些选项是错误的)；或利用赋值法排除错误的选项(此时的赋值得出的“正

确”结论不止一个或看不到正确的结论，但能得到某些选项明显错误)，赋值排除既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反例

法.概括地讲，排除法就是想方设法说明四个选项中某三个均不正确，那么剩下的一个必然正确，所运用的

方法即上述的推演排除和反例排除(即赋值排除)，具体应用时，这些方法往往交替使用，从而提高解题速

度。 
    排除法通常适用于理论性较强、备选项形式较为抽象的题目。但对某些“数值”型的题目，若基本理

论熟练，能“窥出”其中的“奥秘”，排除法也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例 11】【03 年数一】设     , ,n n na b c 均为非负数列，且 lim 0, lim 1, limn n nn n n
a b c

  
   ，则必有

(     ). 

( )A n na b 对任意n成立                  ( )B n nb c 对任意n成立 

( )C 极限 lim n nn
a c


不存在                   ( )D 极限 lim n nn

b c


不存在 

【例 12】【94 年数三】设 ,A B都是n阶非零矩阵，且 AB O ，则 A和B的秩        (     ). 

( )A 必有一个等于 0                     ( )B 都小于n  

( )C 一个小于n，一个等于n              ( )D 都等于n  

【例 13】设随机变量 ,X Y 相互独立，且 X 服从正态分布 2
1(0, )N  ，Y 服从正态分布 2

2(0, )N  ，则

概率  1P X Y  (     ). 

 A  随 1 与 2 的减少而减少.  

 B  随 1 与 2 的增加而增加 . 

 C  随 1 的增加而减少，随 2 的减少而增加.  

 D  随 1 的增加而增加，随 2 的减少而减少. 

5.逆推法 
逆推法又称代入法，是指备选项逐一代入题设条件进行验证决定取舍。与题设条件相符的，肯定之；

与题设条件不符或明显违反客观事实的，否定之。由于逆推法需要逐一验证四个选项，所以验证前应先观

察分析，适当排序，否则将费时费力。 
逆推法通常适用于备选项为具体”数值”结果形式，而且题干中明显含有合适的验证条件，并且验证计算

又比较简单的题目。 

【例 14】【92 年数二】若 ( )f x 的导函数是sin x，则 ( )f x 有一个原函数是          (    ). 

( )A 1 sin x        ( )B 1 sin x        ( )C 1 cos x         ( )D 1 cos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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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5】【95 年数一】设矩阵

11 12 13 21 22 23

21 22 23 11 12 13

31 32 33 31 11 32 12 33 13

, ,
a a a a a a

A a a a B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1

0 1 0
1 0 0
0 0 1

P
 
   
  

2

1 0 0
0 1 0
1 0 1

P
 
   
  

，则必有                                      （    ）. 

( )A 1 2APP B       ( )B 2 1AP P B       ( )C 1 2PP A B        ( )D 2 1P PA B  

    （二）填空题解题技巧 
填空题大部分是计算题，但填空题不像一般计算题，它只看结果，不看过程。所以，若做计算题的准

确率不高，填空题很容易失分。虽然填空题是计算题，但是它和大题里面的计算题不一样，它的侧重点是

很基本的计算，所以它涉及到的方法都是很基础的，大部分都是平时训练过的一些基本方法，特别是利用

基本性质进行化简。有部分选择题还会涉及到一些技巧性的方法，如果掌握好了这些方法，可以让考生节

约很多时间以便做后面的计算题。下面介绍考研中经常用到的几个技巧. 
1.利用几何意义 

【例 16】【00 年数一】
1 2

0
2x x dx  _________. 

【例 17】【12 年数一】
2 2

0
2x x x dx  _________. 

【例 18】【91 年数一】若随机变量 X 服从均值为 2，方差为 2 的正态分布，且 (2 4) 0.3P X   ，

则 ( 0)P X   _____________. 

【例 19】【07 年数一】在区间 (0,1)中随机地取两个数,则这两数之差的绝对值小于
1
2
的概率为______. 

2.利用物理意义(重心，形心) 

【例 20】【94 年数三】设  2 2( , ) 1D x y x y x y     ，则 ( )
D
x y dxdy  _________. 

3.利用对称性和奇偶性 

【例 21】【07 年数一】设曲面 : 1x y z    ，则 ( ) _____x y dS


  . 

