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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攻玉 考生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从多年考研阅卷的经验

来看，考生在应考中存在三个主要问题： 1.考生对数学基本

概念掌握不牢固，对基本定理停留于记忆层面，理解不透彻

，对重要的数学法则，重要的结论不熟练，更不擅于运用。

实际上，每一道数学题都是由基本的定理，定义，公式构成

，它们的不同组合就形成了不同的问题，多层次的组合形成

不同复杂程度的问题。所以这些定理，定义，公式是解题的

基础，而熟练掌握和深刻理解这些内容就成为解题成功的关

键.为了熟练掌握、牢固记忆和理解所有的定理、定义、公式

，一定要先复习所有的公式，定理，定义，然后再大量的练

习基础题。做这些基础题时能作到一看便知其过程，心算就

能得到其结果，这样就说明真正掌握了基础习题的内容。这

些题看起来外表简单，目的单一，但它们主要帮助我们熟悉

和掌握定理，定义，公式。但别小看这些习题，如果把整个

习题看成一座城堡，定理，定义，公式等可比做砖瓦，而基

础习题就可看成砖瓦垒起的一堵墙，熟练掌握一道基础习题

就相当于直接拥有一堵墙。这样看来，我们构建城堡岂不可

以随心所欲，其感觉如同搭积木。 2.考生解决数学综合试题

和应用题的能力普遍较差，而这类题的分值又往往较高。解

答不出来的原因常常在于考生平常复习时眼高手低，光理解

了参考解答而不练笔。在考试时，很难下手或者答题思维混

乱而不流畅。 3.没有真正具备数学解题的技能。最常见的现



象是考生拿到题后无从下手，因此，数学考试中常常出现有

些考生在有些题目上只能交白卷，这种现象在其他科目的考

试中几乎不可能出现。 因此，首轮数学复习中要注意以下三

点： 第一，结合本科教材和前一年的大纲，先吃透基本概念

、基本方法和基本定理。数学是一门逻辑性极强的演绎科学

，只有对基本概念深入理解，对基本定理和公式牢牢记住，

才能找到解题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对近几年数学答卷的分析

表明，考生失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基本概念、定理记不

全、记不牢，理解不准确，基本解题方法掌握不好。因此，

要牢牢掌握和理解数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定理、重要的数学

法则、重要的数学结论等数学基础知识，这些是数学的基本

要素，不打牢这个基础，其他一切都谈不上。 第二，要大量

练习，充分利用历年考研数学真题，重视总结归纳解题思路

、套路和经验。数学考试不需背诵，也不要自由发挥，全部

任务就是解题，而基本概念、公式、结论等也只有在反复练

习中才会真正理解与巩固。做题时特别要强调分析研究题目

和解题思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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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提高正确率，又能提高解题速度。通过专门的训可以切实

提高数学的解题能力，做到面对任何一道题都能有条不紊地

展开分析和运算。考过数学的同学一般都会有过这样的体验

，自己没有做出来的题，经别人一说，马上就能恍然大悟，

这就是解题能力不强所致，而并不是全然不会做，其实往往

就是某一个或两个关键环节没有突破，形成卡壳。 第三，要

初步进行综合性试题和应用题训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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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首轮复习期间，可以不

将它们作为强化重点，但也应逐步进行一些训练，积累解题

思路，同时这也有利于对所学知识的消化吸收，彻底弄清楚

有关知识的纵向与横向联系，转化为自己真正掌握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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