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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6_87_E7_A7_91_E7_c73_605945.htm 对于很多准备考研的

文科生来说，数学是一只“拦路虎”。很多同学因为害怕数

学，而在考研时选报了法学、文学、新闻学等文科专业，有

的干脆放弃考研。我本科学的是哲学，但在2009年的研究生

考试中，我取得了数学145分的好成绩，顺利被北京大学录取

。同学们看到我的数学考研成绩后，都觉得我这个文科考生

“创造了奇迹”。也有人说是因为我智商高，我的经验“不

可复制”。其实，我的努力、我的辛苦、我的奋斗，只有我

自己最清楚。我认为，自己并非“智商高”，这一切是因为

我的数学复习规划做得好，并始终坚持、奋进。在此，我愿

意和大家交流一些个人经验。 数学复习贵在长期积累 文科类

专业的数学课程大都安排在大一、大二学年。同学们这个时

候刚刚走进大学校园，一切都觉得很新鲜，有参加不完的社

团活动，有听不完的名人讲座，有交不完的新朋友，加上大

学课堂有时会很闷，于是更容易放松学习，尤其是数学。而

我学数学，贵在坚持，以下几点可以从宏观上概括我学习数

学的过程。 1.执著前行，持之以恒。数学思维的形成，与平

时的积累和训练关系很大，如果不能持之以恒地训练自己的

数理思维，“临时抱佛脚”是不可能学好数学的。当然，也

不排除有些智商高的人天天玩网络游戏，最后依然能够笑傲

考场，但IQ超常的人只是少数，我们普通人就应该、也只能

一步一个脚印地学习。其实，我进入大学后并没有很快决定

要考研，但我始终告诫自己，无论如何不能放弃数学，即使



将来不考研，训练自己的数理逻辑思维能力，对公务员考试

以及其他单位的招聘笔试都是很有用的。抱定了这样的信念

，我对数学的学习始终没有放松，执著地在数学的世界里遨

游。 2.把握课堂，巧用老师。大学的数学课堂很容易被忽视

，尤其是文科生。很多同学认为老师讲的东西很基础、很浅

显，高中时就已经懂了，因此也就懒得听；或者认为学数学

很无聊，上数学课时要么睡觉，要么看别的书，或者干脆做

“拇指运动”发短信。很多人到了要考研的时候就想去报数

学辅导班，学校的数学课却不珍惜，本末倒置，实在可惜。

我就很注意和数学课老师沟通，除了上课认真听课，遇到有

疑问的知识点，我还会在课后和老师探讨，如果当下没有弄

明白，我一定会发邮件向老师求教，直到弄明白为止。 3.适

当拓展，多做练习。课堂上老师讲的东西比较浅显，课本后

的练习题也偏重基础，要学好数学，绝对不能拘泥于这些，

适当拓展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本科数学教材用的是数四，

很多知识点都没有要求，而经管类考研大都会要求考数三，

所以在平时学习的过程中，我在数四的基础上稍稍做了拓展

，找来数三教材，对照数四教材，把课堂上没有讲过的知识

点过了一遍，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就好像先

挑了100斤重的担子，后来再挑80斤，当然会很轻松。 学数学

绝对需要做题，不做题肯定学不好数学，但是也不能狂做题

、傻做题。线性代数、微积分、概率统计我各买了一本习题

集，是高教版的，我不贪多，当时的目标就是要把这几本书

的内容学好、吃透，里面出现过的题型、总结的规律都要熟

记于心。 复习过程中的三原则 纵观这几年的数学考卷，很少

有偏题和怪题。往往考查的都是学生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的理解、掌握以及综合应用能力。这是考研数学出题的一条

