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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0_94_E6_8D_B7_E5_c73_226471.htm 课本＋复习指导书＋

习题集＋模拟题＋真题＝ KO 数学是与专业并列的最重要的

科目，用时最长。一般总分高的学生数学分数都高，即数学

是提分的一门科目。只凭数学一门课，拉十到二十分是比较

容易的，而十到二十分对于考研是相当大的差距。学习数学

的要点是： a. 注重基本概念、定理（就像练武时的扎马步，

一定要有非常扎实的基本功）； b. 多动手做题（不能只看不

动笔， 1 ＋ 1 ＝ 2 这样简单的东西也要写出来）。 1. 我的考

研之路 我数学复习是从大三下学期开始的，大致分六轮： 1

） 3 月初开学 6 月 15 日 ：看一章课本，做课后题和陈文登《

复习指南》对应章节（平均四天一章）。这一遍最仔细，也

耗时最多。弄完之后基本掌握了各种题型的解法和考研大纲

的要求。这一轮完成后基本上数学考高分就有了信心，因为

很多人连《复习指南》的书还没看过呢。 2） 6 月 15 日  8 月

11 日 ：这段时间我把《复习指南》又做了一遍，同时把从上

一届学姐那里买的《数学大纲解析》做了一遍。这一轮完成

后，虽然不能全部融会贯通，但基本建立了数学的框架体系

，考研数学的信心更足了。因为很多人《复习指南》第一遍

还没完呢。 3） 8 月 11 日  10 月 1 日 ：数学弄了两遍，基本题

型已经能够解决了（《复习指南》太熟了，看着就要吐）。

这时感觉做的题不多，急切希望作些题练练手，提高自己的

计算能力。于是从图书馆借了本陈文登的《题型集粹》，做

了一遍（平均 1 、 2 天一章）。因为这段时间准备并参加了



一个比赛，有些分神，所以进度较慢。 4） 10 月 1 日  11 月 11

日 ：把《复习指南》又做了一遍，主要目的是在很短时间内

，完全建立数学框架体系，达到融会贯通。因为有了前三轮

的基础，所以这一轮完成的比较顺利。但由于去外地参加那

个比赛的答辩以及准备期末考试，进度依然不快。 5） 11 月

11 日 考前一周：基本没什么事了，全心全意备考。这段时间

主要是做模拟题和真题。把买来的李永乐《 400 题》连续做

了两遍，又把十年真题做了一遍（留着去年真题到考前一周

做）。这时已经信心十足了。 6） 考前一周考试：才发现时

间有些紧了。迅速把《复习指南》扫了一遍，卡着时间做了

一下去年真题（不管好坏，千万别忘心里去），剩下一、两

天把以前总结在本子上的公式、解题方法看了一遍，感觉效

果不错。 2. 参考捷径 本人是数学专业学生（今年考数一），

对数学要求较高。比如我第一轮的复习 其实速度是比较快的

，一般人难以做到（当然，数二、数三、数四内容少，努力

学完全有可能），有些也不必做到。下面是我和其他的一些

研友共同探讨出来的一条路，按照这条路走完，正常的话，

数学应该能拿 140 分左右。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1） 3 月初开

学暑假前：课本、课后题、复习指导书（李永乐、陈文登、

其他人的也行。如果用陈的指南，现代部分做李的《现代辅

导讲义》）做一遍。可以先把课本做完再做复习指导书，也

可以像我一样一章一章做过去，关键是做完就行（数一可以

迟一些，但不能超过放假后两周）。当然，此时会出现一种

情况，就是刚刚做完一章，回头再看已经忘了。不用担心，

这是刚开始做题少的缘故，随着数学复习的深入，自然会有

质的提高（想看到整个森林，你要先一棵一棵的把树栽上）



。目的：掌握各知识点和大纲基本要求。 2） 暑假放假 9 月 1 

日开学：复习指导书再做一遍。目的：初步建立框架体系，

更深入的掌握各知识点。 3） 9 月 1 日  11 月初：找本习题集

做一遍。有时间再把复习指导书做一遍，时间短的话看一遍

课本也行。目的：提高计算能力，融会贯通。 4） 11 月初考

前一周：模拟题、真题（留一套）至少各做一遍。有时间把

课本再扫一遍。目的：和考研挂钩，探寻历年出题规律，提

高考研分数。 5） 考前一周考试：看总结的东西，做一套真

题。目的：查漏补缺，保持良好状态，迎接考试。 在每一遍

之后都要有一个深刻的思考过程 ，看看这一遍下来与上一遍

有什么不同，如果发现了赶紧记下来，若没有什么变化，这

一遍相当于白看。 3. 书评 1） 陈文登《复习指南》★★★：

强烈推荐。此书将不少东西模式化，优点是条理清楚，解题

步骤明了，尤其是高数，相当经典。缺点是一些活的、新的

题型没有跟上变化、及时修订，尤其是线代，故认为线代复

习不要看《复习指南》。总体来说此书相当不错。 2） 李永

乐《复习全书》★★：一直有人把《复习指南》和李的《复

习全书》做比较。普遍看法是李的简单、陈的难。个人认为

不能用简单、复杂来评判。李的书知识点划分的更为精细，

应用的方法更为基础，或者说是让人更容易想到，这一点在

400 题中体现的更为明显。同时，由于太细，也就导致稍嫌繁

琐。总体来说此书不错。 3） 李永乐《线性代数辅导讲义》

★★★：强烈推荐。此书我没做过，但做过的人都说不错，

且刚好弥补陈《复习指南》的不足。优点是题型多而全，一

些方法比较经典，归纳的也不错。缺点是难度不够，而且过

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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