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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8_80_83_E5_c73_390591.htm 考研数学主要考查以

下几个方面，一是考查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基础知识包括基

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运算等，二是考查简单的分析综合

能力，三是考查数学理论在经济和理工学科中的运用，四是

考查考生解题速度和解题的准确程度。 试题的综合性比较强

，也有一定的灵活性，没有过于专业和抽象难懂的内容；控

制一定的及格率，要求以中等偏上题为主，没有通常意义下

的所谓“难题”。所以考生在数学复习中一定要重视基础知

识。对概念和性质一定要理解其内涵和外延，对各个知识点

一定要弄清楚其区别和联系。同时要做一定数量的题目，要

逐步提高运算的速度和准确度。逐步培养解答综合试题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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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先阶段，后综



合；勤总结，多温故”。这个非常好理解，重点是在实施的

时候要注意什么方面，如在进行阶段时的复习当中，我们常

做的方法是将基础知识通看一遍，然后拿来自己选用的参考

书进行练习。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在理解概念时，多问

问自己为什么，它的潜在意义在哪，应用的题型是什么样的

，适用的范围有哪几个，应该套用的公式是哪些。在做题方

面，唯一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要经常性地总结，把自己做得

题常常找出来好好地总结归纳，同一题型经常用什么样的解

题通式，这样在拿到题的时候心中进不会发慌。 做题有很多

好处的：一是通过做题来准确理解、把握基本概念、公式、

结论的内涵和外延，并逐渐掌握它们的使用方法。试卷上不

需要考生默写某个概念或公式，而是用这些概念或公式解决

问题，这种灵活运用公式的能力只有也只能通过做题来获得

，所以考生必须做一定数目的题目。二是题目做的多了，做

题才有思路。数学的题目虽然千变万化，但基本结构却大体

相同，题型也不会变化太大，题目的解答也有一定规律可寻

，题目做的多了，自然而然就会迅速形成解题思路。三是题

目做的多了，可以提高解题速率和正确率。选择题和填空题

在数学考卷中所占的比重很大，这些题目的解答往往会“一

失足成千古恨”，稍不留神，一步做错就全军覆没。另外，

题目也不需要做得太多，整天泡在题海中没有必要，只要掌

握了需要掌握的知识点并能熟练应用即可。考生一方面要做

真题，另一方面要做难度适宜，覆盖面全，集中体现考纲要

求的题目，数量自己把握。 第一，按照大纲对数学基本概念

、基本方法、基本定理准确把握。数学是一门演绎的科学，

靠侥幸押题是行不通的。只有对基本概念有深入理解，对基



本定理和公式牢牢记住，才能找到解题的突破口和切入点。

分析近几年考生的数学答卷可以发现，考生失分的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对基本概念、定理理解不准确，数学中最基本的方

法掌握不好，给解题带来思维上的困难。 第二，要加强解综

合性试题和应用题能力的训练，力求在解题思路上有所突破

。在解综合题时，迅速地找到解题的切入点是关键一步，为

此需要熟悉规范的解题思路，考生应能够看出面前的题目与

他曾经见到过的题目的内在联系。为此必须在复习备考时对

所学知识进行重组，搞清有关知识的纵向与横向联系，转化

为自己真正掌握的东西。解应用题的一般步骤都是认真理解

题意，建立相关数学模型，如微分方程、函数关系、条件极

值等，将其化为某数学问题求解。建立数学模型时，一般要

用到几何知识、物理力学知识和经济学术语等。 第三，重视

历年试题的强化训练。统计表明，每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高

等数学内容较之前几年都有较大的重复率，近年试题与往年

考题雷同的占50%左右，这些考题或者改变某一数字，或改

变一种说法，但解题的思路和所用到的知识点几乎一样。通

过对考研的试题类型、特点、思路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并

做一定数量习题，有意识地重点解决解题思路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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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试题千变万化，其知识

结构基本相同，题型相对固定。提练题型的目的，是为了提

高解题的针对性，形成思维定势，进而提高考生解题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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