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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医综合研究生考试笔记汇总 2010年复习宝典之考研名词

解释汇总 2010考研新闻理论各章重点知识汇总 更好的互动交

流，请进入百考试题论坛 考研数学所考内容众多，知识面宽

，综合性强，技巧性高。因此可能你做了很多题但是却难以

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其实在我们的复习中可能存在着以下几

个误区： 一、只重技巧 不重理解 这是一种投机心理的表现。

学习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很多学生片面追求别人现成的方

法和技巧，殊不知方法和技巧是建立在自己对基本概念和基

础知识深入理解的基础上的，每一种方法和技巧都有它特定

的适用范围和使用前提。也就是说，单纯的模仿是绝对行不

通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放弃投机心理，塌实的透彻理解每

一个方法的来龙去脉。 二、只追高难 不重基础 万丈高楼平地

起，基础知识的学习对于任何一门学科都不例外。考研数学

中大部分是中挡题和容易题，难度比较大的题目只站20%左

右，而且难题不过是简单题目的进一步综合，如果你在某个

问题卡住了，必定是因为对于某一个知识点理解不够，或者

是对一个简单问题的思路模糊。忽略基础造成考生在很多简

单的问题上丢分惨重，为了不确定的30%而放弃可以比较确

定的70%，实在是不划算。因此，大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

打到基础，深入理解，这样即便遇到一些难度大的题目也会

顺利分解，这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 三、题海战术 不重总结 

我们作题，是要把整个知识通过题目加深理解并有机的串联



起来。数学的学习离不开作题，但从来不等于作题，抽象性

是数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复习过程中，我们通过作题，发

散开来对抽象知识点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深入理解，这是非常

必要的。但是时刻不要忘了我恩最根本的目的是要对知识点

进行理解进而形成我们自己有机联系的知识结构。因此我们

作题的思路，必然应该是从理解到作题归纳再回到理解。在

此之外，再做一些题目增加熟练度是有必要的，单如果超出

了这个限度。让作题成为一种机械化的劳动，就没必要了。

要记住，时刻目标明确、深入思考才识提高数学思维和数学

能力的关键。 四、消极迎战 不重效率 “考研难，考研数学更

难”的论调深入人心，不少考生爱尚未了解考试内容和题型

时，就已经对数学产生了畏难情绪，这直接导致在复习中就

是消极应付，而非积极准备，“过线就行，差不多就可以了

”成为他们普遍的目标。因此，要想学好数学，首先要克服

惧怕心理，树立必胜的信心，化消极被动为主动，才可以在

数学的学习和解题中体会到真正的乐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