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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莹 

个人信息 

姓名：陈子莹                    邮箱：307932965@qq.com  

本科专业 建筑学 GPA 3.9 

科研经历 无 

获奖情况 校级学业二等奖学金，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优秀学

生干部，优秀团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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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79 111 145 

时间线 

2019.4 决定考本校研究生 

2019.5-6 开始看政治网课，过第一遍，同时做思维导图 

2019.8-9 开始接触快题，适应快题的思考模式；专业课课本过第一遍 

2019.10 政治框架基本搭建，配合市面上的题库，深化理解；快题临摹，思

考个人风格；专业课按计划复习 

2019.11 开始做英语真题；专业课结合真题，找补充材料；政治进入真题阶

段，查漏补缺；快题风格基本敲定，开始整套练习 

2019.12 最后的查漏补缺阶段，有意识的模拟考试，提前适应考试作息和节

奏。 

mailto:3079329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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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是我花精力最少的一门课，但这不意味着这门课可

以小看。开始制定英语复习计划之前，你要先对自己的英语水平有

个客观评估。首先，考研英语不考听力和口语，主要是完形填空、

阅读、新题型和作文。我拿了比较早年份的试题浏览了一遍（近十

年的真题十分宝贵，不建议很早用），觉得我的阅读能力还是很过关

的（托福阅读裸考结果也不错），所以前期并没有花大精力背单词。

所以我中后期开始直接使用真题，模拟的同时，熟悉里面的生词。

作文最好是单独多练习几套，因为大学英语写作机会不是很多，能

热身回高考英语作文水平我觉得就足够了。 

政治：政治是我花心思比较多的一门课。如果想要取得好成

绩，我觉得早开始是比较好的策略。绝对不要相信网上类似于“我

就最后过了一遍 X 四 X 八就拿到了 XX 分”的经验贴，据我个人感

受，政治选择题是拉开差距并且难度较大的部分，没有对理论体系

的整体理解和把握，光靠临时抱佛脚很难有好结果。政治的题目其

实比较灵活，靠死记硬背是行不通的，光是马哲部分就会把你绕

晕。所以，构建扎实的知识框架，是最笨也最快的方法。政治的不

同大块的学习方法也不同，马哲部分，要理解，要能甄别相似概

念；史纲部分则要整理出一条近代史的时间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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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和建筑构造只要认真复习，得分率还是很高的，而另外三门，还

是要多看书，把书看透。尤其是中外建筑史，近两年考察方向都以

简答题为主，有考察同学学术思维和撰文的倾向，在关注业界前列

动态的同时，要着重注意自己的行文逻辑，切忌生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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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备考经验分享（可按面试和笔试分两个方面） 

 

 

备战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Q&A 

 

 

 

 

 

 

今年的复试由于疫情，破天荒地取消了笔试，连作品集都没有机会

展示，可能这次的复试经验对以后的参考有限。首先我觉得，复试面试

主要还是考察你的个人素养和平时积累。就我而言，放松、坦诚、礼貌

就完全足够了。 

 

 

专业课二：专业课二是建筑快题设计（6 小时）。刚接触下手画的

时候我其实很慌张，尤其是中间要经历一个设计思维的转变，从设计

课的时候重概念到快题的重功能，从天马行空到求稳不出错。以及对

快节奏设计作图的不适应，都让我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时期。这个就需

要自己多练多临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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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想提一点，大家作为一起考研的同学，要学会互相合作，

这样反而可以提高复习效率。几个人结成考研小组，互相分享资料，

讨论问题，提高学习氛围，也有助于进入备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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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Q&A 

 

 

 

 

 

 

 

 

 

 

 

 

 

 

 

 

 

 

 

 

 

Q：备考过程中的压力和焦虑如何缓解？ 

A：备考压力是很正常的现象，尤其是网络上会有许多考研机构刻意

渲染恐怖氛围。首先要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能稳住按自己的步调

走，时刻牢记效率比时长更有意义。这样在面对“千军万马过独木

桥”“凌晨在寝室楼道背书”的惯例新闻时就不会被传染焦虑。当压

力积攒到临界值，要学会及时排解，找信任的人说说心里的想法、

出去吃一顿好吃的、回寝室看一部电影放空自己，都可以，切忌对

放松行为有事后的负罪感，时刻紧绷的弦断的早，及时的放松一本

万利。 

Q：经常没有办法完成每日计划，非常有挫败感。 

A：完成不了计划也是很正常的（笑），及时调整后面的计划就好

了，最怕的是后面的学习里，脑子里全是没有完成计划的后悔和焦

虑，这样才是最危险的。备考期间，大家都面临着时间压力，没有

人能够完成十全十美的复习，大家都是被迫做出了复习决策，学会

抓住重点复习也是致胜诀窍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