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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551551.htm 春暖花开的时节，正是准备新一

年考研复习的伊始阶段。启动2010年考研数学的复习的考生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这里万学海文总结学员提问较多的问

题一一做出详细解答，希望能给即将开始备战2010年考研的

同学一个较好的参考。 问题一：考研数学都考哪些内容？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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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二：我们要根据那本课本或

者说根据什么要求来复习呢？ 考研数学复习的依据是教育部

制定的“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数学考试大纲”，不

是依据教学大纲或某一本教材，所以考生在复习时应根据考

试大纲进行复习，大纲就是考生复习的指挥棒，凡是考试大

纲中不要求的内容，不管出现在什么样考研辅导书上，都不

要花时间去钻研它。凡是考试大纲规定的内容，不管是否为

考试重点，都要认真钻研。 问题三：什么时候开始数学的复



习最合适？ 对于数学基础比较差的同学，春季就可以投入复

习了。如果自己的复习效果不太理想，可以报数学春季基础

班。从暑假开始，就应该正式投入到考研复习中了，7月到8

月至少要开始进行第一轮复习，熟悉基本内容，整理清楚基

本方法。9月、10月、11月这三个月复习重点应当放在综合能

力的提高上，在这个阶段可以做一些模拟题，检查前一阶段

复习当中的漏洞。12月份应当用最后的时间很好地整理一下

。另外，复习时要重视概念、重视方法，不要眼高手低，并

要做一些题目来巩固。课本里的题一定要适当做一些，还要

注意做一些综合性的题目，提高分析能力。 问题四：数学基

础很差怎么办呢？ 从现在开始复习，一切都有希望。首先，

拿起书本来检查一下自己能看懂多少，重新捡起来是否容易

。如果自学很吃力，不妨报名参加春季基础班，那样的话老

师会带着你复习。自己复习时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多读书

，读懂书，读透书。二是结合读书做题，做题一方面可以检

测自己的学习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巩固数学概念、原理和方

法等。三是多思考，做完题一定要思考，要举一反三，只有

这样，做过的题目才不容易忘，学到的东西才是属于自己的

。 问题五：自己所考的专业应该考数几？ 数学一适用的招生

专业主要有工学门类的力学、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

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地质资源与地质

工程等以及管理学门类中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数学

二适用的招生专业主要有工学门类的纺织科学与工程、轻工

技术与工程、农业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

等一级学科中对数学要求较低的二级学科、专业等。数学三

适用的招生专业有经济学门类的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中统计



学、数量经济学二级学科、专业以及管理学门类的工商管理

一级学科中企业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二级学科、专业。一

般情况下是这样划分，具体考数学几要以你报考学校的招生

简章为准，考试大，考试＃大。 在了解到这些信息后，考生

可以在复习当中，把握自己要考的重点。有效安排复习计划

，数学考得是基本功。在复习过程中要注重基本功的锻炼，

戒骄戒躁。从基础做起，从基本概念、定理开始复习。给自

己定处合理的学习计划，争取在每一轮的复习中都能很好的

收获。不要和别人比做了多少题，要和别人比会做多少题。 

问题六：我们应该怎样选择复习资料及选择哪些书？ 数学辅

导资料有两类：复习教科书和考研辅导专家针对考研而编写

的资料。复习教科书应是深广度适当，叙述详略得当，通俗

易懂，便于自学的正规出版物，如同济版的《高等数学》(第

五版)、浙大版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三版)，同济版的

《线性代数》(第三版)或北大版的《高等代数》(上册)。考研

辅导书的选择应该严格按照考试大纲进行，选择的资料要紧

扣考纲，不要购买含大量超纲内容的考研辅导资料。 考研专

家所著书的难易程度，思维方式等是有区别的，考生可以根

据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资料。比如李永乐老师的书重视基础

，内容深入浅出，容易理解。我们觉得教育部考试中心编写

的《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数学考试分析》以及《全国硕士研

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数学考试大纲解析》很贴近考试要求，是

较好的复习参考书。资料不在多，关键要看透，要消化掉。 

问题八：考研数学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题目怎么复

习，有什么样的大体技巧吗？ 这是这几年数学考试中很重要

的一个特点，几乎每年都有一道类似题目。它要求考生能将



一些范围并不固定的几何、物理或者其它问题先抽象为数学

问题(也称为建立数学模型)，再利用相应的数学知识做出解

答。自1997年以来，理工类已考过诸如治理污染、压力计算

、汽锤作功、飞机滑行等问题。为了更好的解决这类问题，

考生应注意以下知识点的复习：曲线的切线与曲率、方向导

数与梯度、函数极值、积分学在几何与物理中的应用、微分

方程的建立与求解等。 问题九：有必要报辅导班吗？ 考研辅

导专家具有丰富的辅导经验，可以帮助考生把握考点，重点

、难点、各知识点的考查方式和题型；能够提供准确的考验

信息和珍贵的内部资料，一定程度上“逼迫”考生复习。所

以如果考生的数学基础很差，在对概念，原理，方法的理解

上有困难。不妨考虑报数学基础班或强化班，在老师的带领

下复习数学。上辅导班之前，应该将数学复习一遍，否则上

班听课时，会不明所以，听课效果会大打折扣。春季数学班

战线比较长，考生有更多的时间课后消化，所以，如果数学

基础不是很好，我们认为报数学春季基础班是不错的。 问题

十：数学成绩一直不好，一进考场就紧张怎么办？ 我们觉得

这可能是考生对数学是消极的、被动的复习，而不是积极主

动的学习。我们建议由以上困扰的考生把书读透。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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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也建议做一定数量的题目。我

们知道题目做的多了，做题才有思路。在考试中才能自然而

然地迅速形成解题思路。考场上碰到“看似会做但有做错”

的情况与考生的做题数量有关。考生在之前没有碰到过这类



题，没有意识到做这类题时有一些注意事项。考生平时做题

时应积累和改正这些错误，并培养谨慎，细心的做题习惯，

考场上就不会轻易犯这些错误了。 最新热点资讯： 百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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