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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能生巧备考数学应注重积累题型在夯实基础的前提下，还

需要着力研究一些典型题型，提升能力。很多同学都在收集

典型题型，都知道应该对典型题型进行研究，问题在于你如

何研究它，我认为应该对典型题型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研究

。来源：考试大 面对一道典型例题，在做这道题以前你必须

考虑，它该从哪个角度切入，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切入。做

题的过程中，必须考虑为什么要用这几个原理，而不用那几

个原理，为什么要这样对这个式子进行化简，而不那样化简

。做完之后，必须要回过头看一下，这个解题方法适合这个

题的关键是什么，为什么偏偏这个方法在这道题上出现了最

好的效果，有没有更好的解法⋯⋯就这样从开始到最后，每

一步都进行全方位的思考，那么这道题的价值就会得到充分

的发掘。来源：考试大 学习数学，重在做题，熟能生巧。对

于数学的基本概念、公式、结论等也只有在反复练习中才能

真正理解与巩固。数学试题虽然千变万化，其知识结构却基

本相同，题型也相对固定，往往存在一定的解题套路，熟练

掌握后既能提高正确率，又能提高解题速度。此外，还要初

步进行解答综合题的训练。数学考研题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

综合性强、知识覆盖面广，近几年来较为新颖的综合题愈来

愈多。这类试题一般比较灵活，难度也要大一些，应逐步进

行训练，积累解题经验。这也有利于进一步理解并彻底弄清

楚知识点的纵向与横向联系，转化为自己真正掌握了的东西



，能够在理解的基础上灵活运用、触类旁通。同时要善于思

考，归纳解题思路与方法。一个题目有条件，有结论，当你

看见条件和结论想起了什么？这就是思路。思路有些许偏差

，解题过程便千差万别。考研数学复习光靠做题也是不够的

，更重要的是应该通过做题，归纳总结出一些解题的方法和

技巧。考生要在做题时巩固基础，在更高层次上把握和运用

知识点。对数学习题最好能形成自己熟悉的解题体系，也就

是对各种题型都能找到相应的解题思路，从而在最后的实考

中面对陌生的试题时能把握主动。来源：考试大 基础的重要

性已不言而喻，但是只注重基础，也是不行的。太注重基础

，就会拘泥于书本，难以适应考研试题。打好基础的目的就

是为了提高。但太重提高就会基础不牢，导致头重脚轻，力

不从心。考生要明白基础与提高的辩证关系，根据自身情况

合理安排复习进度，处理好打基础和提高能力两者的关系。

一般来说，基础与提高是交插和分段进行的，在一个时期的

某一个阶段以基础为主，基础扎实了，再行提高。然后又进

入了另一个阶段，同样还要先扎实基础再提高水平，如此反

复循环。考生在这个过程中容易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感觉

自已经过基础复习或一段时间的提高后几乎不再有所进步，

甚至感到越学越退步，碰到这种情况，考生千万不要气馁，

要坚信自己的能力，只要复习方法没有问题，就应该坚持下

去。虽然表面上感到没有进步，但实际水平其实已经在不知

不觉中提高了，因为在这个时期考生已经认识到了自已的不

足，正处于调整和进步中。这个时候需要的就是考生的意志

力，考研本来就是一场意志力的比赛，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

和较高的能力，更要有坚强的意志力。只要坚持下去，就有



成功的希望。希望大家在复习过程中要加强综合解题能力的

训练，熟悉常见考题的类型和解题思路，力求在解题思路上

有所突破。考研试题与教科书上的习题的不同点在于，前者

是在对基本概念、基本定理、基本方法充分理解的基础上的

综合应用，有较大的灵活性，往往一个命题覆盖多个内容，

涉及到概念、直观背景、推理和计算等多种角度。因此一定

要力争在解题思路上有所突破，要在打好基础的同时做大量

的综合性练习题，并对试题多分析多归纳多总结，力求对常

见考题类型、特点、思路有一个系统的把握。许多考生在做

完教科书上的习题后，往往对考研题难以适应，其突出感觉

是没有思路，这正是考生考前准备应解决的突破口。考生要

掌握住各种题型的解题方法和技巧。考虑到数学学科的特点

，要求考生自己将所有的解题思路都琢磨出来是十分困难的

，这方面通常可以通过求教有经验的老师，参加有较好信誉

的辅导班，或者阅读有关的辅导书解决。另外在做题时，不

必每道题都要写出完整的解题步骤，类似的题一般只要看出

思路，熟悉其运算过程就可以，这样可以节省时间，提高做

题的效率。考生在做题的同时还要注意各章节之间的内在联

系，数学考试会出现一些应用到多个知识点的综合性试题和

应用型试题。这类试题一般比较灵活，难度也要大一些。考

生要注意对综合性的典型考题的分析，来提高自身解决综合

性问题的能力。数学有其自身的规律，其表现的一个重要特

征就是各知识点之间、各科目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这种相

互之间的联系给综合命题创造了条件，因而考生应进行综合

性试题和应用题训练。通过这种训练，积累解题思路，同时

将各个知识点有机的联系起来，将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自己



的东西。考生在做题目时，要养成良好的做题习惯，做一个

有心人，认真地将遇到的解答中好的或者陌生的解题思路以

及自己的思考记录下来，平时翻看，久而久之，自己的解题

能力就会有所提高。对于那些具有很强的典型性、灵活性、

启发性和综合性的题，要特别注重解题思路和技巧的培养。

数学试题千变万化，其知识结构却基本相同，题型也相对固

定，往往存在明显的解题套路，熟练掌握后既能提高解题的

针对性，又能提高解题速度和正确率。当然，一味的靠做题

来提高数学能力也是不足取的。曾有一个考生，平时的解题

能力很高，但最后的考试成绩却不是很理想，谈到自己失利

的原因时，他说，自己平时几乎全部靠做题来提高水平，而

对知识点缺乏更高层次上的把握和运用，导致遇到陌生的题

目时，得分率严重下降。所以考生不能为做题而做题，要在

做题时巩固基础，提高自己对知识点更高层次上的把握和运

用。要善于归纳总结，对数学习题最好能形成自己熟悉的解

题体系，也就是对各种题型都能找到相应的解题思路，从而

在最后的实考中面对陌生的试题时能把握主动。来源：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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