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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文科类，一战跨考经济类，没有报辅导班，数学144。

很早就在想如果有机会成功，我一定要写出自己的体会，以

供后来人参考。可以说今年的数三并不难，144并不算太高的

分，我的东西也不能尽信，大家作为参考就好。以下主要分

三块随便谈谈。 一、关于教材 数学基础不太好的不能直接上

考研辅导书。一定要好好看看几本基础教材，如高等数学（

同济版）、线性代数（同济版）、概率统计（浙大版）。其

中很多内容是数三不要求的，大家可以下载11年的数三大纲

对着复习，以前也有专门划出范围的帖子。 考研的辅导教材

我都用的最常规的，可见用什么书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好好

利用。用公认的书有这一点好处，不用去担心自己书的内容

是不是不够好、偏门等等，然后想换书。 李永乐老师的《复

习全书》，怎么说呢，这本书500多页，第一遍啃是很痛苦的

，我每天只能10页。都说它很基础，但是我并不觉得，而且

对于考研来说，这本书完全够了。很多例题很有难度，我第

三遍都还啃不下来，这种题考研也是明显不会考的，但是对

自己的要求要高一点，一定要动笔做，要求自己理解，做难

一点的题对锻炼思维很重要。后面的习题还好，比例题简单

，但是第一遍做仍然有我不会的。总的来说，高数的题我自

己能解决的可能是60%左右，线代概率80%吧。 《基础过

关660》也是李永乐老师的，很多人说没必要专门练选择填空

，但是我觉得反正选择填空做来快就买来练了，我觉得这书



很不错。之后模拟真题时，选择填空都能40分钟左右搞定，

每次也最多错一两个吧。 《历年真题详解》还是李永乐老师

的。这书可以说分两部分吧。一部分是套题，也就是按年份

编的，大家可以用来模拟。它的答案解析又是按专题编的，

也就是说你模拟完套题要对答案要按照题目下面的页码翻。

虽然有点麻烦，但是这样的好处是，在你第二遍做真题时，

按着答案解析的专题做，你能知道这一个知识点有哪些题型

，自己需要掌握到什么程度、掌握哪些题型。 《合工大最后

五套题》由于前面3套没有答案，我就做了4、5两套，总的感

觉是很新颖、很灵活，跟真题很接近，考查内容差不多，题

型分布也差不多，但是比真题稍难。 二、时间安排 我之前有

看过入门视频，蔡高厅老师的高等数学，讲得很细致，像高

中老师一样一边讲一边写黑板。这是完全的入门视频，几乎

就是对着课本照本宣科，不是考研辅导，零基础的同学可以

考虑。大学开过数学课的可以直接跳过，而且我建议如果自

己能看懂书的最好不要看视频，节约时间，后期才能主动一

点。 5月之前是打基础的阶段，最好把几本基础教材吃透，

看1-2遍，选择性地做课后习题，因为学数学不能不动笔，不

动笔你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懂了。看教材时定义、定理证

明等要注意，数学的精髓就是由定义和已知定理推未知定理

。掌握了这些，对于建立数学体系和掌握数学各个知识点之

间的联系非常重要。 6、7月份完成第一遍复习全书吧，每个

题都要好好思考，多多动笔。 8月份完成第二遍复习全书 660

题。 9月份第三遍，可以将定义、定理、公式、错题等总结

到一个小本上，后期就不随时翻复习全书了，要翻公式定义

什么的，小本子很方便。而且总结一遍对自己的理解和记忆



也很有好处。 10月份可以开始做套题、模拟题、400题什么的

。前期大家可能会有种感觉，就是学了线代忘了高数，学了

概率又忘了线代，现在就是建立整体框架和感觉的时候。 11

月份要开始模拟真题，严格按照考试要求进行，在纸上写下

答案和所有步骤。步骤一定要很严谨，两天一套就好。 12月

份按照永乐大帝的专题再做第二、三遍的真题吧。找一些接

近真题的模拟题严格模拟。 最后半个月仍然要保持做题的手

感，并且要复习错题、熟悉公式，不能因为记不住公式定理

而丢分。 以上时间安排并不绝对，大家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

酌情安排。但是要说明的是，前期打好数学基础的优势就在

于后期你会因为你的数学而对你的考研充满信心，也可分出

更多的时间给政治和专业课。 三、注意事项 第一，一定要动

