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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1/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8_80_83_c73_531298.htm 考研数学的基础积累就是靠做题

来完成的。特别是在巩固提高阶段，同学们的目标就是通过

钻研历年的真题和高质量的模拟题达到考研数学考高分的要

求。时间一般是在十一月、十二月。这一强化阶段首先推荐

给大家的资料是10年历年真题、李永乐400题，一共是460道

左右题目。真提和模拟题都是很值得同学们去好好钻研一番

。那么同学们在第一遍做套题的时候应该注意怎样的问题？

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遵循“三必须、三禁忌”原则： 一、必

须：定时、整套（3h/套），真刀真枪地模拟考场上的情况。 

不做套题你或许不能理解，脑袋高强度地运转3个小时，还是

非常耗费体力的。有人说，如果考研前没有足够的训练，连

续4科的考试很难坚持下来，即使“坐”下来了，也很难保证

状态。有很多同学反映第一次做完套题时，走路时都有一种

轻飘飘的感觉，确实是很累的。但锻炼多了，坐3个小时也就

成为一种习惯了。 禁忌： 边做边对答案、超时、将套题割裂

开来，分块来做。这样既没有做套题的经验，也没有发挥整

套真题的价值。因为套题是将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

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如果分开来做头脑里面知识还是

断裂开的，做高数的时候只知道高数，线代的时候只知道线

代，概率的时候只知道概率，三部分没有结合，还有的同学

超时，用4个小时，或者3.5小时做整套试卷，这样做完即使得

到了140分以上也大大折扣，真正考试时至少减掉30分以上。 

二、必须：打分、总结。 这样才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自己的



情况，给自己压力，总结时间通常会超过做题的时间，也就

是超过3h。总结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知识在你大脑中有序地

存储的过程。 禁忌： 做完不打分，不总结。有的同学前面已

经养成依赖答案的习惯，看到答案会做题，扔掉答案什么都

不会。这样的做法一定要做套题的时候校正过来。只赶进度

，只做新题，不总结，草草看一遍答案，说声“原来如此”

就结束了。如果这样对待，我相信有的题目你遇到3遍也不一

定能够掌握，最后的结果也许就是：你从考场下来的时候，

看到答案时也是那声“原来如此”，只不过可能再加上个

“TMD”。 三、必须：温习、训练。 每做几套，也需要回

头总结一下，自己在哪些知识点，哪些章节，哪种类型的题

目中容易出问题，分析原因，制订对策。如果几套题下来总

在一个知识点上出现问题，必须对改知识点、题型进行专题

训练，予以突破。 禁忌： 发现问题不解决，明知道自己二重

积分直角坐标、极坐标相互转换没有掌握，就是不肯放慢速

度踢开这个绊脚石，还是硬着头皮往前走消耗已经积累的内

功，到这个时候你的能力基本稳固，如果不突破这个瓶颈，

很难在有提高。我们也用一个字来形容这个阶段“钻”这里

的钻有两层意思一是钻井的钻所表达的意思，另一个是钻研

的钻所表达的意思。同学们完成第二个阶段后大部分同学都

会遇到一个屏障：我们在复习高等数学的时侯，高等数学的

知识比较熟悉，但线性代数和概率很多知识都记不清楚，在

复习线性代数的时侯，线性代数比较熟悉，但高数和概率很

多知识也遗忘了，同样的复习概率的时侯，概率比较清楚，

高数，线代许多知识也记不住了。该怎么办呢？这里就是我

们钻要表达的意思，我们要通过钻真题和模拟题，钻透这个



屏障，把高数、线代和概率都串起来，无论提到那部分知识

都非常熟悉，这样才真正达到了考研数学的要求。百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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