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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8/2021_2022__E4_B8_93_E

5_AE_B6_E6_8C_87_E5_c73_538818.htm 数学是一门基础性学

科，其解题能力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因而复习

时间就应适当提前，以循序渐进。数学要想准备好，还应该

制定一个全面复习计划，通过计划来保证复习的进度和效果

，每个阶段的起止时间和所要完成的任务考生应给予明确规

定。 一、结合大纲 第一个阶段是按照考试大纲划分复习范围

，考研数学试题极少出现过超纲现象，考生把全部基本的概

念、原理搞懂了，就几乎相当于押中全部考题。因此，在复

习过程中，一定要针对大纲和教材具体研究，将二者有机的

结合起来。也不要完全迷信考纲，有时会出现考纲里没有考

试中却出现的情况。结合本科教材和大纲，先吃透基本概念

、基本方法和基本定理。数学是一门逻辑性极强的演绎科学

，只有对基本概念深入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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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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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为忽略

了基本而失分的现象在近年的考试中出现很多。 把握原则，

要同“三早”结合起来，数学需要一定量的消化理解时间，

只有早做安排，才能圆满地完成打好基础、提高能力、查漏

补缺、应对考试的整个复习过程。 二、重视基础 第二个阶段

是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做一定数量的题，重点解决解题思

路的问题。 数学的复习基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基础性

的训练，二是思维上的训练。 基础性的训练，要从复习之初

就加以重视。从2003年阅卷情况来看，考生失分的主要原因



是基本功不过关，大多数考生往往因为一个考点没掌握而影

响了整道题的运算，最终导致失分。所以考生在复习过程当

中一定要重视数学概念、原理的掌握和计算过程的训练，争

取在考试过程中，只要是会的就不丢分。没有基本功而刻意

追求方法和技巧，抠一些难题、偏题没有任何意义，绝大部

分的方法和技巧是建立在有一定基本功基础之上的。因此，

平时的训练中一定要有计算量的训练，在数学考试中，填空

和选择占了全部分数的1/3左右，这部分题的计算量和难度相

对来说较小，是最容易得分的部分。如果想过线或者取得高

分，这部分就不能掉以轻心。由于这部分对计算准确性的要

求很高，考生在日常训练中更要注重计算量和计算准确性的

训练。 思维上的训练，存在于整个复习过程中，在最后考试

的时候得以充分检验。在平常的复习过程中，要有意识的培

养逆向思维、抽象思维、和定向思维的能力。在训练中，要

注意理解和总结一些技巧性的东西，有意识的提高自己思维

的灵活性。要争取一题多种解法，即概念要相通，在自我训

练过程中多思考，灵活运用概念原理。 要进行综合性试题和

应用题训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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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首轮复习期间，可以不将它们作为强化重点，

但也应逐步进行一些训练，积累解题思路，同时这也有利于

对所学知识的消化吸收，彻底弄清楚有关知识的纵向与横向

联系，转化为自己真正掌握的东西。 三、充分利用历年试题 

第三个阶段是冲刺阶段，从十一月到考试，这也是临考前非

常重要的阶段。考生要对大纲所要求的知识点做最后的梳理

，熟记公式，系统地做几套模拟试卷，进行实战训练，自测



复习成果。在做模拟题前先要系统记忆掌握基本公式，做题

要讲究质量，既要有速度，又要有严格的步骤、格式和计算

的准确性。 这一阶段还要做好两件事：第一，对整个数学理

论的复习做到系统化，具体做法是从头开始把整个内容过一

遍，把不清楚的地方搞清楚。只有把基本内容搞清楚，才能

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才能提高答题速度和准确性。第二件

事，要重视归纳总结，虽然题目的形式在变，但根本的东西

没有变，因而对于常见题的求解方法一定要做好归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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