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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区域规划考研经验分享

一、个人信息篇

本科专业：城乡规划

报考学校：江西师范大学

报考专业：城市与区域规划

二、择校考量：

1、看清自己

选择学校的时候需要充分分析自己，自己的学习能力，自己的决心，自己的心态等

等。因为当只有充分的认识自己后才能更好努力。

2、相信自己

在分析自己的同时，也要相信自己值得更好的，如果想要更好的，那就去试试。在

分析自己的时候，不能只去分析自己不足的地方，要充分全方面地相信自己，每个人都

值得拥有那个更加闪闪发光的自己。

3、现实情况

在择校的时候，最重要的任务是进行相关院校的信息收 i 及并初步了解学校，要充

分考虑其所在地区的特点，学校的特点。在我看来，可能选择有学长学姐已经上岸过的

学校，你所能得到的经验也会更加的直接有效。也尽量选择会保护第一志愿的学校，这

样你的努力会更有效！

三、时间安排

1、前期的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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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后期的时间安排

四、课程复习

英语方面——①单词：一定要坚持每天记单词，每天！不管是否休息，单词是不能停

的（前期有时间可以听一些记单词的课）②阅读：珍惜每一篇真题阅读，一定要搞懂！ 如

果阅读比较差的，可以去看看唐迟老师等等的一些阅读技巧课。最近两年的阅读真题可以

留着最后来做模拟，价值比较高。③写作：写作是偏后期的事，先背几篇真题上的作文范

例，然后默写，或者找其他真题写。反正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总结出一套自己的小作文和

大作文的模板。④翻译和完型:这两个都非常看英语功底，英语好的人和时间比较充裕的同

学可以冲一冲！

政治方面——①第一轮：可以一边听徐涛的基础课一边走第一轮复习，买徐涛和肖

秀荣的书的都可以，差别不大，内容基本上没差别，听一章节，可以刷一章节的题目，

就当简单的复习。（在这时候刷题可以简单准备一个刷题本，为后来后几轮的复习总结

做准备）——9 月前结束。②第二轮：第二轮珍惜一千题，从刷题就可以看出自己不懂的

地方，认真刷题，不明白不清楚的地方及时补上，及时在书上标记。（个人有个小习惯，

如果有错题，我会做错题本，比较花时间，但效果比较好）——11 月前结束。③第三

轮：这时候出场的是腿姐，腿姐的冲刺课，冲刺背诵笔记，热点课等等，可以跟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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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来，最后的预测卷没时间就做肖秀荣的就可以，认真对待冲刺卷中的每一题。

城市规划基础——①前期：前期原理的复习主要以《城市规划原理》这本书为主，

这本书非常的厚，所以不要强迫自己记住每一个知识点，只要在看完能够形成一个相应

的知识框架。可以用制作思维导图的方法进行知识框架的整理。②后期：我会自己总结原

理书上涉及的简答题，会自己总结相关的名词解释等等，然后花时间去背诵。在后期也可

以跟一个热点团，去总结相关的热点知识。并且根据师大考试内容的特点，还需要突破的一

个重要的内容：国家颁布的有关于规划专业的新文件，进行相应的理解和对文件的有关内容

进行背诵。

城市规划设计——①前期：在快题学习方面，前期主要是以打基础，更重要的是对

建筑尺度的把握、建筑类型的区分以及如何处理建筑和场地的关系，还包括空间组织与结

构关系等。一定要多抄点素材慢慢积累。②后期：注重培养自己的快题解题思路，对自己

的方案进行复盘。及时了解自己出问题的地方，就可以做到尽快解决。并且要保持手感，在

后期我保持在一个星期至少画一张快题的节奏在进行。因为快题时间的限制， 需要在后期

进行时间的训练。

五、总结建议：

1、保持良好的状态

个人认为考研期间的状态是十分影响复习的效果和效率。每天固定的时间表，固定

的作息，都是提升状态的好方式。可以放松，但放松的方式不建议是出去玩，出去浪！

可以是一个星期睡个懒觉或者有一个晚上不学习看会儿剧看个电影之类的，就是这样比

较不疲劳的放松方式。这样的方式可以让你在放松完之后第二天能够迅速进入学习状

态。

2、一个良好的心态是成功路上的助力石

经历过高考的我们都知道，什么事情不到最后一刻结果都不是确定的。所以在复习

的过程中，不用因为自己背了又忘的单词而苦恼（因为这是正常现象），也不要因为某一

天的英语阅读做的不好而难过，没到考试，一切都不是结果。要有决心，更要有信心。焦虑

是很正常的，但要找到能够调节自己情绪的方法，消化情绪。既然选择了考研，你能做的

只有好好努力！

最后，告诉自己，想要比别人做的更好，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比别人付出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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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考研经验分享

