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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考生从考场走出的时候，能看到有人欢喜有人忧。总结

洋洋得意的一拨人的复习经验，提醒2013的考生在复习时的

注意事项如下： 重基础。如果想取得高分，基础知识一定要

扎实、深入，所以最少提前一年开始复习基本知识是必要的

。考研数学大纲要求的考试内容除个别知识点外都是大学数

学教材中的知识，也是考生在大学一二年级学习过的，但是

到了三四年级或者对于已经毕业一两年的考生来说，基本知

识已经有相当程度的陌生感，所以必须重新从教材入手。需

要相当一段时间将回生的知识再捡起来，早动手就显得尤其

必要。教材的使用一般以自己大学教材为蓝本，但因各个学

校所选用的教材与大学培养目标与一致的，所以这些教材编

写也各有特色。从现在普遍使用的教材的来看，与考研最为

接近的还是同济编的高数、线代及浙大的概率。 重能力。看

书，特别是数学书，不仅是眼睛在劳动，还需要大量调动大

脑的参与积极性以及手对笔头的操作演练。数学教材中的一

句话，其中牵涉到的知识点有若干个，横向的、纵向的，同

一科目的、另一科目的等等。比如求极限的方法：极限本身

仅是一个工具，函数连续性、导数、定积分、级数的收敛性

等均是由极限定义的；反过来，某些特殊的极限又可以逆向

转化为函数连续点、可导函数的可导点、某一区间的定积分

、收敛级数的一般项等来求得极限值。复习数学一定要在头

脑清醒、思维敏捷的时段，也要有意激发脑细胞的兴奋性，



以达事半功倍之效。对于自己难理解的概念或定理，思考与

类比是好方法，特别是可以与几何图形结合起来加深印象。

在这一点上，汤家凤老师的《2013无师自通考研数学复习大

全》可谓深挖原理的典范。虽然高等数学与应用的联系稍嫌

松散，特别是一些抽象的概念与定理，但如果能够把它们与

现实联系起来思考，那么数学的趣味性丝毫不亚于一部漫画

书。 不耻上问。在熟悉了教材上的基础知识之后并不能就此

认为一切OK了。考研考试是为国家选拔高层次人才的具有常

模参照性（所谓常模参照性，即是依据考生成绩在全体参考

者成绩量表中的位置来评价其优劣）的水平考试，其考试要

求高于大学教材，要求考生比较系统地理解数学的基本概念

和基本理论，掌握数学的基本方法，具备抽象思维能力、逻

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运算能力和综合运用所学的知

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提高依赖于考

生复习资料的选择及对考试特点的熟悉程度。历年真题是每

一位考生复习必备的资料，公式手册能够极大方便平日复习

时的随手翻阅，复习大全系统地讲解各知识点的基本知识概

况及对考试题型进行完全归纳，这些资料都能极大限度帮助

复习有序进行。其余的题集类图书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

。对资料的选择需要慎重，适合自己的资料会是成功的助推

器，而不合适的资料有可能成为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太简单

的图书看起来省力但达不到考试要求，考场上将会吃力；太

难的图书浪费精力，打击信心。汤家凤老师书与课考生普遍

反映不错，值得信赖！ 持之以恒。考研复习持续时间长，期

间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动摇心思的诱惑，所以持之以恒、

坚持到底尤其重要。从量变到质变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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