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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全国著名考研辅导专家。曾任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数学系应用数学教研室主任，高等数

学（c）课程主持人。长期从事数学分析、高等数学等课程教

学近40年，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效果好。合作编写考研

辅导书《数学复习全书（理工类）》（主编北京大学李正元

，清华大学李永乐、中国人民大学袁荫堂），《数学全真模

拟经典400题》（主编清华大学李永乐，北京大学李正元，中

国人民大学袁荫堂）。 研究生考试已经迫在眉睫，相信有不

少考生已经慌了阵脚，他（她）们不断地增加复习时间和复

习强度，但复习效率很低，事倍功半，数学成绩没有在最后

这段复习时间取得较大的进步。所以我在这里首先要建议考

生：合理地安排时间就是有效地利用时间，只有根据自己的

复习特点安排好复习时间，才能保证复习正常有序地进行，

复习也才能达到事半功倍。复习不能急功近利，复习强度要

在自己的承受范围内，劳逸结合并且循序渐进才能使复习效

率达到最大化。 我将冲刺阶段的复习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

段是11月初到12月初，另一个阶段是十二月初到考前。下面

我先谈一谈11月初到12月初的复习时间安排。 我知道这时候

有一部分考生虽然对高等数学复习了一遍，但是还有一些公

式和定理没有完全弄懂，或者记得不清楚，用得不熟练，对

于这部分考生，我觉得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仍然要抽出一部分

时间把定理和公式牢牢记住，因为每一道题都是由基本的定



义、定理和公式构成，它们的不同组合就形成了不同的问题

，多层次的组合形成不同复杂程度的问题。所以这些定义、

定理和公式是解题的基础，而熟练掌握和深刻理解这些内容

就成为解题成功的关键．可以说，掌握了定理和公式就等于

找到了解题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对近几年数学答卷的分析表

明，考生失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基本概念、定理记不全

、记不牢，理解不准确，基本解题方法掌握不好。对于大多

数考生来说，我相信对高等数学已经进行了全面复习，并且

熟悉了大纲上所涉及的知识点，对于这部分考生我认为十一

月份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对前一阶段的复习工作进行总结，

巩固前一段时间来的复习成果。主要是把前一阶段复习时所

做的笔记和做题时遇到的错误快速地过一遍。另外，考生需

要理清各个知识点之间的关系。高等数学还有跨章节乃至跨

科目的综合考查题，近几年出现的有：级数与积分的综合题

；微积分与微分方程的综合题；求极限的综合题；空间解析

几何与多元函数微分的综合题等。重点复习自己忘记或薄弱

的环节。再次，在全面复习的基础上，要有重点复习。每天

必需抽出一定的时间做到在全面复习的基础上进行重点复习

。如果考生对高等数学这部分内容掌握的不是很好，就更应

该下苦功夫，利用一天中精力最充沛的时间段来复习高等数

学中的重点。这样我相信经过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能

够对高等数学全面了解并且把握住了重点。高等数学要把握

和复习重点知识，同时也不能忘记突破一些难点。高等数学

中的难点比较多，这些难点都是考生考试中的绊脚石，如果

完全放弃不管显然是不对的，考生应该硬着头皮抽出一定时

间复习这些难点知识。首先是然后是当然在复习高等数学的



同时也不能忘了其他课程的复习。 12月初到考前的这段时间

，考生的一个重头戏就是研究真题。研究真题是各科复习过

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高等数学自然也不例外。高等数

学真题的复习最好按章节进行，就是找出一份已经分好类的

历年真题集。这样，在做真题的过程中，就可以做到以一年

代替历年，即在历年考试中大多数的题型都是类似地重复地

出现，因此没必要花太多时间在每年类似的题上。而且，在

研究完历年真题后，自己可以很清楚历年考试出题的重点和

难点，使冲刺阶段的总结性复习更有针对性和目的性。做真

题的同时要寻找自己复习的遗漏点和薄弱点，归纳总结考试

规律。做完后分析每道题的解答尤其是做错的题目，然后对

历年的出题规律进行归纳和总结，了解真题的重点和难点的

分布，并进行针对性复习。另一个重头戏就是进行模拟训练

。有了前段时间的系统复习和对历年真题的了解，这时就要

开始进行整套的模拟训练了。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几套模拟试

卷一是可以了解一下自己对所考的知识点究竟掌握到什么程

度，同时可以了解到自己的薄弱环节从而抓紧时间补上。再

者通过平时的练兵可以给应试时提供点临场发挥的经验。有

相当一部分考生的经验证明，如果考生能够通过做题将所遇

到的各种题进行延伸或将试题的变式做到融汇贯通，一定会

在考试中运用自如超常发挥，取得好成绩。根据往年的情况

，许多考生往往看得多，练得少。有些考生在考后抱怨题太

多，做不完或做错。其原因就是平时缺少练笔的机会以及考

前没有进行强化训练。所以建议考生在限定时间里系统做几

套模拟题或样题，然后对照答案自己分析总结。在做模拟题

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注意答卷时时间的分配。一定按照



实考那样严格限定做题。时间只有平时养成良好的习惯，考

试的时候才能做到心中有数，不至于张皇失措。 2.数学公式

必须在做题前就牢记住,这样在使用时才会得心应手, 3.举一反

三,不只是为做题而做题,注意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一定要严格

按照考试的时间和心理来对待每一套模拟题，使自己逐渐适

应考试的节奏。做完每套模拟题后必须进行及时的归纳和总

结。这样不仅可以达到模拟考试的训练效果，还可以进一步

掌握各科的重点、难点和查缺补漏。考前最后半月，特别是

最后几天，记忆力特好，应充分利用。此时不宜再去复习具

体的知识点，而应采取浮光掠影式的复习方式，应以轻松的

心态，着眼于宏观的角度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或快速地浏览一

些特殊的题型，加深对其解题技巧的理解；或从头到尾翻一

遍大纲和考研真题，在脑海里对其中每一个知识点留下最后

的印象。同时，对试题的难度和答题的方法要做到心中有数

。而一些比较难一点的题目，特别是一些新面孔的题目，考

生最重要的是不能轻言放弃。到考前四五天就要停止做模拟

题了考前调整，把各科从头到尾快速地过一遍，理清脉络。

然后就是养好精神，调整好心态准备应考。 前面讲的是一个

整体复习计划，具体到每一天里，我觉得可以这样进行，可

以将一天的学习时间划分为三大部分：上午8∶30到11∶30，

下午2∶30到5∶30，晚上7∶00到10∶00或10∶30，每天保证9

个小时的固定学习时间(有其他事情除外)。根据复习情况，

考生可以每天抽出两个小时复习数学。剩下的时间就是在保

证充足的睡眠之余，再做些调节紧张的事情，如游戏等。一

定要将学习时间与其他时间严格区分开来，在每天的9个小时

里一定要保证100%的投入。精力是效率的保证。当每天的生



活简单到只有复习和睡觉，那就不必担心考研不能成功了。 

考研复习是一个枯燥而漫长的过程，日复一日地单调复习，

难免会滋生烦躁的情绪。所以，偶尔可以去打一次篮球，或

者多休息一会儿，或者晚上再跟周围的考研同盟聚在一起交

流复习情况和最新考研动态。这样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

调整心态。千万不要以为这样会浪费时间，正所谓磨刀不误

砍柴功嘛。另外，及时调整自己的情绪是非常必要的。最容

易影响复习效率的就是情绪波动，考生每周甚至每天都需要

不停地调节自己的情绪。每天在完成既定的复习任务后，进

行体育锻炼或者散步等可以使一天的紧张状态得到及时的放

松，第二天又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复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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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