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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AA_E8_80_83_E6_c73_172886.htm 应该说我的数学基础

还是不错的，但之前并没有料到考研会拿到满分，这可能多

少也会有运气的成分吧。回头看看考研复习过程发现的确复

习的策略与方式都很到位，也算是付出了努力的结果。先大

体说一下我数学复习的安排。 我并不赞成题海战术，尤其在

数学上更是如此，数学更强调的是 数学基础即对基本概念，

定理的把握，这不只是能记住这些东西，而且能够知道它的

来龙 去脉，能够独立推导，并很清楚它的应用范围和基本的

考察点。同样数学还强调灵活的 数学思维，这还是建立在对

基本的东西很深刻的理解的基础上的，单纯多做题可能会多 

见识一些题型，但对于一些很灵活有新意的题目就可能无法

应对，这和点石成金的故事 是一样的道理。现在的考研题目

越来越倾向于出得活一些，而且出题的人与办辅导班的 人之

间的较量也越来越尖锐和直接，这样只有靠自己的努力使自

己真的有随机应变的能 力才不至于陷入听天由命的境地。而

这种能力的培养却来自于老老实实地将基础打牢， 这一点上

要摒弃那种急功近利的想法，我想不论是考研还是成就一番

别的什么事情，要 想成功，首先要沉得住气，有一个长远的

打算，而不是做一天算一天，同时要善于控制 事情发展的节

奏，不论太快抑或太慢都不好，你都得去考虑为什么会这样

，怎样去解决 .一个人不论处于顺风还是逆风，都要学会不断

的去跟自己出难题，不断地去反省自己 ，自己主动把握自己

的命运，他才能最后成功，这也算是我的一点忠告吧。下面



切入正 题 . 第一阶段：在我的数学复习过程中，打基础占了

一半左右的时间。这可能和大多数人一 上来就用陈文灯的书

有比较大的差别。从3月中下旬到7月底这段时间主要是看课

本，没 有接触任何数学的考验资料。高数与线代用的都是南

开上课时的教材，顺便看了看原来 大一大二时买的北大双博

士系列的两本的学习辅导书（不是用来考研的那一套），其

中 线代那一本作为基础部分的练习还是相当不错的。在这一

过程中课本看得很细，单是高 数与线代就作了5本笔记，记

的大多是一些定理，概念用自己的语言进行表述与推导，以 

及自己认为可以出题的切入点，这一过程现在看来很笨，但

事实上越到考研的后一阶段 它的效用就越发明显，而且不论

考题如何变动，掌握了基础的东西，随机应变的主动权 始终

在你手中。这期间由于这种复习方式很磨人的性子，的确有

坚持不下来的时候，所 以五一的时候就借钱去泰山玩了一趟

（考研中如果状态不好，一定要即时调整，放松自 己）。而

正是因为这次出游，回来将数学考研班给退掉了，回头想想

如果暑假真的上考 研班，以那种进度，我的数学肯定会出很

大的问题，这次出游也算是一件很幸运而必要 的行动吧。概

率用的是浙大的教材，由于前面复习高数与线代时间没掌握

好，到7月底我 才开始看概率课本，当时还没觉察到时间的

紧迫，直到系里有一位女生告诉我金融系女 生那边陈文灯的

书都看了3-4遍了，我才有点警醒。接下来的一个月，正是夏

天最热的时 候，却也是我考研阶段成果最丰的时候，尤其是

数学，在这一阶段得到了质的飞跃，所 以有时候我也在想若

没有那次很不经意的对话，我想考研的结局会变的不可想象

。那段 时间我一般是晚上2点左右睡觉，早晨7：30就起了，



真的没有觉得过累，那一段时间可 以说是大学过程中学得最

投入的，那种感觉真的很好，但这也留下了一些问题，这在

后 面会提到。在我考研过程中这种体会是非常深刻的，很多

不经意的偶然事件最后却起了 关键性的作用，这种经历多了

使我觉得有种很幸运的感觉，在关键时刻我的运气显得一 直

都好于一般人，当然我想这里也会有一个在关键时刻捕捉机

会以及把握机会的能力问 题，之所以提这一点是希望大家有

这点意识，留意一些小事，同时不要过于计较小的得 失，不

要患得患失，记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以上是数学第一

阶段的复习 . 第二阶段：从7月底起，我开始加紧看概率课本