4.赋值法 

【例 22】【89 年数一】已知 '(3) 2f  ，则 
0

(3 ) (3)lim
2h

f h f
h

 
 _______. 

【例 23】【12 年数一】设 X 为三维单位列向量，E为三阶单位矩阵，则矩阵
TE XX 的秩为_______. 

 

二、考题预测 
 
（一）高等数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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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设 ( )f x 连续，
0

( )lim 1
x

f x
x

 ，求极限

cot
1 2 ln(1 )

00
lim[1 ( )d ]

x
x

x
f x t t 


  . 

【解析】令 2 ,x t u 则

2

1 2 0
20

( )d
( )d

x
f u u

f x t t
x

   

2

21 2 0
200 0 0

( )d 2 ( )lim ( )d lim lim (0)
2

x

x x x

f u u xf xf x t t f
x x  

  
 . 

又由
0

( )lim 1
x

f x
x

 ，及 ( )f x 的连续性知 (0) 0f  .则 
1 2

00
lim ( )d 0
x

f x t t


 ， 

而                                
0

cotlim
ln(1 )x

x
x
 


， 

2 2

1 2 0 0
2 400 0 0

cot ( )d ( )dcotlim ( )d lim lim
ln(1 ) ln(1 )

x x

x x x

x f u u f u ux f x t t
x x x x  

 
 

 
  

  
2 2

3 20 0

( ) 2 1 ( ) 1lim lim
4 2 2x x

f x x f x
x x 


    

故

cot 11 2 ln(1 ) 2
00

lim[1 ( )d ]
x
x

x
f x t t e


  . 

【例 2】设  f x 在[ , ]a b 上一阶可导，在  ,a b 内二阶可导，     0f a f b  ，     0f a f b   ， 

证明：（Ⅰ）存在  ,a b  ，使得   0f   ； 

（Ⅱ）存在  ,a b ，使得    f f   ； 

（Ⅲ）存在  ,a b  ，使得    f f   .   

【解析】（Ⅰ）不妨设    0, 0f a f b   ，即 

       lim 0, lim 0
x a x b

f x f a f x f b
x a x b  

 
 

 
， 

由极限的局部保号性，  1 ,x a a    ，使得  1 0f x  ，  2 ,x b b   ，使得  2 0f x  ，且 1 2x x .

由题设，在 1 2,x x 应用零点定理，得     

   1 2, ,x x a b   ，使得   0f   . 

（Ⅱ）由（Ⅰ）及题设条件，在   , , ,a b  上分别应用罗尔定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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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   ，使得  1 0f   ，  2 ,x b  ，使得  2 0f   . 

构造辅助函数     xF x f x e ，则    1 20, 0F F   ，由题设及罗尔定理，得 

   1 2, ,a b     ，使得       0F f e f e         ，即    f f   . 

（Ⅲ）令    xh x e f x ，由（Ⅰ）知函数  h x 在 ,a b 上至少有三个零点 , ,a b ，于是 

     xh x e f x f x    在  ,a b 上有两个零点，因此    f x f x 在  ,a b 上有两个零点. 

再令      xg x e f x f x     ，则  g x 在在  ,a b 上有两个零点，故存在  ,a b  ，使得

      0xg e f f        ,即    f f   . 

 

【例 3】求二重积分:   dxdyxyxI
D
 

22 ,其中   xyxyxD 2, 22  . 

【解析】   dxdyxyxI
D
 

22  

             =  dxdyyxyxx
D
  2234 2  

=  dxdyyxx
D
  224   (对称区域,偶倍奇零) 

          =  dxdyyxx
D
 

1

2222  ( 1D 是D的上半部分,即上半个圆) 

          =2 drrd 



25cos2

0
2
0

cos  

          =
12
35

22
1

4
3

6
5

8
7

3
64cos

3
64 2

0

8 




 d . 

【例 4】求幂级数


1

2

n

nxn 的收敛域及和函数,并计算


1

2

2n
n

n
. 