“红线”，也是我们复习数学不能偏离的主线。我是从2008

年7月正式开始进行数学复习的，在此有三点经验可以与大家

分享。 1.把基本概念弄懂，把基本理论弄透。数学有庞大的

知识体系，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讲，它的内在结构很严正，很

富有层次感。从概念、定义到公理，从公理到定理、推论，

层层演进，步步深入，很多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就是

因为忽视了数学最基础的知识，有时候你绞尽脑汁不得其解

，很可能只是因为你对某个概念的理解不够透彻，但这些问

题我在跨考的数学基础指导班中都得到了解决和巩固，老师

还特别告诫学生，要把握、领悟那些最基础的数学概念。 这

里提到的基本概念搞懂，陈老师提示给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来理解和把握的：首先是这个概念产生的实际背景是什

么，界定此概念所运用到的数学思想和方法是什么。接下来

要弄懂这个概念的定义式，包括它的数学含义、几何意义和

物理意义，以及在这个概念上的拓展和延伸等等。对于每个

概念我们都要尽可能地从这几个方面来理解把握。弄懂概念

，是学懂数学的至关重要的一步。理论性的内容，比如说定

理、性质、推论，首先要清楚它的条件是什么，结论是什么

，这是最起码的要求。数学考试事实就是考察这些定理、推

论的运用，只要理解透了，不管出题方式怎么刁钻，你都可

以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 2.仔细阅读教材，重视做题训

练。很多考研过来人向师弟师妹们推荐的经典数学教材是：

同济大学的《高等数学》、浙江大学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

》、清华大学或同济大学的《线性代数》。我没有看过这些

书，用的是自己学校编的教材。我觉得不同学校教材的编排



体系会有比较大的差异，如果不是特别有时间和精力，还不

如仔细阅读你早已经熟悉的教材，扎扎实实地多啃几遍，肯

定每次都会有新的发现。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还

是有其道理的。看教材要细致，要对基本概念、基本定理有

充分地理解，最好还要弄懂每个定理的证明过程，我认为这

些定理的证明过程对培养缜密的思维逻辑和良好的思维习惯

非常有帮助。此外，课后的练习十分重要，课后练习题是对

基本概念、基本定理最基础的拓展和应用。 熟悉了教材之后

，需要做题来巩固知识，以加深对概念和定理的理解，使数

学解题能力更上一层楼。这个时候，我们选择的练习题不能

难度过大，否则会极大地打击前一个阶段建立起来的信心，

但如果题型过于简单又让我们无法领悟研究生入学考试数学

科目的难度。我建议选择的习题是陈文灯的《复习指南》或

李永乐老师的《复习大全》，这两本书没有必要都选，择一

即可。但是最好能读几遍，我在复习时就前前后后看了三遍

。尤其要强调的是，不能买太难的题，一来和考研数学的实

际要求不符；二来极容易伤害自信心，造成不必要的担忧。

3.深刻领悟真题，把握出题趋势。众所周知，真题对于复习

的作用很大。真题是往年的考研试题，从考研的发展趋势来

看，题目难度变化不大，始终维持在一定的水平。所以深刻

领悟真题就尤其显得重要，不但可以让我们了解自己的解题

能力大概是什么水平，还可以从宏观上把握命题趋势。我个

人的经验是，真题不宜过早做，要把教材梳理完，把《复习

指南》看完以后再做，最好还要留下最近两年的真题，等待

最后冲刺时进行模拟考试。做真题不能草草了事，很多同学

真题看一遍或两遍后就去做水平参差不齐的模拟题，其实最



不可取。做真题要多看、多思、多想，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寻

求不同的解题思路，浅尝辄止很容易造成真题的价值流失。 

总的来说，数学对考生来说是一门难考的科目，同时也是一

门极易拉开分距的科目。在复习的过程中，考生们极容易对

数学产生畏难心理，所以我想强调的是，大家千万不要在心

里惧怕数学，要在战略上藐视它，在战术上重视它，要相信

它是“纸老虎”，只要方法得当，便可以考出好成绩。最后

我还想提醒大家关注每年考试大纲的变化，同时要合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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