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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9_B4_E5_A4_9A_E5_c73_173398.htm 陈贵鹏 中央财经大

学毕业，报考中国人民银行。 数学：145分， 经济学综合考

试：126分，总分：402分。 我把（考研）数学（复习）分为

四个层次：懂、会、对、满。 陈贵鹏 非常感谢文登学校提供

这样一个机会，使我和即将考研的诸位学子有一次交流的机

会。通过这篇文章总结一些我在考研数学复习过程中的体会

，希望能对后来者有所帮助。众所周知，2003年对考研初试

课程进行了调整，数学满分由原来的100分增加到150分，即

在总分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数学科目的分数增加了50%.而数

学由于其自身学科的特点，一直属于拉分的科目，因而经常

在一些考研的论坛上听到这样的说法：得数学者得天下，这

种说法可能不完全准确，但却说明了数学在考研中的重要性

。 一、如何制定复习计划如何制定复习计划，才能在考研中

获得理想的成绩？我把数学分为四个层次：懂、会、对、满

。懂是说数学的一些经典教材你能看懂，辅导班老师讲授的

内容你能听得懂。会就是课本和辅导教材上的题目，历年的

真题，名师出的一些模拟题你会做。对就是你会做的题目能

做对。满就是你会做的题目能得到满分，不会因为书写过程

或其他原因被批卷老师扣分。 （1）懂。我推荐几本经典教

材：同济大学出的《高等数学》和浙江大学出的《概率论和

数理统计》是陈老师在课堂上推荐给我们的，现在我推荐给

大家；另外同济大学出的《线性代数》也不错，这是我推荐

给大家的。很多同学在复习过程中一味做题，或开始就抱着



一些辅导书看，结果效果并不理想。除非你数学功底非常扎

实，对整个考研的知识体系心中有数，可以不看课本，否则

我建议你先从基础开始。很多同学觉得教材上的东西太简单

，看不出来什么东西，其实这是因为看书的方法不得要领。

看课本的目的是为了将整个考研的内容理出一个框架和体系

。比如说大家都觉得比较难的连续函数在闭区间上的性质和

中值定理，这部分对数学（四）的考生来说实际上是四个定

理，数学（三）是五个定理（多一个柯西定理）。其中连续

函数在闭区间上的性质就是两个内容费尔玛定理和介值定理

，其中费尔玛定理很少考，2002年数学（四）有道考题，题

干上非常清楚地告诉你用连续函数在闭区间上的性质证明一

个等式，如果你对基础知识掌握得非常好，那你能很快地反

应过来无非就是两个办法：费尔玛定理和介值定理。费尔玛

定理不可能，因为费尔玛定理证明的是导数为0，那肯定是介

值定理，方法定下来就简单了。如果你对这一部分的知识体

系有较好的把握，那你一定能找到正确的方法，如果你对书

本上的定理、知识体系不熟的话，那你会觉得像一锅粥一样

，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再如这部分的几个定理之间的关系及

怎样证明，介值定理是用极限定义来证明的，而罗尔定理是

用费尔玛定理来证明的，拉格朗日中值定理是用罗尔定理来

证明的，柯西中值定理是用拉格朗日中值定理来证明的，其

实考研大部分等式证明用的就是这些方法。如果你能熟练地

证明出这些定理，理解构造辅助函数的一些原则和方法，考

研的等式证明题应该说问题就不大了。通过上面的例子我要

说的是不要轻视课本的作用，课本应该精读，通过读课本理

出一个知识体系，这对你的整个考研过程会大有裨益的。 



（2）会。是指辅导书上的题目、真题、模拟题你要会做，我

想强调的是一定要动手做题，无论是例题还是习题，看懂和

会做绝对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在复习的前期，碰到不会做的

题不要着急看答案，联系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想一

想是哪个部分的内容，有什么常见的方法（这时就显示出看

课本的重要性了）。如果还是想不出来看一看答案，看完了

要问自己几个问题：这种方法是否带有普遍性，如果有普遍

性说明自己在前面的复习过程中有疏漏，要在理解的基础上

记住这个方法；如果不具有普遍性，那就要知道为什么要这

样做，题目里给出了什么暗示。 （3）对。是指会做的题目

一定要做对。我曾听一位老师这样评价某些学生一听就懂，

一看就会，一做就错，确实我也曾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有些

题目看到过，也好像知道应该怎么做，可经常是做完以后答

案就是不对。如何把会做的题目做对，可能是很多考生面临

的一个共性问题。之所以出现会做的题目做不对，可能是在

两个环节上出了问题。第一，是不是真的会做？有些题目我

们第一次不会，看了答案或听了辅导老师的讲解好像是会了

，勉强记住了，实际上没有真正理解。所以每碰到一个不会

做的题都要把它真正弄懂。对一个比较好的题，要从多个角

度去考虑它，尽量用多种不同的方法去解，不仅知道怎么做

而且多问几个为什么这样做，怎么想到这样做，不这样做行

不行。这些看上去比较费时的办法，只做一两次好像看不出

效果；如果长期坚持，到一定阶段就会突然有一种豁然开朗

的感觉，那时你的水平就真正提高了一个档次。第二，如果

这个题目确实会做，但就是做不对，说明计算能力或者数学

方面的基本功有问题。那就是需要长期练习的问题了。 （4



）满。就是会做的、能做对的题目一定不要让批卷的老师扣

掉你的分数。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平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我在考研复习过程中一直用的是陈老师和黄老师主编的《

复习指南》和《题型集粹》。第一遍复习时我把书上的每道

习题和例题都抄在笔记本上一步一步按照规范的要求来做，

一天做上十几二十道题然后集中看答案，把做错的或者不会

做的在题目前面做一个标记，便于下一次复习。到第二遍复

习时将第一遍做对的题目简单地在草稿纸上写一写，第一遍

做错的再抄在本子上规范地做一遍。最后几个月做模拟题和

真题的时候一般规定在2个小时以内完成，认真地在答题纸上

做一遍，做完整套试卷以后批改，第二天订正前一天的错误

，抄在一个专门的错题集上，认真地做一遍，做错的小题也

当成大题那样写出每一步的过程，这样差不多两天做一套模

拟卷。隔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再看最近总结的错题，分析一下

自己经常在什么地方出错，哪些章节是自己掌握得还不好的

地方，再返回来看辅导教材。平时答题要注意培养好的答题

习惯，比如线性代数中涉及参数值的讨论时，记住把参数取

不同值的情况说一下；概率论中求分布函数时，记住把x分属

不同区间上的函数表达式用一个大括号联立起来；不定积分

求原函数时记住加上常数c.这些小地方，都可能导致你有一

分或两分被扣掉，这样是很冤枉的。有一个考银行研究生部

的学生，他第一年考试说数学能考90分（当时总分是100分）

，结果只考了69分，那年银行研究生部的录取分数线是347分

，他总分343分。把卷子调出来一看，因为他字写得特别差，

中间步骤又有很多跳跃，结果被扣了一二十分的步骤分。又

考了一年才考上，虽然考上了，但毕竟多花了一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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