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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是与工程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该专业学位的设置主要在于培养高
层次的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自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通过设置工程硕士专业学位以来，
已批准218个培养单位，涉及到40个工程领域，共招收工程硕士研究生40万余人，累计授予工程硕士学
位15万余人。随着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按照党的“十六大”对教育工作提出的“坚持教育创
新，深化教育改革”的总体要求，借鉴国外先进的考试办法，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相适应的工
程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制度，不仅是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是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发展的需要，是我
国高等教育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而且还是坚持教育创新的一项重要举措，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改
革实践，因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决定，自2003年起报考在职攻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
考生，需参加全国统一组织的入学资格考试，接受综合素质的测试。　　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
试，英文名称为Graduate Candidate Test，简称GCT。试卷由四部分构成：语言表达能力测试、数学基
础能力测试、逻辑推理能力测试和外语运用能力测试。GCT试题知识面覆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
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等门类。试题重点考核考生综合能
力水平和反应速度。经过近几年的实践和改革，考试内容和形式不断完善，考试的适用范围也逐步扩
展到工程硕士以外的一些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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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9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GCT数学考前辅导教程》是根据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指
南（大纲）而编写的数学辅导教材，是在2008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全书安排算术、初等代数、几
何与三角、一元微积分以及线性代数5部分内容，共18章，在每章中，汇总了考试指南中所涉及的重要
知识点，并通过例题加以讲解，同时，按试卷中的命题方式组织了一些典型题目。
《2009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GCT数学考前辅导教程》附赠上网学习卡一张（见封底）和一张
光盘，读者可使用该学习卡上的密码访问交互式辅导网站www.qinghuaonline.com免费获取与《2009硕
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GCT数学考前辅导教程》配套的增值服务，如浏览或下载最新的报考信息
和备考资料，进行网上自测，参加专家答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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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部分　算术第1章　算术1.1　数的概念、性质和运算　1　数的概念2　数的整除3　数的四则运算4
　比和比例1.2　应用问题举例　　1　整数和小数四则运算应用题2　分数与百分数应用题3　简单方
程应用题4　比和比例应用题1.3　典型例题第2部分　初等代数第2章　数和代数式2.1　实数和复数　 1
　实数、数轴2　实数的运算3　复数2.2　代数式及其运算　　1　整式及其加法与乘法2　因式分解3
　整式的除法4　分式　　5　根式2.3　典型例题第3章　集合、映射和函数3.1　集合　　1　集合的概
念2　集合的包含关系3　集合的基本运算3.2　映射和函数　　1　映射的概念　2　函数3　反函数4　
函数的单调性、奇偶性和周期性5　幂函数、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3.3　舆型例题第4章　代数方程和简
