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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D_A6_E8_BE_85_E5_c67_214608.htm 我就将我在复习期间

总结出的一些学习经验介绍给大家，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

些启发。在我的四门考试中，数学是强项，取得了141分，因

此，我会重点谈一下我学习数学的心得体会。数学对很多同

学来说是很头疼的事，而且经常会说自己基础不好。在此，

我想说，基础不好绝对不能代表你的考研成绩就不会好，学

数学是要下苦功夫的，只要功夫下到了，是有很大的提高潜

力的！另外，在这些科目中，数学是最能拉开分值的，总分

要高还要靠它呀！下面我就具体说几点复习中应注意的问题

：1、要具备牢固扎实的基础知识。数学，最需要强调的是基

础。很多同学不重视基础的学习，反而只是忙着做题，做难

题，就想通过题海战术取胜，这是不行的，就像是不会走路

的孩子总想直接跑步一样。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不用多做题

，做题量也是要保证的，这点在下面会说到。分析一下数学

试卷就会发现，80％的题目都是基础题目，真正需要冥思苦

想的偏题、难题只是少数。回忆一下你做题时，暂不谈解题

方法，题目中涉及到的知识点是否清楚的了解了？要用到的

公式、定理是否提笔就能写出来？这一点做不到，怎么能进

入下一步寻找解题方法并写出完整的解题过程呢？事实上，

我问过很多同学，大部分同学的回答是还需要去翻书查找，

要知道，考场上是没有课本的。所以，一定要先打好扎实的

基础，再进行解题能力和解题速度的训练。具体来说，数学

基础的掌握，可以通过以下方法：（1）把数学复习全书上总



结好的知识点认真掌握住。一般不同版本的复习全书上的知

识点讲解都很全面、详细，还有例题讲解当中总结出的解题

技巧和方法，推导出的公式、定理，都要重点记忆。（2）数

学也要做笔记。由于复习全书上的知识点过于详细，在以后

的第二、三轮复习中，就没有时间去系统的看了，而且可能

其中大部分你已经掌握了。这就需要你把其中精华的地方和

自己掌握的不好的地方以及考试的常考知识点总结在一个本

子上，这样再复习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看这个本子，会节省下

很多时间，提高效率。而且复习间歇，可以随时拿出来记一

记、背一背。（3）这些基础知识如果一段时间不看就会有些

生疏，用的时候拿不准。所以，要每天都携带在身上，就像

英语单词小册子一样，要经常温习。2、要勤于思考，多动脑

。很多同学学数学就喜欢看例题，看别人做好的题目，分析

别人总结好的解题方法、步骤。只这样是远远不够的。只是

一味的被动的接受别人的东西，就永远也变不成自己的东西

。第一遍复习可以只看题，但以后就必须自己试着做了，先

不看答案，完全通过自己的能力做着试试，不管能做到什么

程度，起码你自己先思考了，只有启动自己的大脑，才会使

知识更深入的得到理解和掌握，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知识，

也才会具有独立的解题能力。在做题时不要太轻易的选择放

弃，想一会儿没有思路就去看答案，一定要仔细开动脑筋想

过之后，实在不行再求助于外力。我在学数学的过程中，很

少去问别人这道题该怎么做，就想通过自己的思考解决，不

轻易认输，希望大家也不要省略掉这一认真思考过程，要勇

于挑战自己，不要轻易投降。3、学会总结，善于归纳，使知

识系统化。善于总结也是我要十分强调的一点。因为很多同



学做题的过程就到对过答案或是纠正过错误就结束了，一套

题的价值也就到此为止了。我建议大家在纠正完错误之后，

再把这套试题从头看一遍，总结一下自己都在哪些方面出错

了，原因是什么，这套题中有没有出现我不知道的新的方法

、思路，新推导出的定理、公式等，并把这些有用的知识全

都写到你的笔记本上，以便随时查看和重点记忆。对于大题

的解题方法，要仔细想一想，都涉及到哪些科目和章节了，

这些知识点之间有哪些联系等，从而使自己所掌握的知识系

统化，以达到融会贯通。只有这样，才能使你做过的题目实

现其最大的价值，也才算是你真正做懂了一套题。如果你能

够这样做了，那么做过的题在以后的复习中如果没有时间了

，就不用再拿出来重新看了，因为你已经把要掌握的精华总

结好了，只需看你的笔记本就OK了。4、保证做题量，还要

有一定的普及性。可以说，题海战术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很有

道理和必要性的。对于数学考试来说，就是解题，理论再好

也要应用于实践，要运用自如。因此，在打好基本功以后，

就要开始不断的做题了。首先，题目的选择上，要广泛一些

，各个名师的模拟题、复习题等都涉及一些。这是因为，每

个人的出题思路是一定的，重点偏向及难易程度也差不多，

做不同人编的题，有助于题型的广泛摄取和把握，只有题型

见得多了，思路才能拓展开，而且各种难度的题目也都尝试

过了，见到考试卷时才不会有太多措手不及的感觉，这就是

我说的“普及性”。其次，做题的数量上，在你的能力范围

内大量练习，但不必太多，尤其是到了最后冲刺阶段，主要

精力应放在政治和专业课上面的时候，也就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做数学题了。但也一定不要就把数学“放鸽子”了，因为



数学不做就会手生，找不到感觉，所以，要给自己安排好一

个做题计划，比如说两天一套题或三天一套题，根据自己其

他科目的复习情况以及此门课程的复习情况来定。最后，留

一两套题在考前作为热身训练，不过不用在意那时做题打出

的成绩，因为就要上考场了，好坏都没有多大的意义了，关

键是用它来找找做题的感觉。5、养成做题仔细、谨慎的习惯

。粗心大意也是许多同学的一大难题。你想，题目明明会做

，可答案偏偏不对，大题还好些，还能给你一些步骤分，小

题就惨了，是一分不得的。所以，这一点也要引起高度的重

视。我观察了一下，一般来说有这个问题的同学有一个共性

，就是在草稿纸上演算时，比较潦草，纸上经常是乱七八糟

，想回过头查找一下某道题的计算过程，是很难的一件事。

还有就是演算的时候不认真。建议这种同学在使用草稿纸的

时候，把纸利用的整齐一些，写的也规整一些，书写认真一

些，慢慢就能减少错误率了。 最后再说一下资料方面,我呢前

期用的是龚冬保《数学考研典型题》最后阶段用的是黑博士

考研《数学最后30天冲刺》。觉得不错,重点突出,题型新颖,能

够抓住学生的弱点,从实际而出发.这一点令我很满意.以上就

是我对学习数学的一些体会，希望大家在复习数学时千万不

能怕苦，不能手懒，要勤于动手，多演算一下，多练习，多

思考，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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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