一、个人信息篇

本科专业：城乡规划

报考学校：北京工业大学

报考专业：城市规划

考研成绩：位列初试第 2，同时也是初复试

加权总分第二，以及以 131 分位列理论单科第一

二、考前准备篇

（1） 前期备考

在考前我们首先需要确定自己是否要考研，大家可以首先了解下考研人数趋势，从

2015 年开始，考研人数飙升，到我考试的那年甚至超过了 400 万，但是各高校招生名额

仍然是在 100 万左右，竞争已十分激烈，因此我建议大家首先思考三个问题：①我是否是

因为大家都考研所以我想考？②我是否有很坚定要考研的想法？③考研与我个人人生规划

的关系。而我自己当初选择考研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疫情大背景下工作难找， 我很想要

提升自己的学历，以便以后能在找工作方面拥有更多选择，另一方面由于城乡规划是一

门涵盖社会方方面面的学科，我想要去大城市学习，接触小城市接触不到的那些知识面。

如果你确定了要考研，现阶段能做什么努力呢？我根据招生单位老师的偏好，给目

前处在不同阶段的大家列了一些可以努力的方向。在大一阶段，可以争取保研，努力提

升专业成绩；大二阶段如果保研无望，就开始①背单词②认真对待政治期末考试③多参

加专业相关竞赛④多考证；大三阶段的话，四年制的同学建议①背单词②考研择校③加

大英语学习的强度；五年制的话可以①背单词②认真做设计作业③有余力地去参与老师

的实际项目④争取参加专业竞赛；在五年制的大四阶段就可以①背单词②考研择校③挤

出时间学英语。可以发现，我在每个阶段都列了背单词这一项，其实背单词不仅可以为

考研做准备，同时也可以为大学期间通过英语四六级做准备，背单词绝对是能给每一阶

段带来价值的一项选择，不论是考研还是就业，英语好绝对是你的加分项。而其他的主

要是为了让你未来的简历或是作品集更加丰富多彩，同样也是对就业有帮助的。而且想

必大家今年都有了解北京协和医学院事件吧？刷掉 390 高分的同学而录取了 331 分但是

有很多科研成果的同学。对事件我不作评价，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平常的努力也是非常

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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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择校

