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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D_A6_E5_A4_8D_E4_c67_214728.htm 我考数学一的，考

了131分，对于今年这么容易的题目来说，不能说是很高，或

者也不算什么。但是我想，毕竟是过来人，我总结的一些东

西(不管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总会对大家有一些帮

助。 考完后，我没对过标准答案，因为我很清楚哪些题目没

问题，哪些有问题。高数有一道大题，因为脑袋一下卡壳了

，只做出一小部分，在北京改的话应该是只给一两分吧，其

余的有把握全对；线代基本上有把握全对；主要问题在概率

上，两个大题都没有把握。 下面我说说我复习数学的情况。

我三月份开始看高数，暑假之前，每天晚上看3到4小时，时

不时的会偷懒，暑假期间每天看半天高数，(还有半天看线代

或者背单词)，在这段时间里，我没看任何别的辅导书，仅仅

是看高数课本和线性代数课本，高数课本上95%的课后题我

都专门用本子做好了，线代课后题我基本上全做了，而且在

这期间我把高数课本看了两遍，第一遍主要是学习和练习，

第二遍则是自己进行总结归纳(我自己总结归纳的笔记就有一

大本，以后我基本上就没再翻过课本，因为我自己的笔记很

全面并且要点很直接)。9月份开始看陈文灯的全书(最失败的

地方)，高数将近花了一个半月(痛苦的一个半月)，线代用了

李永乐的《线代辅导讲义》。到十月分开始看概率(也是很失

败的地方)。11月中旬之后，就很少看数学，特别是高数部分

基本上就没再碰，只是12月份开始做2000年以后的真题和《

李永乐经典模拟400题》。12月中旬以后基本上就没碰数学了



，只是考试前一天晚上整理了一下公式。 下面是我总结的一

些东西： 1、一定要重视课本。数学不像英语政治，英语政

治主要靠辅导书，数学则主要靠课本来打下坚实的基础。翻

一下数学大纲，上面列出的知识点全部来源于课本。而数学

学习中最重要的，我认为莫过于坚实的基础，包括对定理公

式的深入理解，对基本运算的熟练和高正确率，对最基本的

一些解题方法的掌握和运用。很多人说数学难，但是我觉得

只要抓住基础，就并不会太难。首先考研题中，至少60％属

于基础题，主要考察最基本的运算，对知识点的理解等。另

外40％则一般是在基础上的一些提升和扩展。考察会比较深

入。而所谓的难题，我觉得一般不会过20分，而且这些难题

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难，只是会需要更多的思考时间和更扎实

的基础和更强的数学能力，所以在考试中很难拿分(时间有限

，难以做到平和的心态，状态不一定很好)，成为“难题”。

所以，可以看出学习数学的前提就是扎实的基础；基础题拿

到绝大部分的分值，中等题拿到大部分，难题拿到一半甚至

一小半则可。我认识不少人，不看课本而直接从辅导数下手

，结果是困难重重，而且弄的他们的思维简直就是一片混乱

。他们有时候问我的很多问题，都是很基础的东西，只要认

真看过课本的都可以解决。这些人，在最后的考试中，绝大

部分成绩不理想。我的几个考研战友，我们都一样采用重视

课本的策略，而我们的成绩都在120分以上，有一个140的。

所以一定要重视课本的作用。 2、不要小看课后习题。可能

你作了一些数学书前几章节的课后习题，觉得比较简单，没

意思；又或者你觉得课后题太具备针对性，考察范围太窄，

与联系性比较强的考研题型相差太远。而我则要告诉你，千



万不要小看这些课后题。对基础知识点的理解和熟练掌握从

哪来？运算的熟练和准确率从哪来？这些都要靠大量的练习

，课后题就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条件，它们都是直接针对本章

节的知识点的，而且绝大部分的题目设置的都很合理。当然

，由于是课后题，有些题目可能会略显简单，但是我觉得也

不要小看他们，尽量都动手算一算，很多问题在实际作的过

程中才会暴露出来。还有，这些课后题中，有些并不简单，

而且有些还非常有趣。不信你可以作一下不定积分和定积分

部分的课后总习题，你就会发现你作不出来的会有不少的。

而有些人认为课后题太具备针对性，考察范围太窄，与联系

性比较强的考研题型相差太远，我要说的是，实际上一道出

的好的考研题，一般都可以分解为若干个最基础的知识点，

而很多题目，当你能够分解出这些知识点的时候，就已经差

不多解出来了。如果没有很多针对性练习，不能熟练的掌握

最基础的知识点，你如何在一道较复杂的题目中辨别并分解

出他们。所以心不要太大太急，先打好基础再说。 3、不能

光看不练。我知道不少人复习数学时，光抱着书在那看，很