【解析】
 
 xu
xu

n

n

n

1lim 


=

 
n

n

n xn
xn

2

!21lim





= x , 

    当 1x ,即 11  x 时, 幂级数收敛,且为绝对收敛,而当 1x 时, 

级数





1

2 1
n

nn 与  





1

2 1
n

nn 均发散,故幂级数的收敛域为  1,1 . 

       xxSxnxxnxS
n

n

n

n
1

1

12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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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项积分,得 

       xxSnxxnxdttndttndttS
n

n

n

nx x

n

x n

n

n
2

1

1

1
0 0

1
0

12

1

12
1 








    



















 , 

    逐项积分,得 

   
x
xxdttndtntdttS

n

nx x

n

x n

n

n











    
















11
0 0

1
0

1

1

1
2 , (此处才得到q级数) 

   即有  
x
xdttS

x


 10 2 , 

     

















  x

xdttS
x

10 2 , 

    得,  
 22 1

1
x

xS


 , 

    于是    
 220 1 1 x
xxxSdttS

x


 , 

    于是  
 

 
 3120 1 1
1,

1 x
xxS

x
xdttS

x

























  , 

于是      
 31

1

2

1
1
x
xxxxSxnxS

n

n









, 

而当
2
1

x 时, 6

2
11

2
11

2
1

2
1

2
1

3
1

2 







 







 














 



n

n

nS . 

 

【例 5】计算      3 2 3 2 3 2d d d d d dI x z y z y x z x z y x y


      ，其中为上半球面 

2 2 2z R x y   ，取上侧.  

【解析】记 1 为

2 2 2

0
x y R
z

  


          
，取下侧，这样 1 构成空间封闭区域的外表面，记 1 在 xoy面

上的投影区域为 xyD .根据积分性质和高斯公式，得 

     
1

3 2 3 2 3 2d d d d d dI x z y z y x z x z y x y


       

                                
1

3 2 3 2 3 2d d d d d dx z y z y x z x z y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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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23 3 3 d d d 1 d d
xyD

x y z x y z y x y


       

25 3 5 4

0 0

6 1 6 1d d
5 2 5 4

R
R r r R R


         

 
（二）线性代数部分 

【例 6】设 1 2 3 4( , , , )A     是 4 阶矩阵， 是 4 维向量，若Ax  的通解是(1,2,3,4) (0,2,1,1)T Tk ，其

中 k为任意常数， 4 3 2 1( , , , )B       . 

(I) 证明 ( ) 2r B  ； 

(II) 求方程组 2 3Bx    的通解. 

【解析】(I)由于 的通解是 ，所以 

         (1,2,3,4) , (0,2,1,1) 0, ( ) 4 1 3T TA A r A     ，                

即                            1 2 3 4 2 3 42 3 4 ,2 0              .                   ① 

所以 4 3 2 1 4 3 2 2 3 4 4 3 2( , , , ) ( , , , 2 3 4 ) ( , , ,0)B                    ，由于进行初等变换不改变

矩阵的秩，所以 4 3 2 2 3 4( ) ( , , ,0) ( , , )r B r r       .      

根据①式可知 2 3 4, ,   线性相关，所以 2 3 4( ) ( , , ) 2r B r     .又由于 ( ) 3r A  ，所以 

2 3 4( ) ( , , ) 2r B r     . 

(II) 由于 ( ) 2r B  ，所以 0Bx  中含有 ( ) 4 2 2n r B    个线性无关的解向量.  

根据①式中 2 3 42 0     ，可得 4 3 2 1

1
1

( , , , ) 0
2
0

    

 
 
  
 
 
 

.          

根据①式中 1 2 3 42 3 4        ，即 2 3 4 12 3 4 ( ) 0         ，可得 

4 3 2 1

4
3

( , , , ) 0
2
1

    

 
 
  
 
 
 

. 

Ax  (1,2,3,4) (0,2,1,1)T 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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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1 2

1 4
1 3
,

2 2
0 1

 

   
   
    
   
   

   

，则 1 20, 0B B   ，且 1 2,  线性无关，所以可以作为 0Bx  的基础解系.                                                           

由于 4 3 2 1 2 3

0
1

( , , , )
1
0

      

 
 
   
 
 
 

，令

0
1
1
0



 
 
 
 
 
 

，则 2 3B    ，所以可作为 2 3Bx    的

特解.                                                 

根据非齐次线性方程组解的结构知， 的通解为 1 1 2 2x k k     ，其中 

1 2

1 4 0
1 3 1
, ,

2 2 1
0 1 0

  

     
     
       
     
     

     

， 1 2,k k 为任意常数. 

【例 7】已知矩阵 和 相似，其中 ， .求 的值. 

【解析】 

 

由于 和 相似，所以具有相同的特征值. 为对角矩阵，特征值为： ，故 的特征值也为： ，

有一个二重根 . 

当 时， .且 . 

