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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为青春的时尚，当永不停息的自我挑战成为生活的方式，

大家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考研，毫不犹豫，无怨无悔。考研的

战场没有硝烟，一切的激情、汗水、拼搏与艰难，只为收获

那一纸象征着成功的通知书。我，一个很普通的人，也加入

了考研行列，义无返顾。成功没有秘诀，但是所有的成功都

有大体一致的策略。也许我算不上太成功，但是如果我的经

验能帮助别人少走弯路，吾愿足矣 考研数学所考内容众多，

知识面宽，综合性强，技巧性高。因此可能你做了很多题但

是却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我发现，在我们的复习中可能

存在着以下几个误区：一、消极迎战，效率低下 “考研难，

考研数学更难”的论调深入人心，，不少考生爱尚未了解考

试内容和题型时，就已经对数学产生了畏难情绪，这直接导

致在复习中就是消极应付，而非积极准备，“过线就行，差

不多就可以了”成为他们普遍的目标。因此，要想学好数学

，首先要克服惧怕心理，树立必胜的信心，化消极被动为主

动，才可以在数学的学习和解题中体会到真正的乐趣。二、

只重技巧，不重理解 这是一种投机心理的表现。学习是一件

很艰苦的工作，很多学生片面追求别人现成的方法和技巧，

殊不知方法和技巧是建立在自己对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深入

理解的基础上的，每一种方法和技巧都有它特定的适用范围

和使用前提。也就是说，单纯的模仿是绝对行不通的，这就

要求我们必须放弃投机心理，塌实的透彻理解每一个方法的



来龙去脉。三、把看题等同于做题 由于时间原因，很多人买

了资料后只是匆匆茫茫的看书而不动手练习，造成眼高手低

。数学是一门严谨的学科，容不得半点纰漏，在我们还没有

建立起来完备的知识结构之前，一带而过的复习必然会难以

把握题目中的重点，忽略精妙之处，。况且，通过动手练习

，我们还能规范答题模式，提高解题和运算的熟练程度，要

知道三个小时那么大的题量，本身就是对计算能力和熟练程

度的考察，而且现在的阅卷都是分步给分的，怎么作答有效

果，这些都要通过自己不断的饿摸索去体会。四、只追高难

，不重基础 万丈高楼平地起，基础知识的学习对于任何一门

学科都不例外。考研数学中大部分是中挡题和容易题，难度

比较大的题目只站20%左右，而且难题不过是简单题目的进

一步综合，如果你在某个问题卡住了，必定是因为对于某一

个知识点 理解不够，或者是对一个简单问题的思路模糊。忽

略基础造成考生在很多简单的问题上丢分惨重，为了不确定

的30%而放弃可以比较确定的70%，实在是不划算。这一点从

很多人选择参考资料上就能看出来。目前市场上卖的比较好

的有陈文灯的、黑博士的、还有二李的，我们不能否认陈的

还有二李的书确实不错，也因此迎合了相当一部分人，但是

他们的书太难了，使用他们的书的前提是你已经有了很坚实

的基础，很可惜很多人都不能认识到这一点。相比之下，黑

博士的《考研数学成功指南》就很注重基础，从基础开始，

很适合数学基础不好或者对对基础知识掌握不太深的人使用

，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将他们的书结合起来，这样黑博士的

基础再加上陈还有二李的技巧，相信你的水平会有较大的提

高。也就是说，因此，大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打到基础，



深入理解，这样即便遇到一些难度大的题目也会顺利分解，

这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五、题海战术，不归纳总结 我们作

题，是要把整个知识通过题目加深理解并有机的串联起来。

数学的学习离不开作题，但从来不等于作题，抽象性是数学

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复习过程中，我们通过作题，发散开来

对抽象知识点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深入理解，这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时刻不要忘了我恩最根本的目的是要对知识点进行理

解进而形成我们自己有机联系的知识结构。因此我嫩作题的

思路，必然应该是从理解到作题归纳再回到理解。在此之外

，再做一些题目增加熟练度是有必要的，单如果超出了这个

限度。让作题成为一种机械化的劳动，就没必要了。要记住

，时刻目标明确、深入思考才识提高数学思维和数学能力的

关键。六、作题翻书，不记公式 有许多人还有这样的习惯，

不牢记公式，作题的时候看书，查完了作完了也就完了。数

学的逻辑性很强，公式和公式、定理和定理之间有着必然的

内在联系，我们应该在平时的复习过程中有理解的加以记忆

，而不是单纯的背诵。机械的记忆容易遗忘和产生差错，这

样的话到时候我们用错了都全然不知，如此造成失分岂不冤

枉？ 好了，考研数学中的陷阱我目前就找出这几个，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掉进去过？2007年要考研的朋友，这些陷阱你注

意到了么？祝福你们能考出好的成绩！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