接下来我想聊聊择校，对于择校，我希望大家慎重再慎重，因为真的就是选择和努

力一样重要，如果一开始的方向就是错的，付出再多的努力也是南辕北辙。于是我将择校

大概分为了两步，首先是确定大方向，这一步比较偏主观，主要是看你自己的偏好， 比

如是打算考本专业还是跨考？考城乡规划专业的话是考虑老八校+新四校还是其他学

校？想要考 985 或者211 还是双非院校？你更加看重专业排名还是学校综合实力？你是否

心里有非常向往的城市？你的考研目标是求稳还是提升？确定好了大方向呢，第二步就是

要正确评估自己的实力，比如学校或者地区是否对英语（公共课）要求比较高？如果你英

语或者政治基础不太好的话，对于这种学校或者地区就要慎重考虑啦。你的快题不好但

是理论比较强？我们专业也有专业课考双理论的学校，是否要考虑呢？不过考双理论的

学校在后期如果要调剂可能会比较困难，像很多学校收调剂的条件都需要你有快题成绩，

所以也需要慎重考虑这个因素。是否目标学校是报考热门，每年竞争者都很多？ 或者学校复

试要求比较高，需要竞赛或者夏令营？如果复试占比较高，对于比较内向或者表达能力不自

信的同学可能就比较不友好了。是否学校比较看本科出身，211 以下容易受歧视？又或者学

校压分严重，不考到第一第二就上不了国家线？这些情况每年都存在于某些学校，择校的时

候一定要了解清楚，不要让你一整年的努力最后变成白费啦。

至于学姐为什么选择了北京工业大学呢？step1 我考虑的是我英语基础比较好，而

且考试科目没有短板，我希望能往上走而且认为选择公共课旱区应该会比较占优势。

step2 因为城乡规划所涵盖的知识面比较广，希望去到大城市能学到更多小城市学不到的

东西。step3 锁定了北京 or 上海（上海可选的就同济，难度太大，pass）or 新一线城

市。step4 虽然选定了想去的城市，但还是要稍微考虑下专业排名，也不想去专业排名太

差的学校。step5 选定了北京工业大学，原因：①北工是北京的城乡规划硕士点里除了清

北外排名最前的学校，且本硕均过了评估②北工招生人数挺多，往年都是 25+③ 北工限

制了报考专业：限制城规、建筑、风园④北工不招收调剂，意味着不会压分，即使没考

上还有很大机会走调剂⑤北工往年录取分数线都很低，如果公共课正常发挥，对我来说

备考压力不会太大⑥北工考 3h 快题⑦北工在二环，周围两个地铁站，方便有空出去

玩。其实最后的选择于我而言是不是最好的，我也没办法证实了，不过我择校的思路可以

供大家参考一下。

三、初试准备篇

（1） 时间安排

首先，先介绍一下我的各科成绩，我的总分是 387 分，其中政治 74 分，英语一 70

分，城市规划基础 131 分，城市规划设计 112 分。

我正式开始准备考研是从 2021 年3 月1 日开始的，我记得是大四下的开学第一天，

到 12.24 结束的时候，我总共差不多学了 2136 小时。但实际上从我大二做好决定考研，

我就已经在开始背单词了，到 3.1 正式开始的时候，考研单词差不多已经过了 2 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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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真心劝大家单词早点开始背。

给大家安利一个时间管理的软件，叫番茄 todo，主要是对你的学习时长进行一个统

计，而且还有自习室功能，大家可以跟自己的同学或者朋友一起组队学习，互相督促。

我当时就是跟我一个高中同学一起，互相卷，比如看她就比我多学了 15 分钟，我可能

本来不想学了，但是为了超过她，即使十点多了又再学半小时这样，不知不觉就坚持多学

了很多。我当时统计时间的初衷是这样的：我想着每个月对自己的学习时间做一个总结和

复盘，这样也好做下一个月的时间安排计划。而且万一到时候没考上，也要知道失败的原

因出在哪，才好二战。

接下来我想讲讲我整个考研期间的时间安排，也可以供你们参考一下。首先是大四

下学期，也就是去年的 3-6 月，是兼顾课程与考研的时期，只要一有空我就去自习室学

习，这个阶段主要是学习英语和专业课理论。①英语：背单词；外刊精读；一刷 97-04

的真题；听完了 97-04 的阅读课；听完了语法课。②理论专业课：看完了专业课的所有参

考书目；每日 1h 看论文。7-8 月，是暑期弯道超车时期，暑假是最容易散失自制力的时

候，只要自己坚持学习，肯定能弯道超车，这一阶段主要是学习专业课。①英语：背单

词；一刷 05-15 的真题；②政治：看完了政治强化课；③理论专业课：开始背书了； 坚

持每天看 1h 论文。④快题专业课：上培训班。9-12 月，是全力冲刺时期，10 月往往是

一大批考研人放弃的高峰期，这一阶段主要是调整心态，冲刺专业课。①英语：背单词；刷

真题；②政治：刷题+背诵；③专业课：背书+跟着秋季培训班练快题。

（2） 学习方法

讲完整个学习安排，我还想分享一下我的学习方法心得。首先是英语，我英语的话，

客观题只扣了 4 分左右，我感觉我的学习方法还是值得借鉴的。英语中我认为最关键的就

是背单词，英语是一个持续积累的过程，靠一朝一夕速成的那都是个别，所以一定尽早开

始。然后我认为用 app 效率会比较高，但是不要死抠，就是不要要求自己一遍就完全记

住，可以每天设置多一点，快速背诵，然后反复多背几轮。第三是，不要纠结四六级成绩，

很多人四级没过但是考研英语会挺不错的，因为不管是在考查重点还是题型上， 差别都挺大

的。再者，背单词重在一个广度，先打开广度，再在做题过程中结合上下文深入记忆，会

更有印象，记得更牢。

阅读方面的话，关键就是补语法+精读题；第一，阅读题的出题点都在长难句，拿

下长难句等于拿下阅读；第二，基础差就先补基础，可以通过看讲解语法的网课来补基

础；第三是网课很多，但是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第四我认为很重要的是要做好每日一