此时， 的特征值为： . 

由于 ，所以 可以相似对角化，即 与 相似. 

当 时， 为平方和的形式， ，且 . 

此时， 的特征值为： . 

2 3Bx   

A B

1 1
1 5 1
4 12 6

a
A

 
   
 
 

0 0
0 0
0 0

b
B b

c

 
   
 
 

, ,a b c

2

1 1 2 1 2 1
1 5 1 0 5 1 0 5 1
4 12 6 2 12 6 0 12 5

5 1
( 2) ( 2)( 10 13 )

12 5

a a a
E A

a

a
a

  
   

   


   



     
          

        

 
      

  

A B B , ,b b c A , ,b b c

b

2b  4 20 13 0 3a a       2 1 5 6 8b c c     

A 2,2,8

1 3 1
(2 ) 1 3 1 1 3 2

4 12 4
ir E A r n k

 
           
    

A A B

2c  2 10 13 a    13 25 12a a     5b 

A 5,5, 2



                                                 

10 
 

由于 ，所以 不可以相似对角化，即 不能与对角阵

相似，应排除. 

因此， . 

 
（三）概率部分 

【例 8】设二维随机变量 ( , )X Y 的概率密度为
 2 22 3( , ) , ,x xy yf x y Ae x y R  

  . 

(I)求常数 A和 X 的边缘概率密度 ( )Xf x ； 

(II)求 ( )Y Xf y x ； 

(III)求概率 { 3 2} P Y X . 

【解析】
 

2

2
22 2

3
2

11 22 3 222 1( , ) 12 2
2

xy

xx xy yf x y Ae Ae e



 
  

 
          

(I)  

 2
2

2 2

3

11 12
22 22 1 2( , ) 12 22

2

y x

x x

Xf x f x y dy Ae e dy Ae 






     
 

 
     

利用概率密度的性质得到 

 
21

22 21 2
2 2

x

Xf x dx A e dx A A   


 

 
     ， 

所以
1A


 . 

 
2 21 1

2 22 1 1 , .
2 2

x x

Xf x e e x R
 

 

    

(II)

 

   
 

 2 2
2

2

2 3
32
2

1
2

1
, 2

1 2
2

x xy y
y x

Y X xX

ef x y
f y x e

f x e






  
 

   
 

  

 

4 12 1
(5 ) 1 0 1 2 3 2

4 12 1
ir E A r n k

 
          
    

A A

3, 2, 8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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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3
2
1

2( )
21 ,

12
2



 
  

 

 


y x

e y R  

(III)在 2X 的条件下，

21~ ( 3, )
2

 
 
 

Y N ，则 

1{ 3 2}
2

  P Y X  

 

【例 9】设随机变量 相互独立，它们的分布函数分别为 

   

求函数 的分布函数． 

【解析】由 的分布函数 可知， 是离散型随机变量. 

的概率分布为 

   

P    

设 的分布函数为 ，则 

． 

若 时，则 ； 

若 时，则 

 

 

 

. 

当 时， ，则 ； 

,X Y

 

0, 0,
1 , 0 1,
4
1, 1 .

X

x

F x x

x


  




 

0, 0,
1 , 0 1,
2
1, 1 .

Y

y
yF y y

y


   




X YZ e 

X  XF x X

X

X 0 1

1
4

3
4

X YZ e   ZF z

     X Y
ZF z P Z z P e z   

0z      0ZF z P  

0z 

   lnZF z P X Y z  

       0 ln 0 1 ln 1P X P X Y z X P X P X Y z X         

   1 3ln ln 1
4 4
P Y z P Y z    

   1 3ln ln 1
4 4Y YF z F z  

0 1z  ln 0z    0ZF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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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时， ， ，则 

； 

当 时， ， ，则 

； 

当 时， ， ，则 

． 

综上所述， 的分布函数为 

 

 
 

 

1 z e  0 ln 1z  ln 1 0z  

   1 1 ln 3 10 1 ln
4 2 4 8Z

zF z z
     

2e z e  1 ln 2z  0 ln 1 1z  

  1 3 1 ln 1 1 31 ln
4 4 2 4 8Z

zF z z 
     

2z e ln 2z  ln 1 1z  

  1 31 1 1
4 4ZF z     

Z

 
 

2

2

0, 1,
1 1 ln , 1 ,
8
1 3 ln , ,
4 8

1, .

Z

z

z z e
F z

z e z e

e 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