少动笔，觉得数学重要的是思路。这样的结果往往是，看到

题目就觉得眼熟，觉得会做，真动笔的时候，就发现这也不

对，那也卡住，很多平时没注意的问题，一下子都暴露出来

了。我有个朋友就是典型的这样，平时讨论一些题目，他好

像还挺不错，结果才考了76分，他自己说的就是那些题目都

看过，就是下手的时候问题太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数

学除了勤思考以外，还一定要多练习。 4、对数学复习全书

的态度。我前面也指出了，看陈文灯复习全书是我最大的失

败。这失败就在于我没有把握好对待它的态度。很多以往考



研的人都推荐这本书，所以我也买了一本，并抱着一种万分

仰慕的心理来用这本书。结果是极度的痛苦。我是在已经复

习玩高数第一遍才开始看这本书的，应该说我的基础可以算

还可以吧，但是在前两章过后，我就遇到很大的问题，不少

题目看不懂，看懂了也不会，看懂了也记不住。因为那本书

上不少题目不是靠想出来的，是套出来的，陈文登老师不愧

是数学大师，自己先设计一系列套路，然后再设计一系列题

型来印证他的那些套路，所以对于这种题目，只能靠记，记

住那种题型套那种方法，那种方法套在哪种题目上。你要凭

自己想出那些题目来，简直就是开玩笑，妄想(这在定积分那

章是最严重的)。看到微分方程的时候就更夸张啦，陈大师居

然引进了“微分算子法”来解微分方程，看到他列出的一系

列公式定理，有如天书，我才意识到，要不然就是我疯了，

要么就是他疯了。大纲上规定的那几种题型，在课本上就能

找到各自对应的解题方法，而且容易理解，公式也并不复杂

。我们的陈大师非要列出一种所谓的简便方法(不然怎么显出

自己是大师呢，是权威呢)，更甚者，居然还列出了大纲上根

本就没要求的题型，再过几百年也不可能考。 如果我早一点

意识到这些问题并坚决的放弃这本“好”书，或许就不会有

我后面复习时间紧张的局面了。我是一个做事情很认真，而

且不碰钉子不易回头的那种人。所以我还是尽自己最大的努

力去克服那些困难，虽然越来越郁闷，我还是不停的安慰自

己，人家是大师，不会有问题的。熬过一个多月以后，终于

看完了高数部分。在后来作真题和模拟题的时候，才证实了

我的怀疑是对的。我所用到的绝大部分都是在第一轮基础复

习中学到的东西，而陈大师书上的东西很少用到，那些难题



压根就没用到过。那一个半月里的时间基本上相当于浪费。

我前面也说过，现在的考研题最注重的是基础，而陈大师一

味的超纲超纲，不仅浪费了我宝贵的时间，而且把我的思维

搞得极度混乱，碰到很多题目觉得很难，想套陈大师的一些

方法，最后才发现只要用最基本的方法就可以解了。这是很

搞笑的事情，我的几个战友也有相同的情况，有一次我们拿

到一道题，酷似陈大师列出的某种题目，我们苦思冥想是哪

种方法解，这时另一个同学(只看了课本，还来不及看陈文

灯)过来一看，只用最基本的方法就解出来了。把我们搞的郁

闷了好一阵。 所以对于数学复习全书(无论陈、李)的态度，

我的建议是别太把它们当回事，难题直接跳过，超纲题直接

跳过，套路性太强的题直接跳过。 线代部分我用的是《李线

代辅导讲义》，个人觉得很好，足够用了，值得看两遍。所

以陈的线代部分我就不作评论。另外陈的概率部分，我觉得

还是比较正常的，可以用。 5、对概率的态度。有不少人说

概率容易，而我在本科时概率学的还挺好，考试95分。所以

我也没太在意概率。而事实上，我这轮复习下来，数学里最

失败的就是概率。对于一个概率方面基础很扎实的人来说，

考研数学里的概率题是不难，它们技巧性不强，题型比较固

定，容易让人忽略的是，概率的内容并不少，我觉得要远多

过线性代数的内容，而且数理统计公式复杂难记，所以在后

面的复习中由于时间太紧张，只能草草过了一遍辅导数上的

内容，课本根本就没时间研究了。结果是在考试中，两道大

题都不知道自己作的到底对不对，是一种很飘忽的感觉。 所

以我建议，一定要纠正概率容易的想法。在你打好基础之前

，它其实是很棘手的一门课程。尽量早安排时间先把概率课



本复习一遍。 在以上的文字里，我一直都在强调基础。确实

，基础是最根本的东西，有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才可以去进

一步提升，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我今年因为专业课太低(我考

外校的)，失败了。所以今年我还要和大家一起再次为了梦想

而奋斗。在此我忠心的祝愿各位研友并祝愿我自己：07年考

研一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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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