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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复习，把书读薄来源：www.examda.com 从历年试卷的内

容分布上可以看出，凡是考试大纲中提及的内容，都有可能

考到，甚至某些不太重要的内容，也可以以大题的形式在试

题中出现。由此可见，以押题、猜题的复习方法来对付考研

靠不住的，很容易在考场上痛失分数而败北，应当参照考试

大纲，全面复习，不留遗漏。 当然，全面复习不简单的就是

生记硬背所有的知识，相反，是要抓住问题的实质和各内容

、各方法的本质联系，把要记的东西缩小到最小程度，(要努

力使自已理解所学知识，多抓住问题的联系，少记一些死知

识)，而且，不记则已，记住了就要牢靠，事实证明，有些记

忆是终生不忘的，而其它的知识又可以在记住基本知识的基

础上，运用它们的联系而得到。这就是全面复习的含义。 ● 

突出重点，精益求精 在考试大纲的要求中，对内容有理解，

了解，知道三个层次的要求；对方法有掌握，会(能)两个层

次的要求，一般地说，要求理解的内容，要求掌握的方法，

是考试的重点。在历年考试中，这方面考题出现的概率较大

；在同一份试卷中，这方面试题所占有的分数也较多。“猜

题”的人，往往要在这方面下功夫。一般说来，也确能猜出

几分来。但遇到综合题，这些题在主要内容中包含着次要内

容。这时，“猜题”便行不通了。我们讲的突出重点，不仅

要在主要内容和方法上多下功夫，更重要的是要去寻找重点

内容与次要内容间的联系，以主带资，用重点内容提挈整个



内容。主要内容理解透了，其它的内容和方法迎刃而解。即

抓出主要内容不是放弃次要内容而孤立主要内容，而是从分

析各内容的联系，从比较中自然地突出主要内容。 ● 基本训

练，反复进行来源：www.examda.com 学习数学，要做一定数

量的题，把基本功练熟练透，但我们不主张“题海”战术，

而是提倡精练，即反复做一些典型的题，做到一题多解，一

题多变。要训练抽象思维能力，对些基本定理的证明，基本

公式的推导，以及一些基本练习题，要做到不用书写，就象

棋手下“盲棋”一样，只需用脑子默想，即能得到正确答案

，这样才叫训练有素，“熟能生巧”。基本功扎实的人，遇

到难题办法也多，不易被难倒。相反，作练习时，眼高手低

，总找难题作，结果，上了考场，遇到与自己曾经作过的类

似的题目都有可能不会；不少考生把会作的题算错了，将其

归结为粗心大意，确实，人会有粗心的，但基本功扎实的人

，出了错立即会发现，很少会“粗心”地出错。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