手做。数学的不足在做题中才能发现。很多人都觉得数学看

着哪都懂，一提笔做题不是思路不对就是算不出结果。如果

你动笔了，你就会有很多体会，比听别人说、纸上谈兵来得

实在。 第二，关于做辅导书的方法。我做复习全书时有多种

记号：N代表没有思路，H代表很难，K代表有一点思路但是

在某一步卡住了，W代表思路大体都对了，但是因为粗心有

错误。T代表第二次做还是不会。第一遍我用铅笔，第二遍用

蓝色中性笔，第三遍还有问题就用红笔标记。做好标记会直

接影响你第二三遍做辅导书的效率。 另外，大家在做题的过

程中可以在旁边写上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说该题的思路有

什么特点，跟哪种题类似等等。比如自己为什么没做出来，

是哪里不到位，然后好好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做的好处是在

整个学习过程中目的都很明确，不像蒙头看书一样盲目。 第

三，关于套题。我建议先做模拟题，用模拟题建立数学体系



，将高数、线代、概率三块联系起来。因为模拟题很多，是

浪费得起的。分块复习之后直接上真题，可能会感觉到对各

个部分有一些生疏，这样起不到练习实战的目的。真题只有

一份，虽说有的真题在复习全书中已经见过了，但是仍然会

有遗忘，往年真题是最好的模拟题，只有模拟真题才能有真

实感。 模拟真题时，拿一张纸，像考试一样，大题要一步步

地写步骤，严格对答案评分。如果有错，就在该题旁边写上

为什么错了，要注意些什么让下次不要错。如果从某一步错

了，可以在这一步下面画箭头，表明怎么错了。评完一套卷

子，可以在最后的空白处总结一下，为什么没有得满分，要

加强哪方面概念、公理的巩固，思维上有什么欠缺，是不是

哪类题粗心问题非常需要注意。 最后这些纸一定好好保存，

在考前来出来系统看一遍你就会发现自己的问题。然后总结

出易错点、注意事项。 第四，关于考前的准备。最后半个多

月，之前总结的定义、定理、公式，现在就要拿出来复习了

。翻自己模拟的真题，找出常犯错误，总结几条注意事项。

比如我的，线代求逆一定要非常细心（因为我老是算错），

求完倒回去检查，不要马上跳到下一步。还有考场上遇到没

有思路的题不要慌，数三一般来说只有小转弯的题，不会有

难找思路的题，而且每年真题出现较新颖的题已是必然。还

要纵向对比各年真题的特点，发现一点对今年考试有用的规

律。 比如我发现线代题型很固定，解题方法很死，只是读题

后需要找到一个切入点，之后就很简单了。概率要读懂题，

找到已知和所求的内在联系。 很多题的解题方法很死，我考

前总结了各种题的解题“模式”。另外考前做新颖和陌生的

题也很重要，因为10年和11年的高数部分都出现了往年真题



中没有雷同的题型。合工大的五套题我觉得是适合最后阶段

严格模拟的。 第五，关于总结。虽然数学很灵活，但是考研

数学很有规律。我后期已经很清楚考研数学的高数、线代、

概率可能考的题型，然后经常有问题的题型总结出了一套模

式。比如证明、二重积分、无穷级数等。说说证明吧，之前

这个真的让我很头疼，但是在我总结之后几乎没有不会的证

明题。证明主要可以分为等式证明、不等式证明、存在一点

的证明。等式证明的永恒方法就是构造辅助函数求导，导数

为0 。不等式证明很多方法，单调性是常用的。存在一点的

思路有介值定理、拉格朗日、柯西中值定理、泰勒公式等，

这里面构造辅助函数是个技术活，但是也有规律。 总结一下

吧，无论大家要学的是哪科，始终要记得的是我们的最终目

标是高分。所以当你们要做任何一项学习上的努力时，你们

要问自己，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对于提高我的解题能力或

者分数有帮助吗。或者你们要想，我要提高的的分数需要做

哪些工作，其实一句话，就是了解自己和考研，不做无用功

！ 另外论坛上的总结经验只能做参考，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复

习方式才是最重要的。数三的学习并不难，只要对数学有兴

趣，相信自己的毅力，再加上注意学习方法，那成功就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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