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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国庆前后同学们的数学已经把理论知识点等课本知识复

习过一遍，现在应该进入到一个第二轮复习的时候。这就意

味着，同学们已经把备考初阶段度过了，这时数学的复习就

要提高到新的层次的时候了，也就说大家要把学习重心放在

多做题上面。勤练习题，尤其是国庆七天的时间，在作习题

的基础上，把各章的重点难题拿出来，找一起复习的同学、

老师或者在辅导班的课堂上找老师进行解决，可以达到事倍

功半的效果。 做题提高“质量” 在考研复习期间，每个人都

会做大量的数学题，但题目的数量并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关键在于做题的质量。所谓“质量”，是指你从一道题中学

到了多少知识和解题方法，发现了多少自身存在的问题，体

会到了多少命题的思路和考点。考研数学复习必须做题，但

是不能把做题和基础知识的复习对立起来。有人认为数学基

本题太简单，不愿意做，都去做更多更难的题目。但是，如

果对理论知识领会不深，基本概念都没搞清楚，恐怕基本题

也做不好，又怎么谈得上做更多更难的题目呢？缺乏基本功

，盲目追求题目的深度、难度和做题数量，结果只能是深的

不会做，浅的也难免错误百出。其实解题的过程也是加深对

数学定理、公式和基本概念的理解和认识的过程。如果在这

个过程中出现很多错误或没有解题思路，也就说明你对教材

的理解和认识上有很多欠缺、片面甚至错误的地方，或是在

运用知识的能力方面还很不够。这时就要抓住他，刨根问底



，找出原因：是对定理理解错了，还是没有看清题意；是应

用公式的能力不强，还是自己粗枝大叶，没有仔细分析等等

。找到原因，有针对性地加以改正，就能吃一堑长一智，不

必埋怨自己“倒霉”，只要有针对性地加以改正即可。做题

最重要的是讲求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精选精解。考研数学

复习必须注意考点和题型，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提高。

如果学生做了某道题目后，便能处理同类的题目，能够举一

反三，则这道题目就代表了一种题型，其解题方法就有一定

的代表性，应该精练。当然，能否举一反三与学生的基础有

关，但学生做一道题后，能否得到很多收获和提高，却是题

目的代表性和典型性问题。绝大部分的数学考研参考书一般

以题型分类进行编写，同学在复习时也可以自己进行题型的

归纳总结，化繁为简，提高做题的质量和解题的能力。 着力

研究典型题 做典型题一定要精解精练。所谓精解精练，要求

习题不仅要做出来，而且要多思多想，探索这道题到底是在

考什么，关键是在考定理的哪一点，此题和以前做的哪些题

类似。只有精解精练才能掌握解题方法，使自己触类旁通。 

备考数学应注重积累题型在夯实基础的前提下，还需要着力

研究一些典型题型，提升能力。很多同学都在收集典型题型

，都知道应该对典型题型进行研究，问题在于你如何研究它

，我认为应该对典型题型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研究。面对一

道典型例题，在做这道题以前你必须考虑，它该从哪个角度

切入，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切入。做题的过程中，必须考虑

为什么要用这几个原理，而不用那几个原理，为什么要这样

对这个式子进行化简，而不那样化简。做完之后，必须要回

过头看一下，这个解题方法适合这个题的关键是什么，为什



么偏偏这个方法在这道题上出现了最好的效果，有没有更好

的解法⋯⋯就这样从开始到最后，每一步都进行全方位的思

考，那么这道题的价值就会得到充分的发掘。学习数学，重

在做题，熟能生巧。对于数学的基本概念、公式、结论等也

只有在反复练习中才能真正理解与巩固。数学试题虽然千变

万化，其知识结构却基本相同，题型也相对固定，往往存在

一定的解题套路，熟练掌握后既能提高正确率，又能提高解

题速度。 集中解惑，掌握技巧 十一七天的假期是一个相对集

中的休息时间，看着外面五光十色的世界。看着不考研的同

学和同事尽情享受假期，同学们难免心理有些动摇，希望自

己也能放松一下，很多学员否反映在十一期间有给自己放一

两天假的冲动。 在这里，万学海文建议同学们，如果遇到学

习上遇到心情烦躁，看书做题都不在状态的话。可以约上一

些同学，把自己在做题过程中不能解决的问题大家一起讨论

，集中智慧解决疑难问题，这样的记忆会更加深刻。 同时，

在复习过一遍和作了一些习题之后，同学们开始注意到自己

解题方面的一些难点，这时，可以利用十一长假深入分析一

下解题方法和技巧，以便十一之后的复习能够轻车熟路。 考

生要掌握住各种题型的解题方法和技巧。这里要考虑到数学

学科的特点，要求考生自己将所有的解题思路都琢磨出来是

十分困难的，这方面通常可以通过求教有经验的老师，参加

有较好信誉的辅导班，或者阅读有关的辅导书解决。另外在

做题时，不必每道题都要写出完整的解题步骤，类似的题一

般只要看出思路，熟悉其运算过程就可以，这样可以节省时

间，提高做题的效率。考生在做题的同时还要注意各章节之

间的内在联系，数学考试会出现一些应用到多个知识点的综



合性试题和应用型试题。这类试题一般比较灵活，难度也要

大一些。考生要注意对综合性的典型考题的分析，来提高自

身解决综合性问题的能力。数学有其自身的规律，其表现的

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各知识点之间、各科目之间的联系非常密

切，这种相互之间的联系给综合命题创造了条件，因而考生

应进行综合性试题和应用题训练。通过这种训练，积累解题

思路，同时将各个知识点有机的联系起来，将书本上的知识

转化为自己的东西。考生在做题目时，要养成良好的做题习

惯，做一个有心人，认真地将遇到的解答中好的或者陌生的

解题思路以及自己的思考记录下来，平时翻看，久而久之，

自己的解题能力就会有所提高。对于那些具有很强的典型性

、灵活性、启发性和综合性的题，要特别注重解题思路和技

巧的培养。数学试题千变万化，其知识结构却基本相同，题

型也相对固定，往往存在明显的解题套路，熟练掌握后既能

提高解题的针对性，又能提高解题速度和正确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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