单的超越方程4.1　概念4.2　一元一次方程4.3　二元一次方程组4.4　一元二次方程的性质　　1　判别
式2　根和系数的关系3　二次函数的图像和一元二次方程的根4.5　解一元代数方程　　1　配方法2　
公式法3　分解因式法4.6　根的范围、方程的变换　　1　确定根所属的区间2　方程的变换4.7　典型
例题第5章　不等式5.1　不等式的概念和性质　　1　不等式的概念2　不等式的基本性质3　基本的不
等式4　解不等式5.2　解含绝对值的不等式5.3　解一元二次不等式5.4　利用函数的性质和图像解不等
式5.5　典型例题第6章　数列、数学归纳法6.1　数列的基本概念6.2　等差数列6.3　等比数列6.4　数学
归纳法6.5　典型例题第7章　排列、组合、二项式定理和古典概率7.1　排列和组合　　1　基本概念2
　排列数和组合数公式3　例题7.2　二项式定理7.3　古典概率问题　　1　基本概念2　等可能事件的
概率3　互斥事件有一个发生的概率4　相互独立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　　5　独立重复试验7.4　典型
例题第3部分　几何与三角第8章　常见几何图形8.1　常见平面几何图形　　1　三角形2　四边形3　
圆和扇形4　平面图形的全等和相似关系8.2　常见空间几何图形　　1　长方体2　圆柱体3　正圆锥
体4　球8.3　典型例题第9章　三角学的基本知识9.1　三角函数　　1　角和三角函数2　同角三角函数
的关系3　诱导公式4　三角函数的图像和性质5　例题9.2　两角和与差的三角函数　　1　两角和与差
公式2　倍角与半角公式3　例题9.3　解斜三角形9.4　反三角函数9.5　典型例题第10章　平面解析几
何10.1　平面向量1　基本概念2　向量的加法与数乘3　向量的内积4　有向线段的定比分点10.2　直线
　　1　直线的方向向量、倾斜角和斜率2　直线的方程3　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10.3　圆10.4　椭圆10.5
　双曲线10.6　抛物线10.7　例题10.8　典型例题第4部分　一元函数微积分第11章　极限与连续11.1　
函数及其特性　　1　函数的定义2　函数的特性3　复合函数与初等函数11.2　数列的极限　　1　数
列的极限2　数列极限的四则运算11.3　函数的极限　　1　函数极限的定义2　函数极限的性质3　函
数极限的运算法则　4　两个重要极限　 11.4　无穷小量与无穷大量1　无穷小量与无穷大量的定义2　
无穷小量与无穷大量的关系3　无穷小量与函数极限的关系4　无穷小量的性质5　无穷小量的比较　
　6　等价无穷小量替换定理11.5　函数的连续性　1　连续的定义2　函数间断点及分类3　连续函数
的运算法则4　连续函数在闭区间上的性质11.6　典型例题第12章　一元函数微分学12.1　导数的概念
　　1　导数的定义2　导数的几何意义3　可导性与连续性的关系12.2　导数公式与求导法则　　1　
导数公式2　四则运算的求导法则3　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12.3　高阶导数12.4　微分　　1　微分的定
义2　微分与导数的关系3　微分的几何意义4　微分基本公式和四则运算法则12.5　中值定理　　1　
罗尔定理2　拉格朗日中值定理12.6　洛必达法则12.7　函数的单调性与极值　　1　函数单调性的判定
法　2　函数的极值及判断12.8　函数的最大值、最小值问题12.9　曲线的凹凸、拐点及渐近线1　曲线
的凹凸、拐点2　曲线的渐近线12.10　典型例题第13章　一元函数积分学13.1　不定积分的概念和简单
的计算　 1　原函数、不定积分的概念2　不定积分基本计算公式3　不定积分的性质13.2　不定积分的
计算方法　　1　第一类换元法（凑微分法）2　第二类换元法3　分部积分法13.3　定积分的概念及性
质　　1　定积分的概念2　定积分的几何意义3　定积分的性质13.4　微积分基本公式、定积分的计算
　　1　牛顿一莱布尼茨公式2　变量替换法3　分部积分法13.5　定积分的应用　　1　平面图形的面
积2　旋转体体积13.6　典型例题第5部分　线性代数第14章　行列式14.1　行列式的概念与性质　　1
　行列式的定义2　行列式的性质　3　几个特殊的行列式14.2　行列式的计算14.3　典型例题第15章　
矩阵15.1　矩阵及其运算　　1　矩阵的概念2　矩阵的运算3　方阵的行列式4　特殊矩阵15.2　可逆矩
阵　　1　可逆矩阵与逆矩阵的概念2　矩阵可逆的充要条件3　可逆矩阵的性质15.3　矩阵的初等变换
　　1　初等变换2　用初等变换求可逆矩阵的逆矩阵15.4　矩阵的秩　　1　矩阵的秩的概念2　矩阵
的秩的计算3　矩阵运算后秩的变化15.5　典型例题第16章　　向量16.1　n维向量　 1　n维向量的定
义2　n维向量的线性运算16.2　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　　1　向量的线性组合与线性表出2　向量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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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相关与线性无关3　其他几个有关的结论16.3　向量组的秩　　1　向量组的秩和最大线性无关组2
　向量组的秩和矩阵的秩的关系16.4　典型例题第17章　线性方程组17.1　线性方程组的基本概念　
　1　非齐次线性方程组2　齐次线性方程组17.2　求解齐次线性方程组　　1　齐次线性方程组有非零
解的条件2　齐次线性方程组解的性质3　齐次线性方程组解的结构、基础解系4　消元法解齐次线性方
