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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AA_E5_87_BB_E7_c73_647322.htm 数学的复习进行到此

阶段，经过调查，大部分的同学存在这样的问题：经过前一

个阶段的强化复习，对各个知识点都有了大概的了解，但由

于知识点分散、涉及面广而多，通常是看到哪，前面部分又

忘光。大部分知识点还很生疏，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只能

是做题较多的部分，印象会深刻些。由于在基础阶段的学习

中，难以将所学数学知识系统化，导致当一门课程复习结束

后，另一门课程的大部分知识被遗忘。这些情况都是在阶段

复习数学中会出现的普遍性问题。既然无法逃避，就正面解

决。既然没办法全记住，就各个击破。所以，在最后的强化

阶段中大家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知识点通过做题、改题、总结

的形式巩固起来、系统化起来。 这段时间可能不如暑假那么

富足集中，但要坚信时间是挤出来的，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创

造更多的价值，那就必须要制定合理的时间安排表。建议每

天保持三至四个小时的数学学习时间，对于具体学习时间安

排在何时，同学们可以自由决定，但学习时间必须得到保证

。最好将时间安排在上午或者晚上，因为上午精神旺盛，思

维敏捷，在这段时间内，学习数学将取得很好的效果，同时

晚上对所学知识进行回顾训练，进一步强化记忆，使得对知

识的掌握更加牢固。数学的复习是一项长期工程，关键在于

恒心和坚持，只有如此，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因此，希望

你能严格要求自己，能够保证每天都完成相应的学习任务。 

在本阶段，由于政治的学习时间要增加，你可能会觉得无法



均衡花在各科上的时间。但请注意数学在满分500分中的比重

大，所谓“得数学者，得天下”，无论时间多么紧张，一定

要保证每天34小时复习数学。每一轮复习保证这样一个进度

：高等数学用20天时间看完，线性代数用7天，概率论用7天

。 数学做题的具体要求是：求稳而不求多、不求快，力争做

到做完此阶段应该做完的题，对每个题的知识点和相应的题

型都有一定掌握，要多思考，做到举一反三。由于每个同学

的复习情况不完全一样，但是要提醒你的是数学复习一定要

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拿到的数学题一定要有始有终把它算出

来，这是一种计算能力的训练。 近几年考研数学的一个命题

趋势是：难题偏题怪题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基础题型，至

少占有60%，中档题占30%，难题大约占有10%，而对于中档

题或者较难题，如果对知识点掌握扎实熟练的话，那么难题

在此也不是很难了。所以现阶段仍是要抓基础，巩固基础，

争取在强化阶段有所突破。 本阶段复习，基础好的同学看资

料可能较快，但切忌看复习资料太杂。使用一本即可，反复

看，反复做题。通过做题，慢慢的熟悉知识点，加深概念定

理的理解。同样的题目，可以有不同的解法，不要只拘泥于

一种解法，每看一遍都要琢磨新的解法，拓宽自己的思路。

这一阶段，要有意识的熟记各个知识点，对于特别生疏的概

念可以通过做题来加深理解。 高等数学 高等数学的分值重，

是三门课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科，在学习高数的过程中，要注

意每种题型的训练，重点是总结，把在基础阶段不懂的知识

点，强化记忆下，然后系统地梳理知识点。 在本阶段的复习

中，建议大家掌握：不仅要注重一元函数的导数和积分的计

算训练，更要突破多元函数的相关问题。高数下册是考研的



难点。分清一元函数与多元的异同，特别是多元函数连续、

可导、可微的关系.掌握复合多元函数偏导计算。重点掌握重

积分计算与应用。尽量理解曲线积分与曲面积分中各种公式

的推导过程，从物理意义角度来理解公式。掌握幂级数展开

与求和的计算，了解傅里叶级数。了解各类微分方程的解法

，重点掌握齐次方程、一阶线性微分方程、全微分方程的求

解。李永乐基础练习660题中高数部分的题目大家可以拿来看

第二遍了(这里是针对已经做过的同学)。李永乐的660题这本

书对知识点中概念定理理解十分透彻，可以用来巩固自己的

知识点，深入理解某些定理的含义，熟知它们的运用范围，

了解使用时会出现的陷阱。 以上说的都是知识点中比较重要

的，一定要做到拿到题目稍加思考就有解题思路，并且一定

要保证计算正确。通常情况下考研数学没有刁钻难题，但计

算量都不小，一定保证基础、计算量的训练。当然，没有列

出的并不是说不重要，只是在看的时候不用试图理解那么透

彻，先把以上说的知识点理解透彻，才便于其他问题的学习

。把握整体，再追求细节。 线性代数 线性代数考试题型不多

，计算方法比较初等，但是往往计算量比较大，导致很多学

员对线性代数感到棘手，同时从理论的角度出发，线性代数

的很多概念和性质之间的联系很多，你必须要注意各部分内

容之间的密切联系，最好自己多总结总结，对做题特别有帮

助。 在本阶段的复习中，大家分两步掌握：第一步，学好矩

阵、向量组和方程组征值.第二步，学好特征向量与二次型。

那本阶段就是要巩固第一步，迈进第二步。尽量熟记各章节

定理，尤其是矩阵秩相关的定理推论较多，而证明题往往用

的多，一定要记清楚，切不可混淆。向量组线性相关性是难



点，要理解记忆各条定理，理清其中关系，多做题巩固知识

点。特征向量与二次型虽不难，但年年必考，计算能力要跟

上，多做题才能提高正确率。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课程的主要特点是概念和公式繁多，章节的关系松散

，应用题比较抽象。很多同学遇到此种题目经常感觉没有思

路，难以下手，我们应该特别重视对这部分的学习和掌握。

其实，概率部分是知识板块比较完整的一门，模型的概念很

强，掌握好一种模型对做提很有帮助。如何理解我所谓的“

模型”的概念，相信你做真题的大题就可以体会出来，做得

多了会发现有些知识就喜欢那样考察，有些知识总是从这几

个侧面去考核，这就是题目的“模型”概念。为何高数和线

代没有提出这个概念呢?因为高数的知识点繁多，而且每个点

的出题都比较灵活，强调“模型”不利于复习.复习线代不适

合这种做题的“模型”思路，因为线代的每道题都会是好几

个章节知识的联系，每个知识点比较简单，而要把所有可以

联系得上的知识点都列出来，并且要非常熟练才行。 在本阶

段的复习中，大家要掌握多维随机变量的分布以及概率密度

的求解方法。掌握随机变量数学期望、方差求解。熟悉数理

统计部分内容，了解三种常用的统计量分布.掌握参数估计.熟

悉假设检验的计算方法。概率论部分由于与高数积分有交叉

，所以理解起来较简单。数理统计部分过于抽象，公式多而

杂，在考研中占比例不多，很多学员忽视这部分的学习。其

实，是得不偿失。数理统计主要就围绕三个统计量分布和一

个中心定理，看似恐怖的公式全部都可以推导出来，完全可

以理解记忆。在考研试题中，拿这10分的难度绝对小于高数

部分10分的，你一定要精打细算哦，别做了赔本买卖! 相关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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