，参考了陈文灯的复习指南与习题的概 率部分的题目，因为

当时也的确没时间细细的去看了，这样大概用了5天时间，坦

白说陈文 登概率的题目的确范围太小，套路过于老化，以致

正对着出题人的枪眼，而且有些也过 于基础，成为一种定式

以后反而变成了坏事，你可能会去套一些定式，却不会留意

如何 从这些题目或者题型中去加深对基本概念，定理的理解

，这样你可以掌握一个很窄的模 式，却丢掉了涵盖范围更广

的东西。不过在那个时候，因为本身我的概率就学得很粗糙 

，对一些基本的思想都没搞清楚，基础非常薄弱，复习指南

上的题还是相对适合我当时 的水平的。但是仍然会很心虚，

根据学微积分与线代的经验，我知道我对于概率的掌握 还没

到那种真正学进去的程度，思维的东西没有学到，学到的只

是定式或者说是模式。 要提一点就是数学含三门，可能会学

玩概率忘了微积分，所以在复习的各个阶段，要逐 渐缩短这

种循环周期，我并不主张三门课其头并进，毕竟三门课有所

区别，要学一门就 先学精了再继续推进，做成夹生饭会让你



有种骑虎难下的感觉，到时你反而会耗费更多 的时间去收拾

烂摊子。 基于以上这种想法，接下来我又回到微积分的复习

。这时发现微积分忘得差不多了， 应该说定理，概念还是很

清楚，但是手特别生，最初复习时的那种得心应手的感觉一

点都 找不到，所以这段时间有点心慌，但由于这段时间复习

强度大，而且的确驱动力非常大 ，所以很快就调整过来了。

对于大家而言，复习过程中应该注意调解自己的心态，定下 

心来，千万不要慌张，自乱阵脚。微积分看的是陈文登复习

指南的微积分部分，没有看 习题集，也没有再做别的更多的

题目，这一过程花了10天左右吧，事实上可能算起来看 了两

遍，但我先要提一下，对于考研辅导书除了政治我觉得没有

必要一本书翻来覆去反 反复复看好几遍，我的第二遍只是很

快地将一些我认为经典的思路总结了一下进行了一 下归类，

整理了一些东西，算不上看了一遍书。但这是有个前提的，

就是你第一遍就要 看得很好，在看之前有很多同学说第一遍

很多都看不懂，所以必须看好几遍，但我看的 时候很流畅地

就下来了，并没有觉得题很难，只是有些题有点偏，而且这

一过程中，还 能发现一些更好的思路，还可以从陈的思路进

行扩展，去自己总结一些思路。这些东西 我只能点到为止，

无法细说，这就要靠大家各自的领悟能力自己去把握了。我

想这段能 够顺利地推进应该是第一阶段复习的结果，有了比

较好的基础，对于大部分题目你即便 没有看专门的考研辅导

书也能单凭自己想出来，这就是你第一阶段复习要实现的目

标， 因此第二阶段只是一个适应考研题型的阶段，锻炼一下

熟练程度，第一阶段是起基础作 用，甚至决定作用的，万丈

高楼平地起的道理大家都清楚，但我想如果你能真的体验到 



这种感觉，你的数学成绩一定会有大幅提高。 看完微积分，

接下来是线代，一位上研的老乡给了一本胡金德的线代辅导

（恩波的那 本小册子）说很好，我也不想买新书就想将就着

用吧，不过现在看来这本书的确是一本很 经典的教材，对于

提高线代水平是很有帮助的，我当时也是先看一遍，然后将

一些好东 西给记下来，也就相当于两遍吧。这一过程花了5

天，因为一共是五章，刚好一天一章， 当然这里的一天一般

也只是一个上午，下午会看专业课中的西经，晚上一般留给

英语。 然后就是概率论了，这也是我觉得最怕的一部分。刚

好有一天中午很烦躁没睡好，下午 学习没精神，于是去书店

逛了逛，准备买一本概率辅导书，这也是我考研用的第一本

自 己买的2003版的书，其他的都是别人送的旧版的，所以如

果你经济有点困难的话，买旧 版教材是一样的，关键你要真

正学到东西。在书店看到了一本姚孟臣的概率辅导书（机 械

工业出版社出的那本概率与数理统计习题集的提高篇），书

前有基础内容的提要，然 后每章有相对较多的习题，但特点

在于他的解答也非常详尽，这样的体例是最适合我的 ，我想

也是大家可以考虑的一种。至少纯习题式的书我一直就很不

喜欢，包括英语在内 .正是这本书使得我数学最大的一个空洞

被弥补上了，而且应该说此后我才真正知道我 是懂概率而不

是仅会做概率题，但这一结果却是在做题的过程中实现的，

正是在做题的 过程中不断的去思考去琢磨不断地加深对基本

