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新大纲发布后考研数学备考策略 

 

2021 大纲已经发布，今年考研数学大纲发生近十年以来的最大变动，不仅考试要求发

生变动，而且在高数、线代、概率的分值占比和试卷结构上也进行了调整。针对这些变动，

该如何安排接下来的复习呢？高教考试在线考研数学教研室针对新考纲的变动给各位考生

一些备考方面的建议。 

一、高等数学 

考试要求： 

（1）考查考生对微积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理解和掌握。 

（2）考查考生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综合运用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变动情况与备考建议： 

1.数（一） 

考纲变动只有两处：一元函数积分学和无穷级数，变动的着重点在解题方法的掌握上。

关于概念和一般解题方法，大家的日常练习中基本已经接触到，这里提醒各位考生注意的是

新增“会用积分判别法”这一条，提到了“会”这个字眼，某些题目的解答中可能会用到这

种方法，练习中遇到这类题目一定要注意积累。 

在备考方面： 

（1）数（一）的考纲内容基本没有实质性变化，除个别变动的地方，按照之前的备考

内容进行备考即可。 

（2）对于变动部分的内容，加强概念和解题方法的掌握，多进行题目练习。 

2.数（二） 

数（二）考纲变动集中在两处：多元函数微分学和常微分方程，变动的着重点在对概念



的理解上，加强了对概念理解的要求程度。这些变动中，数（二）的同学要关注的是线性微

分方程解的性质及解的结构，不再局限于“二阶线性微分方程”，考查范围扩大，所以在后

面的复习中一定要加强此部分题目的练习。 

在备考方面： 

（1）对于未变动部分，按照之前的复习节奏进行复习即可。 

（2）对于变动部分，在补充新增知识点的同时，可以用数（一）历年真题中对应部分

的题目进行练习，提高实战能力。 

3.数（三） 

高数考纲的变动中，数（三）的变动最大，变动内容不仅包含对概念理解程度要求的提

高，还有对解题方法的掌握程度上，部分内容的考试要求已经接近于数（一）的考试要求。 

在备考方面： 

（1）在考试大纲的要求中，对内容有理解，了解，知道三个层次的要求；对方法有掌

握，会（能）两个层次的要求，一般来说，要求理解的内容，要求掌握的方法，才是考试的

重点。这些在历年考试的考题中出现的概率较大，在同一份试卷中所占的分数也较多。所以

数（三）的同学在拿到考纲之后，先不要急于立刻补充新增知识点，而是在这些变动中找到

要求变动为“理解”、“掌握”的这些地方，重点补充，重点练习。 

（2）通过今年的考纲变动可以发现，数（一）、数（三）统考的内容中，数（三）的

考试要求已经接近数（一），考试要求提高。所以在后期的复习中，关于习题的练习，数（三）

的同学也要做一下统考部分数（一）的真题，提升自己的解题能力。 

二、线性代数 

考试要求： 

（1）考查考生对线性代数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运算的理解。 



（2）考查考生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综合运用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变动情况与备考建议： 

1.数（一） 

数一的线性代数考试内容没有变动，数（一）的同学，按照之前的复习内容直接备战即

可。 

2.数（二） 

线性代数中数（二）的变动，集中在两个地方：线性方程组和二次型，提高了对解题方

法的掌握。因此在备考方面： 

（1）加强线性方程组和二次型的题目练习。 

（2）注重对线性方程组和二次型的解题方法的掌握，练习过程中，加强对线性方程组

和二次型的解题方法的积累。 

（3）适当做一下数（一）真题中线性方程组和二次型的题目。 

3.数（三） 

二次型是数（三）线性代数中唯一变动的地方，对二次型及其矩阵表示和用正交变换化

二次型为标准形的方法的考试要求从“会”变为“掌握”，加强了考试要求，在今年的考题

中出现的概率加大，因此数（三）的同学，一定要重视二次型这部分题目的练习。 

关于备考建议： 

（1）回顾教材中关于对二次型及其矩阵表示和用正交变换化二次型为标准形的方法的

内容。 

（2）加强对二次型题目的练习，尤其是对二次型及其矩阵表示和用正交变换化二次型

为标准形的方法这两部分。 

三、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考试要求： 

（1）考查考生对研究随机规律性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理解。 

（2）运用概率统计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变动情况与备考建议：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考纲内容无变化，关于备考建议： 

（1）抓住命题特点，划分次重点复习。重点掌握要求理解的内容，要求掌握的方法。 

（2）寻找命题特点，把握出题规律，重点突出。在结合往年命题规律的基础上，有重

点的进行复习，例如概率论第三、四、七章，每年考查的概率一般会在 80%以上，而且常

会以大题的形式出现，这部分就要加强复习，加大投入时间，而古典概型与几何概型这部分，

一般只考一些简单的概率计算，因此只掌握一些简单的概率计算即可。 

（3）重视概率与高数的联系，提升综合思考的能力，通过习题练习，提升实战能力。 

四、备考时间规划 

考研数学总分 150 分，在考研备考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如何在剩下的时间高效备

考呢?接下来我们从时间的角度给大家一些备考建议。 

9~10 月份，以真题为引，结合考纲变动，针对性学习 

基础较好的同学，如果你已经结束强化阶段的知识点的复习，接下来的复习，可以真题

为主进行实战练习，尤其是近十五年的真题，一定要认真做，反复训练，找出错误点，查漏

补缺。同时针对大纲变动的部分，练习的同时，补充新增知识点，增强训练。数（二）、数

（三）的同学，针对变动的部分，可以适当做一下对应内容数（一）的题目，提高解题能力。 

起步比较晚的同学，9 月份开始，你的强化可能还没结束。这个时候不要慌，做好个人

复习规划，9 月末之前一定要完成强化阶段的复习，开启真题训练。时间虽紧，但一定不要

操之过急，学习质量比学习进度更重要，学一点会一点，不要潦草学完，还是不会，不仅浪



费了时间，还影响了复习心态。 

11 月份~考前，查漏补缺为主，习题练习为辅，重点突出 

将基础、强化、真题练习中的错误点和不足点，系统复习一遍，尤其是考纲中要求标记

为“理解”和“掌握”的地方，要重点复习。复习的同时，也要时常进行限时模拟训练，积

累临场经验，对于重点的题目，要总结规律和方法重点提升，但注意一定要有重点的看，不

可贪多。 

以上是新大纲发布后考研数学备考策略建议，祝愿 2021 的考生们一战成“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