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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帅 

个人信息 

姓名：张宇帅                      邮箱 425164798@qq.com  

本科专业 建筑学 GPA 3.78 

科研经历 无 

获奖情况 无 

报考院校 浙江大学 报考专业 建筑学 

成绩及结果 

科目 政治 英语 专业课 1 专业课 2 

成绩 73 74 91 140 

时间线 

2019.5 月中旬 确定学校，了解以往分数线；英语单词背诵，第一遍识记专

业一相关课本 

2019.7-9 一边实习课程一边复习建筑基础和英语阅读理解；试做建筑快题 

2019.9-10 结束实习和第一遍建筑基础复习，开始做英语真题卷；建筑基础

结合真题和整理材料复习； 

2019.10-11 前十天结合徐涛政治网课，过一遍全部政治知识框架；后半月

选择 1000 题巩固知识；抄绘快题；保持英语语感 

2019.11-12 快题训练，确定风格；准备英语作文；最后复习一遍建筑基础 

2019.12 背诵政治大题；查漏补缺阶段，有意识的模拟考试，提前适应考试

作息和节奏。 

mailto:42516479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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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备考经验分享（可按科目分四个方面） 

 

 

 

 

 

 

 

 

 

 

 

 

 

 

 

 

 

 

 

 

 

英语：英语是我最早开始复习的学科，从单词背诵开始，暑假

期间每天保证至少 100 个识记量可以基本背完考研词汇，9 月份开

始用红宝书复习每天一个专题，单词是英语考试的基础，在词汇量

上升的过程中，可能就不知不觉间突破阅读理解的瓶颈。 

考研英语试题分完型填空，阅读理解，翻译以及两篇小作文，

阅读理解是最重要的部分，我个人认为提高的方法一是词汇量，二

是看懂题目的用意，理清思路，剩下的用刷题来巩固，一定记得反

思不确定的每道题。一般来讲，选择历年真题来刷就够了，我从最

早刷到 2018 年刚好到考试时间。一定利用好最近十年题目，不要做

过就算了。 

作文部分我是最后 20 天开始准备，参考作文书写了几篇文章背

诵。事实上最后并没有用到，但准备过程中积累的词汇，短语和谚

语用到了不少，至于句式的变化，文章的结构相信各位在高中都掌

握了，多练几遍熟悉即可。 

 

政治：政治我开始较晚，但付出的心思绝对不少。首先是在国

庆七天假期看完徐涛的强化班网课（b 站上就有），并整理笔记和框

架，跟着徐涛上课的思路整理框架，基本可以给你对政治考点有非

常全面的认识，剩下的部分就需要依靠刷题来记忆。 

政治选择题是拉分的关键，想上 70 一般要保证每套选择题扣分

不超过 15。在第一遍过完政治之后，我是用肖秀荣的 1000 题来帮

助进行第二遍复习，每天至少保证 100 题（按专题顺序做下去而非

乱序的模拟题），过程中遇到不清晰的知识点，在回到课本整理记

忆，并把相关的知识点整理到一起比较（比如历次会议纪要，土地

政策，给概念带帽子等），重复多次，直到熟记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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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题部分的得分主要看个人的勤奋程度，开始早的同学 11 月份

开始每天都会花一定的时间背诵大题考点的答题素材（我用的肖秀

荣，和前面提到的 1000 题是一套），而在考前大概一个月各个政治

老师都会发布押题卷，慢的同学可以直接背上面的大题。我属于 11

月份三天打鱼两天上网，考试前最后一星期死背押题卷。关于准确

率大概有 40%左右，大题一定要积累够足够的答题素材，也要善于

从题目材料中总结观点放到答案中去，尽量写满。 

 

专业课一：浙大建筑学的专业课一是建筑学基础，共有五门

课，中、外建筑史，城市规划，建筑物理和建筑构造。 

其中建筑物理和建筑构造是最容易得分的，建筑物理基本是历

年选择题重复，简答题基本上课本上都有，如建筑保温放热的途

径，减弱眩光的方法等，理解原理，记忆还是比较轻松的。 

建筑构造主要选择题和画图题，选择题同样是历年选择题重

复，但也不要掉以轻心，还是要过一遍课本。画图题在考前把每个

构造节点都画个五遍左右掌握就行，从图形比例，数据，构造层文

字表达，标高，坡度按顺序画下来，不要漏得分点。多练保证快速

完成给其他科目腾出时间。 

中外建筑史，都以简答题为主，需要注意答题时语言的组织和

论述的条理性。中建史可以参考历年真题，分几个方向整理答题素

材如木构造，传统建筑的演变，佛教建筑演变，历史遗产保护等，

保证有话可说。外建史的复习首先要整理完整的时间线，再去背诵

各时期建筑特点以及代表性人物和建筑案例。 

城市规划考试内容非常多，基本都要重新背诵和记忆，个人认

为看书的效率太低，建议可以直接找相关资料背诵（学长学姐，网

上资料有点杂慎重）。这三门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反复背诵，可以自己

找舒服的节奏，我是分专题背诵，累了就换个科目，遗忘了再回来

继续背。（真的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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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备考经验分享（可按面试和笔试分两个方面） 

 

 

 

 

 

 

 

专业课二：专业课二是建筑快题设计（6 小时）。第一次接触快

题是在 7 月末，不论是图纸表达还是时间控制都远远不够（6 小时

总图加平面），快题设计不像课程设计，更偏向应试作文，需要在快

速完成功能组织的基础上，再考虑设计出一到两个亮点，这样设计

的方面基本达标，其次在表现上需要多练，形成自己的风格，不一

定非要保证制图的规整，表现出手工感。 

整个过程中前期要都积累建筑语汇素材，如楼梯的表现，大厅

的做法，总图的整理等，要多练多临摹，不要失去信心。到最后两

个月的时候进行模拟考试练习，看个人的满意程度安排练习频率，

我基本一周一次，大家如果有自己无法把握的时候，可以多找同学

或者老师，听取意见，以免陷入困境。 

曾经看到相关的经验分享都说，考研其实是一个枯燥的过程，

需要耐得住寂寞，但我的准备过程虽然有痛苦的阶段（背书），但更

多感觉到充实且欢乐，因为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复习。我也建议

各位考研的同学可以组成复习小组，分享资讯，讨论问题，有时候

问题自己看不到但别人可以轻易指出，互帮互助可以及时给予你复

习成果的正反馈，更有利于提高学习的效率。 

 

今年的复试由于疫情，取消了笔试（英语听力和三小时快题），参考

有限。正常来讲，还需要准备自己的作品集。 

面试部分则考察你的个人素养和平时积累，老师会根据你提交的材

料及自我介绍来提问，所以要对自己作品集中的内容要做充分准备；对

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有一定的考虑和了解，如相关领域国内外的著名学

者及论文，书等（特别是对本校本省的），其余的则保持礼貌，保持态度

端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