句（既提升阅读同时也提升翻译）；最后，时间不够的时候不强求精读外刊，把历年真

题吃透就能出好效果。

最后作文方面，关键是勤练习+常积累，北京是真的主观题压分比较严重，英语不

好的话建议慎重考虑。

第二个是政治，从刚刚那张图可以发现我政治是所花时间最少的一门，而且成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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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算可以，我认为大家在政治方面的学习就尽量充分利用零碎时间就好。

专业课一的话，我是在 3-6 月完成了参考书目的粗读，主要是看书+笔记，在 7 月份

开始背书的。作为理科生，其实我特别不爱背书，每次背书都很痛苦，我就会想尽办法轻松

一点地背，比如在基础知识这一块用图示化背书法以及理解记忆法，或者是多看论文。

我在此推荐一个我很喜欢的期刊，叫北京规划建设，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知网下载来

看，语言挺通俗的，没有那么学术感，而且不仅有国内的规划案例还有国外的一些案例、

热点和新闻，比较偏科普和论述一点。是双月刊，一期 45 篇文章左右，我在考

前看了 5 期，我一直觉得这对我后来的高分贡献不小，但是我也是无从考证了，给学有余

力的同学一个建议。

众所周知，我们城乡规划是一门涵盖面很广、并且与时俱进的学科，现在考研的理

论考查越来越热点化，对我们考生也有一定的要求。那我为什么说不要太早开始以及不要

自己整理呢？因为热点太多太杂了，如果说自己看论文整理，一个热点可能就有几百篇相

关的论文，每个人的观点尚且都不一定是正确的，更何况我们作为本科生，也尚且不具备

甄别好坏信息的能力。我们需要掌握的热点有几十上百个，个个都自己去整理， 那必是不

太可能做到的。但也不需要烦恼这个问题，你只需要到秋季报一个热点班，就解决了，

有人帮你整理好，你只需要背诵就好。

最后是专业课二，也就是快题，北京工业大学是专硕考 3h 快题，画一张 a1，学硕

考 6h 快题，2张a1，相比其他学校算是题量比较大的了，而且画不完直接就给 75 以下。

所以，大家不仅要了解清楚科目，最好再找目标院校的学长学姐了解下图幅。

（3） 共性问题

Q1：在学校备考比较好还是在家呢？

A1：我认为看个人的习惯。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答案。我从 7 月开始都是在家备考

的，对我来说，我的考虑是：①在学校不方便画快题②心态比较脆弱，在学校容易受到

peer pressure③节省通勤时间④在家环境更好，吃得好睡得好（我睡眠不太好，属于是压

力大就会失眠的那种）。但是，如果在家不能自律学习，不能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那就

待在学校吧，毕竟所有的理由都是为学习服务的，如果学习都不能好好进行了，就不要

找借口在家备考了。

Q2：考研有必要买一个 iPad 的吗？

A2：我本人是提倡无纸化学习的，因为效率高。我考研的全程都是没有用过纸质资料

的，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无纸化学习的好处有：①在资料特别多的情况下（尤其是看论

