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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6_8F_90_E

9_AB_98_E7_AD_94_E9_c73_645365.htm 考研数学是令大多数

考研者头疼的科目，而想要获得高分，答题是关键。数学教

研室老师总结以下的数学应试技巧，供大家参考，希望大家

在在现在的复习过程中加以实际运用，提高应试中的答题正

确率。 一、提前进入“角色” 考前一个晚上睡足八个小时，

早晨吃好清淡早餐，按清单带齐一切用具，提前半小时到达

考区。一方面可以消除紧张、稳定情绪、从容进场，另一方

面也留有时间提前进入“角色”让大脑开始简单的数学活动

，进入单一的数学情境。如： 1.清点一下用具是否带齐(笔、

橡皮、作图工具、身份证、准考证等)。 2.把一些基本数据、

常用公式、重要定理在脑子里“过过电影”。 3.最后看一眼

难记易忘的知识点。 4.互问互答一些不太复杂的问题。 二、

精神要放松，情绪要自控 最易导致紧张、焦虑和恐惧心理的

是入场后与答卷前的“临战”阶段，此时保持心态平衡的方

法有三种：①转移注意法②自我安慰法③抑制思维法 三、迅

速摸透“题情” 刚拿到试卷，一般心情比较紧张，不忙匆匆

作答，可先从头到尾、正面反面通览全卷，尽量从卷面上获

取最多的信息，为实施正确的解题策略作全面调查，一般可

在十分钟之内做完三件事： 1.顺利解答那些一眼看得出结论

的简单选择或填空题(一旦解出，情绪立即会稳定)。 2.对不

能立即作答的题目，可一面通览，一面粗略分为A、B两类

：A类指题型比较熟悉、估计上手比较容易的题目，B类是题

型比较陌生、自我感觉比较困难的题目。 3.做到三个心中有



数：对全卷一共有几道大小题有数，防止漏做题，对每道题

各占几分心中有数，大致区分一下哪些属于代数题，哪些属

于高数题，哪些属于概率题。 通览全卷是避免“前面难题做

不出，后面易题没时间做”的有效措施，也从根本上防止了

“漏做题”。 四、信心要充足，暗示靠自己 答卷中，见到简

单题，要细心，莫忘乎所以，谨防“大意失荆州”。面对偏

难的题，要耐心，不能急。考试全程都要确定“人家会的我

也会，人家不会的我也会”的必胜信念，使自己始终处于最

佳竞技状态。 五、三先三后 在通览全卷、并作了简单题的第

一遍解答后，情绪基本趋于稳定，大脑趋于亢奋，此后七八

十分钟内就是最佳状态的发挥或收获丰硕果实的黄金季节了

。实践证明：满分卷是极少数，绝大部分考生都只能拿下部

分题目或题目的部分得分。因此，实施“三先三后”及“分

段得分”的考试艺术是明智的。 1.先易后难。就是说，先做

简单题，再做复杂题；先做A类题，再做B类题。当进行第二

遍解答时(通览并顺手解答算第一遍)，就无需拘泥于从前到

后的顺序，应根据自己的实际，跳过啃不动的题目，从易到

难。 2.先高(分)后低(分)。这里主要是指在考试的后半段时要

特别注重时间效益，如两道题都会做，先做高分题，后做低

分题，以使时间不足时少失分；到了最后十分钟，也应对那

些拿不下来的题目就高分题“分段得分”，以增加在时间不

足前提下的得分。 3.先同后异。就是说，可考虑先做同学科

同类型的题目。这样思考比较集中，知识或方法的沟通比较

容易，有利于提高单位时间的效益。一般说来，考试解题必

须进行“兴奋灶”的转移，思考必须进行代数学科与几何学

科的相互换位，必须进行从这一章节到那一章节的跳跃，但



“先同后异”可以避免“兴奋灶”过急、过频和过陡的跳跃

。 三先三后，要结合实际，要因人而异，谨防“高分题久攻

不下，低分题无暇顾及”。 六、一慢一快 就是说，审题要慢

，做题要快。磨刀不误砍柴工。 题目本身是“怎样解这道题

”的信息源，所以审题一定要逐字逐句看清楚，力求从语法

结构、逻辑关系、数学含义等各方面真正看清题意。解题实

践表明，条件预示可知并启发解题手段，结论预告需知并诱

导解题方向。凡是题目未明显写出的，一定是隐蔽给予的，

只有细致的审题才能从题目本身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这一

步不要怕慢。 找到解题方法后，书写要简明扼要，快速规范

，不要拖泥带水，嗦重复，尤忌画蛇添足。一般来说，一个

原理写一步就可以了，至于不是题目考查的过渡知识，可以

直接写出结论。允许合理省略非关键步骤。 为了提高书写效

率，应尽量使用数学语言、符号，这比文字叙述要节省而严

谨。 七、分段得分 对于这点，在之前所发布的文章中我们已

经详细说明。即：对于同一道题目，有的人理解得深，有的

人理解得浅，有的人解决得多，有的人解决得少，为了区分

这种情况，阅卷评分办法是懂多少知识就给多少分。这种方

法我们叫它“分段评分”，或者“踩点给分”踩上知识点就

得分，踩得多就多得分。 八、以快为上 研究生 考试数学试卷

共有23个题，考试时间为180分钟，平均每题约为7.8分钟。为

了给解答题的中高档题留下较充裕的时间，每道选择题、填

空题应在一至二分钟之内解决。若这些题目用时太长，即使

做对了也是“潜在丢分”，或“隐含失分”。一般，客观性

试题与主观性试题的时间分配为4∶6。 九、立足中下题目，

力争高水平 因为时间和个别题目的难度都不允许多数学生去



做完、做对全部题目，只有个别的同学能交满分卷，所以在

答卷中要立足中下题目。中下题目是试题的主要构成，是考

生得分的主要来源。学生能拿下这些题目，实际上就是数学

科打了个胜仗，有了胜利在握的心理，对攻克高档题会更放

得开。 十、立足一次成功，重视复查环节，不争交头卷 答卷

中要做到稳扎稳打，字字有据，步步准确，尽量一次成功，

提高成功率。试题做完后要认真做好解后检查，看是否有空

题，答卷是否准确，所写字母与题中图形上的是否一致，格

式是否规范，尤其是要审查字母、符号是否抄错。 最后，再

次检杳一下姓名与考证号是否写正确。确信万无一失后方可

交卷，宁可坚持到终考一分钟，也不要做交卷第一人。 相关

推荐： 暑期锦囊巨献：考研数学复习方法及注意事项 2010年

考研数学新大纲修订预测 2010年避免考研数学复习六误区

2010年考研数学行列式重要公式汇总 2010年考研数学辅导资

料汇总 更好的互动交流，请进入百考试题论坛 轻轻一点，好

资料即刻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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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