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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9B_E5_AE_9E_E7_c73_605941.htm 很多人都说数学非

常难。真的难么？难在哪里？我相信很多做过历年真题的同

学有这样的感觉：“考研数学也不过如此嘛，没有想象中的

那么恐怖。”是的，考研真题的确没有那么难，甚至有的时

候比我们平时做题难度小很多，可是为什么还是有很多同学

谈到数学就变色？这其中有思想认识上的盲目性。 应该承认

考研与大学数学考试不同。不同点在于，考研数学是在对基

本概念、基本定理、基本方法充分理解基础上的综合应用，

有较大的灵活性，往往一个命题覆盖多个内容，涉及概念、

直观背景、推理和计算。许多考生往往难以适应，其突出感

觉是没有思路，这种难度是客观存在的，也正是很多考试困

惑的地方。 另一方面，由于考研人群扩大化，国家扩招政策

等原因，近年来整体数学水平有所下降，加之考研是选拔性

考试，因此分数不高也属正常情况。有些考生听说考研数学

难，以为多做难题就能够有提高，因此不加分析地一味地钻

难题、偏题、怪题，而忽略了最基本最实用的基础知识原理

等。而个别辅导书为了迎合这些考生的心理，不恰当地选用

超纲题，或增添一些大纲要求之外的方法技巧，也起到了误

导作用。其结果是，一些考生做不到按部就班的常规复习，

不能仔细分析大纲，忽略系统复习，知识掌握得不完整，基

本原理不全面，基本概念理解得不透，基本功不扎实，转换

能力差，甚至比较常规的题也常常出现低级错误，该得分的

不得分，很多时候都是后悔莫及。 如果对考试的难与易问题



有一个理性认识，坚信脚踏实地的努力必将有收获，那么，

任何一个考生，即使基础较差，只要复习方法得当，塌实努

力，难和易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历年来都有不少实现这种转

换的成功考生。每个考生都要有必胜的信心，保持一个良好

的心态，这是考试成功的前提。 如何实现转换?首先通过大纲

抓重点。在今年的大纲出来之前，先通过去年的大纲，对一

些基本的定理概念和方法做出归纳。数学就是逻辑科学，对

基本概念的深入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并要熟悉常见考点的题

型和解题思路。虽然仅靠此得不到高分，但这是取得好成绩

的基础和前提。只有牢牢记住了基本定理和公式，在做题的

时候才会有自己的思路和切入点，从而才能够轻松应对。近

几年考研数学的统计，在基本概念、定理以及方法上的不足

，是失分的一个要点，想要拿高分，就必须先理清这些基础

的东西。 其次，要加强综合解题能力的训练，把基础的知识

用于实践，力求在解题思路上有所突破，具体来说就是要抓

住能够集中体现和综合各知识点的若干考点，进行重点突破

。试题的练习可以帮助你检测自己的复习效果。考虑到数学

学科的特点，要求考生自己琢磨出来所有考点并给出相关的

解题思路是十分困难的。这方面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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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书来解决。 海天教育提醒广大考生，任何的辅导机构及辅

导书籍都只是学习的一种辅助手段，最终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还是考生自己！大家一定要勤于动手动脑，充分利用一切学

习资源，力求对常见的考题类型、题型、思路、特点有一个

系统的把握，并在此基础上自己动手做一定数量的综合性练

习题，勤于总结，举一反三，温故而知新，不断巩固扩大学



习的成果。 我们坚信，付出就有回报，任何努力都会有收获

，希望大家能够辩证的理性的看待问题，并运用成熟的思维

与合理的方式方法去解决问题，相信，成功就在不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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