概念的理解，比如分布函数F（x），如果 不是这段时间的复

习改变了对其的认识，今年的倒第二道题目肯定会做错，所

以并不一 定要把所有题目都做过，你也无法实现这一点，重

要得是你要使自己具备良好的功底， 做题不是为了做多少数



目给自己一点安慰，这只是自己骗自己，而是要从做题中得

到东 西，包括思维的锻炼以及掌握一些比较好的题型，甚至

要自己去引申一些题型。这是个 厚积而薄发的过程。这本书

是我觉得考研过程中对我帮助最大的一本，那种豁然开朗的 

感觉至今仍记得 . 第三阶段：对我而言第二阶段的结束已经

数学基本上就定型了，而且这时已经是8月底 9月初了，政治

还没开始看，专业课也只是在第二阶段看了一点，所以这一

段数学开始减 少，从9月到考前只看了李永乐的400题，感觉

很好，题目里知识点涵盖很多，技巧比较强 ，题也出得比较

规范，没有偏题怪题，一般2个小时之内就能完成一套，一般

能在140左 右，而且做数三感觉比数四相应部分还要简单些，

之间还做了历年真题，觉得比较简单 ，一般都能两个小时拿

下90分左右（大家应该注意真题永远是最好的辅导资料，所

以一 定不要刚开始复习就草率地做完），但后来也发现有一

点问题，就是400题的概率与线代 比较强而微积分相对较弱，

所以后来考前还做了几套严守权的，感觉比较难，也做了几 

套陈的，都不太理想，这时也快考试了，所以也比较紧张，

那么这一过程中调整心态就 很重要了。大家要记住平时考得

好并不意味着真考试时就能出好成绩，一般都会打个折 扣，

所以即便你在平时模考时成绩很好，也不要掉以轻心。考前

几天还是适当做几套题 ，但强度不要太大，主要是为了维持

一下做题的感觉。 接下来就是上考场，一定不要过度紧张，

但适度的紧张却是一件好事也不要害怕，考 试的时候我才发

现，平常做题与真正上考场绝对是两回事，心态的变化使得

你在考场上思 维会有些过于活跃无法集中，所以水平的发挥

也会收到很大的影响，至少我觉得做03题 时题目不是很难，



但却很不顺手，比如那个应用题5分钟就出答案了，可考试的

时候会觉 得不可能那么简单，于是反复琢磨，白白耽搁了20

多分钟，最后时间觉得很紧张。这里 数学还有一个比较有意

思的经历。数学最后一道题我想了30多分钟没出来，离考试

结束 只有8分钟了，前面的题目都是很快做出来还没有检查

，这时我想放弃，回去检查前面的 题目，监考老师在我边上

走来走去，一时烦躁却突然冒出了灵感，2分钟搞定了这道题

目 ，考试的时候的确有些难题是需要放弃，但有时你也许只

需再坚持一会儿。此外对于会 做的题目一定要拿下，把握住

做题的精准度，不要无谓失分，这就要求平常复习时养成 严

谨的习惯以及有很扎实的基本功。 总结一下就是： 1、注重

基础，这是许多人可能都听别人所过但又不知如何入手的一

点，一定要耐得住 性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看到别人成

功辉煌的同时你也应该更多的去思考他（她）成功 背后付出

的努力。考研本身也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测定，一个系统的

工程。 2、着力于思维的锻炼，它对于成绩的提高是整体性

的，也是最可靠的途经。 3、选好辅导书。我做的题目肯定

不算最多的，甚至相对许多人是比较少的，但有一点 我看的

书的种类是比较多的，数学的每一门我都分别选了一册我认

为最好的辅导教材，这 样才是比较合理的选书方法，也能达

到最好的复习效果，没有必要将赌注都压在一本书 上，也没

有必要一本书反反复复地看。 4、稳定心态，不论复习状态

或效果是好是坏，都不要有太大的波动，这点上文中提到 了

比较多。 最后我要说的是，这里只是个人的一些体会，并不

一定对任何人都有用，大家一定要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指定

复习计划和选择复习方法，复习的主动权应该始终把握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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