程组17.3　求解非齐次线性方程组　　1　非齐次线性方程组有解的条件2　非齐次线性方程组解的性
质和结构3　消元法解非齐次线性方程组17.4　典型例题第18章　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18.1　特征
值和特征向量的基本概念　　1　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的定义2　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的计算　3　特征值和
特征向量的性质18.2　矩阵的相似对角化问题　　1　相似矩阵的定义2　相似矩阵的性质3　矩阵对角
化的条件和方法18.3　典型例题2008年GCT数学基础能力测试题2008年GCT数学基础能力测试题答案附
录A　初等数学中的一些重要公式附录B　微积分中的一些常用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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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部分　算术　　第1章　算术　　1　数的概念　　我们在数物体的时候，用来表示物体个数
的1，2，3⋯⋯叫做自然数。一个物体也没有，用0表示。0也是自然数。自然数都是整数。　　将单位
“1”平均分成若干份，表示这样的一份或几份的数叫做分数。表示其中一份的数是这个分数的分数
单位。分数有真分数、假分数、带分数等。　　将整数“1”平均分成10份，100份，1000份⋯⋯这样
的一份或几份是十分之几，百分之几，千分之几⋯⋯它们可以用小数表示。小数分有限小数、无限小
数、循环小数等。　　整数和小数都是按照十进制计数法写出的数，其中个，十，百⋯⋯以及十分之
一，百分之一⋯⋯都是计数单位。各个计数单位所占的位置，叫做数位。表示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百
分之几的数叫做百分数，也叫做百分率或百分比。百分数通常用“％”来表示。2数的整除　　当整
数a除以整数b（b≠0），除得的商正好是整数而无非零余数时，则称口能被b整除或称b能整除口。当a
能被b整除时，也称a是b的倍数，b是a的约数。一个数的约数的个数是有限的，其中最小的约数是1，
最大的约数是它本身；一个数的倍数的个数是无限的，其中最小的倍数是它本身。　　个位上是0，2
，4，6，8的数都能被2整除，个位上是0，5的数都能被5整除，各位上的数的和能被3整除的数本身也
能被3整除。能被2整除的数称为偶数，不能被2整除的数称为奇数。　　一个正整数，如果只有1和它
本身两个约数，叫做质数（素数）。一个正整数，如果除了1和它本身，还有其他约数，叫做合数。
每个合数都可以写成几个质数相乘，这几个质数都叫做这个合数的质因数。　　几个数公有的倍数叫
做这几个数的公倍数，所有公倍数中最小的一个叫做这几个数的最小公倍数。几个数公有的约数叫做
这几个数的公约数，所有公约数中最大的一个叫做这几个数的最大公约数。公约数只有1的两个正整
数，叫做互质（素）数。分子与分母互质的分数称为最简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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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9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GCT数学考前辅导教程》权威：与考试大纲同步，由权威
机构、资深专家编写。　　经典：汇集40万考生使用体验。　　严谨：历经6轮讲授、7轮修改完善。
　　实用：针对在职考生特点精心设计内容、剪裁篇幅。　　全面：提供全时段备考用书，覆盖备号
全过程。　　增值：考前辅导教程系列附赠上网学习卡，提供更多最新备考资料、报考信息和网上专
家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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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对于在职的考生，复习的时间是很重要的，而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教材，每年5月才出版，这时，大
家复习起来时间上已经是比较紧的了，而且，内容“精”的厉害，对大家的自学来说，真是用处不大
，而从06年开始，该书便与清华在线这样一个“冒清华大学之名”的辅导班挂上了联系，成为了“假
清华”辅导班的一个宣传工具，书中处处体现“想知道更详细的内容么，上清华在线的辅导班吧！”
这样的一种潜意识，而且，在清华在线的宣传中，也无时无刻不体现出上课的老师是编委，有出题的
经验等言论，编委不假，但也是指点一二而已，知情人都知道，这些书都是下面的一些人编的，挂上
一个人的名字而已，再有，出过题就更是无稽之谈了，大家可以上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的网站上看下院
校的公告就一切大白了！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教材，希望不在是一些假冒名校的劣质辅导班的大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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