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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8D_E8_B5_B0_E5_c73_649777.htm 在考研数学考试中，

高等数学所占比例为56%(数学二为78%)，线性代数和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均占22%，即34分。在考试中，争取拿到全部的线

性代数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分值是完全可能的!而高等数学

部分总有一些题目对一般考生来说比较困难，这不足为奇。

为了使同学们能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避免出现一些复习误

区，以下给考生一些来自实践经验的复习建议。 误区一：纠

缠于细枝末节 考研复习是纯粹应试训练，所以考研大纲要求

的考试内容是复习范围，此外的数学知识称之为超纲内容。

在大纲范围内，把考点串成系统框架，在此基础上把握重要

结点，对一些边缘知识做到了解而不浪费时间深究，如果真

的有兴趣，可以在上研究生期间继续挖掘。在参考辅导资料

的时候也要注意是否能与大纲范围一致，是否在浪费宝贵的

初试考前复习时间!例如概率论的考试要求中有“会计算古典

型概率和几何型概率”，但通过历年真题中关于此部分考查

都是非常简单的计算，而且考查频率也不是很高，所以考生

没有必要花大量时间在复杂的古典概型的计算上!所以考研复

习应系统把握考点，避免纠缠于枝节。 误区二：记住公式就

万事OK了 数学不同于英语政治，即使英语政治也在强调理解

，数学更是如此!理解是掌握知识的保证，没有真正理解，只

是记住了公式的形式，即使能倒着写出公式也无法正确恰当

地使用它。大学阶段的数学学习再也不是中小学中一定要一

字不差的写出定义、定理、公式就是数学学得好的标志的时



候了，而是要深入到定义的本质、定理的来龙去脉、公式的

适用范围中。特别是考研数学中，即使同样是考查一个公式

，题目的形式也会千差万别，使用更是灵活多变，仅仅记住

公式远远不够。事实上，公式根本不需要专门去背诵记忆，

只要多做题使用，自然就能熟练，即使形式复杂的泰勒展开

式也是一样，发掘其内在规律，多做涉及它的题型即可印象

深刻! 误区三：看懂题解等同于掌握题型 如今的考研数学复

习资料上的题解越写越详细，每一个步骤，每一步推理，恨

不能把编者的思维过程掰开揉碎了给考生看，就像《2012数

学考试大纲导读(核心预测280题)》中题目。这也养成考生在

使用辅导资料过程中疏于自己思考的习惯，对于没有详细解

答或仅有思路提示的题目便都觉得无处下手。这也提醒考生

在复习的时候不能仅停留在看懂参考资料中的解题过程，而

要深究自己是否真正懂得解题思想，最好能在看解答之前先

自己做一下，整理自己的思路与书中解答之间的差别，更好

地吸收解答中的精华。如果一位同学说我把这本书中的题型

都掌握了，而他拿到一个与书中某一题目同类型的题目却不

会作答，那并不是真正掌握，而只能说明他能看懂书中的题

解。这类似于看别人表演，看似简单就觉得自己也可以表演

，但走上舞台才发现不知如何开始。 #ff0000>大纲☆#0000ff>

英语☆#0000ff>数学☆#0000ff>政治☆#0000ff>计算机

☆#0000ff>农学☆#0000ff>西医☆#0000ff>心理学☆#0000ff>中

医☆#0000ff>法硕☆#0000ff>历史☆#0000ff>管理☆#0000ff>教

育 研招动态：#0000ff>2012各地考研报名公告 ☆ #0000ff>招生

单位 ☆ #0000ff>报考点列表 ☆ #0000ff>研招管理 ☆ #0000ff>研

招计划 报考指南：#0000ff>2012考研9.25起预报名 ☆ #0000ff>



问题答疑 ☆ #0000ff>专业介绍及就业 ☆ #0000ff>网报系统常

见问题 招生简章：#0000ff>2012考研推免生招生 ☆ #0000ff>招

生简章 ☆ #0000ff>全国硕士研究生简章 ☆ #0000ff>怎么看招

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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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