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掌握大学数学知识的个人方法 
在大学数学的学习过程中，在知识掌握方面我主要有两方面感悟。一是高中 

到大学知识的衔接问题，二是对抽象概念的理解问题。 

首先我个人觉得大学数学和高中的联系不是特别紧密，只是一些知识点会接 

上，比如三角函数和概率等知识点。在学习内容方面，虽然高中数学相较于大学 

数学而言较为基础，但是有一些基础性的内容较为类型，需要精简记忆以便后面 

学习的应用，对一些些简略知晓或者是从未接触的知识点则进行重点学习，比如 

说反三角函数、矩阵就是我高中阶段没有接触过的，需要加强学习。除了学习内 

容，在学习方式上，由于高中数学的学习多以提高分数为目的，其更加注重知识 

点的理解以及解题速度，所以要在平时学习中加强数学思维的训练、对知识的运 

用和数学意识的培养，以提高学习效率。 

大学数学的学习内容较为复杂且具备一定的抽象性，学习难度较大，比如极 

限、可导、可积这些概念。如果数学没有了抽象性，总是研究一个一个的具体问 

题，那么数学的发展也不一定能有今天的繁荣。抽象的主要表现是：“定义了一 

系列新的概念”。列宁说过“自然科学的生命是概念”，概念一般从实际事物中经 

过抽象而得到，但它又较原实际问题包含更丰富的内涵。所以说，对概念的理解 

与掌握十分重要。我自己在理解抽象概念时会使用以下几种方法。①记住一两个 

引入概念的实例，避免被概念绕晕；②记住一两个与概念相悖的反例，从多侧面 

加深对概念的理解;③弄清概念与其它已有概念的关系，将概念之间的关系，用

例子、定理、公式联系起来，建立一个知识体系，要用的时候从脑海中抽取这部

分知识就不会概念不清。 

以函数在某一点处的导数定义为例说明；①导数是运动物体在某时刻的瞬时 

速度，是曲线在某点处的切线斜率；②求分段函数在分段点处的导数，需使用导 

数定义；③函数在某点处连续而不可导的例子；④可导与连续的关系，可导则函 

数连续，而函数连续则不一定可导；⑤可导是一个局部概念，即函数在一点可导， 

在该点附近不一定可导。 

最后除了概念理解，练习也很重要，要多花点时间。尤其对基本的运算题更 

应多练习，并注意准确性与速度，会发现许多学习过程中不易发现的易错点。对 

做错的练习也不能放过，及时纠错，反思题中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