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研数学解答题主要考查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

力以及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包括计算题、证明题及应用题等，综合性较

强，但也有部分题目用初等解法就可作答。跨考教育数学教研室李老师表示，解

答题解题思路灵活多样，答案有时并不唯一，这就要求同学们不仅会做题，更要

能摸清命题人的考查意图，选择最适合的方法进行解答。

考研数学基础阶段，吃透课本，掌握大纲

结合本科教材和前一年的大纲，先吃透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和基本定理。数

学是一门逻辑性极强的演绎科学，只有对基本概念深入理解，对基本定理和公式

牢牢记住，才能找到解题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对近几年数学答卷的分析表明，考

生失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基本概念、定理记不全、记不牢，理解不准确，基

本解题方法掌握不好。

考研初期复习要全面夯实基础，重点弥补薄弱环节。考研数学复习具有基础

性和长期性等特点，在考研初期复习阶段考研数学初期复习要排在首位。

数学基础复习就是这样，读书，做题，思考缺一不可。读书是前提，是基础，

读懂书才有可能做对题目。做题是关键，是目的。只有会做题，做对题目，快速

做题才能应付考试，达到目的。思考是为了更有效的读书和做题。

考研数学解答题不同题型，应对策略不同

解答题之计算题应对策略：计算题考查重点不在于计算量和运算复杂度，而

侧重于思路和方法，例如重积分、曲线曲面积分的计算、求级数的和函数等，除

了保证运算的准确率，更重要的就是系统总结各类计算题的解题思路和技巧，以

求遇到题目能选择最简便有效的解题思路，快速得出正确结果。距离考试还有一



个多月，考前冲刺做题贵在“精”，选择命题合乎大纲要求、难度适宜的模拟题

进行练习是效果最为立竿见影的。

解答题之证明题应对策略：第一，对题目所给条件敏感。在熟悉基本定理、

公式和结论的基础上，从题目条件出发初步确定证明的出发点和思路;第二，善

于发掘结论与题目条件之间的关系。例如利用微分中值定理证明等式或不等式，

从结论式出发即可确定构造的辅助函数，从而解决证明的关键问题。

解答题之应用题应对策略：重点考查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首先，从题目

条件出发，明确题目要解决的目标;第二，确立题目所给条件与需要解决的目标

之间的关系，将这种关系整合到数学模型中(对于图形问题要特别注意原点及坐

标系的选取)，这也是解题最为重要的环节;第三，根据第二步建立的数学模型的

类别，寻找相应的解题方法，则问题可迎刃而解。

考研冲刺，端正心态，高效高质的迎接考研

考研复习持续这么长时间，尤其是到考研冲刺最后阶段，总会有情绪低落、

感觉疲劳的时候。离考试越来越近了，有些同学做模拟题很不理想，对数学信心

越来越差，眼看着考试越来越近心里却越来越没底。

最后冲刺阶段通过做高质量的模拟题使考生有做题实战的感觉，找到更好的

“考试” 的感觉。只要找到了这种感觉，就能够稳定自己的情绪，充满信心地

迎接考试。但是，模拟题的种类和数量纷多繁杂，毕竟不同于真题，因此，跨考

教育数学教研室李老师提醒考生对每一套模拟题要有一个理性的态度，不要苛求

自己模拟题每套都要做到很高的分数针对一套题的不同难度的题也要有不同的

心态，一方面不能因为大部分题难度不大而轻视，也没必要因为个别的难题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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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恐惧。一套试题必然是大部分的基本题和个别的难题组成，要确保稳拿基本题

(切忌初等错误)，有效完成全部试题，尽量争取拿下难题。带着这样有得有失的

心态才能更好地稳定自己的情绪。

考研数学最后冲刺，避免备考误区

基础不牢攻难题：考研数学中大部分是中挡题和容易题，难度比较大的题目

只占 20%左右，而且难题不过是简单题目的进一步综合，如果你在某个问题卡住

了，必定是因为对于某一个知识点 理解不够，或者是对一个简单问题的思路模

糊。忽略基础造成考生在很多简单的问题上丢分惨重，为了不确定的 30%而放弃

可以比较确定的 70%，实在是不划算。因此，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打到基础，深

入理解，这样即便遇到一些难度大的题目也会顺利分解，这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

单纯模仿，不重理解：这是一种投机心理的表现。学习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

很多学生片面追求别人现成的方法和技巧，殊不知方法和技巧是建立在自己对基

本概念和基础知识深入理解的基础上的，每一种方法和技巧都有它特定的适用范

围和使用前提。单纯的模仿是绝对行不通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放弃投机心理，

塌实的透彻理解每一个方法的来龙去脉，才会真正对自己做题有帮助。

看懂题等于会做题：数学是一门严谨的学科，容不得半点纰漏，在我们还没

有建立起来完备的知识结构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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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通过动手练习，我们还能规范答题模式，提高解题和

运算的熟练程度，要知道三个小时那么大的题量，本身就是对计算能力和熟练程

度的考察，而且阅卷都是分步给分的，怎么作答有效果，这些都要通过自己不断

的摸索去体会。



最后阶段，忽视数学复习：到最后阶段，许多往届考生在复习的前期花了许

多时间和精力复习数学，效果也很好，就自认为高枕无忧，最后阶段放弃数学的

复习突击其他科目，待到临考前几天再预热数学却发现已经很陌生，很多东西都

忘了，做题也感觉很糟。为了避免此类情形发生，跨考教育数学教研室的李老师

提醒同学们，应保证每天至少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复习数学，不可发生间断以至前

功尽弃。另外，这一阶段的解题训练也万不可孤立进行，必须与再次系统梳理知

识体系结合起来。应当结合做题反映出的弱点，针对性地重新梳理数学理论框架，

同时认真归纳总结一些特定题型的解题方法和技巧，一定要注意多思考、多总结、

多归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