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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50满分，成为考研三门公共课中分数最高的科目。相比之

下，政治和英语两门加起来才200分。我们这样算一笔账，一

个政治和英语都考了75分的人比两门都考了65分的人多了20

分；而数学得了125分的人比考95分的人多了30分；所以有得

数学者得天下之说。因此，对于数学基础好或者大有发展潜

力的同学来说，应该在数学上多花一些时间，强化自己的优

势，用数学和其他人拉开分数，好多同学就是因为数学得了

高分才圆上考研梦的。 众所周知，数学是一门基础学科，更

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相对其它学科而言，数学更强调的是数

学基础即对基本概念，定理的把握。所以首先要把基础打牢

，熟读课本，把书上的知识点记住，书上的例题和后面的练

习题全部要会做，会举一反三，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考

研题虽然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综，考试还会考察基本的

知识点。 这一点并非一家之言，我们可以在对考研数学一科

的考试分析或者权威言论中得到佐证。 德国大数学家高斯曾

说过：“数学是科学的皇后．”毫无疑问，数学是对人类思

维能力要求最高的学科，它不仅范围广，内容多，而且深刻

体现出了人类的聪明才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全国硕士研

究生入学考试数学一科是考查考生的数学功底、思维能力，

并不是要求考生进行高深的数学基础理论研究，但却是对考

生在一定层次上进行各种思维能力，包括抽象思维能力、逻

辑推理能力等的综合性检验． 研究生入学考试是选拔性考试



，重在考查考生的能力高低．能力是建立在基础之上的，基

本功不扎实，一切无从谈起．从考试大纲来看，要求考生对

基本知识、基本概念的掌握理解要深要透要准，尽管大学期

间的期中期末考试基本反映了这一要求，但从程度上讲，远

没有考研的要求高．相信大家都有同感，通过大学的期末考

试其实不难，甚至基本概念不甚清晰，知识点掌握不够通透

也有可能取得较不错的成绩．这是由于大学考试有其固定套

路，即便考查相同的知识点，其题目的迷惑性、技巧性都远

逊于研究生入学考试的题目．因此，狠抓基础是一项必要的

工作，虽然很多考生可能会认为基础的东西学起来有点费力

不讨好，短期收效不明显，但考研专家再三强调，不可轻视

基础，必须夯实到理解得入木三分的程度． 那么，有了对考

研数学一科的深刻了解，我们就可以开始合理的安排数学的

复习了。在开始复习之前,最好有一个计划，科学合理的学习

计划不仅使得为期一年左右的复习有条不紊，更可以使得考

生心中有数，从而井井有条的掌握复习的进度，还可通过计

划调整心态，增加信心。当然计划不能偏离实际，也不能过

于谨慎，最好分阶段进行调整。目前适用性比较广泛的是三

阶段复习法。 第一阶段，当然周期长短因人而异，应落脚于

基础知识、基本概念的学习、巩固．这方面的重要性已在前

文叙述，谁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到了这一阶段的重要性，并付

诸于实际行动中，谁就会占据整个考研数学复习的先机！ 第

二阶段的展开要以第一阶段为前提，不可急功近利，跨越阶

段。进入第二阶段，主要工作就是训练、提高能力。能力反

映在解答题目的准确性和速度上，反映在思路是否开阔、严

密上，这就需要大量练习，认真钻研各种题型。在开始具体



钻研考点、题目、技巧后，注意不必强迫自己所有遇见的题

目都要做出来，总会碰到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钻研固然是

好事，但钻牛角尖则费时费力，得不偿失，此时可以借助于

解答，只要彻底弄懂，下次再遇到同样的或同类型的问题可

以顺利解决就行了。尤其要注意的一点，学习一个阶段后要

善于自我归纳总结，不断从各类题目中提炼出最本质最精髓

最易于自己掌握应用起来得心应手的东西．学而不思则罔，

进入题海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最终要跳出题海，站在更高

角度看待题海，这就需要不断深入和卓有成效的思考。 最后

一个阶段当然是冲刺阶段，此时每个考生都可能会感到疲惫

，甚至厌学，出现这样的心理反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

正确对待，自我调整．临近考试，心理压力增大，体力、精

力下降，学会自我调节、自我减负是顺利通过考试的有力保

障．这一阶段应以查缺补漏、归纳总结、实战模拟为主要内

容．其间，效率问题尤为重要，不能再过多投入精力于细枝

末节，要着眼于以点带面，让所有知识点、难点在脑海中以

系统化的状态呈现出来．实战模拟是不可或缺的，最好的模

拟题当然就是历年的真题，但真题不仅要求做完、纠错这么

简单，应该作为重点对象反复研究、体会，从中发现规律性

的东西．除此之外，多做一些其他的模拟试题，以强化熟练

程度、解题技巧也是有益的。在仿真的条件下，适当做一些

模拟题。除了进一步加深对相关概念、公式、定理、方法、

技巧等的理解与运用外，更重要的是培养速度和准确率。 以

上通过对考研数学一科从性质和考试上面所作的分析，考研

数学并不是老大难，并且是有一定的策略的，相信大家本着

志坚的学习态度，得法的复习策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



定复习计划和选择复习方法，每个考研同学都能成功考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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