文），可以进行一个分类整理，可以快速找到想要的东西。②考研前后会收集很多资

料，无纸化可以进行快速地整理，比如做错题集、做网课笔记之类的，不用花时间去抄

题，直接截图，看的时候也很方便，尤其是出门，随时可以学习。③方便制作框架图。但

是，是否有必要买 ipad，还是根据自己的学习习惯和经济条件量力而行吧，iPad 只是辅

助学习的工具，不是上岸的必要条件。



29

Q3：我不打算考城乡规划专业，应该怎么开始备考呢？

A3：先收集信息，我一般收集信息的渠道有：①微博②小红书③公众号④找相关专业

的学长学姐打听，先确定自己想要考的专业（一定要了解：①对跨考生友好程度②考试

科目③跨考难度④热门程度），再根据刚刚讲的择校方法选定学校，最好是联系一个与

自己同样基本情况的上岸学长学姐详细了解。确定好学校后，多看看已上岸的尤其是高

分上岸的经验贴，从中提取高效率的学习方法，然后与自己的时间计划结合。（不要着

急买学长学姐的资料，资料不在多，其实更宝贵的是学长学姐的经验。）

Q4：考城乡规划专业的话，快题要从什么时候开始报班呢？

A4：建议根据自己所选学校的快题难度来决定，我是从大四寒假正式开始学快题的，

暑期和秋季也都学了，但是可能是我快题天赋不行吧，最后成绩也就一般。如果打算报

老八校或者是比较卷的学校，建议早点开始学快题，寒假也差不多了，也不用更早了。

如果要求不高，学两期就足够了，主要还是留时间自己多练习。如果不打算报大机构针对

的名校，就早点找到针对性的机构学，不要浪费时间在大机构，每个学校对快题的侧重点

真的好不一样。另外，不要太依赖报班了，要想每年这么多报班的也没见都考上啊， 机会还

是靠自己把握的。

Q5：我什么时候开始准备考研比较好呢？

A5：越早越好！！！别听别人说战线拉长就会容易疲惫之类的话，现在这个越来越卷的

时代，你不卷你就等着被别人卷吧，也不要过于关注外部因素，不是说不卷一定输也不

是卷了一定能上岸，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既然你这么想达成这个目

标，为什么不早点开始呢？

Q6：考研是不是一定要戒掉所有娱乐活动，闭关考研？

A6：没必要，劳逸结合就行，我认为考研不仅考验一个人的知识水平，同时也是考

验人的心态。如何从头到尾保持一个平和的学习心态呢，我的经验的话是这样：学习状

态好的时候我就多学点，这样状态不好或者实在不想学的时候，我干脆就玩，想玩什么

就玩什么。但是该完成的任务也要完成，不论是玩还是休息，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更

好地学习，记住自己的目标就行。有时候把自己逼太狠，反而容易崩溃、容易放弃。

（4） 总结

初试准备篇总结下来的话就是信息战+效率+坚持。

四、复试准备篇

有同学可能会问为什么现在就要介绍复试准备呢？首先我想介绍的是复试的重要

性，考研初试已经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谁也不希望自己倒在黎明之前的黑暗里，初试

通过只是获得了进入复试的入场券，能否上岸还看复试表现。其次，每个院校的初复试

占比不同，例如北工初复试占比是 5:5，意味着复试 1 分相当于初试 5 分，复试逆袭 or

被逆袭的可能性都很大，复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复试的内容现在就需要准备，复

试除了面试还需要准备的内容有：简历、作品集，老师是通过这两样材料来了解你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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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所以拥有一个丰富的简历和一个优秀的作品集，是需要你现在去努力的。除此之外， 提

前准备复试也能提前有个心理准备，假如你平时的表达能力比较弱，又想在未来复试的

时候取得一个好的成绩，需要提前做一些准备，比如充分利用本科期间的一些活动来提升

自己的表达能力。

那现阶段可以为复试做哪些努力呢？首先在简历方面，（1）多参加实际项目或者专

业竞赛。（2）考证书。例如：英语四六级、计算机二级、教师资格证、普通话证书、机

动车驾驶证等。（3）学技能。除了专业软件要学好外，如果能掌握一些其他的软件，也

是加分项哦。（4）争取拿奖。除了奖学金很有含金量外，老师们也很看重优秀毕业生的

荣誉（要求每个学年专业排名和操行排名都在前 40%内，所以注意不要摆烂，每个学年

都要好好努力。）第二，在作品集方面的话，（1）多参加实际项目（所以参加实际项目

真的很重要！！通过实际项目还可以学习软件以及专业知识的运用。）（2）多参加专业竞赛

（有机会参加竞赛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比如排版啥的）（3）认真做好现在的每一个专业

设计作业。（不然后期在做作品集的时候，想改就很痛苦了）。

最后，我的经验分享到此结束，祝大家考研顺利！都能高分考上自己的理想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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