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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50/2021_2022_2013_E5_B9_

B4_E8_80_83_c73_650140.htm 转眼间，2013年的考研又开始了

，众所周知，在考研的各门科目中，考研数学考试综合性强

、知识覆盖面广、难度大，建议基础相对薄弱的同学及早复

习。一般的考研数学复习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基础，

题海战术，掌握基本知识点，建立知识体系；第二阶段是强

化练习，掌握主要的解题方法和技巧；第三阶段是复习巩固

，将第二阶段所做过的题型再做一遍，同时查漏补缺；第四

阶段综合练习，分析往年真题，多做模拟题，练练做题的手

感，最后以最好的状态走上考场。现在跨考教育数学教研室

李老师就基础阶段的相关复习问题，给同学做一一讲解。 打

基础，题海战术，掌握基本知识点，建立知识体系，这一阶

段是必须的。因为对于大多数考生来说，在考研之前，数学

知识至少有一年多没有接触过，更有零基础同学，大学期间

就没有学过数学。因此李老师建议大家，在强化复习之前，

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打基础的阶段。这一阶段考生应该主要是

了解大纲要求，看教材，学习最基础的知识点，做大量的练

习题，多思考、多总结，尽可能快地建立学科的知识体系，

为下一阶段做好准备。这一阶段一般来说最迟在6月底结束。

首先，做题。数学想学好，不多做题是万万不行的，做题是

为了更好地理解基础知识，或者是在扎实的基础之后的一个

能力提升。然而做题，并不是说每种题型都做大量的习题，

应该在有重点地多做的基础上，面放的广一点，尽量多地囊

括考研的题型。毕竟，考研复习的时间是有限的，并且考研



不像高考，它初试不仅仅看的是总分，各科的成绩也必须得

达标，即过基本线。否则只要有一科不过线不管你的分数有

多高，也是无效的。所以为了合理的分配各科时间，做题不

仅要多做而且要广做。 数学就是一种思考的过程。没有思考

，一味地看，是无用功。有的同学平时遇到不会做的题目，

急于看答案，但是过段时间又会忘记。这种情况很常见，为

了记忆深刻，建议考生们先自己琢磨，不会的话可以问辅导

老师，因为有的题目，老师很可能有特殊的技巧，在跨考教

育数学精讲班中，李老师也会提到。在一定程度上，同学们

的提升程度，与个人基础以及老师的水平都有很大的关系。

在打下基础的前提下，这阶段我们可以选择一本综合性比较

强的书，一本好的辅助材料是广大考研学子的良师益友，或

者考虑在跨考教育考研辅导班的指导下达到强化的目的，亦

是不二选择。 总结是一个良好的复习方法，是使知识的掌握

水平上升一个层次的方法。在单独复习好每一个知识点的同

时一定要联系总结，建立一个完整的考研数学的知识体系结

构。比如，在复习好积分这个知识点的时候，要能建立一元

积分、二重积分、多重积分之间的关联，由此及彼，深刻理

解掌握每一个知识点。另外，要把基础阶段中遇到的问题，

做错的题目，重新再整理一遍，总结自己的薄弱点，正确通

过强化把遗留问题一一解决。考研数学也就20多道题目，而

且每种题目也就哪几种类型，并且每年变化也不大，只要我

们勤于总结，不久你会发现，考研数学不过如此。 数学是一

门严谨的学科，容不得半点纰漏，一带而过的复习必然会难

以把握题目中的重点，忽略精妙之处。所以，通过多做题、

多思考、多总结来打基础，从而提高解题和运算的熟练程度



。有人说，考研是一个梦，一个美丽与现实不停碰撞的梦，

但千万个人都曾在这条梦想成真的路上走过。希望你也能成

为其中一个。 相关推荐： #0000ff>2012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

试数学一试题及答案（完整版） #0000ff>2012年硕士研究生入

学考试数学二试题及答案（完整版） #0000ff>2012年硕士研究

生入学考试数学三试题及答案（完整版） #0000ff>2012年全国

研究生入学考试农学数学真题及答案解析（完整版）

#0000ff>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大全 #0000ff>登录考研题库应用

，海量免费真题、模拟题任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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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